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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及老年人对养老院高抵触情绪的双重挑战下，颐养通智慧养老平台的出现为破解

传统养老服务产业困局和老年人抗拒养老院问题突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文章将以颐养通智慧养老

平台为例，对其在解决老人养老的现实问题与心理问题方面深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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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challenges of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aging problem and the high resistance of the 
elderly to nursing homes, the emergence of Yiyangtong smart elderly care platform provides new 
ideas and ways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the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promi-
nent problem of the elderly’s resistance to nursing homes. This paper will take Yiyangtong smart 
elderly care platform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its role in solving the pract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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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9,697 万人，占

总人口的 21.1% (见图 1)，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67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4%。结合其他研究

和各类数据表明，中国不仅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根据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

经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并且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进一步加深。中国的高龄化趋势明显，随着医疗条件

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老人占比也在逐年增加。预计到 2050
年左右，高龄老人占比将超过 10%，这将对养老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未富先老问题突出，中国在进入

老龄化社会时，人均 GDP 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这意味着社会在应对老龄化挑战

时，需要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的速度相对较快。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中

度老龄化社会中国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而一些发达国家则用了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Figure 1.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and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from 2015 to 2022 
图 1. 2015~2022 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及老年抚养比 

 
中国年轻人面临着严重的养老问题，这一现象背后有多重因素相互影响。首先是家庭规模的小型化。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以及现代社会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家庭规模逐渐变小，传统的大家庭模

式逐渐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这使得能够承担养老责任的人力资源减少，家庭养老负担加重。现代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人口大规模流动。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使老

年人在需要照顾时难以得到子女的及时陪伴。在“4-2-1”或“4-2-2”的家庭结构中，一对夫妻需要赡养

四位老人和抚养一到两个孩子，养老负担沉重。同时在已有研究中指出，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年

轻人可能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同时承担工作和养老的双重责任。尽管许多年轻人意识到养老规划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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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由于缺乏专业的指导和有效的工具，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仍面临困惑与挑战。已有研究对智慧养老

平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张雷和韩永乐(2017)指出，智慧养老平台通过整合信息技术和养老服务资源，

为老年人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养老服务。他们强调了智慧养老平台在缓解养老压力、提升养老服务

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1]。翟振武等人(2016)则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智慧养老平台在应对老龄

化挑战中的潜力。他们认为，智慧养老平台能够有效解决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等方面的需求，有

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2]。因此，颐养通这样的智能养老平台在未来对于需要养老服务的老

人以及子女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可以缓解严峻的养老形势，同时可以让老人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照顾。 

2. 颐养通平台发展现状 

颐养通平台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对于养老各方面有着较高需求的高需求客户，为这些高端用户提供定

制化的高级服务。已有研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例如，华中生等人(2016)强调了颐养通平台在健康管

理、紧急救援等方面的功能，认为这些功能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3]。耿永志和王晓波(2017)则
关注了颐养通平台在“互联网 + 养老”模式中的创新实践，指出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老年

人提供了更为个性化、定制化的养老服务[4]。平台充分利用了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通过与功能相配套的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系统、远程医疗平台三位一体，实

现对老年人生活起居、健康监测、安全保障等各方面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大大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与传统养老模式相比，平台的服务内容更加全面与个性化，包括健康监测、紧急救援、用药提醒、生

活辅助、社交互动等。通过智能化设备和平台的双重保障实现远程监控、实时预警、自动处理等功能，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高端养老服务。 
虽然初期的投入和调试成本相对较高，但长期来看，通过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降低人力成本，可

以实现较好的成本效益。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颐养通平台的智慧养老模式可持续性较强，能够

适应未来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颐养通平台专注于打造高端养老项目，以“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标准管理、高质量服务”

的目标要求自身。与其他同类型平台相比，颐养通平台专门针对高端人群的优点是平台可以提供与高价

格匹配的高质量服务，平台的相应板块能够为高端人群提供高度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健康管理、生活照料、休闲娱乐、心理慰藉等，充分满足高端人群多样化的需求。平台通过深

入了解每位服务对象的偏好、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制定专属的服务方案，确保服务质量和体验达到最

佳。而其他同类型平台只能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方案，无法像颐养通那样进行个性化的定制和调整，更好

地满足不同老人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与颐养通平台线下合作的养老院配备有五星级标准的居住环境和

先进的适老化设计，如宽敞的居住环境、无障碍设施、紧急呼叫系统等，确保老年人的安全与舒适。颐

养通与多个高端养老项目进行了合作，如深业生命健康中心、杭州市第三社会福利院等。这些项目本身

具有较高的品质和标准，通过与颐养通的强强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其养老服务的水平和质量[5]。此外，

社区内还设有各种休闲娱乐设施，丰富高需求老年人的各种日常生活。颐养通平台配备有专业的医疗护

理团队，包括医生、护士、康复师等，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障。这些团队不仅具备专业的医

疗知识，还能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确保老年人在遇到健康问题时能够得到及

时、有效的救治。平台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而同类型的其他平台

所提供的服务较为基础，不如颐养通平台为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全面。无论是日常生活照料、家政服务

还是医疗咨询、紧急救援，老年人或其家属都可以通过平台轻松预约并享受服务，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

力。与其他专注于老年人看护本身而忽略了老年人心理关怀的平台相比，颐养通平台非常注重老年人的

社交与精神关怀。通过组织各种兴趣小组、文化娱乐活动以及提供线上社交平台等方式，帮助老年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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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社交圈子，缓解孤独感，提升生活质量。 
这类平台与其他平台相比，缺点也十分突出，最大缺点在于其高昂的费用。由于提供高品质的生活

环境与设施、专业的医疗护理团队以及个性化与定制化的服务，平台的服务费用往往较高，不是所有人

群都能承受。和其他平价养老平台面对的全阶层客户相比，颐养通平台的服务对象主要面向高端人群，

这意味着服务范围相对有限。对于经济条件一般或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法享受到这些优质的养老服务。

平台的服务范围过小，同时，高收入老年人群体也对于养老院没有过多需求，造成矛盾的需求问题和市

场问题。虽然平台运用了大量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但这些技术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门槛。

老年人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和适应能力，才能熟练使用平台提供的各项服务。如果老年人对新技术

接受程度较低或操作不熟练，可能会影响服务体验。随着高端养老服务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也日

益激烈。老年人和家属在选择五花八门的各类平台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比较和评估，增

加了选择的难度[6]。 

3. 颐养通平台存在问题 

尽管养老院作为一种重要的养老方式，在缓解家庭养老压力、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但许多老人对养老院仍抱有抵触情绪。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了老年人对于智慧养老平台的态度和需求，

并且通过访谈深入了解了老年人的真实想法和感受。首先，在问卷调查阶段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问卷设置(见图 2)，明确问卷旨在了解老年人对智慧养老平台的认知、使用意愿、功能需求及期望。包

括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居住状况)、对智慧养老的了解程度、已使用或感兴趣的平台功能、希望增加

的功能、使用中的困难与顾虑等。选项设置采用选择题、量表题及开放式问题结合，确保收集到全面且

深入的信息。在发放问卷的渠道选择方面力求全面，通过社区中心、养老机构、线上老年人社群等渠道

发放问卷。确保样本覆盖不同年龄层、健康状况、居住环境的老年人，以保证结果的代表性。使用统计

软件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分析老年人对智慧养老平台的整体满意度、功能偏好等，通过开放式

问题的回答，提炼老年人对平台的直接反馈和建议。 
 

 
Figure 2. Questionnaire settings 
图 2. 问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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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ummarizes the main views of the old people interviewed 
图 3. 对采访老人的主要观点汇总 

 

 
Figure 4. Main issues and solutions 
图 4. 主要问题与解决方案 

 
根据问卷分析结果，制定访谈大纲，聚焦于老年人对智慧养老平台的真实感受、未满足的需求及改

进建议，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方式考虑到老年人的特质，选择了面对面访谈的

采访方式，确保访谈环境舒适，让老年人能自由表达，详细记录老年人的观点、经历、感受，注意捕捉细

节和情绪变化。将访谈录音或笔记转化为文字，整理成访谈记录并总结出以下观点，主要有：传统文化

观念影响老人对养老院造成抵触情绪的问题、养老院信息不公开透明造成的信任程度低的问题、老人离

开子女与熟悉环境造成的心理问题三个主要问题。本文对 65 岁~80 岁年龄段的老人进行了调查，问卷调

查采用纸质调查的方法进行调查，发放日期为 2024 年 8 月 15 日~2024 年 8 月 30 日，以问卷每题全部作

答且每题回答符合题意为回收标准，总计发放问卷 150 份，收集到 137 份有效数据，回收合格率 91.3%，

见图 3，在对于养老院的主要问题中，传统观念问题 66 人、情感需求问题 36 人、养老院环境问题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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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48.1%的老年人认为传统观念问题是对养老院产生抵触情绪的最大问题。同时，高达 76%的老年

人对智能养老平台最感兴趣的功能是健康监测，表明了其对于智慧养老平台的需求仍旧以身体健康为主，

没有充分意识到智慧养老平台可以带来的心理需求功能。结果表明，老年人在物质生活逐渐富足的条件

下，其实最为在意的是传统观念带来的情感需求问题，其次才是物质条件和环境变化的问题。但是，在

高心理需求的同时，老年人对于智慧养老平台的认知程度仅仅停留在身体监测方面，对于老年人的心理

支持功能如何宣传普及也是平台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智慧养老平台对于其主要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

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是否能够得到充分满足(见图 4)。 

3.1. 传统观念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养老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强调家族团聚、血脉相承。在这种文

化背景下，老年人往往将家庭视为生活的核心，与子女共同生活被视为晚年幸福的重要标志。他们相信

“养儿防老”，认为子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责任，也是孝顺的表现。因此，当被建议或考虑进入养

老院时，他们可能会感到这是对家庭观念的背叛，担心被视为被子女抛弃，从而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

这种心理使得他们难以接受养老院这一养老方式。在中国人的心中，“家”不仅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

是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港湾。老年人在家中生活多年，对家中的一切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熟悉家

中的环境，习惯了与亲人共度的时光，这些都是他们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养老院虽然

可以提供生活上的照顾，但无法替代家所带来的温暖和归属感。因此，老年人很难接受离开家进入养老

院的生活。 

3.2. 情感需求问题 

老年人在晚年更加渴望亲情的陪伴和社交的满足。他们希望与子女、孙辈共度时光，享受天伦之乐；

同时也希望与同龄人交流互动，分享生活经验和感受。然而，在养老院中，虽然可以与其他老人相处，

但无法替代与亲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情感。此外，由于身体条件限制和社会活动减少，老年人在养

老院中的社交需求也可能无法得到充分满足。进入养老院意味着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面对

未知的生活和人群。老人长期在家生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活习惯和社交圈子。如果突然改变生活环

境进入养老院，他们可能会感到不适应和孤独。同时，在养老院中重新建立社交圈子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和努力。这种变化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惧感。他们担心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

生活方式；担心与陌生人相处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无法得到妥善照顾等。这些担忧

和恐惧使得他们对养老院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7]。 

3.3. 养老院环境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和一些媒体的片面报道，部分老年人对养老院存在误解和偏见。他们可能认为养老院

环境差、服务质量低劣、护理人员态度恶劣等。这些负面印象使得他们对养老院产生恐惧和不信任感，

从而更加抵触进入养老院。实际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养老院管理水平的提升，许多养老院已经提供了

优质的服务和舒适的环境，但这些正面信息往往难以快速改变老年人的固有观念。 

4. 颐养通平台的对策与建议 

4.1. 传统观念问题的解决方案 

4.1.1. 加强沟通与宣传 
首先，与老人进行深入的情感沟通，理解他们对家庭和亲情的依恋。通过倾听他们的故事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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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信任关系。以温和、尊重的方式向老人解释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强调子女可能因

为工作、生活压力等原因无法全天候陪护，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孝顺。同时，可以介绍养老院提供的专业

护理、社交互动等服务，帮助老人认识到养老院也是一个温馨、有爱的家。邀请已经入住养老院并享受

智能养老服务的老人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让其他老人看到养老院生活的积极一面。 

4.1.2. 增强家庭联系 
使用颐养通平台提供的家庭互联板块，实现远程视频通话、健康数据共享等功能，促进老人与子女

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子女可以远程关注老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及时给予关心和支持，从而减轻老

人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 
颐养通平台内部内置视频通话功能，能让老人与远方的子女进行面对面地交流。这种即时互动方式

能够有效缓解老人的孤独感，让子女即便不在身边也能随时关心老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需求。平台支持

老人与子女共享照片和日志，让老人能够随时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子女也

能通过查看老人分享的内容，更直观地了解老人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8]。 
子女可以通过智能养老平台为父母定制专属服务计划，包括日常护理、饮食安排、兴趣活动等。这

种个性化服务能够确保老人在养老院中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满意。颐养通平台与专业的医疗护理与养老团

队紧密合作，为老人提供全方位、专业的护理服务。子女可以放心将父母托付给专业的护理团队，减轻

自身的陪护负担。 
颐养通平台也承担了家庭与养老院间沟通桥梁的任务，促进了双方之间的有效沟通。子女可以通过

平台了解养老院的各项服务内容和质量评价，同时向养老院反馈老人的需求和意见。颐养通平台鼓励家

庭成员与养老院共同参与老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陪伴。例如，子女可以通过平台预约探视时间、参与养

老院的兴趣小组活动等，与老人共度美好时光[9]。 

4.2. 情感需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4.2.1. 线上社交 
设立专属的老年人线上社区，让老人可以在平台上自由发表动态、分享生活点滴、照片和视频，以

及参与话题讨论。这样的平台能够模拟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场景，让老人感受到归属感和参与感。根据老

年人的兴趣爱好，组织线上兴趣小组，如书法、绘画、园艺、音乐等。通过共同参与兴趣小组的活动，老

人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加深彼此间的情感联系。 

4.2.2. 沟通便捷工具 
颐养通提供即时通讯功能，可以在便于老年人操作的大字号大屏上进行文字聊天、语音消息和视频

通话等。这些工具可以让老人随时与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分享心情和日常琐事，减轻孤独感。考虑到老

年人的视力、听力等生理特点，颐养通的老年人情感交流界面采用了大字体、高对比度的设计，并且配

备语音助手等辅助功能，方便老年人使用。同时老年人可能不太熟悉复杂的操作界面，颐养通将交流平

台设计一键联系功能，让老人轻松点击按钮即可与家人、朋友或平台客服取得联系[10]。 

4.2.3. 线上与线下活动 
定期举办线上活动，如知识竞赛、才艺展示、健康讲座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还能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颐养通的线下交流板块还会推荐适合老年人的线下活动，如公园散步、

社区聚会等，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如报名、接送等服务，方便老年人参与线下社交。缓解老年人的孤独

情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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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个性化关怀与情感支持 
平台设置了设立专门的情感交流模块和心理咨询服务，鼓励老年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困惑或喜悦。

平台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可以定期查看并回复，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和关怀。同时引入了专业心理咨询师为

老年人提供在线心理咨询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惑和烦恼。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年人可以

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情感需求。 

4.3. 养老院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4.3.1. 信息透明实时反馈 
环境监控与实时展示，利用颐养通中的摄像头和传感器等技术手段，实时监控养老院的环境卫生状

况，并通过平台向老年人及其家属实时展示。这样老年人及其家属可以直观地看到养老院的真实环境，

增强信任感。 

4.3.2. 服务评价系统 
颐养通平台有着较为完备的服务评价系统，允许老年人及其家属对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专业水平

等进行打分和评价。这些评价信息可以公开展示，促使医护人员提升服务质量，同时消除老年人对医护

人员态度恶劣的偏见。同时，颐养通有分别面向医护人员和家属的子 app，医护人员的相应服务评价可以

更加直观透明地完全显示给家属，杜绝隐患。 

4.3.3. 服务展示 
颐养通的网站界面可以展示养老院为每位老年人提供的个性化服务方案，如定制化的饮食安排、健

康管理计划等。这些个性化的服务能够体现养老院对老年人的细致关怀，增强老年人的归属感和满意度。 
利用智能养老平台记录医护人员与老年人的互动瞬间，如生日祝福、节日问候、日常关怀等。这些

温馨的画面和故事可以通过平台分享给老年人及其家属，展现医护人员良好的服务态度和专业精神。让

家属和老人能够放心。 

4.3.4. 数据支持与持续改进 
利用颐养通的各类智能设备和大数据分析能力，收集和分析老年人对养老院环境、服务等方面的反

馈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改进和优化。

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养老院的整体服务质量，还能够消除老年人对养老院的偏见和疑虑。同时建立持续改

进机制，根据老年人的反馈和数据分析结果，不断优化智能养老平台的功能和服务。同时，加强与老年

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确保智能养老平台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

老需求[12]。 

5. 结语 

颐养通智慧养老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老龄化社会中的老年人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平台通过健康管理、紧急救援、生活辅助等功能，解决了老年人养老的现实与心理问题。面对传统文化

观念、信息不透明及心理抵触等挑战，平台通过沟通宣传、个性化服务、家庭联系增强及智能养老优势

展示等措施，逐步获得老年人信任。未来，颐养通将持续优化服务，致力于构建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体

系，推动养老产业发展，实现老年人幸福养老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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