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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探析

高艺楠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在互联网＋背景下，智慧养老在各方面的涉及与运用，有助于帮助解决目前社区养老服务运行中的问题与困境。 本文在探

索中国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养老服务业带来机遇的基础上，结合其重要意义，阐述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特点及优势、运行

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加强政府、机构、社区等多方养老平台的团结协作，从而推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模式持续有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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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问题成为中国社会

发展中日益突显的重要问题，社区养老服务模式集

居家、机构养老服务的优势于一体，发挥其独特的地

域位置优势，成为养老人群逐渐倾向的一种养老方

式。 从出台的相关养老政策来看，国家十分重视先进

的互联网技术与养老产业的结合运用与发展。 《智慧

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思想，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利用物联网技术、大数据

平台、智能设备等信息资源，实现多方有效对接，使个

人、家庭、社区、机构共同承担社区养老服务职责，加
强健康养老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智慧社区养老服务

品牌升级，增加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影响力，提升舍弃

养老服务质量与水平［１］。 研发智慧化产品，打响品牌

号召力，加速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步伐，为智慧社区养

老服务模式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１　 社区养老服务现状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在快速发展，人
口老龄化趋势逐渐加重，供不应求的养老资源和水

平不高的信息技术，难以满足老龄人群日益增长的

养老需求。 从全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现状看，在
社区养老服务实践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１．１　 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不匹配

（１） 社区养老服务供需不匹配。 社区养老服务

的提供具有一系列流程，社区老人真正享受到服务

必须经历登记、申请、记录、反馈等过程。 这一流程

不仅耗费老人与工作人员的大量时间，而老年人享

受到的服务水平与质量也无法保证。 若无法精准采

集有效的数据，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很难切实符合

老年人需求。
（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供需不平衡。 在数量较

多的老人同时需要护理服务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无法及时提供足够的护理服务人员；在饭后休闲期

间，若老年人集中到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享受养老运

动、娱乐等设施，设施在高峰期又明显供给不足。 这

些情况的产生，主要归因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不

完善、不协调。
１．２　 社区养老服务形式单一

目前的社区养老服务仍以物质方面的服务，提
供基本生活照料，较少涉及老年群体精神方面的养

老需求。 养老服务内容与形式的供给，无法满足人

们的养老需求，又不能将这些需求及时传递给养老

护理人员。 可以看出，如今的社区养老体系的发展

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存在不平衡关系。



１．３　 社区养老服务水平不足

虽然目前社区养老服务内容在逐渐增加，如社

区助餐点、社区娱乐设施、社区上门护理等服务在不

断完善，但社区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参

差不齐，无法及时有效地帮助老年人解决困难，往往

因为理解或表达不当造成服务的延迟与欠缺。
２　 互联网＋背景下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新思维

２．１　 智慧社区养老发展新机遇

“互联网＋”智慧社区养老，是将先进信息技术

融合进养老服务当中，帮助其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形
成新的养老服务模式，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利用

现有先进技术研发智能化产品与服务，解决养老需

求供给不足问题，帮助老年人享受更好的老年生活。
从根本上来说智慧社区养老是以老人为服务对象，
采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根据老人的生理、心理两方

面的养老诉求，探索更加具有实践价值的服务方式，
推进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能为中国现有养老

服务带来新的发展方向，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 例如：智能化服务与社区之间的磨合存在

不适应性、智能化产品研发在经济或技术方面的困

难、老年人对智能化技术加入社区的不适应性等。
总之，中国当前智慧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距离满足

老人群体个性化养老需求还存在很大差距。
２．２　 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试点实践

目前，中国各地也展开了一些尝试。 如：北京智

慧养老综合服务信息平台：通过信息平台的建立，录
入相应养老信息，为覆盖社区的老年群体提供智能

化咨询与服务，帮助老年人及时、便捷地享受家庭护

理、 医疗健康、精神慰藉等多方面的服务［２］；天津市

实行的 ｊＷｏｔｃｈ 智能手表：通过智能腕表 ｊＷｏｔｃｈ 的

一键服务设置，就能选择自己需要的健康管理、生活

护理、安全监护等多功能提供的服务，让老人在家就

能轻松享受到家政、送餐、护理、维修等管家式上门

服务；云南 “智慧社区养老＋” 试点：运用互联网＋与
物联网平台，建立智慧服务云系统体系，通过打造医

院专家团队、设计智能化穿戴设备、实施云健康监测

设备等方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智慧社区养老服务

系统，促进云南省社区养老的智能化发展与应用。
３　 建设智慧社区养老有效途径

伴随信息化养老体系的建立，智慧型科技产业也

渗透到养老服务体系中，有利于为中国提升养老服务

质量与水平奠定基础，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同时，促
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互联网＋背景下智慧社区养老服

务模式的探索实践，也需要社区、政府、社会养老企业

等多方平台力量共同协作，创新科学合理的实践方法

与发挥智慧型养老服务体系的功能有机结合。
３．１　 建立社区养老基础数据系统

根据各社区的养老需求现实状况，搭建健康养老

信息处理平台，建立社区基础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

是，这里的数据库只不过是从事社区健康养老服务最

基本的数据，其中包括老人的基本信息、健康信息、亲
属信息的数据，适用全国各地社区养老发展的现实需

要。 由于各社区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为此各社区在此

基础上，可依据各地具体情况增加相应的数据库。 另

外，这些基本数据还应与社保、财政、人力资源等相关

部门，以及医疗、金融等方面的养老服务机构互通，才
能达到全方位智慧型养老服务体系的功能。
３．２　 需要政策及社会力量的支撑

（１）政府加大扶持力度，鼓励智慧社区养老服

务模式的践行，为良好的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环

境奠定基础；同时，应适当加大资金投入，为社区养

老服务平台的构建及开发提供资金保障，帮助智慧

社区养老服务解决关键问题。
（２）扩建智能养老服务体系的人才规模，培养

该体系专业管理人员，提高服务能力，改善服务质

量。 加强宣传智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力度，强调其

推广及实施运行的重要性，大力支持与鼓励参与智

慧社区养老服务的志愿者，鼓励越来越多的有志之

士投身于智慧养老社区服务运营体系中。
（３）推动养老企业加入智慧养老社区的研发与

生产。 依据社区养老的现实需要，运用高新技术水

平，研发出符合社区需求的养老管理及服务操作系

统；积极鼓励有关单位或者机构，研发养老高科技智

慧社保产品，帮助老年人更为便捷地享受到服务。
４　 结束语

随着中国老龄化现象的加重，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

不断多样，同时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智

慧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处理、开放共享

及便捷快速的独有优势，政府、社区、社会各方力量共同

参与，深度加强智慧养老社区服务体系的新尝试，提高中

国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改善中国社区养老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 三部委关于印发《智慧健

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工信部
联电子［２０１７］２５ 号） ［Ａ ／ ＯＬ］ ． （２０１７－０２－０６） ［２０１７－０３－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ｉｉｔ． ｇｏｖ． ｃｎ ／ ｎ１１４６２８５ ／ ｎ１１４６３５２ ／ ｎ３０５４３５５ ／
ｎ３０５７６４３ ／ ｎ３０５７６４９ ／ ｃ５４８９６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

［２］ 贾伟，王思惠 ，刘力然． 我国智慧养老的运行困境与解决对策
［Ｊ］ ． 中国信息界，２０１４（１１）：５６－６０．

０８２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０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