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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建设与老年人精神慰藉供给研究

贾振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社区作为老年人的主要活动空间，是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服务最为便利的提供主体。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现代

科技，有助于解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日益增多与精神慰藉供给不足的矛盾。 在分析老年人精神慰藉供给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建设“智慧社区”过程中，通过信息平台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慰藉服务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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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中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

迅速提高，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逐渐受到关注。 《中
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８》显示，２０１７ 年我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

人超过 ２．４ 亿，占比达到了 １７．３％［１］。 根据第四次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我国城乡老年人

的经济生活状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了明显改

善，但在精神慰藉方面仍然存在着供给的严重不足。
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和空巢化［２］，以传统的家庭支持

为主要供给方式的精神慰藉已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

精神需求。 有研究表明，在我国老年群体的疾病中，
近 ５０％－８０％的疾病是由心理问题引起的，并且至

少有 ８５％的老年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３］。
另有调查表明存在心理问题的老年人为 １３．５％，有
中度或重度心理问题的占 ０．８７％，渴望精神关怀的

老年人口达到 ９０％［４］。 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缺失常

常会引起孤独感和抑郁等心理问题，严重的可能会

导致老年人产生轻生的念头［５］。 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现代科学技术，为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提供了多样

的供给方式。 通过信息平台的建设以及大数据等现

代信息技术，“智慧社区”通过信息的搜集、处理与

整合，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多样化、精细化的

精神慰藉供给［６］。
１　 中国老年人精神慰藉供给现状

情感慰藉是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强烈的一

种精神需求，而这项需求主要是通过以子女为代表

的家庭成员的关怀而得到满足［７］。 老年人最大的

需求是亲情，而希望得到的社会支持中，对儿女的需

求占到了 ４３．３％［８］。 伴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和家庭

的微型化，子女对于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职能已经严

重弱化［９］。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的不同也会影

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１０］。 由于缺乏对精神慰藉服

务的评价标准以及服务提供效果的主观性，老年人

的精神需求往往是通过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以

及老年人自发组织的活动得到满足，缺少系统的供

给方式。
２　 “智慧社区”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体系构建原则

２．１　 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借助于智慧社区的建设，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供

给可以极大地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而也为多

种服务主体参与供给提供多样化的渠道。 社区是老

年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精神慰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公共服务。 因此，在供给的过程中少不了政府的

作用；社会可以以志愿者等形式为老年人提供精神



慰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可将精神慰藉的提供从

近距离延伸到远距离；针对老年人的一些心理问题，
也可以通过远距离专家咨询等得到解决。
２．２　 服务的多样化

智慧社区的建设可以将各种资源有效的整合起

来，信息平台的建立和运营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子女

交流、亲属交往、人际交往等社会活动需要；也可以

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学习机会的方式，提供更多

的自我超越的需要。 目前我国已有的精神慰藉大多

还依赖于家庭，而社会提供的也大多难以满足老年

人多样化的需求。
２．３　 信息处理的智能化

“智慧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最大的亮点，就是以

智慧社区云计算为基础，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

互联等技术有效收集和处理信息［１１］。 老年人健康

信息状态的改变往往是日积月累的过程，电子健康

档案的建立就在于通过对数据的长期跟踪和分析，
及时发现老年人精神疾病的风险，并对此做出预警，
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 精神需求的主观性使得精神

慰藉供给主体很难了解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和精

神需求的种类。 借助于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
通过数据搜集、整理和汇总，为供给主体实现精准化

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３　 “智慧社区”建设中老年精神慰藉供给

３．１　 建立老年人精神健康档案

老年人电子健康档案的建立，有助于为精神慰

藉服务提供客观的评价依据，通过定期的测评、数据

的整理，及时更新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借助大数据的

优势形成老年人精神健康预警系统。 社区和家人也

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及时发现老年人精神状态的

走势，通过心理辅导、交流等形式及时疏导。
３．２　 建立老年人精神需求信息平台

信息平台的建设是了解老年人精神需求，提供

精细化服务的基础。 当前我国精神慰藉供给存在着

供需不匹配问题。 其根本原因在于精神需求信息之

间的不对称，这种信息的不匹配、不对称进而造成了

精神慰藉供需间的不匹配［１２］。 信息平台的建设可

以实现信息的接受、储存交换和传输，处理后的信息

一方面反馈给社区，以便于及时调整精神慰藉的供

给类型；同时，这种需求的信息也可以反馈给企业和

社会组织。 尽管企业无法直接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

藉，但是，却可以通过生产老年人所需要的一些电子

设备、组织老年护理员培训等方式间接参与进来。

３．３　 提供多样化智能精神慰藉

线上精神慰藉的提供，极大的延伸了老年人空

间上的可达性，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引进、智能手

机、网络电视等，为老年人提供再学习的资源。 老年

人的再学习是提高老年人自我满足感，不断提高自

己的新型方式。 社区也可以将老年人集中起来进行

老年兴趣的培养，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

化娱乐生活。 通过网络技术可以开展情感热线和与

精神生活相关栏目。 如，针对空巢老人定期通过视

频聊天等方式缓解老年人对于子女陪伴的需求；针
对孤寡老人和失独老人可以通过在线预约情感专家

和心理专家等，及时对老年人的心理问题进行疏导；
网络图书馆等智能 ＡＰＰ 的建设，能够满足老年人足

不出户就可以读书看报的需求。
４　 结束语

“智慧社区”建设以来，通过老年电子健康档案

的建立和完善，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开始有了长期

持续的跟踪和预警。 同时，通过网络“时间银行”、
云平台以及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既整合了分散的精

神慰藉服务，也提高了精神慰藉资源的利用率。
“时间银行”将以往老年人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

需求，老年人可以通过参与公益项目的时长接受等

量精神慰藉服务，也可以通过积分兑换的形式将积

分兑换为物质资源，极大地量化了精神慰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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