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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智慧
養老養老 機器人當看護 日常生活看病「動動口」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西安報道 有片睇

作為陝西北斗瑞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副總經理，張婷步入智

慧養老行業已有七年時間。她至今
仍記得，2014年的一天，自己遠在
新疆的母親突然暈倒被朋友送到醫
院，但由於手機沒電，怎麼也聯繫
不上家人。「老家的表哥奔波了一
天才找到我母親，而我在西安只能
乾着急。」那次經歷讓張婷突然意
識到，對於像她這樣身在外地不能
陪伴父母的人來說，智能養老產品
帶來的便利不可小覷。「如果我媽
當時有一個定位器，我們之間的聯
繫會更方便。」

智慧平台提供定製服務
2015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張婷

正式加入智慧養老行業。「起初我
們公司以一個北斗項目落戶陝西，
做的產品主要是關護通和腕錶，通
過北斗定位支持，老人在遇到緊急
情況的時候，可以一鍵呼叫。」隨
着時代的發展，如今智能手機定位
等已經普及，陝西北斗瑞泉將目光
瞄向了更適合老年人的智能機器
人，並建起了將老人、子女和養老
機構三方串聯的智能服務平台。
記者在陝西北斗瑞泉的工作大廳
看到，智慧平台上顯示着所有用戶
的信息。「我們會根據客戶的需求
設置定製服務，比如有的老人有基
礎性疾病，平台就會每天給他們發
送吃藥提醒；有的血壓高，平台就
會提示老人測血壓；老人需要服
務，語音呼叫就可以聯繫家庭醫生
和養老秘書。」張婷介紹，有的老
人身體不舒服想去醫院，又不想麻
煩忙於工作的子女，他們只需對着
家裏的智能機器人發送語音，就有
養老秘書安排專人上門服務，全程
陪同老人到醫院就診。「從一定程
度上，我們就扮演着老人子女的角
色，為他們提供子女般的服務。」
陝西北斗瑞泉負責養老秘書服務
的段萌告訴記者，智慧養老機構的
購買對象多是子女。「老人主動接
受新事物的程度並不高，相反子女
卻希望在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時候，

智慧養老能助一臂之力。」段萌
說，也正是如此，公司的智慧養老
平台將老人、子女和養老機構有效
銜接到一起，老人有問題可以直接
聯繫養老機構提供幫助，子女也可
以通過App隨時「回家看看」，更
好地了解父母的動態。

養老服務需求料5年後井噴
張婷說，從2015年開始，公司就
開始布局智慧養老市場。「從『一
鍵呼叫器』到智慧居家適老化樣板
間，從智能機器人到具有『助老模
式』的服務類App，幾年來我們的
智慧養老產品不斷更新換代。」她
表示，起初他們預計行業2023年可
能就會呈現一個泉湧的狀態，但目
前來看仍比較難。「雖然這兩年國
家和地方都在大力推動養老產業發
展，但還遠沒到井噴的狀態，或許
還得5年。」
從去年底開始試運行基於智能機

器人的精準養老服務平台以來，公
司已開發試用客戶1,000多人。張婷
說，「這一年裏，我們做的主要工
作就是根據客戶的使用體驗不斷完
善智能產品硬件和軟件，目前已基
本成熟。」
「明年我們的目標是衝刺2萬名
老人使用我們的智能平台服務，影
響10萬人左右，力爭實現800萬至
1,000萬元的營收目標。」作為率先
踏入智慧養老行業的人，儘管一路
走得也挺曲折，但張婷始終堅信智
慧養老的未來前景廣闊。

2021-2025年中國智慧養老市場規模預測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資料來源：中研普華，貨幣單位為人民幣 製表：記者 張仕珍

市場規模（萬億元）
5.5
7.1
9.2

12.0
15.6

行業總資產（萬億元）
13.5
17.6
22.8
29.7
38.6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000

22,000

24,000

26,000

28,000 19%

18%

17%

16%

15%

2016-2020年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
及其佔全國總人口比重

人口數（萬人) 佔全國總人口比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2626,,402402

18.7%

2525,,388388

18.1%

2424,,949949

17.9%

2424,,090090

17.3%

2323,,086086

16.7%

從2015年至今，張婷和團隊在智慧養
老產業的路上不停探索。從當初行業的冷
清到如今智慧養老進入大眾視野、政府部
門多措推進，一切都表明，養老產業尤其
是智慧養老產業，已然成為一個朝陽產
業。然而，幾年來張婷的團隊也面臨着諸
多困難，市場壯大其路漫漫。「第一難就
是員工隊伍不穩定；此外就是，居家養老
沒有成型的服務體系。一切都在摸索中前
行。」

服務內容還在摸索中
張婷說，如今公司的工作人員來自各行

各業，除了個別人員是養老專業出身，其
他人員曾涉獵過保險、北斗測繪、通信技
術等多個行業。「加入我們的團隊，主要
還是看中了養老這個行業的前景。」但她
同時表示，加入的人陸續有來，離職的人
也是一批又一批。
「到這兒實習過的有上百人，但最終都

走得差不多了。」張婷說，從事養老行業
多年來，她的感受是快樂並痛苦着。「居
家養老服務沒有成型的體系，我們也只能
摸着石頭過河。比如陪醫就診、跑腿代
辦、給老人助餐的中央廚房等服務，都是
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摸索出來的。而這些服

務往往盈利有限。」
對於未來，張婷表示希望造一個智慧養

老產業的集成平台。在陝西瑞泉養老打造
的智慧居家適老化樣板間裏，記者看到，
價值4萬多元的電動氣墊懸浮翻身床，通
過智能按鈕便可幫助臥床老人進行翻身、
抬腿、起背等活動，床體配置的生物雷達
還可監測老人的睡眠質量，如果心率、呼
吸等異常，管理平台會立刻收到報警。此
外，人體紅外感應器、智能聲光報警器、
智能光電煙霧報警器、水浸傳感器等，更
是從居家老人的實際需求出發，全方位精
準化解決老人居家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服務體系未成形 盈利模式待建

「按照國際機構標
準，中國 2000 年就已
步入老齡化社會。我
們不僅進入老齡化社
會，而且正面臨加速
老齡化的問題。」西

安交通大學社會保障系教授張思鋒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1962至1975年是新中國
人口生育的第二次高峰期，其間平均每年
新生人口2,563萬人。由此推算，2022至
2035年我國進入快速老齡化，2035年中國
老齡人口或將達到峰值，預計將有3.8億
多老年人。

老齡社會來勢兇猛孕育商機，不少企業

都將目光投向了養老產業，各種養老服
務、養老產品、養老設施層出不窮。「市
場很大，朝陽產業，聽起來確實很美，但
現實卻給了許多投資者當頭一棒。」

張思鋒說，養老產業可分為服務、產品
和設施三大類，在數字化的加持下，近年
來智慧養老產品也越來越多，「但有效需
求嚴重不足。」他稱，一方面，老年人對
養老產品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願不足；另
方面，養老產業投資者誤判市場，錯把老
人的需要當作需求，把需求當作有效需
求，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導致養老服務、養
老產品、養老設施的有效供給不足，大量
的投入提供了無效供給，由此進入惡性循

環。

堅持養老事業與產業並行
「一定要培育老齡人口的有效需求。」

張思鋒說，一是要提高老齡人口及其家庭
的支付能力；二是要提升養老服務、養老
產品、養老設施供給的精準度和對消費者
的引領力、吸引力，增強老齡人口及其家
庭的支付意願。未來絕大部分健康老人都
會選擇也應該選擇居家養老，社區可充分
發揮樞紐作用，通過引入專業社會服務機
構，為老人提供用餐、出行、就醫、家電
維修、託管、照護等全方位服務，讓老人
一鍵呼叫便可解決生活問題。「服務成型

後，隨之而來的養老產品、養老設施亦能
嵌入其中。」在社區養老服務接入市場的
同時，一定要搭建數字經濟通道，讓智慧
養老成為有效需求。「把社區當成基層驛
站來打造，讓老人居家就能鏈接社會系統
的幫助，也許再過十年，這個中國特色的
社區服務網絡就能非常成功。」

他同時認為，老齡社會是一個複雜的
系統，僅靠養老產業發展難以持續，應堅
持養老事業與養老產業並行。「養老事業
是政府以國有資產為主體設立的，具有基
本公共服務性質的社會保險、社會救助、
社會福利、社會優撫中涉及老齡人口社會
保障和基本養老服務的總稱。養老產業是

依據老齡人口
需要，具有投
資者營利和社
會效益雙重目
標，提供老年
產品和非基本
養老服務及設施的企業、社會組織、個人
的經濟活動集合。」尤其是低收入老人和
失能失智殘疾老人的關鍵性問題，更需要
社會多方的共同努力。這兩個問題解決
了，老齡社會的其他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他建議，應該從老年人的健康支持體系、
服務支持體系等方面着力，為老年人構造
一個老年友好社會。 ●記者 張仕珍

曾幾何時，智能設備對老年人來說
就意味着「數字鴻溝」。「一道又一
道的程序，點了這步忘了下一步，根
本記不住。」65歲的西安市民周女
士提起智能設備就有點牴觸，總覺得
自己不會用，學不會。
不同於一般智能產品的複雜功能，

陝西北斗瑞泉推出的智能養老機器
人，老人通過語音呼叫就可以聯繫養
老秘書和家庭醫生，進行面對面的線
上問診、需求溝通。與此同時，智能
養老機器人還能作為智能家電的大
腦，語音指令即可控制家中配套的吊
燈、電視、空調、窗簾等設備，代替
老年人的手動操作。
「有了這個智能機器人，我們在家

就可以諮詢醫生，家庭醫生還會根據
我們上傳的血壓、血糖等數據建立健
康檔案，提供跟蹤式健康服務。」78
歲的馬煜說，有什麼生活方面的問
題，只需一句話就可以和專屬養老秘
書溝通，訂餐送物都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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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長者者居居家家安安老老不不
用用愁愁

▲工作人員上門為老人講解智能機器人用法。

●●老人通過智能機器人與養老秘書視頻老人通過智能機器人與養老秘書視頻。。

●●基於智能機器人的精準養老服務平台基於智能機器人的精準養老服務平台。。

●張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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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婷張婷

●●智能機器人智能機器人

智能養老機器人配套智能家電，語音指令代替手動操作；

數據管理平台智慧化管理智能設備，實現老人居家生活實時

把控；緊急情況平台應急反應，保障老人居家安全……隨着

大數據、5G、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使到居家養老的老

人在家也能夠得到有如在護老院一樣的照顧。傳統的養老行

業正朝向智慧化發展，有效搭建起老人、子女和養老機構之

間的互助平台，減輕了子女的負擔。有關機構預測，2025年

中國智慧養老市場規模或將達到15.6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不少企業看中銀髮經濟前景，亦

加速布局智慧養老行業，期待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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