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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concern, family burden, medical treatment and social re-
sources that cannot meet the pension need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system 
for the elderly at home based on block chain technology, so that the elderly can enjoy intelligent 
and professional pension services at home without leaving the familiar family environment, with 
the lowest cost, the most credible and efficient methods and the traceable means to solve the in-
teraction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 ecosystem.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design framework of 
the pension system from the front and back stage, and summarizes the core advantages of the 
pens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its profit model, laying dow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en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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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社会关注、家庭负担、医疗和社会资源无法满足养老需求的问题，本文提出，建立一个基于区块

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生态体系，让老人可以不离开熟悉的家庭环境，在家就能享受智能，专业的养老服务，

用最低的成本、最诚信高效的办法、可追溯的手段解决老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交互。本文从前台和后台

分别阐述了养老体系的设计架构，并结合其盈利模式总结养老体系的核心优势，奠定养老体系的实际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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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养老行业背景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2.49 亿，占总人口的 17.9%；65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超过 1.66 亿，占总人口的 11.9%，预计到 2050 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4.8 亿，约占届时亚

洲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二、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无法

回避的严重社会问题。相对应的，中国养老服务机构数量也保持稳定的增速，目前机构数量保持在 17 万

家左右。随着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养老产业已进入投资窗口期，伴随养老意识普及，

需求还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当前养老体系倡导“9064”制度，意为 90%的老人在家中养老，并由社会化

服务协助；6%从政府处购买社区服务进行养老；4%的老人在专业养老机构进行养老。养老业“居家–社

区–机构”模式养老类项目数量、金额井喷。 

1.2. 传统养老行业发展痛点 

在实践过程中，对于机构养老来说，普遍存在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民办养老机构“床位

闲置”的问题，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低、社会接受程度低的难点，一方面公办机构发挥不出托底的功

能，另一方面民办养老机构，面临“低价格–低质量–低入住率”的困境等。对于社区养老和居家养

老，则存在基础设施不全，低意愿，监管困难的问题[1]。总的来说，养老服务的产生、提供、需求三

者并未均衡，社会关注、家庭负担、医疗和社会资源无法满足养老需求。由于对父母的照顾涉及到每

个家庭，年轻人工作负担重，很难快速有效地解决老年人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养老机构各

自独立，用各自的账本完成，独立统计数据，出现了老年人个人信息泄露、健康数据泄露、检测数据

错乱、跨区跨机构服务困难以及数据临床业务脱节等问题，造成了养老机构及整个养老领域的效率低

下的情况。加之老人们不愿意离开家，居家养老是未来主流的养老模式，完善对老年人的日常护理、

疾病管理、陪伴、教育等的养老模式将为符合当前迫切的服务需求。但目前仍没有一个系统可以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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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严谨的、完整的、连续的健康记录的适合老人的生态。因此，引入世界市场力量，拓展养

老服务，创新养老模式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提出一个由政府管制，技术创新的养老新模式

有一定的必要。故本文提出基于区块链的居家养老体系，提出一个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养老体系，

并详细阐述了体系设计、运营及相关技术应用，利用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优势实现传统养老机构的联合

发展，解决传统养老模式的痛点。 

2. 区块链居家养老模式设计 

2.1. 简单区块链技术介绍 

区块链技术具有可追溯的数据结构和去中心化 P2P 协议，构建了民主生态网络，确保了数据安全

存储与转换、运行，维护了数据的不可篡改性，从而确保用户隐私安全，使得互相并不了解的多方实

现可信任的、对等的价值传输。本文将从以下 3 个方面阐述区块链技术在养老系统中的具体应用[2]： 
一、促进养老行业的标准化：由于区块链的共识机制具有公开的，民主的，透明的特性，并且任何

一个节点都拥有发言权。因此所有节点的共识会成为行业的标准，来为大多数的节点服务的，因此，区

块链技术可以促进行业标准化。 
二、构成老年人信息的数据库：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账本可以促进大范围内关于老人数据的采

集、储存、管理的效率提升。同时每个节点的数据在收集记录的同时，也形成了信息大数据库。在

大数据库中老人的所有信息以及信息流向都可以得到追溯，并允许其他养老机构跨平台地记录服务

的产生过程以及对服务进行结果评估，并永久保存结果信息，从而为老人的信息管理提供了安全且

便捷的途径。 
三、构建智能养老资源电商平台：在利用区块链技术形成信息大数据库后，养老对象可以利用合理

的方式获得养老资源及资源对应的成本信息，从而选择合适的养老方式，利于养老资源的配置与优化，

完善养老资源与养老对象供需关系的精准度，为智能居家养老奠定基础。 

2.2. 基于区块链的居家养老模式设计思路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的整体设计思路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ntroduction to simple home care mode 
图 1. 简单居家养老模式介绍 

 

整个体系是以居家老人为中心，建立形成的一个养老生态系统，利用区块链技术、大数据分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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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连接被服务端与服务端，并在公链上接入医疗服务机构，健康监测机构，

天气预测平台等多种第三方服务商，并连接运营商，管理商，志愿服务机构或个人从而对老人的身体

状况、饮食建议、健康体测、位置定位等进行多种分析与管理，并给出合理的建议，促进智能化居家

养老的实现。 

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生态详细设计 

3.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服务流程及主体设计 

本文提出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由监管主体与服务主体构成。如图 2 所示，监管主要为

政府监管部门，如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市区老龄办等，保证居家养老系统的标准化运行，监管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多方的协调互利，并与服务主体有效对接沟通，达到居家养老系统的合理运行状态；服务主

体连接服务链，促进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同时，服务主体主要为社区组织者，志愿者，政府服

务养老机构，生产企业、老人本人和其照料者等。方面分析并引导养老资源合理配置，丰富服务内容，

实现服务的多层次化和细分化，包括协助老人上传信息和使用平台，提供机构与老人的线上匹配与服务

和咨询服务。方面收集反馈信息，完善养老模式。最终达到居家养老系统居家养老系统的供给平衡以及

标准高效运行[3]。 
 

 
Figure 2. The design of the service process of the home pension system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图 2.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体系服务流程主体设计 

3.2. 前台运营平台设计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与机构养老的基本功能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不同点是基于区块

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能够通过信息技术整合更多养老资源从而实现信息互通，实现闭环式养老服务创

建一个养老生态系统。在引入更多养老资源的同时也通过区块链监控整个养老生态系统，保证养老服务

数据的全程留痕，责任可追溯。整个系统生态提供数据接口，用于引入社会第三方服务，以生态聚数据、

以数据聚产业形成养老数据聚集、生态完整、可持续发展的养老大数据生态中心。本文提出，每个居家

养老系统有一个养老管家，管理家庭。如图 3 所示，养老需求方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发出

养老诉求，再由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向供给方提供信息。养老需求方指的是老龄化群体及其

家人，养老供给方指的是养老服务的提供方，而互联网信息平台指的是相关的互联网企业[1]。利用 DPOS
共识、侧链技术、智能合约、闪电网络、隔离见证、分布式账本、公钥密码、隐身地址技术等技术实现

各主体的互联，保证了体系的高效、安全运行。 

3.3. 后台数据系统与反馈系统设计 

3.3.1.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后台数据系统设计 
本文提出数据系统的数据来源主要为用户主动上传。其中，老人信息分库、机构信息分库、志愿者

信息分库的信息主要包括基本信息，交易信息以及反馈信息。如图 4，公证数据分库中的信息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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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与志愿者的身份证明和资质类证明的信息。后台数据库系统通过对元数据的分析与扩展，实现了数

据的及时更新，数据变换的及时预测从而实现居家养老系统的有效维护。 
 

 
Figure 3. Design of home pension system operation platform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图 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体系运营平台设计 

 

 
Figure 4. Data system design of home pension system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图 4.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体系数据系统设计 

3.3.2.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反馈系统设计 
本文提出，反馈信息来源主要为养老服务对象的反馈，监管部门的反馈，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反

馈。反馈的内容由居家养老系统的服务质量，居家养老系统的运营的合规状况以及交易的标准化程度进

行。由图 5 可知，反馈系统的结果评估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外部反馈，包括定性反馈和具

体反馈，第二个层次为内部反馈。定性反馈是根据区块链上老人的日常活动数据定位老人的整体需求，

用于针对性或偏侧性匹配侧链服务商以及对数据的深度审查与维护；具体反馈是收集全面侧链的有效数

据，对定位性反馈进行补充，完成综合信用评分；内部反馈是完成形成性反馈后，监管方对居家养老系

统采取惩罚措施或激励措施，对居家养老系统的发展起鞭策作用[4]。 

3.3.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架构设计 
本文将后台数据系统及反馈系统的技术应用分为五层进行架构。底层为 p2p 的分布式网络，中间层提供

存储、安全、加速和区块链服务，其中数据存储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随着交易量越来越大，数据越来

越多，数据可被存储在数据库中。整体架构设计如图 6 所示，利用公钥密码、隐身地址等密码学技术可

以保护用户的隐私和安全；利用闪电网络、隔离见证等技术可以提高交易的速度，闪电网络可以将不可

数交易放在区块链上，隔离见证可以提升签名验证的高效性。区块链服务主要有 DPOS 共识、侧链技术、

智能合约利用于区块链服务，侧链技术可以衍生各种衍生 DAPPS，更好的服务于区块链分布式电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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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可以保证交易的灵活性与高效性。上层应用是 API 和客户端，一方面利于养老系统的交易和养

老系统管理，另一方面有利于数据查询和分析。 
 

 
Figure 5. Design of feedback system for home pension system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图 5.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体系反馈系统设计 

 

 
Figure 6. Blockchain-based data system and feedback system 
technical architecture design 
图 6. 基于区块链的数据系统与反馈系统技术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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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文居家养老系统的整体技术应用分为三层进行架构。由图 7 可知，分别为感知层，网络层和

应用层。在感知层中借助多样性传感器，可以经济且快捷的存储和共享所需关键数据，且利用信息采集

中间件进行数据的采集实现信息的协同。在网络层中对接 5G 技术及 NB-IOT 实现科技同步，实现养老系

统运营的高效。在应用层中，为居家养老系统的盈利提供可行性的优势。 
 

 
Figure 7. Architecture design of home pension system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图 7.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架构设计 

4.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生态运营模式与优势 

4.1. 运营模式设计 

本文提出在养老系统运营模式主要为公益及盈利两个方式。如应用层中所示，基于服务支撑、信息

开放、公共中间件，在公益运营中与政府协同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生态方案和基于链上数据的大数据及人

工智能平台，服务于对于健康养老、居家养老所需的各类安全警示、多维告警及联合灾情一体化监控中

心，保证老人的安全；在盈利运营模式中借助去中心化网络嫁接一些商业方案，提供更高附加值的服务

如商业广告、多维营销解决方案，所得政府补贴也可用于居家养老系统的维护，另外，居家养老系统平

台与其他第三方机构合作，如药厂、饮食管理公司等合作，在为老人提供合理化健康建议后产生适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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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或为部分老人提供收费性进阶 VIP 服务，用于平台维护。 

4.2. 核心优势 

当前的养老资源存在低透明度、信息化成本较高、养老资源供需不协调、养老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

本文提出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系统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收集养老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实现跨平台、

跨区域、跨国家的资源共享，从而实现养老产业的数字化。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阐述居家养老系

统的核心优势： 
一、有效收集优质养老资源：由于养老资源信息孤岛严重，分布不均，各自有各自的独立账本，信

息没有串联，没有数据分析，产品给用户反馈参数后，没有对应的服务，优质资源没有有效信息化、应

用化、管理化，所以造成了很多优质资源的浪费如健康监测设备量出血压高与心率高，传统养老模式让

用户自己去寻求解决方案。但在本文提出的养老生态系统中，会给出对降低血压心率的有效建议，并在

手机或电脑等媒介上给出界面，点击之后可以进行购买。这就是通过生态和大数据分析实现的闭环式养

老服务，降低了运行成本。养老资源信息整合后，还可以利用养老链的各个节点进行养老资源推广，从

而提高数据的透明度，实现优质资源的供给[5]。 
二、实现养老资源的共享：传统养老资源发展缓慢，与其中心化的模式和架构分不开，而本文提出

的居家养老系统的去中心化特性可以释放大多养老资源，提高养老资源的提供效率和使用效率，并且，

区块链技术是全球性的技术，可以实现跨区域、跨国家的优质养老资源的共享。 
三、企业竞争力优势：传统养老院的盈利模式较为单一，无先进的技术应用。而本文提出的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居家养老体系具有较强的市场能力以及技术创新性；另一方面，居家养老体系的商业模式多

样化可以实现养老体系的多样发展[6]。 

5. 结论与展望 

养老服务对象个体的复杂性决定了养老机构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必须做到精细化，而本文提出的基于

区块链与互联网+的居家养老系统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可回溯、不可更改和全过程记录的特征，对于精细化

研究提供了可能。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加上其本身所拥有的价值属性，区块链技术未来会在全

世界的养老产业领域里拥有不可忽视的发展潜力。基于区块链的居家养老系统的出现，我们有机会解决

传统养老和智慧养老的难题，用技术促进智能养老产业的形成，从而实现养老生态圈的数字化，这将是

养老行业创新发展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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