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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部分老年人出现了空巢独居现象，并且还存在着一些失能、失智

老人，他们难以获得理想的照料，并且养老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我国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

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我国的养老模式和服务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对老年人

的养老生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已逐步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和养老领域，

其突破原来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构建了三方信息交互，增强个性化养老服务的内涵，将电子商务与养

老体系相结合，对于提升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促进养老体系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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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some of the elderly have appeared to live alone in 
empty nests, and there are also some disabled and mentally retarded elderly, who are difficult to 
obtain ideal care, and the demand for old-age care has shown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tre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China is ri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problem of elderly ca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At present, China’s old-age care model and service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puts the old-age life of the elderly to a severe 
test.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mmerce has gradually 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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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ople’s life and pension field,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original community home pension 
mode, constructs the three-way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enhances the connotation of personalised 
pension service, combines e-commerce and pension syste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
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pen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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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属于中上水平，我们正处在人口大周期的关键

时期，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得老龄化持续加深，老龄少子化加速到来，已经成为最大的“灰犀牛”之一。

其中，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再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在生育率低、预期寿命

长的双重影响下，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是我国的三大传统养老方式，

在应对养老风险、适应养老需求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根据相关统计年鉴，2023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占比为 15.4%，其中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经济体分别为 19.2%和 12.2%，中国老龄化程度超过中高收入经

济体，紧追高收入经济体，那么其对养老服务的要求就会逐步与现行的养老提供方式不相符，也不能融

入到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为此，应重视电商模式的养老系统，以适应老人多样化的生活需要，以电子商务和养老融合的新方式出

现，并逐渐建立了一个电子商务下的养老系统和架构，将整个社会的养老服务水平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在网

络的大背景下，电子商务企业要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在已有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对未来发

展的养老行业开创一种全新的模式，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部分老年消费产业供给不足，养老产业仍有较

多空白需要填补。在以场景、数据、算法、体验为核心要素的场景营销环境下，智能养老产品的场景营销策

略研究能促进养老产业消费、提升老年人群生活品质，对我国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具有积极作用。 

2. 电子商务养老体系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2.1. 人口老龄化现象越发严峻 

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统计数据预计到 2050 年老年人数量将猛增到 20.2 亿，我国即将步入深度老龄

化社会，政府对人口老龄化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老龄事业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全民关怀的老龄事业发展模式。国家成立了国家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颁布实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将老龄工作纳入国家经济和

社会发展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随着高龄、失能、独居和空巢老人人数的不断增多，整个社会用于老

年人的养老、医疗、照护、福利等支出还会继续增加，应对老龄化的任务十分严峻。 

2.2. 电子商务平台养老体系的多样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日趋多样化。传统

的养老模式，如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等，已经无法满足当前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电子商务平台养老体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4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金月 
 

 

DOI: 10.12677/ecl.2025.141147 1191 电子商务评论 
 

系通过线上平台，能够整合各类养老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服务。互联网技术的快速

发展和普及，为电子商务养老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电商平台，可以实现养老服务的线上预

约、支付、评价等功能，极大地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老人可以在平台预约后或平台发现紧

急情况时，家庭医生亲自上门进行化验、输液与急救[1]。电子商务平台养老体系能够整合各类养老资源，

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选择[2]。例如，老年人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各类养老产品、预约养老

服务、参与社区活动等，从而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3]。 

2.3. 电子商务与养老需求协调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平台养老体系的兴起，我国电商交易的增长速度有显著提升，尤其是网上零售平台的

发展势头更加迅猛，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数据，截止率高达 95%。到 2024 年，

网购用户达到 9 亿人，网络零售额达到 15.4 万亿元，连续 11 年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60
岁及以上银发网民在网上购物的比例达到了 69.8%，同比再创新高，电子商务平台养老体系应运而生。电

子商务平台还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老年人的购物偏好，提供个性化的购物推荐和定制服务[4]，增强了

老年人的购物体验和满意度[5]。电子商务养老体系的发展不仅为电子商务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也推动了

电子商务在养老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购物体验和生活服务[6]。同时，

电子商务平台养老体系的构建，创新电子商务的经营模式，也将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

力，推动养老产业的优化发展。 

3. 电子商务视角下养老体系运营模式 

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养老行业逐渐融入电子商务，为养老服务

提供多元化发展模式。 

3.1. 构建电子商务下养老信息服务平台 

建立一个电子商务信息处理平台，包含交易双方交易记录、资金结算等完整的系统平台[7]。平台不

仅要保证企业和银行的紧密联系，还要保证网络支付平台的安全性[8]。提供简单明确的养老产品信息，

电子商务平台要与养老服务体系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养老产品，满足老年人的有效养老需

要[7]，借助日趋成熟的第三方支付手段和功能日益强大的智能手机，提高养老服务的高效性和精准性，

从而有效地扩大服务规模，赢得更多的顾客群体的信任，提高用户粘性[9]。此外，根据养老需求的变化，

根据实际情况，对平台信息进行调整，实现电商养老服务提供者和电商服务需求方的双赢。 

3.2. 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 

整合各个区域的养老机构、社区组织、居家养老、老年照护机构的老年人口信息，通过国家老龄网

等建立老年群体综合服务平台，录入老年群体信息。本文还将基于大数据，分析老年人的实际养老需求，

并据此完善养老服务内容，推动养老资源的合理使用。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紧急救助、健

康监测等需要，电商企业应该从方便老年人、扩大用户群体的角度，制定并发布一系列针对老年人的生

活照料、紧急救助、健康监测等特定服务，并将建立的平台作为第三方，对各电商企业实施信用监督，

杜绝不良商家。 
为了更好地保障老人的权益，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商品和服务。从用户群体的扩

展出发，软件的发展也要把对象范围扩展到老人的子女，因为一些老年人还离不开孩子的抚养，或是可

以通过老人的委托，让孩子来做，从而增强了家人之间的沟通。同时，通过信息系统和科技手段，把分

散在各地的资源集中起来，使之得到合理利用，提供卫生管理等服务。比如一款名为“智能腕表”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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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可以采集到老年人的心跳，可以在 APP 上查看数据，也可以设置紧急按钮，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

以定位自己的位置，进行自救，还可以将数据传送出去。 

4. 电子商务视角下养老体系存在的问题 

基于网络的电子商务平台正在飞速地发展，并且将电子商务和养老服务纳入到了其中，同时，电子

商务的养老服务平台也已经初具规模，但因为处于起步阶段，它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4.1. 电商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养老服务，是互联网时代下对养老的一种重要的变革，然而，它在国内的发展还

处在初级状态，还面临着发展机制不够完善、数据采集与分析还不够全面、产品的功能与服务比较简单、

操作程序与老人需要不符等问题。开发并实现了将电子商业与健康护理结合起来的模式，也受到了上述

不利因素的制约，发展较为缓慢。在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完

善。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安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公民在网购过程中如何保护自己的

隐私和相关权利成为了互联网时代人们关注的焦点。 

4.2. 缺乏电商养老服务平台的顶层设计 

当前，在发展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目前还没有一个健全的机制和法律法规，目前在电商模式下

的养老服务体系方面的政策和资料相对缺乏，造成了公众对新型的养老模式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以

电商为主导的养老模式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然而，当前网络上的养老服务仅限于智能穿戴、家居、医

疗器械等领域，而在面向新型养老市场的同时，也存在着重复规划、多方面管理、沟通困难等一系列问

题，因此，立足于电商养老平台的角度分析，缺乏整体性的规划。 

4.3. 电商平台的宣传力度不足 

我国对“电子商务”这一概念的认识还不足，再加上“养老”主题，民众对“电子商务”的认知度就

更低了。因此，适时地提升公众对电子商务养老的意识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如何构建与宣传电商养老

服务平台，是实现这一新模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虽然有很多类型的养老服务，但是却难以做到有

的放矢。由于目前针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所开发的产品定位不明确，因此，各大电商平台也在不断地更

新有关养老服务的内容。 

5. 电子商务视角下养老体系发展的策略建议 

5.1. 健全电子商务平台养老服务平台相关法律法规 

基于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发展，养老服务与电子商务平台相结合，以实现创新发展，电子商务平台产

业开发过程中缺乏政策导向。在中国养老产业中，尚无一套行之有效、完备的保障老龄人群权益的办法，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10]。 
因此，应将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的发展状况与相应的政策建议。在完善有关的法律、制度

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公正执法。另外，鉴于互联网社会的复杂性，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防骗服务体

系，以侦查和处置犯罪分子的诈骗活动为主要目标，还要注重对老人的防范工作，绝不忽略网络的安全

性[11]。既要保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又要保证老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不受侵犯。 

5.2. 搭建电子商务养老平台促进养老服务发展 

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包含交易进程、订单、客户等信息的综合集成的综合网络平台，形成了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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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基础的数据收集平台。在电商平台上，消费者可以根据商品的明确和简洁的商品信息完成购买行

为。为老年人提供。作为回应，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利用新闻、网络和其他媒体资源，加快电商养老模式

的推广，增强人们对电商养老的认识，让老年人自己参与进来，促进合理利用养老资源，为服务提供者

提供支持。 

5.3.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多样化开发养老产品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和更高的养老服务需求，使智能老年产品成为主要的研

究对象。根据生理机能，老人的养老需求是多样化，对于普通老人而言，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与生

活上的满足感；对部分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的老人而言，需要更多的养老辅助产品。对于上述两种生活状

态不同的老年人，智慧养老产业应该针对不同的需求，多样化地研发和制造智能产品，确保满足老年人

的各种需要。此外，还可以搭建一个社会信息交换平台，保证信息的有效传递，这既有利于扩大老年人

的社交圈，又能为老年人提供一个社区网络，让他们享受老年生活。 

6.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从老龄化加剧实际问题出发，结合互联网与物流平台的优势，将电子商务平台与养

老服务，形成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更好地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构建更有力、

更有效的养老解决方案。在老龄化社会日趋严重发展下，电商与养老领域相结合形成的新型电商养老模

式，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符合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趋势，有助于电商企业提升自身

的竞争能力，因此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促进电商养老模式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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