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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社会发展来看，老年健康

管理都是值得关注的议题，尤其是对人口老龄化较为严

重的我国而言，推动智能化与老年健康管理的深度融合

至关重要。智能化为老年健康管理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能够发挥技术、人才、产业的对接联动效应，对于缓解

医护人员短缺、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增强老年人自我健

康管理能力有重要价值。推动智能化与老年健康管理的

深度融合，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科技企业

等多方联动，加快制度改革，构建配套管理机制，从而

实现数据收集、资源整合和服务优化，为老年人提供更

加科学、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

一、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挑战重重

1. 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一旦超

过 10%，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

新人口数据，截至 2018 年底，中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规

模已达 2494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9%。预计到 2050 年

前后，老年人口占比将达 34.9%，占世界老年人口的四

分之一，比世界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还要多出约 6700 万

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是健康养老产

业的主要服务人群，日益加重的老龄化负担对健康养老

产业提供的服务水平也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1]。

2. 老年患病人群不断增加

随着老龄人口与日俱增，慢性病成为影响老年人群

健康的关键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健委等机

构共同发布的中国医改联合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慢性病

患者规模已超过 2.7 亿人，血管相关慢性疾病、糖尿病、

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和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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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人数接近总死亡人数的 90%，导致的疾病负担占疾病

总负担的七成以上。老年人规模有 2.22 亿，患有慢性病

的老年人占 68%，而且很多老年人患两种及以上的慢性

病，已故老人中 91.2% 死于慢性病。老年痴呆患者 700 多

万，约占全世界总病例的四分之一。失能和部分失能老

人近 4000 万，完全失能老年人近 1000 万人，预计 2050

年失能老人将达到 9750 万 [2]。此外，30% 以上的老人患

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3. 老年患病人群的不断增加同样也对健康养老产业

发展提出巨大挑战

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不足截至目前，我国近一半省

份已经构建了包含本省居民点击健康档案的省级卫生信

息平台，使得我国的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得到了初步发展。

其余省份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和区县也都建设完成了包

含大量患者临床诊断和治疗数据以及居民健康档案数据

的公共卫生信息平台，形成了区域公共医疗健康大数据

中心，医疗系统之间相互独立和信息选择存储的标准不

一等问题已经得到部分解决。但是没有实现健康医疗大

数据的共享，使得健康医疗数据不能得到实际的应用而

形成数据孤岛，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大数据分析构建

基础资源库，使智能化和健康养老产业互相融合。所以

尽管我国的公共健康医疗数据库资源丰富，但是大多数

数据质量较差，不能达到标准化和结构化的要求，很难

被利用。并且应该做到将数据在除了政府公共部门外的

其他平台进行存储和流动，同时也应大力促进健康信息

平台容纳更多元的医疗服务力量 [3]。

4. 行业数据资源共享受阻

受个人阅历、文化习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社会各界对智慧健康养老的认知仍处于初浅阶段，理解

也存在明显差异，大部分人尚未认识到智慧养老的本质

意义。在信息化时代，数据至关重要，也是智慧健康养

老产业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然而当下智慧健康养老由

健康养老产业智能化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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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渐严峻，随着互联网科技和智能化的蓬勃发展，智慧健康养老已经成为解决养老困

境、推进积极老龄化发展的重要举措。由于核心技术落后、信息孤岛严重、公共服务支持不足、政府与市场职能模

糊，智慧健康养老设施设备普及率不够，无法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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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服务平台的数量虽逐渐增多，

但各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不足，导致数据孤岛化严重，

尤其在人口、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信息缺乏有效共

享和认证对接，导致大量信息资源及数据整合难度大，

全面智能化实现的动力不足 [4]。

二、智能化为健康养老产业的不断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1. 积极发展关键核心技术

针对核心技术相对落后的问题，可以在前期智慧健

康养老企业、街道、社区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加大对核

心技术的教育支持和科研经费投入，逐步优化和完善智

慧健康养老必要的核心技术，考虑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

中心，将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特征、兴趣

爱好和日常生活习惯相结合，突破高精度传感器、5G通

信、智能可穿戴芯片、智能交互等关键技术，促进智慧健

康养老产品软件和硬件的研发，并积极布局机械外骨骼、

基因工程技术、养老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加速创新成果的

转化和技术的应用，切实为养老产业的发展而服务 [5]。

2. 加强跨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

为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应立足实际，以养老需求为

出发点，构建跨部门、跨区域、跨系统的资源共享与信

息互通体系，渐渐达成政府间各部门、各结构相互合作、

相互交流、相互协同，共同推进数据信息共享合作。例

如在养老服务方面，由工信部、民政部联合促进智慧健

康养老服务在机构、家庭、社区中主动、高效、可持续

的应用；在医疗康健方面，由工信部、卫健委联合制定

产品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优化服务机制 [1]。

3. 构建智能化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的管理机制

（1）形成专业的领导机制

智能化科学嵌入老年健康管理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统

一规划和部署。相关部门要积极推动医疗机构、养老机

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与科技企业合作，全方位部署

智能化在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格局。

（2）培养多元主体信息共享机制

智能化的发展与应用依赖于数据，因此，智能化嵌

入老年健康管理，一方面需要挖掘分析大量老年健康数

据，以便智能化设备的研发，另一方面需要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人等相互间的数据

连接与安全共享，促使多方有效参与老年健康管理。加

快健康养老信息平台建设迫在眉睫，要着力提升多元参

与主体的数据素养和技术素养水平，促进多元主体相互

协同配合，协调老年健康数据在各部门间的流通，实现

数据信息的交互及供需的有效匹配，从而打破数据壁垒，

为提升老年健康管理水平提供数据支撑 [2]。

（3）完善道德伦理矫正机制

在享受智能化为老年健康管理带来巨大便利的同

时，也必须正视其对道德伦理的挑战。首先，进一步完

善信息保护机制，减少甚至消除老年人对个人信息数据

泄露的担忧。其次，科学认识和使用智能化。虽然现有

的智能化在某些层面和维度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了人类

智能，但其工具性色彩没有改变，智能化在老年健康管

理中的应用旨在提高健康管理水平，而不是取代医护人

员和亲朋好友。儿女的关心、好友的慰问以及老年人必

要的社交互动都不可或缺。健康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张备

受资本市场的青睐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我

国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对于自己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关注，

出现了一大批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进行投资。健康养老

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这

就形成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据悉，我国健康养老

产业在 2020 年已经达到 8 万亿，预计到 2030 年将达到 22

万亿，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的经济支撑产业。从资本投

资方面来说，健康养老产业的投资亦十分可观。我国从

2012 年到 2018 年的智能化股权投资频率逐年呈现不断增

加的趋势，这说明智能化的加入使得健康养老产业备受

投资者青睐 [3]。

三、结束语

智能化及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把视

线视转向智能化养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把智能化和健

康养老产业联系起来，出现了一系列与养老服务有关的

智能产品，为解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

路。但也应该注意智能化开发过程当中的法律要求和道

德伦理挑战以及保护患者隐私、保证健康大数据的质量

等敏感问题，更好地促进健康养老产业的智能化应用不

断进行优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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