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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是新兴的模式,改进了传统居家养老模式的弊端,线上线下服务更好地满足了老年人的需

求,本文以丹阳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的探索为例,对该模式的发展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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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加速发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

大影响,其中传统的养老服务业也受到了冲击。国务院于

2015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中明确了“互联网+”重点发展的多个领域,

其中“互联网+益民服务”领域中就指出了要促进智慧健

康养老产业发展,依托现有互联网资源和社会力量,以社

区为基础,搭建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台,提供护理看护、健

康管理、康复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基于此,“互联网+”

居家养老模式逐渐发展,使传统居家养老模式的弊端得以

改进。 

1 传统居家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 

1.1 供需不匹配,供给结构单一 

传统居家养老模式往往提供的服务以生活照料为主,但

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老年人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在医疗、娱乐、精神等方面均有更高的需求。 

1.2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传统社区居家养老普遍存在服务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

适用性较差,缺少专门适合于老年人的健身娱乐服务设施,

无法充分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1.3 现代科技应用面狭窄 

利用智能化产品解决社区居家养老的照顾、护理、安

全等已是趋势,但目前传统居家养老中接受度不高,应用面

不广。 

1.4 评估监督机制不健全 

传统居家养老不管是政府主办或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

均缺乏对服务内容的监督和效果的评估,因此会出现以次充

好现象,影响居家养老服务发展。 

2 丹阳市“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探索发展情况 

丹阳市民政局通过与电信公司合作,建设专门指挥中心,

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发放老年人专用手机,实现居家养老

线上线下服务。 

线上服务是指老年人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通过发放的

手机进行一键呼叫,接通指挥中心的话务员,话务员可根据

老人需求转接 110、120 等单位,也可通过此项服务提供精

神关爱、用药督导、老年人健康顾问,同时发放的手机也可

提供老年人定位服务,确保老年人的安全。线下服务是建设

助老园,由发放的手机实现助餐、助洁、做饭、买菜等服务,

丹阳市目前已有试点,并委托第三方安康通健康服务有限

公司实施,民政局将根据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丹阳市“互联

网+”居家养老模式的优势在于：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效率,

通过大数据应用,更好地匹配服务供需；提高服务质量,通

过互联网平台可实现吃穿住行、安全、健康等各项服务,

使服务质量得到进一步保障；同时互联网可获得养老信息

的相关数据,为居家养老的研究提供信息,促进居家养老服

务发展； 后可实现有效评估监督,互联网+的模式使服务

质量有迹可循,方便对服务过程进行监督,对服务效果进行

评估。 

3 “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 

3.1 线上线下配套服务发展不均衡,缺乏专业化服务

人才 

以丹阳市“互联网+”居家养老的探索模式为例,线上的

服务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建设,同时发放老年人手机拓展线

上服务,但是仍缺乏必要的线下服务建设。线下服务开设助

老园,本意是想提供更好的居家养老服务,里面的设施配置、

工作人员必须配备齐全,但居家养老服务的开始阶段,不一

定能立马见效益,如此一来在没有收益的情况下初创成本及

后续成本成为难题。再者助老园的工作人员服务对象是老年

人,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必然对工作人员的专业度提出要

求,目前的趋势是缺乏专业化的人才。 

3.2 智能化服务对于老年人来说应用率不高 

首先要实现大数据平台操作前需精准确定服务对象,丹

阳市“互联网+”居家养老主要是针对失能、半失能的老人

及 80 周岁以上老人,人员分散、年龄普遍较大,让他们全部

集中至民政局登记不太现实,同时登记时必须携有身份证,

老人们也不太愿意将身份证由他人携带前往登记,这就使数

据的采集遇到困难；其次,老年人比较难接受新鲜事物,对于

智能化、高科技产品往往具有排斥心理,不太愿意且不太容

易接受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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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存在潜在困难 

要实现“互联网+”居家养老必须借助现代化设备,但往

往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种种潜在困难。以丹阳市为例就是要

对审批通过的老年人发放手机,但是据丹阳市电信工作人员

反馈,他们1小时仅能发放4台手机,因为发放时需要通过刷

脸进行信息录入与核对,这就增加了操作时间,万一不核对

身份,让不该享受者享受了该服务,相关政府人员将被问责,

因此工作量较大。 

3.4 信息安全存在隐患 

大数据时代下每个人的信息安全都将受到威胁,个人信

息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会被泄露。因此“互联网+”居家养老

模式虽然可获得老年人的信息,但若处置不当将对老年人的

隐私带来危害。 

4 “互联网+”背景下探索居家养老模式的对策建议 

4.1 扩展线上线下服务内容,优化“互联网+”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 

充分了解老年人需求,在可供服务范围内进一步整合

资源,扩展线上线下服务内容,提高供给能力。将零散化、

碎片化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手机平台及助老园线下平

台实现资源共享,并明确评估方式,采用激励机制,对供给

的服务进行量化考核,对于购买服务人数较高的项目给与

鼓励。 

4.2 鼓励家人共同参与老年人信息化教育 

针对智能化产品老年人使用率不高的问题,鼓励家人

参与协助老年人使用,利用手手相教、集中学习等方式对老

年人进行信息技术的培训,使其对智能化产品尽快上手,

起码会简单操作。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享受线上线下的

服务。 

4.3 加强大数据管理,保障信息安全 

对于采集而来的数据,要保障它的安全,避免老年人隐

私遭到泄露,就必须加强对大数据的管理。政府要加强对数

据的监管,做好数据监测与防护工作,同时健全法律,依法保

障信息的安全。 

4.4 提高政府重视程度,加大政府支持 

“互联网+”居家养老模式是新时代的产物,不仅需要社

会的参与,更需要政府的重视与支持。首先要在资金上给与

支持,使居家养老新模式的服务得以拓展,更好发挥线上线

下的服务效果。其次要在政策上给与帮扶,并逐渐完善各项

相关法律与制度,使有所需要的老年人真正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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