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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人文双维视角下智慧养老及其发展
董红亚

★

摘要 ： 智慧养老是指在大数据背景下 ，
以老年人的 需求为导向

，
通过人机互动

，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 ，

促进供需双方无缝对接
，
从而切实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的 综合服务系 统 。 从实践看 ，

这一概念尚未

形成共识
，
各类冠以智慧养老名义的 系统建设大多 靠地方创新 ， 直至 ２０ １ １ 年才开始有全 国性的整

体部署 。 技术万能的过高期望 、 科技和养老服务应有的人文冲突及老年人可能存在的技术代沟 ，
制

约 了智慧养老的发展速度。 深化发展智慧养老 ，
需要着眼人文和技术的双重属性 ，

发挥政府、 企业

和社会组织 的积极性 ， 探索产业推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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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智慧养老涵义研究评述

作为近年来时兴的名词 ， 智慧养老还没有形成为大家普遍认可的统一定义。 国外类似概念最早

由英国生命信托基金会提出
，
称为

“

智能居家养老
”

（ 刘玮等 ，
２０ １０

： ５ －８ ） 。 国内胡黎明 ２００７ 年

提出
“

数字化养老
”

； 马凤领 ２０ １ １ 年提出
“

科技养老
”

； 史云桐 ２０ １ ２ 年提出
“

网络养老
”

。
２０ １ ４

年前后 ，

“

智慧养老
”

受到学界关注 。 席恒等 （
２０ １４ ：１２－２０ ） 定义 ， 智慧养老是利用物联网 、 智

能云计算等技术 ， 实现各类传感器终端和计算机网络的无缝连接 ， 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类服务。 其间 ，

类似提法不断出现。 相对来说 ，

“

智能养老
” “

科技养老
”

等更倾向于科技层面 ； 数字化养老、

“

互

联网 ＋
”

，

４
‘

物联网 ＋
”

更倾向于网络层面 。 吴玉霞等 （ ２０ １ ６ ：５ ９－７６ ） 认为 ，

“

智慧养老
”

和
“

智

能养老
”

尽管只是
一

词之差 ， 但它是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养老方式的智能化 。 尽管上述概念强调的重

点 、 范围有所不同 ， 但在阐述现代科技在养老服务领域的运用是
一

致的 ， 因此可用
“

智慧养老
”
一

词统指 。 其中 ， 研究者因关注点或学术背景不同而各有侧重 。

有的重视平台的作用 。 张玉琼 （ ２０ １５：４８ －５７）指出 ， 智慧养老是通过物联网 、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

搭建起信息资源集聚的平台 ， 社会成员通过这
一

平台提供给需要养老服务的老年人以广泛支持 。 杨

静等 （ ２０ １５ ： ６０－６ １ ） 认为 ， 智慧养老是面向居家老人、 社区及养老机构的传感网系统与信息平台 ，

通过平台 ， 提供实时 、 便捷、 高效 、 低成本的 ， 物联化、 互联化、 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 高发群 （
２０ １ ８

： １０６
－

１ ０８ ） 认为 ， 这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 、 远程通信技术 、 互联网技术及无线通信技术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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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家互联、 社区物联网通信及信息平台化服

务 。 华中生等 （ ２０ １６ ：５３５ －５４５ ） 强调 ， 平台服

务模式是养老服务模式的主要创新方向 。 屈贞

（
２０ １ ６：

１ １ ８－ １ １２
） 梳理各种观点后指 出 ， 智慧

养老的核心在于将智能信息技术应用于养老服

务中 ， 通过智慧养老云平台 ， 实现人、 物 、 信

息及各类社会服务资源的广泛汇聚 、 互联互通

与精准管理 ， 解决老人个性化需求与多元服务

供给的快速对接问题 。 白玫、 朱庆华等 （ ２０ １７ ：

１０９
－

１ １７
） 强调 ， 这

一

平台是由物理资源层 、 虚

拟化环境 （ 包括虚拟化平台 、 虚拟化资源接口

层 ） 、 物理机集群 、 资源管理以及云安全体系 、

监控管理体系等组成 ， 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以

技术为特征面向信息整合的平台 ， 提供统
一

的

信息服务工具和数据接口
； 另

一

类是以市场为

特征面 向业务运营的平台 （ 郭骅等 ，

２０ １ ７
：
１ ２５ －

１３２ ） ， 既是综合性的信息聚合平台 ，
也是开放

式的能力共享平台 （ 屈芳等 ，
２０ １７ ： ５ １

－５ ７
）

。

有的强调和老年人的互动 。 左美云 （ ２０ １４ ：

４１ －４３
） 认为 ， 智慧养老包括两个方面 ：

一

方面

利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 ， 支持老年人的生活

服务和管理 ， 对涉老信息 自动监测 、 预警甚至

主动处置 ， 实现这些技术与老年人的友好、 自

主式 、 个性化智能交互 ，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另
一

方面利用好老年人的经验智慧 ， 使智慧科

技和智慧老人相得益彰 ， 目 的是使老年人过得

更幸福 ， 过得更有尊严 ， 过得更有价值 。

有的强调机器人的使用 。 陈殿生等 （ ２０ １ ３ ：

２－７ ） 将养老机器人分为生活服务 、 安全监护 、

医疗保健、 学习交流四大类
，
提出要根据老年

人的不同需求进行匹配 。 刘玉雪（ ２０ １４ ：８ ８）强调 ，

可由机器人对老人进行安全健康检测及救护 ，

老人身上配备定位 、 跌倒传感器和生理参数检

测节点 ， 当老人发生意外情况时 ， 传感器进行

识别并发出警报 ， 方便家庭和工作人员进行远

程操作及救助 。 孙梦楚 、 高焕莎等 （ ２０ １６ ：３ ６－３８ ）

认为 ， 要加快生活服务类机器人使用 ， 这类集

多功能护理床位 、 大小便处理装置、 智能电动

轮椅
一

体化的机器人 ， 不仅可给老人提供护理

床位的抬背 、 屈腿功能 ， 还能进行床椅 自动互

换 、 分离 、 对接 ， 轻松解决卧床老人的如厕

问题 。

有的突出服务的落地 。 郑世宝 （
２０ １４

：
２４－

２７ ） 强调 ， 智慧养老的 目 的是
“

开展综合性 、

线上线下 、
医养融合、 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

”

朱勇 （ ２０ １４：９２） 认为 ， 这是利用物联网技术 ，

整合智能感知技术 、 识别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

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类传感器和计算机网络的完

整联接 ， 让老年人 日常生活能被子女等远程查

看 。 朱海龙 （ ２０ １ ６ ：６８－７ ３ ） 说 ， 智慧养老的核

心是以老年人群体性需求为导向 ， 通过整合先

进的管理和信息技术 ，
调动各种养老资源 ， 协

调各类养老相关方的行动 ，从而系统化 、智慧化 、

人性化地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

在白玫等 （
２〇 １６ ：６３－６５ ） 看来 ， 是着眼满足老

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
运用计算机网络、 物联

网等现代科技 ，
通过各类传感器 ， 将各方紧密

联系起来 ，致力于为老年人打造更加健康舒适、

安全便捷环境的新型现代养老服务模式 。

有 的 强调 大数据 的 介入 。 黄 勇 （ ２０１ ６ ：

４６ ） 认为 ， 智慧养老要经大数据的充分挖掘 ，

才能进行养老服务提供 、 养老服务支撑 、 养老

服务分析 。 李莉 、 于裹懿等 （ ２０ １ ７：６－８） 认为 ，

只有建立以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智能化为基础的

综合养老数据库和监控中心 ， 才能有效整合老

人的需求 ， 并以此为基础 ， 预测老人的未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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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芳、 郭骅 （
２０ １ ７ ：５ １

－

５７）将智慧养老放在
“

物

联网 ＋ 大数据
”

背景下进行讨论 ， 认为通过挖

掘分析和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产生新的数

据价值 。

综合上述 ， 研究者尽管强调的重点不同 ，

但均围绕物联网 、 云计算 、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来实现对老人 日 常生活 以及健康的监护 ，
从生

理和心理层面满足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赵英等 ，

２０ １７
：

１ ０７－ １ １７
） ， 包含了

一

些基本要素和共识 ，

一是信息技术的应用 ， 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 、

物联网 、 移动计算等技术 ；
二是联通对接 ， 利

用现代技术手段 ， 实现以老人为中心 的需求和

供给的衔接 ； 彐是大数据技术支持 ， 有了大数

据 ， 人们才能低成本或零成本进行全息式的纵

向历史比对和横向现实比对 ， 实现全面感知 、

收集 、 分析、 共享
；
四是老年服务 ， 应用现代

信息技术的 目的是解决老年人多元的服务需求 ，

包括生活照护 、 助医服务 、 情感慰藉等 。

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 因为要和老年人的

服务相结合 ， 智慧养老具有其他技术所不突出

的
“

温度
”

，
需要更多的线下支持 ，

需要更多

的人文关怀 ， 而这
一

特质还远未被论者所挖

掘 。 因此 ， 定义和发展智慧养老 ， 要有人文和

科技的双重视角 。 笔者认为
，
所谓智 慧养老

，

就是要在大数据背景下 ，
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

向 ，
通过人机互动 ， 广泛运用现代科技 ， 整合

线上线下资源 ， 促进供需双方无缝对接 ， 解决

服务过程中供需不对称、 供给不及时 、 个性化

不足等问题 ， 从而切实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的

综合服务系统 。

二、 我国智慧养老发展历程和特点

从实践层面看 ， 我国智慧养老发展历史比

较短暂 ， 源于上世纪 ９０ 年代的信息化 ， 至今大

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

一是自 主探索和碎片化发展阶段 （ ２０ １ １ 年

前 ） 。 这一阶段 ， 主要以市县为单位 ， 在养老

机构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各 自展开 ， 没有

统
一

标准 。 早期主要是少数管理较好的养老机

构 自发开展的信息化建设。 其后 ， 不少地方依

托社区信息化等进行居家养老服务嫁接 ， 力图

利用相关技术打破固有的时间和空间束缚 ， 为

老年人提供高质量 、 高享受的养老服务 （ 刘玮

等 ，
２０ １０ ： ５－８ ） 。 在上海 ， 被称为社区智慧养

老
；
在苏州沧浪区被称为

“

虚拟养老院
”

， 即

在社区内使用信息技术 ， 让老年人所需服务直

接到家 。 浙江省则利用宁波的
“

８ １ ８９０
”

、 嘉兴

的
“

９６３４５
”

等公共便民服务平台 ， 对老年人服

务需求和养老服务供应商进行嫁接 。

二是 统一部署 和试点启 动 阶段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６ 年 ） 。 ２０ １ １ 年
， 国务院在 《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规划 （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５ 年 ） 》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１ 〕 ６０ 号 ） 中
，
要求

“

按照统筹规划 、 实用

高效的原则 ，
采取便民信息网 、 热线电话、 爱

心门铃、 健康档案 、 服务手册、 社区呼叫系统、

有线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 ，
构建社区养老服务

信息网络和服务平台 ， 发挥社区综合性信息网

络平台 的作用 ， 为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便捷高

效的服务
”

。 全国老龄办等开展了中西部居家

养老服务系统建设示范 。 ２０ １ ２ 年 ， 国家科技部

制发 《服务机器人科技发展
“

十二五
”

专项规

划 》 ， 要求重点开发辅助高龄老人与残障人服

务机器人。 ２０ １ ３年 ， 国务院下发 《关于加快发

９２ ／ 社会政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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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 （ 国发 〔
２０ １３

〕
３５号 ）

明确 ，

“

发展居家网络信息服务 。
地方政府要

支持企业和机构运用互联网 、 物联网等技术手

段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 ，发展老年电子商务 ，

建设居家服务网络平台 ， 提供紧急呼叫 、 家政

预约 、 健康咨询 、 物品代购 、 服务缴费等适合

老年人的服务项 目 。

”

当年 ， 全国老龄委成立

“

全国智能化养老专家委员会
”

， 研究发展我

国智慧养老服务事业与产业。 ２０ １４ 年 ， 国家发

展改革委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民政部等下发 《关

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 》 （发

改高技 〔 ２０ １ ４ 〕 ４６ 号 ） 、 《关于开展养老服务

和社区服务信息惠民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 》 （ 民

函 〔 ２０ １４ 〕 ３２５ 号 ） ， 确定 ２００ 家养老机构 、

４５０个社区为养老服务和社区服务信息惠民ｎ！

程试点单位 ， 要求通过试点 ， 使
“

资源共享 、

协同服务 、 便民利民 、 安全可控
”

的社区服务

信息化发展格局更加完善 ， 社区公共服务 、 志

愿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衔接配套的社区服务信

息化体系更加健全 。
２０ １５ 年 ，

“

互联网 ＋
”

写

人政府工作报告 ， 国务院下发《关于积极推进
“

互

联网 ＋
”

行动的指导意见 》 （ 国发 〔
２０ １５

〕
４０号 ） ，

“

互联网 ＋ 养老
”

等概念迅速流行。 国家发展

改革委 、 民政部 、 商务部 、 卫计委等都下文要

求运用互联网 、 物联网等技术手段 ，

“

促进智

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

； 强调融人
“

互联网 ＋
”

行动 ， 创新发展养老服务业 ， 将信息技术 、 互

联网思维 、 人工智能与居家养老服务机制建设

相结合 ， 积极开发信息开放平台 、 可穿戴设备

等养老产品 ， 提供人性化的 、 髙效的智能养老

服务 。 全国老龄办在全 国推进
“

智能化养老试

验基地
”

建设 ， 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养老和全

国老龄智能科技产业园 ； 出 台 《全国智能化养

老实验基地规划建设的基本要求 》 和 《全国智

能化养老实验基地智能化系统技术导则 》 。 这

些政策措施说明
，
智慧养老开始上升到 国家战

略层面 ，研发和应用步伐不断加快 。特别是北京 、

上海 、 河北、 浙江、 江苏等地 ， 利用
“

智慧城市
”

建设形成的网络 ， 强力推进
“

互联网 ＋养老
”

，

强化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 黑龙江省还制定了
“

互

联网 ＋养老
”

行动计划 。

三 是 强力 推 进和 专 业发 展 阶段 （ ２０ １７

年＿ ） 。 ２０ １７ 年 ３ 月 ， 国务院印发 《

“

十三五
”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 》

（ 国发 〔 ２０Ｈ 〕 １ ３ 号 ） ， 明确要求
“

实施
‘

互

联网 ＋
’

养老工程。 支持社区 、 养老服务机构 、

社会组织和企业利用物联网 、 移动互联网和云

计算 、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 开发应用智能终

端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智慧平台 、 信息系统 、

ＡＰＰ应用 、 微信公众号等 ， 重点拓展远程提醒

和控制 、 自动报警和处置、 动态监测和记录等

功能
，
规范数据接 口

， 建设虚拟养老院 。

”

工

业和信息化部 、 民政部 、 国家卫计委联合印发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
２０ １７－２０２０

年 ） 》 （ 工信部联电子 〔
２０ １７

〕
２５ 号 ） ， 强调

要利用物联网 、 云计算 、 大数据、 智能硬件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品 ， 实现个人、 家庭、 社区、

机构与健康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 ，

推动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级 ， 提升健康养老

服务质量效率水平 。 到 ２０２０ 年 ， 基本形成覆

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体系 ， 建立

１００个以上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基地 ， 培育

１００家以上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行业领军企业 ，

制定 ５ ０项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标准 ， 打造

一

批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品牌 ；
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质量效率显著提升 。 其后 ， 三个部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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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下发文件 ， 在全国择定 ５３ 家企业、 ８２个街

道乡镇、 １９ 个县为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单位 。 此

外 ， 从 ２０ １７ 年 ５ 月 开始 ， 民政部启用全国养老

机构业务管理系统 ， 开始养老机构第
一轮信息

采集录人工作 。 可以说 ， 目前智慧养老步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 ， 特别是把健康和养老服务结合

起来 ， 趋向专业化〇

智慧养老短暂的发展历程 ， 呈现出 以下四

个特点 ？

？

一是地方创新 。 智慧养老一开始出现就是

地方创新的产物 ， 即便 ２０ １ １ 年国家作出部署后 ，

也以地方试点为主 。 这其中
，
既有纳人整体的

智慧城市建设的
，
也有直接以养老服务名 目 出

现的 ， 如乌镇的椿熙堂居家养老服务系统 ， 就

是中科院物联网研发中心专门开发的项 目 ；
既

有平台型的
，
如上海综合为老服务平台 、 长沙

韶山路社区的
“

康乃馨智慧养老
”

综合服务平

台
， 也有直线型的 ，

如北京通
——养老助残卡

以及相应的
“

北京通 ｅ个人
”

ＡＰＰ
，
把老年人

居住地周边的养老服务支付和政府补贴接在一

张 １Ｃ卡上； 既有居家方面的 ， 如常熟市的
“

ＣＣＨＣ

持续照料社区
”

模式
？

， 也有养老机构的信息

化管理 。 这些特色鲜明的典型案例 ， 为全面启

动智慧养老提供了有益经验。

二是事件推动 。 地方政府之所以对智慧养

老感兴趣 ，

一

开始主要想解决老年人的紧急救

护问题 。 有的地方独居老人因救护不及时造成

死亡多 日而没有发现 ， 引发社会热议 ， 政府部

门备受压力 ， 因此想引入定位系统以解决此类

突发事件 ， 避免惨剧发生 。 以故最早的智慧养

老大多以社区为单位 ， 称为
“
一

键通
”“

平安

钟
”“

守护 ３６５

”

等名字 。 社区居家养老信息

平台建成后 ， 应用项 目才得以逐步拓展。

三是迭代经常 。 特别明显的是智能产品 。

起初是固定式产品 ，
安装在卧室 、 卫生间 ，

对

老人易发风险进行监控 ；
接着是移动式产品 ，

如各类定位设施、 智能手机等 ， 对老人进行生

理监测 ； 然后是穿戴式产品 ，
如智能手环 、 智

能手表等 ， 实时采集老人生理数据 。 目前 ， 又

开发出非接触式产品 、 无意识触摸式产品 ， 前

者利用声光电感应技术 ， 分析老年人的行为 ，

实现对老人的非接触式监护 ， 后者利用遍布在

床、 坐便器等的无线传感器 ， 分析和跟踪居家

老人的活动轨迹 ， 以便应对突发情况 。 上述产

品并非前后相继
，
因各地信息化发展差异而呈

现出非均衡特点 ， 其中 固定式产品已逐步退出

市场 。

四是政府普惠 。 到 目前为止 ， 智慧养老系

统及产品主要由政府出资 ，

一

般以城市为主 ，

普惠到所有老年人 ， 老人及其家庭较少主动购

买。 为促进使用 ，
多数地方还采取体验方式 ，

给予老人一定时间的亲情通话 ，
以便提髙智慧

养老系统及产品的使用率。

三、 智慧养老效果不及预期的原因探究

当前 ， 智慧养老总体发展效果还不理想 ，

推进较为迟缓 ， 还没有达到政府和社会预期 、

理论上描绘的效果 。 不少地方 ，
也包括

一

些试

① ＣＣＨＣ
， 即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ＣａｒｅＨｏｍｅ
－

ｂａｓ ｅｄ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的缩写 ，
称为持续照料社区模式 ，

是上海海
阳集 团在 自 己 实践以及总结借鉴国 内外居家养老模式的基础上 ，

提出 的一种养老模式 。 徐超、 钱平

雷主编的 《 ＣＣＨＣ 居家养老服务管理标准 １ ． ０ 》 ，

上海科技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出 版
， 对其进行了

具体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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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位 ， 建了智慧养老系统后 ， 处于闲置状态 ；

有的地方刚运营时热热闹闹 ， 其后就销声匿迹 ；

有的地方虽然在使用 ， 但用户少得可怜 ， 更有

甚者 ，
还靠运营商造假数据；

区域发展不平衡 ，

广大农村地区几乎还是空 白 ，

？ 不少企业因常年

亏本而不得不放弃 ， 另谋他途 。 由此 ， 造成了

政府部门 、 学界
“

热
”

而企业、 老年人及家庭
“

冷
”

的
“

两张皮
”

现象 ， 还不能实现学者们所描述

的使
“

养老服务由人工化向智能化 、 自动化的

转变 ， 使转型 中 国找到了养老服务避免转型人

道危机 ， 实现转型社会公平的希望
”

（谢贵旭 ，

２０ １４ ： ５０－５２ ） 。 可以说 ， 现有智慧养老大多是

用来展示的
“

盆景
”

， 要变成
“

风景
”

还有较

长的路要走 。 究其原因 ， 既有发展初期不可避

免的阶段性问题 ，也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 ，

这其中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技术的人文性问题。

（

一

） 实现路径不够清晰

尽管作了全国性部署 ，
各地也在行动 ， 但

智慧养老还是缺乏全国甚至全省统
一

规划 ， 缺

乏清晰的实现路径 （ 睢党臣 、 曹献雨 ，
２０ １ ８ ：

７４－８２
）

。 有的地方虽然也出 台了规划
，
但只是

象征性的提出要求 ， 没有明确具体的路径 。 落

实到建设时 ， 没有建起
一

个稳定全面的系统 ，

既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老年人需求服务勘察 ，
也

没有有效地整合智能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等

（
Ｈ ａｉ ｌｏｎｇ

Ｚｈｕ 等 ，
２０ １４ ） 。 这其中 ， 最核心的

是没有厘清政府和社会组织 、 企业的职责边界 ；

层级政府之间的责任 ； 政府和老人及家庭的责

任 。 政府包揽过多 ， 越位缺位并存 ， 较多地干

预了企业、 家庭的责任 。 有的地方对统一规划

的理解不深 ，

一讲统一就认为政府要 自上而下

进行统
一建设 。 政府部门或街道社区等缺乏专

业人员 ， 管理能力不足 。 建设任务告
一

段落后 ，

企业专业人员撤走 ， 接手项 目 的本单位人员不

能熟练运用 ， 或不能有效解决项 目运行过程中

出现的技术问题 ， 或数据输入、 更新
，
造成系

统的停滞 ，
乃至荒废 。

（
二

） 有关技术尚 需完善

总体上 ， 我国智慧养老各方面的研究还

都不太成熟 （ 赵英 ， 刘任烨等 ，

２０ １７
：
１０７－

１ １７
） ， 特别是与智慧养老相关的很多基础性

科学问题的研究仍然缺乏 （ 华 中生等 ，
２０１ ６ ：

５３５
－

５４５ ） 。 物联网 、 信息安全等相关技术还处

在萌芽期 ， 有的还是空白 。 至今包括质量管理、

风险预防 、 评估评价、 纠纷处理、 信息互联互

通等相关的标准化工作还处于空 白或者起步阶

段 （ 刘小静、 杨琪 ，
２０ １ ６ ：１ ３０

－

１ ３４ ） 。 在系统

终端 ， 智能产品种类少 ， 主要局限于智能家居

和智慧医疗领域 ， 局限于穿戴设备 ； 养老机器

人还主要用于娱乐 ， 使用不普及 。 不同省份的

智能养老产品差异很大 ， 就连同
一

省份不同地

区的差异也非常明显。 如合肥市在其运行中因

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内容 、 标准 、 运作方式

等方面各不兼容 ， 导致了信息资源不能共享 ，

服务资源无法相互利用 （ 黄佳豪 ，
２０ １５ ：５９

－

６２ ） 。 有的质量不够稳定 ， 有些终端检测存在

误差 ， 售后服务滞后 ； 有的产品 ， 老年人
一

用

就坏 ； 特别是用于紧急呼叫的产品 ， 虽然使用

频率很低 ， 但救命这样的关键时候坏一次 ， 却

是致命的 ， 影响极为恶劣 。

（
三

）
大数据支持不足

大数据所关注的是全部数据 ， 是概念和趋

势
， 是关联关系 ， 在此基础上解决分析问题、

改善问题、 解决问题 （ 毛新生 ，
２〇Ｗ ） 。 它将

背后的人与人、 信息与信息 、 信息与商品 、 人

与商品连接起来 ， 将人的需求同各种各样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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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为基础的东西连接起来 。 但是 ， 目前大数

据思维较为欠缺 。

一是缺乏统筹管理体制 。 有

关老年人的总体数据被分割在公安、 民政、 卫

生健康等政府部门 ； 有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供

需专业数据 ， 被分割在民政 、 有关企业 、 社会

组织各 自建立的业务系统中 ， 各 自独立运行 。

由此 ， 形成了一个个
“

数据孤岛
”

， 造成数据

隔阂 ， 影响对老年人需求的精准判断以及相应

的服务 。 二是数据收集缺乏技术支撑 。 现有技

术大多停留在单
一

的信息传递服务层面 ， 对老

人的群体化的信息掌握不足 （ 朱海龙 ，

２０ １ ６：

６８－７３ ） ，
也无法实施大数据的挖掘分析 。 三是

动态管理机制不健全。 已有分散在智慧养老系

统企业 、 养老机构 、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老年

人有关数据 ， 因登记时的粗疏 、 久不使用 、 老

人去世等 ， 缺乏应有的价值 。 同时 ，
以智慧养

老名义进行的试点 ， 由于运营时间短 ， 用户少 ，

老年人的数据积累不多 ， 还不能对老年人需求

进行深度挖掘 ， 形成有意义的数据 。

（
四

） 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代沟

现代信息技术以相应的文化程度为支撑 。

当前这代老年人文化水平整体不高 ， 农村中的

老年群体更低 。 有调查显示 ：
经常上网的老年

人所占比例仅为 ５ ．０％
， 其中城镇老年人为 ９ ． １％

（吴丽蓉 ， ２〇 １６ ） 。 ２〇 １３ 年 ， 耿永志等 （ ２〇ｎ

： １０９
－

１ １ ２ ）Ｘ才石家庄市的调研发现
，
有 ４７ ．７３％

的老年人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政府大力推广的社

区养老
“
一键通

”

呼叫服务 ， 大部分老年人对

网络和现代化手段感到陌生 ， 对相关养老服务

的知晓率和使用率都相当低 。 此外 ，
即使有一

定文化程度的老年人
，
随着年龄的增大 ， 对新

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在逐步减弱 ， 存在
“

陌生感
”

和
“

恐惧感
”

。 另
一

方面 ， 养老服务队伍特别

是护理员 队伍年龄偏大 、 文化层次偏低 ， 对现

代信息技术认知不全面 ， 或不能正确使用 。 正

如Ｇｒｅｇｏｒ
Ｐ

和Ａ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７ ：３９３－４００ ） 所

指出 的 ， 认知能力和背景知识的不足会造成人

与计算机存在交互的障碍 。 由此 ， 增加了智慧

养老的推进难度 ，制约了智慧养老效用的发挥 。

（
五

）
人文缺陷和伦理悖论的制约

一

是产品不符合老年人特点 。 开发企业、

应用企业对智慧养老产品如何符合老年人个性

特点研究不足 ， 产品设计缺少针对老年群体的

人性化处理 ，在使用时老年人因觉得很不方便 ，

就不使用或使用极少 ， 这直接影 响了使用频

率 。 二是可能引发法律问题。 老年人及家庭担

心信息安全 ， 在智慧养老系统 ， 老年人的基本

信息
，
包括地理位置、 家庭情况、 身体状况都

在系统中传递 ， 稍不注意 ， 就会带来安全隐患 。

护理员在照护时 ， 使用各种新技术或产品 ， 如

果发生意外 ， 由谁负责 ， 有无责任 ， 法律上也

没有明文规定 。 ：Ｈ是伦理悖论。 传统的居家养

老服务是由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完成的 ， 这里

面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人伦秩序 。 引人智慧养老

系统 ， 由技术替代子女等人力资源 ， 不仅老年

人感受不到照护的感情和温度 ， 而且从某种意

义上说 ， 实际上也代替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具有

伦理角色与责任的家庭成员的作用 ， 同时为一

些不负责任的子女不履行照护找到了借口 。

（
六 ） 商业模式尚 未形成

一方面 ， 是养老服务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

耿永志 、 王晓波 （
２０ １７

：
１０９

－

１ １２
） 指出 ，

互联

网技术的引人是否能够将养老服务业带人到
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 ， 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

般来讲 ， 只有当传统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 有

了一定数量的资本与经验积累 ， 才能为 向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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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迈进奠定基础 。 在养老服务业本身很

难盈利的情况下 ， 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正效益

能否弥补传统模式的亏损 ， 是新模式是否具有

吸引力和成长动力的根本所在 。 另一方面 ， 是

政府的过度
“

埋单
”

。 目前 ，
除智慧养老系统

由政府建设外 ， 绝大多数智能终端产品也由政

府购买 。 为了鼓励老年人使用手机 ， 大多数地

方还赠送一定时间的亲情通话 ， 结果应有的服

务功能难以发挥 。 这里既有老人不愿出钱的无

奈选择 ，
也从

一

个侧面说明智慧养老有不切合

老人需求的某种缺陷 。

四 、 着眼技术和人文双维视角的腿之路

深化发展智慧养老 ，
应该着眼老年人服务

需求 ， 紧扣智慧养老人文和技术的双重属性 ，

走综合推进之路 。

（

一

） 进
一

步明 确建设路径和技术标准

智慧养老系统性质复杂 ， 是事业产业的混

合物
，
落实到服务层面 ， 是具有排他性的非竞

争性产品 ， 属 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 （ 冯超然 ，

２０ １６ ：１ ８１
－

１ ８２） 。 因此 ，
政府负有建设管理责任 。

但这一职责 ，

一是有政企分工 。 政府重在顶层

设计、 制订技术规范 ， 企业负责研发 ， 提供具

体服务 。 二是有层级之分 。 国家层面建设全国

性管理服务系统 ， 确定技术标准 ，
地方层面负

责地方性管理系统的建设。 有主流观点认为 ，

信息系统建设要全国一盘棋 ， 建立全国统
一的

智慧养老云平台 。 这看起来有道理 ，
实际上问

题多多
，

一方面建设周期长 ， 另一方面是由于

老年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性 ， 养老服务落地

的要求很高 ， 所以并不科学 。 多年来 ， 不少人

总是强调地方建设的浪费 ， 却忽略了统
一

建设

的系统不实用 ， 那可能是更大的浪费 。 事实上
，

只要国家建立统一的智慧养老系统技术标准 ，

各地按此标准建设 ， 明确留下开放性接 口
， 就

能在条件成熟时 ， 实现由县级到市 、 到省 、 到

全国的连接 ，从而很快形成统一的全国性平台 。

这
一

统
一

的技术标准分为以下层次 ：

在养老服务方面 ， 要制定养老服务术语规

范 。 这是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 ，
也是智慧

养老的基础 ，是将来全国统一并网的技术要求 。

在层次结构方面 ，要拟定信息基础设施层标准、

信息数据资源层标准、 信息服务平台层标准、

信息应用系统接入标准 在项 目建设管理方面 ，

要确定相应规划 、 设计 、 建设、 运营 、 管理、

维护等制度性ｉ流程性的规范 ； 在技术支持方

面 ， 要明确网络通信、 信息安全、 物联和互联

等技术性标准和规范 ； 在项 目整体性方面 ， 确

定总体建设运营标准、 信息安全保障规范和标

准规范的评价体系 （ 白玫 ， 朱庆华 ，
２０ １６ ：６３ －

６５ ） 。 在管理体制方面 ， 要规定各省市县数字

号段 ， 以便识别和管理 。

（
二

） 加快发展大数据技术

只有大数据技术的支持 ， 智慧养老系统才

能有效发挥作用 。 国家层面 ， 要抓紧建设全国

统一的老年人信息数据库 。 目前 ， 这方面的工

作主要由全国老龄办组织的每十年一次的 １％

老年人抽样调查未完成 ， 及时性 、 有效性 、 精

确性相对欠缺 。 要从县级开始 ，
建立和公安部

门的比对系统 ， 做到动态更新 ， 确保老年人基

础数据的准确性 。 民政等国家有关部门应在对

老人服务需求系统化关注和研究的基础上实现

养老服务的框架化 （ 朱海龙 ，
２０ １６ ：６８－７３） ，

制订统
一

的信息数据传输 、 存储、 管理、 监控

等技术标准 ， 实现数据加工处理、 动态指标分

析 、 个性化推送 。 要运用各种算法 ， 或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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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训练生成预测模型 ， 分析大数据 ， 找

寻数据背后隐藏着的信息 ，
以形成全面的 ， 依

托于空间 、 以时间为序的实时性、 泛在性 、 智

能化的老龄信息感知 网络 （郭骅、 屈芳 ，
２０ １７

：

１２５
－

１ ３２
） 。 在经过识别 、 转换、 清洗 、 过滤和

分类集中后 ， 形成各类数据库 。

要重视大数据的收集工作 。 数据的收集在

市县
一

级 。 要建好并充分利用居家养老服务平

台和当地的养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 、 养老服务

网等 。 平台要支持海量规模的感知设备 、 各种

类型设备和通信网络的接入 ， 屏蔽各种复杂设

备接口和私有协议 ，完善设备数据的存储、转发 、

共享等功能 ， 实现物联网应用与终端的解耦合

（屈芳、 郭骅 ，
２〇 １７：１２５ ＿ １ ３２ ） 。 只有具备对

物联传感设备和物联传感信息进行全生命周期

管理的平台才能满足养老服务的需要 。

（
三

） 强化人文视角

养老服务
“

是一种基于人道、 人文和人权

的理念 ， 本着服务的宗 旨 ， 在国家与社会的支

持下实现共享共治的一种运行模式
”

（ 朱海龙
，

２０ １６ ： ６８
－７３

） ， 强化人文视角 ， 有利于提高智

慧养老技术的温度 。 要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 无

论技术多先进 ， 都不是万能的 ， 落实到
“

最后

一公里
”

，

一定需要人去完成 ， 需要和老人进

行人性的对话 。 对技术使用过程中带来的伦理

问题 ，要明确子女照护和技术照护的职责边界 ，

实现共赢效果 。 针对老年群体对网络环境存在

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的担忧这
一

智慧养老服务

普及的最大阻力 （ 张亚男 、 陈蔚蔚 ，
２０ １７ ：６４－

７１） ，针对智能设备应用开发存在的难以跨越
“

银

色数字鸿沟
”

（ 于潇 、 孙悦 ，
２０ １７：５８－６６ ） ，

除继续加强技术开发外 ， 要切实抓好科普 ， 通

过社会组织 ， 组织志愿服务人员或通过家属亲

朋 ， 开展人户宣传和指导 ， 或通过开办免费培

训班等方式 ，提升老年人运用科技产品的能力 。

（ 四 ） 探索产业发展机制

当前
， 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智慧养老的积

极性高涨 ，
已成为资本的投资热点 ， 迎来了发

展的黄金时期 （朱勇 ，
２０ １ ５ ）

？
。 因此 ， 政府

应着力发挥企业、 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 探索

产业发展机制 。

要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做好研发 ， 让产业

成为可能 。 传统的养老产业之所以难以发展 ，

主因是老年人有效需求不足 、 产品和服务流通

环节缺失 、 告知成本和传递成本高 ， 而智慧养

老正好能解决这些问题 ， 因而能够形成产业发

展路径 ， 实现产业化 。 要更加侧重技术和应用

功能研究 （赵英等 ，
２０ １７ 

：１０７－ １ １７ ） ，
提高各

类智能产品的便利性和人文性 ， 让老年人及其

家庭在使用时感受到产品温度 ， 从而形成购买

力 。 要利用
“

互联网 ＋
”

的信息共享、 先请求

后服务 、 多行业协同和高度市场化功能 ， 及大

数据的快速分析、 跨界挖掘 、 多维交叉和智慧

决策能力改造传统养老产业 ， 使资源配置精准

化、 市场化 ， 商业模式更灵活 、 更髙效 （ 姜琛

凯 ，
２０ １６：１０４

－

１ １３ ） 。 要总结推广已在研发和

应用的娱乐型 、 行动辅助型、 日 常照顾型、 情

绪调节型 、 伴侣型 、 按摩型等不同类型 、 不同

功能的养老机器人经验 ，支持使用可穿戴设备、

健康监测和管理等智能终端产品 ， 使另一端点

①朱 勇 ： 《 中 国 智 能养老发展报告 》 ，
人 民 网 ｈｔ ｔｐ ： ／／ｗｏｒｌｄ ．

ｐｅｏｐ
ｌｅ ． ｃｏｍ ．ｃｎ／ｎｌ ／２０ １ ７／ １ １０６／ｃ５７５０６

－

２９６２８４５ ８ ．ｈｔ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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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更加便捷智慧 。

要给予企业和社会组织政策扶持 ， 推动产

业形成 。 作为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 因前期投人

大 ，
还需要政府主导 ， 从税收减免 、 信贷优惠 、

财政补贴等方面 ， 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 对于

开发性能稳定 、 界面友好 ， 操作方便 ， 兼具
“

技

术高新化
”

和
“

操作傻瓜化
”

， 适合老年人应

用的科技产品与服务 ， 要予以倾斜。 要引导企

业加强软件的 日 常运行维护
， 不断提高和完善

智慧养老系统的兼容性 、 稳定性、 安全性 ， 解

决好老年人及其全社会关心的隐私保护问题 。

要倡导
“

用者付费
”

，
做大买方市场 。 政

府要增加养老服务支出 ， 聚集用于失能失智老

人照护所需。 高龄津贴、 养老服务补贴要补贴

到人 ， 但要明确
一

定比例的智慧养老方面的支

出 。 原有用于智慧养老建设的资金 ， 要按以奖

代补方式转向对智慧养老使用的补助 ， 即按老

人及家庭用于智慧养老资金的
一定比例进行奖

励
，
以培植市场

，
促进

“

用者付费
”

制度的建立 。

（
五

）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要采取措施 ， 解决我 国养老服务队伍特别

是护理队伍总体存在的文化程度偏低 、 年龄偏

大 ， 使用较高科技含量的智慧养老产品存在障

碍等问题 ，
从而在发展智慧养老中加强人文性。

一

是要抓好培养工作 。

一方面 ，
在普通高

校的信息管理专业中 ， 要增设养老服务与管理

有关内容 ， 提高信息系统研发时的适老性 ； 另

一

方面 ，大专院校开设的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 、

老年护理专业 ， 要增设智慧养老课程 ， 让学生

熟练掌握智慧养老系统的使用和管理。

二是要抓好培训工作 。 养老服务管护人员

的培训 ，要增加智慧养老系统管理使用的内容 ，

使管护人员能熟悉系统特点 ， 熟练掌握运用 。

平时工作时 ， 可积极推行现代学徒制 ， 让专业

人员在管理人员使用系统时及时予以指导 ， 用

好智慧养老产品 。

三是要重视复合人才培养 。 养老服务具有

的跨界性特点 ， 要求其管理队伍具备复合型人

才素质 。 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引导 ， 提高待遇 ，

留住当前我国智慧养老服务中极度缺乏的既懂

老年医学 、 护理心理、 营养等方面的专业技能 ，

又懂信息数据分析统计的复合型人才 ， 以深度

挖掘处理有关老年人数据
，
从而为老年人提供

有质量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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