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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问题愈发地突出，数字化技术作

为一种新兴的技术服务手段，正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但在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领域，这一技

术的应用还尚不成熟。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化技术介入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领域的重要意义，

分析了其目前存在的机遇与挑战，揭示了数字化技术对解决好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问题的积极

影响，强化了数字化技术对提升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质量与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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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the issue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rural emp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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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 elderly population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igital technology, as an emerging 
technological service tool, is playing a role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 but its application in the el-
derly care field for rural empty nest elderly populations is not yet mature.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significant importa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empty nest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nd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currently exist. It reveal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empty 
nest elderly in rural areas, and strengthens the important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social work services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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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

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1]。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我

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也在发生着深刻转变。“数字化转型”是具有高度中国实践特色的概念[2]。在当

今时代，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席卷全球，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社

会治理模式。在这一宏大的转型背景下，我国的农村地区也正在经历着十分深刻的改变，随着社会变迁

和城市化进度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前往大城市寻求发展，农村家庭“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农村

空巢老人数量与日俱增[3]。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选择到城市中进行就业、生活，这其中多数的原

因都是想摆脱农村地区的地域限制，给自身或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在这种向外迁移的趋

势下，则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结构的根本性转变[4]，农村空巢家庭出现了一个逐年增长的趋势，农村空

巢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农村空巢老年人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他们的日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情感慰籍与安全保

障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与困境。在传统的农村养老模式下，农村养老资源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养老资

源来说本身就相对地较为匮乏，再加上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的特殊需求，就更加地造成了农村

养老资源的不足，使得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养老问题也日益地凸现，这已然成

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比非空巢老人差[5]。 
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都已向社会群体展示出了他

的巨大赋能潜力，为我们妥善解决好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与创新模式。

通过使用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搭建起一个更加便捷化、智能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

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精准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国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有效地

弥补传统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的不足。因此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服

务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社会嵌入理论 

社会嵌入理论起源于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深远影响。该理论源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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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为与决策的探讨，以及社会结构、文化、历史等因素对个体行为与决策影响的关注[6]。该理论的

形成以美国学者 Granovetter 于 1985 年发表的《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为标志，他第一

次理性地探讨了社会嵌入的深刻内涵，强调个体经济行为均是嵌入在其所处的社会情境之中的，因此我

们在考虑行为主体形成路径的复杂性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经济主体的自主性，也要考虑到社会环境对

其个体行为塑造的影响[7]。 
社会嵌入理论强调个体行为和制度安排均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本文将在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模

式创新研究里，将数字化养老模式视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安排，着重探讨其如何在农村既有的社会结构、

家庭关系和社区网络中生根发芽，以及对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产生的影响。 

2.2. 研究方法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选取 abcde，5 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农村，每个地区随机的抽取 20 名

空巢老人、5~8 位村干部以及 3~5 位养老机构从业者为访谈对象。围绕当前该地区老年人日常生活状况、

数字化认知程度以及对数字化养老模式的期望展开访谈。 
得到结果发现，该五个地区的农村空巢老年人多数以务农为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子女的赡养与少

量的养老金，生活方面较为拮据，与此同时该地区空巢老年人的子女大部分都长期在外务工，无法及时

地提供日常生活照料，与父母之间缺乏情感交流与陪伴；在数字化认知程度方面，大部分的老年人对于

数字化产品的接触都十分的有限，在访谈的 100 名空巢老年人中有且仅有 23 名老年人表示可以独立的使

用智能手机，但多数也仅限于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简单通话、视频聊天与短视频观看等内容，对于数字化

养老服务、智能养老设备的认知几乎毫无了解，仅有 b 村的老年人通过村内宣传活动对数字化养老稍有

了解，但也仅停留在表面；对于数字化养老的态度与需求方面，有 83 名访谈对象对数字化养老持乐观态

度，这类群体表示，希望可以借助数字化养老模式的便利，帮助其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等医疗领域的

基础性难题，在娱乐方面，他们对数字养老模式转型的期待则更多的是希望借助手机、平板等智能设备

的使用，缓解其子女不在身边陪伴的孤独感，另外的 17 名访谈对象中，有 15 人对于数字化养老模式的

转型持悲观态度，他们对数字化养老存在诸多担忧，包括操作困难，担心设备和软件复杂难以掌握；对

服务质量存疑，害怕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同时，对个人隐私安全高度关注，担忧信息泄露，还有其他 2 名

访谈对象则表示对于数字化养老模式的转型不理解，不支持也不反对。 

3. 研究现状 

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是企业通过运用前沿信息技术，包括但不限于大数据、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等手段，对其内部运营、生产流程、商业模式以及组织结构进行全方位、系统性地升级和改造，

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和变化。这一转型过程不仅涉及技术的更新，而且包括企业思维、文化和管理

模式的全面革新[8]。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是指子女因去其他城市学习或工作离家导致老人独居；其次是

子女未外出但由于种种原因与子女分开居住造成空巢；再者是未婚、未育、无亲属的一直处于独居状态

的老人[9]。“空巢”这一概念最早来自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指的是家庭中所有子女因为工作、生

活、求学等原因离开了原生家庭，仅剩老年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家庭发展阶段[10]。 

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发达国家较早的进行了数字化养老服务模式转型的探索，构建了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模式，最

早提出“智慧养老”概念的是源于英国的生命信托基金。G. Demiris 指出智慧养老是以智能化服务设备和

信息技术为载体，系统化地为老年人提供远程监护服务，以进一步增强老年人的自我照护能力和养老水

平的服务模式[11]。美国早在 1960 年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到 2020 年美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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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16.8%，是美国 130 年以来老龄化速度最快的阶段[12]。G·德米里斯(George Demiris)在 2013 年发

表了《老年人对‘智能家居’技术的态度和感知：一项初步研究》中就提到了，只有在充分地了解了老年

人对于智能居家技术的态度与认知后，才能设计出老年人群体所需要的居家与社区居住方案，从而提高

社区养老的效能，提高老年人的养老生活质量[13]。日本政府则早在 2009 年就提出了《积极老龄化与信

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14]，该方案指出要利用更多的信息通信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老年支持和服务，

借此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服务质量。德国作为欧洲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数字化养老模式转型方

面也同样进行了大量研究，施罗德(J. Schroeder)、法尔科夫斯基(J. Falkowski)、日兹德科夫斯基(G. 
Rzadkowski)在 2019 年联合发表了《老年人和智能家居技术：智能家居能填补远程医疗监测的空白吗？》

中详细介绍了信息通信技术在德国老年人居家养老中的应用和需求，以及为改善老年人照护提供了相关

的政策和实践建议[15]。 

3.2.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在我国各个领域的应用也变得逐渐流行起来。他有

着稳定性好、生产效率高、可靠性强的优点，能够极大的提高当前社会的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虽然目

前的数字化技术转型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挑战与困难，但近些年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转

型已然已经成为了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关注的重要焦点。空巢家庭目前已然成为我国中年和老年家

庭的主要形式[16]。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的养老方式主要有三类，分别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

[17]。但是受到传统文化、经济状况、身体健康情况的限制，导致许多的农村老年人群体在养老服务方式

选择上更多的是倾向于居家养老这种方式。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身体机能的下降，导致其目前的养老生活

质量难以得到一个全面的保障。农村老年人目前对于居家养老的需求最为明显的就是康复护理、医疗保

健、生活照料等，而通过对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需求的深入分析后，发现农村空巢

老年人群体目前最迫切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是医疗服务，其次是娱乐与家政服务[18]。 
从当前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比较的薄弱的，许多地区的农村老年人养老

服务模式仍然是处于一种十分传统的形态，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农村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质量的上升[19]。
数字化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手段介入到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模式中，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这种传

统养老服务模式所带来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已经开始朝着智能时

代前进，智能农业、互联网种植等新兴名词也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但在老年人养老服务

领域，这一技术转型的介入却并不乐观。由于受到来自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当前的数字化技术在我国

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中的“戏份”并不多，这同时也让数字化技术的介入变得愈发的困难。但随着社会

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传统农村地区对于数字化技术的认可度也在逐

渐地上升。而这一转变对于数字化技术介入到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模式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机遇，在未来的发展中，数字化技术在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中的应用势必会更加的频繁与

全面，不仅仅是单一的存在于养老服务模式方面，更会综合的覆盖到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的所有日常生

活。 

4. 养老模式创新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4.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服务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揭示当前我国农

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数字化转型在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中所面临的

重大挑战与机遇。通过系统性的探究与分析，为我国农村地区切实改善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困境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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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参考，为推动我国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理论意义：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养老服务领域的相关研究。通过数字化转型与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服

务所存在的问题相结合，深入探讨数字化技术在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方面的作用、效果以及应用机制，

并作为一种与农村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相区别的融合创新路径，能够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农村养老服务路

径，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实践意义：通过对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可以为政府部门妥善解决好其困境

提供一些参考；也可引导好社会资源向农村老年人养老领域倾斜，促进企业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与农村

老年人养老模式的融合，增强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并最终促进社会的稳定

与和谐。 

4.2. 农村空巢老人现状分析 

4.2.1. 农村空巢老年人的规模与特征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空巢老人数量呈现出一种直线上升的趋势，在许多农村

地区，空巢老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50%，而在一些更为贫困的地区，这一比例更大，达到了 70% [20]。
这一庞大群体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年龄结构普遍偏高，留守在农村的空巢老年人群体大部分都

已经步入了高龄阶段，他们的各项身体机能都下降了，对于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精神情感慰籍的需求

日益迫切。二是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作为老一辈的农民，农村空巢老年人目前的收入来源较为的单一，

主要就包括一些基本的养老金以及自身微薄的农作物收入所得或者是来自政府的补贴，但随着物价的上

涨，导致其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空巢老年人的经济压力也愈发地沉重了。三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

庞大的空巢老年人群体中，以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居多，只有较少数的农村老年人接受过初高中的教

育，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老年人群体对于现代化数字技术的认知与理解，更不用说去使用这些

技术了。这势必会影响养老服务体系数字化转型的推广。四是子女关怀不足，由于其子女长时间在城市

内工作、生活，这就使得农村老年人常常是一个人居住或是与老伴一起居住在农村，缺乏子女的陪伴较

为孤独，精神情感慰籍也得不到及时的满足，孤独感和失落感较为的突出。 

4.2.2. 传统养老模式在农村空巢老人中应用的局限性 
在我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养老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 
家庭养老作长久以来都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养老方式[21]。他主要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依靠

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对老年人进行各方面的照顾。但是随着农村空巢老年人现象的不断增加，传统居家

养老的功能正在逐渐地弱化，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老年人身边，导致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无

法得到及时的解决，其生活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同时大部分空巢老年人家庭的经济状况都较差，再加上

许多年轻人养老意识的淡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空巢老年人晚年生活上的经济压力。在精神情感

慰籍方面，缺乏子女们的陪伴，老年人内心的情感需求难以得到较好的满足，容易使其产生孤独感与失

落感，从而影响其晚年生活质量。 
社区养老是基于农村基层社区范围内的，以社区为依托，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养老服务的一种模式。

社区养老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可以整合社区范围内的所有资源，为所在社区内的老年人群体提供一些

基本的生活照料与娱乐活动。这种模式可以将个体所拥有的单一资源进行整合，汇集成整个社区所拥有

的共同资源。 
与传统的服务模式相比，居家养老需要家庭成员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而机构养老费用很多家庭

又难以承担[22]。所以社区养老的需求相较于其他两种养老模式是比较受欢迎的。但在农村地区，社区养

老服务模式的发展还是相对滞后的，许多社区都存在着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专业的服务体系与服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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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单一的问题，没办法及时满足不同老年人群体的多样化与个性化需求。并且社区养老模式的发展主要

依靠的是政府的投入与少量的社会捐助，这就导致了这种养老模式难以持续稳定的发展。 
机构养老是指老年人入住专门的养老机构，由养老机构为其提供全面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

保健等服务。虽然机构养老可以给老年人群体提供更为专业与系统的服务，但是在农村地区，老年人养

老机构普遍存在着分布不均匀、数量较少的问题，并且相当大一部分的养老机构的设施并不完善，较为

地简陋，服务质量也不高[23]。并且受到传统儒家孝道文化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普遍会将自身面子问题作

为其为人处事的优先考虑点，因为在农村地区，若是这家老人的孩子尚且健在，却将其父母送去养老院

进行养老，则会受到来自村民、邻居、以及亲戚方面的议论，这也就导致了许多的家庭不管是否有能力

去使老年人安享晚年，都不会优先选择机构养老这种新型的养老方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机构养

老这种方式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5. 数字化转型下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机遇与挑战 

5.1. 数字化技术在养老服务中应用的现状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农村地区近些年数字化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运用也在逐渐的增多，最

主要的就体现在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健康管理方面，智能穿戴设备，例如智能手环、智能血压仪和血糖仪等开始在一些农村空

巢老年人地区得到了使用。这些智能设备能给及时的检测老年人的日常身体状况，如心率、血压、睡眠

状况等，并及时地向电脑端或其子女的手机端传送数据，一旦发现异常数据后，系统将会自动预警，提

醒其子女或相关医护人员及时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实现了对老年人群体的远程健康检测与疾病预防。

例如一些老年人在佩戴了智能手环之后，其子女就可以及时地在手机上查看到老年人当天的活动步数、

心率状况等数据，方便及时地了解老年人的身体状况。 
在安全保障方面，智能家居设备也逐渐地进入到了农村地区，近些年智能监控、智能烟雾报警器等

设备的应用，实现了对农村老年人的实时监控与安全预警。这极大地方便了在外务工子女对农村老年人

的照看，通过智能监控等设备，老年人也可以与子女之间实现远距离的沟通交流，使老年人的精神情感

生活得到慰籍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的安全起到一个保障作用。 
在社交娱乐方面，互联网、智能手机的覆盖为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交娱乐平台。

许多老年人都学会了通过智能手机与平板等设备使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利用其视频聊天与语音聊天等功

能与其子女和亲戚进行沟通交流，这极大地缓解了其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感与失落感。同时他们也可以

通过抖音、快手等软件观看视频与玩一些简单的游戏，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生活服务方面，一些电商服务平台与本地的生活服务平台也开始了向农村地区蔓延，为农村空巢

老年人群体提供了十分便捷的购物与生活服务，老年人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购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此

外一些平台还提供了家电维修预约上门的服务，这对于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来说是十分便捷的。农村空

巢老年人群体通过这些平台无需出门就可以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需要，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省了精力。 

5.2. 数字化转型给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带来的机遇 

5.2.1. 提升养老服务的个性化与精准化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一些个人数据进行收集与分析，例如老年人的健康数据、

生活习惯数据等，并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深入了解每位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与偏好，为他们制定好个性化

的养老服务方案，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智能推送。例如，对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大数据技

术为其制定好特定的医疗护理服务与个性化的饮食建议和康复指导；而对于喜欢文化娱乐活动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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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则可以根据其兴趣爱好，为其提供其所喜欢的一些书籍、视频、音乐等内容。这个个性化制定与

精准化推送的养老服务模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好不同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的特殊养老需求，从而

提高他们的养老生活质量。 

5.2.2. 拓宽养老服务的资源与空间 
数字化平台可以打破时间、地域的限制[24]，能够将城市与农村、医疗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社

会组织和家庭有效地结合起来，整合多种资源。一方面城市中的优秀医疗与教育资源可以利用数字化技

术扩散到农村地区，提升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水平与质量。例如大城市中的专家可以利用视频会诊的

方式为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提高一些基本会诊治疗服务，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也可以通过视频培训的方式

对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水平。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也

可以促进农村本地的一些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例如可以将农村中的闲置房屋改造成民宿，再通过互联

网技术进行宣传，吸引城市中的人群来到农村地区进行观光旅游，以此提高农村老年人群体的经济收入。

同时互联网技术也可以丰富老年人群体的学习与娱乐平台，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学

习到更多的技术与更多不同的人群进行交流，丰富他们自身的晚年生活。 

5.2.3. 增强养老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数字化技术手段的应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农村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利用

好一些智能化设备与信息系统，能够实现养老服务的自动化、标准化与规范化。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还有助于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质量的监管与评估，及时发现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及时

进行改进，不断的优化农村养老服务质量。 

5.3.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5.3.1. 农村空巢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 
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在数字技术介入、使用能力和应用水平方面存在的差距。老年人身体机

能的衰弱，产生抵触心理等障碍，使得老人在数字化时代沦为数字鸿沟中的“数字难民”[25]。这一现象

在农村地区尤为地明显。首先许多的空巢老年人家庭中尚未安装互联网或者是已经安装了互联网，但是

由于地域问题导致其信号不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智能设备的使用，因

为这些智能设备的使用都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之上的；其次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体普遍的文化水平较低，

他们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理解能力有限，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难度较大，目前在农村地区仍然有许

多的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甚至对一些最基本的接打电话都存在着问题，这使得他们在数字化转型

所带来便利时，无法得到及时的享受；最后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的年龄普遍较大，再加上常年的农活劳

动使得他们身体机能相较于城市中的同龄老年人群体来说都是要更弱的，例如视力下降、手指不灵活等

问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数字化转型的适应。 

5.3.2. 数字化养老服务的整合和协同不足 
数字化养老服务转型涉及多个不同的领域与主体，例如医疗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社会组织、家庭

等，虽然这些机构能够给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带来多种资源，但是这些主体之间目前也

存在着协同问题，缺乏一个能够使他们所拥有的信息和资源进行整合的平台。例如医疗机构掌握了老年

人养老群体的身体健康状况消息，但这些消息往往无法及时的传送到养老服务机构中去，这就使得许多

的养老服务机构对老年人群体所提供的服务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养老服务机构在发现了老年

人群体身体健康问题时，也无法及时将信息向医疗机构进行输送，这就导致了医疗机构为老年人群体所

提供的服务缺乏及时性。另外不同领域的主体之间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也缺乏统一性，难以形成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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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效应。 

5.3.3. 数字化养老服务中的安全与隐私问题 
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中的广泛运用，其信息安全与隐私问题也是我们值

得去注意的一个地方。数字化养老服务模式涉及许多老年人群体的隐私信息，例如健康信息和身份信息

等，而这些数据的采集与分析过程中会面临着泄露的风险，一旦这些数据丢失了或者泄露了都会给老年

人群体带来极大威胁，不仅会侵犯老年人的个人隐私权益，更有可能会使老年人群体遭遇诈骗，甚至

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此外相关工作人员在使用老年人群体的个人信息时，也可能会存在着

不规范的情况，例如未经老年人同意就将消息与第三方共享与用于商业目的等。因此如何处理好农村

空巢老年人群体的个人信息安全，在当前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服务模式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一个十分棘

手的问题。 

6. 结论 

本文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深入地探讨了当前我国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在养老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以及数字化转型介入到该群体的养老服务中所会遇到的机遇与挑战。在当前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下，数字化转型依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在未来发展中，农村空巢老年人群体养老服务问题的解决，

可以依托好这一技术，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养老服务模式，使其晚年生活处于一种便捷、和谐、安

全的氛围中。研究最终指向新时代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农村空巢老年人养老服务如何成为筑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新型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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