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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为克服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智慧养老应运而生。为了

解当前研究热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主要问题，本文首先对国外文献进行综述，接着基于知网数据库中

的核心期刊，运用CiteSpace软件对2015~2021年的中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探究其他与智慧养老

相关的热点包括供需均衡、适老化设计、数字鸿沟等关键词。最后对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相比国外，国内

智慧养老的理论与实践落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未来对于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解决“银发

鸿沟”等问题，智慧养老的发展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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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aging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smart elderly care has come into being relying on modern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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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
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and the main problems,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foreign literature, 
then visualize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2015~2021 based on the core journals in the CNKI da-
tabase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o explore other hotspots related to smart aging including key-
words such as supply-demand balance, age-appropriate design and digital divide. Finally, the re-
sults were analyzed and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re are still some gap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aging in China,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mart aging is a long way to go to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silver hair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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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查阅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可以得出，相比于 2019 年的 10.41%，我国当

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到了 8.52%，虽然目前已全面放开“三孩政策”，但由于年轻人思想观念的转

变，我国生育率依旧比较低下。同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2020 年我国老年群体中大于 65 岁

的有 19,064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13.5%。由当前数据测算，到 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预计将上升

至总人口的 34.9% [1]。联合国社会与经济事务部预测，未来中国老龄化的增速将达到世界平均增长速度

的两倍，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 25%的占比。在家庭结构小型化、赡养率提高和预期寿命

延长的现状下，养老问题已迫在眉睫。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养老服务行业是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但传

统的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的服务范围比较小，水平也不高。因此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完善的信息

化养老服务技术平台，不仅可以给老年群体带来更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也可以同时实现“孝老”和

“用老”，给予老年人应有的尊重。早在 2017 年，我国民政部就颁布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17~2020 年)》，2022 年 2 月国务院又指出在十四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

建设，促进智慧养老行业朝着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 
在对智慧养老发展予以肯定时，也不可忽视其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智慧养老起步较晚，还存在老

年人认知与接受度不足、资源供需不平衡、相关政策不够全面等问题。因此在未来智慧养老的发展依然

道阻且长。本研究正是以此现状为基础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索智慧养老未来的发展方向。 

2. 智慧养老国外研究现状(Current Status of Foreign Research on Smart Aging) 

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国外学者就针对智慧养老模式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智慧养老需求方面研究 
追溯智慧养老这一概念的起源，实际上来自于英国的生命信托基金，具体指老年人可以借助现代化

的信息技术手段享受到高层次的养老服务，并且不用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接着，Sintonen (2013)搭建

了养老服务系统模型，他主要致力于实现老年人可以随时向智能终端设备给出信息指令，并且这些智能

设备可以对其进行反馈，真正满足老年人的需求[2]。Eastman (2014)针对老年人在使用智能养老服务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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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时的实际情况进行探究，发现老年人的总体态度是比较积极的，这是因为国外的信息网络建设比较完

善，老年人接受度也就比较高，他们会选择在养老护理社区进行养老[3]。Kevin (2014)等人提出引入智能

技术可以降低养老服务成本，是值得鼓励的，但同时也要意识到新时期老年人可能对精神慰藉方面的需

求更高，因此要以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作为出发点[4]。 
2) 智慧养老服务方面研究 
Sherry (2002)表示相比于养老院、敬老所等机构，社区能够提供更加符合老年人特征的照料与服务

[5]。此外，Godfrey (2009)提出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要对高新技术给予足够的重视，要建立更加

简洁、互动性强的设备与平台，使老年人能更好地接受[6]。 

3. 智慧养老国内研究综述(A Review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Smart Aging) 

智慧养老为解决诸多养老难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尽管国内对其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早期仍有迹

可循。早在 2003 年，牛康就指出顺应科技发展趋势，现代信息技术可以给社区养老服务提供有力支撑[7]。
这时我国对于智慧养老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直到 2013 年以后，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对其进行详细解释。左

美云(2014)指出，智慧养老的内涵是搭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老年人的日间照料、医疗卫生、健康监测、

休闲娱乐等方面给予技术支持，实现老年人同现代信息技术产生正向互动效应的一种养老模式[8]；随后，

郑世宝(2014)也提出这一新兴养老模式实际上是运用互联网、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打破时空的束缚，给予

老年人合适的服务[9]。贾玉娇等研究指出智慧型居家养老服务立足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实现了居家养

老服务的信息化、便捷化、精准化，将居家养老选择由“被动”转变为“主动”[10]。本研究主要是以左

美云学者的定义为基础进行分析。 

4. 数据采集及研究方法(Data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4.1. 数据采集(Data Collection)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来源数据库，使用高级搜索，以“主题 = 智慧养老 & 智能养老”为检索条件，

文献类型选择“期刊”，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连贯性，选择时间跨度为 2015~2021 年，共检索出 270 条

记录，经过人工筛选，最终得到 260 条有效记录，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进行后续拆分处理后得出最

终数据 1。 

4.2.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文使用了 CiteSpace5.7R2 文献计量软件，在选择了合适的知识单元后借助共现分析法、与时间演

变趋势分析生成可视化图谱，并且对其路径的趋势以及具体的参数进行解读，分析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

点和发展前沿。 

5. 研究结果及可视化分析(Study Results and Visual Analysis) 

5.1. 文献时序分析(Time-Series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通过统计分析关于智慧养老的论文发表数量得出文献时序分布图，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以看出，从 2015 年开始，关于智慧养老的文献发表数量在时间维度上总体呈上升趋势。具

体来看，2015 年仅发表了 1 篇相关文献，之后的 4 年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到 2017 年出现了第一

个高峰，发文量达 30 篇左右。通过资料收集推测这可能与国家政策有关，2017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民

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自此智慧养老这一新

 

 

1 未将英文文献一同引入 CiteSpace 进行分析是因为本文选题为国内的养老问题，本土化较为明显，已有英文文献也多为中文翻译

过去，故研究热点与中文文献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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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养老模式获得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后的几年研究热度依旧不减，可以预见到我国智慧养

老正处在方兴未艾之时，在未来也将继续有更多创新思路的出现。 
 

 
Figure 1. Time-series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smart aging, 2015~2021 
图 1. 2015~2021 年智慧养老研究文献时序分布 

5.2.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与高频关键词(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Diagram with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Keywords 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与主要论述对象的高度概括，因此对高频出现的关键数量进行统计可

以反映出一个学科或领域的热点话题。基于此笔者继续使用 CiteSpace5.6.R2 软件，网络节点则选择

Keywords。具体情况如图 2 所示，圆形节点表示的是主题词的高频共词，连线越多表示与主题词联系越

密切。 
 

 
Figure 2. Clustering chart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wisdom pension 
图 2. 智慧养老高频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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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整个聚类图以“智慧养老”核心，并逐渐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居家养老、“互

联网+”等关键词展开，可以直观地看出该领域主题词的演变。早期对于智慧养老的研究比较低层次，主

要是集中于对新时期养老模式的探索；除此之外，医养结合、老龄化、居家养老等基础词出现频率比较

高，为后续研究主题的辐射和演化打下了基础。重点热点词是在基础词的基础上，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

和政策导向出现的，包括智慧社区、互联网+、机构养老等热词，这些词汇的出现具有时代特征和意义，

也是将来会进行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 
 

 
Figure 3. Co-presentation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intelligent elderly care 
图 3. 智慧养老高频关键词共现图 

 
通过图 3 高频关键词共现图可看出，养老服务、医养结合、互联网+等主题词都表现出一定的中心性。

通过对养老服务模式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各界学者都倾向于分别从技术、需求和大环境变化的

角度进行探究，不断地在追求智慧养老服务的落地以及供需匹配的问题。但无论是从哪种角度出发，智

慧养老的出现都是对传统养老模式的一种转型升级，可以给新时期的老年人制定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

的养老方案，是对社会老龄化问题强有力的回应。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

大数据平台，可以让老年人获得尊重，在晚年依旧可以实现自我价值，这些都是智慧养老能够大力发展

的主要原因。 

5.3. 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分析(Keyword Time Zone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根据图 4 中可以看出，从 2015 年开始，依托国家政策扶持，这一领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大环境。再

加上这一时期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更是给智慧养老的拓展带来了许多机遇，但此时的研究仍然处于

理论探索阶段，更多停留在养老服务、医养结合、信息整合等层面。2018 年以后，我国学者注意到了供

需问题的不平衡，智慧养老开始与互联网+、供给模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联动，主要探讨养老服务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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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问题，同时整合供给模式。到了 2021 年，满意度、卫生服务医疗保险等关键词涌现，说明国内养老行

业对于老年人在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满意度方面越发重视，强调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有针对性地给

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提升满意度。并且人们开始注意到制度方面的问题，拥有制度优势的地区

的养老产业发展更为蓬勃，因此要想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从顶层设计入手至关重要。 
 

 
Figure 4. Keyword time zone map 
图 4. 关键词时间区域图 

6. 结论(Conclusion) 

6.1. 研究不足(Shortcomings of Research) 

本文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国内研究上，未能将国外文献与国内进行横向比较；其次，本文的侧重点在

于当前的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未对相关发文量和发文机构进行整理。 

6.2. 研究现状(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养老事业不仅关系到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幸福感，而且已经上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在我国生育率低下、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发展智慧养老服务已刻不容缓。本文将中国

知网作为数据源，使用 CiteSpace5.7R2 文献计量软件对 2015~2021 年间关于“智慧养老”的期刊进行统

计，并对得出的图表与数字进行整理与分析，进而得出该领域这七年时间内的期刊发表数量、前沿热点。

总体来看，国内智慧养老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比较快，势头也较迅猛，并且经过分析可以明显看出

该领域与经济管理、医疗、信息技术等不同学科领域交叉研究，给我国的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很

大的提升。但尽管智慧养老研究快速发展，并且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有着

很多不足之处： 
1) 国内的研究主题较为单一，研究的范围不够广，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着几个基础关键词，

并未有过多的创新和突破。并且过于注重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医疗卫生等基本需求，对于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方面关注度不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前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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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未来应该进一步提升智慧养老服务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 
2) 研究视角过于总领化，忽视了地区之间的差异，老年群体生活水平的差异的关注度不够。整体研

究视角集中在宏观层面，提出的许多对策对于各个地区不同的现实问题难以落实，针对性不够； 
3) 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宏观政策演变以及理论的拓展，忽略了实证研究，导致智慧养老的许多研

究成果并未真正实现落地。具体来看，当前的智慧养老仍然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智能化概念依然停留在

安全警报装置和智能手环等智慧终端设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6.3. 未来趋势(Future Trends)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智慧养老服务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应充分发展自身的优势，依托于互联网、物联网、云数据平

台等现代技术，致力于提升养老服务平台的智能化水平和智能检测设备的精准化水平； 
2) 要想充分发挥智慧养老在实践过程中的独特优势，我国由于目前发展还不成熟，可以尝试借鉴国

外前沿的科学理论与管理技术。相关机构应大力促进国内外学者进行学术探讨，鼓励国内外研究所加强

合作，力求在学术探讨中得到先进的知识武装，不断激发创新思维，共同面对目前遇到的养老负担重等

困难，共同为创新智慧养老研究建言献策； 
3) 要坚持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将习得的先进知识本土化并用于指导养老事业的实践，试图在各个地

区构建多主题合作的网络，找准各主体间的优势，多方发力从而实现资源整合，促使智慧养老事业得以

迅速发展。 
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与深入，相信通过我国学者、社会各界以及政府的共同协助，我国老

年人的晚年幸福生活都可以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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