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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党中央实施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以及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前人探索，立足于

业态融合与数字化视角，创新性地提出“医养康护险寓学文”八位一体的智慧链式养老模式。研究通过

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并进一步利用CRITIC-熵权法组合实证探究江门市老年人对于当地医疗、养老、康

复、护理、保险、宜居环境、学习和文娱等八个方面的满意度与养老总体满意度的关联性，构建基于“八

位一体”满意度的老年幸福感指标权重评价体系与产业链资源投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医养险寓文”

五个方面对老年人养老满意度具有较大影响。在养老服务产业链的构建发展中，政府可将资源优先配置

于这几个方面，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提高老年人总体满意度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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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y the Cen-
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increasing aging population, based on pre-
vious exploration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integration and digitization, an innovative 
smart chain elderly care model of “medical treatment, retirement, rehabilitation, nurse, insurance, 
livable environment,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study collected 
data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urther utilized the CRITIC-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em-
pirically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people in Jiangmen City with 
eight aspects of local medical care, elderly car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surance, livable environ-
ment, learning, and entertainment, an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elderly care. A weight evalua-
tion system for elderly happiness indicators based on “eight in one” satisfaction and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industry chain resource investment were constructe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five aspects of “medical treatment, retirement, insurance, livable environment, entertainmen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lderly care satisfa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chain, the government can priorit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se areas to 
improve resource utilization, while improving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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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截至 2022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8,004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9.8%，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0,978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4.9%。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

段。老龄化的加剧，也给养老服务产业带来了巨大压力：尽管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旺盛，养老服

务也有一定供给，但是由于养老服务供给质量参差不齐，多数老年人并不是特别愿意接受当前的养老服

务，导致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难以得到利用的双重困境[1]，养老服务产业供需矛盾不断加深。无

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养老问题均日益凸显，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振兴、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关注点[2]。 
多年来，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日益短缺，家庭负担日益加重，使得以家庭为载体，“父母–

子女”不断循环的代际经济转移式养老——“家庭养老”越来越难以持续。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尝试探

索新的养老模式以缓解养老压力：唐晓英(2010)等认为，加快家庭与社区结合的社区养老模式对于应对老

龄化趋势具有显著优势[3]；在社区养老方面，不少学者强调社区养老的优势与价值[4] [5] [6]；而崔树义

等(2021)则指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者并非相互孤立、相互割裂，只有推动居家、社区、

机构养老服务一体化，才能更好地应对银发危机[7]。在数字化趋势方面，贾妍等(2020)提出，依托大数据

和端–网–云技术，构建大数据驱动的新型养老模式是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8]。总体来

看，学术界对于养老模式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参与养老治理的主体范围也从家庭向机构、社区、政府等扩

大，传统的养老模式也逐渐从小数据分析向大数据采集治理以及产业数字化方面过渡。虽然目前学术界对

于多方主体养老模式的探讨逐渐深入，但现有研究中，对产业融合以及产业数字化的探究却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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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应“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

化水平”，“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也提出要大力推动养老服务业多业态深度融

合、数字化发展，以适应老年人生存型向发展型需求结构的转变，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本文基

于前人的研究理论以及国家发展规划，立足于养老服务产业与数字化视角，创新性地提出集医疗、养老、

康复、护理、保险、宜居环境、学习、文娱八个方面的服务为一体的“医养康护险寓学文”智慧链式养老

新模式，并运用 CRITIC-熵权法组合模型，以大湾区江门市为研究地点，构建基于老年人“医养康护险寓

学文”八位一体养老服务满意度的老年幸福感影响权重评价体系。一方面，构建框架分析链式养老产业链

的产业资源投入比例，最后结合江门市的实地调研结果，可以针对乡村地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打造银发

经济圈，吸引人才回流，赋能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老年人幸福感影响评价体系的构建能够应用于智慧养

老服务产业的改进，从而缓解养老供需矛盾问题，也为日后研究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理论方向。 

2. 文献回顾 

国内对养老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朔到 1957 年，陈耕夫从退休职工的视角探讨年老体弱人员的退休安置

问题，提出应该放宽职工退休工龄限制，灵活处理特殊的老弱员工[9]；同时，国务院颁布关于工人、职

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也引起了不少关注。不少学者围绕草案可行性与现实职工退休状况，结合

实例进行论证分析，认为草案推行能够劝服老弱职工愉快退休[10] [11]。而此后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养老

研究也大都围绕退休职工的退休安置问题展开。 
到了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视野不断开阔，人们对养老的需

求也进一步提高。学术界不再局限于职工退休角度，开始从医疗、饮食、保险等多个角度探讨养老问题。

许景华和周文泉提出，良好的心理环境是延年益寿的首要条件，老年人应该结合中医理念，从心怡、情

志、体育锻炼等角度对变异心理进行调节，从而延年益寿[1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这一阶段，余瀛鳌

和杨润平提出了通过结合饮食、生活起居等进行老年保健的措施[13]，初具养老产业融合的雏形，但是单

产业角度的养老理论研究仍是主流。 
到 21 世纪初，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学术界养老研究逐步从以单产业角度

为研究主流转向双产业融合养老，养老治理主体也不断扩大。如郭东等指出，随着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加

剧，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应该向社会化养老过渡，并且提出“医养结合”

的新理念[14]。而后，国家越来越重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将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纳入十三五规划。学术

界对于养老产业融合的研究不断延伸，从双产业融合研究转向多产业融合养老体系理论研究。王胤添指

出，随着老龄化加剧，养老服务产业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通过对机构养老模式进行创新来缓解供需

矛盾；同时，通过问卷调研，利用统计分析技术，凝练出多个涉及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因子，并构建影响

健康水平的“医养康护”实证模型，将其运用到养老机构当中，创新界定了“医养康护”融合的养老机

构内涵[15]，为后续的养老产业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与研究方向。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养老产业融合的研究日益加深，关注产业之间的交互发展，立足于整体产业融

合的视角来对养老服务进行研究。叶宋忠和仇军提出，利用体育产业与养老产业的结合实现产业优势的

互补，进而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16]。冯珺和肖淑红立足于产业融合视角，厘清体养融合的概念、内

涵以及外延，剖析体养融合发展阶段特征，并提出要运用好公共治理工具来促进产业融合的举措[17]。程

芳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推动下围绕保险 + 康养打造养老产业融合新生态圈，有助于产业间的相互促进与

发展[18]。封铁英和刘嫄立足于多维度发展的需求满足逻辑，认为供给应满足“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

神慰藉、文化娱乐”不同养老需求。其观点融合了“医疗、康养、护理、文娱”四大养老需求板块，认

为养老保障应实现从“供需错位”到“精准供给”的转变[19]。随着信息技术进步，数字化、智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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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数字化等概念也逐渐引申到养老领域。不少学者从现实背景出发，探讨数字养老与智慧养老的可行

性，认为信息化技术能够赋能养老产业，对于老年护理、老年健康监测、老年价值再创等方面都有重大

价值和意义，并提出相应的改进举措[6] [20]-[26]。数字养老服务作为一种创新的养老模式，为养老服务

领域注入了新的动能，愈来愈成为养老研究的新主流。 
纵观我国养老课题研究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于养老产业的认识发展在不断深化，也取得相对丰硕的

理论成果，并逐步向产业融合、产业数字化等多元视角推进，但是现行的研究对于养老产业融合以及老年

服务产业数字化等认知仍处于浅层，对于将产业融合与产业数字化相结合的研究少之又少。结合十九大、

二十大以来国家层面的养老政策文件与日益提升的老年服务需求状况，本文认为养老产业应该向多产业深

度融合、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发展，而学术界对于此方向的研究理论成果却相对单薄。基于前人对老年产业

以及数字化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提出“多位一体”的智慧链式养老模式，并通过问卷

调查分析江门市养老产业现状与老年幸福感状况，希望可以弥补养老服务多业态融合与数字化方向研究的

不足，同时为未来的养老服务体系发展与养老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居住地、性别、年龄、学历、退

休前的岗位、子女数量、与子女同住情况等)。第二部分是 8 个量表，分别为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护理服

务、医疗服务、康复服务、文娱服务、居住环境、养老保险服务以及老年教育服务的满意度调查共 40 个

题项，本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以“1，2，3，4，5”分别代表“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

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以数字形式填写。第三部分为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调查，如身体健康状况、

主要经济来源等。 

3.2. 预调查实施过程 

为了确定正式调查问卷的问项与最佳样本量为样本量的分配提供数据支持和依据，在正式展开调查

前，先进行预调查，利用 QQ、微信等社交平台进行线上问卷的推广宣传，并招募常住江门的志愿者对家

中老年人以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基本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进行了预调查。针对调研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

题，我们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预调查中一共发放问卷 50 份，并对样本按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江门市总人口的比例分配，以获得

较高的估计精度(见表 1)。 
 
Table 1. Sample size for pre survey 
表 1. 预调查样本量 

市(区) 样本量 

蓬江区 7 

江海区 2 

新会区 10 

台山市 12 

开平市 9 

鹤山市 5 

恩平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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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江门市老年人对“医养康护险寓学文”八个方面的养老服务感到满意的比例作为总体参数估计

并计算最佳样本量。基于该比例 p 来确定最佳样本量，并得到抽样过程中允许存在的绝对误差，而绝对

误差可由下列公式联立： 

nf
N

=                                            (1) 

( ) ( )1 1
1

f Nv p p p
n N
−

= −
−

                                   (2) 

( ) ( )1
1

p pN nt v p t
N n

η
−−

= =
−

                                 (3) 

其中，v(p)、η通过预调查的数据求得，N 为预调查中的调查问卷发放总数，n 表示预调查中有效问卷的

数量，t 为置信度为 95%时的临界值，t = 1.96。p 为样本比例，η为绝对允许误差。 

( )2

2

1t p p
n

η
−

=                                         (4) 

通过预调查得到的比例，p = 0.5227 符合最佳样本量估计过程中的保守估计原则，将预调查得到的数

据带入到上述公式中，其中 t 统计量的值取 9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1.96，由此可计算出在简单随机

抽样条件下以比例参数估计得到的最佳样本量 n = 360，即 360 为在 95%的置信度下按照抽样绝对误差不

超过 5%的要求下得到的最佳样本量。 
考虑到实际问卷调查过程中部分老年人中途放弃填写问卷、年龄没有达到本文所研究的范围以及其

他原因造成的无效问卷，借鉴预调查的调查结果，本研究假定正式调查问卷有效率为 88%，可以得到调

查中应发放问卷的总数量是 409。 

* 409
88%

nn = =                                        (5) 

3.3. 数据来源 

根据江门市各区老年人口数量比例确定每个区的问卷发放数量，具体如表 2 所示。根据此项比例，

得到抽样具体实施方案。关于本次调研的样本选取，笔者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本次调研选择

的调查范围是江门市的 3 个市辖区和 4 个县级市，本研究将设计完稿的问卷随机分发给当地达到退休年

龄的老年人(年满 50 周岁及以上的女性中国公民和当地年满 60 周岁及以上的男性中国公民)，调查方式采

用入户面访与线上线下两种问卷调查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本研究经过筛选问卷数据并检验其信度和效度

后，最终确定 360 名老年人作为本次调查的最终研究对象(见表 3)。 
 
Table 2. Official sample survey volume 
表 2. 正式样本调查量 

城市/行政区 老年人口数 所占比例(%) 问卷数量 

蓬江区 124,539 14.21 58 

江海区 43,544 4.97 20 

新会区 170,399 19.45 80 

台山市 209,417 23.90 98 

开平市 150,654 17.1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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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鹤山市 82,999 9.47 39 

恩平市 94,749 10.81 44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of survey samples 
表 3.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指标 选项 人数 比率 

居住地 

恩平市 39 10.83% 

鹤山市 34 9.44% 

江海区 18 5.00% 

开平市 62 17.22% 

蓬江区 51 14.17% 

台山市 86 23.89% 

新会区 70 19.44% 

性别 
男 168 46.67% 

女 192 53.33% 

年龄 

50~54 13 3.61% 

55~59 37 10.28% 

60~64 71 19.72% 

65~69 71 19.72% 

70~74 93 25.83% 

75~79 35 9.72% 

80~84 32 8.89% 

85~90 8 2.22% 

学历 

本科 10 2.78% 

初中 120 33.33% 

大专 12 3.33% 

高中或职高类 57 15.83% 

小学及以下 161 44.72% 

退休前的岗位 

个体经营户 48 13.33% 

农民 166 46.11% 

企业单位 88 24.44% 

事业单位 37 10.28% 

政府单位 21 5.83% 

子女数量 

<1 2 0.56% 

1~2 242 67.22% 

3~4 105 29.17% 

>5 11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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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是否与子女同住 
否 160 44.44% 

是 200 55.56% 

与子女联系的频率(每月) 

0 2 0.56% 

1~4 33 9.17% 

5~9 36 0.10% 

10 以上 91 24.27% 

与子女同住 200 55.56% 

4. 模型建立和数据分析 

4.1. CRITIC-熵权法 

为了解决在不同领域都会遇到的评价问题，通常会使用不同的评价方法来对评价对象做出客观的决

策[27]。在客观赋权法中，熵权法实用程度较高且影响力较大。它通过指标差异化的程度大小来确定权重，

熵值大小标示着不同的指标或者属性在事件的决策或者评价中包含的信息量的多少。熵值越小，对应的

指标或属性包含的有效信息越多，应赋予的权重越高，反之亦然[27] [28] [29]。 
CRITIC-熵权法是一种熵权法组合评价模型，在众多的客观赋权法中，此法更为客观全面[30]。其主

要依靠指标内部的对比强度以及冲突来确定权重，用标准差来表示对比强度，用相关系数来表示冲突[31] 
[32]。单一的 CRITIC 法无法表示出指标之间的离散程度，而熵权法单一赋权也可能会产生偏差，但可以

根据指标的离散程度来确定权重，两者的结合恰好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可以有效客观地反映指标权重，

建立更为科学客观的指标评价体系[30] [32]。 

4.2. 模型建立 

在模型建立之前，根据作答时间以及利用 SPSS 的 Data-Select Cases 对数据进行核查，排查不理智问

卷以及缺失值，最终共有 360 份问卷数据参与模型构建。 
现设有 m 个评比对象，每个对象有 n 个指标。根据熵权法计算权重，计算第 i 个评价对象第 j 项指

标出现的概率： 

1

ij
ij m

ij
i

x
p

x
=

=

∑
                                         (6)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 

1

1 ln
ln

m

j ij ij
i

e p p
m =

= − ∑                                      (7)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 )1

1

1

1
j

n
jj

e
w

e
=

−
=

−∑
                                       (8) 

根据 CRITIC 法计算权重： 
由于每个指标的数量级不同，在进行 CRITIC 计算指标权重之前，需要将指标化到同一个范围之内

进行比较。因此，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构造矩阵 ( )ij m n
X x

∗
= 。 

设无量纲化之后的矩阵元素为 ijx′，则对指标 jx 分类做以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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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 jx 为负向指标，则： 

( )
( ) ( )

max

max min
j ij

ij
j j

x x
x

x x

−
′ =

−
                                   (9) 

2) 若 jx 为正向指标，则： 

( )
( ) ( )

min

max min
ij j

ij
j j

x x
x

x x

−
′ =

−
                                  (10) 

其次，计算信息承载量，其中包括指标的对比性和矛盾性。 
用标准差 jσ 表示 j 项指标的对比性为： 

( )1

1

m
ij ji

j

x x

m
σ =

′ ′−
=

−

∑
                                    (11) 

设指标 j 与其余指标的矛盾性大小为 jf ，则： 

( )1 1m
j ijif r

=
= −∑                                       (12) 

其中， ijr 表示指标 i 与指标 j 之间的相关系数。在此使用的是皮尔逊相关系数，为线性相关系数。 
计算指标 j 的信息承载量为： 

j j jC fσ=                                          (13) 

将计算所得到的信息承载量 jC 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可得到指标的权重 W。可以看出，指标 j 信息承

载量越大，其权重越大。 

2

1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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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最后，计算第 j 项的组合权重： 

( )1 21W w wα α= + −                                      (15) 

本文中假设两种赋权方法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取 0.5α = 。 

4.3.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结果分析 

借鉴已有文献与研究成果，遵循综合性、科学性和可比性等原则，构建基于“八位一体”满意度的

老年幸福感指标权重评价体系。根据式(6)~(15)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计算指标权重，具体指标选

取与最终构建的评价体系如表 4 所示。 
 
Table 4. A weighted evaluation system for elderly happiness index based on “eight in one” satisfaction 
表 4. 基于“八位一体”满意度的老年幸福感指标权重评价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熵权法赋权 CRITIC 方法赋权 CRITIC-熵权法组合权重 总计 

养老 A 

社区的送餐服务 0.023 0.132 0.078 

0.129 
社区上门保洁服务 0.019 0.023 0.021 

社区“助浴”服务 0.018 0.006 0.012 

社区法律维权服务 0.02 0.015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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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护理 B 

社区的上门看病服务 0.03 0.006 0.018 

0.081 
社区药品代购服务 0.023 0.018 0.021 

社区日常照料服务 0.029 0.015 0.022 

社区设施租赁服务 0.023 0.017 0.02 

医疗 C 

医疗服务及时性 0.039 0.021 0.03 

0.132 
医护人员服务态度 0.039 0.027 0.033 

医疗设备效果 0.028 0.015 0.022 

医疗服务价格 0.07 0.024 0.047 

康复 D 

康复中心的环境 0.011 0.006 0.009 

0.057 

康复中心的服务及时性 0.012 0.006 0.009 

康复中心的服务人员态度 0.013 0.01 0.012 

康复中心的康复效果 0.013 0.01 0.012 

康复中心的服务价格 0.023 0.006 0.015 

文娱 E 

社区的文娱活动环境 0.013 0.042 0.028 

0.23 

社区的基础设施数量与质量 0.023 0.029 0.026 

社区的服务人员组织管理 0.022 0.031 0.027 

社区的文娱活动安全性 0.049 0.04 0.045 

社区的文娱活动参与价格 0.014 0.027 0.021 

社区的娱乐生活 0.043 0.037 0.04 

社区的文化生活 0.048 0.037 0.043 

居住 F 

社区的绿化环境 0.028 0.072 0.05 

0.182 

社区的生活配套设施 0.015 0.04 0.028 

社区的步行道路舒适度 0.012 0.045 0.029 

社区的交通便捷度 0.021 0.045 0.033 

社区的社区归属感 0.022 0.062 0.042 

保险 G 

养老保险宣传服务 0.017 0.006 0.012 

0.104 

养老保险流程办理效率 0.018 0.023 0.021 

养老保险减轻生活负担 0.026 0.017 0.022 

养老保险方面财政支持 0.04 0.014 0.027 

养老保险政策 0.038 0.006 0.022 

教育 H 

老年教育机构环境 0.042 0.01 0.026 

0.093 

老年教育机构形式 0.01 0.01 0.01 

老年教育机构教育内容 0.007 0.01 0.009 

老年教育机构教师教学能力 0.04 0.01 0.025 

老年教育机构学习支持服务 0.009 0.01 0.01 

老年教育机构服务性价比 0.009 0.017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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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for resource investment in the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chain 
图 1. 智慧养老产业链资源投入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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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在准则层中，文娱服务的权重达到最高，为 0.23，大致占整体权重的四分之一。说明文娱

活动是提高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安全、舒适、丰富的文娱活动能够有效满足老年人高层次

的精神需求，老年人对于文娱服务方面的满意度对其老年幸福感贡献居于首位。其次，居住环境、医疗服务、

养老服务以及养老保险服务也对老年人满意度具有较大影响，4 项指标权重都高于 0.1，说明老年人对医疗、

居住、养老服务以及养老保险四个方面比较关注，同时这四个方面的波动变化对于老年人满意度和幸福感也

会产生影响涟漪。其中，这五项指标的权重加和达 0.777，说明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更多地聚焦在

这五项服务之中。而老年教育服务、护理服务和康复服务的指标权重相对较低，其对老年人总体养老满意度

与老年幸福感的影响甚微。可见，对于江门市老年人，其对这三项服务的需求较小，重视程度较低。造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1) 服务提供商本身提供的服务质量不高，导致老年人没有太大的意愿接受和消费这

几项养老服务。2) 服务价格过高，老年人经济状况无力承担这三项服务的费用。3) 按照需求类型划分，此

三项服务都属于更高层次的享受型消费，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对此三项服务的需求小，重视程度

低可能的原因还有老年人消费意识还未达到此层次以及较低层次的养老服务消费仍未得到有效满足。 
其中，在文娱服务的各项指标中，老年人对于文娱活动安全性的满意度所占权重最大，表明开展高

安全度的文娱活动会更受老年人的欢迎，从而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而社区娱乐生活以及社区文化生活

所占权重相对较高，表明随着老年人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不仅重视身体健康，也愈加追求精神上愉悦。

对于居住环境的各项指标，环境与归属感所占权重较大，说明了良好的环境、社区社交氛围对于提高老

年满意度与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而在医疗服务的多个二级指标中，老年人对于医疗价格的变化较为敏

感，医疗价格越高，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整体满意度就越低，因此，要想提高老年人在医疗资源方面的

满意度与老年幸福感，阶梯式降低医疗价格，增加医疗资源供给或许是不错的手段。而对于养老保险服

务，政府财政支持所占权重为 0.027，表明国家的财政对养老的支持对于减轻老年人生活负担，提高老年

人满意度与幸福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4.4. 智慧养老产业链资源投入分析框架 

依据 CRITIC-熵权法组合模型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搭建智慧养老产业链资源投入分析框架(图 1)，
权重指标越高，代表越具重要性，所投入的资源应该更多。 

在分析框架中，资源投入的分析分为“环境分析–方案制定–实施与评估”三个阶段。在环境分析

阶段，链式养老企业首先需要依据老年人幸福感评价体系与产业链内部可盘活的资源状况利用 SWOT、
PEST 模型进行产业链发展态势矩阵分析(包括产业最核心竞争力、现有产业与延伸产业状况)。在方案制

定阶段，分析者需要依据环境分析结果制定或完善发展战略目标，建立战略目标体系，据此进一步制定

最终的产业链资源流动分配方案。最后实施方案，并通过动态检测、调研、评估和反馈等手段测试资源

分配方案的有效性，若重新测量制定的资源分配方案不能很好地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产业链参

与各方的最大利益的目标，则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分析。对比其他资源投入分析框架，智慧养老产业链资

源投入分析框架具有如下优势：第一是该分析框架依据科学的客观赋权法进行产业链外部资源的状况分

析，能够有效地提高资源配置方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有效性。第二，该分析框架简单易上手，实用性、

适用性强，可以有效提高使用者的决策效率。第三，该分析框架涵盖了决策的前中期以及后期的评估反

馈，同时分析本身形成持续的循环，具有可持续性以及全面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动态调整产业链资源投入比重，实现效益最大化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与传统认知中康养医疗等方面的服务对老年人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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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观点不同，本研究发现，对江门市非失能老年人满意度影响最大的是文娱服务，这也充分论证了当

今老年人的需求结构已然在发生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过渡的转变。然而，社会在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方面，

却仍停留在“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阶段。随着社会经济不断迭代发展，老年人对于文娱等精神

层次的消费需求日益旺盛，我们应该给予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以及文娱生活更多的关注。 
基于上述分析，在智慧养老服务产业链的构建发展中，由于不同类型服务对于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

不一，政府、企业可以考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更多资源配置给对于老年人满意度影响更高的产业

链环节。例如，文娱服务对于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在智慧链式养老服务的各个环节中最高，那么链式养

老服务提供商可以考虑将更多的资金投放于文娱设施的建设、文娱设施设备安全性的保障方面，增强老

年人在文娱服务中的体验获得感、安全感，从而提高老年人对整体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在产业链投入资

源恒定的情况下，依据更加客观的数学权重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提高老年

人总体养老满意度，实现产业链边际效益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构建的智慧养老产业链资源投入

框架是动态的、可变化的。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的资源投入水平只有在定期调研、根据实际情况对投入

权重进行不断调整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使得参与产业链的各方利益最大化。 

5.2. 构建乡村“银发经济圈”，能够赋能乡村振兴 

早在 2010 年，就有学者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指出“人口老龄化城

乡倒置”的现象是全球的普遍现象[33]。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流向城市，农村的老年

化程度变相加大，对农村带来了许多诸如空心化、养老压力加大的问题[34]。劳动力不足、耕地拓荒……

一系列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带来的消极影响，严重阻碍了农村地区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使用效率，也成

为了当前国家推进实施乡村振兴、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一大难题。 
本研究通过对江门市的实地考察，发现利用智慧链式养老模式来构建乡村“银发经济圈”是缓解人

口老龄化城乡倒置问题的有效解决手段。首先，智慧链式养老模式将医疗、康养、文娱等多个产业融合

在一起，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养老治理体系，其中数据化的运营管理需要更多的高端层次人才，这也就为

更多的高端型人才提供了新的展现身手的舞台以及新的就业方向选择。同时，养老综合体也为当地一些

低龄老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可以参与进综合体的治理当中，通过退休返聘

的形式，充当主人翁，自己作为自己养老的负责人的同时，也能在劳动中实现新的自我价值，在自助养

老与互助养老的过程中，有尊严的独立和老龄化[35]，获得满足感与幸福感。其次，在乡村地区构建链式

养老综合体，租用当地土地，可以有效地将乡村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而闲置的荒地有效利用起来，实

现新的增收。再次，老年人可以在养老综合体中，通过简便的智慧化程序一键获得养老服务。老年人在

获得高质量的养老服务的同时，减轻了子女的养老压力，也使得综合体取得一定的收益利润，带动了乡

村的经济增长，有效地缓解了因为青壮年流失而带来的养老照顾问题。最后，链式养老模式为农村提供

了新的创业契机，可以有效地吸引人才回流与社会投资，促进农村经济的盘活，可以真真正正落到实处

地为乡村经济发展带来新动能，有效地推动乡村振兴。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大湾区城市——江门市的老年人养老服务满意度现状，利用 CRITIC-熵权法探究老年人

各类养老服务对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构建智慧链式养老模式。本研究对传统的养老模

式进行了创新性的探讨，既为缓解养老供需矛盾提供了可行办法，也为未来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新的视角。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养老成本问题以及互联网、智慧化趋势下的适老问题(老年人对于高

新科技的适应性更低，如何更好地让老年人适应智慧化的趋势，更好地使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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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并没有过多提及，这两个方面也是解决养老问题中的重要关注点。未来研究可

以更多地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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