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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养老需求的日益多样化，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养老行业已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

居家养老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既为养老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样也给养老领域

带了新的问题。本文将分析人工智能养老存在的优势和问题，针对人工智能养老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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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introdu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to the elderly industry has been 
the tre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me-based ca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services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offering vast potential for growth in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while also posing 
new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ca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lderly,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problems o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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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已经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随着养老服务系统

的快速发展，社区居家养老因其具有的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双重优点，可以对养老服务资源进行有效

的整合，提高养老服务的可及性，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要，是国家重点推广的一种养老模式。但随着社

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特点。随着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革新与突破，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促进其

与传统的医疗、养老等产业的结合，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明确提出：“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手段，创新服务模式，提升老年健康智能化服务质量和效率”[1]。在我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的情况

下，基于人工智能的居家养老服务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居家养老模式的不足，有利于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的服务需求，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的深入发展。 

2. 人工智能居家养老内涵 

人工智能(AI)是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的科学。它的目标是让计算机能够看懂世界、

理解信息、学习新事物、做出决定和解决问题。这包括让计算机识别图片、听懂语音、理解语言、自动

驾驶汽车、诊断疾病等。人工智能的核心是让计算机从数据中学习，不断改进自己的性能，这主要通过

机器学习来实现，包括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等方法。人工智能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阿兰·图灵是人工智能的先驱之一，他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用以判定一台计算机是否能表现

出智能。在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聚集了麦卡塞、明斯基、罗切斯特和申农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

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他们讨论了如何用计算机模拟人类的智能行为，为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在 21 世纪，随着计算机硬件水平的不断提高、5G 技术的大量运用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自主学习、自然语言处理、逻辑决策等领域取得较大突破，并快速应

用于互联网、医疗、金融、教育、媒体等多个传统行业。 
人工智能在居家养老中的应用，其实质就是在传统的居家养老服务中，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度的

结合，由此建立一种新型居家养老体系[2]。人工智能居家养老服务主要依托家庭的力量，借助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在图像处理、语音识别、路径研究与规划等方面的优势，与可穿戴设

备，各类感应器，智能家居，移动终端设备等物联网硬件设施相结合，为居家老人定制医、养、护全方

位、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在人工智能居家养老模式下，老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等设备来表达他们目前的需求，或是人工智能会

根据老人的身体数据及室内温度湿度等情况，给他们提供服务建议[3]，当系统接收到这些要求或建议并

得到老人们的认可之后，它就能够利用它所连接的一系列的智能居家养老设备，来调整房间的温湿度等

参数，帮助老人完成起床、穿衣、如厕等生活需求。另外，人工智能系统也能为老年人配备专业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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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护人员，为其提供各类的养老服务，如购买生活必需品，陪同老人到医院就诊等。 

3. 人工智能居家养老的优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3 年我国人口数据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9,697 万人，占总人口的 21.1%，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1,67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4% [4]，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不断成熟，人工智能居家养老正逐渐步入个性化的新纪元，可以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上起到

补充作用，有助于积极应对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有效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3.1. 提高空巢老人的养老生活质量 

人工智能居家养老能够给老人带来更多的舒适、便捷的生活体验。通过智能设备，老人能够满足家

庭安全，医疗保健，娱乐，购物等方面的需求，进而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首先，老人们可以用语音识

别来操控家里的智能家电，也可以进行语言购物、在线订餐等。此外，能够感应到老人体温、心率、活

动轨迹、家庭环境的变化的各种传感器，可以在不需要自己动手的情况下，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例如，

在老人感觉到房间里的气温较高的时候，会有语音询问要不要开冷气，老人只需说一句“好的”，冷气

就会自动打开；另外，人工智能居家养老也可以通过智能监控设备、可穿戴设备、智能轮椅、智能拐杖

等设备，增强对身体的监控和交通的便利性，防止老年人在户外出现事故；在此基础上，专业的护理人

员还可以借助智能护理机器人为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与康复培训。 

3.2. 提升养老服务的精准化水平 

人工智能居家养老可以通过传感器技术、智能穿戴设备和健康监测系统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生理指

标、运动活动和睡眠质量。通过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健康评估、预测疾病风险，

并提供早期干预和警示。这些数据为提高人工智能养老效率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构建养老对象微观数

据库提供了帮助，这样一来老人有自己的个人档案，通过扫一扫二维码即可获得老人基本情况和健康信

息，从而实现个性化、精准化的医疗服务。不仅如此，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老人的每个具体动作都会

被识别出来，然后上传到系统中，系统会通过人工智能数据算法对这些动作数据进行二次处理，最终形

成行为文字描述。基于这些大数据，人工智能系统就能识别老人的站立、行走、蹲伏、摔倒、吃饭、睡

觉等行为，并将这些行为串联起来，再将时间、位置、行为等要素还原为生活场景，对各种场景进行分

析，最后将其反馈到系统的管理平台，并提醒给子女，这将有针对性地监测老人的身体状况，提高居家

养老服务的精准化精确度。 

3.3. 满足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与传统的养老沟通性不强、老年人情感满足度不高相比，人工智能居家养老能够按照老年人的个性

化需求与喜好，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让他们获得更舒服、更满意的养老体验。一方面，人工

智能养老机器人集成语音交互、人脸识别、情感识别等技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机器人不仅能够

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还能通过情感识别技术，理解老年人的情感状态，并根据其喜好

推荐适合的活动、社交和娱乐内容，从而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降低抑郁和孤独感，得到精神慰藉。

另一方面，通过对老年人的语音或文本输入进行分析，人工智能能够为老人提供包括饮食，运动，用药

等个性化护理意见，帮助老人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4. 人工智能居家养老面临的问题 

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在实践中会存在很多问题，人工智能居家养老也是如此。要让人工智能居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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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直面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推动养老事业朝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4.1. 人工智能技术较低 

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人工智能养老技术的水平还较低。21 世纪人工

智能领域取得的一些突破性进展，大都集中在语言、视觉和听觉等基础领域，而在复杂的场景中能应用

的产品并不多，因此只有较少部分产品被应用于居家养老。例如，养老设备较为单一，个性化产品研发

不足，以安全手环、GPS 定位系统、监控摄像头等设备为主，与日本的贴身机器人和智能感应技术相比，

我国养老的硬件技术还有较大差距。此外，由于人工智能产品的算法不够完善，导致智能产品很难有效

地处理复杂多样的养老场景，也很难具备较强的问题求解能力。如果智能产品有缺陷，操作不当，或者

算法有误，都有可能对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威胁。 

4.2. 服务内容性质单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目前，居

家养老服务内容性质单一，就难以触及到不同老年人实际的养老需求，老年人购买意愿与购买力不足。

同时，随着空巢独居老人的数量逐渐提高，老年人的情感交流、精神慰藉、社会化再学习、社会交往等

需求与日俱增，但现实却是相关服务供给不足，而声称供给精神慰藉服务往往也只是流于形式，老年人

也无法持续稳定获取相关服务，难以改善精神状况，导致现有的居家养老服务难以满足老年人在精神方

面的需求。另外，受老年群体的信息化程度、操作熟练度等制约，部分人工智能居家养老产品、设施难

以充分利用，导致效果不佳[5]。 

4.3. 专业养老服务人才缺乏 

随着失能、失智、独居、高龄老年人日益增多，居家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少地区部分养老服

务已经面临养老服务人员缺口大，离职率高的问题，亟需补充大量专业养老服务人才提升养老服务数量

及质量，以应对老龄化危机。目前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不擅长使用智能工具，因此

在人工智能时代，要想满足老人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智能化水平。同时，

养老护理管理人才也十分匮乏，不仅仅是基层护理人员的缺乏，具有养老、医护、管理背景的人才同样

十分稀缺。 

5. 解决人工智能居家养老服务问题的对策 

针对我国人工智能居家养老服务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主动地

解决相关问题，利用多方力量协同探索出人工智能居家养老优化对策，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变得更加智能

化、对象化。 

5.1. 鼓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首先，政府要提供长期稳定的政策环境鼓励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再结合企业、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

力争在模型构建、核心算法、芯片、云计算、传感器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及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

展。其次，要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和养老服务的融合，科技人员要勇于开拓、不断创新，推动人工智能

等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与发展，让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养老服务。加速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

防护、心理健康、应急救援等领域，使其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养老环境。最后，建设为专业开放的人

工智能基础资源平台，为技术开发者、使用者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核心算法、语音识别、模

拟生命周期管理等技术数据，同时提供技术开发、数据安全、产品测试、知识产权等专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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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开发人工智能居家养老产品 

研发养老产品应立足于老年人的需求，优化产品的“智慧性”应以适应老年人需求多样化、个性化

为前提，人工智能的使用是为了简化、智能化养老服务，产品应当适合、方便老年人使用，并从各个方

面照顾到老年人的生活，使老年人享受人工智能养老服务带来的全新养老体验，从而全面提高老年人的

生活品质。一方面，应当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点，细化包括老年人的身体、心理、社会适应力和道德等

健康标准，将其指标作为参数进行量化计算，融入到人工智能养老产品设计理念中去，使养老产品更加

人性化，适合老年人使用。另一方面进行人工智能养老产品消费者的调查，要对老年人群体进行观察并

研究，分析老年人购买养老产品的行为特征、消费心理和价格接受度等，最终生产出能满足老年人多样

化、个性化养老需求的人工智能养老服务产品。 

5.3. 培育人工智能养老人才 

首先，培养专业养老护理人员。通过学费补助、定点培养和对口培养等方式，吸引更多学子投身于

养老服务事业；高校要加强与行业内企业的沟通交流，充分理解市场对人才的各种要求与定位，为学生

提供实习和就业通道，建立起人才培养与输出的闭环管理，使学生在实践中对自己的专业有一个认同，

毕业后可快速融入工作当中。其次，要充分发挥政府的领导和引导作用，改善养老从业者的各项福利，

留住养老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已有的养老人才，持续提高其在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能

力，以适应多样化的养老需要。最后，构建智能化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在人工智能居家养老的大环

境下，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将技术和心理学的内容添加到人才培养中，让目前的养老教育人

才培养课程内容更加充实，为人工智能养老服务培养出新型的人才。 

6. 结语 

当前，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解决方案，

有利于提升居家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推动居家养老朝着智能化、精准化的方向发展。但在实际的结合过

程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要正确看待技术参与养老服务。在利用科技优势的同时，积极化解人工

智能养老存在的问题，才能将人工智能居家养老推入一个全新而又富有前景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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