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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的当下，我国作为人口大国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养老电商以老年人为

核心服务对象，基于电子商务技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养老服务平台，旨在缓解我国迫在眉睫的老龄问

题。数据在养老电商中又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涵盖老年人的基础数据、动态监测数据、养老服务数据等

多个维度。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收集、整合、分析与应用能够精准把握老年人的需求，实现养老电商服务

的精准供给。然而，在数据驱动养老电商发展中发现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流通不畅、社会认知力

与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从技术标准建设、管理体制优化、认知素养提升等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试图缓解数据驱动养老电商发展的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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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global trend of aging population, China, as a populous country, face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ging issues. Elderly care e-commerce focuses on the elderly as its core service target, 
and builds an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ed elderly care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e-commerce tech-
nology, aiming to alleviate the urgent aging problem in China. Data plays a core role in elderly care 
e-commerce, covering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basic data,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and el-
derly care service data of the elderly. By collecting, integrating, analyzing, and applying thi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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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 accurately grasp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achieve a precise supply of elderly e-commerce 
services. Howev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data-driven elderly care e-commerc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consistent data standards, poor data circulation,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awareness and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is, optimiz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ical standar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cognitive literacy im-
provement, in an attempt to alleviat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data-driven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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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60 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 3.1 亿，占总人口的 22%，银发经济规模

预计 2035 年将达 30 万亿元[1]。在此背景下，养老电商作为“互联网 + 养老”的创新模式成为破解传统

养老服务供需错配难题的关键路径。传统养老产业普遍存在服务精准性不足和资源匹配效率低下等问题，

老年群体对健康管理的需求增速较快，但平台服务同质化率却较高。在此情况下，数据要素为养老电商

科学发展提供了新范式，通过整合健康监测、消费行为、地理定位等多源数据，平台可实现需求预测、

精准推荐和资源协同。然而，数据驱动养老电商的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数据收集与应用的技术瓶颈

制约养老电商服务效能提升，管理机制缺陷引发养老电商产业协同困境，社会认知与参与不足削弱数据

价值转化阻碍养老电商产业发展。数据要素为养老电商产业提供了全新路径。其一，需求洞察从经验判

断转向动态建模。通过整合多源数据养老电商可构建动态用户画像，实现从经验决策到算法驱动的跃迁。

以京东健康为例，其“长辈专区”基于 3 万品牌适老产品的销售数据与用户健康档案，精准推荐高血压

管理组合包、智能监测设备等产品。其二，服务供给从单向推送转向精准匹配，基于用户画像的智能推

荐系统可使适老化产品渗透率提升近百分之二十。其三，数据资源调度从碎片分散转向协同优化。一些

养老电商平台通过搭建数据中台，提高养老服务效率。数据要素的深度挖掘能够重构养老电商“需求–

供给–响应”的运营链条，数据不仅是连接供需的桥梁，更是重构养老电商生态的核心生产要素。本研

究基于对数据问题剖析，旨在为数据要素与养老电商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2. 数据驱动养老电商发展的现状 

在我国养老产业通常将养老数据划分为政务数据、健康数据、生活数据、医疗数据、养老保险数据

等。事实上，不同的养老服务主体和设备能产生不同的数据，有根据从事智慧养老主体划分的，也有根

据智慧养老数据的来源进行划分的[2]。在养老电商领域中数据作为关键要素，可以根据养老数据本身的

特点和应用，将数据分为基础数据、动态监测数据和服务数据。这三类数据是最为基础的养老电商数据

成分，它们共同支撑着养老电商服务的高效开展和精准决策。 

2.1. 基础数据 

基础数据是养老电商数据体系的基石，基础数据包含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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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这些信息是识别和管理老年人的基础，同时也是建立养老电商服务档

案的基础。老年人的健康档案包括老年人的健康基础数据，如过往病史、过敏史、慢性疾病情况、家族

遗传病史体检报告等，这些数据有助于医护人员和养老服务人员了解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为后续的健康

管理和疾病预防提供依据。 

2.2. 动态监测数据 

动态监测数据是通过智能设备和技术手段实时采集的数据，是反映老年人生活状态和健康状况的数

据集合，用于实时掌握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环境。首先，借助各类智能穿戴设备、传感器等技术手

段，可获取老年人的生理指标监测数据，如实时的心率、血压、血糖、血氧饱和度、睡眠质量、体温等。

这些数据能及时发现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异常变化，发现健康风险并进行预警。例如，当在养老电商平台

购买的智能手环监测到老年人的心率突然大幅升高或长时间处于异常范围，系统可立即发出预警，通知

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其次，动态监测数据还包括老年人的行为监测数据，起居行为检测、活动轨迹、步

数、跌倒监测等，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活动能力，为个性化养老电商服务提

供支持。另外，环境监测数据也属于动态监测数据，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确保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安全，

其涉及室内的温湿度、有害气体浓度、水电燃气安全等。动态监测数据体现对老年人的健康监测可以用

来进行风险防范，也可以用来进行慢病筛查，将收集到的用户数据进行分析提供系统全面的慢性病筛查，

以此给出个性化的健康指导[3]。 

2.3. 消费服务数据 

养老服务数据是围绕养老电商服务的提供、使用和反馈所产生的数据，其作用是优化养老电商服务

流程，提升养老电商服务的质量，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此外，养老数据源于多元化主体通过信息

技术和设备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产生的数据[4]。先通过需求调研或者数据分析等方式来获取老年

人对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保健、精神慰藉、社交活动等方面的需求，形成服务需求数据。此后，通

过记录养老电商的服务项目、服务时间、服务人员、服务时长等形成服务过程数据。最后，老年人及其

家属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评价和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形成服务反馈数据，进而评估养老电商产品服务的质

量和效率，发现问题和不足，优化养老电商服务流程和服务水平。例如，根据服务效果评价数据了解老

年人对某项康复保健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若满意度较低养老电商则可针对性地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 

3. 数据驱动养老电商发展的现实困境 

3.1. 技术层面：数据采集、匿名化、质量问题尚存 

3.1.1. 基础数据采集标准不统一 
基础数据的采集是养老电商运营的基础。目前基础数据在数据采集环节存在显著标准差异，外在表

现在不同机构、不同平台、不同地域的数据端口是互不兼容的。曾经卫生部制定了有关智慧养老基础数

据的一些标准，如《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4 部分：老年人健康管理》(WS 372.4-2021) [5]，浙江省桐

乡市发布《智慧养老信息数据分类规范》(DJG330483/T 070-2021)地方标准[6]，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

布《面向居家和机构的智慧养老系统接口要求》，安徽省滁州市发布《智慧养老服务区块链数据格式规

范》(DB3411/T 0037-2024)和《智慧养老服务区块链隐私保护规范》(DB3411/T 0038-2024)等。更有学者

对我国智慧养老健康标准进行了较为体系化的研究，在智慧养老数据标准方面，涉及数据采集和存储等

标准内容 14 个，占比近 21% [7]，从总体上来看，健康养老数据标准和养老产品标准建设仍需加强建设，

养老基础数据采集标准仍需优化。具体来看，不同机构、不同平台间、不同地域以及不同设备采用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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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采集标准规范，导致养老基础数据在格式上、内容上、精确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后续在进行数

据融合分析时，需要将这些异构数据耗费大量精力进行数据清洗或数据转换，增加了养老电商平台的运

营成本，难以实现数据资源有效整合，还会出现数据丢失和出错情况使养老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存疑。 

3.1.2. 动态数据匿名化标准模糊 
在养老电商服务过程中会有大量动态数据被产生，细微到老年人的动态个人生物信息和实时位置信

息等，但养老动态数据在匿名化处理上的标准却不够清晰。一方面，养老动态数据缺乏明确的匿名化技

术规范。一些养老电商平台简单地对数据进行部分字段隐藏或替换，在面对专业的数据挖掘技术时又很

容易被破解，老年人的隐私安全容易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对于匿名后的养老数据使用边界没有清晰界

定。在数据资源商品化的效应下，一定会存在过度收集智慧养老数据，数据交互泛滥，同时数据处理加

密缺失的问题[8]。部分养老电商相关平台和企业可能会在未经充分授权的情况下，将匿名化数据用于商

业分析或与第三方共享，如此情形容易引发数据的泄漏、滥用以及窃取等数据安全问题[9]。匿名化技术

作为保护隐私的关键手段，在大部分数据匿名化实验分析中数据隐私性和数据可用性都是较为重要的度

量[10]，匿名化标准不明确养老电商对数据的运用和老年人数据隐私保护之间就难以平衡。 

3.1.3. 养老服务数据质量不可靠 
养老服务数据质量问题可从三个环节发现，数据采集环节、数据存储维护环节、数据应用环节。养

老服务数据采集端因设备的类型与数据格式问题导致养老服务数据整合困难，还存在养老服务数据因人

工录入而存在错误；养老服务数据存储维护端因数据库更新不及时导致老年人的基础信息更新周期长，

对目标老年人健康分析报告结果滞后即存在误差，同时也会存在因技术原因造成养老电商服务平台卡顿

中断导致养老电商服务数据质量存在风险；养老服务数据应用端会因操作流程繁琐和系统稳定性差难以

满足养老服务需求。总体来说，养老数据服务质量与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息息相关，若不能反映和发

现老年人随时变化的智慧养老服务需求，进而使养老电商的养老产品和服务效率质量降低。 

3.2. 管理层面：数据枢纽未建立 

3.2.1. 多源数据整合不足造成数据孤岛 
目前养老电商平台中养老数据来源不同，可能来自老年人个人、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养老社区、

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不同的养老主体和养老数据来源各自拥有自己的数据资源分类方式、组织形式、

数据字典亦或是术语体系，缺乏有效的数据整合机制，阻碍了养老数据在各主体之间的流通，进而引发

数据孤岛的出现[11]。养老数据孤岛的存在使得数据无法在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自由流通和利用，从而限

制养老电商对养老数据的价值发挥。例如，养老机构内部的健康管理系统记录了老年人的基本健康信息，

家庭健康监测护理日志记录的日常动态生活数据，而医疗机构的电子病历系统则存储了更为详细的医疗

诊断和治疗信息，但由于三方之间没有建立数据流通渠道，养老电商在需要综合分析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和养老需求时缺少多方数据支持就无法形成全面的健康画像，进而影响对老年人个性化产品与服务的提

供。 

3.2.2. 跨领域养老协同生态尚未形成  
跨领域养老协同生态的缺失是当前养老电商发展的瓶颈，养老电商产业涉及养老、医疗、商业等多

个领域，而目前这些领域之间的协同合作还不够紧密和高效，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一方面，一些政

府部门通过政企合作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重复建设例如“指挥中心”“城市大脑”等智慧平台，但这

些平台的数据又无法互通[12]。另一方面，由于养老数据流通本来就存在利益诉求多元的特征，不同领域

之间因目的不同而存在利益壁垒，各领域往往各自开展研究，缺乏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在制度上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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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养老数据流通从不同领域的利益追求上进行安排[13]，难以形成协同生态完成养老数据的价值释放。

如在商业领域就会更关注市场需求和产品开发，需要加强各领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形成跨领域智慧养

老协同生态困境，以此推动养老电商产业的健康发展。 

3.2.3. 主体性不强导致服务与需求不匹配 
在养老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养老电商服务和营销中参与的主体往往缺少自主意识，不清楚自己所应

担当的责任与任务，从而使养老电商服务供给无法精准对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首先，养老电商平台对

老年人需求的理解不够全面和精准，目前养老电商所运营的产业产品市场需求量大，但在供给方面却是

笼统的、单一的、基础的养老产品，忽视了老年人多样化、高层次的养老需求。其次，老年人自身对养老

电商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也存在差异，部分老年人因记忆能力、接受新知识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下降，难以

适应养老电商的服务形式[14]。再次，养老电商的需求反馈机制不够完善，服务与需求不匹配源于养老电

商平台还未建立常态化的需求采集渠道，我国民政部也曾在《2024 年养老服务工作综述》中提到，智慧

养老服务存在供需适配不足问题，要加强需求侧的调研，推进适配的供给[15]。总的来说，在推动养老电

商发展的过程中急于在产品和服务上强加“网络”“线上”属性，忽视老年人群体的真正需求和主观能

动性[16]。 

3.3. 社会层面：认知程度与参与度不足 

3.3.1. 老年人认知度与接受度较低 
在养老电商的推进过程中，老年人对智能设备和养老电商模式的接受程度较低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逐渐衰退，面对复杂的智能设备与新兴产品使用

理念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许多老年人对养老电商平台的操作感到陌生与困难，养老服务的在线

购买如健康咨询、健康产品、家政服务等，但是操作界面复杂、图标文字较小，对于视力、听力与手部灵

活性欠佳的老年人而言，上手难度极大。此外，老年人长期处于相对传统、私密的生活环境，对养老电

商存在诸多顾虑，担心个人健康数据、生活习惯等信息泄露，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遭受诈骗、

隐私曝光等，因而不愿配合养老电商提供相关数据，这极大阻碍了养老数据的收集与流通进程，使得养

老电商服务难以精准对接老年人需求。 

3.3.2. 社会力量参与程度有限 
企业与社会组织作为养老电商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数据挖掘环节参与投入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

养老电商产业前期投入成本高，包括人员培训、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物流配送等方面且回报周期长，

存在较大市场风险。以养老数据开发商业项目为例，一方面，需投入大量资金搭建专业的数据采集、存

储与分析平台，整合来自不同渠道的养老数据，确保数据质量与安全性；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数据价

值，研发符合老年人需求的个性化产品与服务，如精准医疗、智能照护、婚恋交友等。然而，当前养老电

商市场消费能力有限，老年人对高价养老产品的接受度较低，付费意愿不强，导致企业盈利困难，许多

企业望而却步，不愿涉足该领域。社会组织虽具有公益属性，但受限于资金来源单一和专业人才匮乏等

问题。部分社会组织依赖政府补贴与社会捐赠维持运营，难以承担大规模的数据项目建设与运营费用。

同时缺乏既懂养老服务又具备数据管理和市场营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无法有效整合资源，制约养

老电商产业多元化与协同化发展格局的形成。 

4. 数据驱动养老电商产业发展的优化路径 

4.1. 技术标准建设：制定数据流通使用标准 

首先，建设数据采集标准。养老数据具有多源异构的特点，为了能够打破养老数据孤岛，实现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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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常态化共享利用，需要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体系，从数据收集端就确保数据的一致性。通

过构建数据唯一识别体系与标准化 API 接口来破解养老电商所需的养老数据多源异构的壁垒。在不同数

据来源中采集的智慧养老数据类型也不相同，同时数据的语义和表达内容上也不能做到一致，需要对数

据进行预处理，尽可能统一的数据格式类型便于数据利用[17]。数据格式标准也是养老数据在不同应用和

系统间利用的关键。先对识别到的原始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将养老场景中的数据根据其特性合理分类分

级，如基础数据、动态监测数据、服务数据等。再将养老数据元素命名、储存、使用等标准化，数据字典

和元数据标准化，形成养老数据目录清单，完善养老数据相关数据规范，这样无论从语义内容还是数据

编码上都减少了数据混淆与错误的情况，便于养老电商平台对养老数据的获取与使用。 
其次，建设匿名化技术标准。养老数据具有隐私性较高的特点，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医疗数据、个

人信息等具有高敏感的特征，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匿名化技术标准更好地平衡智慧养老数据利用与养老

数据保护，故养老数据匿名化技术标准需要具备法律的规范性和技术的实用性。在养老电商提供的不同

养老服务场景下，养老数据的匿名化标准随之变动，因此养老数据应根据场景动态调整脱敏强度，采取

动态匿名化技术标准[18]。此外，要进行再识别风险验证，经过匿名化技术处理智慧养老数据后，依据《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 55 条与《数据安全法》第 30 条进行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同时详细记录养老数据风险

评估过程。总的来说，养老数据匿名化技术标准的建设应是在保障老年人数据安全的同时，促进养老电

商对养老数据的高效利用而不是为了数据安全限制数据流通。 
最后，建设数据质量认证标准。基于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围绕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准确

性、及时性、获取性六大核心维度，建立养老数据质量认证评估体系，确保养老电商平台获取高质量数

据，根据数据匹配相应养老产品和营销策略。其一，完整性评估标准。要求数据覆盖基础数据、动态监

测数据和服务数据，同时明确缺失率阈值，通过数据清洗工具自动检测并触发补全机制。其二，规范性

评估标准。强制采用 JSON/XML 等标准统一数据格式，制定统一编码字典，避免非结构化数据占比超限。

其三，一致性评估标准。要求民政、卫健、社保系统数据模型统一，如上海“养老云”平台通过区块链实

现 8 部门数据互通形成跨系统协同。同时建立语义一致性算法库，减少算法歧视误差。其四，准确性验

证机制，采用传感器精度认证和算法验证流程保证准确性。其五，及时性评估指标。设立更新频率阈值，

如政府主导平台数据更新延迟 ≤ 24 小时，紧急呼叫响应时间 ≤ 3 分钟。进一步优化传输效率，可采用

MQTT 协议实现低功耗实时传输[19]。其六，在获取性保障上，建立接口开放标准，支持第三方服务商合

规接入，同时进行权限分级管理。 

4.2. 管理体制优化：制度创新与协同治理 

首先，建立数据使用的刚性约束与柔性激励。可以通过更新修订《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增加数据共享使用相关规定，要求有关养老电商领域的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主体必须

接入国家级数据枢纽平台。制定《智慧养老数据共享禁止清单》，明确不可共享使用的数据类型，其余

数据默认共享使用。其次，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体系。可以设立养老数据治理委员会，民政部门等相关

部门作为决策层；各省市可以设立数据治理办公室，配备专职数据协调员作为执行层；引入第三方机构

进行合规审计作为监督层。组织结构搭建完成后，明确权责清单，明确每个主体的责任和问责机制，包

含民政部门、医疗机构和企业等。另外，推行“管办评”分离机制。如政府制定数据共享规则与安全标

准，委托国有企业或混合所有制机构运营数据枢纽平台，由高校智库、老年代表组成独立评估团，每年

发布相关报告，以此实现管办评分离。再次，精准主体需求优化智慧养老服务。为推进智慧养老产业发

展，需要建立动态闭环的监管体系，建立“服务评价–算法优化–产品迭代”的反馈机制。在技术标准

建设对数据质量认证评估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预设红黄绿等预警机制，对满意度低于六成的服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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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触发定向整改。最后，完善物流配送网络，推动物流企业与养老电商平台的合作，提供定制化的配

送服务，满足老年消费者的需求[20]。 

4.3. 认知素养提升：加强社会引导与参与促进 

首先，提高老年人数字素养。提高老年人数字素养是推动养老电商数据发展的关键一环，关乎老年

人能否真正享受电商模式带来的便利。鉴于老年人在认知能力、学习能力等方面的特殊性，需采取针对

性措施，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第一，开展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培训。社区、老年大学等应

发挥主阵地作用，如开设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使用课程，采用循序渐进、通俗易懂的教学方

法，对养老电商服务不再抵触和陌生。例如，将课程分解为多个小模块，从最基础的开机、关机、解锁，

到如何连接无线网络、拨打电话、发送短信，再到使用微信进行视频通话、查看健康资讯等，逐步引导

老年人掌握操作电子商务技能。第二，注重实践操作与互动交流，安排志愿者或年轻学员一对一辅导，

及时解答老年人在养老电商平台购买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以某社区老年大学

为例，其开设的“智慧生活”数字课程，每周定期上课，吸引了上百位老年人参与，通过系统学习大部

分学员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日常社交与信息获取，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第三，

养老电商产品设计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点研发适老化产品。如采用大字体显示、一键式操

作设计，让老年人能够轻松上手。此外，为老年人提供家庭技术支持服务，鼓励子女、志愿者定期上门

协助老年人解决智能设备使用过程中的故障与难题，形成家庭、社区联动的数字素养提升机制，使老年

人不再对数字技术望而却步。 
其次，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激发社会活力是加速拓展养老电商服务产业边界的重要举措。企业与社

会组织蕴含巨大潜能，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与创新激励，能够吸引其积极投身养老电商领域形成多

元共治格局。第一，政府可以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项目优先采购等，降低企业

参与养老电商的成本与风险，提高其发展积极性。对于从事养老数据开发、数据分析、智能产品研发的

企业，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减轻企业负担。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财政补贴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性的养

老项目试点，如基于养老数据的个性化医疗服务和智能居家照护系统研发等。第二，搭建养老服务供需

对接平台，促进企业、社会组织与养老机构和社区等精准对接。通过养老平台发布养老服务需求信息，

养老电商相关企业与社会组织可便捷获取市场动态，精准投入资源，实现了供需双方的高效匹配，以此

推动养老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第三，鼓励企业发挥技术优势与创新精神，挖掘养老数据价值进而创新服

务模式。政府可尝试举办养老电商服务与产品创新大赛，设置丰厚奖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对获奖项目

给予后续产业化扶持，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让社会力量成为数据驱动养老电商产业发展的强大支撑，

同时为老年人带来更多优质和高效的养老服务体验。 

5. 结语 

养老电商需以数据为纽带，串联需求洞察、服务创新与生态协同，从商品售卖转向解决方案提供，

最终构建“精准服务–体验升级–信任增强”的正向循环。数据驱动养老电商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管

理与社会三重挑战，本质上是数字化改革进程中针对养老领域电子商务系统性治理能力不足的集中体现。

本研究先通过养老领域数据的区分深入了解数据现状，认识到此类数据对养老电商运营的重要作用。再

通过剖析数据驱动养老电商产业发展的困境，如数据标准问题、数据流通使用问题、社会层面老年人对

电商的认知等核心问题，揭示了数据要素与养老电商融合的深层阻碍。因此，在技术层面的标准化建设

破解数据使用困局；管理层面的制度创新重构协同生态；社会层面的认知提升需通过代际数字反哺等路

径弥合老年群体技术适应鸿沟。本文仅就数据驱动养老电商发展的局部进行分析，研究还有诸多不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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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未来进一步评论，共同为养老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韧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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