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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银发浪潮”的到来引发了养老的诸多危机。传统养老模式无法满足老年人对生活服务、生活照料以及

精神慰藉等方面提出的更高需求，时代的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居家养老”模

式应运而生，“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化模式能够促进养老产业优化升级，该模式也成为了一把破解人

口老龄化问题的“金钥匙”。文章以H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为基础，对H市“互联网

+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支撑进行梳理，并充分挖掘H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运行中的困

境，进一步阐明H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必须依靠多方协同发展，对H市未来“互联网+居家养老” 
服务的发展建言献策。 
 
关键词 

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人口老龄化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Path Study of “Internet Plus Home  
Care Service” in H City 

Xiaomeng Wang, Haiyan An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l. 11th, 2023; accepted: Aug. 29th, 2023; published: Sep. 7th, 2023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silver wave” has caused many crises in supporting the elderly. Th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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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of supporting the elderly cannot meet the elderly’s higher demand for life services, life care 
and spiritual comfort.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The Times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
ternet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plus home care model has emerged as The Times change, and the 
intelligent mode of Internet plus care for the elderly can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This model has also become a “golden key” to crack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Internet plus home care service 
in H Cit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olicy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plus home 
care service in H City, fully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Internet plus home care 
service model in H City, and further clarifies that the Internet plus home care service in H city 
must rely on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t also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plus home care service in H Ci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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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1035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4.9%。预计到 2030 年，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总人口的 24.8%，到 2050 年，老年人口将占总

人口的三分之一，超级老龄化社会将至，人口老龄化问题异常严峻。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解决养老问题

找寻了新载体、提供了新路径。但目前，我国养老机构远不能匹配老年人日益攀升的养老需求。 
H 市于 2019 年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但该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仍然处于起步摸索阶段，

在推动发展“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方面依然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从 H 市“互联网+居家养

老”服务现状入手，剖析其所存在的问题，给 H 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理论

支持。这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互联网+居家养老”方面的研究，也有利于相关学者研究借鉴。 

2. 文献综述 

“互联网+养老”的前身就是智慧养老，这一概念由英国生命信托基金最早提出。“互联网+养老”

是一种养老新模式，它将互联网、物联网等一些现代技术手段与传统养老模式进行创新性融合，使其更

具优势。“互联网+养老”理念提出之后，各地纷纷探索创新多种新服务模式，推动了养老服务的转型升

级和新型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凸显了我国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新贡献、新智慧和新方案。 
自“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被提出后，“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的类型被不断完善和充实，但大

体上仍然围绕老年主体展开。孙文灿(2015)提出养老服务的多样化，上门服务、电商服务、系统服以及其

他信息服务应被纳入其中，“互联网+养老”会给中国养老服务业带来跨越式的发展，具有光明的前景[1]。
陈莉等人(2016)由新型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原则出发，总结了智慧居家养老提供的包括紧急救助服务、身

体监测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等在内的十余项功能[2]。李宏洁等人(2018)将视野放置于中国“互联网+
养老”模式的健康管理和生活服务、老年教育、扶贫等四大重点模块[3]，逻辑上与孙文灿所提具有共通

性。“互联网+养老”模式有利于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以及推动养老服务的社会化，她从四大重点发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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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找寻问题，并从不同主体找寻出路。封铁英等(2020)构建包容性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案例验证了

社区居家养老的实践成效，并为政策的完善提供引导[4]。张雅静(2023)聚焦于局部地域，从当地考量“互

联网+居家养老”服务困境以及出路探寻[5] [6]。 
相较于国内，国外的智慧养老发展时间长，体系更为完善。政府对其智慧养老行业的扶持力度大，对

智慧养老的研究则主要从服务对象、智慧养老平台建设以及智能家居技术三个层面来进行研究。陶志文

(2019)等人通过建立程序化队列模型并依靠此模型确定政府对老年人进行补贴计划的选择[7]。Maheswaree 
Kissoon Curumsing (2019)等人通过开发新的老年人智能家居平台——SofiHub，注重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纳

入考量，以此来帮助老年人以更低的成本及更高品质的生活更好地进行居家养老[8]。而在老年群体对智能

设备的使用上，Susana Menéndez Álvarez-Dardet (2020)等人从老年人对通讯设备的感知障碍、使用频率和类

型、控制感和有用性等角度进行研究，在对西班牙 212 名 60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进行调查后，描述性统计结

果显示了一定的数字鸿沟与年龄相关，态度与感知有用性能够增进老年人对信息设备使用的热情[9]。 

3. H 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现状 

2019 年以来，H 市当地政府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引导下，逐步培育“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出台多个相关文件，鼓励辖区内的居家养老机构发展“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 
《H 市“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普惠养老服务，为中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提供

价格适中、方便可及、质量可靠的养老服务；鼓励养老机构向家庭提供生活照护、康复护理、精神慰藉、

紧急救援等专业服务。 

3.1. 智慧养老服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2019 年，黄山市智慧社区平台——智慧养老服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将通过 H 市

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试点运行，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
的思维模式，以此为当地老年群体提供更便捷高效、安全高质量的养老服务。H 市智慧养老服务系统的

正式运行，也标志着养老服务业信息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是 H 市居家养老服务的创新举措。 

3.2. 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式运营 

2019 年，市民政局制定印发的《关于试点建设乡镇(街道)级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通知》，选

择 H 市 8 个乡镇(街道)试点建设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要求各地从有利于老年群体就近享受服务着

眼，精心选址，周密布局，由当地政府出资建设、配备设施设备，由专业服务机构或社会组织运营并满

足基本生活服务、康复护理服务、短期托养服务、家庭支持服务等四项。截至 2020 年底，H 市 8 个示范

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大多数由上海、杭州的社会组织承接，并实行社会化运营。 

3.3. “互联网+养老服务”社区组织引入 

政府支持社会开展“互联网+养老服务”，以此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企业参与。目前，H 市先

后与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家企业达成合作，就 H 市养老服务发展需求达成共识。2021 年，H 市引进五家

养老企业运营辖区内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开启有效合作新模式，推动全市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4. H 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现存问题 

4.1. 行业标准参差，主体参与较低 

行业标准的制订，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依据。“互联网+居家养老”行业标准化有助于对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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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产业实现科学管理并提高服务质量与管理效率。目前 H 市采取以租代建方式建设市级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将居家、社区、机构多方养老服务纳入平台统一管理，但由于智慧养老行业暂未建立完善的体

制机制与行业标准，使得“互联网+居家养老”产业服务机构人员素质、薪资体系、工作要求等不明确，

一定程度阻碍了养老服务数据库建设与养老产业发展。 
“互联网+养老”服务行业存在前期投资大、回收周期长和回报率不稳定等固有缺陷，导致 H 市前

期面临养老服务中心无专业机构进行承包，相关企业持观望态度、自主投资热情不高严重制约了养老服

务质量的提升。H 市目前采取的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兜底等手段措施，激发了企业进入养老市场的热情，

但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企业的自主性。 

4.2. 精尖设备欠缺，服务功能局限 

H 市智慧养老产业相关智能化设备普遍存在技术水平较低、产品专业性不足的问题。示范型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主要提供助餐、助医、康复护理服务，主要包括专家互联网诊室、厨房及老年餐厅、中医理

疗室和日间照料室。养老服务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和科技支撑力度，直接决定了该智能化养老设备的服务

效率。而中心在智能养老设备上的主要功能即线上就医，利用发挥互联网医院、远程会诊、掌上医养的

作用。其他较为精尖的身体指标监测和反馈系统并无提供，“智慧”较少涉及。老年人的精神诉求、娱

乐需求 H 市的智慧养老产业也并无触及。 

4.3. 专业人才匮乏，服务能力不足 

H 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24.1%，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全市常住人口的 18.1%，H 市现有养老专业人才数量无法匹配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缺口。虽然 H 市将养

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纳入人社部门就业培训体系，全方位开展养老服务业岗前培训和定期轮训，但院校

并未开设智慧养老相关专业，专业起步较晚、师资力量薄弱、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不完善，导致养老专业

人才培养遭遇瓶颈。 

5. H 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5.1. 发挥政府主导，调动多方参与 

要想实现“互联网+居家养老”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金、技术支持，必然离不开政

府的大力支持。 
H 市在现有颁布的政策法规基础上，应当充分考虑实际，因地制宜发展当地养老产业。其次，应设

立统一的行业规范、监管标准和准入准出机制，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为当地“互联网+养老”行业提供良

性稳定的发展环境。在现有已建立的智慧养老平台应拓展其实现数据资源共享的功能，破除“信息孤岛”

弊端，提高政府养老行业相关主体的沟通效率。 

5.2. 精准聚焦需求，拓展服务功能 

老年群体是“互联网+养老”行业服务的主体人群。构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要着重强调老年人的主

体地位，在各环节广泛征求老年群体的意见与诉求，让老年人群体充分参与到“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

体系的建设与运行中来，释放老年人群体的潜在效能，更好地推动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以及

养老事业的发展。 

5.3. 培育专业人才、提升服务质量 

“产才融合”才能为产业振兴聚力增效。智慧养老作为新兴的智能服务业，亟需建立一支多层次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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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人才队伍。 
H 市应鼓励当地高校与职业院校设立相关专业，按需培养一批精通养老、医疗护理和网络技术的复

合型人才，并连同企业进行合作，对相关人才进行定向培养。H 市目前已将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纳入

人社部门就业培训体系，定期开展养老服务培训以此进一步提升护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提高服务质量，

但政府更需出台政策设立服务标准，严格要求服务中心人员按标准进行服务。 

6. 结论 

“互联网+居家养老”是破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金钥匙”。本文以 H 市为例，剖析 H 市“互联网+
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挖掘问题并提出可行解决路径。完善“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势必要发

挥“互联网+”的作用，合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及现代智能技术，除此之外，更需要发挥政府主导、市

场协调作用，多方融入，协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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