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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健康老龄化，即在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实现其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对养老

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智慧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方式，通过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老年人

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对于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我国智慧养

老服务体系发展现状、存在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构建议，尽力满足老年人的

实际养老服务需求，以实现党和国家提出的健康老龄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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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aging of its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the 
elderly is growing, and the issue of elderly care has become a focus of social concern. Healthy ag-
ing, which means ensuring the physic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while also achieving their full poten-
tial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ets higher standards for the elder care 
service system. Smart elder care, as an emerging mode of elder care, utilizes advanced technology 
to provide the elderly with more convenient, efficient,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s, playing a signif-
icant role in optimizing the elder care service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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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China’s smart elder care service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its optimization. The aim is to meet the actual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effectively and achieve the 
goals of healthy aging set forth b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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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的老年人口增加迅猛，其中，

65 岁及其以上人口 19,064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13.50% [1]。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老龄工

作发表了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将“积极老龄观”与“健康老龄化”的理念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个环节，同时加速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撑三大体系。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健康老龄

化的战略部署，2022 年 2 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共计 15 个部门

联合发布了《“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简称《规划》) [2]。该《规划》明确提出需充分利用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信息技术，创新服务模式，以此提升老年健康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和服务效率。这

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下，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它不仅能

够有效弥补传统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及机构养老模式的局限性，还能够更加全面、精准地满足老年人日

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为推动我国健康老龄化的进程贡献力量。 

2. 养老及智慧养老 

2.1. 养老 

养老是指某一机构以某种形式向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帮助和精神慰藉的统称，包括满足老年

人在衣、食、住、行、医、学、娱等方面的特殊需求的服务。养老服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

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面向所有老人的一系列服务、

要素和政策的综合[3]。“模式”，是指具有一定功能和体系的内在构造，并具有一定的标准化 操作程序，

且风格较为固定的一种模式。在我国快速发展的今天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因此，寻找一种

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模式已是当务之急。 

2.2. 智慧养老 

目前，中国的智慧养老主要是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在这个信息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传统养老模

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养老市场需求了[4]。所谓“智慧养老”，就是借助物联网等科技手段，让

老年人可以安享晚年[5]。智慧养老是通过平台化服务为老年人在家庭、社区和机构中提供快速、实时、

高效、实惠的护理服务。它是在家庭、社区和机构中为老年人提供快速、实时、有效和负担得起的护理

服务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是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养老服务的简单 结合，而是提供更加智能化、

精细化、多样化的养老服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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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背景 

3.1. 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是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重要背景。根据我国人口普查数据，老年人口比

例逐年上升，且增速加快。这一趋势不仅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养老负担，也对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如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

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在应对老年人口数量增长、需求多样化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借助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打造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3.2. 养老服务需求多样化 

养老服务需求的多样化也是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

的养老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个性化。他们不仅需要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服务，还需要精神慰藉、

文化娱乐、社交互动等多方面的支持。这些需求的满足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智能化、个性

化的服务方式来实现。智慧养老服务体系能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对老年人的需

求进行精准分析，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方案，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需求。 

3.3.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取得了快速发展，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7]。这些技

术手段可以实现对老年人生活状态的实时监控、健康状况的精准分析、服务需求的快速响应等功能，提

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同时，这些技术手段还可以实现养老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精准化，为老

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贴心的服务。 

3.4. 政府政策的推动 

政府政策的推动也是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重要动力。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支持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加强养老服务的信息化建设、

推动养老服务的智能化升级、支持养老服务机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智慧养

老服务体系优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支持。 

4. 智慧养老发展现状 

4.1. 智慧养老市场潜力无限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8]。例如，三部委发布的

《“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并鼓励更多社会力量进入养老市场。此外，各级政府还通过设立专项

资金、提供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随着政策的推动和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智慧

养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据中研普华产业院研究报告《2024~2029 年中国智慧养老行业市场深度调研及

投资策略预测报告》分析，2022 年中国智慧养老市场规模约为 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43%。预计 2024
年中国智慧养老市场规模将达到 11.4 万亿元，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9]。这一市场规模的扩大，为智慧

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2. 技术应用与创新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持。目前，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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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养老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例如，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并

将数据传输至云端进行分析；智能家居系统可以实现家庭环境的智能化控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智能机器人可以陪伴老年人进行日常活动，减轻他们的孤独感。在技术应用的基础上，我国智慧养老领

域还涌现出一批技术创新成果。例如，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如智能手环、智能

血压计、智能血糖仪等设备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设备不仅具有实时监测功能，还能通过数据分析和算

法优化，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准的健康管理建议。此外，一些科技型企业还在探索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养

老服务相结合，开发出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产品。 

4.3. 服务模式与创新 

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服务模式日趋多样化。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和实际情况，智慧养老服务

可以分为政府监管、养老机构运营管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以及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四个场景。

这些场景涵盖了老年人的生活各个方面，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在服务模式的基础上，

我国智慧养老领域还涌现出一批服务创新成果。例如，一些社区和养老机构通过建立智慧健康养老云平

台，实现了老年人信息的集中管理和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平台通过设立呼叫中心、智能化评估系

统等功能模块，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此外，一些科技型企业还在探索将互联网思维

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开发出更加符合老年人使用习惯的服务产品。 

5.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的挑战 

5.1. 技术成熟度与设施配备的短板 

尽管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智慧养老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实际应用中仍面临诸多

技术瓶颈。例如，智能穿戴设备的精准度、稳定性及续航能力尚需提升；远程医疗咨询系统的实时性、

准确性及互动性还需加强。此外，技术研发投入不足也是制约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导致技术创新

和迭代速度缓慢。智慧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备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间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发达地区和高

端养老机构拥有较为完善的智慧养老设施，而欠发达地区和基层养老机构则相对滞后。同时，由于缺乏

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范，设施设备的兼容性、互操作性及安全性难以保障，影响了整体服务质量和效率。 

5.2. 老年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 

数字鸿沟与技能障碍，老年群体在数字技能方面普遍较为薄弱，对新技术、新设备的认知使用能力

有限。这种数字鸿沟不仅限制了老年用户享受智慧养老服务的便利，还可能导致其产生抵触情绪。此外，

部分老年人对隐私泄露、信息安全等问题存在担忧，进一步影响其接受和使用智慧养老服务的意愿。针

对老年用户的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尚不完善，缺乏系统化、个性化的培训方案。这导致老年用户在面对

新技术时往往感到无助和迷茫，难以充分发挥智慧养老服务的优势[10]。 

5.3. 智慧养老服务的普及率和渗透率 

市场认知度不足。尽管智慧养老服务的概念已经提出多年，但其在市场上的认知度仍然有限。许多

老年人和家庭对智慧养老服务的了解不够深入，对其优势和价值缺乏充分认识。这导致市场需求未能充

分释放，影响了智慧养老服务的普及率和渗透率。服务内容与需求不匹配。 
目前，部分智慧养老服务在内容设计上存在“一刀切”的现象，未能充分考虑老年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同时，服务内容与老年用户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服务效果不尽如人意。这进一步

降低了老年用户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影响其推广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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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资金与政策支持不足 

智慧养老服务的推广和普及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然而，目前资金渠道相对单一，社会

资本参与不足；同时，政策扶持力度仍需加强，特别是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这限制了智慧养

老服务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虽然政府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但政府对社区和养老机构的投入不

足，没有采取更有力的举措和相关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发展，面对利润低甚至亏损的境况，许多民营企业

虽有热情，但参与投资的信心却不坚定[11]。 

6.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路径优化 

6.1. 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 

政府应加大对智慧养老技术研发的财政投入，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推动智能

硬件、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升级换代。同时，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科

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应用。制定和完善智慧养老设备、系统和服务的技术标准与规范，确保不同厂商的

产品和服务能够兼容互通，提高整体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加强产品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监管，

保障老年用户的合法权益。 

6.2. 加强老年人的信息素养教育 

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技能培训活动，如线上课程、社区讲座、志愿者辅导

等，帮助他们掌握基本的计算机操作、网络应用及智能设备使用方法。通过提高老年人的信息素养，增

强他们接受和使用智慧养老服务的能力。在公共场所、社区服务中心等地方设置数字体验区或咨询台，

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数字服务体验。同时，鼓励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简易版应用程序和界面设计，降

低使用门槛，提高用户体验。 

6.3. 优化智慧养老服务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机制 

创新服务模式。鼓励企业探索多元化、个性化的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如“互联网+居家养老”、“智

慧社区 + 机构养老”等模式，满足不同老年人的需求。同时，加强与医疗、家政、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合

作，拓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可持续的盈利机制。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社会捐赠等多

种方式筹集资金，支持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同时，鼓励企业探索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如通过提供增值

服务、广告收入、数据分析等方式实现盈利。此外，还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养老项目的建设和运

营，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 

6.4. 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制定和完善智慧养老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

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加强对智慧养老服务市场的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保障老年用户的合法权益。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政府应加大对智慧养老产业的财政投入力度，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智慧养老项目的研

发、示范和推广。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 模式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智慧养老产业。 
此外通过媒体宣传、政策解读等方式加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各界对智慧养老的

认识和了解。同时，积极推广智慧养老服务的成功案例和先进经验，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智慧养老事业的

热情和积极性。 

7. 结语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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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重要举措。展望未来，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与升级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必然选择，更

是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提升全民福祉的关键一环。我们坚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政策环境的日益

完善，智慧养老将深度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个性化的服务体验。社会各界也应增强对老年人群体的关爱与尊重，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

参与养老服务的良好氛围，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幸福、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共同促进社

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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