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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深和“老有所乐”、“老有所用”理念的兴起，养老服务需求逐渐多元化，智

慧养老成为了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方式。兰州市智慧养老起步早、发展缓慢的现实状况为老年群体

带来服务供需不匹配、数字壁垒、缺失专业人员、信息安全、政策落实难等问题。本文在分析兰州市智

慧养老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此提出相应的对策，推动兰州市智慧养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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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aging proces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cepts of “happiness in old age” 
and “usefulness in old age”, the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has gradually diversified, and smart 
elderly ca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China. The 
reality of early start and slow develop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 Lanzhou City has brought problems 
such as service supply-demand mismatch, digital barriers, lack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difficult policy implementation for the elderly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 Lanzhou Cit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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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 La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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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截至 2023 年年末，国家统计局关于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数据正式公布。其中，我国老年人口占全国

人口的比例已达 21.1%，甘肃省老年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的占比为 19.06%，而兰州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则为 21.37%，该比例略高于全国以及全省的平均值，且均已超越国际界定的老龄化社

会标准。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增长，中国即将迈入老年人口突破 3 亿的中度

老龄化社会阶段。为有效解决老年社会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切实保障老年人能够享有基本的养老

服务，《“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智能化、科技化养

老助老产品的发展，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在养老领域的深度应用，构建与中国老龄化进程相契合的养老体

系，借助数字手段打造适宜老年人生活的智慧社会[1]。甘肃省兰州市作为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在数字

化、信息化技术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欠缺，其智慧养老服务目前仍处于低质量、低效率的发展

阶段。大力促进智慧养老在该地区的快速发展，乃是助力老年人群实现美好生活，达成“老有所乐”这

一美好愿景的重要途径。 

2. 文献综述 

智慧养老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末西方国家，信息技术的普及为数字技术监测老年人生活健康提供了物

质基础。在我国，智慧养老是指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老年人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其涵盖了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健康管理、安全监护、精神慰藉

等多方面养老需求服务。 
现有研究主要对智慧养老存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这两个层面的研究界定，物质层面的智慧养老目

前在业内以技术角度的研究为主，侧重通过信息技术的使用去推动养老服务的发展与研究。精神层面的

智慧养老侧重于受服务老年人的感受，即通过技术手段切实影响帮助到老年人的实质生活，注重通过服

务质量提升老年人的养老感受。 
国外的主要研究方向以智能家居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为主。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会严重影响老年人对

智慧养老的实际需要，Murata 等认为，很多数字设备对老年人而言，复杂难用、伤老碍老，极易形成老

年数字鸿沟[2]。Walsh 等认为，大多数老年人对养老投入会产生金钱方面的焦虑，如何提高投入收益与

服务的潜在贡献、激发老年人使用智慧养老服务热情也应成为应有之义[3]。 
国内智慧养老研究中，有诸多学者关注智慧养老的发展困境。武萍等认为，智慧养老在运行发展过

程中会产生技术异化，导致养老模式存在法律层面的风险[4]。潘俊霖基于新时代背景下，认为智慧养老

政策中存在着多头管理、政策雷同、政策环境不佳等问题[5]。常敏等认为，我国智慧养老存在服务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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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碎片化、低效化的供给困境[6]。深层次的智慧养老发展中，夏杰长等认为，我国智慧养老在平台建

设和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对于智慧养老服务的群体需求和顾客满意度等情感方面的研

究还较为欠缺[7]。 

基于上述国内外研究背景，智慧养老服务存在着诸多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现实问题。 

3. 兰州市智慧养老发展现状 

3.1. 虚拟养老院模式 

兰州城关区于 2009 年 12 月率先在全国建成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市场运作”的新型养老服务

机构虚拟养老院[8]。虚拟养老院运用先进的互联网数字化技术，达成了实时监控、远程医疗、大数据分

析等功能，构建起了包含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援助四大类共 150 余项服务的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兰州市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将资金用于虚拟平台建设、设备购置、人员

培训等方面，为虚拟养老院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确保虚拟养老院能够持续稳定地为老年人

提供高品质服务。 

3.2. 居家智能设备 

居家智能设备是智慧养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基础。考虑到部分老年人群在居家养老时面临诸多

困难，力不从心，兰州市敦煌路街道在 2024 年积极采取行动，为特殊老年人群家中免费安装智能网关及

一线呼救器。具体做法包括：街道工作人员首先对辖区内的特殊老年人群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确定符合

安装条件的家庭名单。然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上门安装智能网关和一线呼救器，并耐心为老人及其家

属讲解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在安装过程中，技术人员会仔细调试设备，确保其与互联网、物联

网系统有效连接，实现稳定运行。通过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建立了智慧居家养老模式。居家智能

设备可以随时监测老年人群家中燃气设备是否存在泄漏隐患，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会立即发出警报并

将信息传送到相关平台，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同时，智能门锁也能实时记录开关门信息，若有异常开启

情况，会及时通知家属和社区工作人员，随时保障老年人群的居家养老安全。 

3.3. 智慧养老政策 

在 2022 年 7 月，兰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对外揭晓了《兰州市关于加速生活性服务业短板弥补与品质提

升的行动方案》，该方案鲜明地表达了对于构建智慧养老服务管理平台的坚定支持，旨在通过这一平台，为

老年人群体提供包括助餐、助浴、助行、助医等在内的，如同“个性化点餐”般精确且高效的全方位服务。 
转眼至 2024 年 9 月，甘肃省政府发布了《关于推动养老服务消费扩容与质量升级的若干举措》，该

文件特别强调了探索并实践“智慧+”养老这一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全力推动“虚拟养老院”、“物业 + 
养老”、“家政 + 养老”等多种新型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同时，该文件还提出要不断优化老年人服务

专区，力求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打造一个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养老服务生态体系。 

4. 兰州市智慧养老发展困境 

4.1. 智慧养老服务供需不匹配 

4.1.1. 服务内容精准度不足 
兰州市智慧养老服务提供方多为关注老年人群医疗需求、健康管理和基础生活需求的初级阶段。面

对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社会，老年人群的养老观念也发生了相应转变，“老有所乐”与“老有所用”将

成为养老的新趋势，当前兰州市智慧养老模式无法充分关注不同老年人群的个性化需求。例如，运行多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6343


张家伟，韩建民 

 

DOI: 10.12677/ar.2024.116343 2364 老龄化研究 
 

年的城关区虚拟养老院模式，仍以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和紧急救援四类为服务项目，仍缺失

积极的养老服务提供模式，不能做到“用老”。不同老年人在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受教育水平、兴趣爱

好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目前的服务往往较为标准化、基础化，缺乏针对性的服务方案，无法发挥老年人

积极参与养老的意愿，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 

4.1.2. 服务资源分配不当 
兰州市各区域之间的智慧养老服务资源存在明显差异，城乡智慧养老服务尤为明显。一些经济发达、

人口密集的区域服务资源相对丰富，如城关区与七里河区，均建立了智慧养老试点社区。偏远地区或老

旧社区的服务资源则较为匮乏，如红古区，仍依托原有的智慧养老平台，通过电话预约等传统方式为老

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导致部分老年人无法享受到便捷的智慧养老服务，服务可及性存在不足。 

4.2. 老年群体存在数字壁垒 

数字壁垒是指由于技术、知识、经济等方面的限制，导致部分群体无法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的

现象。智慧养老的建设发展得益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生活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发展方向，但受制于信息技术的复杂性，很多老年人在使用智能设备(如智能手机、智

能家电等)时存在明显的不适应问题，导致了智慧养老基础发展阶段的数字化服务缺失相应的硬件支持，

从而产生数字壁垒。 
兰州市智慧养老服务主要基于互联网平台与老年人群的物联网设备，当下老年人群受制于自身学习

能力的退化和心态的转变，极易产生安于现状的心理状态，不愿打破过去多年的生活习惯，难以改变过

去生活经验下的生活方式，加之互联网技术较一般技术壁垒程度更高，老年群体既没有动力打破数字壁

垒，更没有意愿去学习数字技术。目前兰州市现有智慧养老服务体系面对轻度老龄人群，仍具备一定的

使用和学习能力，但仍存在明显的不适应问题，面对高龄老年人群，已不具备面对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

使用能力，无法满足部分老年人群的切实需要问题。 

4.3. 智慧养老服务专业人才不足 

兰州市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为 1029 人。根据 2023 年 2 月 15 日公布的数据，兰州市共有各类养老

服务机构 28 家，其中公办 14 家，社会资本 14 家。这些养老机构中共有从业人员 1029 人，其中养老护

理员 409 人。智慧养老较传统的养老模式门槛较高，智慧养老不仅需要具备信息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员，

还需要熟悉养老服务的专业人才。目前兰州市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大多年龄较大、文化水平偏低，缺乏

专业的养老服务知识和技能，他们在使用智慧养老设备、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和应对突发情况等方面的

能力有限，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培养智慧养老服务专业人才方面，东部地区智慧养老示范企业远超西部地区，智慧养老市场成熟、

从业人员众多，专业人才培养已经建立起校企联合培养、社会教育的相应体系。与之相较，兰州市在智

慧养老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本区域缺乏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培训机制，就业市场规模

不足，相关专业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导致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数量有限，人才流失严重，无法满足智

慧养老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4.4. 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智慧养老的使用人群较社会其他群体缺失基础的互联网隐私保护意识，往往只关注使用服务的便利

性，忽视个人信息保护，从而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遭受权利的损失。目前兰州市各区对本辖区老龄人

口进行了个人资料收集，城关区 14 万老年人签约入驻了虚拟养老院、红古区通过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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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5 万名老人的个人信息，因此保护老年人群个人信息安全尤为重要。智慧养老的普及使用需要大量

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健康状况、生活习惯、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这些信息对于提供精准的养老

服务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窃取或滥用，给老年人带来不可挽回的伤

害。在面对网络安全威胁，如黑客攻击、病毒感染等，可能导致养老系统瘫痪，老年人的信息被窃取或

篡改。其次，设备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一些智能设备可能存在漏洞，容易被攻破，从而泄露老年人的隐

私。再者，数据传输和存储过程中也可能存在风险，若加密措施不到位，信息很容易被截取。此外，养老

服务机构内部人员的违规操作也可能导致信息泄露。 

4.5. 政策制度有待优化 

甘肃省与兰州市近些年均颁布了涉及智慧养老的政策方针，为后续智慧养老的发展规划了路径方向，

然而对于具体的实施举措尚未明晰细化。以甘肃省印发的《关于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

为例，该文件虽明确提出要创新智慧养老模式，加大对该产业的投入以及完善智慧养老服务等要求，但

在具体落实层面存在不足。比如，某县在推进智慧养老产业投入时，由于政策未明确资金分配方式和重

点投入领域，导致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缺乏统一标准，部分项目因资金协调不畅而进展缓慢。在完善智

慧养老服务方面，政策仅提出宏观目标，未对服务内容、标准及监管等作出详细规定，使得一些社区在

开展智慧养老服务时，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像某社区引入的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因缺乏专业人员操作指

导和维护标准，设备时常出现故障，无法为老人提供持续稳定的健康监测服务，政策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影响了智慧养老工作的整体推进效果。这种情况容易导致政策在落实过程中遭遇阻碍，使得政策的实际

作用难以充分显现，无法切实有效地推动智慧养老事业的稳健发展，难以满足老年人群体日益增长的养

老服务需求以及社会对于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的期望。 

5. 兰州市智慧养老困境的应对策略 

5.1. 健全体系，完善智慧养老服务 

首先，加大对智慧养老平台的投入力度。通过持续完善平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智慧养老服务适老

性，从而为兰州市不同特征的老年群体提供丰富多样的智慧养老服务。充分激活政府、企业、社区各自

的职能优势，基于已有的智慧养老服务内容，大力拓展全新的养老服务项目。例如，建立老年人智慧养

老需求板，如同杭州市在部分社区推行的“养老需求精准对接”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广泛

收集老年人的各类需求信息，并进行数据分析和分类整理，以便为其提供精准化的服务方案。打造线上

学习室，借鉴深圳市开展的“老年数字学堂”项目，设置丰富多样的课程内容，涵盖智能手机操作、互联

网知识应用、文化艺术修养提升等方面，采用直播、录播等多种教学形式，满足老年人不同的学习需求

和时间安排。构建银发人才库，参考上海市实施的“老年人才二次开发计划”，挖掘老年人群体中的专

业技能人才、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以及具有特长爱好的文艺人才等，为他们搭建参与社会活动、贡献智

慧力量的平台，实现“老有所用”。通过这些举措，实现养老服务种类的多元化拓展，建立起满足不同需

求层次老年人群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切实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并进一步达成

“老有所用”的美好愿景。 
其次，兰州市要全力推动全市加大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开发力度。特别要着力支持发展相对滞后、

养老资源薄弱的区域和县城，积极扶持资源不足地区建立智慧养老服务试点社区、试点乡村等。比如，

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县城，可以借鉴嘉兴市嘉善县的做法，开展“智慧养老服务进乡村”行动。为农村

老人配备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他们的身体状况，并通过建立的远程医疗服务平台，让农村老人

能够与城市的医疗专家进行线上问诊，解决就医难题。同时，利用智能养老服务平台整合农村的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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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资源，如组织志愿者为老人提供上门助餐、助洁等服务，实现养老服务的便捷化和高效化。 
在城市中的老旧社区，可参照北京市朝阳区的经验，建立智能养老服务站。服务站内配备智能助餐

设备，老人可以通过线上点餐系统预订餐食，享受便捷的就餐服务；安装紧急呼叫系统，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应急救援机构联动，确保老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及时得到救助；设置智能娱乐设施，如虚

拟现实体验设备、智能健身器材等，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有效缓

解服务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切实保障全市居民都能享受到高质量、高效率的智慧养老服务，提升全

市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养老事业的均衡发展。 

5.2. 推进数字技术融入老年群体 

发挥“数字助老”作用，引导老年群体积极融入数字养老[9]。首先，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借助

各区县现有的老年群体相关数据，涵盖年龄、职业、教育水平、身体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对其进行细致

的技术分层，以此构建适合老年人群的数字技术培训体系。通过社区、虚拟养老院、老年大学等多元化

渠道，开设专门针对不同技术层次老年人的数字技术课程。从基础的智能手机操作、网络使用等内容教

起，循序渐进地提升他们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水平和应用能力。在培训学习过程中，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

方式，结合生动实际的案例进行阐释，确保老年人能够轻松理解并熟练掌握，有效缓解老年群体对数字

技术的抵触情绪。例如，在上海市的部分社区，针对老年群体开展了智能手机应用培训课程。根据老年

人的不同技术基础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班。初级班主要教授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如拨打电话、发送

短信、拍照等功能，教学过程中采用图文并茂的教材和现场演示的方式，让老年人直观地了解操作步骤。

中级班则侧重于网络应用，如微信聊天、视频通话、浏览新闻等，通过实际案例讲解如何利用网络与家

人朋友保持联系、获取信息。高级班进一步涉及移动支付、网上购物、预约挂号等实用功能，并且组织

老年人进行实际操作演练，确保他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熟练运用。 
其次，强化社会宣传引导。通过社区工作者深入走访宣传，积极营造宽松积极的互联网使用氛围。

促进老年邻里之间的互联网知识学习交流，借助老年人群内部的交流互助，构建良好的学习氛围，增强

老年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信心。与此同时，家庭要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关怀支持与鼓励引导，家庭成员积

极指导和帮助老人使用数字技术。社会层面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广泛普及数字技术知识，消

除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恐惧和抵触心理，切实有效地帮助老年群体冲破固有的数字壁垒。比如，深圳市

举办了“老年数字生活节”活动，在社区设置宣传展板和咨询点，向老年人介绍数字技术在生活中的各

种应用场景，如智能家居控制、在线医疗服务等。同时，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为老年人提供一对一的

数字技术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外，还通过举办老年数字技术竞赛等活动，

激发老年人学习数字技术的兴趣和热情，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5.3. 加强本地区智慧养老专业人才投入 

一是要构建完备的智慧养老人才培训体系。确保现有的一线护理人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能够获取相

应的培训课程资源，遵循明确的培养标准进行专业能力提升。例如，可设立专门针对智慧养老护理技能

的培训模块，涵盖智能设备操作、健康数据监测与分析等内容，让一线护理人员熟练掌握运用智能护理

设备为老人提供精准服务的技能。同时，吸引社会人员参与培训，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使其成为符

合智慧养老行业标准的专业人员，有效弥补兰州市智慧养老人员的短缺现状。 
二是政府应积极主动与市内高等院校及职业院校建立紧密联系，通过合理的资金投入与有力的就业

扶持政策，推动市内相关院校紧密结合智慧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优化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的设置与课程

安排。比如，鼓励院校开设“智慧养老信息技术应用”、“养老服务管理与创新”等特色课程，培养既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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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并且，政府要协同院校共同改善该专业的就业

环境与待遇水平，提升专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可以设立专项就业补贴，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完善

职业晋升渠道，保障从业人员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增强智慧养老行业的人才积累，为行业的持续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5.4. 强化个人信息保护 

在智慧养老建设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海量且至关重要的信息资源，保障信息安全无疑是构建

智慧养老发展体系的核心要义之一。兰州市政府理应精心制定相应的智慧养老服务信息保护政策，借助

政策的有效引领，推动社会资本加大对信息安全领域的投入强度，全方位提升智慧养老服务提供方的信

息防御能力。与此同时，强化监管机构对企业及服务提供者的监督职能，运用强有力的监管手段，促使

智慧养老信息平台不断增强自身的信息防御能力，切实守护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彻底消除老年人及其

子女对于网络数据安全问题的忧虑。例如，兰州市政府可以制定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在信息安全

技术研发和设备购置方面投入较大的智慧养老服务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这样能够激励企业

积极投入资源，提升信息安全防护水平。监管机构可以建立定期巡检制度，每月对智慧养老信息平台进

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包括系统漏洞扫描、数据加密情况检查等。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平台限

期整改，并对整改情况进行严格复查。通过这种持续的监督管理，确保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始终保持良好

的信息安全状态，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可靠的智慧养老服务环境。 

5.5. 提升政策实操性 

近年来，兰州市在养老产业发展方面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然而相关制度的落实成效以及制度环

境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兰州市政府应当基于当前全市智慧养老的发展实际状况，充分依托省会的资

源、人才、信息等优势，制定出台契合本地区发展实情的明细政策措施。具体而言，兰州市政府针对智

慧养老政策中的各项举措，需精心制定详尽的操作指南，清晰明确每一个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必备材

料、办理时限等关键要素。例如，在智慧养老服务补贴的申请环节，操作指南应详细说明老年人或其家

属需要准备的身份证明、经济状况证明等材料清单，以及申请的具体流程，包括线上申请的网址和操作

步骤、线下申请的受理地点和工作时间等。同时，要明确规定审核的时间周期，确保整个申请过程高效、

透明。 
此外，进一步建立健全智慧养老政策的监督机制至关重要。要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全面监督检查，

通过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政策在各个层面的落实情况。可以建立专门的监督

小组，负责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跟踪监督，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同时，建立反馈渠道，

鼓励社会各界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反馈，确保有关智慧养老政策能够稳步、有效地实施，切实推

动兰州市智慧养老事业的健康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养老服务。 

6. 结语 

智慧养老作为我国未来养老模式建设的重要方式，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及生物技术提高了养老服务

供给的效率与质量，但在其巨大的开发潜力下仍存在诸多的发展问题。兰州市需要在智慧养老的发展上

健全体系、完善服务，推进数字技术融入老年群体，依托全新的智慧养老社区试点，激发养老服务发展

潜力，探索智慧养老的新模式。兰州市政府也应明确分工，通过具体实际的政策，保障老年人群的信息

安全，促进本区域的养老人才培养，实现智慧养老对“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用”的支撑

作用，为老年人提供便捷、高效、全面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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