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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弥合老年数字鸿沟、优化老年餐获取途径、提升老年人就餐便利性是数字时代助餐服务值得关注的

问题。本文在对上海助餐服务的对象、内容、供给主体、存在问题、现状以及老龄化现状进行梳理的基

础上，通过对上海助餐服务资源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揭露其分布严重不均的现象，并剖析助餐服务电

商平台的一系列优势，两者的吻合足以解决目前上海市养老助餐服务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构建

上海市养老助餐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具备充分的必要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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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bridge the digital gap for the elderly, optimize the access to meals for the elder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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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he convenience of meals for the elderly is a problem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in the dig-
ital era.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object, content, supply subjects, existing problems, current 
situation and aging situation of Shanghai assisted food service, this paper makes a spatial autocor-
relation analysis of Shanghai assisted food service resources, reveals the phenomenon of serious 
uneven distribution, and analyzes a series of advantages of assisted food service e-commerce plat-
form. The coincidence of the two is sufficient to solve the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lderly assisted meal service in Shanghai, and the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e-commerce platform for elderly assisted meal service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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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通行标准对各类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来说，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高于

7%时，表示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比重为 14%时，表示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截至 2023 年

末，上海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437.92 万人，占总人口的 28.8%，表明上海已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其中养老服务是满足老年人

更好生活需求的一项重要保证。“居家养老，饮食先行”，“营养配餐”与一些老人的生活品质直接相

关。《“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要构建老年助餐网络，完善和创新供给

方式，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如外卖平台等参与到社区中来。为了使更多的老人能够在网络平台上挑选适

合自身的老年餐品，数字养老助餐服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但是，虽然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线

上订餐，但是实际的消费行为却并不尽如人意，实际下单的老人只占到了十分之一。其中一个不可忽视

的因素就是老人数字鸿沟的存在。如何弥补老年人的数字鸿沟，优化老年餐的获取方式，提高老年人的

用餐便利性，是数字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数字助餐服务究竟要针对什么样的老年人，以及应

优先满足什么样的老年人，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以上海市为例，选择助餐服务为研究对象，

剖析其电商平台建设的必要性，为厘清养老助餐服务的定位，缩小老年数字鸿沟，提供决策依据。  

2. 文献回顾 

养老助餐服务是一种起源于欧美国家的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内容。研究表明，美国通过社区养老机

构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解决他们的基本需求[1]，后来托老所逐步更新服务内容，对老人的饮食营养给

予更多的重视。与此同时，社区的各个食品店也逐步把老人饮食纳入供给范围，并提供相对应的外送服

务，提升老人个人生活便利度[2]。但是，并不是每一家社区的托老所都可以提供助餐服务，也不是每一

家食品店都可以提供老人餐品，因此，这样的助餐服务还不能完全满足老人的饮食需要[3]。在瑞典，老

年人的助餐服务供应以中央厨房为主，然后再由护工给老人们送去，一方面中央厨房这种方式覆盖面更

广，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餐饮品种的多样化[4]。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以及它与养老服务业的结合，出

现了一种虚拟养老餐桌服务，它的目标是通过全国老龄网为老人们提供各种餐饮方案，满足他们的多样

化需要[5]。近年来，上海，苏州，广州，南京等城市都在积极地开展老年人的助餐工作。《中国老年人

跟踪调查》(CLASS)发现，在老年人最想购买使用的养老服务项目中，助餐服务排在首位[6]。北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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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上海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了助餐服务的创新。但是，数字技术的运用也是一柄

“双刃剑”，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提升了人们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老年群体数

字技术应用能力较弱，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突出的背景下，针对老年人网络使用行为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考虑互联网本身的科技属性，研究多基于技术使用模型展开，涉及技术采纳模

型(TAM)、价值接受模型(VAM)和技术接受模型(UTAUT)。勇(Yong)等运用 TAM 模型，从老年人的视角

考察了影响网络活动的因素，发现可用性认知和易用性认知对其采纳意愿和使用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7]。
布朗以 UTAUT 模型为基础，认为老年人的自我激活会通过影响其对网络有用性与易用性的感知，进而

影响其对网络的使用效率[8]。萨那等运用 VAM (VAM)等研究了老年患者是否采取了远程护理行为，结

果表明，外部支撑因素(比如智慧养老服务状况、政府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扶持)等都会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影

响，同时技术成熟度以及相关组织资源可获得性也会影响个体使用情况[9]。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得

出了与之相类似的结论，另外，通过对武汉市“一键通”智慧养老的实证分析，影响因素由高到低依次

是社会影响力、努力期望、绩效期望、感知信任和感知安全[10]。另一方面，研究以“互联网+”为大背

景，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利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互联网+”养老是对传统养老服务的一种提升，它是

指利用信息技术采集海量的数据，并将各类社会资源进行连接，从而达到多个部门之间的联系[11]。通过

对老年人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的有效采集，达到供需精准匹配，提升资源分配效能，并在某种程度上代

替看护者，减少看护费用，多层面地满足老年人的需要[12]。罗伯特(Robert)等人指出，老年人的性别、

婚姻状况、收入水平、自我照顾能力和身体健康等因素会影响个体养老服务的使用[13]而海德等人则认为，

与普通老人相比，高龄、独居、空巢和自我照顾能力不强的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养老服务[14]。在这一框架

下，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实际状况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认为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以及需要判断都对我国

老年个体养老服务的利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5]。 
综上，可以将数字化助餐服务作为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一个突破口。已有研究对其内涵、特征及应

对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而从微观角度出发，有效帮助老年人跨出这一数字鸿沟的研究还比较匮

乏。因此，本文从助餐服务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建立面向老年群体的数字化养老助餐服务平台的必要性

进行研究，旨在帮助老年人更充分地享受养老服务。 

3. 上海老龄化现状及养老助餐服务现状 

3.1. 上海老龄化现状分析 

上海市老龄人口数量庞大，老年人快速增长是其主要特征。上海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早的地区，在改

革开放之初就已进入老龄社会；至 2000 年，上海市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所占的比重已增至 11.5%；第六

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与五普调查时的 188.03 万人相比，虽已增至 233.13 万人，但因大量劳动力流入，老

龄化程度有所减缓，降至 10.1%。从那以后，上海市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根据上海市的统计年鉴，2022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 28.2%，预示着其已步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具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in various districts of Shanghai by the end of 2022 
表 1. 2022 年末上海市各区老年人口基本情况 

  60 岁及以上 65 岁及以上 80 岁及以上 

地区 总人口 人数 占本地区 
总人口比重 人数 占本地区 

总人口比重 人数 占本地区 60 岁

及以上人口比重 

全市 1505.19 553.66 36.8 424.40 28.2 83.1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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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黄浦区 70.13 30.23 43.1 22.89 32.6 4.31 14.3 

徐汇区 94.54 34.46 36.5 26.96 28.5 6.07 17.6 

长宁区 57.51 23.11 40.2 17.70 30.8 3.92 17.0 

静安区 90.57 37.57 41.5 28.58 31.6 5.45 14.5 

普陀区 89.94 38.00 42.2 29.08 32.3 5.25 13.8 

虹口区 64.76 28.54 44.1 21.85 33.7 4.32 15.1 

杨浦区 104.06 41.98 40.3 31.61 30.4 6.14 14.6 

闵行区 126.70 40.24 31.8 31.17 24.6 6.18 15.4 

宝山区 107.22 41.10 38.3 31.06 29.0 5.39 13.1 

嘉定区 72.51 25.16 34.7 19.24 26.5 3.72 14.8 

浦东新区 327.01 108.06 33.0 82.68 25.3 15.78 14.6 

金山区 52.85 18.79 35.6 14.73 27.9 2.94 15.6 

松江区 72.05 21.75 30.2 17.03 23.6 3.32 15.3 

青浦区 52.51 17.51 33.3 13.60 25.9 2.78 15.9 

奉贤区 55.92 19.95 35.7 15.31 27.4 2.95 14.8 

崇明区 66.91 27.21 40.7 20.91 31.3 4.63 17.0 

 

3.2. 养老助餐服务现状 

在助餐服务发展的早期，尚在摸索中的助餐服务点较少，其主要目标是社区中的独居、高龄、纯老

家庭等行动不便、需要照顾的老人。目前，由于助餐机构的数目越来越多，助餐服务也日趋成熟，其服

务目标已扩展到了社区 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并且有些地区是不限制户籍的，只要事先向社区居委会

提出申请，就可以享有“老年助餐”服务。但是，由于上海市老龄人口比例偏高，助餐点的供应能力较为

薄弱，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无法获得正常的助餐服务。 

3.2.1. 老年助餐服务的内容 
老年助餐服务主要针对社区内符合条件且申请成功的老年人，提供配餐及送餐服务。各区在配餐服

务方面的标准不一致，主要以“两荤一素”为基本原则，其余的配餐种类和套餐类别等，由各区助餐点

根据老人的实际需要而定。在送餐方面，各区都会为符合条件的高龄、失能残障老人免费提供送餐服务，

但各区对其它老人的送餐费用并不统一，有的还不提供送餐。比如，在闵行区，其他老人的送餐费是 1 块

钱，长宁区的送餐费是不一样的，根据距离和楼层的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3.2.2. 老年助餐服务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模式 
在养老助餐的前期探索中，上海市民政局牵头，区民政局、各街道具体实施与管理，以社区为基础，

建立养老助餐服务点，开展养老助餐。为适应日益增长的老年助餐需求，上海市通过政策扶持，引导社

会力量加入到助餐活动中来，持续扩大助餐服务的覆盖范围。老年助餐服务的主要“阵地”是社区老年

助餐服务点和社区食堂，为老服务中心、老年餐桌、养老机构(以下简称助餐点)作为养老助餐服务的辅助

力量，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上海市各区在经历了几年的摸索与发展后，根据当地的

实际情况，筛选出适合本地特色的养老助餐模式，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前上海市养老助餐服务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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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是社区自主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餐桌、餐具等设施和设备，主要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出

资集中采购，社区提供场地，由社区工作者招聘助餐服务人员，并对助餐点日常运作进行监管。但是，

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补贴，通过低偿或免费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餐食，很难满足其多样化的

需要。在助餐服务的发展过程中，社区中的老人助餐点已不能满足目前助餐服务的发展，它的功能正在

逐渐减弱，以集中用餐和送餐中转为主。 
第二种是政府委托社会企业运营模式。由政府直接委托社会餐饮组织，对部分餐厅进行适老化改造，

向附近的老人提供低价的餐饮服务。或由政府负责选择、供应助餐地点，对餐饮公司的经营及食品安全

进行监管，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由政府将助餐服务点的运作与管理交给专业的餐饮企业，餐饮企业

依托自己的专业经验，根据老人们的实际需要，适时地对助餐点进行优化，既能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口

味，又能降低菜品的价格，这样的高质量、低成本的食品受到了社区老年人的欢迎。这种以市场为导向

并具有公益属性的运作方式，正逐步成为助餐服务发展的“中流砥柱”。 
第三种模式是中央厨房 + 专业配送模式。中央厨房是指由餐饮连锁经营企业设立的，拥有一个独立

的地方和设备，对食物成品或半成品进行加工制作，然后将其直接送到餐饮服务点的机构[16]。在助餐服

务中，中央厨房生产的食品由专用的送餐车进行集中配送，并向周边辐射区域的社区老年人助餐点发放，

老人可以在助餐点用餐，也可以由社区工作人员为有特殊需求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这样的集中供餐方

式能够对资源进行高效的利用，降低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通过系统的运营，从采购到生产，到最

终的集中配送，能够高效地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餐食。然而，因为企业为老年人提供的助餐服务收入很

低，甚至为零，如果运作与管理不善，这样的高运营成本、低回报的运作管理方式，将难以持续地提供

助餐服务。 
第四种是政府购买社会企事业单位服务模式。政府将辖区内可以提供助餐服务的资源进行整合，通

过企事业单位购买助餐服务，把为老年人助餐的公共服务移交给企事业单位，把嵌入式养老机构的助餐

职能扩展到企事业单位的食堂。通过社会企事业单位为居民提供助餐服务的场地、设备及基本设施，为

附近的社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并为他们提供用餐的环境与食物。在这一模式下，企事业单位的食堂

一般都会提供更多种类的菜肴，很好地满足了老人们的饮食需求，同时也有了标准化、系统化的管理，

可以很好地保证食品的安全性。然而，该模式的运行费用比较高，因为政府规定老年人的助餐价格要比

市场价低，所以，企事业单位的参与热情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另外，大部分企业和机构都离居民区比较

远，不方便的老年人在就餐时会选择就近就餐。所以，在老年群体中，企业和机构的餐厅并不被人们所

广泛接受。 
以政府、市场、社会团体等为主体，建立多元化福利供给体系，形成上海市助餐服务的整体格局，

丰富了其助餐服务供给。另外，为进一步提高养老助餐服务品质，拓展养老助餐供给，满足老年人个性

化助餐需要，上海市正积极探索“互联网+”等新的助餐方式，将 AI 识别智能收银台、智慧厨房、智慧

取餐柜等逐步引入助餐服务，对智慧助餐模式进行探索。 

3.2.3. 存在的问题 
1) 供餐过程时间长、环节多 
老人餐的配送和一般的外卖不一样，一般的外卖都是由顾客通过外卖平台下单，由平台负责配送。

而传统的老年送餐则是由政府出资的全体送餐，也就是在家里的老年人可以提前向助餐点提出送餐需求，

助餐点再将需求反馈给餐饮公司，餐饮公司制作完成后，由送餐公司统一按照既定路线逐一送餐。所以，

最后一个领取食物的老人，比第一个领取食物的老人，要晚一些。一般情况下，老年餐只能送到一些社

区的助餐点，老年餐不能按时送到家里，这就是市场的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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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难以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 
高龄老人对饮食有着个性化的需求。老人的餐食种类繁多，从常规膳食到半流质食品、病号饭等，

应有尽有。另外，老人对食物的温度也是有要求的，为确保老人能够吃到及时美味的食物，送餐员需要

在开餐后 1 个小时内将食物送到住户家中，这就限制了送餐的范围。此外，目前居家老人餐食的配送费

用问题也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难题，很多老人不愿付费或仅支付少量费用。这就造成了送餐员的工资水平

与积极性不高。因此，居家养老餐食的配送服务难以实现市场化。 
3) 配置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老年助餐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实惠、丰富、高质量的服务，是一项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养老服务

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是决定其工作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助餐点服

务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这将直接影响到助餐服务水平。由于助餐方式的不同，助餐人员的组成也有

所差异，例如，社区自营助餐的管理者是社区工作人员，而其它人员则是受雇的大厨和帮厨，有的还会

由志愿者来协助配餐，对于服务老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普遍缺乏，并且对于老年助餐服务方面的知识和

技能也很少涉及，此外，他们的服务人员数量有限，流动性也比较大，这对于助餐服务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是不利的。 
4) 监管机制不完善 
上海市助餐服务的监管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由政府包揽，并由区、县民政局直接管理。近几年，

由于助餐机构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由区政府牵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宏观控制，街道引入第三方评价

机构，共同努力做好助餐服务监管工作。但是，从上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老年助餐服务的

政策文件来看，关于助餐服务的法律法规很少，而且内容也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关于老年助餐服

务的食品安全、餐具、服务人员管理等方面，所以各个助餐服务点都没有统一的规范，存在着一些安全

问题，这也使得助餐服务的品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3.2.4. 助餐服务情况 
据上海民政 2022 养老服务综合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全市有 1608 个助餐服务场所，其中社区长者食

堂 305 个，老年人助餐点 1303 个，日均供餐数分别为 100,715 客和 52,200 客，日均堂吃数和送餐数分别

为 86,066 客和 66,849 客。分区来看，浦东、静安、青浦、松江、闵行五个区的日均供餐数超过 1 万客，

分别为 23,416 客、13,788 客、13,200 客、11,322 客、11,230 客，如下图 1~3 所示。 
 

 
Figure 1. Number of community cafeterias and assisted meals for the elderly 
in each district 
图 1. 各区社区长者食堂和老年人助餐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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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aily number of meals provided by district assisted meal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图 2. 各区老年助餐服务日均供餐数 

 

 
Figure 3. Daily number of meals and meals delivered by district assisted meal service 
图 3. 各区助餐服务日均堂吃数和送餐数 

4. 养老助餐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构建的必要性分析 

4.1. 助餐资源分布严重不均 

4.1.1. 方法介绍 
(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来反映属性变量在整个研究区域范围内

的空间聚集程度。全局 Moran’s I 指数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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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n 为上海市各区的个数；xi 为上海市各区的社区长者食堂和老年人助餐点数量；Wij 为空间权重

矩阵。Moran’s I 的值域位于[−1, 1]之间，小于 0 表示负相关，大于 0 表示正相关，等于 0 则表示研究区

域内的各变量相互独立。I 值越接近 1，表明具有相似属性的变量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的集聚性越显著；

I 值越接近−1，则表明具有相异属性的变量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的集聚性越显著。 
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在实际的空间分布中，当观测值过多时，由于数据的随机性会导致变量数据在局部区域出现不平稳

现象，此时需要引入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来评估局部区域自相关程度。从局部 Moran’s I 指数 Ii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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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 n 为上海市各区个数；xi为上海市各区的社区长者食堂和老年人助餐点数量；Wij为标准化后的空间 

权重矩阵元素。局部 Moran’s Ii的取值范围不限于[−1, 1]，进行检验的统计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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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i 与 z 两个值。当 i > 0，z > 0 时，出现高–高聚集，表明该区域的观测值比相邻区域的观测值高；当

i > 0，z < 0 时，出现高–低聚集，表明该区域的观测值远高于相邻区域的观测值；当 i < 0，z > 0 时，出

现低–高聚集，表明该区域的观测值远低于相邻区域的观测值；当 i < 0，z < 0 时，出现低–低聚集，表

明该区域的观测值比相邻区域的观测值低。 

4.1.2. 数据来源 
将上海民政 2022 养老服务综合统计监测报告中各区的社区长者食堂与老年人助餐点的数据合并，形

成老年人助餐服务组织指标，并通过计算获得表 2。 
 

Table 2. The organization of assisted meals for the elderly in Shanghai 
表 2. 上海市老年助餐组织情况 

区划 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数(万人) 

助餐服务 
组织数(个) 

每万人助餐 
服务组织数(个) 

黄浦区 30.23 25 0.83 

徐汇区 34.46 94 2.73 

长宁区 23.11 73 3.16 

静安区 37.57 100 2.66 

普陀区 38.00  80 2.11 

虹口区 28.54 87 3.05 

杨浦区 41.98 91 2.17 

闵行区 40.24 116 2.88 

宝山区 41.10  115 2.80 

嘉定区 25.16 266 10.57 

浦东新区 108.06 235 2.17 

金山区 18.79 53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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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松江区 21.75 104 4.78 

青浦区 17.51 41 2.34 

奉贤区 19.95 47 2.36 

崇明区 27.21 81 2.98 

4.1.3. 结果分析 
1) 全局莫兰指数 
本文利用 Geoda 软件中空间分析模块的单变量 Moran’s I 计算上海市老年助餐组织的全局莫兰指数，

将每万人助餐服务组织作为变量计算养老助餐服务的全局莫兰指数，由此生成空间分布图(LISA 图)探索

不同要素的聚集特征，计算结果如下图 4 所示。 
 

 
Figure 4. Moran index of food service organizations for the aged 
图 4. 养老助餐服务组织全局莫兰指数 

 
根据图 4 可知，养老助餐服务组织 Moran’s I 的值为−0.139，即图 3 中拟合回归直线的斜率，且拟合

回归直线经过第二象限与第四象限，表明上海市各区之间在每万人所拥有的养老助餐服务组织数上呈现

微弱的负空间自相关性。这意味着，从整体来看，相邻区域之间在养老助餐服务组织的数量上并没有明

显的相似性或集聚现象，反而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这张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上海市各区之间在养老助餐服务组织的分布上并未形成显著的集

聚或分散模式。这可能意味着政府在推动养老助餐服务时，并未明显受到空间位置或邻近区域的影响。

然而，这也可能是一个提示，即需要更加关注那些养老助餐服务组织较少的区域，以确保养老服务的均

衡性和公平性。 
2) 局部莫兰指数 
本文利用 Geoda 软件中空间分析模块的单变量 Moran’s I 计算上海市养老助餐服务的局部莫兰指数，

将每万人助餐服务组织作为变量分析其聚类分布情况如下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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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hanghai elderly assisted me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图 5. 上海市养老助餐服务组织局部自相关分析情况 

 

根据图 5 即养老助餐服务组织的聚类地图，上海市 16 个区中 14 个区养老助餐服务组织空间不相关，

即不存在集聚性；余下 2 个区养老助餐服务组织呈空间相关分布，即存在集聚性。各区集聚情况如下：

低–低聚集地区有杨浦区，表明这个区拥有的养老助餐服务组织数低于周边区，且周边区拥有的养老助

餐服务组织数量也少；低–高聚集地区有青浦区，表明该区拥有的养老助餐服务组织数量少，而周边区

拥有的养老助餐服务组织数量多。 

4.2. 养老助餐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优势 

4.2.1. 智能化管理系统 
养老助餐服务电子商务平台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了用户管理、订单处理、烹饪服务、营养均

衡、互动交流、服务评价、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全面智能化。这种智能化管理系统能够大大提高服务

效率，减少人为错误，使老年人享受到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 
平台提供简洁易用的界面，支持一键注册、登录、修改个人信息、地址管理等基础功能。同时，还能

根据老年人的偏好和需求，定期发送营养建议和优惠活动通知，增强用户粘性。 
支持在线支付，实时更新订单状态，并能快速处理异常订单，如取消订单、退款等。这种即时反馈

机制确保了老年人用餐的顺畅和无忧。 

4.2.2. 个性化定制与营养均衡 
养老助餐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注重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根据他们的口味、饮食限制和送餐地址等个

人信息，提供定制化的餐品和服务。这种个性化定制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口味需求，还提升了他们的用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54


郑鑫 
 

 

DOI: 10.12677/ecl.2025.141154 1250 电子商务评论 
 

餐满意度。平台提供多样化的菜品选择，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进行点餐。同时，平台还会根

据老年人的历史订单和口味反馈，智能推荐符合其需求的菜品。针对有特殊饮食需求的老年人(如糖尿病、

高血压等)，平台提供专门的菜品选项，并配备营养师进行指导和建议，确保他们的饮食健康。 
平台注重老年人的营养需求，提供专业的营养师团队为他们量身定制餐谱。这些餐谱不仅美味可口，

还注重营养均衡，确保老年人能够摄取到充足的营养。平台上的菜品都经过专业营养师的精心搭配和调

配，确保每一餐都符合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平台提供菜品营养成分分析功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了解食

物的营养价值，实现科学饮食。 

4.2.3. 便捷性与安全性 
养老助餐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为老年人提供了便捷的订餐和送餐服务，使他们无需外出即可享受到美

味的餐食。这种便捷性不仅减轻了老年人的体力负担，还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老年人只需在平台上

选择心仪的菜品并下单，即可享受到送餐上门的服务。这种便捷的订餐方式减少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消

耗。平台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如在线支付、到店支付、人脸识别支付等)，满足老年人不同的支付需求。这

种灵活的支付方式使得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 
平台对食品安全和服务质量进行严格把控，确保老年人能够吃到放心、安全的餐食。这种安全性不

仅体现在食材的选择和烹饪过程中，还体现在送餐和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平台对合作的餐厅进行严格筛

选和评估，确保他们具备合格的卫生条件和烹饪技术。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控烹饪过程和配送状态，

确保菜品在各个环节中的安全和卫生。平台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保护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和资金安全，

并设立风险防控机制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问题。 

5. 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上海市的养老助餐服务组织分布极不均衡，无法满足广大老年人的助餐服务需求，

而电商平台所具备的一系列优势反而能很好地削弱空间的限制作用，从而促进资源均衡分布，满足老年

助餐需求，因此，积极着手建立助餐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对于实现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进而实现积极老

龄化发展目标十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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