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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城市社区互助养老模式构建

丁艳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所带来的问题日渐突出，互助养老这一新型养老模式走入人们视线。 现代科技飞速的

发展，互助养老作为新兴的模式，必然需要紧跟时代步伐，结合“互联网＋”，让老人能在养老的同时体验科技的便捷。 而老人

信息的整理，需求供给的评估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完成。 因此通过分析当下互助养老模式在人工智能方面推进现状，发
现问题并提出建议和思考，为互助养老模式更好、更久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 互联网＋； 互助养老； 城市社区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ＤＩＮＧ Ｙａｎｌ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 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ｉ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ｌ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ｅｅｐ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ｕｔｕａｌ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ｅ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ｉ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办 科技创见与应用●

作者简介： 丁艳琳（１９９５－），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政策与实务。

通讯作者： 丁艳琳　 　 Ｅｍａｉｌ：ｓｕｅｓｄｙｌ＠ １６３．ｃｏｍ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１－１８

０　 引　 言

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国正面临诸多养老难题。
目前中国的养老市场中，老人对养老中的各个环节

都有需求，而各方的供给相对不足。 这是目前中国

养老市场中最显著的问题。 与之相适应的是，时下

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正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越来越

多人开始关注起互助养老，并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

养老模式。 年轻人忙于工作，很多时候难以充分满

足家中老人诉求，老人长期在家中缺少陪伴与关爱。
因此，互助养老模式值得推广，而将其与“互联网＋”
等新技术与结合，也有助于推动整个养老产业不断

发展。
１　 理论基础

（１）互助养老。 互助养老是目前较为热门的一

种养老模式，强调在社区内，老人、居民之间相互帮

助，相互陪伴。 同时也包括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人

之间通过互惠互助，实现既锻炼自身的生理机能，又

起到帮助其他老人的目的的一种养老方式。
（２）互联网＋。 “互联网＋”是利用信息技术平

台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整合其各个方面的优势和特

点促进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

的经济发展新形式。
２　 “互联网＋”为养老模式发展推波助澜

２．１　 传统养老模式受诸多因素制约

国内传统的养老模式初期大多都是立足于家庭

养老，老人主要依赖子女等家庭成员来实现养老，主
要包括生活照料、经济供养以及精神慰藉这三个方

面，是国内开展较早的养老模式。 但近些年该模式

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小型化等因素的冲击，使得

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难以为继。 而且交通的便捷，
使得子女异地就业数量增多，无法顾全家中父母。
而一般来说，机构养老是解决最需要照料的那一部

分老人问题的有效方案，但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公
共养老机构的床位紧张，而私人养老机构却又需要



高昂费用，加上老人面对陌生的环境、经历复杂的手

续等，在机构养老上老人往往会存在犹豫心理，所以

仅仅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 综前论述分析可

知，迄至目前社区养老较受欢迎，选择人数较多，但
与此同时也需指出仅仅依靠社区、老人、以及老人家

人，老人的绝大部分养老的期待需求并不能得到很

好的满足，究其原因老人仍然愿意选择社区养老，仅
仅在于老人们不愿意离开生活常住地，进而未能选

择能达到自己基本要求的养老模式。
２．２　 养老模式发展新契机

已有研究表明，若要将“互联网＋”应用到当下

国内城市社区的互助养老模式中，就要充分发挥信

息技术优势，了解老人真正需求以及社区能够提供

哪些资源，社区在“互联网＋”背景下，尽力为参与互

助养老的人群打造具有社区特色的智慧互助养老模

式，这就要求社区具备综合性能。 “互联网＋”背景

下的城市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离不开智慧城市建设，
要紧密联系政府、企业，了解相关政策以及社会企业

的出力点在哪里，力求为社区居民带来更多的实用

资源。 此外，在涉及到相关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时，社区在此过程中也要施加助力，正式开始进行对

接时，可以先以问卷或访谈等形式，了解到所在社区

老人是否接受这一新形式的养老模式，在养老过程

中需要什么服务。 此外，社区应做好充足的准备，提
前了解登记老人及其家庭情况、取得联系方式以及

联系人等。 面对一些超出社区可提供范围的服务，
则要寻求专业的社会企业的帮助，联系服务供给。
与此同时，老人在互助行为中，能够不断增强自我社

会参与感，精神上获得满足。
３　 “互联网＋”助力城市社区互助养老模式构建

在此背景下，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资料集中到

一个信息系统中。 该基本信息系统可使老人始终处

于实时被检测到的状态，也就是无论老人是在家休

息、还是在社区中走动，如遇突发意外紧急情况，即
能及时发现，当下做出反应，从而为老年人提供整

体、全方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互助养老作为新兴

的养老模式逐渐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瞩目。 按照国际

标准，６０ 岁以上人群归为老年人群，但还可将其分

为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 一般情况下，低龄老人自

理能力较强，可以在照顾自己的同时帮助他人。 在

“互联网＋”的模式下，将社区老人组织起来，参考

“时间银行”、“爱心积分”等具体形式，参与服务的

老人将其服务时间或积分累积起来，即可用于日后

当自己需要他人帮助时消费同等时间或积分。 这样

使得老人发扬互助精神，乐于参与进来，不出远门获

得参与感，实现自身价值。
４　 “互联网＋”在社区互助养老中的优化建议

４．１　 建立完善的基本信息系统

社区中想要依托互联网来优化互助养老模式，
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基本信息系统。 作为其他配套

服务供给的基础，应当包括 ２ 个方面，才能有助于推

动互助养老在社区中智能便捷化推行。 对此可展开

表述如下。
（１）社区内参与互助养老的老人个人信息。 社

区内开展互助养老，需要了解老人的家庭情况，健康

状况、经济开销状况、自理能力以及社会活动等各种

信息，不仅需要提前了解备案，还要做到适时的动态

内容更新。
（２）供需问题。 经过调研可知，对于城市老人

而言，更多需要的是陪伴与丰富的社会文娱活动等。
因此，需要有计划地开展社区内的文娱活动，活动的

形式也要兼顾多种多样，提升老年人生活的满意度。
同时，社区可以整合辖区内家政、专业照护人员及志

愿者等资源，寻求实体企业等的帮助合作，尽可能地

保证老人在本社区内能够享受到低价、优质的养老

服务。
４．２　 构建社区健康安全监控体系

“互联网＋”背景下，社区需要建立一个老人的

健康安全监控系统，信息网络技术是基础，同时还要

借助一些智能设备来实现系统的完整性。 对于社区

中的老人，有针对性地佩戴一些智能设备，比如便携

式生命体征监测器等，便于老人在自身遇到危险时

能快速求救；社区服务平台以及互助老人的反应系

统建设与整合也是亟待加强的一部分，彼此互助的

老人不可能随时都陪在在身边，社区平台的搭建则

使得老人在意外情况下，能够同时联系社区和其他

能够给予帮助的老人，缩短救助时间。 这些智能设

备在老人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能

够实时监测老人的健康状况，随时测量血压、体温等

健康指标，而且还可将数据同步到社区的信息平台。
一旦发现老人的相关指标出现不正常的变化，平台

就会及时发出警报，ＧＰＳ 迅速定位，第一时间即可确

定老人所在地点。
４．３　 满足老人真实社交需求

老人退休后由于体能的弱化，精力不如从前，原
来的同事朋友渐渐失去联系，假若子女又都在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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