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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养老：新时代智慧养老发展新模式

梁昌勇  ， 洪文佳  ， 马一鸣
（合肥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摘　要 ：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整合养老服务资源的智慧养老得到蓬

勃发展，但由于全社会为老理念不强、全社会参与度不够、养老服务资源集成有限等，使得智慧养老难以满足全

时空、多场景、立体化的养老发展需求。在总结和分析智慧养老基础上，提出智慧养老未来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全域养老，界定全域养老的内涵特征，比较全域养老与智慧养老的差异，提出基于养老智联网的全域养老平台，

以支持老年人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养老服务供应链协同服务模式、个性化场景服务模式、利益相关者服务模式

四种全域养老模式。从多主体协同参与、全要素集成融合、全时空协调发展和全过程监督管理四个方面构建全域

养老的实现机制，并从多维视角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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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 402 万人，占

总人口的 18.70%，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9 06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50%。进入新时代以来，中

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养老问题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首

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培育智慧养老新业态，发展智慧养老

产业，助力中国老龄事业发展。中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规模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8%[1]，为中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前，中国养老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内涵和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构建全时空、多

场景、立体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已成为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2021 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老龄工作会议

中指出：下一步中国老龄工作的重点是加强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社会氛围、发挥社会力量作用，满足老年

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①。

中国当前智慧养老行业存在着政产学研用结合不够紧密 [2]、智慧养老服务队伍建设不够专业 [3]、政府

和公众对智慧养老的认识不够深刻 [4] 等问题，同时，针对特定养老场景、满足一般化养老服务需求和整

合局部养老资源的现行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仍然面临着全社会为老理念不强、全社会参与度不够、养老

服务资源集成有限等难题，难以支撑智慧化、融合化、个性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亟待进一步的创新

发展。为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于 2021 年 10 月印发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

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中明确指出，需进一步打造智慧健康养老的新模式，以解决中国当前养

老服务供需矛盾，并满足快速增长的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

为解决智慧养老现有不足，打造新时代背景下智慧养老发展新模式，本文通过梳理当前智慧养老的

现状，提出基于智慧养老的创新模式−全域养老，拓展智慧养老的内涵和功能，设计实现机制，并从

多维视角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收稿日期：2022-01-14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AZD116）
作者简介：梁 昌 勇 （ 1965－ ）， 男 ， 教 授 ， E-mail： cyliang@hfut.edu.cn； 洪 文 佳 （ 1995－ ）， 女 ， 博 士 研 究 生 ， E-mail：
hongwenjia426@126.com；马一鸣（1988－），男，博士研究生，E-mail：mayiming923@163.com 

第 24 卷第 6 期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Vol. 24 No. 6
2022 年 11 月 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v.2022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10/14/content_5642632.htm。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6126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6126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6126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6126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6126
https://doi.org/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6126


 一、智慧养老现状与述评

“智慧养老”理念自英国生命信托基金于 2012 年正式提出以来，智慧养老的研究和应用得到了快速发

展，左美云 [5] 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智慧养老概念：通过利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智慧养老能够为老

年人的生活服务和管理提供支持，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利用好老年人的经验智慧，使老年人过得更

幸福、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智慧养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以智慧养老平台为载体 [6]，运用智能产品

连接供需双方 [7]，广泛聚集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对接老年人、养老供应商、养老服务商和政府部门，充

分发挥社会支持功能 [8]。

基于智慧养老的概念和内涵，本文主要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其中，理论

研究主要从智慧养老的交互、供给、需求和服务体系四个方面展开。

在智慧养老的交互方面，基于智慧养老平台实现老年人与人工智能产品自然、友好的交互是智慧养

老的核心 [9]。学界不仅从情感化设计 [10]、多通道设计 [11]、感官代偿 [12]、自然交互 [13] 等角度对人机交互式养

老进行研究，还从隐式交互角度主动推测用户意图，主动提供养老服务 [14]。从智慧养老的供给方面来

看，智慧养老在要素升级、资源整合、数据共享等方面对传统养老服务模式的供给体系进行了创新和升

级 [15]。智慧养老产业链能够对企业链、价值链、技术链、产品链和空间链五个子维度进行整合与优化 [16]。

进一步从拓宽服务运用场景、丰富使用范围、构建智慧养老服务精准化治理逻辑等方面明确了智慧养老

的精准化供给路径 [17]，提升了养老资源配置效率和养老服务供给效率，提高了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 [18]。从智慧养老的需求方面来看，依托服务链研究需求侧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及需求表达特点 [19]，智慧

养老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安全保障、医疗保健、日常起居辅助等方面 [20]，进一步细分不同老年群体

对于智慧养老的需求 [21]，在此基础上研究老年人选择智慧养老服务的影响因素 [22]，特别关注认知与观

念、规范标准、操作难易程度、隐私安全四个方面 [23]。在智慧养老的服务体系方面，智慧养老通过养老

综合信息平台实现资源贯通、监管贯通和服务贯通，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 [24]。居家、社区和机构的协调发展有助于推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整体性和关联性 [25]，进一

步打造“居家为主体、社区为平台、机构为助力”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 [26]。同时，医养结合型智慧养

老服务体系离不开“机构—社区—居家”的无缝衔接 [27]。康养结合促进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服务体系的联

动与融合。从医养结合到康养结合拓展了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横向结合的范围和深度，具有更

丰富的内涵，更符合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 [28]。

在智慧养老实践应用方面，自 2015 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

来，各地政府积极探索智慧养老模式，养老服务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杭州市率先在国

内引入智慧居家养老理念，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中的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居家养老服务、护理员队伍建

设、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鼓励老年人自助互助等重要方面都展开了智慧化改造 [29]。乌镇建成中国首家基

于长期照料体系的“互联网+养老”服务平台−乌镇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在老人家中安装智能居家

照护设备、远程健康照护设备与报警定位等多种智能设备，实现远程监护和及时救助 [30]。上海市浦东区

积极推动综合为老服务平台的上线运行，集成养老服务供应信息，精准匹配多类型、多层次的养老服务

需求 [31]。合肥市以智慧养老示范试点创建工作为抓手，加快推进智慧养老落地服务，基本实现了“互联

网+”养老服务信息化全覆盖 [32]。

综上所述，智慧养老在解决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养老服务体系信息化水平不高、需求识别不足、供需

匹配不畅等问题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但现行的智慧养老模式由于存在要素资源不完备、社会参与不积

极、服务体系分散化、实践应用难以复制和推广等一系列不足之处，造成新时代背景下老年人的养老理

念不积极、保健效果不理想、照料基础不稳定、紧急救助不及时和情感慰藉不到位等问题，难以围绕老

年人的需求全方位整合全社会要素资源，缺乏由老年人需求驱动的全社会主体和要素协同机制，缺乏面

向老年人全生命周期和养老服务供应链的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缺乏“人人为老”的全社会养老责任理

念，迫切需要对智慧养老模式进行创新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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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域养老的概念与特征

全域养老是一类依托养老智联网集成融合全社会多方主体和全社会要素资源，建立面向全时空、全

场景的动态感知、智能决策、主动服务的养老体系，能够为各级政府、养老机构和社区、老年人及其家

庭等利益相关者提供智慧化、融合化、个性化养老服务的新模式。

作为全域养老社会化和智慧化的核心，养老智联网是以互联网、物联网技术为基础，以涉老知识的

获取、表达、交换、关联为关键任务，建立包含社区、机构、老年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机制

的知识联结网络，实现各涉老主体所拥有知识的互联互通，促进养老知识的自动化和协同化，支撑大规

模、复杂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智联网功能和运作机制如图 1 所示。
  

老人

养老智联网
知识联结

政府机构

协同养老
知识自动化

获取 知识
交换知识 关联知识

互联网
数据联结

物联网
感控联结

感控数据通信数据

图 1    养老智联网运作机制
 

在图 1 中，养老智联网能够融合互联网的通信数据和物联网的感控数据，获取、表达、交换、关联

各利益相关者的养老服务知识，实现知识的联结内化和自动协同，实现养老知识在各主体间的融通共

享，支撑和完成在全域养老服务体系中需要大规模社会化协作的养老功能和服务。同时，养老智联网具

有发展性、时变性与自适应性的特征， 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经验知识，对自身的结构、形态、功能进行

不断地自我演化与调整，能够为全场景、多主体、多模态的智慧交互模式提供跨行业、跨组织、跨设备

的多模态养老大数据，实现跨域、全局全社会资源和要素协同。养老智联网能够通过智能获取、主动识

别多源异构健康养老大数据，有效解决由于养老服务需求的零散性、随机性、实时性、不确定性造成的

隐性化、个性化、融合化养老服务需求识别困难问题，通过全社会多主体和全要素的协同配置框架实现

多维、多样化服务匹配和供给方式，不断升级智慧养老，最终建立多层次、立体化、全景式的全域养老

服务体系。

因此，全域养老作为智慧养老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种新模式，两种模式在养老理念、载体、覆盖范

围、交互程度、需求识别、资源要素和服务体系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1 所示。
 
 

表 1    全域养老与智慧养老对比
 

维度 全域养老 智慧养老

养老理念 融合全社会要素资源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
养老服务，形成人人为老的社会风气

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
使智慧科技与智慧老人相得益彰

载体 养老智联网、全域养老平台 智能养老设备、智慧养老平台

覆盖范围 全行业、全场景、全领域 智慧平台养老和智能养老设备覆盖范围

交互程度 全场景、多主体、多模态智慧交互 人机交互

需求识别 隐性化、个性化、融合化 显性化、一般化、单一化

资源要素 全社会资源和要素 面向特定养老场景的相关资源和要素

服务体系 面向全社会的、满足立体化养老服务需求、
整合全社会资源的全景式养老服务体系

面向特定场景、满足一般化养老服务需求、
整合局部养老资源的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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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慧养老相比，全域养老通过对全社会资源要素的共享、交易、协同、融合，并将其内化为弹性

化、柔性化、社会化的养老智联网，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智慧化、融合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与监

管。因此，全域养老具有如下典型特征：（1）全要素。全域养老以养老智联网和全域养老平台为载体，

深度融合传统涉老要素与现代生产要素，是多主体参与、养老大数据支撑、社保制度优化、相关企业转

型、信息实时传输、养老知识联动、养老政策支持、投入资金催化、现代服务配套、护理员人才培育等

要素大规模集成与协同的系统工程。（2）全时空。全域养老面向老年人初老期、老年期和长寿期全生命

周期服务链，覆盖物理空间、数字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养老服务供应链，在老年人全生命周期服务链中识

别并满足老年人隐性化、个性化、融合化的需求，在包含供应商、集成商和服务商的养老服务供应链中

实现更高层次的要素融合和资源集成，在全时空层面实现养老服务智慧化、融合化、个性化发展。（3）全

社会。全域养老面对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需要，覆盖全行业、全场景、全领域，集成融合全社会涉老要

素，在全社会层面实现养老多主体协同参与和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全场景、多

主体、多模态的智慧交互空间，构建多样化、多模式、多层次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形成人人为老的社

会风气。

 三、全域养老模式及实现机制

 （一）全域养老模式

全域养老模式的构建需要依托养老智联网搭建全域养老平台，整合全社会要素资源，协同全社会多

方主体，提供面向政府、社区、机构、老人及其家庭等利益相关者的多项养老服务，保障各类老年人基

本生活的同时，满足老年人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需求，实现养老服务信息一目了然，养老

服务资源一站获取，养老服务需求一键到达，养老服务监管一网覆盖。全域养老平台架构及功能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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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域养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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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 中，全域养老平台是由终端层、网络层、数据层、知识层、应用层和交互层构成，依托于养

老智联网集成全社会多方主体和全社会要素资源，融合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数据构建老年人基本数据库、

社区养老数据库、机构养老数据库和居家养老数据库，运用区块链技术和中间件技术提炼内化为包含知

识库、特征库、模型库、案例库的知识层，针对老年人生活照料、医疗健康、心理慰藉等需求的养老管

理信息系统，匹配个性化、全方位、多样化养老服务场景，建立动态感知、智能决策、主动服务的养老

体系，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融合化、个性化、主动式的全时空养老服务。社会多主体协同参与是指监

管主体、服务主体、研究主体、技术主体、供给主体等之间的政策调控机制、养老服务递送机制、福利

生产机制、多渠道投资机制、利益分配激励机制、资源信息共享机制、综合保障机制等；社会全要素集

成融合强调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涉老要素和金融、数据、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在养老场景、需

求、任务和数据驱动下的协调整合与优化配置。

根据《“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的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以人为本、

顺应趋势，兜好底线、广泛普惠，改革创新、扩大供给，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中国未来养

老服务体系应统筹把握老年期与全生命周期的关系，聚焦老年人需求，优化服务供给，推动老龄事业与

产业、基本公共服务与多样化服务协调发展，努力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坚持政府、社会、家

庭、个人共同参与、各尽其责，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中国未来养老服务模式既要面向老年人全生命周

期的服务需求，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效率，又要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促进全社会的参与。因此

本文认为，全域养老平台可支持四种全域养老模式，分别是老年人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养老服务供应

链协同服务模式、个性化场景服务模式、利益相关者服务模式。

1.老年人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

老年人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基于老年人全生命周期养老服务链，按照时间序列整合老年人全生命周

期服务过程中的服务信息和服务资源，动态融合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购买行为、健康行为、信息行为、

心理偏好等全生命周期信息，挖掘老年人的潜在状态信息和隐性需求，建立面向老年人身体状态、心理

偏好、养老服务需求等全生命周期预测模型和服务方案，能够为初老期、老年期和长寿期老年人提供全

方位、可追溯的养老服务全过程应用支持。

2.养老服务供应链协同服务模式

养老服务供应链协同服务模式围绕着老年人生活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中所产生的实时

需求和潜在需求，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多元供应主体的准入机制和评价体系，进行供应商动态调整、集

成商优化整合、服务商实时对接，建立养老服务供应主体信息共享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养老服务供应

链分布式多主体的合作信任、信息共享、利益分配和风险共担，实现跨域、全局养老服务资源协同配置

和养老服务流程协同优化。

3.个性化场景服务模式

个性化场景服务模式是指围绕着老年人个性化、融合化、智慧化养老服务需求，搭建安全防护、照

护服务、健康管理、情感关爱四类智慧养老场景，提供智能养老技术与产品个性化解决方案的同时，全

面考虑场景相关的服务对象、服务流程、服务环境、服务保障等环节，强化个性化服务配套，实现个性

化养老服务场景需求与全社会主体和要素的有效对接，确保个性化服务及时响应、个性化服务资源及时

到达、个性化服务保障机制持续运作。

4.利益相关者服务模式

利益相关者服务模式是指通过全域养老平台识别政府、社区、机构、老年人及其家庭等利益相关者

的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分析利益相关者在全时空养老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多源异构养老大数据，获取所

有利益相关者的养老服务知识并联结、上传到养老智联网，自动匹配老年人生活照料服务，自动分析老

年人健康状况，智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弹性配置养老服务要素资源，智能启动应急养老服务资源，不

断改进全域养老平台的知识联动和服务协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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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域养老模式的实现机制

全域养老模式作为具有全要素、全时空、全社会特征的新型智慧养老模式，其实现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和努力。本文基于全域养老模式的概念、特征和功能，提出相应的实现机制，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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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域养老实现机制
 

在图 3 中，全域养老模式是由特定养老场景、需求、数据和任务驱动，整合社会多主体和社会全要

素，通过养老智联网获取、表达、交换、关联养老服务知识，对全时空和全过程养老服务进行优化、评

价、监管、协调，最终实现全社会为老服务目标。通过多主体协同参与、全要素集成融合、全时空协调

发展、全过程监督管理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助老、敬老、用老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

1.多主体协同参与

养老多主体的协同参与是全域养老模式的实现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在全域养老模式建设中的主导作

用和监管作用；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载体，充分整合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推动养老机构服务的标准

化、高质量、品质化发展，加强养老机构与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高校和研究所在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充分利用智慧养老企业在技术研发和需求挖掘方面的优势。在此基础

上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福利分担机制、资源共享机制、利益分配激励机制、养老服务递送机制、综合保

障机制，实现养老服务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合作。

2.全要素集成融合

全社会要素的集成融合是全域养老模式实现的关键。坚持市场在养老服务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不断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涉老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培育数据要素

和知识要素在养老要素优化配置中的引领作用，引导人力资源、科技创新、金融等现代生产要素，向养

老领域协同集聚，围绕老年人全生命周期服务链、养老服务供应链、个性化养老服务场景、利益相关者

整合社会全要素，优化升级要素结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解决要素价值创造的体制机制障碍，共同支

撑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

3.全时空协调发展

全时空协调发展是全域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保障。依托老年人全生命周期服务链和养老服务供应

链，覆盖初老期、老年期和长寿期老年人，推动老年人所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数据空间的融合，精

准调配全时空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主体，有效调度全社会涉老要素资源，融合全行业养老服务供给，

精准匹配智慧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统筹推进涉老领域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全域养老服务发展中的

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

4.全过程监督管理

全过程监督管理是全域养老模式持久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建立以民政部门为主导，老龄办、财政

部门、医疗保障部门、大数据资源中心共同参与的协同监管机制，把握养老事业发展大局，分析养老工

作现状，持续做好全域养老顶层设计工作，以社会多主体和社会全要素为监督和管理对象，运用区块链

技术建立主动发现、智能预警、自动响应的智慧化监管机制，实时监管养老服务主体协同运作过程、决

策制定过程、养老服务过程、养老服务质量评价和改进过程，为全域养老服务向高质量方向发展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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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养老模式是以多主体参与和全要素集成为核心，联结聚合形成养老智联网，运用区块链技术构

建养老服务多主体的共识机制与信任机制，建立养老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和养老服务多主体动态调整机

制，对养老服务供应链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基于协同理论建立全社会涉老要素资源的供给策略和协同

配置框架，提供面向老年人全生命周期和老年人生活全空间的个性化服务，实现全域养老模式下高质量

养老服务供给，保障全域养老服务体系的协调发展。

 四、展望与政策建议

新时代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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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展全过程已经成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长期目标。作为能够整合全时空、全要素、全社会的智慧养

老新模式，全域养老模式切合中国当前多元供给、加强监管、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新时代养老服务发展

思路，适应中国面对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战略选择，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高质量、高水

平发展，为中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用的社会氛围构建提供支撑，为人人助老、人人敬老、人

人爱老的新时代文化风尚的形成提供支持。

面对复杂的老龄化问题和快速变化发展的养老服务需求，全域养老面临着以下挑战。

1.针对老年人服务需求识别不足，个性化供需匹配难度大。尽管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内容上具有趋同

性，但不同个体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间差异巨大，考虑不同养老服务模式、区域差异、个体差异的服务

内容识别方法存在缺失，基于物联网、互联网、智联网的服务需求甄别方法尚不完善，导致区域内养老

服务实际需求反馈速度慢、准确度低，影响养老服务的供需匹配，成为了全域养老首先需要解决的一大

挑战。

2.缺乏面向全时空的资源要素有机融合机制。全域养老作为一种具有区域性、整合性的服务模式，

需要具备良好的劳动力、资本、数据、知识等资源融合机制，以上资源分布在不同政府职能部门、医疗

卫生机构、社区保健所、养老院、社会服务组织、企业和家庭等具体服务单元中，由于缺少有效的信息

整合和共享机制，这使得各类养老服务资源不能形成有机整体，同时各类服务单元由于投入产出问题也

往往倾向于保护各自资源，因此，如何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有机融合是全域养老模式面临的重要挑战。

3.以政府为主导的全域养老组织实施架构不够完善，难以建立多样化供给协同机制。在服务供给

端，目前中国养老服务的系统化供给能力不足，以社区作为养老服务节点的功能开发缓慢，面向区域内

的养老服务在供给上仍然处于零星化、碎片化、单链供给的特征，导致即使在服务供给上游完成服务资

源整合，但在实际实施服务的过程中仍处于零散供给的状态，因此，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社区基层单位

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作用，是实现全域养老服务模式的又一挑战。

因此，全域养老模式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完善。本文从技术，服务，模式三个方面阐述全域养老未来

研究主要突破的重点。

1.研究面向全时空养老服务需求的养老智联网技术体系。探索分布式、自组织、自运行的安全智联

基础设施，建立适应复杂开放环境的动态感知与主动响应的全域养老平台运行机制，并研究改进多类型

人机、人人交互方法，满足智慧化和适老化技术需求。

2.完善面向多主体、全要素、全社会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全社会为老服务业务流程，探索异

构养老服务资源一体化、集群化整合方法和高效、柔性、可靠的对接匹配机制，发展面向多场景的隐性

需求动态获取与匹配方法，建立个性化养老服务需求组合与协同供给机制，实现针对个性化养老需求的

扁平化、一站式养老服务供给。

3.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域养老服务新模式。探索多主体、全要素的协同机制，设计适应全域养

老的服务模块化模板范式，构建面向要素效用和服务效用最大化的供需匹配模式，最终为所有利益相关

者提供全方位、高质量、个性化的全生命周期养老服务和监管功能。

以上目标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调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保障功能，因

此，本文从协调发展理论、多元福利主体、政策工具视角，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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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协调发展理论出发，政府应注重全域养老理念与经济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发展，努力协调经济

发展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重塑全域养老理念下

养老制度安排的价值立场，在全社会引导形成一种“人人为老”的良好风尚和新价值模式，并将其内嵌于

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中。

2.从多元福利主体视角出发，政府应积极构建以家庭为基础、直接养老主体为支撑、非直接养老主

体积极参与的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政府应发挥在全域养老服务模式中的主导作用和保障职能，支持

家庭积极承担养老功能，进一步扩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明确机构养老的品质化发展路

径，以政策优惠和政策试点驱动非直接相关主体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3.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在全域养老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应侧重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配套运

用。在发展初期，强制类政策工具应发挥导向作用，运用财政投资手段和行政手段搭建和运营区域型养

老智联网和全域养老平台，打通养老智联网与互联网、物联网之间的壁垒，并利用信息引导类工具宣传

“人人为老”的全域养老社会理念；随着全域养老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和智慧养老的发展，政府通过自愿

型和强制类政策工具相结合的方式，要求有关养老主体和要素主动加入全域养老平台，鼓励全社会涉老

主体和全社会要素资源积极融入全域养老平台，形成高效、活跃的全域养老生态环境；在全域养老模式

成熟阶段，可以采取混合型政策工具在全社会建立起“互助互惠”的全域养老组织架构和配套制度，提高

全域养老平台的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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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Elderly Care: A New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 the New Era
LIANG Changyong，HONG Wenjia，MA Yim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009, China）

Abstract：With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aging  in  China  since  the  new  era,  smart  elderly  care,  which  applies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ntegrate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has  been  flourishing.  But  due  to  the  little  consider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for  the

elderly,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limited integra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resources, it is difficult for smart elderly

care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all-time-space,  multi-scene  and  three-dimensional  elderly  care.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smart elderly care, a new model for fu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was proposed, comprehensive elderly care.

It  defined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hensive  elderly  ca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rehensive  elderly  care  and

smart  elderly  care,  and proposed comprehensive elderly  care  platform based on the internet  of  minds to  support  the  whole  life  cycle  service

model of the elderly. The four models of comprehensive elderly care are: the life-cycle service model for the elderly, the service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ve  service  model,  the  personalized  scenario  service  model  and  the  stakeholder  service  model.  In  this  paper,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omprehensive elderly care was also con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tegration

of  all  element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l  time  and  spac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an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forward from multi-perspectives.

Keywords：comprehensive elderly care; smart elderly care; internet of minds for the elderly; platform for the elderly; mode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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