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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与信息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随着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的增加，传统的养老模式

不断受到挑战。以智慧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支持的智慧养老的产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

是当前迎合信息社会发展趋势的时代机遇，更是我国养老服务向高质量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文章采用

内容分析法对近15年国内外文献作系统梳理，从供给结构的新角度切入分析，发现智慧养老在发展过程

中的结构生态不平衡，存在供需结构上的矛盾。因此，立足现实，总结出推进智慧养老服务制度建设，

促进智慧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以及规范智慧养老服务运行机制等未来发展路径，以期智慧养老能够发挥更

大效能，为我国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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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are the two major trends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
ment.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the elderly for aged care services, the traditional aged care 
model is constantly challenged. The generation of intelligent old-age care supported by intellectu-
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is a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 opportunity to cater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China’s pension service to high quality.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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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
teratures in the last 15 years,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ucture and ecology of smart old-age care 
are unbalanc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
mand structur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rea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
tion of smart old-age service system,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supply of smart old-age service and 
standardiz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smart old-age service, so as to make smart old-age ser-
vice more effective and add new kinetic energ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old-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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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龄化问题困扰着全球诸多国家，我国也不例外。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显示，当前我

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 26,402 万，其中，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19,064 万，人口比重占总人口

的 13.50% [1]。这说明当前我国社会中老年人口占比高并且高龄老年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国将突破

对中度老龄化社会设定的指标，并继续向重度甚至深度老龄化社会迈进[2]。另外，家庭少子化对我国传

统家庭的主流类型带来巨大的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智慧养老的发展[3]，近年来，我国也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指导和发展智慧养老，如在 2017 年国家三部委出台了对智慧养老的发展规划[4]。在十

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创新融合发展为老服务的多业态，让科技创新能力惠及更多老年人[5]。因此，在国

家战略层面的推动下，智慧养老成为未来解决养老问题的新选择。 
通过对 CNKI 数据库 2007~2022 年刊载学术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2007~2013 年，智慧养老相关

发文量缓慢增长，2013~2017 年发文量有所增加，2017 年至今智慧养老的研究数量激增，形成了一批研

究成果。基于此，本文围绕智慧养老服务内涵界定与发展历程、结构生态、结构供需矛盾分析及智慧养

老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归纳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视角，深入探讨智慧养老

未来发展方向，以期对今后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帮助。 

2. 智慧养老服务内涵界定与发展历程 

2.1. 国外智慧养老服务内涵与发展研究 

智慧养老是基于新理念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养老领域运用的新兴产物。其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生命信

托基金提出，即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传统养老服务在时间、空间边界上的呆板束缚，通过平台将各

服务主体、服务资源整合起来，形成有机整体，从而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高享受的养老服务[6]。而美

国是最先开始研发养老技术的国家，其在 90 年代就已经构建了统一的服务平台并建设了服务标准报告制

度[7]。 
在智慧养老的概念问题上，国外很少会用“智慧养老”等概念去统筹整个研究领域。更多的是引用

HSH (Health Smart Home)，即健康智能家居的概念[8]。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学者们对智能家居有了更

深的研究。而对于智慧养老服务的相关研究，国外更侧重的方向是利用例如穿戴式传感设备、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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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来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促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从而在老年人

的健康保健福利上的大量费用会危及到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诸多学者都意识到养老是一个重要且

昂贵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开发低成本、便于使用的解决方案[9]。基于此背景下，Mukhopadhyay 等提出运

用无线传感器网络开发出成本低、稳定性高、具有灵活性的智能家居系统[10]，从而人员能够实时跟踪老

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并从远程设施提供反馈与支持[11]。另外，Faiola 等基于移动健康信息技术，提出

老年生活方式的管理(MLM)模型，该模型提供了一种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的工具[12]。这些尝试都为智

慧养老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2. 国内智慧养老服务概念与发展研究 

相对于国外，国内对智慧养老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 2010 年之后学界才开始运用“科技养老”、

“网络化养老”“智能养老”等零碎概念，直至 2013 年才将上述的概念统一化，即“智慧养老”。其中，

国内以左美云为代表的学者较早的对智慧养老的内涵及相关概念做出具有代表性的界定，即智慧养老是

运用智能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技术，在老年人日常生活起居、医疗卫生、护理保健、休闲娱乐、学习

共享等方面，实现对老年人的生活服务与管理，对涉老信息的自动监测、预测甚至是主动处理，从而实

现技术与老人友好的、主动性和个性化的智能互动[13]。郑世宝则是从社区养老的视角出发，认为通过老

年人健康监护服务的远程社区养老服务系统、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专业化的社会养老服务

组织的加入，智慧社区将可以为社区老人提供与机构一样的即时、综合性的健康监护服务[14]。 
“互联网”的运用，有效解决了传统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整合难、服务效率低等问题[15]。对于老人

群体而言，智慧养老能够化解老年人面对的多样化养老风险，满足多层次的需求[16]。因此，随着我国社

会对养老问题的关注以及养老面临的现实压力，使得诸多学者开始探讨有关智慧养老服务的相关问题。

要将“大数据”思想纳入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中，以创新驱动为支撑，借助大数据和机器人等技术，多

方协作建设数据信息平台[17]，完成传统养老服务的转型与升级[18]。贾妍、蓝志勇等构建并分析了基于

“端–网–云”大数据驱动的精准养老模式的主体框架与运行逻辑[19]，赵奕钧、邓大松则依据人工智能

的“需求识别–数据处理–供需匹配–质量评价”一体化提出了“医养康护乐”智慧养老模式[20]。我国

拥有最庞大的互联网用户规模和最具活力的互联网服务体系[21]。因此，我国发展智慧养老有着天然的优

势，未来智慧养老的服务体系建构需要更加精细化[22]，如基于劳动交换与互助养老的“时间银行”模式，

整合机构资源网络、实现就地养老的“虚拟养老院”模式等。 

3. 智慧养老服务的结构生态 

3.1. 智慧养老资源的类型 

不同养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是影响社会养老资源多样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从养老供给和需求的

层面去探析。智慧养老服务的资源划分与传统的养老资源并无本质性的差异，是在传统养老的基础上添

加了“智慧因素”。因此对于智慧养老的资源类别的讨论可以通过学者对养老资源的划分中得以了解：

穆光宗根据不同的养老需求层次，将养老资源划分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23]。何迎

朝从养老技术供给的角度上提出，智慧居家养老技术应该包含智慧居家安全技术、智慧居家照料技术、

智慧医疗保健技术、智慧心理慰藉技术[23]。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当前学界在探讨

养老模式中使用的最频繁的是基于养老服务传递场所的划分标准，即我国的养老资源主要包括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机构养老[24]。无论是哪种养老服务模式，其服务的供需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因此本文所要讨

论的“智慧养老”，并非是在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养老”或者“居家养老”的二选一，而是基于居家养

老，社区对其提供养老资源的一种混合智慧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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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供给主体的类型与定位 

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主要包含了政府、社区和社会力量。政府作为提供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的

主体，在现实运行情况下，各地对于智慧养老服务的运营非常依赖政府[25]，社区作为供给资源的主要场

所，借助平台集中配置社区内部的各种碎片化的服务设施和社会中具有多样性、专业化的养老资源，为

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生活服务和管理支持，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老年人的个性化智能交互[26]，从而最大

限度地扩大社区生活照料服务的覆盖范围。社会力量是推动我国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化

的供应商以及公益组织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源，在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智慧养老

结构中，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家庭成员更多是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智慧养老服务相较传统的养

老服务模式供给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大大减轻了家庭成员的照料负担。 

3.3. 供给对象的类型与需求 

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对象是老年人群体，对老年群体做出合理区分，是分析和研究不同类型老

年群体养老需求的前提，进而能够实现精准化的资源供给。通过梳理文献学者们目前主要从年龄、资产、

支付能力、身体状况等几个方面对供给对象进行归类区分。按照年龄划分，老人主要包括低龄老年人、

中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杨燕绥等从一个新视野出发，通过对老人的养老金、房产和其他金融资产进

行估值，划分为贫困老人、低收入老人、中收入老人、高收入老人和高净值老人[27]。基于支付能力大小

细化老人群体类型可以帮助供给主体针对服务对象提供不同的服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有

学者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在对老年用户智慧养老服务需求研究过程中，从身体状况出发，把老人群体

分为身体可以自理的普通老年人和五类老年人(包括空巢、独居、失能、半失能、低收入)。可以看出，学

者已经对老人群体开始了更加细致的研究，这是基于新形势下的养老服务发展变化的准确把握，只有精

准的对老人群体的类型划分，未来才能提供有质量、个性化的智慧养老服务。 
在智慧养老不断实践与发展中，除了出现老年群体的细化分层的变化，对于老人的需求也有了进一

步的研究。在理论的研究视角下，白维军结合角色理论、社会构建理论，阐释分析了老年人需要个性化、

差异化的养老服务的缘由，即老人有不同的性格和境遇，受到生活境遇和社会认知的影响，因此在养老

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需求特征[28]。从现实层面上来谈，随着我国少子化家庭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冲击，侵蚀

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基础[3]，导致传统家庭养老的动力不足，老人在家庭养老中的身心健康尤其在精神慰

藉上缺乏有效关注。另外，社会经济的不断繁荣，人们的需求逐渐从生理性需求转向发展性需求，而老

年人同样如此，已经不限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29]，对晚年生活有着多元化的需求，例如生活照料、家

政服务、医疗护理、康复保健、文化娱乐、精神慰藉和临终关怀等方面[30]。对智慧养老的需求主要是指

老年人对于信息技术应用与养老服务的需求。Demiris 通过试点调查老年人安装智能家居的需求与期望，

发现大部分老年人对智能设备的整体使用呈现出乐观的态度[31]。胡海波等人认为大部分老年人对养老需

求尤其是基础服务的需求强烈[32]，但也存在老人对智慧养老产品使用少，了解程度低的困境[33]。总之，

根据研究发现，目前大部分老人对于智慧养老服务持有积极态度，但是在深度使用及费用支付意愿上仍

有一定的挑战。 

4. 智慧养老服务供需结构矛盾分析 

智慧养老服务需求增长与供给总量不足以及智慧养老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不平衡，是智慧养老当前

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4.1. 智慧养老服务需求增长与供给总量不足 

在当前的利好政策下，智慧养老得到快速发展，无论是在体系建设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了一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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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但其在现实需求和服务供给之间依旧存在传统养老服务尚未解决的问题[34]。学者主要从社会和老年

人方面进行需求方面的分析。对社会来说，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服务数量与质量的要求在提高，这与

有限养老资源不相匹配[35]。对老年人来说，受需求主体的年龄、文化、健康状况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不

同的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的需求有所不同，智慧养老在技术上还达不到这些需求，缺失对刚需以及痛点的

针对性[5]，老年人在养老服务中的健康需求、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层面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在服务供给层面，学者主要从政府、社区和养老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政府对智慧养老服务提供相

关政策和资金支持[36]，尽管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规政策，增大了服务规模和对相关项目的资金支持。但

就目前状况来看，现有的政策还未形成支撑智慧养老发展的体系，无法有效解决智慧养老在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所提供的智慧养老项目水平还较低[37]。社区和养老机构是供给终端，而智慧化水平不足导

致服务供给的依赖，服务供给没有充分考虑到供给是否有效传递给了需求者，提供的服务是否真正满足

老年人的需要[38]。再加上老年人在养老需求表达上的粗略，导致智慧养老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并不适配，

凸显智慧养老服务在现实服务中的实际需求与服务供给的脱节[39]，同时暴露了智慧养老服务还没有切实

地解决以服务需求者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的难题，供给与需求仍旧存在错位现象。 

4.2. 智慧养老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不平衡 

服务需求者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是衡量智慧养老满意度的要素之一[40]。目前，智慧

养老服务需求的普遍性与其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首先体现在智慧养老服务的有偿供给和需求增

长之间的矛盾[5]。智慧养老服务还处于发展阶段，服务还不够全面和成熟，还很不能覆盖老年人所有的

养老需求，使得许多老年人对现有的智慧养老服务存在一定的不满足。同时，我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

的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对养老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资金的保障

问题成为当务之急。由于部分老人的经济状况不佳，国家能给予的补贴是有限的，并不足以支付智慧养

老提供的服务，因此，很多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其次就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专业性之间的矛盾[41]。目前很多从业者缺少专业素质，未接受

过系统专业的技能培训专业知识不足，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顾与家政服务。养老服务工作复杂繁琐，

很多从业人员的专业性达不到要求，会导致服务不到位的情况，工作量远远大于从业者数量，一人身兼

数职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都会影响专业素质的提高以及总体服务水平的提高。 
最后是智慧养老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在匹配时出现的结构性失衡[42]也就是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现有的智慧养老服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服务需求者希望匹配更多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也更加注重

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但目前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较为低端，供给侧无法提供相对应的服务，缺少根据需求

变化及时调整供给的灵活性[43]，所以智慧养老要关注供给侧的结构性变化，也要深入对需求侧的变革，

缓解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让智慧养老突破信息技术的时空界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抓住供给侧和需求

侧的矛盾进行改革[44]，为现有的智慧养老服务提供更好的发展路径和方向。 

5. 智慧养老服务的未来发展向度 

现有研究从前瞻性的视角，指出未来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应当集中推进智慧养老服务制度体系

的建设、形成多元协同的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规范智慧养老服务的运行机制等方面，推进智慧养老

服务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5.1. 推进智慧养老服务制度建设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化生态服务综合体，系统内部的组成要素关联多个方面[45]。
因此，在设计顶层制度体系时，政府既要统筹不断加强顶层制度规划，又要考虑到国家总体规划以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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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制度在地方实施的可行性[46]，做到上下政策的衔接和系统性，并且兼顾与传统养老模式的互补和协

调，不断探索信息技术与现有服务相融合的发展助力智慧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47]。同时还要制定智慧

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准，在建设环节中提供量化可参考的标准[48]。以制度供给的角度制定智慧养老服

务的运营计划和战略目标，配合相关配套扶持政策，规范服务的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智慧养老科学发展

[49]。 

5.2. 形成智慧养老服务多元供给 

当前我国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供给对象的多元需求，但是梳理文献发

现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仍存在资源碎片化、资源供给效率低下的困境。有学者提出要形成多元协同的智慧

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来促进智慧养老服务未来的高质量发展[50]。基于现实状况，不难看出过于单一的供

给主体是很难维系智慧养老服务的资源供给。相对比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产品，市场运作下的私营

企业更能弥补前者的缺陷[51]。在活力充足、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会更有自觉去提供有高质量的服务

和产品。因此，在发展智慧养老中要充分挖掘、利用尚未被开发的资源。通过吸纳社会中各种养老的资

源，包括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私人企业等，实现智慧养老各供给主体联动，进而增加智慧

养老服务供给数量，提高供给的效率和质量[52]。营造社会化的养老服务环境，增强养老服务体系的协同

性。要激发其他主体参与智慧养老服务领域的积极性，引导市场激发应有的活力。利用市场主体的创新

意识，提高养老行业多样性，使得更好惠及老年群体[53]。 

5.3. 规范智慧养老服务运行机制 

智慧养老未来更好的发展离不开规范灵活的运行机制的保障，关于智慧养运行机制的研究，目前学

者们主要从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协商机制、市场准入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决策机制

上均衡供需双方的利益需求，保障智慧养老服务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54]。沟通机制上充分发挥部门之间

的联动效应，对智慧养老服务在建设时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沟通解决，降低协商成本[55]。监督机制上定

期对开展的智慧养老服务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促进相关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56]。市场准入机制上制定

智慧养老运营商引入管理实施方案，提高市场对智慧养老服务的认知，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57]。人才培

养机制上依托高校资源，对专业技术人才和服务人才进行系统的培养，提高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服

务技能，也加大对服务队伍的建设[58]。 

6. 结语与述评 

通过梳理“智慧养老服务”的学术文献(2007~2022)，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形成了智慧养老的结构生态、

供需结构矛盾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路等核心议题。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涵盖了智慧养老服务研究的基础理

论问题，已经具有该领域研究的问题框架，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了。但是，现有研究还存在薄

弱方面。一是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单薄。在智慧养老服务研究的现有文献中，使用了理论并作为分

析基础的文献较为有限，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研究的还不够丰富，大多是基于一些数据访谈资料展

开表层的描述性或探索性研究，这类的研究能够清晰的分析当前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为后续研究

指出方向，但难以解释深层机制。另外，在回顾基于理论的文献中，大多理论基础缺乏多样性，未来需

要发现更多如积极老化等老年人相关理论，提升智慧养老研究中的创新性、理论多样性。 
二是整体研究缺乏系统化。很多学者都尝试通过不同的维度去探究养老模式，形成种类纷繁复杂的

模式体系，尽管广受关注但整体研究处于分散化状态，从技术、政策、服务体系、模式应用等多维度进

行研究，尚未系统化。另外，缺乏对社区智慧养老典型模式的总结与推广，目前社区智慧养老还只是停

留在各地方独立探索发展阶段，学术成果仅是对某一地区的局部实践研究或是学理性论证，无法将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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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系统化并全面推广。 
三是研究内容不够全面。国外一些城市有着深厚的网络信息技术基础，其老人的经济水平和受教育

程度较高，再加上政府对有关智能设备的开发和推广较早，老人对于使用智慧养老产品的态度是积极正

面的，可以说国外的老人通过互联网或者各种智能可穿戴式设备甚至机器人来获取养老服务是比较常见。

但是目前国外对与智慧养老的相关研究都是侧重技术层面，集中研究如何开发更多适老化的设备，尤其

是前沿技术在智慧养老产品设计与研发中的作用，这已经不在社会保障本身研究的领域，但是这些研究

对于我国开发和设计硬件产品提供了思路。 
四是我国在对智慧养老产品和技术的使用缺少跟踪性的研究。由于智慧养老的供给产品或服务所产

生的效果是持续的，需要长时间的使用才会显现，因此在这方面应当需要完善和补充。在整体的系统框

架上，国内学者在对与智慧养老的研究倾向于智慧养老的概念界定以及未来智慧养老应当如何发展，但

是对于在现实实践里智慧技术是怎样助力养老服务、智慧化养老产生的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还是存在一定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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