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4), 58-6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122  

文章引用: 金文菲. 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4): 58-64.  
DOI: 10.12677/ecl.2024.1341122 

 
 

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研究 

金文菲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4年5月7日；录用日期：2024年9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9月29日 

 
 

 
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强，养老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传统的养老模式与当下的养老需求并

不匹配，我国急需推动养老模式的创新。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创新发展电子商务养老模式，对于满足

老年人的多样化养老需求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先介绍了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必要

性，接着指出现在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最后给出发展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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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aging trend of China’s population, pension has become a hot issue of 
social concern, but the traditional pension model does not match the current pension demand, and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he pension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ension model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pension needs of the elderly. Therefor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irst intro-
duces the necessity of e-commerce pension model, then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
rent e-commerce pension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and finally giv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pen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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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3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达

21.1%，这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在未来老年人数会持续增加。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对

传统养老模式提出多重挑战，包括养老服务在专业化程度上有待提高、居家养老服务内容过于单一，

以及资源整合机制的不完善等等[1]。现有模式下大量老年人群难以获得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很多老年

人群特别是拥有专业技能的，退休前工作常常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每天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然而，一旦退休，他们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可能

会感到无所适从，严重的会产生抑郁、苦闷等不良情绪。一项对中国 2010~2019 年间老年人群抑郁症

患病率的 Meta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面临着极高的老龄抑郁患病率，几乎每四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

人患抑郁症[2]。因此我国的养老模式急需转变，需要进行养老模式的创新，满足现有老年人多样化的

养老服务需求。 
2021 年商务部、中央网信办以及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积极构建

“互联网 + 养老”模式，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根据星图数据发布的《2023 年双十一全网销售数据解读报告》显

示，2023 年双十一总交易额达到 11,385 亿元，由此可见我国电子商务存在巨大发展潜力。而且借助先进

的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并影响着各个行业领域，形成“电子商务 + 行业业务”

的融合趋势。如今电子商务与养老产业也实现了深度融合，创新出一种全新的养老方式——电子商务养

老模式，为养老服务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3]，促进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因此，互联网的大背

景下电子商务企业想要确保持续稳健的发展，就必须深刻认识到探索和开发全新养老模式的关键性和必

要性[4]。 

2. 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必要性 

2.1. 社会养老需求旺盛 

2.1.1.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 
我国人口出生率由 2013 年的 13.03%降至 2023 年的 6.39%，死亡率由 2013 年的 7.13%升至 2023 年

的 7.87%，具体见图 1。从图 1 可以看出，从 2016 年开始至 2023 年 8 年间，人口出生率连年下降，人口

死亡率持续上升，导致自然增长率从 2016 年开始逐年下降，甚至在 2022 年开始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

长，这意味着我国出生人数正在逐渐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2.1.2. 人口老龄化规模大 
截至 2023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9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达 21.1%，据测算，预计

2035 年左右，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 亿，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 30%。按联合国制定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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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我国已经正式进入了“老龄社会”(如图 2 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1. China’s birth rate, mortality rate and natural growth rate from 2013 to 2023 
图 1. 2013~2023 年我国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2.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aged 60 and above in China and their proportion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from 2013 to 
2023 
图 2. 2013~2023 年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占全国总人口比重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将迎来退休高峰，每年退休人员达到 2700 万，无形中加剧了我国社会养老

负担。我国老年抚养比逐年增加(如图 3 所示)，也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在持续加深。 

2.2. 传统养老模式面临压力 

2.2.1. 养老模式落后 
在我国，家庭养老是大家普遍观念中的传统养老方式，但是社会客观环境的改变使这一模式难以再

独自继续发展[5]。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家庭逐渐呈现个体化，家庭的户规模从 1990 年的 3.97 人

/户较少到 2010 年的 3.09 人/户，家庭的养老功能折损，子女面对的压力和负担越来越重[6]。社会化养老

是指依托养老院等专业化机构为核心，补充和强化家庭养老在资源和服务上的局限性，但社会养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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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3. Dependency ratio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ged 65 and above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图 3. 2012~2022 年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游离分散[7]、养老成本高。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种融合了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优势的养老模式，展现

了其独特价值。然而，当前社区养老在管理经验方面尚显不足。因此传统养老模式向“智慧化”方向升

级，已然成为新时代养老领域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8]。 

2.2.2. 服务项目单一 
老年人群体因其多样性特点而呈现出各异的养老服务需求。然而，当前养老服务在数量、质量和结

构层面普遍存在趋同性，主要聚焦于日常生活服务，如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等，而针对专业医疗保健、

精神文化层面的服务供给则显得尤为不足，难以满足不同老年人群体的多层次、个性化需求。 

2.2.3. 养老保险补充制度发展缓慢 
尽管商业养老保险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由于公众对其认知程度不足，以及较高的缴费起

点，使得它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成为了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因此，商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养老保险

的补充作用在实际效果上并未得到充分体现[6]。 

2.3. 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兴起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新一代老年群体的综合素质正在稳步提升，这一变化使得网络购物逐渐成为

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相应地，电子商务养老作为“互联网 + 养老”模式下的新兴产业，近年来也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一趋势不仅展现了老年群体对网络技术的积极适应，也体现了电子商务在养老服务

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9]。随着互联网企业的积极布局，多家电商平台已设立专门的老年购物区域。比如

上海的“幸福 9 号”电子商务网站，不仅致力于打造一个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在线购物环境，每日精选并

推广多款契合老年人群健康需求的保健产品与服务；更通过线下实体健康服务点，为周边居住的老年人

提供日常的健康检查服务，确保能及时了解并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10]。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养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仍需要进一步优化服务。 

3. 当下电子商务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3.1.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尽管我国电子商务行业蓬勃发展，但电子商务养老在我国仍处于萌芽阶段，其法律框架尚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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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电商养老项目在推进、落地与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法律指引和政策导向的缺失。此外，我国现行

的养老法律法规多以宏观指导为主，对于具体细节的规范尚不够完善。 
鉴于信息安全的重要性，电商平台在为老年人提供信息化、便捷服务的同时，也需警惕潜在的安全

风险，特别是老年人个人服务记录与隐私信息存在被非法获取的风险。电子商务养老平台通常深度掌握

老年用户的基础信息，涵盖收入情况、居住环境以及健康状况等，如果保密不严格将带来安全隐患[11]。
同时，老年群体在独立使用互联网时，由于其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相对较低，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也较

为薄弱，因此极易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12]。为确保电商养老模式的长远稳健发展，必须着重关注老

年群体的网络安全权益保护。特别是在个人信息安全方面，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老年人的个人

信息被非法获取或泄露。 

3.2. 宣传力度不够 

在深入探究我国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发展阶段时，不得不正视其发展历程相对短暂、普及程度尚未

达到理想水平这一现实。特别是在电子商务概念的普及度不高，与养老议题结合后，公众的认知度更是

有限。加之当前媒体对于此类模式的宣传力度不足，导致社会公众对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了解尚显浅薄，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互联网电商养老服务的发展步伐[13]。根据浙江省杭州市养老服务调查报告的数

据分析，超过半数的老年群体对互联网养老的概念尚存疑虑或模糊认知，而仅有少数老年人对相关养老

服务有清晰的理解并参与其中。这一现象主要源于公众对基础知识的匮乏以及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使

得网络电商养老服务模式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接纳，进而成为推动互联网养老模式快速发展的主要障

碍。因此，必须尽快加强公众对电商养老服务的认知，以打破这一瓶颈，促进养老服务的创新与升级。 

3.3. 电子商务养老产品“精准性”不足 

老年人口群体因体质、生活环境等多元因素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了老年人的养老基本上呈现多样化

的发展趋势，涉及医疗健康、生活起居以及休闲娱乐等方面[14]。从生理需求角度出发，自主老年群体主

要寻求的是心理层面的满足以及日常生活的便利；而对于失能或半失能老人而言，由于他们无法独立完

成日常生活照料，因此生活服务照料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市场上虽然存在较多电子商务养老产品，却难

以逐一精准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相关养老需求产品缺乏精准性。 

4. 发展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对策建议 

在当前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跨界融合已成为中国行业发展的新趋势，电子商务养老模式作为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是应对养老挑战的必由之路。然而，其成熟与完善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

的积累与不断的优化。为推动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深度应用与发展，现提出以下建议： 

4.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当前，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府必须加强对电子商务养老的规范化管理，构

建健康的市场环境和安全的网络环境。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当前法律体系在电商养老领域的

不足，政府应更加注重细节的完善，以明确的法规指导行业发展。同时，政府在此过程中应发挥其宏观

调控的职能，确保市场的有序运行。其次，重视日常的监督管理和信用体系的建设。由于电商养老在法

律政策方面的参考经验匮乏，政府应着力完善养老法律和信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实现规范化管理。最后，为确保法规的有效执行，必须严格执法。鉴于养老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异

质性，对养老市场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应当对电商养老服务提供者的准入标准、服务内容和质量

等方面加强监管，以确保养老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为电商养老营造稳定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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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大电子商务养老模式宣传力度 

当前，电商养老这一新兴模式正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为了推动其进一步发展，除了养老产业自身

的积极探索外，国家亦应发挥其宣传推广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新闻报道、媒体宣传等手段，

提高电子商务养老模式的知名度，从而帮助公众，特别是老年人群体，形成对这一模式的初步认知和了

解。此举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老年人自主参与到电商养老的实践中来，扩大参与主体，同时也能够吸引

潜在资源，推动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服务提供方与服务享受方的互利共赢。 
另外，电子商务养老平台要加强与外界平台合作，在确保网络安全和充分保护老年人隐私的前提下，

利用社交平台等在线工具推广电商养老模式。鼓励老年人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与朋友们分享信息、交流

情感，这不仅能作为休闲娱乐的方式，还能在享受满意的电商养老服务后，将电商产品推荐给朋友，从

而推动电商养老产品的市场拓展。 

4.3. 提高电子商务养老产品研发精准性 

在深入探究老年人口需求时，我们不难发现其需求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与多层次特征。因此，在研

发电子商务养老服务内容时，应该精准对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将老年人置于养老服务的核心地位，鼓

励他们积极参与其中，从而对自己的健康和福祉发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作用[15]。比如，电商企业可以充

分利用大数据平台，实时追踪养老服务消费者的反馈，尤其是深入分析老年人的核心需求与实际期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企业能够及时调整战略方向，持续进行改革创新，以期提供更加贴合老年人需求、满

意度更高的养老服务。 
同时，政府、家庭、社区、电商企业、电商平台及媒体等多方主体需携手合作，共同构建智慧养老服

务联盟，以推动养老服务的创新与升级[16]。此举旨在通过引入电商模式，为老年群体提供更为丰富、精

准且智能化的养老产品。这一策略的实施，不仅能够有效满足老年人群体的多样化需求，还能进一步提

升养老服务的整体质量和效率，从而为我国养老产业的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5. 结语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养老服务产业已逐渐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在这一背景下，电子

商务养老作为一种新兴模式，其在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提升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当前，电子商务养老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宣传力度不够、电子商务养老产品

“精准性”不足。为应对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对电子商务养老模式进行深

入优化，以推动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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