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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打造高质量的智慧养老是顺应时代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和大国竞

争加剧的历史交汇时刻，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我国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导。新质生产

力驱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是以科技创新激发智慧养老发展新动力；以产业融合刺激智慧养老发

展新活力；以新产业构成智慧养老发展的核心支柱。新质生产力驱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强

化科技创新，重视基础研究；以产业融合为途径，发展新业态；完善制度环境，优化政府服务；加强人

才建设，夯实专业队伍，进而有效推进智慧养老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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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ng high-quality smart old-age car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dapting to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times and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t the moment of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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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ical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four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intensifica-
tion of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the propos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vides direc-
tional gui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rt aging in China. The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riving smart old-age ca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o stimulate the new power of 
smart old-age care development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stimulate the new 
vitality of smart old-age care development with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o constitute the core 
pillar of smart old-age care development with new industries. The key to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old-age car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ies in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
gical innovation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basic research; developing new business forms 
through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optimizing govern-
ment servi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and consolidating the pro-
fessional team, so as to effectively push forward the process of smart old-age ca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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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22 年末，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800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8%；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0978 万人，占总

人口的 14.9% [1]，预计 2035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 30%，进入

重度老龄化社会。面对庞大的老年群体，传统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不能有

效应对当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加之新科技革命的颠覆性发展，打造

高质量的智慧养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不仅是顺应时代发

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还有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在社会养老服务变革中的应用。 

2. 新质生产力与智慧养老概念内涵 

2.1. 新质生产力 

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2023 年 9 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即“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

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2023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

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3]。”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

是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面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要求，准确把握先进科学技术

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而提出的新思想和新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质生产力具有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鲜明特征，首先，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主导

作用，是推动新时代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变更的活跃因素，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以生产方式的高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312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郭明月 
 

 

DOI: 10.12677/ar.2024.113124 919 老龄化研究 
 

效能和创造效应的高质量为基本特征，比传统生产力更加符合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

本任务，符合新发展理念；其次，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的战略引领力，为某一特定领域提供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而言，具有新知识、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和新性能

等特有气质，因而具有强大的优势和生命力，并能辐射上下游相关产业或周边区域，形成集聚效应，促

进该行业高质量发展，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再次，新质生产力蕴含着当前中国的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及调整方向，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传统生产力相

比，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能破除旧的生产关系

和体制机制的阻碍，促进生产力因素真正变成推动历史进步的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新科技革命与

产业变革全球推进和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生产力的新质态，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智慧养老 

“智慧养老”最早由英国生命信托基金提出，也被称为“全智能化老年系统”，即打破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其概念内涵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4]。目前，智慧养老利

用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等技术手段，提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

的养老服务，形成了一种新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涵盖多个方面，包括从老年人的技能指导、生活

方式、医疗行为指导、安全保障、娱乐休闲等方面提供支持，对老年人生命体征进行自动监测、健康预

警和主动处置，实现数字技术与老年人的个性化智能交互。智慧养老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是满足不断变

更的养老需求，不仅注重老年人的物质需求，更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旨在让老年人能够更好地享受

晚年生活。 
智慧养老是养老服务领域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方向，是通过新型养老服务理念和现代智能技术对传统

养老服务体系进行的系统性现代化改造和全面革新。它在进一步优化社会养老资源配置、促进养老服务

供需平衡、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完善服务体制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背景下，国家高度

重视并积极推行智慧养老，颁布《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智慧健康

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0 年版)》《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等一系列政策，

推动智慧养老进一步发展[5]。但不可忽视的是，智能技术在推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变迁的同时，也带来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及高度复杂性等挑战，比如创新动力不足、市场相对稚嫩、缺乏核心支柱产业、相

关专业人才匮乏等，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智慧养老发展，能够为我国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导，

助力智慧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3. 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驱动逻辑 

3.1.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激发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通过科技创新可以激发智慧养老的新动能，提高养老服务

行业效能、推动养老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养老行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以及促进养老行业可持续发展等，

进而推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由于我国智慧养老发展时间较晚，相关技术并不成熟，一方面，市场上

的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类型繁多，但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使得不同产品之间的兼容性不足，用

户体验差，并可能导致安全性问题，另一方面，智慧养老缺乏核心技术，在许多方面尚未突破技术壁垒，

新质生产力为破解制约我国智慧养老内在深层问题提供了新动力。 
首先，科技创新为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促进智慧养老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通过引入和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智慧养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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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进步。智慧养老意味着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一是科技创新推动人工智能融入到老年人日常生

活，收集分析老年人的各类健康数据，包括生命体征、运动量、饮食习惯等，提供全方位的健康分析报

告，帮助老年人及时了解健康状况，实现精准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智能机器人一方面具有消遣娱乐功能，

通过陪伴聊天给予老年人情感帮助，另一方面，能提供医疗咨询、药品提醒、康复训练等服务，减轻家

庭或机构护理负担；二是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在老年人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6]，环境传感器

通过实时监测温度、湿度变化等指标，为老年人提供更健康的居住环境。穿戴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

的健康指标，比如心跳、血压、血糖等，预防老年人突发健康问题；三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基因

检测技术提前预测老年人可能存在的遗传疾病风险，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早期干预；再生医学、生物 3D
打印等前沿技术可能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更高效的医疗手段。其次，科技创新提高了智慧养老相关智能产

品的生产效率。一方面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科技创新与

智慧养老的融合会导致智能机器人等相关智能产品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致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使

得导致相关商品的价值降低，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加强了信息的共享和交流，使得智慧养老相关智能产

品从研发、设计、生产、仓储、销售等环节之间数据的可视共享，降低了生产和运营成本，降低产品不

良率，提高企业产能。这两方面最终使得相关智能产品的扩大化和普及化，让相关智能产品更多地普惠

到老年群体，促进智慧养老可持续发展。 

3.2. 新质生产力以产业融合刺激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新质生产力强调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不仅推动传统生产要素的自身改进，更重要的是围绕新质生

产力布局产业链，使得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与传统产业要素深度融合。产业融合能够通

过跨行业、跨领域、跨平台、跨地区等多维度融合促进智慧养老创新发展，扩大智慧养老的影响范围和

经济效益，为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活力。一是跨行业融合，指的是智慧养老与其他行业，如教育、

旅游、健康、媒体等深度结合。如智慧养老与教育行业结合，发展老年教育，形成教养结合，促进老人

身心全面发展，提高老人生命质量，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世界；智慧养老与旅游产业结合，形成养老旅

游新兴产业，促进新的消费热点生成。二是跨领域融合，指的是智慧养老与科学、生活、学术等不同领

域进行互动与结合，拓展智慧养老的丰富内涵，推动智能产品与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加强智慧养老有

关学术研究，为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三是跨平台融合，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的平台优势，为智

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随着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等技术的发展，线上平台在促进智慧养老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通过线上推广老年疾病预防及控制、发展线上老年培训班，家政平台服

务预约等方式方便老年人的生活，线上戏曲文艺演出等方式，使得养老方式远程化，扩大服务供给空间，

提升智慧养老的便捷性和体验度。四是跨地区融合，指的智慧养老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包括国

际养老机构合作、跨国养老智能设备品牌的市场扩张等。具体来说，比如 2023 西安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

暨西安国际养老合作交流大会。通过跨地区融合可以促进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促进资源的全球性流动，为智慧养老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比如跨国合作项目、人才交流计划等能够为

智慧养老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促进智慧养老创新思维的交流。 
新质生产力以产业融合新刺激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新活力，通过跨行业、跨领域、跨平台、跨地区

的深度融合，为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拓宽智慧养老的市场空间，增强智慧养老产

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3.3. 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构成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 

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形成高效能的生产力。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

具体表现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发展结构朝着新兴产业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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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演进，表现出向高端化、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使得新产业成为构成智慧养老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支柱。首先，新产业推动智慧养老数字化的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突出特征表现为成长潜

力大、综合效益高、知识技术密集，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

体。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的运用使得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型科技方

式，应用于改造升级传统养老方式中，朝着智慧养老方向转变，提高养老服务的现代化水平，推动技术

的吸纳与溢出，创新驱动智慧养老的“量”的积累逐步转为“质”的提升，优化相关智能服务产品的供

应链管理，实现过程可视化、结果高效化、降低库存成本、破除养老服务产品低端产品堆积的问题，满

足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提升智慧养老发展的整体效能。其次，未来产业引领智慧养老的创新与发展。

未来产业是我国未来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导向，是决定世界未来的先导性产业，也是影响人类改造世界的

重要突破[7]。未来产业给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智慧养老发展应顺应未来产

业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大胆布局，利用新质生产力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智慧养老价值链的先

发位置。 

4. 新质生产力驱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产业正处于历史性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关键时期，智慧养老作为传统养老的发展方向，是

产业结构变革的重要领域之一，应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机遇，推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具体来

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强化科技创新，重视基础研究 

加强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是智慧养老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核心。科技进步对提高智慧养老服务水

平、促进养老行业发展、提高老年群体的生活水平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强化科技创新，加强基础研究，

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促进智慧养老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国家积极支持智慧养老科技的研发与创新，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研究机构支持和科研项目扶持以及

税收扶持等方式，实现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加强对智慧养老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为智慧养老高质

量发展提供根本驱动力。二是突出企业在科研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智慧

养老企业应加强对产品的深度开发，使其产品满足不同年龄段空巢老人、失独老人等各类需求[8]，既包

括生理需求，还包括心理方面和情感方面的需求，体现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前景，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

实现智慧养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三是完善智慧养老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机制，完善激励创新和保护知识

产权的制度措施，使科研成果的作用真正发挥到实处。 

4.2. 以产业融合为途径，发展新业态 

产业融合是新质生产力主要特征，是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过程性动力，以产业融合为途径，发展新

业态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能够激发创新活力，提高智慧养老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一是打破行业壁垒，

构建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要素深度嵌入生产过程，优化智

慧养老产品供给。如基于信息建构消费者需求模型，利用“算法 + 算力”精准制造出与消费者需求相匹

配的技术驱动型智慧养老产品，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安全和舒适的产品使用体验。二是鼓励企业积极探索

和布局智慧养老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依托技术创新、

网络平台等资源优势，提高智慧养老企业的生产水平和效率，推动养老产业由传统经营模式向技术型驱

动发展模式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智慧养老新业态，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促进智慧养

老多路径发展。三是推动智慧养老数智化进程[9]，重视数智化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以高

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升级改造，推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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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善制度环境，优化政府服务 

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府服务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保障，是促进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

现实基础。首先，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管理和引导职能，完善制度环境，修订和完善智慧养老领域的法

律法规，特别是加强对智慧养老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引领，为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明晰方向并创造友好的

投资环境。目前，我国市面上现有的智慧养老服务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

服务质量不稳定[10]，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有利于规范业内标准，促进智慧养老向高质量转变。其次应

优化政府服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通过简化企业的行政审

批流程，推行电子化办事服务，保护知识产权等为智慧养老相关企业提供更加舒适的发展空间。 

4.4. 加强人才建设，夯实专业队伍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建

设。人才是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资源，是提升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的要素保障。一是强

化产教融合，为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11]，通过企业与学校之间的深度合作，比如共建实践

基地、成立研发中心等形式，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为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适

应性的高素质人才。二是推动多元化人才培养，形成以信息技术人才为支撑，以养老服务人才为主体，

以市场企业人才为补充的分类分级的人才梯队格局，充分调动人才资源。三是加强人才建设，明确用人

制度和晋升流程，通过提供竞争性的薪酬待遇、职业发展平台、科研自由度等手段吸引优秀科研人才，

并通过建立良好的科研环境和体系留住人才，提高人才质量，同时也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智慧健康养

老服务工作，夯实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的专业队伍。 
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发展，也为我国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应深刻领悟其内涵，找准与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的结合点，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智慧

养老高质量发展，探索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智慧养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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