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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我国的重要挑战，传统养老模式无法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智慧养老服务体系适应

了时代的发展和我国具体实际，可以有效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与水平。通过对养老产业以及智慧养老服务

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智慧养老服务可以有效提高老年生活的安全感，幸福感，体验感，但服务体系中

存在忽视服务实用性，缺乏专业养老人才、标准化的使用准则、完备合理的监管机制以及数据的有效收

集与利用的问题。对此，政府应当发挥主要作用，培养复合型养老人才，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完善监

督管理系统。智慧养老服务供应商，应当打造适老化服务和产品，提升养老数据的动态共享，以期提高

智慧养老服务的质量，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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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challenge in China today.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models 
cannot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elderly care. The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China,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it was found that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can effec-
tively improve the sense of security, happiness, and experience of elderly life. However,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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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the service system, such as neglecting service practicality, lacking professional elder-
ly care talents, standardized usage guidelines, complete and reasonable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effec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major 
role in cultivating composite elderly care talents, establishing unified industry standards, and im-
proving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create aging friendly services and products, enhance the dynamic sharing of elderly care dat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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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尽管我国陆续开放了二胎，三胎政策，但截至 2023 上半年，

我国人口出生率也呈现出断崖式降低。人口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

传承变迁的重要载体[1]。如何应对由出生率降低带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我国刻不容缓的问题。随着

科技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我国平均寿命年限，另一方面推动了智能化养老的新趋势。以人工智

能等先进现代技术融汇养老服务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但是，智慧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依

然任重道远。 

2. 养老产业的发展现状 

针对我国“未富先老”的问题，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出养老“9073”格局，即 90%的老年人口在

家庭内养老，7%的老年人口得到社区养老服务的支持，以及 3%的老年人口在机构养老[2]。国家 9073
工程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供日常照料，护理和康复以及经济救

援和精神关爱等制度。 
从养老产业需求上看，我国老龄化人口快速爬坡，养老需求增大。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2022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8004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0978 万人，占

全国人口的 14.9% [3]。预计十四五末期，我国老年人口将高达 3 亿，2035 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直至 2050 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老龄化将达到顶峰，预计占人口的

三分之一，那时，我国预计会有 5 亿左右老年人，成为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养老产业供给上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愈演愈烈，巨大的养老需求推动养老服务迅速发展起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鼓励养老产业多元化、全方位发展。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仅仅依靠政府养老已难以为继，以减租减税等

方式鼓励商业养老服务的发展。近五年来，养老企业复合年均增长率约 18.1%，值得关注的是成立十年

的企业约 7.1%，但成立五年的企业约有 53.8%。目前，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38.1 万个，其中养

老机构约有 4 万个，社区养老 34.1 万个，床位约 822.3 万张。根据尚普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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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高达 10.4 万亿，同比增长 22.3%，预计 2023 年度达到 12 万亿元，2050 年老年人口总消费约 61.26
万亿，老年市场规模达 48.52 亿万元。我国对于专业的，智能化养老服务的重视日益上升。 

3. 智慧养老系统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5G 网络等数字信息科技与社会养老需求相

结合，智慧社会、智慧养老产业应运而生。“智慧养老”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生命信托基金提出，也被称

为“全智能老年系统”，即利用先进的互联网、云计算、可穿戴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面向家庭

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物联网系统与信息平台，整合政府、社会及社区家庭的资源，为养老

提供更便捷、高效、灵活的公共管理创新服务模式[4]。 
当前，我国国内在智慧养老仍然处于成长期，具有技术手段相对落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行

业标准缺乏统一性等问题，但我国智慧养老的需求以及发展前景是可观的。近年来科学技术与养老产业

的有效融合下，截至 2022 年度，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市场规模为 4.2 万亿，占总规模的 42.63%。其中

智慧家庭养老占比为 74.10%，智慧社区为 12.92%，智慧机构养老为 12.98%。我国智慧养老和传统养老

互为替代品，但传统养老的趋势是逐步智能化的，智慧养老的前景良好，发展势在必行。 

4. 智慧养老的机遇与困境 

早期的居家养老，社区集中养老，养老机构是互不干扰，相对独立的，伴随 5G 网络的发展和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现代信息技术逐步运用到养老产业中，改变了各种养老类型相对孤立的方式，形成了各

方协同发展的局面。智慧养老服务是一个涉及面广，技术复杂，整体性高的民生工程。随着科技的进步，

高质量，个性化，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日益扩大，智慧养老面临连接技术终端，技术中枢，家庭监管，

社区，服务机构和老人多元化需求的多方的困境。 

4.1. 需求端–智慧养老的机遇 

首先，智慧养老是提升老年生活安全感的必然路径。智慧养老解决了传统养老最致命的及时医疗问

题，它充分利用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智能穿戴设备等技术充分实现线上下线结合全方位监测、紧

急救援和建立个人健康电子档案等功能。通过软件和硬件的结合能为老年群体提供 24 小时无间断和跨越

区域的实时动态感知，全时段实时监测和定位，随时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具体数值，即使遇到突发状

况，也可自动化通知家属，联系机构帮扶人员或者及时报警，保障老年人的生命安全。通过数据的收集

分析和共享同步，老年人与家庭，社区，社会养老服务机构，派出所等各单位联动起来，实现数据零距

离，监测零误差的传达和交互。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服务的人性化和效率，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另一方

面也可优化老龄化相关政策。 
其次，智慧养老是提升老年生活幸福感的关键途径，智慧养老可以利用医疗社会对老年人身体状况

进行实时监测，以便进行医疗干预。老年群体往往一身多病，我国约有 2 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其中 75%
的老年人患有至少 1 种，43%的老年人同时患有 2 种及以上慢性疾病。由于年龄增长催生的慢性疾病仅

仅靠临床治疗是难以保障的，需要与院外治疗以及康养管理结合，但由于出行不便，随访困难等问题势，

传统养老难以解决。老年群体面对慢性疾病带来的健康威胁，可以通过智慧养老管理系统进行提前干预，

提供“身边的慢病检测和咨询服务”提高老年群体对于慢性疾病的健康管理意识，进而减缓慢性疾病的

发展。此外，老年人存在吞咽困难和消化系统退化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痛风等问题，对于食物的荤素

配置，软硬程度需要个性化的配置，智慧养老系统可以与老人习惯，喜好，病因以及医生建议结合实现

老年人从“安享晚年”转变为“享受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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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智慧养老是提升老年生活体验感的重要法宝。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智能睡眠

监测，智能尿不湿检测等装置，语言连线，高清视频等服务，让老年群体感受智能产品对生活质量的提

高，并且老年人在养老方面比较关注经济因素，智慧养老服务具有范围广，成本低，实施便利等特点，

养老“性价比”较高。此外，老年人对长期居住地具有强烈的情感依赖，普遍不愿意离开熟悉的人事物，

而智慧养老服务系统给予了老年人极大的选择权，无论选择居家或者社区或者专业机构都可以享受智慧

养老服务。在未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智能养老将不再是基础的日常护理，而是构建涵盖医疗，

老年教育，康复管理，文化旅游，体育等符合老年人需求的综合服务平台。 

4.2. 供给端智慧养老的困境 

首先，智慧养老系统忽视了实用功能。智慧养老系统作为老年人养老最基础的应用软件，其功能和

界面应当贴合老年人简洁，便捷，理解容易操作简单的需求。从形式上看，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以及老

年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智慧养老在技术革新和提升服务的同时，忽视了老年人使用便捷的现实问题，

繁杂的操作页面以及频繁升级更新系统，很大程度上使得老年人对使用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产生逆反心理。

从内容上看，反复更新迭代的智慧养老应用功能看似满足了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实则“华而不实”从

智慧养老在我国的首次提出，至今已有数十年之久，但智慧养老的主力服务仍然围绕健康监测和精准定

位等方式，并且常常因为技术壁垒，程序崩溃，甚至数值的检测也会出现问题，往往精准无误的医学判

断，重大突发问题的处理和解决并不能发挥主要作用。 
其次，智慧养老缺乏专业人员的维护。由于智慧养老系统需要与各方人力，物力，财力相结合才能

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智慧养老系统早期的应用和铺设需要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设备建设人员、技术开发

人员、医疗保障人员、运营维护人员。一旦资金缺位，必然会导致设备设施不健全，技术迭代落后，医

疗资料短缺。当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不能提供相应的服务，不能对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并给出个性化建议，

不能进行及时且正确的决策，其“智慧性”也就形同虚设，偏离了智慧养老的初衷。 
再次，智慧养老系统缺乏标准化使用准则。智慧养老服务系统的使用会受到各个机构，社区的接受

程度，管理模式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差异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医疗设备差异，养护人

员的比例和资质，文娱配套设施等。其中一线养护人员大多为 40 岁以上的女性，甚至是已退休但手脚灵

活的中老年人再就业，他们的体能，专业知识有限，学习能力也难以掌握日趋智能化的电子设备。各个

机构缺乏科学的，标准的，合理的智慧养老系统使用准则，一是对于老年人的需求评估存在差异，二是

对于数据能否有效量化分析，三是老年人精神需求难以量化等问题都会导致智慧养老服务资源的使用大

打折扣。 
最后，智慧养老忽视完备合理的监管机制。与智慧养老相关的监管组织涉及财务，卫健委，民政部

门，市场监督，医疗等，各个组织业务交织在一起，监督与管理有难度，这就导致了智慧养老系统内各

子产品，比如携带电子设备，医疗检测仪等智能设备未形成良好的价格秩序，关于产品的配备也无统一

标准。此外，由于监管部门的分工界限模糊或重叠，一旦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出现问题各部门互相推脱，

追责困难，无法有效对服务商，运营商进行管理。尽管智慧养老系统发展数十年，如今依然缺乏明确统

一的政策法规。 
第五，智慧养老数据的有效收集与利用存在不足。数据的有效提取是有效利用的前提。一方面从数

据收集上看，即使是全民使用智能 5G 时代，对于老年人的信息获取还是存在困难。目前仍然有老年人

抵触互联网以及智能设备，他们普遍对于个人信息持谨慎态度，由于记忆力衰退和安全感缺失，他们不

愿意透露信息给服务商，且老年人常常出现错误，这加大了智慧养老系统获得准确性，统一性信息的难

度。另一方面，从数据的有效利用上看，养老数据不应该是简单的堆积，它包括自动化提取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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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利用，对收集数据的评估与误差排除，数据安全维护等程序集合。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资源无法

再各组织间共享会导致信息收集工作量大，效率低，无法对数据库进行统一的整合进而提供跨部门跨区

域的全链条治理服务。 

5. 高质量养老服务的推进路径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国情，朝阳产业成为我国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已势不可挡。尽管智慧养

老体系是矛盾与张力并存，养老产业的智慧化已经是必然趋势。 
第一，打造适老化智慧系统。相较于其他群体，老年人由于在认知理念上存在更深的价值性壁垒、

个体资源禀赋先天差异性大导致的数字能力薄弱以及技术的不友好设计使得老年群体更容易在数字社会

受到排斥而处于边缘位置[5]。打造适老化智慧服务系统，需要将传统的服务与智能化应用结合起来。一

方面，将老年需求融入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研发，简化操作步骤，优化操作系统，设计大字体，大音量，

语音智能，老年模式等智能程序和电子测量设备。另一方面，服务商应当开展老年智能设备学习活动，

克服老年人“以老服老”的心态，耐心教学，促进老年人体验智能设备的便利，提高智能设备的使用率。 
第二，培育专业智慧养老人才。政府作为智慧养老服务的主要推手，不仅要从宏观上推出相关扶持

政策，而且也应从微观上培养复合型养老人才。不仅是一线的养护人员，社区人员，要掌握智能养老服

务设备和系统的使用。与养老相关各政府部门也需要配备同时具有数据处理，维护，统计与养老专业知

识的交叉人才。与此同时，一线服务人员的行业待遇和专业工作水平直接挂钩，可以对特殊岗位的培训

提供补贴，积极倡导养老行业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和提升技能，提高职业素养。同时，也可扩展青年志愿

者队伍，弘扬中华传统“孝道”的优良美德，探索积极应对老龄化国情的教育方式。 
第三，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完善监督管理系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追求，是

我国人民的美好愿景，是社会经济的主要内容，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6]。智慧养老服务系统

提供了一个平台将各方资源联合起来，对于平台的监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其中政府应发挥主要作用。

然而，由于制度环境、利益纷争、官员个体的有限理性可能导致政府推诿回应、模糊回应等形式化回应

行为[7]。所以政府需要对智慧养老体系设置上下贯通的考核监督，建立行业发展标准，并且需要充分发

挥智慧养老平台的数字优势，将系统中存在的作风不端，工作不实等问题量化在以数字为载体的奖惩体

系中。政府还需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通过法律手段因地制宜地规范智慧养老系统的发展。 
第四，提升数据的动态共享。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克服了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碎片化的特点。对于老年

人数据的收集可以通过家庭端，社区端，甚至与医院部门数字病例的合作共同完成，多方协同，不仅提

高了服务效率，而且对老年人身体状况有更加科学的判断。对于数据的有效利用，需要国家建立关于养

老数据的共享条例和标准，实现跨部门跨区域的定期有效联动，让数据在法律的制约下实现对接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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