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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智慧居家养老研究

林富成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随着中国养老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在“互联网＋”背景下，基于互联网

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结合中国传统，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智慧居家养老模式，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关键。 本文分析这一

模式在中国发展的现状，探究这一新模式在发展和推广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深层原因，并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智慧居家养

老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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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中国养老服务面临严峻的形势和挑战，
截止 ２０１８ 年年底，中国 ６０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

了 ２．４９ 亿，占人口比重 １７．９％左右。 目前，传统的

居家养老模式在当下的中国已经行不通了，中国养

老服务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将“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与养老服务相融合，创新提出智慧居家养

老模式，即已成为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有效解决方

案。 对此拟展开研究论述如下。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对养老服务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智慧

养老，主要有 ２ 个视角。 这里给出阐释分述如下。
（１）从打造智能产品的视角。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５）

探讨了美国弗吉利亚州的远程的“医疗服务”这一

智能网络产品。 Ｙａｎｇ（２０１３）探讨了英国智慧养老

中智能机器人的作用。
（２）智慧养老模式的视角。 国外普遍强调运用

新技术打造可持续社区。 美国的智慧养老以技术为

导向，建立社区自治模式；日本多为混合治理模式，

注重智慧应用；新加坡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注重全民参与。

国外对智慧养老的研究聚焦于养老模式和智慧

产品两个方面，对中国创新智慧养老模式有着积极

的借鉴作用。
１．２　 国内居家养老研究综述

笔者以居家养老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文

献，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分析相关文献得到图 １，并统计

高频关键词后可得结果见表 １。

图 １　 关键词聚类

Ｆｉｇ． 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表 １　 居家养老研究高频关键词列表

Ｔａｂ． １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ｌｉｓｔ ｉｎ ｈｏｍｅ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年段 年份 关键词 中介中心性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２０００ 家庭养老 ０．１９

２０００ 养老模式 ０．０９

２００１ 人口老龄化 ０．１３

２００６ 机构养老 ０．１９

２００８ 社区养老 ０．２６

２００８ 养老服务 ０．２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２０１０ 政府 ０．０３

２０１０ 空巢老人 ０．０１

２０１２ 影响因素 ０．１６

２０１３ 养老院 ０．０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２０１５ 医养结合 ０．１７

２０１６ 智慧养老 ０．０１

２０１６ 互联网＋ ０．０１

２０１７ 养老意愿 ０．０５

２０１９ 社区护理 ０．０２

　 　 分析图 １ 和表 １，国内居家养老研究可分为 ３
个阶段，对此可做分析表述如下。

（１）第一阶段：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国内智慧居家养老

注重养老模式的研究。 高频词有社区养老、养老服

务、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等，若中介中心性值大于

０．１，则说明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这四个高频词中

介中心性值分别为 ０．２６、０．２５、０．１９ 和 ０．１９，是研究

的热点和视角。 翟德华等人（２００５）、刘晶（２００５）和
阎安（２００７）以社区养老视角探究居家养老；于潇

（２００１）、王晓瑞（２００８）和吴谅谅等人（２００１）从机构

养老的视角进行了研究。
（２）第二阶段：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以养老服务中各个

要素的视角进行研究。 高频词为影响因素，其中介

中心性值为 ０．１６，表明研究热点是养老服务的影响

因素，其中政府、养老院和空巢老人的中介中心性值

分别为 ０．０３、０．０３ 和 ０．０１，表明这三者是重要的影响

因素。 罗楠等人（２０１２）、祁峰（２０１０）和张旭升等人

（２０１０）研究了政府等因素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
（３）第三阶段：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这一阶段主要探讨

了智慧养老。 高频词集中于医养结合、互联网＋、智
慧养老和社区护理。 其中，医养结合的中介中心性

值为 ０．１７，是当前国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易婧等

人（２０１８）、盖钊冰（２０１８）和刘冰（２０１８）探讨了医养

结合的困境和发展；刘建兵（２０１５）和潘琳（２０１８）从
智慧居家养老的视角来探讨新时代养老问题。

中国居家养老研究的视角多元，智慧居家养老

研究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对其发展产生的问题的

内在原因和优化路径研究较少。 本文立足现状，分
析困境的内在原因，寻求解决困境最具有效果的优

化路径。
２　 中国智慧居家养老的发展现状及困境

应对当前养老服务的挑战，智慧居家养老模式

结合信息革命的时代潮流，对传统居家养老模式进

行创新性发展。 在推进智慧居家养老模式的进程

中，已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

足。
２．１　 中国智慧居家养老的成效

智慧居家养老在制度层面上有了一定建树，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

划》力图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全社会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大格局。 智慧居家养老平台的构

建取得进展，各地试点充分结合当地实际，积极开发

养老服务平台，目前中国较为完善的平台有一键通

服务平台、家庭服务平台、医疗保健平台和紧急求助

平台。 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内容更加多元化，相比传

统的居家养老，该模式在养老服务上不仅更加高效，
也更具有个性化和多元化。
２．２　 中国智慧居家养老的发展瓶颈

智慧居家养老地区发展不均衡。 中国智慧居家

养老地区发展目前呈现三级台阶差异状态，东部地

区智慧居家养老的设施和机构覆盖面明显多于中西

部地区，资源的错配和浪费情况屡见不鲜；智慧居家

养老产业链发展畸形，政府对养老产业链缺乏具体

的统筹规划，目前国内鲜有完善的智慧平台和卓有

成效的智慧产品，养老产业链迟迟不能发展起来；智
慧居家养老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智慧居家养老模

式在各个试点的施行，未能推出规范统一的技术标

准和技术指标，不能将各个地方的改革成果有效地

结合起来，不利于该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智

慧居家养老服务尚未达到预期效果，智慧居家养老

模式由于体系建设不完善、智慧产品操作复杂、服务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多方因素，尚未达到这一模式

的预期效果。
３　 智慧居家养老困境的机理分析

３．１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不均衡，服务供给

上东部多于西部，城市多于农村，很大程度上是由地

区经济状况决定的。 智慧居家养老作为新时期养老

模式的创新，试点也往往是在经济较好的地区进行，
进而推行至全国，地区经济条件决定了这一模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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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优势地区获得优先发展。
３．２　 顶层设计存在不足

智慧居家养老的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政
府对智慧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更多的是在政策层面

上给予引导，对于这一模式下的产业链尚未出台具

体的规划，对社会组织和相关产业扶持力度也有待

增强，没有完善的机制作为指导，产业链的建立和发

展受到极大的束缚。
３．３　 智慧居家养老平台构建的不足

中国智慧居家养老平台构建零碎，各试点结合

当地的情况建立平台，在全国范围来看，未能整合试

点平台建设来搭建一个全国性的服务平台。 同时，
平台的构建是养老服务体系组成的重要部分，目前

国内的平台构建缺乏养老服务质量的评估机制，同
时在养老服务质量的监督上也还未做考虑。
３．４　 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低和复合型人才的缺乏

智慧居家养老模式是以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为支撑的，信息技术既是这一模式的核心，也是

基础。 老年人对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较低，互联网

的普及率低，导致这一模式的多元化的服务无法达

到预期效果。 养老服务的内容不仅包括日常照料，
也包括精神慰藉，要求提供服务的人员具有相关的

医疗、护理类知识，同时也要懂得互联网技术和智慧

产品的使用方法，复合型人才的缺乏，则使得在一次

服务中难以充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３．５　 智慧产品操作复杂

智慧产品作为智慧居家养老的手段，目前国内

对居家养老的智慧产品创新较少，智慧手环、一键式

按钮等智慧产品还未能普及，品种也比较少，与此同

时，智慧产品的操作难度系数较大，老年人接受能力

较差，难以真正发挥智慧产品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
４　 优化智慧居家养老路径研究

在研究了目前中国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瓶

颈后，立足背后的原因分析，探讨智慧居家养老的优

化路径，是促进智慧居家养老的重要环节。
４．１　 重点扶持欠发达地区的养老服务

在兼顾发达地区和城镇养老服务建设的同时，
应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养老服务放在突出的位置，
把养老服务作为地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智

慧居家养老模式的推广和布局，加强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扶持当地的社会组织和企业，让欠发达地区的

居家养老服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４．２　 政府优化顶层设计，发挥引领作用

政府在智慧居家养老模式发展中要从“主导”

转变为“引领”，完善政策体系，协调各方主体，整合

各试点的成功经验，建立起规范的养老服务体系，同
时在规划和统筹养老服务体系的过程中，要着重落

实有效的绩效评价指标等内容，注重打造养老服务

的产业链，补贴社会组织和企业，让产业链成为优化

顶层设计的重要一环。
４．３　 构建和完善智慧居家养老平台

智慧居家养老平台的构建，要以老年人的需求

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依托。 以智慧养老数据库和

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核心。 首先要规划建设智

慧社区的基础数据库，整合养老服务的各方信息，包
括老年人的家庭信息和基础信息、社区养老服务的

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相关信息、养老服务的从业人员

信息以及周边医疗机构等。 进而打造智慧社区养老

服务平台，包括各个子系统如需求系统、操作系统、应
急呼叫系统、在线健康服务系统和服务反馈系统等。
４．４　 打造积极的“互联网＋”外部环境

老年人对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了解较少，接受

能力较差，政府要大力发展欠发达地区的信息技术，
联合社区和家庭，扩大专业的科普队伍，努力为老年

人普及互联网技术，大力宣传智慧居家养老模式，与
此同时也要耐心教授老年人使用智慧产品，打造一

个积极的“互联网＋”外部环境，在普及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同时，增进老年人对互联网技术的了解，进而

掌握对智慧产品的使用技能。
４．５　 创新智慧产品，培养复合型人才

目前国内智慧产品具有操作复杂的特点，企业

在研发智慧产品时，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
联合高校，研发多元化的智慧产品，简化操作流程。
智慧居家养老模式下的养老服务需要复合型人才，
在日常照料的同时也要兼顾精神层面的慰藉和智慧

产品的普及，要大力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可以联

合企业和高校，加强培训和学习，充分利用高校的资

源，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
５　 结束语

智慧居家养老是中国应对养老困境的创新性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也存在着

许多问题，目前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以“互联网

＋”背景为契机，整合养老资源，构建智慧居家养老服

务平台，在政府的引领下，充分发挥社区、企业和家庭

的作用，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构建智慧居家养老

服务系统，为老年人提供更加高效、更加多元、更加优

质的养老服务，促进中国养老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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