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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基于互联网基础发展的新型虚拟养老模式应运而生，为养老服务行业带来了革命

性的变革。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老龄化现状及养老服务需求，随后详细阐述了虚拟养老电子商务平台的

构建思路、技术架构、功能模块以及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最后对平台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旨在

探讨在老龄化背景下，构建虚拟养老电子商务平台，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与质量，实现

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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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aging of population, the problem of elderly car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focus of social concern.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s have become difficult to meet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73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73
https://www.hanspub.org/


贾峥艳 
 

 

DOI: 10.12677/ecl.2024.1341673 4535 电子商务评论 
 

ever-growing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A new virtual elderly care model based on internet 
development has emerged, bringing revolutionary changes to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The 
article first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ing and the demand for senior care services in 
China, and then elaborates on the construction idea, technical architecture, functional modules,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virtual senior care e-commerce platform, and 
finally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It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enior care e-commerce platform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senior care services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and to realiz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and sharing of senior car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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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龄化现状及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分析 

1.1. 老龄化现状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直接导致我国

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平均寿命和实际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这一现象虽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

步，却也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

人，占 18.70%，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1]。这一比例相较于过去几年有了显著的增长，表明了

我国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预示着未来家庭和社会的养老压力会随之持续增大。 
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速，不仅会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导致社会问题的凸显。随着老年

人口的增加，所需的养老服务也会增多，但现实却是面临着养老供给不足，养老资源分配不合理，社会

参与不足等深层问题。比如学者吴玉韶，李晶就提出养老服务发展中面临着需求识别不足与服务利用率

低下的问题，且认为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优化整合资源，精准对接需求有助于解决此问题[2]。 

1.2. 养老服务市场需求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使得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依赖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除此之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也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照料，

而是更加注重精神文化、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多元化、高品质的养老服务。 
由于老年人口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原因，我国对养老服务需求持续增加，使得养老市场需求

不断扩大。提高老人生活质量，发展令老人满意的养老方式，满足养老需求已成为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除此之外，老年人口往往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健康挑战与照护需求，对养老服务体系的广泛性、专业

性和精细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传统的养老模式由于地域或者资源的限制，无法为老年提供多样化的养

老服务。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养老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而养老电商平台则可以满足不同

类型服务内容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3]。 
综合而言，虚拟养老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符合老龄化趋势发展之下社会的需求，迎合了数字化发展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7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贾峥艳 
 

 

DOI: 10.12677/ecl.2024.1341673 4536 电子商务评论 
 

的潮流，可以通过在线方式为老人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满足老人多种多样的养老需求，有

利于提高其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2. 虚拟养老电商平台的架构构建 

2.1. 平台目标 

虚拟养老电商平台致力于成为中老年人群及其家庭信赖的一站式养老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其可以

融合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养老服务行业的精髓，打造一个高效、便捷、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生态系统。 
养老电商平台作为一个桥梁，可以连接与中老年相关的企业、个人。首先平台与包括养老院、家政

服务公司、健康管理机构、老年用品供应商等在内的众多优质养老服务供应商进行合作，形成丰富的服

务供给体系。而老年人或其子女则随时随地通过 APP、电脑等移动终端浏览并预订各类养老服务。基于

养老电商平台，可以实现养老资源的整合与互动，完成养老服务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为老年人带来更

加贴心、全面的服务。 

2.2. 虚拟养老商务平台中的参与主体 

虚拟养老电商平台的建设不是仅靠单一主体参与就可以实现的，其需要多方参与、协同合作，政府、

老年人及其家庭、医疗机构、养老服务商等多元主体都有必要参与其中。只有通过各主体之间的有效合

作，才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其中政府作为引领者和监管者，承担着规划蓝图、制定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和监督管理的重任。要

做好基础保障和政策制定的角色，引导社会组织和市场的良性参与[4]。老年人及其家庭则是平台服务的

核心受益者和直接使用者，是整条养老服务链的最终客户，接受智慧养老服务并承担需求的表达和反馈

[5]。老年人通过浏览平台，能够便捷地获取到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并按需购买，家庭成员则可以通过平

台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参与养老决策。此外，老人及其家庭通过反馈机制可以帮助平台不断优化服

务，共同为老年人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养老环境。 
医疗机构在虚拟养老电商平台中则是利用其在医疗技术、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平台提供远程

医疗、健康咨询、疾病预防等专业服务。养老服务电商平台通过与医疗机构达成合作，可以为老年人提

供更加专业和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满足老年人对健康管理的需求[6]。养老服务商则需要根据老年人的

实际需求，提供包括日常生活照料、紧急救助、精神慰藉等在内的养老服务项目。 

2.3. 平台核心模块 

2.3.1. 一键式求救模块 
一键式求助允许老年人在遇到紧急或需要帮助的情况时，通过简单的一键操作，迅速向平台或指定

的服务机构发送求助信号。老人当老人按下“一键求助”按钮时，系统立即响应并自动通知客服中心。

客服人员迅速通过系统调取并查看老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个人联系电话、儿女及亲属的紧急联系电

话、详细居住地址等详细资料，在获取了老人的基本信息后，立即通过电话等方式通知老人的子女或直

接联系当地的医疗机构(如急救中心)，确保求助信息得到及时传达，老人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援助或紧急

救援。 

2.3.2. 养老服务选购模块 
对于一些紧急的养老需求，老年人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等信息管理系统向呼叫中心平台系统发送需

求指令，服务人员通过互联网云中心同步了解老人的实时需求，提供护理陪伴、代购代买、配餐送餐、

应急医疗等上门服务。对于另外一些需求，老年人或其子女可以通过 APP、电脑等移动终端，在虚拟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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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电商平台上浏览各类养老服务信息，如家政服务、护理保健、营养膳食等。其可以通过对比各类服务

商的供给项目与内容，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服务项目，并进行在线预订。 
预订成功后，虚拟养老服务会根据其下单信息形成订单信息，将订单传递给加盟平台的养老服务商，

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或安排其在指定地点接受服务。这种线下服务的方式，使得老年人无需亲自前往

实体店，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养老服务。 
服务完成后，老年人或其子女可以在平台上对整个下单，服务过程进行评价和反馈。这些评价和反

馈不仅有助于其他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还能激励平台和服务提供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2.3.3. 养老社区模块 
我们不仅需要满足老年人对便捷服务的需求，还要深刻关注他们在社交互动、精神文化追求以及健

康生活方面的需求。为此，我们有必要为老人提供一个充满活力与温情的在线空间，这一空间包含人际

交往模块，选购经验交流模块，健康知识传播社区。 
在人际交往模块，首先要设置多个社群，如书法、园艺、旅行、摄影、音乐等社群，老年人则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加入相应的社群，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心得、交流经验，从而打破孤独感，增进彼此间

的了解和友谊。同时，平台也会定期举办一些线上聚会、游戏竞赛、节日庆典等活动，设立鼓励机制，促

使老年人积极参与，增进彼此间的人际交往，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 
其次，设立有关服务购买经验分享的论坛，鼓励老年人分享自己所选购养老服务的体验、心得、建

议等促使其他老人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各项服务的优缺点，也有助于平台了解老人对现有项目的想法，

实时做出调整。 
最后，设立健康知识传播社区。平台可以与医疗机构、健康专家等达成合作，定期发布一些权威的

健康资讯和养生知识，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平台也可以邀请知名医生、

营养师等专家，通过直播或录播的形式，为老年人举办在线健康讲座，解答他们在健康方面的疑惑，提

供个性化的健康指导。 

3. 虚拟养老电商平台的优越性 

3.1. 服务供给的便捷性与多样化 

虚拟养老电商平台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实现实务流程的自动化与智能化管理。用户，包括老年人及

其家庭成员，仅需通过联网设备就可访问该平台，并轻松完成对服务项目的浏览、挑选与预约。当用户

的服务请求被提交至系统平台后，平台就会即刻分配任务给相应服务供应商，直接对接消费者需求，这

一流程改进有效缓解了以往养老服务人员短缺及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通过这种即时且高效的响应机制，

服务响应时间得以缩减，人为错误减少，全面促进了服务效率的提升。 
此外，该平台凭借其吸引力促使各类企业入驻，进而能够供给范围广泛的关怀服务，涵盖日常照护、

健康指导、复健护理、文化消遣及社交交流等多个维度。这一综合且分层次的服务体系，确保长者能依

据个人兴趣与需求，在平台内自如选取服务项目，体验到丰富多样的服务内容。 

3.2. 管理的智能化与精准化 

在传统的养老模式下，养老服务资源面临分布不均衡及低效利用的挑战。虚拟养老电子商务平台的

出现有效地应对了这一难题。通过深度数据分析，平台能预判服务需求动态，科学调配服务资源与人力

资源，确保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非闲置。同时，该平台致力于服务流程的精简与服务效率的提升，从而

缩减服务成本，为老年人群体提供更加性价比高的养老服务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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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虚拟养老电商服务平台强调其服务的实时性和互动性。老人在完成订购后，可通过平台界面

追踪服务流程，实时掌握服务人员预计到达时间、具体服务项目等详细信息。平台另设在线客服系统，

确保老年人能够与客服人员实现流畅沟通，及时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服务完毕后，老年人有权对服务

品质进行评估及评分，这一机制有助于平台识别服务过程中的缺陷与短板，持续推动服务质量和体验的

优化升级。 

3.3. 资源整合的广泛性与灵活性 

我国养老服务的供给存在着地域边界，其设施与资源较难突破空间的制约，而解决这一限制的有效

方法就是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拓展社区的地域边界[7]。虚拟养老电商平台具有强大的资源整

合能力，能够将线上与线下的养老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优势互补的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可以采用灵

活的加盟模式，鼓励更多企业加入养老服务行列，共同推动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在与多家专业的养老

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还可以积极引入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这

种广泛的资源整合，不仅丰富了服务内容，还提高了服务的可及性和覆盖面。 

4. 虚拟养老电商发展面临的挑战 

4.1.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存在风险 

养老电商服务平台在本质上必然涉及广泛敏感信息的搜集与处理，涵盖老年用户的个人身份详情、

健康状态及日常习惯等范畴。一旦此类信息遭受泄露或不当利用，将对老年人的个人隐私及安全构成重

大风险。然而，在平台的实际运营流程中，任何环节的疏漏均可能成为数据保护的短板。同时，鉴于黑

客技术的持续演进与网络攻击手段的多样化，养老电商领域所面临的外来安全威胁亦愈发突出。 
目前我国在数据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规范体系正处于持续优化的过程之中，尽管国家近年以

来强化了数据保护的立法工作，为信息安全构建了法制框架，但在实践操作层面上，仍显现出法律条文

细化不够、执行强度不均衡、监管体制不成熟等问题。这在一定范围内为违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导

致养老电子商务平台在抵抗数据外泄威胁时面临法律支撑薄弱、权益维护障碍的困境。 

4.2. 技术普及与接受存在障碍 

虚拟养老电商服务平台旨在通过智能设备与在线系统，促进老年人预约和购买服务的便捷性。然而，

在实际生活中，许多老年人由于年龄、文化水平和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技术的

能力较弱，难以掌握和使用这些高科技产品[8]，从而在实际操作高科技产品上遭遇了困难。 
再者，一部分老年人群体对虚拟养老电商平台持有认知偏差及排斥态度，这种观念上的偏误源于他

们长期稳固的生活习惯。许多老年人倾向于面对面的交互方式、实体购物的亲身体验以及沿袭已久的服

务模式，而对于经由数字媒介实现的养老服务形式，他们感觉既生疏又难以融入，这种内在的心理抗拒

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养老电商模式的普及与实践。 

4.3. 统一的监管及评价体系尚未形成 

虚拟养老服务平台的有序发展依赖于完善的监管机制。然而，目前对于虚拟养老服务平台的监管尚

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尚不完善，难以对平台的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 
此外，养老服务电商平台中对服务的服务标准、评价标准尚未统一，不同养老服务供给商之间的服

务内容和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会使比较不同的养老服务供给质量较为困难，不仅给

老年人选择服务带来了困扰，还难以保障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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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促进养老电商平台发展的措施 

5.1. 提升信息保护能力 

首要举措应聚焦于平台防御技术的强化，通过采纳多元化技术和策略，以确保数据在存储及传输环

节的安全无虞。其次，构建全面的数据管理体系至关重要，该体系需明确规定数据从采集、应用、共享

至销毁的标准化流程，同步提升员工在数据管理方面的专业培训与安全意识，从而内在优化管理水平。

此外，主动携手第三方安全服务机构进行定期的安全审计与漏洞探测，并以此为手段，及时识别并修补

系统中的安全薄弱点。最终，强化与政府监管机构的沟通协作机制，合力推动数据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与执行，为养老电商行业的稳健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石。 

5.2. 加强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 

提升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适应能力需依赖广泛的社会合作，政府可扮演主导角色，通过创办专题技

能培训课程、老年教育项目等，运用简明易解的教学方法，引导老年人学习使用智能设备，确保他们在

互动实践中获得技能并增强信心。同时，应鼓励家庭内部成员扮演“数字引路人”的角色，于日常互动

中细心指引老年人，助力他们跨越数字隔阂。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展示虚拟养老产品交易平台的优点

及其实现的成功实例，引领老年人观念的变迁，使他们认识到数字科技在增益生活品质、推动健康养老

方面的正向影响力。 
社会各层面应携手构建一个正面而兼收并蓄的社会环境，激励老年群体主动适应数字时代新兴的养

老模式。也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情感关怀与心理支持，协助他们缓解对新兴科技与事物的畏惧与排斥感，

促使其以更为积极开放的心态融入数字化生活。 

5.3. 建立监管和评价机制 

政府机构需强化对平台的监管力度，构建完善监管体系。相关部门可采取定期审视、随机抽样调查

及有效处理投诉等手段，及时识别并修正平台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必须提升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

罚强度，以确保市场秩序稳定及保护消费者权益。 
当然，虚拟养老电商服务平台的演进与成熟也有赖于一个健全的监督机制及评价体系的构建。而这

一体系的成型，需要由行业联盟或是政府机构主导，汇聚学者专家、业界代表及消费者代表等多方面的

智慧与力量，携手制定出贴合行业特性的服务准则与评估体系。服务准则需广泛覆盖从服务内容、服务

品质、服务流程到服务费用等多个维度，为平台经营者及养老服务供应商确立清晰的操作规范。此外，

构建相应的评价标准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该标准系统应涉及服务商资质审查、服务品质鉴定、用户满

意程度调研等多个层面，力保评价结论能客观、精确且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 

6. 结语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和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养老需求向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电商养

老将弥补传统养老模式的不足，提供多样便捷的服务，符合目前养老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将会迎

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此外，智慧养老电商模式还将推动养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通过跨界

合作和资源共享，养老产业将与其他相关行业实现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形成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这

将有助于推动养老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提高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水平。且随着多元主体的参与，

通过技术创新、服务标准化、跨界合作、政策引导等多方面的努力，养老电商模式将会不断完善和成熟，

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便捷、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显著提升，为老年人创造

更加幸福、健康、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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