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10), 6879-6888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0729  

文章引用: 陆文韬. 智慧养老背景下上海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研究[J]. 应用数学进展, 2022, 11(10): 
6879-6888. DOI: 10.12677/aam.2022.1110729 

 
 

智慧养老背景下上海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的路径研究 

陆文韬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收稿日期：2022年9月8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30日；发布日期：2022年10月8日 

 
 

 
摘  要 

上海市老龄化程度和速度在全国位居前列，老年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老年群体的

需求也呈现多样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这对养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政策制定、需求分析和供

给模式等角度发现目前上海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存在供需失衡和数字鸿沟等问题未能解决。通过灰色预
测模型对上海市总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数量进行预测，判断未来的老年人群体增长情况，至2030年老年人

占比将接近50%，将面对巨大的养老压力。因此本文从多元主体责任、多元资本支持和完善法律覆盖三

个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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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ee and speed of aging in Shanghai rank among the top in the country. The sca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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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show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and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group als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and hierarchy, which puts forward high-
er requirements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Requi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formulation, 
demand analysis and supply model,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urrent problems such as supply- 
demand imbalance and digital divide in Shanghai’s multi-level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have 
not been resolved. The gray prediction model is used to predict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num-
ber of elderly people in Shanghai, and to judge the growth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future. 
By 2030,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eople will be close to 50%, and they will face huge pension 
press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multi-subject re-
sponsibility, multi-capital support and perfect legal co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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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约为 2.64
亿，占总人口比重的 18.7%，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5.44%，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基于国家战略的视角来看，银发经济是一个切入口，随着老年人对养

老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要求日趋多样化，政府或是家庭难以提供足质足量的物质需求或服务，这就要求政

府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石，发挥主导作用，加强资源协调，整合好各种资源，鼓励多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到养老服务的发展中来，建设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2. 研究现状 

Bilsen (2008)认为，随着老年人的健康意识与养老意识越来越高，所以健全的养老服务体系与完善的

养老服务模式就变得尤为重要[1]。Evandro 等(2015)认为，建立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中国养

老的重点，同时要对公立医院进行改革以提供价低质优的服务，一个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成为关键[2]。
王杰秀、安超(2020)认为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主要存在多元主体责任不明晰，供给整合机制不健全，财政

效率持续偏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缓慢、监督管理滞后等短板[3]。付晶(2020)认为，我国居家养老和社

区养老服务严重滞后，因此加深了养老机构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其次是重视硬件设施建设，忽略软实力

供给；再者是财政投入以“补供方”为主的现况，加剧了对养老机构的依赖[4]。 
Rosenberg 等(2017)认为，受儒家思想“孝文化”的影响，中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但在

社会人口、经济等方面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家庭护理人员短缺，推进由政府免费或者部分补贴的，社会

工作者、邻居、志愿者提供的社区养老是关键[5]。Lemlouma (2013)认为，可从依赖型评估的角度对老年

人的多元需求进行时间以及服务方式层面的规划，从而为不同需求的老年人提供量身定制的养老服务方

案[6]。郑世宝(2014)认为，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新技术，以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线上线下

联动的养老服务[7]。梁阳旭、董绍岩(2015)发现已有的养老信息系统在人口老龄化愈加严峻的背景下不

足以应对养老业务量的发展及养老需求的变更，系统主要存在扩展能力较弱和信息不畅等问题[8]。睢党

臣、彭庆超(2016)认为，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可以通过“互联网+”养老服务的模式得以有效缓解甚至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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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解决[9]。杨国军(2017)认为，“互联网+”有利于养老资源配置的优化，融合各种业态，满足智慧养老

在供给侧的改革[10]；于潇、孙悦(2017)认为，“互联网+”背景下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存在信息安全无

法得到保证，在开发智能化养老设备时存在“数字鸿沟”、政策滞后、线上与线下监管和跟踪管理不到

位等现实困境[11]。刘茜(2020)认为政府层面要充分发挥公办养老院的托底保障功能，不断提升其管理服

务能力，切实满足特困与贫困老年人的日常照料与护理服务等需求[12]。 

3.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 

3.1. 政策制定 

政策是保障智慧养老多层次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保障在智慧养老背景下多层次养老服务

能够更好的发展，国家以及上海市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来推进智能养老服务的开展，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mart old-age care and multi-level old-age care service policies 
表 1. 智慧养老与多层次养老服务政策梳理 

年份 政策 内容 颁发部门 

2015 年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 
提出依托互联网资源和社会力量，搭建养老

信息服务网络平台。 国务院 

2016 年 《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推进“互联网+”养老服务创新，明确到 2020
年建成“五位一体”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上海市政府 

2017 年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 
整合信息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智慧健康养老

服务。 民政部 

2018 年 《“互联网 + 民政服务”行动计划》 
推动互联网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构建线上

线下相结合、多主体参与、资源共享、公平

普惠的互联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民政部 

2019 年 《上海市深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

(2019~2022 年)》 

建设智慧养老院；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确保基本养老服务应保尽保，使多样化、 
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国务院； 
上海市政府 

2020 年 《促进养老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聚焦重点领域，增加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 
增加多层次养老照护服务。 市政府 

2021 年 《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 
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调发展，满足 
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实现 
老有颐养。 

民政局 

 
国家和上海市政府在政策引导方面做了充分的工作，为推动高质量的多层次养老服务的发展奠定了

强大的基础，为了使得老年人在晚年能够获得多层次、全方位以及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可以在政府颁行

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的效能。 

3.2. 需求分析 

3.2.1. 规模分析 
2011 年至 2020 年上海市 60 岁以上人口情况和 2001 年至 2020 年上海市 65 岁及以上人口情况分别

见表 2，表 3，从两个表中可以看出，2016 年至 2020 年五年时间，上海市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增长 19.61%；

2011 年至 2020 年，上海市在十年时间内，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增长达到了 50.5%，未来 60 岁及以上的人

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仍将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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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aged 60 and over in Shanghai from 2011 to 2020 
表 2. 2011~2020 年上海市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和比例 

年份 60 岁及以上人口 
(万人) 

年末总人数 
(万人) 60 岁及以上人口粘总人口比例(%) 

2020 533.49 -- -- 

2019 518.12 1469.30 35.26% 

2018 503.28 1462.38 34.41% 

2017 483.60 1455.13 33.23% 

2016 457.79 1450.00 31.57% 

2015 435.95 1442.97 30.21% 

2014 413.98 1438.69 28.77% 

2013 387.62 1432.34 27.06% 

2012 367.32 1426.93 25.74% 

2011 347.76 1419.36 24.50% 

数据来源：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http://wsjkw.sh.gov.cn。 

 
通过对近年来上海市老年人口规模的分析可以发现，上海市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很快，在人口老龄

化情况日益严峻的当下，对上海市养老服务的规模提出了较大的需求。 

3.2.2. 资源需求 
上海老年人口除了增速快的特点外，还呈现出深度化的特征。深度化特征是指 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

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上海市 2011 年至 2020 年 80 岁及上老年人口情况见表 3。 
 
Table 3.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Shanghai 
表 3. 上海市老年人口比重变化情况 

年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 

70 岁及以上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 

80 岁及以上人口占 60 岁

及以上人口比重(%) 

2011 24.5 16.6 11.8 18.1 

2012 25.7 17.2 11.9 18.2 

2013 27.1 17.9 12.0 18.5 

2014 28.8 18.8 12.3 18.2 

2015 30.2 19.6 12.5 17.9 

2016 31.6 20.6 13.0 17.4 

2017 33.2 21.8 13.6 16.7 

2018 34.4 23.0 14.2 16.2 

2019 35.2 24.6 15.0 15.8 

2020 36.1 25.9 15.8 15.5 

数据来源：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 
 

从表 3 中所显示的上海市的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减情况来看，自 2011 年以来，上海市老年人口在总人

口中的所占比例正在逐年提高，高龄老人所占的比重虽略有下降，但持续增长的态势却居高不下。随着

医疗技术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也将会不断延长，高龄独居老人将会越来越多，这些变化都对上海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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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髙龄老年人是病残率最髙的人群，最容易出现失能失智问题，大众对于失

能的理解一般是在吃饭、穿衣、洗澡、如厕等一些基本生活上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还有在日常购物、洗

衣、做饭、步行等方面自理能力的丧失。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对养老服务中的医疗、长期照料等诸多专

业性较强的资源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3.2.3. 服务内容需求分析 
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增长、消费结构的转型和教育程度的提升，老年人也开始产生更加多种多样的

养老服务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大致将老年人的需求分为日常照护需求、医疗需求、精

神慰藉需求以及社会参与需求等。在各类需求中，如上门看病之类的医疗需求居首位；其次是诸如上门

进行家务料理、对老年人进行的康复护理以及和老年人进行交流并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心理咨询的需求，

其中，上门进行家务护理和康复护理是老年人的日常照料需求，心理咨询聊天则主要是指老年人的精神

慰藉需求。在以医疗和日常照护为主的需求以外，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等需求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

经济增长而日益增加。这要求政府、社会和养老机构在安排具体的养老服务内容时，不仅要考虑到如何

保障老年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照料以及对于医疗层面的需求，还要对老年人在精神层面的需求和对参与

社会事务的需求给予充分满足。 

3.3. 现有的供给模式 

机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模式和居家养老模式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而多层次养老服务

的具体供给内容需要根据老年人的多层次需求进行更新，以此完成高效的匹配，这也是实现多层次养老

服务有效供给的关键所在。 

3.3.1. 供给模式 
智慧养老背景下的养老机构是指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由机构中的专业护理人员向老

人提供多元化服务的一种养老模式。从服务提供方式的角度来看，机构养老依托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服

务平台以专业化的养老机构为主导，为欠缺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看护服务和医疗服务。从服务提供地

点的角度来看，比较常见的养老机构主要有养老院、老年公寓等较为专业的场所，因为在这些场所中，

老年人能够享受到相较于社区或家中而言，更加专业、完善的服务，例如老年人可以得到精细的生活照

料和医疗护理，还可以与年纪相仿的老人们生活在一起缓解孤独以满足老人在精神层面与情感层面的需

求。但是机构养老也有弊端，比如需要老年人适应新的环境、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而对于来自家人的情

感慰藉则会更加缺失。 

3.3.2. 供给内容 
智慧养老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本且不可或缺的是日常生活照料服务上海市当前主要是依靠社

区平台，向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线上或线下的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照料，其服务对象一般是在日常生

活中完全能够生活自理或者部分能够生活自理的老年人，通过社区平台提供各种形式的上门服务，这对

于不断弱化的家庭层面的养老护理功能是一种有力的补充。 

3.4. 现有的平台建设 

上海市民政局的“上海市养老服务平台”于 2019 年上半年正式开通。居民不管是想要寻求养老服务

的相关政策资源，还是寻求线上、线下的“养老顾问”帮助，只要点击网页进去，就会一目了然，如同

网上购物一样方便快捷。这一平台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老年人及其家庭、养老服务行业从业人员。采用界

面亲和、操作简便的“九宫格”布局形式，其中不仅包含关于养老服务发展的热点新闻动态、还有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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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可以查询机构或者是各类数据信息资料，还设有专门的用户中心板块。这一平台上手机里了上海

市众多养老服务机构的基本信息，并将其在平台上分为了养老院、长者照护之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日间照护机构、助餐服务场所、社区养老服务组织、护理站(院)等七大类，主要目标就是为公众提供

精确、方便、高效、详细的信息查询服务。 

4. 多层次养老服务问题分析 

4.1. 供需失衡问题尚未解决 

上海市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状态，就现状而言，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和不断突出的养老服务之间

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不对称，目前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模式无法实现全面有效的满足老年人群体

的独特的物质需求的这一目标，更无力实现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的精神需求的这一目标。同时养老服务

目前供给的数量严重短缺，增长数量不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当前的养老机构的各方面安排不合理，

即使兴办了不少的私立养老机构，但在缓解公立养老院床位紧张的情况上，私立养老机构并没有或者说

并不能发挥足够的作用。相对于老年人的现有需求而言，现有的供给无法满足其需求，而对于养老服务

的供给方而言，尽管提供了供给，但是无法切实有效的满足相关群体的需求，这就引起了最终的需求与

供给之间矛盾的局面。 

4.2. 数字鸿沟问题尚未跨越 

当今社会提倡老年人使用信息工具来改善自身生活，却并没有在最大程度上为帮助老年人提高自身

素养而采取措施，因此也加剧了老年人与青壮年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不仅如此，上海市的多层次养老

服务在供给上存在着区域间、群体间的巨大差异，这使得老年人成为了信息化时代的弱势群体，也大大

加深了本就存在的“数字鸿沟”，因此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关键在于要平衡不同区域、群体之间所

能够享受到的服务，不断缩小各地区、各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切实保证智能养老服务模式的良性

实施和运行，也能够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在当今时代毫无难度、毫无差异地享受均等化的智慧养老红

利，这也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重大挑战。 

5. 从需求侧分析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 

5.1. 基于 GM(1, 1)模型的老年人口占比预测 

本次研究将以近十年数据作为预测基础，运用 GM(1, 1)预测模型，选取上海市 2011~2020 年 60 岁以

上老年人口数据(如表 4)和 2011~2019 年上海市户籍总人口的相关数据作为模型建立对象，预测出上海市

今后十年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以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相关数据，并根据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5.1.1. 光滑比检验 
为了更好地保证 GM(1, 1)预测模型应用于本次研究中的可行性，在建模的初始阶段，需要对近十年

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数据与近十年上海市户籍总人口数据进行光滑比检验，数据及其检验如下： 
 
Table 4. Level ratio test of the elderly with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Shanghai 
from 2010 to 2020 (unit: 10,000 people) 
表 4. 2010~2020 年上海市户籍老人和户籍总人数级比检验(单位：万人) 

序号 年份 上海市总户籍人口(万人) 60 岁以上户籍人口 X(0) 户籍人口光滑比 老龄人光滑比 

1 2010 1412.32 331.02   
2 2011 1419.36 347.76 0.99504002 0.95186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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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2012 1426.93 367.32 0.99469490 0.946749428 

4 2013 1432.34 387.62 0.99622296 0.947629121 

5 2014 1438.69 413.98 0.99558626 0.936325426 

6 2015 1442.97 435.95 0.99703390 0.949604312 

7 2016 1450.00 457.80 0.99515172 0.952271734 

8 2017 1455.13 481.61 0.99647454 0.950561658 

9 2018 1462.38 502.03 0.99504233 0.95932514 

10 2019 1469.30 516.55 0.99529027 0.971890427 

11 2020 1478.09 533.49 0.99405314 0.968246827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 

 
对于 2010~2020 年上海市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数原始数据 

( ) ( ) ( )0 0 0 01 , 2 ,X X X X n =  ,                                (1) 

( )
( ) ( )

( ) ( )
0

0
0

1
2,3, ,

x k
k k n

x k
λ

−
= =                                (2) 

将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数据进行级差比得到： 

( ) [ ]0 0.995,  0.994,  0.996,  0.995,  0.997,  0.995,  0.996,  0.995,  0.995,  0.994kλ =  

可覆盖范围是
2 2
1 1e ,  en n

−
+ +

 
 
 

， 0λ 中的所有数据都在覆盖范围[0.84, 1.18]之内，检验通过，因此本次所

选数据可用作模型建立。 
同理，对于 2010~2020 年上海市户籍人口总数原始样本数据 

( ) ( ) ( )0 0 0 01 , 2 , ,X X X X n =                                (3) 

( )
( ) ( )

( ) ( )
0

0
0

1
2,3, ,

x k
k k n

x k
λ

−
= =                               (4) 

将上海市户籍总人口数据进行级差比得到： 

( ) [ ]0 0.95,  0.94,  0.94,  0.93,  0.94,  0.95,  0.95,  0.95,  0.97,  0.96kλ =  

可覆盖范围是
2 2
1 1e ,  en n

−
+ +

 
 
 

， 0λ 中的所有数据都在覆盖范围[0.84, 1.18]之内，检验通过，因此本次所

选数据可用作模型建立。 

5.1.2. 模型建立 
由表 4 可得户籍老年人口数： 

[ ]0 331.02  347.76  367.32  387.62  413.98  435.95  457.79  483.60  503.28  518.12  533.49X = , , , , , , , , , ,  

首先对 0X 进行一次累加，生成一次累加序列： 
( ) ( ) ( ) ( ) ( ) ( ) ( )1 1 1 11 , 2 , ,X X X X n =                               (5)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10729


陆文韬 
 

 

DOI: 10.12677/aam.2022.1110729 6886 应用数学进展 
 

( ) ( ) ( ) ( )1 10ˆ 1 e a ku uX k X
a a

− − = − + 
 

                              (6) 

(6)式中，a 为发展灰数，u 称为内生控制灰数，设 [ ]Tˆ ,  a a u= ，通过最小二乘求解得到： 

( ) 1T Tˆ na B B B Y
−

=                                      (7) 

( ) ( ) ( )( )T0 0 02 , 3 , ,nY X X n X n=                               (8) 

 
综上可得：a = −0.047475591，u = 331.54 
因此，相对应的 GM(1, 1)时间响应预测模型为： 

( ) ( ) ( ) ( )1 10ˆ 1 e a ku uX k X
a a

− − = − + 
 

                             (9) 

( )( )0.047475591 17314.42e 6983.40492k− −⇒  

将 { }0,  1,  2,  3, ,  18,  19,  20k =  带入式(7)，推算出上海市 2010~2030 年 60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的数

量。同理可得出总人口数量及老年人口占比，如表 5 所示。 
 
Table 5. Forecast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Shanghai (unit: 10,000 people) 
表 5. 上海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预测(单位：万人) 

年份 总人口预测 相对误差 老龄人口预测 相对误差 老龄人口占比 

2010 1412.32 0.00% 331.02 0.00% 23.44% 

2011 1419.53 0.01% 355.63 2.26% 24.50% 

2012 1425.68 0.09% 372.92 1.53% 25.74% 

2013 1431.85 0.03% 391.05 0.89% 27.06% 

2014 1438.05 0.04% 410.07 0.95% 28.77% 

2015 1444.28 0.09% 430.01 1.36% 30.21% 

2016 1450.54 0.04% 450.91 1.50% 31.57% 

2017 1456.82 0.12% 472.84 1.82% 33.10% 

2018 1463.13 0.05% 495.83 1.24% 34.33% 

2019 1469.46 0.01% 519.93 0.65% 35.16% 

2020 1475.83 0.15% 545.21 2.20% 36.09% 

2021 1482.22  571.72  38.57% 

2022 1488.64  599.52  40.27% 

2023 1495.09  628.67  42.05% 

2024 1501.56  659.23  43.90% 

2025 1508.07  691.29  45.84% 

2026 1514.60  724.90  47.86% 

2027 1521.16  760.14  49.97% 

2028 1527.75  797.10  52.17% 

2029 1534.36  835.86  54.48% 

2030 1541.01  876.50  5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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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前十一年的原始数据和预测数据进行比较得出其预测值的相对误差。其中总人口的预测误差

均保持在 0.12%以内，老年人口的预测误差均在 2.26%以内，因此 2021 年起的预测数据的结果可信度较

高，根据该预测数据得出的结论或观点也相对可靠。 

5.1.3. 预测结果分析 
预测结果显示，上海市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在 2030 年突破 800 万。2020 年底，60 岁以上上海

户籍老年人数为 533.49 万，占户籍人口数约 36%，而截至 2030 年该比例会上升至 56%。 
因此，综合考虑本市老龄化程度与老年人服务需求。首先要做到顺应老年人需求多元化的趋势，促

进养老服务从基本生活服务保障向高质量服务保障转变，切实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的养老服务

需求。其次是要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将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养老设施落实到位，这不仅关乎到

老年人晚年的生活品质，更关乎到对社会发展的评判，所以要通过对养老服务设施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

秉持公平性、均衡性和前瞻性的原则，如此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为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便利。

接着要强化老年人需求导向下的服务供给相关机制。以标准化的需求评估为前提，为老年人选择对不适

合自身条件的服务退出以及多层次养老服务的获取提供依据，以此更高效地为老年人匹配到相符的服务

类别、服务内容以及服务机构。最后要进一步突破政策壁垒，为异地养老开辟道路，通过不同地域之间

的资源整合以及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养老资源能够真正的实现供需均衡。 

6. 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6.1. 厘清多元主体边界责任 

要想平稳发展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我们必须坚持以多元为主体，坚持权责分明的信念。政府不仅要

切实履行其应负的职责，结合各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其在各部门参与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进程中的

统筹作用，还要积极主动地在社会发起动员活动，结合群众与社会力量，广泛深入地参与与之相关的政

策议程。与此同时，全社会成员也应当积极主动地了解并深入感知与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链接和创新者

的定位问题，聚焦于如何进行资源整合与提供相对专业的服务；对于不养老服务购买者和服务体系监督

人员的角色定位问题也是我们每个家庭需要明确的，老人的经济资助是否到位，其所购买的服务的品质

是否过关也必须纳入关注范围之中。 

6.2. 扩大养老相关法律的覆盖领域 

在智慧养老背景下智慧化养老的法律法规应包含经济、技术、医疗、社会安全等多个方面，应当将

与智慧养老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相关的所有养老行业及与行业相关，受行业影响的领域纳入到法律规制

范围之内。同时，智慧养老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中与智能化养老息息相关的产品有很多，需要关注相关

硬件质量的标准化相关的规范研究和老年人的信息获取的方式问题，要专注于在老年人获取信息的过程

中确认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问题并制定相关的保护条例。 

6.3. 扩充多元资本提供经济支持 

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需要多元化社会资本的参与，这可以显着提高社会供给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组

织的发展，激发相应的市场活力，推动供给机构多元化，满足老龄化社会相关发展需要。而当下多层次

养老服务体系的投资渠道较为单一，首先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引入多种社会资本，才能够保障养老服务

的发展获得足够的经济支持以发展养老服务实业。在政府、市场，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多种多元性的供给

主体的基础之上，积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群众广泛参与、各个机构组织合作共享、满足市场需求

导向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我们要在发展基本养老金的同时，大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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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储蓄养老金、理财、企业年金等各类养老金“支柱”的发展，才能提高当今老年人群的消费能力，

从而显著提升其在养老方面所付出的花费。并且按照目前的物联网，一步一步提高基数和价格水平，有

力地推动护理服务、养老和护理感知系统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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