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和林：数字技术助养老产

业“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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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习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

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

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

系、健康支撑体系。 

需要面对的现实是，我国老龄化发展速度不仅过快，且与经济发展处

于失衡状态，显示出“未富先老”的特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比达 18.70%。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侧的专业机构的服务能力、护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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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却很难满足养老服务需求。仅通过环节和流程上的改进升级无法对整个

社会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产生实质的推动效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

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持续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拓展信息技

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这也为整合养老服务资源、提升养老服务效率、

拓展服务业务指明了数字化转型的可行路径。 

在养老政策推动下，养老供给结构正在加速转变。但当前养老产品和

服务中日益显现出供需间相互脱节、错配的困境，呈现出床位“一半空置”

与“一床难求”并存的两极分化现象。如何精准匹配供需双方的养老服务

内容便成为了智慧养老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数字化转型可打造一体化

养老服务平台，通过发挥数字平台与系统对优化配置养老资源和服务的有

序聚合作用，更加精准、精确、高效地聚焦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同理，需

求侧也可以对供给侧提供服务的能力提出诉求和建议。在此基础上，通过

供需双方的系统化对接，可有效缓解养老市场供需失衡、产业布局失衡的

矛盾。 

目前，我国的养老模式依然以居家养老为主，这便要求居家养老所需

要配备的医疗保健、家政护理等相应服务有足够的能力，那么提升供给效

率是一个可行的方式。随着政策利好的释放，结合新兴技术的发展，养老

产业不仅可以提供老年人的行动轨迹和对健康数据进行实时监测等服务，

还可以借助智能化手段对接后端医疗资源，系统辅助专业护理人员，给老

年人提供更具人性化关怀、更具专业化设计、更有安全保障的科学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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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在扩大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同时提升了养老服务的效率，实现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的居家养老新模式——虚拟养老院。 

养老产业具有区域性、分散性特点，涉及到医护、家政、文旅、地产、

金融等多行业。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普及和应用难度的逐步降低，养老服

务智能化已对传统养老产业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利用数字化拓展产业纵

向和横向边界的经营广度和深度，在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及服务能力的

保障同时，还有助于成本的压缩。不仅如此，一些养老产业的服务模式也

应逐渐适老化转型、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如针对老年群体设计便于操作

的数字应用，甚至在服务中保留一些线下渠道和人工方式，回归和坚守养

老产业数字化发展服务老年人的初衷。 

长远来看，针对数字化转型的养老服务，既需要利用数字技术挖掘效

力潜力，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和市场的优化功能。下一步我们要思

考的是，如何制定能够落地的服务细则，破解数字技术赋能下养老产业可

能存在的前期投资大、回收周期长、盈利能力难等问题，避免企业因为担

心政策变动、融资困难等不敢进入、不敢服务。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