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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框架下，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关键举措。精准识别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是提升服务质量与服务供给效率的前提，关乎供需匹配的精准度及老年人的满意度与认同感。作为承载

老年人主要服务需求的模式，社区居家养老面临针对性与精准性不足、供需错位等挑战，限制了服务的

吸引力及老年人潜在需求的释放。因此，精确识别并调整服务供给，不仅是提升老年人满意度的有效途

径，也是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选择。本项目组从需求端入手，综合定性与定量调查，历经2个月

实地探访，深入剖析典型居民的养老需求，构建养老服务需求图谱，并探讨数智化技术在破解政策依赖

性强、客单价低、盈利难等行业痛点中的可行性，最终为业界提供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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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ational strategic framework of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developing com-
munity-based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a key measure.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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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of the elderly is a prerequisite for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and supply efficiency, which is re-
lated to the accuracy of supply-demand match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elderly. 
As a model that carries the main service needs of the elderly, community-based home-based elderly 
care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argeting and precision, supply and demand mismatch, which 
limit the attractiveness of services and the release of potential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refore, accu-
rately identifying and adjusting service supply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a necessary choice for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Our project team started from the demand side, conducted comprehensiv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
tive investigations, and after two months of on-site visits, deeply analyzed the elderly care needs of 
typical residents in China, constructed a demand map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explored the 
feasibili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solving industry pain points such as strong policy dependence, low 
customer unit price, and difficult profitability. Ultimately, we provide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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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在国家老龄委及民政部等部门引领下，依托家庭与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身

心健康与环境改善服务。该产业涵盖社区居家服务与上门服务两类模式，相互关联，自成体系[1]。历经

探索，已构建三层级服务体系：双体系层(养老与健康支撑)、基础层(环境、服务与生活支持)及提升层(效
率与支付) (见图 1)。资本与金融创新加速产业膨胀(见图 2)。据《2022~2023 全球康养产业投融资趋势报

告》，2023 年社区居家养老成为热门赛道，多家智慧康养公司获融资，加速数智化升级与服务拓展。同

时，养老属性商业保险积累超 4 万亿元资金，商业养老金融试点成效显著[2]。 
在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正蓬勃发展，科技应用的探索日益广泛，催生了智慧养老的新形态。自

2010 年启动“智能养老”探索以来，国家层面实施了包括养老服务信息惠民计划在内的多项举措。自 2017
年起，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力量，健康养老服务实现了向智慧化方向的转型升级。2019 年，《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互联网 + 养老”行动计划。在此背景下，智能化信息

平台迅速崛起，科技在助力老年人生活中的作用愈发显著。数智技术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

已成为提升供需匹配效率、强化风险应急响应能力的关键途径，特别是在健康监测、紧急状况处理等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健康养老服务领域，远程医疗、智能化管理等新兴技术与服务快速

发展，部分成果已达到或超越国际领先水平。 
为了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持续优化与发展，确保养老服务体系既全面又高效，本课题组深入细

致地调研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与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变得尤为关键。这一调研不仅涵盖硬件设

施的完善程度、服务质量的优劣，还应关注老年人对于生活辅助、健康监测、紧急响应等多方面的实际

需求与满意度。通过这一系列的调研分析，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识别存在

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后续的改进与优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与方向指引。接下来，本文将详细展开对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的调研分析，以期为未来养老服务的提升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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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wo types of models and three major scenarios for community-based home-based elderly care 
图 1. 社区居家养老的两类模式三大场景 

 

 
Figure 2. Market size and growth rate of China’s community home industry 
图 2. 中国社区居家产业市场规模及增速 

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调研 

2.1.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混合方法。首先，通过座谈与深访了解养老认知与需求，再以大规模样本验

证，全面把握城市居民养老现状与需求。 
定性研究：采用座谈、深访与问卷补充的形式，探究城市居民养老现状、意愿与需求。在北京、上

海、南京、苏州进行，受访者包括长者、管理者、平台与设备供应商等，确保代表性。访问历时 40 天，

共访问 84 人，以座谈与深访为主，回收问卷 47 份。 
定量研究：基于北京大学 CLHLS 数据，验证定性需求。选取 12,914 名 60 岁以上城市生活老年人，

排除不完整样本，最终获 11,880 份有效样本，完成对定性调研需求信息的大样本验证[3]。 

2.2. 数据分析 

汇总全部调研数据得出总体情况(见表 1)，分析显示：老年人刚需的“居家护理”供给率最低，家访

沟通最高也仅 35%。以下将从室内设施适老性、活动场所娱乐性、社区服务可达性、就医拿药便捷性、

老龄服务项目优质性几个方面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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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and for various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community supply for the elderly (n = 11,980) 
表 1. 老年人各项养老服务需求与社区供给(n = 11,980) 

服务类别 服务项目 需求(人%) 社区供给(人%) 

医疗保健 
居家护理 7705 (64.3) 1225 (10.2) 

保健知识教育 9066 (75.7) 5054 (42.2) 

生活照料 
家访照顾 9707 (81.0) 4189 (35.0) 

日常购物 7244 (60.5) 1545 (12.9) 

精神慰藉 
心理咨询 8064 (67.3) 1449 (12.1) 

社交娱乐 7999 (66.8) 2624 (21.9) 
 

室内设施的适老性：跌倒是造成老年人伤害的“罪魁祸首”，因此居住环境中紧急呼救设施与地面

防滑设计是影响老年人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中，跌倒的发生率较高。据统计，每

年约有 1/3 的 65 岁以上老年人会发生一次或多次跌倒。特别是在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跌倒的发生率

更高，每年约有 1/2 的老年人会发生跌倒。其中，家中(56.41%)、公共居住场所(14.36%)等是老人跌倒频

发的地点，调查显示(见图 3)，老年人对室内居住空间环境应配置的安全设施提出要求，尤其是对室内防

滑地面(72.6%)、紧急呼救系统(68.4%)、室内扶手(41.8%)三类无障碍设施的需求度更强；分年龄段看，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较弱，相应对防滑地面、呼救系统、扶手的需求度明显高于低龄老年人

[4]。数据显示(见图 4)，室内居住空间缺少必要的扶手占 46.4%，室内地面过于光滑易摔倒占 46.3%，宅

内的厕所或浴室不方便占 42.8%，室内没有安装呼叫或报警装置占 42.8%，因此室内建筑配套地面防滑、

扶手设置、呼救设施是保障居住环境安全的首要条件，以满足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安全方便诉求。 
 

 
Figure. 3. Safety facilities that should be equipped in indoor living spaces for the elderly 
图 3. 老年人室内居住空间应配置的安全设施 

 

 
Figure 4. Main problems of indoor space for elderly residents 
图 4. 老年人居住室内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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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场所的娱乐性：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老化导致活动范围与活动能力受限，住所附近公园/广场成

老年人首要活动场所。数据显示，近 8 成受访者在社区内或附近活动的频率为一天 2 次以上。老年人对

住所活动设施有多元化需求(见图 5)，需要社区及附近散步或体育锻炼占比最高，为 69.4%；需要打牌下

棋等休闲娱乐活动场所的占比为 47.4%；买菜等购物生活必要性活动占 44%；而参加老年教育课程培训、

活动室读书、其他提升与参与类活动占比较少。不同年龄段群体经常从事的活动略有不同，相应对社区

及周边配套设施的需求亦有差异。60~69 岁、70~79 岁低龄老年人更偏好散步或户外锻炼、打牌下棋、遛

狗遛鸟等活动，相应对运动健身场地的需求度高于高龄老年人；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因身体机能弱化严重，

更倾向于坐着聊天，相应对公园/广场、老年活动室、休息座椅的需求度高于低龄老年人。老年人退休后

闲暇时间较多，因此更加关注余暇时间的生活质量(见图 6)，有 36.5%的老年人表示缺少休闲配套；运动

健身场地、休息座椅、老年活动室的配建比例均不足 6 成；社区图书阅览室、老年大学的建设比例更低，

超 7 成受访者表示并未享受到此类配套设施[5]。 
 

 
Figure 5. Activity diagram of elderly high frequency heat demand 
图 5. 老年热高频需求活动图 

 

 
Figure 6. Facilities frequently used by the elderly 
图 6. 老年人经常使用的设施 

 
社区服务可达性：近年来随着我国“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显著增加，城市有 49.7%的老人独自居住，

因此日常家庭护理和照料服务需求的比例已上升至 9.3%，老年人独居发生意外不易被发现，延误最佳治

疗时机。调研数据显示(见图 7)，需求最高的服务是紧急呼叫，占 67.74%；其次关注的是走失定位服务，

占 60.74%。两个服务项目的占比之和，要远高于其他服务，充分说明了老年家庭需求的迫切性。老年人

一旦面临突发疾病、遭遇险情等“紧急情况”，通过语音或自动感应系统触发紧急呼叫功能，与 120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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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中心、社区呼救管理中心等取得联系，从而获得救助，紧急呼叫器是老年群体的救命稻草。我国每年

走失的老人数量大约在 50 万人，这一数据反映了老年人走失问题的严峻性，走失老人中 72%有记忆障碍

情况，智能手环、智能腕表等智慧养老设备的应用，可以有效解决老年人走失的问题。除了“紧急呼叫”

和“走失定位”外，“陪同出行”(47.33%)、“室内维修”(43.6%)及“送餐服务”(42.89%)等也是老年群

体重点关注的老龄服务项目。 
 

 
Figure 7. Elderly services needed by the elderly 
图 7. 老年人需要的老龄服务项目 

 
就医拿药便捷性：老年人随着身心能力的逐渐下降就医频率高，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需要

便捷、完善的医疗健康服务。老年人对社区医疗服务项目需求主要为：就近就医、陪医拿药、上门医疗

服务、健康管理与随访。数据显示(见图 8)，健康监测(59%)是各年龄段老年群体最希望配置的医疗服务

项目，其次是陪医拿药(47.78%)和健康管理与随访(46.42%)。进一步，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对健康监

测、家庭医生、定期体检或保健的需求度明显高于低龄老年群体；60~69 岁、70~79 岁老年人对陪医拿药、

康复训练、健康咨询的需求度高于高龄老年人。当前，老年群体常见疾病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慢性

呼吸道疾病、中风及心血管疾病等，其中多数属于慢性疾病。因此，日常健康监测就尤为必要。除此之

外，对于存在功能障碍的老年群体而言，送医拿药和家庭看护可以有效缓解他们的就医痛点[5]。 
 

 
Figure 8. Types of medical service facilities needed by the elderly 
图 8. 老年人需要的医疗服务设施类别 

 
老龄服务项目优质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老年群体在生活照顾服务、

医疗保健服务、精神慰藉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呈现出日益增长的需求。老龄服务项目的优质性需求主

要体现在多个方面，这些需求旨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数据显示(见图 9)，48.16%的受访者表

示就医不方便，45.06%表示日常生活中缺少便民设施，40.93%表示缺少日常陪伴。因此，当前社区老龄服务

体制不健全，各项服务项目配置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并不匹配。现代科技在老龄服务项目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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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数智化技

术可以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减少人为错误，确保服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数智化平台还能促进医

疗资源的共享和互联互通，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全面的医疗服务。数智化技术的应用还可以帮助政府和

社会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制定更加精准的政策和服务方案，推动老龄服务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Figure 9. Urgent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elderly’s retirement life 
图 9. 老年人养老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情况分析 

在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调研中，老年群体最关注家访式照护服务，此需求获 81%老年人高度期待，居

首位。随后是对医疗知识教育的渴求，75.7%老年人认同社区健康教育的必要性。日常购物服务需求虽显

著(60.5%)，但其余服务需求均超 64%。此结果明确显示，老年人晚年最重视生活照料与健康保障，且普

遍接受社区养老服务，这一趋势无疑为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指明了方向[6]。 
在深化和优化社区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稳固并提升现有的服务内容质量，也要推动服务向

多维度、多样化转型，紧密契合当地居民的生活特点，实现更为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供给。当前，42.2%的

老年人享受保健知识教育，35%对家访照顾满意，但居家护理与心理咨询服务薄弱(10.2%和 12.1%)。鉴

于老年人丧偶、独居普遍，慢性病负担重，若不及时填补服务空白，难以满足其健康与精神需求。因此，

社区与政府应拓宽服务边界，整合医疗心理资源，加大供给侧改革，实现供需平衡，构建全面细致的社

区养老环境。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中，医疗预防保健最迫切，其次是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上门输

液、室内清洁、文化活动需求显著，与沈超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构建社区居家养老体系时，应确保医

疗预防保健与生活照料服务充分供给，并重视精神慰藉。面对 4000 万失能与完全失能老年人(占老年人

口 19.5%)，其中完全失能者 1240 万(6.05%)，社区居家养老中心需精准对接需求[7]，全面覆盖医疗预防

保健、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确保服务全面且具有针对性。 
对收集到的调查数据进行系统整理与深入分析，我们采纳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旨

在探究不同地域智慧养老产品及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经过细致的分析与归纳总结，我们最终将影响因

素精炼为以下六大核心要素。 
第一，年龄是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受损率逐渐上升，机体活动能力衰退，进而增加了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具体而言，年龄越大的

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比例越高，而年轻老年人在保健知识教育、社交娱乐等方面的需求相较于长寿

老年人更为显著。这可能与年龄增长导致的活动能力和认知能力下滑有关。因此，在完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时，应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制定差异化的服务策略，特别是要加大对高龄、自理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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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老年人的关注和支持[8]。此外，性别差异也影响了养老服务需求，女性老年人因日常生活料理能力较

强，相比之下，男性老年人的需求更高[9]。 
第二，老年人的文化程度与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接受程度呈正相关。具体而言，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比例明显高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老年人。这可能与受教育层次较高

的老年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较高有关。同时，婚姻状况也影响了养老服务需求，无配偶的老年人相较

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更多[10]。因此，应有针对性地增加文化活动等服务项目，以提

高此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第三，城乡差异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镇老年人在居家护理、

日常购物和心理咨询等方面的需求高于农村老年人，而农村老年人对家访照顾的需求则更高。这可能与

城乡发展差距、农村留守老年人增多以及城镇社区医疗服务覆盖范围大、经济收入较高有关。针对城乡

供给水平差异，应合理统筹服务资源，引导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加强乡镇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行

高等院校定向培养等方针政策，以缩短城乡之间社区养老服务质量差距，保障偏远地区老年人享受优质

医疗卫生资源与生活物质保障[11] [12]。 
第四，居住方式的不同也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独居老年人相较于非独居老

年人在生活状况、精神健康水平以及养老服务需求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独居老年人因面临健康状况差、

缺乏照顾、经济困难、长期孤独等问题，成为养老的重点人群。因此，居家养老服务应有针对性地增加

文化活动等服务项目，提高独居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社区也应关注独居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增加

人文关怀服务，制定系统的援助方案，解决其实际生活困难[13]。 
第五，经济因素是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老年人的固定收入主要来源于养

老金，收入越高，健康状况越好。研究结果显示，月收入较低和较高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较高。

这可能与经济水平低的老年人无力购买养老服务而需求高，以及经济水平较好的老年人有能力购买养老

服务而需求也高有关。同时，养老保险的拥有情况也影响了养老服务需求。因此，应进一步提高养老保

险覆盖率，促进其与社区养老卫生服务相结合，使更多的老年人受益。对于经济条件差的老年人，政府

应加大补助力度，提高其整体健康水平；社区也应提供免费服务，重视公益力量，将志愿服务与高校或

社会志愿者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以缓解社区养老服务供不应求的现状。 
第六，其他影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因素还包括医疗保健、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具

体而言，活动能力受限及 ADL 障碍的老年人对居家护理需求较大；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对家访照顾需

求较大；有 1~2 个子女的老年人相较于无子女的老年人在社交娱乐方面的需求较大。针对这些影响因素，

本研究建议政府应以社区为依托，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开

辟社区养老事业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路径；积极开展关爱空巢老年人活动，倡导社会更多群体关注该类老

年人的生活状况，共同促进社区养老发展。 
合理分配社区公共养老服务资源，弥补家庭与机构养老不足，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的新

型居家养老模式，是当前社区养老发展的关键。 

4. 发展路径建议 

4.1. 完善顶层，驱动智慧社区养老多元发展 

在战略规划层面，基于欧美养老政策与法规的成熟经验，我国智慧社区养老模式的稳健发展需政府

从顶层架构出发，科学规划智慧养老产业的未来蓝图，明确发展路径。为激发市场活力，政府应实施税

收减免等激励措施，减轻企业负担，鼓励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助力企业跨越发展障碍。同时，加强企

业间技术合作与知识共享，加速解决方案的普及。借鉴国际经验，实施市场导向管理模式，明确政府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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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体、公众消费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构建多元化、共生化的发展生态。此外，政府应扶持社会组织参

与智慧养老，通过财政补贴等支持非盈利组织、志愿者团体等，共同构建高效、广泛的智慧养老网络。 

4.2. 完善市场体制，有效防控智慧养老产业风险 

为加速智慧养老产业市场繁荣，需依托现行法律法规与政策框架，填补空白，确立基准与准则，构

建完备的制度体系。借鉴国际经验，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智慧社区养老研究，强化行业自律与规范化运营。

针对无序竞争与恶意垄断，加大中小企业扶持，特别是在先进产品研发上提供资金保障。在确保合规性

的基础上，适度放宽资金准入，严密监控资金流向，利用数据分析打击非法套取补贴行为，完善市场机

制，有效预防和化解投资风险，保障智慧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4.3. 完善创新体系，强化技术实力以推动智慧养老 

在技术革新方面，借鉴国际经验，依托基金激励机制，鼓励专业团队深耕研发。构建全国智慧社区

养老三级平台，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无缝对接。追踪国际前沿技术，加速本地化研发与迭代，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准入，剔除仿冒品。重视研发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待遇，优化环境，突破人才瓶颈。

针对老年智能设备研发投入不足问题，借鉴日本适老化设计，增强产品友好性与适应性。为实现全面覆

盖，加速互联网、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在农村的普及，确保网络覆盖，宣传智慧养老理念，开发老年人

易用软件，简化操作，定期举办培训，让智慧养老真正惠及老年群体。 

4.4. 优化服务质量，满足需求供给 

在服务创新层面，我们借鉴国际邻里互助与志愿服务模式，弥补专业护理短缺，促进邻里和谐。社

会资源融入养老体系，社会工作者精准对接需求，提升服务深度与广度。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完善

培训体系，精准对接个人需求，将专业知识融入实践，提升服务质量。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标准化服务

体系，提供全生命周期、分层次、个性化养老服务。政府挖掘养老资源潜力，数字化平台整合资源，科学

调配，满足多元化需求。鼓励创新养老模式，激发老年人的积极性，通过参与式活动，缓解护理资源紧

张，实现自我价值，享受充实晚年。 

5. 结语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需从顶层规划出发，完善市场体制，防控风险，同时强化技术创新与

研发实力。通过构建三级平台、加速技术迭代、优化人才队伍，提升老年智能设备的友好性与适应性。

服务层面则借鉴国际经验，融入社会资源，提升服务质量，建立标准化服务体系，满足多元化需求。政

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应共同合作，构建高效、广泛的智慧养老网络，实现老年人充实、健康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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