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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各个地级市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科技发展不同，智慧养老的实施面临各种不

同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盐城市智慧养老的现状。然后，研究了智慧养老面临政府合理政策的缺乏、

基础设施不健全、相关专业人才缺乏、智慧养老服务产品单一、社会参与度较低等问题。最后，提出政

策引导与顶层设计的优化、智慧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的建立、完善人才培养与管理体系、开发智慧养老产

品和建立良好的智慧养老生态圈五个方面的智慧养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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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various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enter the stage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faces various problems due to different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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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region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rt pension in Yancheng City. 
Then, the problems faced by smart elderly care are the lack of reasonable government policies, 
unsound infrastructure, lack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s, single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products, 
and low social particip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aspects of smart elderly care strate-
gies: policy guidance and optimization of top-level design,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plat-
form for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improve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develop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products, and establishment of a good smart elderly care eco-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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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9 年以来，我国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加快，导致了日趋严峻的人口结构问题，

属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2021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超

过 1.9 亿，占总人口的 13.50%。我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1]。2021 年 10 月 22 日工

信部、民政部、卫健委三部门联合出台《国家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为我国智慧

健康养老产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其中着重强调了“到 2025 年老年‘数字鸿沟’逐步缩小，人民群众在

健康及养老方面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稳步提升”的发展目标[2]。智慧养老作为一种全新的以整合

技术为基础的养老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中国劳动力人口缺失的风险[3]。近年来，我国从高位推动

与支持养老服务的“智慧性”建设，从 2017 年到 2020 年共计设立了 167 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297
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街道(乡镇)、69 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4]。地级市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和行政区

划单位，能够体现出比省级层面更为丰富的地区差异[5]，智慧养老与当地的习俗、文化传统等有很大关

系，因此本文以盐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智慧养老的问题和策略。 

2. 盐城市智慧养老现状 

2.1. 人口老龄化现状 

盐城市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老年人口总量和占比逐年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盐城

市人口结构如图 1 所示，0~14 岁人口为 100.85 万人，占 15.03%；15~59 岁人口为 386.77 万人，占 57.64%；

60 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 183.33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27.32%，高出江苏省 5.48 个百分点；65 周岁以上

常住老年人口达到 133.37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19.88%。如图 2 所示，盐城市人口变化趋势图。 

2.2. 盐城市智慧养老基本状况 

根据盐城市十四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6]，截至 2020 年 12 月盐城市共建有养老机构 178 家，其中公

办养老机构 130 家(城市福利院 12 家、农村敬老院 118 家)、民办养老机构 48 家；各类养老床位 83258
张(机构养老床位 41,485张、居家养老床位 41,773张)，其中护理型床位 25,735张，占养老机构床位 62.03%；

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 40.46 张(按户籍老年人口计算)。盐城市深入推进养老服务“放管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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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实行备案管理制度；着力提升失能失智特困人员集中照护能力，各县(市、

区)均建有医养结合型失能特困老人集中供养护理院，有效满足失能失智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建立基本

养老服务指导性目录，将经济困难的高龄、空巢独居、失能失智、农村留守、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老年

人纳入 18 项基本养老服务保障重点。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和基地建设，“十三五”时期累计培训

养老护理员 1.1 万人次，建成 3 个省级养老服务实训基地。加快养老服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出台《养

老服务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实施办法》，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秩序，完善养老服务市场监管。 
 

 
Figure 1.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Yancheng city 
图 1. 盐城市人口结构图 

 

 
Figure 2. Run chart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Yancheng city 
图 2. 盐城市人口变化趋势图 

3. 智慧养老服务面临的问题 

3.1. 政府合理政策的缺乏 

当前发展智慧养老服务的政策文件大都是以“通知”或者“意见”等。并没有一定的强制性效力，

具体操作性不强，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在实际情况中无法针对性的实施，使得执行力不强，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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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可依，监督不到位，智慧养老中存在不作为的现象，没有有效的监督体系。政策中对于智慧养老服

务企业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发展速度较慢。在政策层面很多社区养老政策

大多是粗放型、原则性的，对于很多优惠政策没有具体的指导说明，这些优惠方案很难落实到位，民间

资本受到制约，不利于完善市场运作环境[7]。我国尚未对养老服务的概念完成精确界定，官方文件和学

术成果大都基于养老服务的内容或项目构成进行宏观描述[8]。《盐城市养老服务条例》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盐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盐城市加强政策创制，加大扶持力度，

先后出台了《盐城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盐城市区政

府购买与补助养老服务实施办法》《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镇(街道)
卫生院开展医养结合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3.2. 基础设施不健全 

智慧养老离不开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智慧养老的基础。智慧养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

范围和种类较多。智慧养老的首要是建立信息平台。智能化和信息化的平台能够科学处理老年人的各种

需求。现有的地级市智慧养老平台主要依靠政府平台，具有居家呼叫和信息管理系统，但是规模小，功

能不完善、专业性和智能化不足。智能终端的研发在数量和质量上不能满足老人的需求，功能单一且缺

乏人文关怀。当地没有自主研发企业，无法适应当地人们的养老产品。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

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 5G 等信息技术，智慧养老能够得到实现。但是许多技术在实际应用中还存

在大量问题，例如基础数据库不够完善，存在信息不全面和泄露的隐患，数据信息不能够实现实时更新，

后期维护力度不够。养老服务的功能不够完善，服务的内容侧重于生活起居、家政服务、日常护理等，

而医疗保健、紧急救护、心理抚慰等方面的服务与老年人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社区养老设施配建不到

位，现有养老设施利用不够充分。 

3.3. 相关专业人才缺乏 

随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智慧养老使用大量科技产品。因此，智慧养老对于从事该行业的人才

要求也高，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家政服务人员。从事智慧养老服务的人员必须是经过专业培训，掌握专

业技术的人才。从地级市的情况来看，养老从业人员的数量少，年龄普遍偏大，专业素质不够高。同

时，智慧养老从业人员由于工作繁重、工作压力大、酬金待遇低、社会偏见等原因，流失严重。在各

个地级市，高等学校开设养老服务的专业很少，甚至很少培训，养老服务队伍素质很难得到提高，缺

乏后继人才。 

3.4. 智慧养老服务产品单一 

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了促进智慧健

康养老产业发展的工作任务，确定了智慧养老产业作为国家新兴产业的定位。2019 年颁布的《关于建

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等政策中均提及加大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智慧养老产业出现新的生机。养老

服务业属于前期投入较多、回报周期较长的行业。养老产业不仅在地级市的国民经济中比重比较低，

而且覆盖范围少，尤其是农村地区更少。由于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的使用者大多数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知

识的老人，产品使用率较低。信息技术和养老结合不够完善，缺乏线下服务资源的建设，缺乏多元化、

多层次、多类型服务产品。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信息需求，存在着供

需错配的困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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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智慧养老的社会参与度较低 

养老服务是一个社会性和公益性的服务，属于非盈利性和惠民项目，产业链长，涉及行业多，覆盖、

辐射范围广，参与的主体主要依靠政府远远不够。现有的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帮扶养老服务的政

策机制不够完善，助老志愿者服务队也相对单一。从长远来看，养老服务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社区

和家庭的积极参与，从而实现多元化的主体体系。政府引导相关企业参与，积极宣传智慧养老的养老理

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供给，改良养老服务供

给结构，使养老服务资源有效利用和配置，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养老负担，激发养老产业的干劲。积极引

导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与到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中，通过社会资本的力量，促进新技术、新模式和智

能终端设备在养老服务领域深入应用，激发传统养老服务在新的领域内变革和创新。同时，政府要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和家庭成员对于智慧养老的认知，改变消费观念，提高老年人对于智慧产品的使

用能力[10]。 

4. 智慧养老的对策 

养老虽然是一个传统的产业，但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智慧科技给养老模式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智

慧养老是未来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各个地区对于养老问题要超前谋划、高度重视、科学规划、有条不

紊地推进和总结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如图 3 所示，构建智慧养老服务综合平台。 
 

 
Figure 3. Smart elderly care system diagram 
图 3. 智慧养老体系图 

4.1. 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的优化 

2015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意见》中提出“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

展”。2017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出台《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

将“智慧养老”加以深化，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健康

管理、居家养老等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基本普及，智慧健康养老服务质量效率显著提升”。各地对于智慧

养老应该指定具体的可操作实施细则，有规范的法律和制度，提升实施保障力度，实现智慧养老服务的

持续健康发展[4]。对智慧养老服务人员，建立健全智慧养老服务评价机制。对从事智慧养老产品生产的

科研企业增强监管，杜绝在智慧养老服务行业市场中存在不正当竞争关系。积极引导老年人主动反馈服

务建议，形成一种双向畅通的沟通渠道。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上，建立科学有效的动态发展机

制。智慧养老政策的文种形式应包括意见、通知、规划、方案、法规条例这五种类型[11]。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3078


贾保敏 
 

 

DOI: 10.12677/ar.2023.103078 607 老龄化研究 
 

4.2. 智慧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的建立 

把智慧居家养老、智慧社区养老和智慧养老院服务等养老资源、社会资源和信息资源(数据分析应用

系统、智慧健康管理系统)建立在统一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上。从而有机融合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

机构养老，达到养老服务资源的统筹管理，实现养老信息的融合共享，为老年人提供精准、有效、个性

化的智慧养老服务。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可以让老年人及其家庭了解智慧养老服务的内容、养老服务政策

等，让老年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平台把主体和养老服务相结合，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使得智慧养

老服务具有主动性，提供更具人性化的服务模式。为应对新兴技术对养老领域的深刻变革，应加强相关

基础领域研究，如前沿基础理论、底层关键性技术等[12]。 

4.3. 完善人才培养与管理体系 

要想保障智慧养老服务能够可持续发展，人才的培养和管理不可轻视。打造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才能解决养老服务人员短缺和质量不高的问题。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可通过高等教育，养老服务机构的

实践学习以及职业技能学校的培训等方式。高等学校可设立康复护理、老年管理等方面的智慧养老专业。

政府也要和当地高校合作，利用高校资源培养从事智慧养老的专职人员(例如：护理人员、信息技术维护

人员等)，探索“学制教育 + 职业培训 + 继续教育 + 实习实训”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模式，

加快形成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6]。养老服务中心在招聘养老服务人员时先制定好用人标准，对应聘者

择优录取，并注重人才的长远发展，明确科学合理的人才建设目标，从人才培训、开发、激励等多方面

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 

4.4. 结合老人需求开发智慧养老产品 

智慧养老产品包括健康管理类智能产品、老年辅助器具类智能产品、养老监护类智能产品、家庭服

务机器人和适老化改造智能产品等。形式包括穿戴式、移动式、便携式、固定式、非接触式以及无意识

触摸式等。产品包括智能手表、智能跌倒报警器、跌倒安全气囊、智能拐杖。这些产品在某些程度上可

以完成智能养老的需求，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习惯和经济发展不同，老人对养老产品的接

受障碍。因此，各地可以通过资金支持与智慧养老科研企业进行合作，大力开发适应当地的智慧养老产

品，提供便捷舒适的产品。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引导企业研发老人满意的科技产品，增强使用的体验

感，注重性能的同时，增强安全和稳定性，不仅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促进老年人的

社交交流，而且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和老人的消费顾虑。 

4.5. 建立良好的智慧养老生态圈 

智慧养老不仅仅是促进技术的发展，关键需要整个社会多主体的参与。积极培育现有养老社会组织，

支持社区、智慧养老平台、科研院所等主体共同参与管理、运营养老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教育培训、经

验交流、咨询评估和第三方认证等服务，打造一个全方位、多功能、高效、能量互助的智慧养老生态圈。

一个良好的智慧养老生态圈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克服智慧养老发展中的不协调和不充分因素，需

要政府引导下的全民参与，才能达到能量互助的良好状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5. 总结  

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养老的技术层面已经比较成熟。但是数字鸿沟等问题仍然是智慧养

老中面临的问题。本文基于盐城市的智慧养老现状，从政府合理政策的缺乏、基础设施不健全、相关专

业人才缺乏、智慧养老服务产品单一、智慧养老的社会参与度较低五个方面阐述了当前智慧养老服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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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的优化、智慧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的建立、完善人才培养和管理体

系、开发智慧养老产品和建立良好的智慧养老生态圈五个方面的智慧养老对策。积极探索智慧养老的实

现途径仍然需要全社会的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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