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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构建宜昌市“三位一体”养老模式研

究

詹義洲　刘　波　游中华　刘　昊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宜昌市的老龄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近几年各级养老机构和养老模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

题。本文通过对于社区、机构和智慧平台的调研和国内外其他地区养老模式的借鉴，对于宜昌市养老模式结合“互联网+”提出一些可行

性建议。

关键词：宜昌市	养老模式	三位一体	互联网＋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inity” pens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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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problem	in	Yichang	Cit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parties.	In	recent	years,	pension	institutions	and	pension	modes	at	all	level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different	degree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ommunities,	institutions	and	smart	platforms	and	
the	reference	of	pension	models	in	other	region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pension	model	of	Yichang	
city	combined	with	“Inter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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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昌市老龄化人口现状
人口老龄化情况。2020 年的“七普”数据显示，宜昌市 60 周

岁及以上人口为 100.25 万人，占总人口 24.95%，比 2010 年“六
普”的 65.2 万人增加 35.05 万，占比净增 8.89%，老龄化程度远高
于全国的 18.7% 和全省的 20.42% 的平均水平，已进入中度老龄化
社会（20% 以上）。同期全市 55-59 岁人口有 37.65 万人，占比为
9.37%，“十四五”期间他们将逐年迈入老年人群。全市人均期望寿
命从 2015 年的 77.72 岁提高到 2020 年的 79.75 岁。

二、宜昌市经济发展与养老机构现状
（一）经济发展。目前宜昌市经济总量以及退休人员待遇。

2021 年，湖北省 GDP50013 亿元，其中武汉 GDP17700 亿，占全
省比重 35.40% ；襄阳 GDP5309 亿，占全省比重 10.62% ；宜昌
GDP5022 亿，宜昌占全省比重 10.04%，宜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00 亿元 ；社保显示退休人员人均退休待遇每年 6.24 万元。

（二）养老机构和目前的养老模式。宜昌市目前现有各类养老
机构	164家，其中公办111家，民办53家。机构总床位数达21029张，
入住老人 9508 人。建成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39 个，占
城市社区的 47%; 农村互助照料活动中心 904 个，占农村社区的
67%。全市各类养老床位共计 3.48 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
床位 35.8 张。养老机构“养中办医”医养结合模式基本定型 ;164
家养老机构有 37 家自办医疗机构、医养融合 5 家、其余 122 家均
与医疗机构开展了医养签约。全市养老机构中护理型养	老床位达
到 6798 张，占养老机构床位数的 32%, 目前全市正在运营的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设施现有 749 个，养老床位 13375 张。“双证”齐全并
投入运营的医养结合机构 67 家，医养结合床位 4452 张。2020 年 7
月底城区启动长护险制度试点。

目前存在的问题 ：
（一）养老机构与医养结合明显床位不足。宜昌市老龄化人口

众多，目前的养老机构与医养结合的床位无法满足庞大老年人需求。
（二）退休人员退休待遇不高，难以全面承受机构养老，例如

一个中轻度失能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月均费用在 3000-5000 元，还
不包含其他医疗服务费用。

（三）目前居家社区养老面对的问题有 ：居家社区环境适老化
不足、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存在短板、居家社区养老供需矛盾突出、
社区精神文化关怀不足、居家社区紧急救援不完善等问题。

（四）养老机构运营困难。虽然有着庞大的老年人人口基数，
但是受到消费观念、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真正选择到机构养老
的老年人不足 1%。除了公办的养老机构，民营养老机构实际老年
人入住率均低于 30%，虽然政府财政有补贴，但是机构运营仍然困
难。

三、美国 PACE 社区养老模式和国内大城市养老模式分析
美国	PACE	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一种一站式的服务，包括

为老年人在社区提供医疗服务、社交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等。通过
这种全方位的全面管理让老人尽量在社区进行养老或在居家进行养
老，让养老机构压力减小并有时间和机会进行成长。

介绍国内目前常见的几类社区养老模式 ：
（一）养护中心植入服务模式
在社区中直接设立一个养护中心。该中心运营模式多种，可

以是政府购买，也可以是社区自身投入建设。这种模式以社区为载
体，以功能化、资源化的运动模式直接植入社区，是一种“下沉”
式的社区养老模式，它的规模较小、比较灵活、可以依托社区现有
的场地、资源 ；资金需求量小，运营要求较低，选址难度小，可以
快速的复制和推广，现在在大城市中为主要模式。

（二）物业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物业公司与所辖的小区业主委员会签订养老服务协议，向广

大业主提供养老服务。立足社区委员会，通过业主委员会，用物业
的服务平台，开展养老服务。物业公司拥有人员优势，熟悉养老服
务对象，有空间和设施，可以随时连续的服务。

（三）网络平台化居家养老模式
主要是将家庭、社区、机构养老统一建立起一个养老服务平台，

以政府为主导，整合全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的网络。平台包括了几个
系统 ：一是将养老服务设计的所有组织和个体都纳入系统，形成主
体用户。二是建立信息数据库，主要是养老服务使用的呼叫和各种
老年人服务信息。三是将所在区域进行平台化，形成片区化管理。
四是社区、其他社区都整合进来，进行网格化管理，为老年人提供
各种信息化的服务。

（四）智慧 +“互联网 +”养老模式
将各个养老机构整合其他，搭建养老服务云平台。在利用物

联网和信息化技术通过智能软件和穿戴设备将老年人都纳入服务云
平台，根据个人数据库和平台资源进行对接，优化分析个体，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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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来整合和分配资源。
四、宜昌市“三位一体”养老模式和数据库的搭建
三位一体，以机构为专业支撑、以社区为服务场景、以居家

为服务终端。机构是核心，即要做强养老机构，在重点区域布局大
的养老机构，配置完善、专业的团队，将其作为中央护理站，待其
成熟，再覆盖周边社区，以大的养老机构带动小的社区养老服务，
以中央护理站带动社区、居家养老。这样，整个区域的医疗、人力
资源共享，既可解决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人员不足、专业程度不够
的问题，也能减少社区养老的人力成本，推动其健康发展。

图一	“三位一体”养老模式模型
首先，宜昌市政府高度重视，顶层设计清晰。《宜昌市民政发

展“十四五”规划》出台，明确提出未来的任务是积极主动应对人
口老龄化形势，进一步完善社区、居家、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高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建立健
全。深化养老服务改革，持续推进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服务优良、运
行规范、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模式，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
务，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其次，居家养老模式与社区养老机构发展互相协调互相优化，
医养与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按照老年人心理和生
理需求，并结合现有的养老模式，居家养老为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
求的满足有了保证。传统的“医养分离”有着太多的弊端，在老年
人需要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老年人与看护人都需要在家庭和医院
之间来回奔波，给养老带来了很多困难和麻烦。如果老年人病情严
重的话，还要选择在医院进行治疗，这些都不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和
心理的健康维护。

再者，宜昌市智慧城市建设为“三位一体”养老模式提供了
坚强的平台保障。2013 年，宜昌市经住建部批准成为第二批智慧
城市试点。宜昌市连续 9 年强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在 2021 年获
得智慧城市示范城市奖。宜昌市政府 2022 年 3 月 31 日印发了《宜
昌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在规划中的总体要求的第七
条明确提出推广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利用亚行贷款建设市级“智慧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整合福利机构、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鼓励服务商系统接入，形成“三位一体”的养老运营、
评估、监管体系。基于智慧养老信息管理平台，面向老年人提供“线
下＋线上”、“社区＋居家＋互联网”的智慧养老运营服务，聚焦健
康管理、膳食餐饮、生活照料、专业照护、社区文化等服务主题，
实现机构、社区、居家综合服务对接和服务对象、服务人员、服务
监管的三方信息互动。加强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等智能技术，推广
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养老服务机器人、防跌倒预警系统、智能水表、
门磁系统等智能化设备和服务在养老中的广泛应用。创新发展互联
网居家健康养老、个性化健康管理、生活照护等养老服务形式，打
造更加精准、优质、便捷的养老服务。

从当前发展的现实需求社区养老服务的数据库应该包含 ：

图二				社区养老基础数据库系统
其中，社区养老个体数据库包括：性别、年龄、住址、子女数量、

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等。
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数据库包括 ：身体、心理、精神等。

个人建档社区养老数据库包括 ：身体指标数据、心理障碍、
精神病等。

社区资源养老共享数据库包括 ：社区养老机构、社区医生、
社区养老服务志愿者、社区养老信息同通知等。

以上数据库为养老服务的基本数据，各个社区需要根据自身
情况增加相应数据库。这些数据为老人最宝贵的信息，应该派专人
维护。另外，这些数据应当与社保、财政、金融、医疗等相关部门
和养老机构信息共通共享。社区养老服务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就更为
负责，应该包括 ：

图三				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
最后，还要根据老年人的使用习惯进行应用操作系统的建设，

这个应用个人操作平台需要社区养老服务请求的老人或者家属来进
行操作的，可以用老年手机和一些智能穿戴设备在社区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上进行服务搜索，社区就依据平台的信息做出及时的处理和
安排，保证每一位有请求的老年人都可以享受到服务。利用大数据
分析和信息共享的优势进行信息的实时交流和更新，打造智慧社区
养老服务新模式。

五、建议和结论
在宜昌市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将智慧思维和平台

思维引入，结合“互联网 +”的技术，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
构养老“三位一体”的模式相融合，能够有效的实现养老模式的落
地和实行。这种模式需要借助政府各个部门共同努力，必须要在顶
层设计上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为宜昌市的老
年人提供更多、更优质、更便捷养老服务。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建
顶层，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建基础，在机构中建精品。让养老服务的
创新性发展的成果真正惠泽老人，建设幸福宜昌、健康宜昌、美好
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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