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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慧养老，是指为了提供实时、快捷、高效、物联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降低养老成本，

一方面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科技用于养老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从方法

上、内容上和模式上对传统养老产品与服务进行革新，从而实现养老管理的科学化、养老设

备的现代化、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智慧养老不仅是先进的养老技术、产品的简单组合，更是

指服务走向精细化、智能化和多元化。 

我国智慧养老产业从2012年起步，经历了倡导、试点阶段，从2018年开始进入全国推广、快

速发展阶段。 

2018年以来，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开展智慧养老试点建设，截至2023年2月15日，已经公布

五批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示范街道（乡镇）和示范基地名单（其中在2023年2月公布的

《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名单》中新入选了两家示范园区）。在公布的智慧健康

养老示范试点企业中，第一批有企业53家，第二批有26家，第三批有38家，第四批有50家，

第五批有35家；在公布的智慧健康养老示范示范街道（乡镇）中，第一批有81个，第二批

有48个，第三批有95个，第四批有72家，第五批有45个；在公布的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中

，第一批有19个，第二批有10个，第三批有23个，第四批有17家，第五批有17个。从数量上看

，我国智慧养老发展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智慧养老在我国已逐步推广。 

为进一步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2022年10月20日，三部门联合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

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31年）》，提出到2025年，智慧健康养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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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数字鸿沟&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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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9日，《三部门关于开展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遴选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地相关单位按照《2022年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申报指南》，做好试

点示范推荐工作。2023年2月21日，国务院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围绕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

明确了&ldquo;十四五&rdquo;时期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设置了公办养老机构提

升行动、医养结合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智慧助老行动、人才队伍建设行动等专栏，以推动重

大战略部署落实落地落细。2023年3月2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九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开展

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发挥&ldquo;互联网+医疗健康&rdquo;&ldquo;互联网+

护理服务&rdquo;&ldquo;互联网+养老服务&rdquo;作用，开展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可依托医联

体上级医院建立远程医疗服务系统。为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增强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3年6月1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印发《

关于深入开展2023年&ldquo;智慧助老&rdquo;行动的通知》，要求深入开展2023年&ldquo;智慧



助老&rdquo;行动，帮助老年人提高智能手机操作技能，提升老年人反诈防骗意识。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针对老年人，各地养老机构收严监管措施，北京等地还明确对养老机构

实施封闭式管理等措施。在此背景下，不论是居家养老还是在机构中集中养老的老年人，线

上服务、智能设备的消费需求快速释放。然而，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目

前市场上智能养老终端等设备大同小异，养老电商尚处于发展初期，日新月异的智慧养老消

费产业也将进入加速变阵的新周期。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5-2031年中国智慧养老市场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三章

。首先介绍了智慧养老产业的概念、特征以及服务内容，并详细解析了国内智慧养老产业发

展环境及总体概况。接着，报告深入分析了智慧养老产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典型案例及细分产

品的发展状况。随后，报告对传统养老市场的创新方向、国内区域市场的发展及重点企业运

营状况作了详细分析，并对不同类型企业布局状况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度解析。

最后，报告对智慧养老产业的投资作了风险预警，并对中国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

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全国老

龄工作委员会、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

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

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智慧养老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养老，本报告将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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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　产业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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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2020-2024年中国智慧养老产业部分示范企业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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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企业发展概况 

9.2.2　智慧养老产业布局 

9.2.3　智慧养老项目建设 

9.2.4　经营效益分析 

9.2.5　业务经营分析 

9.2.6　财务状况分析 

9.2.7　核心竞争力分析 

9.2.8　公司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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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2021-2024年中国智慧养老相关产业发展现状及投资潜力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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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医养结合发展现状 

11.3.5　医养结合机构竞争力建设 

11.3.6　医养结合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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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投融资分析及风险预警 

12.1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投融资状况 

12.1.1　金融支持体系 

12.1.2　企业投资领域 

12.1.3　企业融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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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投资风险及对策建议 

12.4.1　产业投资风险 

12.4.2　产业投资建议 

第十三章　2025-2031年中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前景及趋势预测 



13.1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13.1.1　智慧养老的机遇与挑战 

13.1.2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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