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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慧养老应用场景参考说明 
    

     

为便于各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理解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需求，

更有针对性地开发相应产品、技术和实践应用，现就应用场景的

概念、分类、要求等内容进行说明如下。 

1、主要目的 

1.1 贯彻落实《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上海市深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2019-2022 年）》，促进

本市智慧养老产业发展。 

1.2 针对当前智慧养老产业发展领域中存在的“重技术、轻

需求”、“重产品、轻服务”、“重概念、轻场景”等现象，系统性

引导企业围绕需求、结合场景开发普适性强的产品及系统，丰富

智慧养老产品供给。 

1.3 通过场景描述的方式，直观呈现信息技术与养老服务的

融合发展，推动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落地应用。 

2、基本概念 

2.1 智慧养老，以提升老年人自主能力和生活质量为目标，

主要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传统

服务的时间、空间等局限，提供实时、快捷、高效、低成本，物

联化、互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2.2 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主要包括时间、空间、产品支持、

服务提供等要素，并与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交需求相匹配。 

2.3 智慧养老产品，面向老年人衣、食、住、行、乐、康、

养、医、护等各个方面的应用需求，助力养老服务及管理的智能

型终端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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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要求 

3.1 紧贴用户需求。坚持“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理念，着眼

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

与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 

3.2 形成服务闭环。按“小切口、标准化、可组合”原则设

计应用场景，针对不同人群或情况，全面考虑所相关的服务对象、

服务流程、服务环境、服务保障等环节，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3.3 强化服务配套。在提供技术与产品时，可采用自主研发、

企业合作的方式，同步提供相应的服务支持，确保服务响应及时、

服务资源可及、服务保障可持续。 

3.4 力求价廉物美。充分考虑现阶段老年人及养老服务机构

的支付能力，尽可能控制前期投入和后期运营费用，提供成本可

控、质量可靠、持续有效、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 

3.5 注重人文关怀。尊重老年人行为习惯、情绪情感、人格

尊严，以“赋能”为前提，增强老年人自理、自主能力。产品和

服务体现人性化、有温度，不宜简单替代老年人现有的生活能力。 

4、场景分类 

4.1  根据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服务功能，应用场景主要分

为五类：安全防护类（Ⅰ类）、照护服务类（Ⅱ类）、健康服务类

（Ⅲ类）、情感关爱类（Ⅳ类）、生活服务类（Ⅴ类）。 

4.2  安全防护类（Ⅰ类）。主要包括紧急救援、烟雾报警、

跌倒报警、走失报警等。 

4.3  照护服务类（Ⅱ类）。主要包括生活护理、医疗保健、

康复护理、认知障碍照护、远程照护等。 

4.4  健康服务类（Ⅲ类）。主要包括健康监测、健康管理、

康复辅具配备及使用指导等。 

4.5  情感关爱类（Ⅳ类）。主要包括心理支持、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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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娱乐等。 

4.6  生活服务类（Ⅴ类）。主要包括生活起居照料、膳食营

养、助浴、洗涤与清洁卫生、住宿等。 

5、场景适用 

5.1  单个场景 

5.1.1  用户类型。主要面向以下用户提供服务： 

—— 老年人（C端）。指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等。 

—— 养老服务机构（B 端）。指提供居家、社区、机构养老

服务的设施和组织。 

—— 政府（G端）。指提供公共服务与管理的政府系统。 

5.1.2  场所类型。主要在以下空间中提供服务： 

—— 居家。服务主要在老年人住所内开展。 

—— 社区。服务主要在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或场所内开展。 

—— 养老机构。服务主要在全日集中住宿的机构内开展。 

5.1.3  人群类型。主要指以下老年人： 

—— 自理老人。主要指日常生活无需他人照顾的老年人。 

—— 失能老人。主要指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按照

程度不同可分为轻度失能老年人、中度失能老年人和重度失能老

年人。 

—— 认知障碍老人。主要是指感知、记忆、思维等存在障

碍的老年人。按照程度不同可分为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中度认

知障碍老年人和重度认知障碍老年人。 

—— 高龄老人。主要指 80 岁以上的老年人。 

—— 独居老人。主要指独自居住生活的老年人。 

—— 纯老家庭。主要指家庭全部人口的年龄都在 60 岁以上

的家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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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组合场景 

可根据上述不同用户、不同场所、不同人群的需求，组合不

同的单个场景，提供整合性的解决方案。 

6、瓶颈问题 

6.1  技术问题 

6.1.1  电池续航能力。便携式、穿戴式设备的电池续航能

力普遍不足，充电次数频繁，充电时间较长，部分电池充电设备

接口较难使用，导致老年人长期使用不便利，经常性忘记佩戴或

不愿意佩戴。 

6.1.2  设备佩戴舒适度。部分穿戴式设备长期佩戴不舒适，

没有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和身体特点设计，往往导致老年人觉得麻

烦不愿意佩戴，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6.1.3  设备标准化。市场同类智慧养老的产品多样，但不

同厂家的同类产品技术和服务缺乏统一标准，数据共享和平台对

接存在较大障碍。 

6.1.4  用户体验度。面向老年人应用的智能化产品设备种

类繁多，但对需求缺少针对性的梳理整合，给老年人的学习和使

用带来困惑，需要提高产品操作的简便性和用户体验度。 

6.2  服务问题 

6.2.1  数字鸿沟。部分智能设备没有考虑并尊重老年人的

行为习惯，且缺少对老年人使用新技术的技能指导，导致老年人

不会用、不愿用。 

6.2.2  及时响应。紧急呼叫、紧急救援、防走失等设备安

装后的后续服务存在缺口，当发生响应需求时，不能有效及时地

传递和反馈。 

6.3  费用问题 

    6.3.1  成本控制。现有大部分智慧养老产品主要使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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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或前沿技术，产品的功能追求“高大上”，为了高科技而

高科技，往往导致产品成本较高，价格昂贵，叫好不叫座。 

    6.3.2  支付能力。受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和收入水平等因素

制约，对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的支付能力相对有限。如果产品和

服务本身无法很好的满足需求，老年人自费购买的意愿不高。 

6.4  隐私问题 

6.4.1  隐私保护。监测、报警等设备涉及老年人的个人隐

私，导致老年人在使用时存在顾虑。 

    6.4.2  监护人授权。安全防护类智能产品需要获取老年人

的一些隐私数据或监控老年人的行动，尤其是认知障碍老人使用

的产品，需要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7、 支持与发展 

7.1  产业扶持。通过专项资金扶持等手段，鼓励企业开展

技术攻关。通过开展智慧养老产品研发、系统搭建、标准制定及

应用示范，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提供适合老年人个性化需求的

多样化终端产品和全面化的服务系统，实现老年人服务的自适应

匹配。 

7.2  宣传推广。对于稳定、可靠、性价比较高的产品或解

决方案，市民政部门将积极向养老服务机构推广、向社区宣传。 

7.3  资源支持。鼓励经实践成熟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和相

应技术、产品，参与申报中国老年福祉产品创意创新创业大赛。

对大赛获奖或入围的产品，可以获得知识产权服务、优先进入产

品目录、专区展示、媒体宣传、资本对接、商用转化等专项支持。 

7.4 引导发展。鼓励老年人和社会各界不断提供新的需求，

市民政局后续将持续发布智慧养老应用场景需求，积极引导企业

开发解决方案和优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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