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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ＡＨＰ 的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王欢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中国老年人口数量不断上涨，面对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传统养老方式效能不足问题日益凸显。 随着互联网以及高新

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养老作为一种结合了互联网的新型养老应运而生，成为解决当前养老难题的有效路径。 为了推进智慧

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 ＡＨＰ 方法从影响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 ３ 个因素对应的 ６ 个指标评价分析。 其中，ＡＨＰ 方

法运用 ＳＰＳＳＡＵ 软件实现，探究其显著的制约因素。 最后，提出相应的决策建议，使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提升老年人的

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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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 ６０ 岁以上

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 １０％，或者 ６５ 岁以上老年

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 ７％，即说明这个国家或地

区进入了老龄化。 中国 ６０ 周岁及以上人口截止

２０１９ 年末占总人口的 １８．１％，其中 ６５ 周岁及以上人

口数量占总人口的 １２．６％，这表明中国老龄化问题

不容忽视。 受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中国大部分老

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子女为其养老，而传统养老却远

远满足不了老年群体和家庭的需求。 同时随着互联

网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结合互联网的智慧养

老应运而生，２０１５ 年国家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促进智慧健

康养老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提供了详细的发展目标和坚实的政策支持。 互联

网＋智慧养老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依托，整合了

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模式，使居家、社区、机构养老

融为一体，可以使老人体验到更好的养老服务质量。
互联网可以为老年人养老提供诸多方便，使老年人

居家养老质量进一步提高，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但

当前中国互联网＋智慧养老尚处于初步阶段，进一

步发展还面临相当多的制约因素。
本文对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深层

次的分析，对制约因素的权重重要性进行排序，提出

解决对策，有利于提高互联网＋背景下养老质量。
１　 ＡＨＰ 法构建制约因素评价分析层次模型

１．１　 ＡＨＰ 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简称 ＡＨＰ，是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

大学教授萨特于上世纪提出，是指将与决策有关的

元素分为 ３ 个层次，即目标、准则、方案或者评价指

标等层次，是一种将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的决策方

法，那些难以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采用此方法比较

简便。
１．２　 建立制约因素评价分析的递阶层次结构

为了对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分

析，就需要对影响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所有因素进

行系统的分析，通过查阅文献及相关资料，建立制约

因素评价指标递阶层次结构，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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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制约因素评价指标递阶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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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制约因素评价指标

２．１　 制约因素评价指标简介

调查问卷设计的 ３ 个方面制约因素和 ６ 个分类

因素评价指标，见表 １。

表 １　 制约因素及评价指标

Ｔａｂ． １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评价因素 评价因素指标

国家政策因素 ｘ１ 地方政府具体执行政策较少 ｆ１

智慧养老服务项目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ｆ２

政府宣传和推广力度不够 ｆ３

人才因素 ｘ２ 高新技术人才的缺乏 ｆ４

具备专业素养人才缺乏 ｆ５

综合性人才的缺乏 ｆ６

技术因素 ｘ３ 智慧养老产品不能精准满足老年人需求 ｆ７

个人隐私的泄露 ｆ８

信息数据缺乏有效挖掘 ｆ９

２．２　 建立制约因素判断矩阵

根据 ＡＨＰ 法 的 分 析 原 理， 引 用 心 理 学 家

ＳＡＡＴＹ 的 １－９ 的标度法定义，使各因素之间两两比

较，进行量化，判断矩阵取值。 将两个影响因素 ｘｉ

与 ｘ ｊ 进行比较，用 Ｙｉ ｊ 表示 ｘｉ 对 ｘ ｊ 的影响程度比，则
ｘ ｊ 因素与 ｘｉ 因素比较的重要性判断值为 Ｙｉｊ ＝ １ ／ Ｙｉｊ，
比较结果用矩阵 Ｙ ＝ （Ｙｉｊ） ｎ× ｎ 表示，Ｙ 为评价因素成

对比较矩阵。
如表 １ 所示，设制约因素分别为 ｘ１、ｘ２、ｘ３；评价

指标设为 ｆ１ － ｆ６，，每个评价指标影响程度赋值得分

（影响程度弱为 １；影响程度较弱为 ２；影响程度一般

为 ３；影响程度较强为 ４；影响程度强为 ５）。 通过查

阅相关资料、专家意见以及具体情况，构造指标间的

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评价因素判断矩阵为 Ｙ、
国家政 策因素判断矩阵为 Ｙ１、人才因素判断矩阵为

Ｙ２、技术因素判断矩阵为 Ｙ３，分别见表 ２ ～ 表 ５。

表 ２　 Ｙ－ｘｉ判断矩阵（ ｉ＝１，２，３）
Ｔａｂ． ２　 Ｙ－ｘｉ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 ｉ ＝ １，２，３）

Ｙ ｘ１ ｘ２ ｘ３ 权重 排序

ｘ１ １ ２ １ ／ ３ ０．２５２ ２

ｘ２ １ ／ ２ １ １ ／ ３ ０．１６０ ３

ｘ３ ３ ３ １ ０．５８９ １

表 ３　 Ｙ１－ｆｉ判断矩阵（ ｉ＝１，２，３）
Ｔａｂ． ３　 Ｙ１－ｆｉ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 ｉ ＝ １，２，３）

Ｙ１ ｆ１ ｆ２ ｆ３ 权重 排序

ｆ１ １ ５ ３ ０．６２０ １

ｆ２ １ ／ ５ １ １ ／ ４ ０．０９６ ３

ｆ３ １ ／ ３ ４ １ ０．２８４ ２

表 ４　 Ｙ２－ｆｉ判断矩阵（ ｉ＝４，５，６）
Ｔａｂ． ４　 Ｙ２－ｆｉ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 ｉ ＝ ４，５，６）

Ｙ２ ｆ４ ｆ５ ｆ６ 权重 排序

ｆ４ １ １ ／ ２ ５ ０．３３４ ２

ｆ５ ２ １ ７ ０．５９１ １

ｆ６ １ ／ ５ １ ／ ７ １ ０．０７５ ３

表 ５　 Ｙ３－ｆｉ判断矩阵（ ｉ＝７，８，９）
Ｔａｂ． ５　 Ｙ３－ｆｉ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 ｉ ＝ ７，８，９）

Ｙ３ ｆ７ ｆ８ ｆ９ 权重 排序

ｆ７ １ ３ ５ ０．６３３ １

ｆ８ １ ／ ３ １ ３ ０．２６１ ２

ｆ９ １ ／ ５ １ ／ ３ １ ０．１０６ ３

２．３　 因素判断矩阵的权重计算

采用近似算法求因素指标，判断矩阵相应的特

征向量，即权重值。 为了保证科学性，本文采用

ＳＰＳＳＡＵ 软件来计算权重值。 ＳＰＳＳＡＵ 与其它软件

不同之处在于，其是一款在线版数据科学算法平台

工具，既是一个分析软件，也是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目前在教育学、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领域广泛

应用。 ＳＰＳＳＡＵ 结合大数据原理，针对数据智能化

分析，智能化对指标合适的分析选项，得到规范化分

析结果，高效便捷。
２．４　 因素判断矩阵指标的一致性检验

影响因素判断矩阵的指标权重计算后，需对标

准化因素判断矩阵的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使求得

的结果符合判断的依据。 一致性检验依然运用

ＳＰＳＳＡＵ 软件进行分析。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

根 λｍａｘ， 求最大特征根对应的一致性指标 ＣＩ。 当 ＣＩ
≤ ０．１， 则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否则，
重新修正判断矩阵。 在 ＡＨＰ 理论中，表示对高维判

断一致性检验需引入修正值 ＲＩ， 即平均随机一致性

检验指标，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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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
Ｔａｂ． ６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ＲＩ

ｎ ＲＩ ｎ ＲＩ

１ ０ ７ １．３６

２ ０ ８ １．４１

３ ０．５２ ９ １．４６

４ ０．８９ １０ １．４９

５ １，１２ １１ １．５２

６ １．２６

　 　 基于制约因素判断矩阵权重的结果，取更为合

理的衡量指标，以缩小主观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用

衡量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 ＣＲ 来判断， 即 ＣＲ ＝
ＣＩ ／ ＲＩ，当 ＲＩ ＜ ０．１ 时， 则求得的影响因素评价层次

单排序的结果具有满意一致性，否则仍要调整因素

判断矩阵的元素取值。 经计算得检验一致性指标的

检验结果，见表 ７。 经过判断因素矩阵计算以及修

正后的指标判断结果 ＣＲ ≤ ０．１，即评价因素指标通

过一致性检验。 可按照权重值排序各层次对应的影

响因素评价指标，各因素指标的权重值和评价指标

层次单排序结果，见表 ２～表 ７。
表 ７　 指标检验结果

Ｔａｂ． ７　 Ｉｎｄｅｘ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评价指标判断矩阵 λ ｍａｘ ＣＩ ＲＩ ＣＲ
一致性

检验结果

Ｙ － ｘｉ 判断矩阵（ ｉ ＝ １，２，３） ３．０５４ ０．０２７ ０．５２０ ０．０５２ 通过

Ｙ１ － ｆｉ 判断矩阵（ ｉ ＝ １，２，３） ３．０８７ ０．０４３ ０．５２０ ０．０８３ 通过

Ｙ２ － ｆｉ 判断矩阵（ ｉ ＝ ４，５，６） ３．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５２０ ０．０１４ 通过

Ｙ３ － ｆｉ 判断矩阵（ ｉ ＝ ７，８，９） ３．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０．５２０ ０．０３７ 通过

３　 层次指标排序结果与分析

综上，可以看出评价因素的排序为：技术 ＞
国家政策＞人才。 国家政策因素评价指标排序是：
地方政府具体执行政策较少＞政府宣传和推广力度

不够＞智慧养老服务项目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人

才评价因素指标排序是：具备专业素养人才的缺乏

＞高新技术人才的缺乏＞综合性人才的缺乏。 技术

评价因素指标排序是：智慧养老产品不能精准满足

老年人需求＞个人隐私的泄露＞信息数据缺乏有效

挖掘。
根据影响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评价指标分析排

序结果，分析出三个显著的制约因素指标：地方政府

具体执行政策较少、具备专业素养人才缺乏和智慧

养老产品不能精准满足老年人需求。
４　 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１）大力推进智慧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建设，加
强地方政府具体执行政策力度。 作为政府部门最首

要的是要健全法律法规，为智慧养老服务运行打下

坚实的基础。 同时还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

向，制定互联网＋背景下养老服务发展的具体规划。
目前，针对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的不认可，政府应加大

智慧养老的宣传与推广力度。 同时建立和完善标准

体系，出台行业规范，加强地方政府具体执行政策力

度，完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２）加强人才培养，化解智慧养老人力资源瓶

颈。 智慧养老综合服务需要一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

的综合性养护专业人才队伍。 当前，智慧养老服务

专业人才缺乏。 针对这种情况，政府要强化养老服

务方面的职业教育，提升其专业化程度、职业化程度

和工作标准化程度。 同时，政府发挥引领作用，提高

养老服务人员的工资待遇，留住具备专业素养的综

合性人才。
（３）优化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设计，推进智慧养

老服务技术创新。 智慧养老服务产品在开发和设计

中要充分考虑用户的实际需求，既要满足老年人个

性化、多样化和定制化的服务需求，又要兼顾养老服

务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老年人能否接受智慧养老这一形式，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是否使用方便和价格是否低廉，因此要不

断完善和优化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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