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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河南省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本文旨在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河南省智慧养老的发展路径，通过分析河南省老龄化现状、智慧养老的发展现状、

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路径，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策略。本文着重结合河南省的实际情况，运用数据模型和表格进

行具体分析，以期为河南省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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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pension problem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problem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mart 
pension in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mart pens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pat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enan Province, using the data model and tables for specific analysis,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pension industry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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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对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河南省作为中国的人

口大省，其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1]。随着老年人口

数量的不断增加，传统的养老模式已难以满足老年人

的多样化需求。因此，发展智慧养老产业，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已成为河南省应对人口老

龄化挑战的重要途径。 
2 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2.1 老年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 
截至 2023 年底，河南省 60 岁以上人口已占常住

人口的 18.9%。预计到 2025 年，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

突破 2000 万大关，占比达 20%左右；到 2035 年，这

一数字将攀升至 2700 万左右，占比超过 27%。与此同

时，河南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4‰，呈现出人口负

增长态势。老年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张与人口增长的逐

渐放缓，给河南在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社会资源分配

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2.2 老年人口结构及特征 
河南省老年人口结构复杂，呈现出高龄化、空巢化、

失能化等特征。高龄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8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逐年上升[2]。同时，随着家庭结构的

变化，空巢老年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此外，失能老

年人口数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对养老服务的

需求日益迫切。 
3 河南省智慧养老的发展现状 
3.1 政策引领智慧养老产业兴起 
目前河南省养老机构发展不均衡，养老机构约

3000 家，但床位数约 30 万张，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且

养老机构护理员严重缺乏。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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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智慧养老势在必行[3]。 
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南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

致力于构建起新型智慧养老产业体系。2017 年，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南省民政事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河南省“十三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旨在推进“互联网+养老”方案的发展，创新

养老服务模式，加快智慧型医养护一体化发展，提升服

务水平。之后，又出台了《河南省推进健康养老产业转

型发展方案》等文件，鼓励全省积极发展养老产业新业

态，尤其是要依托数字技术更新养老服务方式，为老年

群体提供更适应社会发展、更贴近实际需求的养老服

务。 

表 1  老年人口增长率 

年份 60 岁以上人口（万人） 占比（%） 人口自然增长率（‰） 

2020 1736.5 17.4 0.16 

2021 1820.3 18.1 -0.11 

2022 1905.8 18.7 -0.42 

2023 1998.2 18.9 -0.94 

 
3.2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成效 
（1）智慧养老平台实现全面覆盖 
截至 2023 年底，河南省智慧养老平台已实现全面

覆盖，入网老年人达 1738.45 万。通过这一智慧平台，

老年人不仅可以便捷地获取各类生活服务信息，还能

积极参与线上文化活动，与其他老年人互动交流，打破

了时空限制，让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4]。 
（2）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 
河南省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不断涌现，涵盖了健

康监测、紧急救援、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多个方面。

例如，智能手环、智能血糖仪、智能血压计等健康监测

设备能够实时监控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并上传至云平台，

为医生提供参考，进行远程诊疗。智能助步器、智能轮

椅等设备可以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更方便地移动，提

升他们的生活独立性。智能陪伴机器人能够为老人提

供情感陪伴、基础照护、健康监测等服务，特别适合失

能或半失能老人，帮助减轻照护压力。 
（3）智慧养老示范企业、街道（乡镇）不断涌现 
根据陆续公布的四批名单显示，河南省共有 5 个

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18 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街道

（乡镇）。这些示范企业、街道（乡镇）在智慧养老产

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省智慧养老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5]。 
4 河南省智慧养老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政府市场边界不清晰造成产业定位紊乱 
目前，政府作为推动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的指挥棒，

往往强调其“事业”而非“产业”的表现形式，以“公

益性”压制“利益性”，导致社会对智慧养老产业产生

认知偏差，认为其发展是在“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

管理职能”。但其实，“私人利益”属性同样不容忽视，

这其中既包括企业追逐的“经济利益”，也有老年群体

因个体特质不同对智慧养老产品服务的个性化、精准

化需求的“个人利益”。 
4.2 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与老年人需求存在错位 
一些企业在设计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智

慧”手段的过分依赖，强行植入过多云计算、AI 智能

技术等，与老年人实际的养老需求产生较大的错位。老

年群体对此表示，市场上的智慧养老产品过于“技术

化”，让本就难以跨越的老年数字鸿沟更加陷入困境，

不是“不想”使用智能产品，更多的则是“不会”使用。 
4.3 智慧养老专业人才短缺 
开设老服务相关专业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等累

计培养相关专业毕业生也仅为 16.3 万人。按照国际公

认的 3 位失能老人配备 1 名护理人员的标准，河南省

供给与需求呈现出严重的失衡。除了数量上明显的短

缺以外，当前现有的养老护理人才队伍还存在专业技

能欠缺、综合素质偏低、学历普遍低下、年龄较大等多

重问题[6]。 
5 河南省智慧养老发展路径优化 
5.1 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与作用 
通过各司其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与作用，能

够避免当前智慧养老产品的同质化，解决产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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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供需矛盾，将“以量取胜”转变为“以质取胜”。

在生产开发智慧养老产品时，重点要分析老年群体因

年龄、性别、自理能力、情感状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对智慧养老服务和产品所产生的不同需求，以“个性化”

“定制”服务为切入点，提升产品的应用性和适配度。 
5.2 发展定制化智慧养老服务和产品 
鼓励企业和市场开发出个性化的智慧养老服务和

产品，是以精准识别为手段，提升老年群体与之适配的

重要手段。通过发展定制化服务推进智慧养老产业的

适用性和创新度，也是不断刺激老年经济市场，加快更

新智慧养老产业供应链和销售端行之有效的方式。 
5.3 加强智慧养老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政府、企业、学校及社会力量都应积极参与到智慧

养老产业的人才培养中，不断充实人才队伍，形成完善

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加强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等方

式，培养更多具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智慧养老专

业人才[7]。同时，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人才激励机制，提

高待遇水平，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养老服务行业。 
6 实证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 
6.1 实证数据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河南省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

情况，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智慧养老平

台入网老年人数量、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种类数量、智

慧养老示范企业数量等。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分析，可以

发现河南省智慧养老产业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表 2  老年人口增长率 

指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智慧养老平台入网老年人数量（万人） 1500 1600 1738.45 

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种类数量（种） 50 60 70 

智慧养老示范企业数量（家） 3 4 5 

 
6.2 数据模型构建 
为了更加准确地预测河南省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

趋势，本文构建了以下数据模型： 
Y=α+β1X1+β2X2+β3X3+ε 
其中，Y 表示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水平，X1 表示

政策扶持力度，X2 表示市场需求规模，X3 表示技术

创新能力。α为常数项，β1、β2、β3 为回归系数，ε为

随机误差项。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并进行回归分析，可以

得出各变量对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为

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7 加快完善河南省智慧养老发展路径建议与结论 
7.1 建议 
（1）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 
政府应继续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智慧养老产业

的扶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推动智慧养老产业的

快速发展。 
（2）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企业应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和适用性，根据老年人

的实际需求进行设计和开发。同时，加强售后服务和技

术支持，提高老年人的使用体验。 

（3）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政府、企业、学校及社会力量应共同参与智慧养老

产业的人才培养工作，加强校企合作和订单式培养，培

养更多具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智慧养老专业人才
[8]。同时，为在职养老服务人员提供定期的职业培训，

更新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提升服务质量。培训内容可以

包括智能技术应用、新兴养老服务模式、心理健康照护

等。 
（4）加强市场监管力度 
在智慧养老领域，统一行业标准、落实质量评价以

及加强市场监管力度是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

措施。政府应完善智慧养老市场监管机制，明确监管主

体、监管对象和监管手段。通过建立健全的监管制度，

确保监管工作的有序开展和有效实施。对于违反行业

标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政府应加大执法力度，

依法进行查处和处罚。通过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

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 
7.2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智慧养老

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路径，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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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智慧养老产业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当前智慧养老产业存在政府市场

边界不清晰、产品和服务与老年人需求存在错位、专业

人才短缺等问题；通过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与作用、

发展定制化智慧养老服务和产品、加强智慧养老专业

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可以推动河南省智慧养老产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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