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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助力养老服务业提高效率和质量研究 
 

刘鑫焱、曾新朝、覃崇健、邓静贤、马益恒、龙凤好、周晓东 

 

（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 肇庆  526100） 
 

摘要：我国已全面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

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百姓福祉。文中阐述了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动老龄事业与养老服

务业发展的必要性；深入分析了养老服务业对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需求和市场环境；指出，无论在

家庭、社区还是养老机构，人工智能都能为老年人提供便利；AI 与养老服务相融合，有利于提高养老服务

的效率与质量；应加强养老服务业劳动力岗位培训和就业保障,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养老服务投入；应

改进社会救助和福利制度,鼓励养老服务企业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加强数据保护和监管机制建设。要充分利

用技术的能量弥补养老业人力的不足，并注意保护老年人的隐私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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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9697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21.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1676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4%。这意味着我国已全面进入

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今后 10 年，每年还将有超过 2000 万人的新增老年人。此外，高龄人

口（80 岁及以上）的数量也在增长，预计到 2035 年，这个数字将超过 5000 万。
[1] 满足数

量庞大的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事关百姓福祉。我国《“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强调，大力发展

银发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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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银发潮”蕴含新机遇 

老龄化是指由于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相应

增长的动态。老龄化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7%，或者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10%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

龄化。在“银发潮”对基本公共服务带来挑战的同时，还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新机遇。银发经

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随着老年

人口数量扩大，以及生活水平提高和健康预期提升，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在持续增长、消费

意愿和能力在不断增强。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既利当前又惠长远。且“银发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扩大了老年人适用产品和服务消费，也

带动了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尽管传统的家庭养老仍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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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大量的乡村人口涌向城镇，使得老龄化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给养老服务

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作为能够全面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关键

行业，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涵盖了居家养老、机构养老、

社区养老等多种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

动下，养老服务模式也在不断演变。基层养老服务的设施得到了加强，公众的养老意识逐渐

提高，对养老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二）AI 与养老服务相融合，有利于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银发经济涵盖了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全领域，虽然前景广阔，当下却面临着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等现实问题。政府、社区以及基层养老服务机构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国

务院办公厅 2024 年 1 月 15 日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国办发

〔2024〕1 号），提出 4 个方面 26 项举措，释放出加快建设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的明

确信号。发展银发经济，应坚持问题导向，使政府调控和有效市场更好地结合，形成多方合

力共同促进之势；应加强老年人基本民生保障，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运用好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人工智能（AI）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推动这一行业的发展。它不仅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效

率和质量，还解决了传统服务中的人力短缺和服务不均等问题，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个性化、

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服务。AI 与养老服务相融合可以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与质量，通过

智能化管理和监控老人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减轻护理人员的负担，由老

人的健康状况和需求，定制专属的养老方案，提升服务质量和老人的生活质量，提供更精准、

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实现养老服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有利于降低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提

高养老服务业的效益。 

二、养老服务业对 AI技术的应用需求和市场环境分析 

为了解养老服务业对 AI技术的应用需求，探讨 AI技术在解决养老服务实际问题和满足

应用方面的潜力，分析 AI 技术在未来养老服务业发展进程中的应用方向和发展的趋势，从

而为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实施决策提供参考，有必要进行深入调研分析。 

（一）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1.我国养老服务业有关法规体系不断完备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标准时点: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数据，我国 60 岁及

以上人口为 26401.8766 万人，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23.5680 万人，占

13.50%，与 2010 年第六次普查相比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

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
[1]

 老龄化呈上升趋势。中央和地方政府已制定出相关法规

和政策，引导和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的发展，确保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促进社会化养

老，提高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同时降低养老服务的费用。让老年人有更多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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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养老服务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发展。此外，社会化养老也有助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促进

养老服务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然而，社会化养老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例如养老服务市场的不规范和信息不对称、

机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老年人自身经济能力不足等。政府需要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养老服

务业的评价体系，提高服务质量和规范化水平，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2.我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图 1：2018-2022年中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 

（1）老年医疗服务市场 

目前养老服务业整体呈规模持续扩张状态，其中老年医疗服务市场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由于我国大多数养老机构仅能提供基础的生活性照顾服务，难以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性的医疗

服务，导致我国目前的专业老年医疗服务的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促使了老年医疗服务市场快

速增长。 

（2）老年护理服务市场 

 

 

 

 

 

 

图 2：2000-2050年中国老年人需上门护理服务人数情况及预测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老年护理服务市场规模呈增长趋势，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促

进老龄产业发展的机制和政策研究总报告”分析，我国老龄人口对上门护理服务的需求不断

提高，居家护理与个人健康护理需求人数不断上升，护理服务市场也随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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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政服务市场 

 

图 3：2012-2022年中国家政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我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据国家民政部公布的调查报告分析，我国的空巢老

年人数量不断增多，大量老年人不与子女一同居住生活，其中老龄造成的生活不便和健康、

安全风险，促使老年家政服务市场得到扩大发展。 

（4）养老用品市场 

 

图 4:2016-2022年中国养老用品产业市场规模测算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我国的养老用品市场的供给缺口较大，养老用品产业发展不充分，规模正不断扩大。

需求侧视角下老年人对辅助产品、休闲娱乐产品、医疗器械以及各类智能穿戴设备的消费意

愿强烈，但我国的养老用品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这一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3.AI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现状及挑战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如火如荼。全球产业界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引领新一轮产业变

革的重大意义，纷纷调整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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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4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10 
图片来源：孙妍.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创新技术榜发布 大模型企业蜜度登上 TOP10[EB/OL]. 

(2024-04-29)[2024-06-1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7647710525002232&wfr=spider&for=pc 

 

比如，谷歌在其 2017 年年度开发者大会上明确提出发展战略从“移动优先”转向“人

工智能优先”，微软 2017 财年年报首次将人工智能作为公司战略发展愿景。人工智能领域

已成为创新创业的前沿。麦肯锡公司报告指出，2016 年全球人工智能研发投入超 300 亿美

元，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全球知名风投调研机构 CB Insights 报告显示，2017 年全球新成

立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1100 家，人工智能领域共获得投资 1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
[2]
 

截止 2023 年 10 月，全球十大最有价值 AI 初创企业之一的 OpenAI 的市场估值高达 

290 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 AI 初创公司。其最著名的投资方就是微软，通过一项复

杂交易共向该公司注资达 110 亿美元。截至 2023 年 10 月，OpenAI 总计筹集到 113 亿美

元资金（AIBEAT，2023）。 

人工智能技术将持续深度渗透到智慧养老领域，不断衍生新型养老方案。从智能家居、

健康监测手环到智能服务机器人，AI 技术在养老医疗和养老陪伴等方面都对养老服务有诸

多贡献，AI 智慧监护系统、养老陪伴机器人等各类智能化智慧养老产品为养老服务领域增

添新活力。 

AI 养老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传统养老的一些岗位，导致部分岗位被替代。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养老服务岗位都会被完全取代。 

首先，AI 养老服务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养老服务，因为老年人需要的是多元化、个性

化的服务，而 AI 技术目前还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需求。此外，老年人对情感交流、人际互动

等方面的需求也是 AI 技术所无法替代的。其次，尽管 AI 技术可以提供一些基础性、重复

性的服务，如健康监测、日常生活照料等，但这些岗位的替代性并不高。在养老服务业中，

 



                                     http://www.sinoss.net 

 - 6 - 

除了这些基础性服务岗位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岗位，如护理员、心理咨询师、老年教育

工作者等。这些岗位需要与老年人进行深入交流、理解他们的需求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

是 AI 技术难以做到的。 

此外，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养老服务业也需要不断适应和利用新技术，提高服务质量

和效率。包括开发更加智能化的养老服务系统、提高服务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加强与相关

行业的合作等。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和岗位。AI 需要与其他技术和职业岗位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和进步。 

（二）政策、经济、社会环境、技术（PEST）分析 

1.政策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背景下，中央政府层面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进智能养老。从 2011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到 2021 年国家工信部、民政部和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已预测到 2025 

年，智能养老（在本文中与“智慧养老”同义）产业科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产品及服务供

给能力明显提升，试点示范建设成效日益凸显，产业生态不断优化完善，老年“数字鸿沟”

逐步缩小，人民群众在健康及养老方面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2] 
国务院办公

厅 2024 年 1 月 15 日印发《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又提出了 4 个方面

26 项举措，释放出加快建设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的明确信号。 

2.经济分析 

 

图 6：2018-2022年中国智能养老服务市场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报告大厅）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GDP 增长率从过去的两位

数降至个位数。在此过程中，一些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此时，一方面需要以数智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也需要解决劳动就业问

题。而我国老龄化严重，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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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60 岁以上老龄化人口达 4 亿，老龄化产业将近 13 万亿元规模。 

据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2021 年提供的数据，中国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约有 4500 万人，

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达到 600 万名。然而，目前相关从业人员只有 50 万，养老护理员供给

缺口高达：550 万。与此同时，这个行业也留不住人，新增老年护理员的流失率达到 40%-50%。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年发布的“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 100 个职业排行”中，

养老护理员居于前列。 

因此，智能养老服务作为一种技术创新的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老年人和家庭的青睐。

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智能科技推动了养老服务创新和市场需求增长，智能养老服务业有望成

为未来一个重要的增长领域，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社会环境分析 

  

 

图 7：2000-2035年中国 65周岁及以上人口统计及测算  

（资料来源：中商情报网） 

 

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明天如何养老的艰难选择。子

女为了拼搏事业，导致我国空巢老人比例高；慢性病普遍也造成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较低，

传统的养老护理服务也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急需 AI 的介入，养老服务才能与时俱

进，更好地解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及其安全的保护。对于老年人而言，多数人期望与家人在

一起，尤其是空巢老人；而家用智能技术产品不断迭代，致使老人无法跟上其步伐。但 AI

的介入使得老人仅仅需要一个按键或一道信息，便可与家人见面（视频），或是让家里人通

过数智化技术了解到老人的身体状况（数值指标）。 

4.技术分析 

2023 年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全面爆发的一年，随着 ChatGPT 的发布，生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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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8-2023年中国智慧养老设备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共研网.2023 年中国智慧养老设备产业链、产量及市场规模分析

[EB/OL].(2024-03-13)[2024-06-12].https://www.sohu.com/a/763602025_121388268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取得突破性发展，深度学习算法在语音和视觉识别上实现突破。特别是人

形机器人的批量生产，有力地拓展了人工智能产业的空间。也使智能养老成为引领养老方式

变革的重要支撑。现代通信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体感监控技术等 AI 智能技术都将促进养

老服务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推进市场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养老服务产业的升级，为家庭

远程医疗监护和个人健康管理提供可能。
[2] 

2023 年中国智慧养老设备产量达 155 万余件，

增速为 3%。（见图 8）
  

（三）行业痛点分析 

1.政策法规和数据隐私安全问题 

AI 养老产品的应用需要收集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和健康数据，这些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

保护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老年人的隐私权和健康数据安全，需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数

据的合法性和合规性。但目前我国 AI 养老产业对数据监管的相关法规政策还不够完善。 

2.服务质量和标准化问题 

AI 养老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存在着虚假宣传、服务不到位等问

题，导致老年人的使用体验不佳，致使许多老年人不信任人工智能。因此，AI 人工智能养

老产品需要加强服务质量管理，提高产品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和期望，并

且建立行业标准和规范，确保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 

3.多数老年人的养老金难以支撑 AI在养老行业应用的费用 

世界银行测算认为，达到 70%的养老金替代率才能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55%是国

际警戒线。而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早已低于这个数。1997-2022 年城镇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

呈现的是逐年下降的趋势，1997 年，养老金替代率在 70%以上，如今只有 44%。也就是说，

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已经明显下降。而这种下降，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老人们难以安享

晚年，找到合适的护工照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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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职友网的统计数据，62.1%的养老护理员工薪资在 4.5k-8k 之间。相比之下，2023

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 3372 元，大部分企退老人的退休金，并不足以请护工来看

护自己。即使有钱雇佣护工，未来摆在老年人面前的问题可能是——有钱也请不到人。低额

的养老金也难以让老年人支付起 AI 在养老服务上的费用，当 AI 智能养老产品不断向社会

推广，将促进整个社会产业升级。 

4.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图 9：中国现有各行业岗位未来 20年内被取代比例预测 

资料来源：国际投行研究报告.普华永道基于经合组织 PIAAC的调查数据

[DB/OL].(2019-01-09)[2024-06-12].https://caifuhao.eastmoney.com/news/20190109142808288013960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养老服务业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职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影

响。一些重复性、简单的、标准化程度较高的职业领域，机器人替代人力已成为现实。比如，

一些医院的护理部门，护士可以通过机器人完成医嘱查询、服药提醒等事务性工作；一些养

老院中，一些老人护理工作可以通过机器人完成。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对部分人的就业造成

一定冲击。但人工智能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提高生产与服务效率，提升生活质量。因此，在养

老服务领域，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与养老服务的需求相结合，以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人

性化的服务。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和设计养老服务体系，包括如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

何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此外，随着人们对高质量老年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人们会越来越注重护理的个性化

和专业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和高技能化的趋势。老年人可能更关注服务质量的

提高和照料的专业化。这将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需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服务提供者，

包括护士、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工、养老机构管理人才等。因此，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们不仅不会面临更大的就业问题，反而有可能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养老产业前景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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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技术的不断发展，AI 养老产业的前景非常广阔。 

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同比持续下降，而 60 周岁及以上、65 周岁以上老龄人口同

比持续上升。截止 2023 年末，65 岁及以上人口 21676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4%。这意味

着我国已全面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因此而催生银发产业的发展，并且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剧，

养老产业将带来更加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3]

 

从 2010 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2022 年占世界经济比重约 18%。当前

我国居民消费持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升级稳步推进，服务业恢复加快。贸易结

构持续优化。这对 AI 养老产业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继国家工信部印发《智慧健康养老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之后，又相继出台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

—202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提出要全

面开放养老服务市场、发展养老服务，加快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

老服务机构、医养结合机构，推进医养结合、鼓励发展智慧养老；要鼓励运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养老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养老服务业培育发展。
[3]
 

我国在 AI 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机器学

习等方面。同时在各个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包括金融、医疗、教育、制造、物流等。AI

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服务质量，同时也为传统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为使人工智能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 AI 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如鼓励企业加强 AI 技术研发、推动 AI 技术在各行业的融合应用、加强 AI 技术人才培

养等。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随着经济不断发展，

各行各业对 AI 技术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也为 AI 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调查方案与实施 

（一）调研对象与城市 

此次调查对象以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中老年人为主，需赡养老人的儿女为辅。伴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养老服务的需求和压力也在不断增加。而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中老年人正

是其中的主力军。通过调查，了解他们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和偏好，可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

求，提高 AI 技术对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满意度。同时，他们也是养老服务的潜在消费者和投

资者，他们对养老服务的认知和态度，对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调查他们

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和偏好，可以为养老行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调查目标城市为广州。广州市养老服务业需求庞大：根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

据：2022 年广州市整体仍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60 岁及以上户籍人口占比明显上升，广州

市户籍人口 1034.91万人，其中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95.21万人，占户籍人口的 18.86%；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42.31 万人，占户籍人口的 13.75%；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9.93 万

人，占户籍人口的 2.89%。老年人口比例较高，养老服务的需求和压力也较大。广州有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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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开放和先进的养老服务理念和实践经验，对 AI 技术与服务设备的需求会更加庞大。 

 

图 9：2022年广州市 60-80岁人口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广州市 2022 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数据

[DB/OL].(2023-08-29)[2024-06-12]. 

http://wjw.gz.gov.cn/gkmlpt/content/9/9182/mpost_9182075.html#562 

广州养老设施逐步完善：根据广州市民政局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2 月，

广州共有 283家养老机构，比上年增加 54 家。全市共有公办养老机构 52家，民办

养老机构 230 家。此外，2022 年全市养老机构备案床位总数 65708 张，比上年增

加 2973 张。从养老机构在各区的数量分布来看，荔湾区、白云区和海珠区的养老

机构数量较多，分别有 50、36、35 家；以备案床位数的分布情况来看，白云区、

黄埔区和荔湾区养老机构的备案床位数较多，分别有 16937、8054、7487张。 

 

 

 

图 11：2022年广州市养老信息备案床位数  

（数据来源：广州市人民政府） 

 

 

 

图 10：2022年广州市养老信息备案床位数  

数据来源：广州市民政局.2022 年广州市养老机构一览表[DB/OL].(2022-02-07)[2024-06-12]. 

http://www.gzns.gov.cn/mzxx/content/post_8322517.html 

 

广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广州拥有像素数据、佳都科技、德生科技等成熟 AI 企业。

广州市人工智能综合水平均在全国前十，2023 年为全国第六位（见表 1）。 随着人工智能

产业培育力度的加大，一批龙头企业正在广州加速崛起。图普科技已经成长为国内最大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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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图像识别云平台，在互联网、商业智能、泛安防等领域快速落地应用；小 i 机器人利用全

球领先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和全球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云服务平台，正在国内推动形成政务和税

务服务大规模应用浪潮；广东讯飞启明依托科大讯飞的技术优势，在广州拓展教育、医疗、

公安、城市大数据等方面的应用。伴随着创新脚步的加快，广州正在国际国内人工智能市场

“攻城略地”。
[4]        

广州市坐拥庞大的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市场以及多重政策利好，近年来坚持应用牵引，开

辟了“造车健城”（智能制造、智能驾驶、智慧医疗、智慧城市）四大优势赛道，培养出多

姿多彩、独具特色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生态。2023 年 4 月，百度飞桨（广州）人工智能

产业赋能中心落地“琶洲算谷”，旨在为广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赋能，支持企业和开发

者绕过复杂底层技术研究，便捷经济地实现行业应用落地，也充分反映出广州作为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高地的磁吸力。广州电子信息制造业全国领先。具有产业链条长、创新要素集聚、

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为人工智能企业在广州扎根发展提供沃土，引得龙头企业纷至沓来。

目前，广州已培育和聚集了小马智行、致景科技、树根互联、极飞科技等一大批人工智能优

秀企业。 

表 1：《2023-2024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 

  

  

 

 

 

 

 

 

 

 

 

 

 

 

《2023-2024 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表明，目前广州市正在积极推进“人

工智能+养老”行动，打造智慧养老体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市民政局和工信

局发布了 10 个典型的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需求，包括老年人安全、老年人出行、老年人线上

服务、老年人居家陪护等方面，旨在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为广州市智慧养老体系提供新的创

意、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动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的落地应用，为老年人提供多层次、多样化

的优质养老服务和适老化的产品，并引导老年人逐步融入现代信息社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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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内容 

1.对养老服务的需求 

需要了解调查对象是否认为养老服务是必要的，以及他们是否愿意为养老服务付费。

这将有助于了解市场需求，并确定养老服务的潜在商业模式。此外，还需要了解他们希望养

老服务包括哪些具体内容，例如日常生活照顾、医疗护理、心理咨询等，这将有助于制定更

全面的养老服务方案。 

2.AI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 

需要了解调查对象是否知道 AI 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这些应用有价

值。这将有助于了解 AI 在养老服务中的普及程度，以及人们对 AI 在养老服务中应用的接

受程度。还需要了解他们是否认为 AI 应该在养老服务中得到更多地应用，以及他们认为 AI

可以在哪些方面改进养老服务。有助于了解 AI 在养老服务中的潜力和应用场景。 

3.对未来趋势的预测 

根据测算数据，在我国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青壮年及工作年龄段的人口

占比将会不断下降，在 2030-2050 年期间下降将尤为明显。青壮年工作年龄段人口数量下

降速度将超过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家庭赡养老人形式的养老模式将面临

巨大考验。国内养老产业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供给不足。
[6] 
根据目前形势，

对未来养老做出以下预测： 

（1）智慧养老成为养老产业发展方向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因此，探索

新的、更多元化的治理方式来应对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已成为一种趋势。目前，智慧养老被

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

产物，是解决中国养老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的一剂良方。 

（2）医养康养相结合发展，满足需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明确提出，要构建一个居家、社区、机构相互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持续支持和规范医养结合机构的发展对于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7]

 

（3）养老地产市场加速布局 

随着老龄化加剧以及养老产业的发展，资本加快养老产业的布局，房企、保险、医疗

等行业加速联合，以万科、保利等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商纷纷进入养老地产行业。 

4.AI技术的挑战和问题 

需要了解调查对象认为 AI 在养老服务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以及他们认为应该采

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将有助于了解 AI 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所面临的挑战和

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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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查对象对政策和法规的意见 

需要了解调查对象对政府在推动 AI 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的看法，以

及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和法规应该如何制定或修订。有助于了解政策和法规对 AI 在养老服务

中应用的影响，以及如何制定更合理的政策和法规，以促进 AI 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和发展。 

6.对养老服务提供者的期望 

需要了解调查对象对养老服务提供者的期望，包括他们希望提供者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以及他们对提供者的能力和信誉的看法。这将有助于了解市场需求，对养老服务提供者提升

服务水平和信誉度提出建议，以满足调查对象的期望和需求。 

（三）调查方法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不仅关注了养老行业服务的实际需求，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来全

面了解养老服务行业对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需求和未来趋势。首先，我们通过文献法收

集和分析了大量关于 AI 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等信息。这些信息有

助于更深入地了解 AI 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应用的实际情况。 

其次，我们采用问卷法，向目标受众发放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以收集他们对 AI 技

术在养老服务中的看法和需求。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养老服务用户对

AI 技术的接受程度以及他们希望 AI 技术在养老服务中实现的功能。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养老服务行业的实际需求，我们还采用了访谈法。通过与养老服务

机构、专家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代表进行深入交流，获得了他们对于 AI 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

应用前景和潜在挑战的看法。这些有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 AI 技术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通过实地调研法，对典型的养老服务机构进行了调查。使我们能够深入了

解 AI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以及养老服务机构在引入 AI 技术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

战。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为养老服务行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 AI 技术解决方案。 

通过上述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我们希望能够全面地了解养老服务领域对 AI 技术的需

求，并为未来 AI 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建议。我们将继续关注该领

域的发展动态，并为相关政策制定和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持。 

（四）调查方案设计 

了解 AI 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现状：通过调研，掌握当前 AI 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

范围、深度以及普及程度。分析 AI 技术对养老问题的影响：研究 AI 技术如何改善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减轻养老负担，以及可能带来的新挑战和问题。探讨环境依托在养老中的作用：

调查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养老模式的差异，以及环境如何影响 AI 技术在养老中的应用效

果。为项目设计提供依据：通过调研，为后续的养老项目设计提供数据支持和参考意见。 

1.调查的方式 

一是文献研究：收集并阅读关于 AI 技术在养老领域应用的文献资料，了解前沿动态和

现有研究成果。二是问卷调查：将问卷在网络上进行投放，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式，突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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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限制，采用问卷星、问卷网等方式进行线上调研，由团队成员在线上发放问卷，主要通

过朋友圈和微信群聊等方式，这种方式使得问卷调查结果更加容易量化；其次，线上问卷调

查的结果更容易统计处理和分析。在受访者填写完问卷之后，系统会自动对样本进行数据回

收，数据统计更加快捷、高效、准确每人发送至亲友，调查范围广。三是访谈法：选取典型

地区或机构，进行深入访谈，了解当地养老现状、AI 技术应用情况以及环境对养老的影响；

另外采用直接调查法，走访退休老年人群，询问老年人如何看待退休养老生活中 AI 人工智

能的应用。四是观察法：实地观察养老机构、老年人生活环境等，记录并分析 AI 技术在实

际应用中的情况。 

2.重点调查的内容 

一是 AI 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现状：调查 AI 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具体应用案例、应用

效果以及推广情况。二是 AI 技术对养老问题的解决与挑战：分析 AI 技术如何改善老年人

的生活照料、健康管理、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可能带来的隐私、安全等挑战。三是

环境依托在养老中的作用：研究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的养老模式差异，包括自然环境、社

会环境、政策环境等对养老的影响。四是老年人对 AI 技术的接受度与需求：调查老年人对

AI 技术的了解程度、接受程度以及具体需求，为项目设计提供参考。 

3.问卷及量表设计 

国外学者 E.L.Thorndike 和 W.A.McCall 认为“凡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其数量”和“凡

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问卷（量表）就是我们探查现实世界的未知领域的一种有效的

方法，也是支撑调研结论的有效数据。我们确定了问卷的整体构架，进一步完善后形成了问

卷的初稿。初次调查过程中我们依据可观测变量和潜在变量反馈出的问卷数据进行信度与效

度分析，进而客观地发现问题，并对其进行调整，最终形成问卷的终稿。问卷设计的思路框

架如图 10： 

 

图 11：问卷设计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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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研的有效性分析 

（1）问卷设计有效性 

问卷的理论构件紧密围绕调查目标。问题设计中措辞避免学术化、晦涩难懂；语义明

确；测度项内避免含多个问题。选项设计中测度项完整、避免重复。另外问卷问题填写地区

中，规定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并且注重问卷问题的完成情况。 

（2）调查方式有效性 

调查渠道选取网络问卷，使其调查范围广；调查对象可控制和选择，代表性很强；回

复率和回答质量较高；投入人力较少、调查费用较低并且调查时间较短。 

（3）数据整理有效性 

在筛选数据中，不仅去除残缺的问卷，还去除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非真实问卷。在统计

数据中，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类，使统计过程具有严谨性。在分析数据中，对数据进行综合

考量，采用多种分析方法，分析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  

（五）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统计方面，采用了问卷星与 SPSS 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统

计及分析。一共发放了 391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74 份，本次调查的有效率为 95.65%。

在数据预测方面，采取了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统计软

件包）数据分析和因果关系预测法，把数据进行详细解剖，假定需求预测与某些因素相关，

利用因果关系预测法找到这些因素与需求的关联性，通过预测这些外界因素的变化来预测未

来，并具体呈现出来。 

由调查信度和效度分析可以得出，效度分析的 KMO 为 0.855，大于 0.5，Bartlett 检验

的 p 值为 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信度分析中的 α值为 0.916>0.8 说明问卷的信

度非常好，问卷的可靠性佳。 

表 2：信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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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数据分析与统计 

（一）描述性分析 

调查方案实行初期，调查小组将问卷投放在线上与线下进行调研，收集了大量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发展前沿城市中各类人群对待养老服务业中 AI 人工智能的服务需求和态度，经

整理分析后我们对养老服务业已有初步了解。在正式调查中，总共收集问卷 391 份，其中有

效问卷 374份。调查中主要对老年人性别、年龄、养老费用支出、未来倾向的养老环境、目

前接触的人工智能以及政府监管 AI 在养老服务业中的应用等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调查结

果如下： 

 

图 12：调研样本量中男女比例 

 

图 13：调研人群年龄占比 

 

如图 12 所示，在参与本次调查的群体中，男女比例均衡，男女比例分别为 48.05%和

51.95%。在年龄分布上（图 13），40 岁以下人群属于家中有需要养老服务的子女，占调查

比例的 31.69%。40 岁到 59 岁人群属于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群，占调查总人群的

36.1%。60 岁以上老人和 79 岁以上高龄老人，分别占调查总人群的 21.56%和 8.83%。90 岁

以上老人最少，其占调查总人群的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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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养老环境选择比例 

 

 

图 15：目前所接触到 AI应用涉及到的养老服务设施情况 

 

如图 14 所示，本次调查范围内的人群有 49.87%都倾向于养老院服务，其次是向往或

习惯在家里养老，剩下的 20%的群体希望在社区的大环境下度过养老生活。其中，我们还

对部分人群目前所接触到 AI 应用涉及到的养老服务设施进行调研（图 15），数据显示占比

最大的为康复医疗中心，为 36.1%，其次则分别是老年活动广场和文娱活动室。 

 

图 16：对 AI应用在养老服务业中的接受意愿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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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支付额外费用以使用基于 AI人工智能技术的高级养老服务意愿情况 

如图 16 所示，大部分人群是愿意接受 AI 技术应用在养老服务业中的，并且（图 17）

有 60.78%愿意支付额外费用以使用基于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高级养老服务，这侧面说明了随

着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跟上时代的步伐，愿意去尝试 AI 人工智能在养

老服务业带来的巨大变革。 

数据显示，在这批人中已经有 72.21%的人在目前的养老或接触到的养老服务中已经应

用到了人工智能。并且，机器人辅助照料是所占份额最大的，其次的机器人教学和语音识别

系统也在养老服务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大部分人对养老服务业的期待是发展对老人身体健康的监测和预警，做到第一时间反馈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做到及时预警，便于医疗与救治工作的开展。鉴于老年人大多与儿女接

触时间少，还有部分人期望能够及时洞察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并给予一定关怀与疏导。AI

的确可以依据每个人的需求特征进行服务，但服务效率还不够高。所以有 55.5%的人希望可

以提升照料的服务效率。 

 

图 18： 对 AI 应用在养老服务中的法律保护意愿占比 

在政府应如何平衡 AI 技术在养老服务业中的发展和个人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图 18）

中，从占比最高的三组数据可以看出在 AI 的应用中个人隐私的保护是重中之重，所以大部

分人希望政府部门身为监管者的角色能够制定明确的政策和法规、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系

统的审查和认证 AI 系统。 

综上所述，AI 在养老服务行业的需求度在逐步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随时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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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新的养老生活方式。并且在未来的养老服务领域中，政府部门会进一步采取措施监督，

保障老年人在科技养老下个人隐私问题。 

（二）相关性分析 

表 3：相关性数据模型 

 

 

 从 AI 使用群体、使用因数选取重要因素作假设：X1——AI 技术应用在养老服务中的

接受程度、X2——是否愿意支付额外费用使用 AI 人工智能高级养老服务、X3——愿意支付

的最高金额、X4——政府是否支持 AI 技术在养老行业的应用。在使用群体的消费意愿上做

假设 Y1——更倾向的养老方式。由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对于未来的养老生活，人们对 AI

技术应用在养老服务业中的接受程度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差，这反映了技术本身的复杂性

和多元性，也体现了人们在需求方面的差异。在是否愿意支付高昂价格来负担 AI 智能养老

服务这一标准差数值最大，意味着人们对 AI 养老服务的定价存在争议，因为不同人的经济

状况、养老需求存在显著差异。 

（四）SEM 结构方程模型 

 

图 19： SEM结构方程模型图 

在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图 18） SEM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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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tion  modeling，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可以

看出构成的方程模型共有三个检变量，其中需求因素、政策因素均为外因检变量，消费意愿

为内因检变量。这些变量都由养老方式、养老设施、服务智能化需求、养老人群庞大、政府

对 AI 技术应用的态度、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做法、养老服务 AI 智能化、AI 养老类型多样、

AI 技术的创新 9个观测变量进行表达。 

针对上述模型提出了 3 条假设如下： 

 

图 20：假设模型图 

 

表 4：假设模型结果 

                          

表 5：假设模型结果 

 

 

从假设模型结果可发现：影响效应：政策因素〉需求因素。而政策因素是影响养老服务 

行业科技变革的主要因素，而价格因素受需求因素影响较大。对之前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结

编 号 假         设 

H1 需求因素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路径影响 

H2 政策因素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路径影响 

H3 政策因素会对 AI 智能化养老需求有路径影响 

编号 假          设 标准化系数 P 值 结果 

H1 需求因素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路径影响 0.497 *** 成立 

H2 政策因素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路径影响 0.545 *** 成立 

H3 政策因素会对 AI 智能化养老需求因素有路径影响 0.959 ***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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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检验，结果均为成立。 

根据导出的结构方程模型，政策因素中存在行业引导作用，具有很强的影响，其中服

务智能化需求是产生影响变量中最大的。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日趋严重，养老服务行业的

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导向型引导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迭代，伴随科技日趋服务

智能化和便民化，该行业的科技融合需日趋完善，从政策和需求入手切入社会实际不断完善

行业中养老群体所担心的实际问题。 

（五）社会联系性分析 

养老问题还与教育、法律、科技等多个领域密切相关。解决养老问题需要政府、社会、

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形成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问

题也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 

1.AI医疗保健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AI 在医疗保健和养老服务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为养老产

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AI 在医疗保健方面助力养老。一方面，AI 机器人可以通过灵活的机械臂和传感

器技术，协助老年人完成日常活动，减轻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AI 机器人还可以搭载各

种传感器，实时监测老年人的生理指标，如血压、心率等，并将数据传输给医生或家庭成员，

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此外，AI 机器人还可以通过智能对话系统和语音识别技术，与老

年人进行交流和互动，为他们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娱乐活动，减轻他们的孤独感和焦虑情绪。 

然而，AI 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也对养老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是医疗保健领域

的专业人才对 AI 技术的了解和应用还相对较少，这限制了 AI 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范围；为

了充分发挥 AI 的优势，需要培养更多具备医疗知识和 AI 技术的专业人才。二是 AI 系统的

决策过程往往是黑盒子，难以解释和理解，这可能会引发医疗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因此，

需要制定相关的法规和伦理指导，确保 AI 系统的应用在符合伦理和法律要求的同时，也能

够充分发挥其优势。 

此外，AI 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还面临着标准化数据格式和专业知识缺乏的挑战。由

于医学数据的格式和标准千差万别，这给 AI 的应用带来了困难。同时，AI 算法在医疗保健

行业中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知识，以确保其决策和预测的准确性。目前，AI 算法在个别情

况下无法代替人工，这限制了它们在养老领域的应用。 

AI 对医疗保健的助力主要体现在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方面，而冲击则主要体现在

人才短缺和技术挑战等方面。为了充分发挥 AI 在养老领域的潜力，需要加强人才培养，推

动医学数据的标准化和 AI 算法的专业化。同时，也需要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和感受，确保 AI

技术的应用能够真正为老年人带来福祉。 

2.国家金融政策支持特定养老储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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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养老金融业务发展，进一步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需求，2022

年 7 月，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

特定养老储蓄试点。由工、农、中、建四家大型银行在合肥、广州、成都、西安和青岛五个

城市开展特定养老储蓄试点，产品利率略高于大型银行五年期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未来银

保监会和人民银行将密切跟踪特定养老储蓄试点情况，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试点安全稳健开

展，推动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8]

 

 

 

 

 

 

图 21: 中国三支柱养老体系 

资料来源：崔瑞婷.研判前景丨养老金融势在必行 2030 年市场规模或达 22.3 万亿

[EB/OL].(2023-11-16)[2024-06-1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2712605020975808&wfr=sp

ider&for=pc 

 

 

 

 

 

图 22：2022 年末-2024 年初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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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6个先行地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渗透率 
（图片来源：平安证券） 

 

目前，我国特定养老储蓄试点呈现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人数稳步增长，但出现增速放

缓、在参保人群的渗透率不高的特征。根据国家人社部披露，截至 2022 年末，开立个人养

老金账户的人数为 1954 万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 10.5 亿人、36 个先行地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 2.5 亿人。截至 2024 年 1 月末，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人数超 5000 

万人，在 36 个先行地的开户渗透率达 20.2%。个人养老金制度拟向全国推广，个人养老金

资产规模增长空间较大。
[9]
 

2024年 1月 24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目前在 36 个城

市及地区先行实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运行平稳，先行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将推进个人

养老金制度全面实施。根据深度报告《养老产业专题研究（六）：个人养老金试点首年追踪

与展望》中的测算，若个人养老金制度全国推广，中性假设下，2024-2030 年个人养老金资

产规模将达 24371 亿元；未来随着缴费上限和税前扣除限额的不断放开，个人养老金账户

缴费总资产将不断增长。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养老院养老和目前的银行储蓄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虽然它们看似

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它们共同反映了人们对未来养老安排的关注和准备。银行储蓄

作为个人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对于养老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很多

人意识到在老年阶段可能面临的经济压力，因此通过储蓄来积累养老资金成为一种常见的做

法。银行储蓄为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使他们能够支付养老院等养老服务的费用。

养老院养老的选择也与银行储蓄有着一定的联系。对于那些没有子女或子女无法在身边照顾

的老年人来说，养老院成了一个重要的养老选择。而养老院的费用通常较高，需要有一定的

经济支持。因此，拥有一定储蓄的老年人更容易选择养老院作为养老方式，因为他们能够支

付相应的费用。 

此外，银行储蓄也为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安全感。在养老院中，老年人可以享受

到专业的照顾和服务，但同时也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拥有储蓄的老年人可以更加从容地面

对这些费用，减轻经济上的压力，从而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养老

院养老与目前的银行储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银行储蓄为老年人提供了经济保障和安全

感，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选择养老院作为养老方式。同时，养老院养老的选择也反映了人们

对未来养老安排的关注和准备。 

3.AI对养老保健能够提供多种有效的帮助 

2024 年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加速之年，中外科技巨头在人形机器人行业的持续投入，

国内政策不断催化，商业化落地可期，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

空间。人形机器人产业在 2023 年进入爆发增长期，关键技术和重点部组件及软件持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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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潜在市场需求牵引下金融资本加快涌入，产业发展势能快速释放。预计 2024 年将成

为人形机器人由试验样机制作转入小批量生产的关键期，2025 年产业将持续高速增长。特

斯拉公司、英伟达公司、OpenAI 等国际头部厂商加速推进人形机器人。2024 年 6 月 2 日，

英伟达公司 CEO 黄仁勋在中国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前夕的演讲中说，“AI 的下一波浪潮将

是物理 AI，机器人将日益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切都将机器人化。” 

 

 

 

 

 

 

 

 

图 24：人形机器人 
图片来源：华夏基金.人形机器人开发者大会开幕｜相关产业链怎么看
[DB/OL].(2024-06-1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1531244063942330&wfr=spider&for=pc 

 

随着 AI 在养老行业的不断渗透，AI 对老年人养老保健能够提供多种有效的帮助。具体

来说，这些帮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智能监护与预警 

AI 系统可以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和图像识别技术，实时监测老年人的身体指标、行为

模式和活动轨迹。例如，检测心率、血压等生理参数，并在出现异常时及时发出警报，甚至

与相关医疗机构联系，确保老年人得到及时的医疗援助。这种实时监控和预警机制有助于减

少因突发健康问题导致的自杀风险。 

（2）个性化健康管理 

AI 能够根据老年人的个体情况提供定制化的健康管理服务。通过分析老年人的生活习

惯、健康状况等数据，AI 可以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饮食、锻炼和药物管理计划，从而改善

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减少因健康问题引发的心理压力。 

（3）情感支持与心理干预 

AI 机器人可以学习老年人的习惯和喜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如定时提醒服药、做家

务或进行锻炼。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并回应老年人的情感需求，给予他

们安慰和支持。对于有自杀倾向的老年人，AI 机器人可以及时发现并启动心理干预程序，

如发送安抚和鼓励的语音或文字信息，引导他们进行心理调节。 

（4）社交互动与陪伴 

AI 技术可以帮助老年人建立和维护社交关系，减少孤独感。例如，AI 机器人可以陪伴

老年人聊天、分享生活点滴，甚至组织线上或线下的社交活动，让老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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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温暖。 

综上所述，AI 在养老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提供智能监护、个性化健

康管理、情感支持以及社交互动等方面的帮助，可以有效降低老年人因养老问题导致的安全

风险。但 AI 技术虽然强大，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类的关爱和陪伴。因此，在利用 AI 技术的

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注和支持，共同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和

幸福的晚年生活。 

4.依托 AI技术发展的政策机遇 

我国智慧养老行业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支持。国家陆续出

台了多项政策，鼓励智能养老行业发展与创新，2024 年 2 月 6 日民政部官网发布《民政部 国

家数据局关于组织开展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点的通知》，提出依托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

统、地方自建养老服务系统，通过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交换、系统对接、功能拓展等形成养

老服务综合平台，实现养老服务供需精准对接和养老服务行为全流程智慧监管等。2023 年

1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

鼓励和支持市场主体依法依规开展数据共享、数据开放和数据交易，推动数据要素的高效流

通和价值释放，以数据驱动智慧养老产业创新发展。 2023 年 12 月 1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

录申报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申报工作，推动智慧健康

养老产业发展。
[10]

 

 

图 25  我国养老领域企业从单一服务商逐渐向综合性服务商转型 

图片来源：小 Q 晓说.养老产业研究（调研）[DB/OL].(2024-01-10)[204-06-13].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7107309 

 

国家政策对于人工智能养老产业的扶持正在不断加强，并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

施。这些政策旨在推动 AI 技术与养老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

相关产业的发展。国家政策对于 AI 人工智能养老产业的扶持是全方位的，旨在推动该产业

的健康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五、AI发展和养老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AI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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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AI 养老服务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系列社会

影响，需要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思考。 

1.AI养老服务的发展可能会加剧劳动力失业问题 

随着 AI 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的养老服务行业可能会面临人才过剩和就业

压力。因此，需要在推广 AI 养老服务的同时，注重转岗培训和就业创造，确保劳动者的生

计不受影响。 

2.AI养老服务的普及也可能加剧城乡差距 

由于 AI 技术投入和使用成本较高，大多数 AI 养老服务可能更多地集中在发达城市和

富裕地区，而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老年人则难以享受到这些服务。因此，需要加大对农村和贫

困地区的投入，提高其享受 AI 养老服务的能力。 

3.AI养老服务的普及也可能带来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问题 

由于 AI 技术需要大量的个人数据来实现智能化服务，个人隐私可能面临泄露和侵犯的

风险。因此，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确保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安

全。 

（二）针对 AI养老服务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劳动力转岗培训和就业保障 

加强劳动力转岗培训和就业保障，避免因 AI 技术发展而造成劳动力失业问题。制定针

对受 AI 技术影响的工人群体的专项培训计划，包括技术技能再培训和职业咨询服务。在农

村和贫困地区建立培训中心，提供离线和在线培训资源，以降低地理和数字鸿沟。 

鼓励企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在 AI 养老服务领域，并为转岗劳动力提供优先录

用的机会。与教育机构合作，开发与 AI 养老服务相关的课程和专业，培养一批能够适应未

来市场需求的人才。 

2.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养老服务投入 

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 AI 养老服务投入，缩小城乡差距，确保老年人均等享受服务。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农村和贫困地区的 AI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鼓励

民营企业投资于这些地区的 AI 养老服务，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引入移动健康解决方案和

远程医疗服务，以覆盖偏远地区的老年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庭对 AI 养老

服务的认识和接受度。 

3.加强数据保护和监管机制建设 

加强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建设，保障老年人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制定全面的

数据保护法律框架，确保 AI 养老服务中的个人数据收集、处理和存储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

最佳实践。设立专门的数据保护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和执行数据保护法规，并对违规行为进

行处罚。实施数据安全标准，包括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和匿名化处理，以保护老年人的个人

隐私。加强对 AI 养老服务提供者的合规培训和审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生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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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改进社会救助和福利制度 

要建立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能够得到相应的救助。对

于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提供养老服务补贴，并对失能的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护理补贴。同

时，要建立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针对不同的老年人群体，

应分类提供各种服务，如养老保障、生活照料、康复照护和社会救助等。还要制定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以便更好地为不同群体的老年人提供适当的服务。 

5.鼓励企业建立自我约束机制 

鼓励 AI 企业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比如在 AI 模型训练时，采用过滤机制避免使用侵权

内容，同时公开训练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以增加透明度。对 AI 技术应用进行定期风险评

估，特别是在其更新迭代过程中，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借助区块链、数字水

印等技术手段，对原创内容进行标识和保护，使得侵权行为可以被追溯和证据固定。 

六、研究结论 

AI 智慧养老服务发展正在从无到有的转变，影响智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最大要素

是资源，即社会的人、财、物难以承载大体量的智能养老服务需要。因此，未来中国智慧养

老服务需要采用分级分类的供给方式，现阶段探讨智慧养老功能发挥是十分必要的，也有助

于确立今后该产业的发展方向。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来看，AI 渗入各个领域是必然结果。

因此，智慧养老必须顺势而为，积极推进，老年人需要学会及适应智慧养老，为老年人服务

的人士也需要掌握智慧养老。同时，智慧养老的应用进程也要量力而行，机器不能完全替代

人，它只能弥补人的不足。因此，在研究智慧养老方面，要充分利用技术的能量弥补人力的

不足，同时要防止滥用，尤其是要注意保护老人的隐私与尊严，需要列出妨碍老年人隐私和

尊严的技术负面清单。 

在当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不足，资源短缺且质量难以保障的背景下，AI 智慧养老

服务模式具有新颖、便捷、高效和快捷等优点，但并未成为老年人首选。为此，需要加强对

养老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包括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政策制定、人才培养和机构设置等方面，

以实现所有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经济实惠、适宜的养老院养老或居家养老服务。 

人工智能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具有巨大潜力，国内外企业正在逐步将技术转化为实际应

用。这些养老需求可能涉及单一的智能产品，也可能涉及多种智能化应用，或者在一个产品

中集成多项功能。但无论在家庭、社区还是养老机构，人工智能都能为老年人提供便利。许

多公司已经开发出了各种智能产品，正在逐步改变老年人的生活。我们坚信，通过科学技术

的力量，可以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美好。 

在此进程中，保持对老年人需求的关注，并持续优化和改进智能产品，以满足他们的

实际需求。同时，我们也要注重技术与人文的结合，让智能产品更好地融入老年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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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提供更加贴心和便利的服务。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品质，是从事养老服务事业的

初心，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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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ssisting in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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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fully entered a moderately aging society, meeting the diverse needs of a larg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and properly solving the social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population 

aging are related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silver econom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s; Deeply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demand and market environ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the elderly, whether in homes, communities, or nursing homes; The integration of AI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security of labor in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 

industry, an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rural and impoverished areas; We 

should improve the social assistance and welfare system, encourage elderly care service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self-restraint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 

protection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We should fully utilize the energy of technology to 

compensate for the shortage of manpower in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pay attention to 

protecting the privacy and dignity of the elderl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ing, elderly care services, smart elderly care and silver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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