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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ag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elderly health services is gradually building a community intelligen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y	standards,	diversification	of	community	intelligent	servic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latforms,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community smart elderly care, an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the talent system,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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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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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信息技术在老年健康服务中的应用，正
在逐步构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论文通过对中国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现状、意义及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
了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优化构建：行业标准的建立、社区智能服务内容的多元化、社区智能信息平台的建设、社区智
慧养老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及人才体系完善的策略，以期更好地提高老年人生活的幸福感，进一步推进中国智慧养老服务体
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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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十四五”国家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和完善社区智

慧养老服务体系，优化服务供给，推进老龄事业发展。现阶

段社区智慧养老的稳步推进，符合智慧化、数字化和产业化

赋能养老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依托于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化技术为

平台，将养老服务的各方参与者和系统工作流程集中在智慧

化平台上，通过收集与分析数据信息为老年人群体提供更具

多样化、个性化的智能服务。建立数字背景构建完善的智慧

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智能化服务适应老年人需求。

2 智慧养老概念

智慧养老是指通过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创建养老服务的

信息大数据库，实现对老年人的健康监测、远程医疗、生活

照料、家政服务、社交互动等智能响应与智能交互的数字化

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

3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现状与意义

3.1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现状
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是以社区平台数据为支撑并发挥先

进数字技术优势，连接社区和家庭，为老年人营造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社区环境，以

期让老年人共享数字时代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根据相关报道，2023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9697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1.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数量为 21676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4%。这一指标已达到了

中度老龄化社会标准。预计到 2040 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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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将达到 4.02 亿，占总人口数的 28%。相关研究显示，中

国高达 99.27% 的老年人群仍以居家养老为主。因此，拥有

规模庞大的老龄化人群成为建立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

主体目标；同时数字技术的赋能、健全数据的支撑为社区智

慧养老服务系统提供了技术保障。

3.2 社区智能养老的意义
①发展社区智慧养老能提升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

依托于大数据收集与分析功能，社区高效地调配资源能够完

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提升康养医疗水平，减轻家庭成员的

照顾负担，缓解家庭养老压力。

②发展社区智慧养老能促进社区建设的整体发展，其

资源配置的新模式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智慧社区养

老利用现代技术，整合信息资源，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推

动着养老服务业多元化深度融合发展。

4 中国对社区智慧养老体系建设的政策支持

中国高度重视社区智慧养老体系的建立与发展。随着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满足

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在老年生活中的深度应用，完

善服务流程规范和评价指标体系，推动智慧健康养老规范

化、标准化发展。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制

定《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旨在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和普及；《关于加强新时代老

龄工作的意见》中特别强调，全力推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

量发展，支持社区养老服务平台化展示。从智慧助老、智慧

用老和智慧孝老等多方面构建一个“政府前期投入主导—社

会组织市场化运营—成本有效分担机制”的社区智慧养老服

务开发体系。

5 社区智慧养老现存的问题

5.1 行业标准尚未建立
在当前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中，缺乏完善的规范化

标准体系准则，导致当前的社区智能养老服务标准不统一。

①标准化建设是推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发展

的前提。近年来，国家为了发展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

设给出了相关指导性建议，但由于缺少了与之匹配的行业标

准和实施细则以致在实际操作中无法精准解决相关需求。

②社区智慧养老涉及多个主体：政府、医疗系统、养

老机构、智慧平台和家庭个体等，各参与主体之间在数据、

信息和资源等方面尚需进一步交流与共享，并未形成有效协

调机制。

③各社区智能养老服务产品与上级政府、医疗系统、

运营机构和家庭个体在信息化应用中的互联互通频率较低，

降低了社区养老服务效率，不利于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

益，导致适用于老年化的服务产品应用效果不稳定。

5.2 社区智能养老服务的内容单一、个性化服务实

施不充分

5.2.1 缺乏多样化的服务项目
在生活照料方面，有部分社区只是单一地为老年人提

供社区自助餐饮服务；在医疗保健方面，养老服务的康养也

仅限社区卫生所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服务；对于老年人精神

慰藉方面提供的帮助更是匮乏。

5.2.2 为老年人量身定制所需要的智能化服务有待实施
在数据应用方面，没有形成健全的养老服务数据库，

未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精准预测和个性化分析，如为患有基

础疾病的老年人提供智慧康养服务、为独居老人与子女提供

视频对话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智慧出行服务等，

这种以“互联网 +”为载体的智能化的智慧养老服务没有充

分实施。

5.3 信息平台建设的滞后性与数据采集的有限性

5.3.1 信息平台建设滞后
信息平台建设滞后主要是技术水平满足不了实际的需

求，导致社区智慧养老信息平台的功能与养老需求不匹配。

在社区自身资金与资源条件限制下，现有技术无法完全支撑

复杂的养老服务管理和数据处理，从而影响了平台的发展和

应用；同时也导致各共享平台互不兼容，信息共享和交流网

络难以形成统一，影响了平台建设的进程。

5.3.2 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有限化
目前，社区对大数据信息的收集也仅限于本地自身的

数据信息，没有达到全国数据信息资源的交流与互补，信息

平台系统的动态更新也急需技术升级。政策的传达、需求的

解决、执行的进程等多个独立数据库的建立在现有阶段还不

完善，从而影响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尚需找寻数据背后隐藏

着的信息规律，形成全面、实时、智能化的老龄信息集群，

以确保信息互通与共享。

5.4 社区智慧养老专业性人才匮乏以及人才培养体

系不完善

5.4.1 社区智慧养老专业性人才匮乏
目前，我国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人员几乎没有专业的全

面体系知识，无法满足当前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需求。社区

智慧养老是新时代下发展的产物，智慧养老服务对提供服务

的人员要求较高，需要一定能力从事智能养老体系建设与规

划、智慧健康养老产品的推广应用、适应老年人需求智能化

服务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大部分的社区管理人员无法达到智

慧养老服务对人才的需求。

5.4.2 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
社区智慧养老体系下社区人员在智慧健康评估、智慧

健康照护、智慧健康医养等方面缺乏完善的培养体系。无标

准的适老化智能技术让社区人员的技能参差不齐，相对应的

人才培养体系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区智慧养

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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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社区智慧养老的建议

6.1 行业标准的建立
①社区智能养老服务行业标准的建立是基于科学的理

论和实践上，考虑到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嵌入信息化技术，

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加

强与相关资源衔接，协同多方合作，建立高质量的社区智能

养老服务体系。

②在社区智能养老服务过程中，规范信息管理制度，

社区机构在信息采集、处理和存储方面严格遵循个人隐私安

全、数据采集与保存制度。根据上级部门的调控优化养老服

务资源结构配置和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③统一社区与不同机构之间数字信息系统的计算标准。

有指向性地规划养老服务流程，依托政府智慧养老数据中

心，使社区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和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有机衔

接，实现服务机构联动。

6.2 社区智能服务内容的多元化、智能化

6.2.1 开发多元化养老服务
开发多元化养老服务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整合各

类养老资源，包括医疗、康复、文化娱乐等功能，为老年人

提供多样化服务。同时，养老服务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对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等进行精准分析提供个性化服

务，进而打造一个由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参与、各

尽其责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6.2.2 增加智能化养老服务
在社区智慧化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时，通过健康监测产

品、养老监护装置、日用智能辅助等适老产品和移动设备等

科技产品为老年人提供智能化服务。例如用药和护理智能提

醒器、呼吸辅助智能器具、睡眠障碍干预以及其他健康监测

检测设备的进一步应用；同时如智能轮椅、智能门锁、智能

清洁器等丰富多样的智能养老产品来拓宽老年人的选择空

间；另一方面，引入远程医疗、视频问诊等技术措施，为老

年人提供及时的远程医疗服务和相应的救治措施等。

6.3 社区智能信息平台的建设

6.3.1 加快信息平台建设
在政府主导下，围绕各方需求，整合各类数据资源，

运用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建立统一的信

息平台规划和管理机制；同时注重技术创新与养老实际需求

相结合，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提供更精准、更高效的支持；

还要对信息安全增强保护，建立并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和

隐私保护机制，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与合法使用，确保信

息平台的安全可靠。让养老服务的多方参与者借助互联网、

物联网和大数据挖掘新的需求和增长点。

6.3.2 数据采集处理精准化
在数据采集环节，借助智能设备、“数字”化技术、

科技通信技术采集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基本健康状况、生活

习惯、文化旅游、健身休闲、金融支持等相关信息；在数据

处理环节，利用大数据技术判断老年人的个性生活需求、医

疗需求和精神愿望，为养老服务提供精准依据。对于智慧养

老服务体系来说，前期的数据采集与处理中，政策数据、需

求数据、使用数据、评价数据等是重点提取要素。

6.4 社区智慧养老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及人才体系的

完善

6.4.1 养老专业性人才队伍的高效建设是保障社区智

慧养老服务稳定发展的前提
为强化社区养老专业人才对智慧养老事业的认同感与

归属感，增强社区专业人员对智慧养老工作的责任心与上进

心，在社区互动交流的平台上，组织多渠道的学习和分享活

动，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智慧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充实会为

老年人提供更为丰富和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信息时代下，经

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一线社区人员需要不断地接收新知识，以

适应新技术的应用和服务需求。

6.4.2 建立全面、系统的信息素养培训体系和教育体系
建立科学的培训体系和教育体系，提高社区人才的技

能和素养才能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系统的培训

体系大体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计、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等

内容。信息技术的培训，信息安全、数字化服务、互联网技

术等相关课程，能充实养老服务的科技内容。建立完善的培

养体系、配以有效的实施，以及具备复合知识和专业技能的

智慧养老人才的培养，能为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健康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7 结论

养老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伴随数字技术

的快速迭代及产业化、智能化发展，建设社区智能养老服

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管理制度，提升养老服务科技含量，

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在“数字”化养老的背景

下，利用社区智能信息平台，做好社区智能养老服务的创新

工作，以期进一步完善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社区智能养老服务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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