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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人工智能在机构养老的现状研究

树佳伟， 张晓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利用人工智能解决养老问题，是一种新型养老模式的体现，并为老年人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养老服务。 然而在促进人

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机构智能化设备利用不足、信息安全保障不足以及专业护理人员的缺失等问题，使老年人无法

真正获得快速有效的养老，严重阻碍了养老机构的正常运营。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网络体系，加强养老

各部门的协同联动并加强对专业护理人员的培训，确保老年人养老能够得到有效保障。
关键词： “互联网＋”； 养老机构； 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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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自 ２０００ 年中国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以来，人口

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老龄化比重逐年增

加，生育率逐年降低等特点。 老年人患慢性病风险

的比例逐年增加，对医疗卫生服务和日常生活照料

的需求不断增加。 据统计年鉴显示，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６０
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与 １５ 周岁以下人口持平，占总

人口比重的 １７．９％，有此可见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无法逆转的。 目前中国现有

养老服务资源有限，无法应对日益庞大的老年人口，
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

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一部分人将视

角转向智能养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人工智能与

养老服务结合起来。 为进一步给老年人提供更为精

准的服务，一系列围绕养老服务的智能产品开始出

现，为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

１　 人工智能型养老机构发展现状

近几年，中国老龄化趋势加快，养老服务需求不

断增加，一般的养老机构已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而人工智能养老产品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养

老机构的压力。 人工智能为中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

题提供新的发展方向，大大缓解了在“４—２—１”家

庭结构模式下当代子女的家庭压力。 通过人工智能

和养老资源的整合，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资源浪费，
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配置。 另一方面能够给老年人

提供优质便捷的养老服务，让老年人在生理上有所

保障，大大提高了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的生活质量。
同时，中国老年人养老消费需求明显，需求结构

已开始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年人越来越追求

物质生活的高品质、精神生活的高品位。 以上海为

例，伴随老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多样化发展、专业化

运营、精细化服务的养老服务新模式已逐渐建构起

来，未来还将通过增建专门服务于失能失智老人的



养老院、加大对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倾斜力度等

举措，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感受到夕阳红的美好。
长者们走出家门，去亲近自然，游走四方，坚持与快

乐结缘。 为老人提供安全、舒适、健康的环境，主动

回应老人诉求，不断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多层

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使其健康养老、快乐养老、
尊严养老，都能安度晚年。
２　 存在的问题

从中国医养结合制度来看，目前还没有设置人

工智能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职能部门，而是由许多

部门围绕这一任务和主题来提出相关政策。 同时养

口服务涉及的职能部门很多，往往会呈现“各司其

职”的特点，这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

对人工智能与养老机构的功能定位及概念不明确，
这导致了各部门并不能达成一致的想法，造成了各

职能部门对医养结合的服务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从
而采用不同的措施，造成了资源上的过度浪费，从而

影响各部门的行政效率。 其次，在养老机构服务体

系建设和管理运行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统筹和标准规

划，导致了一部分养老机构的无序发展。 这使的相

当多的老年人对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不高，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发展。
目前，中国养老市场体系发展不够健全，虽然一

些养老机构引入了人工智能，但是在使用上比较单

一，导致一些养老机构的动力不强。 无法满足高龄

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所需要的长期照护、医疗保健

等养老需求。 当前上海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在相关政

策与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一些养老机构开始为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建立家庭病床，老年人能够获得更为

快捷有效的服务，但大多数地区缺乏政策和政府扶

持，无法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养老服务。 从机构养

老服务看，大多数养老服务机构主要是提供餐饮、家
政等生活照料服务，对老年人康养护理、慢性病管

理、 心理慰藉等高质量需求的服务提供较少，已无

法满足不同老年人的不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 同

时，养老服务模式单一、养老机构宾馆化现象较为突

出，无法让老年人从生活和心理上融入到养老机构

中。
３　 对策建议

随着自身年龄的不断增长，身体机能的不断弱

化，老年人在考虑自身健康问题时，普遍会倾向于人

工智能与养老机构相结合的养老机构，这有利于老

年人生病时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安全得到充分保

障，如遇紧急情况，可迅速安排进行及时就医等。 同

时能够定期检查身体状况，并建立医疗档案，这样就

能有效地控制老年人的疾病状况，在老年人遇到突

发情况时，也可以提供参考。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

提出对策建议：
（１）完善智能养老机构服务体系。 智能养老服

务机构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其自身的健康发

展离不开完善的服务体系，更离不开完整的政策链

条以及统一、有效的管理结构。 政府应不断加强医

养结合的顶层设计并构建出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体

系，为进一步推行智能养老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应不断加强和重视智能养老的

发展，加强智能设备机构养老服务的应用。 智能养

老机构相对一般养口机构，所需支付的成本更高，在
设施设备方面也较为健全，需要处理好自身盈利和

社会福利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达到机构自身盈利

最大化的情况下，同时要满足养老机构公益性的特

性。
（２）加强专业护理人员培训。 进一步推动智能

养老型养老机构的发展，知识丰富、技能专业的人才

始终是养老机构发展的重要保障。 重视专业人才的

培养，建设专业的人才队伍，通过与大专院校合作，
开展相关课程，为养老机构输出和储备高素质人才。
同时加强基层人员的专业技能，开设培训课程提高

现有员工的护理知识及专业技能，提高服务水平。
（３）建立合理的薪资考核机制，形成规范的行

业标准，吸引更多的专业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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