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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作为一种创新的养老服务模式，正逐步成为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需求的重要手段。文章首先回顾了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指出其在社会普及、

产品设计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接着，从社会重视程度、老年人知识结构以及产品设计

完善度等角度，深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为优化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路径，文章提出了以下建

议：一是加强对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引导和宣传，提高社会认知度；二是强化规划引领，建立统一的智

慧养老服务标准和体系；三是重视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的信息素养；四是积极推进智慧养老服务进社

区，提升服务可及性；五是积极研发和推广智慧养老服务产品，满足老年人实际需求；六是强化人才培

养，建立专业化的养老人才队伍。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更

好地满足老年人对高品质养老生活的追求，助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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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the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s an in-
novative model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means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pointing out the problems it faces in terms of social populariza-
tion, product design, and talent development. Subsequent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atten-
tio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product design, the reasons 
for these problems are analyzed in depth.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ly,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to enhance social awareness; 
secondly, strengthen planning leadership, establish unified standards and systems for smart el-
derly care services; thirdly, emphasize elderly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fourthly, actively promote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to communities to improve 
service accessibility; fifthly, actively research and develop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products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elderly; sixthly, strengthen talent training and establish a profession-
al elderly care workfor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will help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better meet the elderly’s pursuit of 
high-quality elderly living, and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healthy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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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老

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不仅对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养老服务模式，正逐渐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它利用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将传统的养老服务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更

为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服务。从健康管理到生活照料，从精神慰藉到文化娱乐，智慧养老服务体系都

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使老年人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1]。 
然而，尽管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具有诸多优势，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社会

对其认知度不高、老年人对新技术接受程度有限、服务产品设计不够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

都限制了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智慧养老服务体系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优化发展

路径，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推动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本文将从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出发，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优

化发展策略。通过本文的研究，旨在为构建更加完善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为老年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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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 

2. 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政府政策的支持和社会资本的投入，智慧

养老产业规模逐渐扩大，服务内容和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这些政策涵盖

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等多个方面，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技术应用广泛：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养老服务更加智能化、个性化，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 
服务内容丰富：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涵盖了健康管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多个方面。老年人可以

通过各种智能设备享受便捷的健康监测、紧急救助、家政服务等服务，极大地提高了生活的便利性和舒

适度。 

2.2. 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社会普及程度不高：智慧养老服务的社会普及程度相对较低，许多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认知不

足，使用率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慧养老服务的推广和应用。 
产品设计不够完善：部分智慧养老服务产品在设计上过于注重技术创新，而忽略了老年人的实际需

求和使用习惯。这些产品往往操作复杂、功能繁多，导致老年人难以轻松上手和使用[2]。 
服务资源分配不均：智慧养老服务资源在地区之间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智慧

养老服务资源丰富，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则相对匮乏。这种不均衡的资源分配影响了智慧养老

服务的普及和发展。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智慧养老服务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来支撑。然而，目前智慧养老服

务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这限制了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和质

量提升。 
综上所述，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仍面临着社会普及程度不高、产品设计

不够完善、服务资源分配不均和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

力来解决，以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持续发展和完善。 

3. 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社会普及程度不高的原因分析 

宣传不足：目前，智慧养老服务的宣传力度不够，许多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认知停留在传统养

老模式上，对新技术、新服务的了解较少。 
使用门槛高：部分智慧养老服务产品操作复杂，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导致老年人难以掌握和使用，

从而降低了他们的使用意愿。 
经济因素：智慧养老服务设备通常价格较高，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老年人来说，购买和使用这些设

备存在一定的经济压力[3]。 

3.2. 产品设计不够完善的原因分析 

需求调研不足：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对老年人实际需求和使用习惯的调研不够充分，导致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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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需求脱节。 
技术创新与用户需求不匹配：部分智慧养老服务产品过于追求技术创新，而忽略了老年人的实际需

求和使用习惯，导致产品功能复杂、操作繁琐。 
标准化程度低：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导致不同产品之间的兼容性和互操

作性较差，影响了产品的使用效果。 

3.3. 服务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分析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智慧养老服务资源在地区之间存在分配

不均的情况。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源相对丰富，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则相对匮乏[4]。 
政府投入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投入不足，导致服务资源匮乏，难以满

足老年人的需求。 
市场机制不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市场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部分地区的

资源闲置浪费，而部分地区的资源则供不应求。 

3.4. 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的原因分析 

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健全，缺乏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培训

机构和课程设置，导致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不足。 
职业吸引力不足：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吸引力相对较低，导致许多专业人才不愿意从事养老服务工

作，进一步加剧了人才短缺的问题。 
薪酬待遇偏低：养老服务行业的薪酬待遇普遍偏低，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导致人才流失严重。 
综上所述，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宣传不足、使用门槛高、需求调研不足、

技术创新与用户需求不匹配、标准化程度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投入不足、市场机制不完善、

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职业吸引力不足以及薪酬待遇偏低等方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企业

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加强宣传、降低使用门槛、深入调研老年人需求、提高产品设计的针对性和实用

性、加强标准化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

提高职业吸引力和薪酬待遇等。 

4. 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路径优化研究 

4.1. 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 

完善政策体系：政府应继续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如《“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

系规划》等，明确智慧养老服务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目标。 
加大财政投入：增加对智慧养老服务项目的财政补贴和资金支持，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税收优惠：为鼓励企业和个人投入智慧养老产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如减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等。 

4.2. 提升社会认知与普及 

加强宣传与教育：通过媒体、社区、学校等渠道，普及智慧养老知识，提高社会对智慧养老服务的

认知度和接受度。 
降低使用门槛：简化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的操作流程，开发易于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使老年人能够轻

松掌握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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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培训与支持：为老年人提供智慧养老服务使用培训，同时建立服务支持体系，解决老年人在使

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4.3. 完善产品设计与服务 

深入调研需求：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深入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使用习惯，为产品设计

提供依据。 
注重人性化设计：在产品设计中注重人性化元素，使产品更加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加强标准化建设：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产品标准化建设，提高产品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4.4. 促进资源均衡分配 

加强区域合作：鼓励不同地区之间的智慧养老服务资源共享和合作，实现资源均衡分配[5]。 
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优化智慧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支持农村和偏远地区：加大对农村和偏远地区智慧养老服务的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的服务水平。 

4.5.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智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等多种

形式[6]。 
提高职业吸引力：提高智慧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地位和待遇水平，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际先进国家和地区开展智慧养老服务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引进先进理念

和技术。 

4.6. 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 

加强技术研发：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强智慧养老服务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推动技术应用：将新技术、新产品应用于智慧养老服务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7]。 
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措施，确保老年人信息安全。 
综上所述，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路径优化需要从政策引导、社会认知、产品设计、资源分

配、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创新等多个方面入手，形成合力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 

5. 结论 

经过对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路径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社会老龄化趋势、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随着科技的进

步和社会的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正逐渐成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关键力量。 
其次，尽管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这包括社会普及

程度不高、产品设计不够完善、服务资源分配不均以及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智慧

养老服务的推广和应用，影响了其服务质量和效率。 
为了优化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路径，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政府应继续加大政

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为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应提高社会对智

慧养老服务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降低使用门槛，使更多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智慧养老服务带来的便利和舒

适。 
其次，我们需要加强产品设计与服务的完善。通过深入调研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使用习惯，开发更

加符合老年人特点的智慧养老服务产品。同时，加强标准化建设，提高产品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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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关注农村和偏远地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推动资源均衡分配。 
再次，人才队伍建设是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需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养老服务

行业的职业地位和待遇水平，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进先进理念和技

术，提升我国智慧养老服务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最后，我们需要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通过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动技术应用，提高智慧养老服务的智

能化、个性化和专业化水平。同时，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措施，确保老年人信息安全。 
综上所述，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路径优化需要从政策引导、社会认知、产品设计、资源分

配、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创新等多个方面入手。只有形成合力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才能

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助力健康老龄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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