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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场景化解析*

——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框架

李姗蔓 姚乐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0065）
摘 要：[目的/意义]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要素与转译过程出发，围绕各场景分析智慧养老数据驱动模式，有

助于深入了解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掌握数据驱动策略，以持续推动智慧养老的发展。[方法/过程]
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框架，结合数据价值链模型以及服务场景概念，分析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并

从场景的物理空间、交互空间以及数据空间三方面出发，结合文献分析、调研访谈以及国内外实践经验归纳，对数

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逻辑路径进行场景化解构。[结果/结论]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的基本要素与转译过程展现

了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与逻辑路径。其中，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的基本要素强调以多维交互的服

务场景、结构化的数据活动以及异质耦合的行动者作为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

的转译过程关注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逻辑路径，以产业对接、平台赋能以及数据增效为目的，围绕服务集成

者、服务提供者、服务需求者及其所参与的数据采集、组织、流通以及利用等活动，通过问题识别、利益赋予、主体

吸纳以及目标动员等流程实现数据对智慧养老服务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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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based Analysis of Data-driven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Based on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Framework
Li Shanman Yao Ley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Starting from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ctor-network theory, analyzing the data-
driven model of smart elderly care around various scenarios will help us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rastruc⁃
ture of data-driven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master its data-driven strategy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data value chain
model and the concept of service scenario, the basic elements of data-driven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are analyzed.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physical space, interactive space and data space of the scenario, combined with lit⁃
erature analysis, research interviews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basic logic of data- driven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deconstructed in the scenario. [Result/conclusion] The basic elements and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smart elderly care actor network demonstrate the infrastructure and logical path of data-driven smart el⁃
derly care services. Among them,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smart elderly care actor network emphasize multi-dimen⁃
sional interactive service scenarios, structured data activities, and heterogeneously coupled actors as the infrastructure
of data-driven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smart elderly care actor network focuses on the
logical path of data-driven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with the purpose of industry docking, platform empowerment,
and data efficiency enhancement, centering on service integrators, service providers, service demanders, and the data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activities they participate in, through processes such as problem
identification, benefit granting, subject absorption, and goal mobilization, data drives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Keywords: smart elderly care actor network service scenario data value chain

DOI:10.12154/j.qbzlgz.2025.01.00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健康中国战略的智慧养老数据资源的组织、服务与应用研究”（批准号：22AZD159）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之一。

专题研究

40



情报资料工作 2025年1月 第46卷 第1期

1 引言

数据资源是赋能智慧养老服务的核心要素，《“数

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要充分

发挥数据在养老服务中的乘数效应，需要调动养老服

务主体积极性，释放数据价值。大数据时代的涉老数

据体量大且类型多，但仍存在数据联通壁垒、数据融合

困难以及数据不成体系等问题，导致现有养老服务面

临服务内容供给缺位、资源整合不足以及内容缺乏创

新等“负能”现象[1]，识别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实施

路径，是推动智慧养老的基础，对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

和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智慧养老服务是指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

智能等技术，通过数据的价值链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智

能化、个性化、专业化以及全方位的养老服务[2]。其中，

政府部门、服务集成者、服务提供者以及服务需求者等

人类行动者所参与的数据价值链活动是智慧养老服务

的“神经”，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度加工与塑形，实现服务

的落地[3]，这一过程依托于具体的服务场景，场景内部

的智能设备、互动平台以及数据库等非人类行动者，在

数据驱动服务过程中发挥着支撑作用。

可以看出，数据活动、相关行动者以及服务场景等

要素所构建的行动者网络是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

基础架构，网络的转译即为内在动力机制，反映了相关

行动者在动态交互过程中的功能界定、利益分配以及

协同关系，体现了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逻辑路

径。因此，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框架，结合数据价

值链模型与服务场景概念，识别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

中的行动者角色及其数据活动，围绕服务场景的解构

维度，探讨数据驱动服务过程中的问题障碍以及解决

方案，以此分析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实现路径与

底层逻辑。

2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2.1 文献回顾

智慧养老离不开对其数据的探讨，相关研究主要

围绕多元主体所参与的数据活动展开，政府部门、养老

机构以及服务平台等行动者对涉老数据的收集、管理

以及利用等活动是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核心[4]。

其中，行动者通过实践对数据的精准全面采集以及高

效整合是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石[5]，数据在行动者之间的

互联互通是数据赋能智慧养老的内在要求[6]，行动者对

数据的开发利用是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关键环

节，而数据的安全保护贯穿于数据活动全流程[7]，是智

慧养老服务的实现保障。

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场景相关研究指出，多元主体

所参与的数据活动依赖于服务场景[8]，主要从以下三方

面展开，一是从宏观层面，探索智慧养老服务在家庭、

社区以及机构等场景中的运行机制[9]；二是从中观层

面，关注老年人在就餐、娱乐以及医养等场景中的服务

策略；三是从微观层面，强调场景中的关键人物、物理

环境以及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构成与交互[10]。其中，微观

层面更关注养老服务场景中的数据活动，强调行动者

围绕智慧养老服务的物理空间、交互空间以及数据空

间[11]，对数据实施体系化管理以及创新型利用，为无形

的数据活动构建了系统性的管理生态。

可以看出，场景导向是数据通过生命周期活动有

效释放价值的关键[12]，也是打通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

的痛点[13]，现有研究围绕老年人的健康监测、安全防护

以及日常照护等生活场景进行了界定，但缺乏对其整

体维度的概括与分析；同时，研究强调数据的动态管

理、共享以及开发利用等活动是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

关键路径，但忽视了数据驱动服务过程中的行动者参

与机制[14]，对于智慧养老服务的整体场景构建及其场景

下的数据驱动机制分析，尚未形成系统性探讨。

2.2 研究设计

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的基本要素与转译过程是数

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与逻辑路径。数据价

值链模型、服务场景概念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行

动者网络的解析提供了基础。

本研究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1）围绕数据价值

链、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服务场景相关概念，识别数据

驱动智慧养老服务中的数据活动及其相关行动者，界

定智慧养老服务场景的空间维度，分析智慧养老行动

者网络的基本要素，以此探索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

的基础架构；（2）在此基础上，结合行动者网络的转译

过程，分析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逻辑框架，构建转

译模型；（3）围绕转译模型，结合调研访谈、政策以及实

践经验分析，把握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场景需求、

关键问题、实施方案以及相应推进措施，系统性分析各

场景下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逻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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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的基本要素及转译模型

3.1 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

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的基本要素是数据驱动智慧

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其中，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

者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是行动者网络的基础[15]。一方面，

涉老数据在价值链中的采集、组织以及利用等活动离

不开政府部门、服务集成者、服务提供者以及服务需求

者等人类行动者的参与；另一方面，数据对智慧养老服

务的驱动依托于服务场景中的智能设备、应用软件以

及数据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对上述活动的支撑。因

此，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将围绕结构化

的数据活动、异质耦合的行动者以及多维交互的服务

场景三方面展开。

3.1.1 结构化的数据活动

结构化的数据活动是释放数据价值、实现数据驱

动智慧养老服务的核心主线。从数据价值链的角度来

看，强调通过价值链对数据进行塑形，包括数据采集、

组织、流通、利用、反馈以及数据安全等一系列环节[16]。

数据采集是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源头，一方

面强调通过智能设备等获取老年人的客观生活数据，

另一方面关注服务应用以及平台等软件对老年人主观

数据的收集。数据组织是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重

要环节，强调通过养老数据平台、信息管理平台以及养

老服务平台等，整合来自不同服务提供者以及服务需

求者的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规范化

存储以及分级分类整合，以便数据可以更有效地共享

和利用。数据流通是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关键步

骤，同样强调借助数据平台等推动涉老数据的开放及

其在行动者之间的互联互通，以此扩散数据需求，优化

数据要素之间的组合配置。

数据利用是数据驱动服务的落脚点，强调借助

5G、互联网等技术分析数据，以此提供对应需求的服务

与解决方案，并借助分析结果调整优化服务内容。数

据反馈是优化服务内容、改善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

质量的关键环节，关注通过服务应用与平台等方式，获

取需求者的主观体验数据。数据安全是数据驱动智慧

养老服务的重要保障，贯穿于智慧养老数据活动的各

个环节，强调从基础设备、平台互动以及政策支持等角

度，全方位把控涉老数据的安全。

3.1.2 异质耦合的行动者

数据价值的释放离不开行动者的参与，政府部门、

服务集成者、服务提供者以及服务需求者作为关键行

动者，在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同

的职责，在数据活动中的各环节，通过相互依赖和合作

共同实现智慧养老的目标，存在既分工又合作的异质

耦合关系[17]。

（1）政府部门。政府驱动逻辑强调国家和政府在智

慧养老中扮演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在智慧养老中发挥着

资源配置、统筹规划的作用[18]，主要通过对服务场景的

优化以及数据活动的监管，实现数据驱动服务的过程。

（2）服务集成者。智慧养老中的服务集成者主要

指数据平台、信息服务平台以及服务应用程序的相关

运营商，服务集成者处于智慧养老服务供给的关键地

位，承担着数据的汇集、存储、处理以及呈现等职责。

一方面，通过收集老年人相关信息、养老服务企业及服

务信息、相关监管政策制度、监管结果与反馈信息等数

据，实现政府部门、养老服务机构以及家庭等行动者之

间的数据共享；另一方面，通过对数据的管理与分析，

实现线上数据资源的整合以及线下服务资源的分配。

（3）服务提供者。服务提供者是指向老年人提供

医疗保健、日常照料、心理咨询等具体养老服务的服务

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等[19]，主要包括两类服务内容，一是

智能设备的提供，依托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生活数据进

行采集并向服务集成者传递；二是养老服务的提供，依

托服务集成者的服务资源分配，或对既有数据进行挖

掘与分析，响应养老服务需求。

（4）服务需求者。服务需求者主要指接受智慧养

老服务的老年人及其家庭，同时也是养老数据的生产

者，其数据输出与数据反馈是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集成

者提供并改进服务的关键。

3.1.3 多维交互的服务场景

服务场景源于市场营销领域，强调环境条件、空间

布局以及服务功能等要素对行动者交互的影响[20]。服

务场景是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环境，结合服

务场景相关研究以及智慧养老数据赋能的本质，本文

将智慧养老服务场景划分为物理空间、数据空间与交

互空间，并关注各空间中的数据活动。

（1）物理空间。物理空间是智慧养老实现数据到

服务的起点与终点，主要依靠传感器、监测器以及控制

器等智能设备，实现涉老数据的采集与反馈，将老年人

的生活与环境数据集成到数据空间中[21]，形成老年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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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评估的基础。

（2）交互空间。交互空间是连接智慧养老行

动者的枢纽[22]，包括信息服务网站、应用软件等互

动平台。一方面，借助线上平台整合数据，推动数

据在不同系统与行动者之间的互联互通；另一方

面，通过线上数据分析、资源整合与服务调度，实

现线下服务的分配与对接，及时响应服务需求。

（3）数据空间。数据空间强调数据本身以及

支撑数据活动的基础环境[23]，其所包含的内容主

要体现为四方面。第一，数据空间中与数据活动

配套的数据标准与制度，是保障数据驱动智慧养

老服务中数据准确性、提升服务效率的基础；第

二，在此基础上整合形成的数据资源库，也是后

续推动数据开发应用形成养老服务与产品的资源支

撑；第三，互联网、云计算、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技术

与算法，是有效分析涉老数据以构建用户画像、匹配服

务需求的技术支撑[24]；第四，行动者的数据素养，能保障

数据在养老服务过程中的安全性以及可操作性，是推

动相关行动者有效管理与利用数据，从而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的有力支撑。

物理空间、交互空间以及数据空间为数据活动的

各个环节提供了硬件、软件以及政策环境等支持，构成

了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环境，支撑着异质耦

合的行动者在服务场景中的结构化数据活动，共同构

建了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

3.2 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转译模型

基础架构是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必要

条件，而数据驱动服务的实现路径还需要行动者

的动态参与机制来执行，体现为核心行动者主导

的网络“转译”，由“问题识别-利益赋予-主体吸

纳-目标动员”四个环节推动[25]。

在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中，场景需求是数据

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起点[26]，引导着政府部门“转

译”的方向；以场景需求为前提，识别数据驱动智

慧养老服务的相应问题，有助于后续解决方案与

服务需求的精准对接；在问题识别的基础上，政府

部门需要根据需求与问题，为相关利益者绘制行

动方案，强调行动的价值；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需吸引

其他行动者的参与，并鼓励其积极发挥作用，以此实现

数据对服务的驱动。根据上述逻辑，构建数据驱动智

慧养老服务的转译模型，如图1所示。

据此，本文将围绕数据驱动智慧养老的服务场景，

结合场景内部物理空间、交互空间与数据空间的需求，

分析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

3.3 转译逻辑分析的研究设计

以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逻辑路径为基础，具

象化行动者的“转译”过程是明确其驱动策略的关键。

现有智慧养老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充分体现了智慧养

老服务现实需求与发展方向，因此，本文借助现有文献

识别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中的场景需求框架，在此

基础上，通过调研访谈，对上述场景需求进行补充，并

针对性访谈分析各行动者在实现需求的过程中所面临

的关键问题，具体方法运用如图2所示。

3.3.1 文献分析

自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发布以来，大量研究围绕智慧养老提出未来养

老服务的发展方向与困境[27]，本文借助中国知网平台，

以“智慧养老”“智能养老”为主题词，选择 2013年到

图 1 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转译模型

图 2 转译逻辑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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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发表的相关核心文献，通过对文献的逐篇

阅读，筛选出相应文献235篇，并从物理空间、交互空间

以及数据空间三方面出发，归纳现有研究对智慧养老

服务需求的解释，形成各空间服务需求的初步框架。

3.3.2 调研访谈

本研究于2023年8月、2024年8月展开了两次调

研与访谈，调研了9家不同类型的养老服务主体及其服

务运营情况，包括政府机构：泰州市民政局、苏州市民

政局；事业单位：四川省养老服务中心、泰州市姜堰区

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国有企业：川投舒适之家——颐康

养中心；民办社会组织：成都市锦江区长者通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科技企业：中科西北星；民营企业：华邦美好

家园成都锦江孝慈苑、居家乐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同

时，每个机构选取了1-2位管理人员，另选取了4位老

年用户，共15位访谈对象进行访谈。

通过调研与访谈，一方面，对服务场景需求的初步

框架进行验证、补充与调整；另一方面，围绕各场景服

务需求，识别政府部门、服务集成者、服务提供者以及

服务需求者的关键问题。调研发现，由于部分服务提

供者往往承担服务集成者的相应职责，因此，在后续讨

论过程中，并未对两者的角色进行具体区分。

4 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的场景化转译

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的“转译”由政府部门主导，

围绕各场景的服务需求，识别各行动者在各场景所面

临的关键问题、提出相应的利益赋予方案、吸引大量行

动者的加入并鼓励其积极发挥作用。

4.1 数据服务问题识别

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转译”过程的界定，智慧

养老数据服务的问题识别阶段包括场景需求分析、关

键问题识别与设置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三大环节。

4.1.1 场景需求分析

服务是数据驱动的目标，从服务视角出发分析智

慧养老现有的场景需求，识别行动者所面临的关键问

题，有助于定位不同场景需求下的数据活动。研究通

过文献分析与调研访谈，发现服务场景需求在各空间

主要体现为产业对接、平台赋能以及数据增效三方面。

（1）产业对接。物理空间的智能设备作为数据来

源以及服务落地的实践场景，所涉及的产业与领域繁

多，包括医疗、卫生、通信等多产业群[28]，以及护理、用药

与防护等多生活领域，所产生的数据涵盖公共、社会、

政府等多类主体。产业间的数据有效对接，能推动数

据在行动者之间的精准获取、全面采集以及高效流通，

提高服务资源配置并优化服务内容[29]。

（2）平台赋能。平台作为数据驱动服务的枢纽，通

过展示服务供给数据、汇集服务需求数据，整合线上线

下服务资源，实现服务供需的匹配，并构建服务监管闭

环，是赋能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关键。

（3）数据增效。增加数据价值释放的效果是数据

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核心[30]，强调通过数据资源的规范

整合[31]、数据技术的创新应用、数据制度的配套支撑以

及数据素养的提升，推动数据在价值链中的流动与数

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实现。

4.1.2 关键问题识别

识别各行动者的关键问题，是分析行动者如何通

过数据的价值链活动完成场景需求的关键。因此，围

绕“产业对接”“平台赋能”以及“数据增效”的场景需

求，结合各行动者自身职责及其所参与的数据活动，对

各类行动者进行访谈，以识别其在完成需求过程中的

关键问题。

访谈发现，智慧养老涉及的服务内容多、范围广，

行动者之间的数据活动存在交叉的环节与内容。因

此，从数据活动的各环节出发，总结归纳行动者在数据

价值释放各环节所面临的问题（如表1所示），能针对性

提出各环节问题的解决方式。结合资料的分析整理，

并在此基础上设置所有行动者在克服问题中所必须经

过的强制通行点。

（1）数据采集。数据的高效精准采集是实现产业

资源对接、推动平台赋能以及加强数据增效的关键，也

是智慧养老服务的源头，其关键问题主要体现为用户

操作认知不足以及设备适老化程度有待提升两方面。

一方面，智慧养老市场的井喷式爆发带来了大量设备

数据活动

数据采集

数据组织

数据流通

数据利用

数据反馈

数据安全

关键问题

用户操作认知不足

设备适老化程度低

数据标准缺乏统一

缺乏养老数据库建设规范

共享平台缺乏统筹搭建

缺乏统一的接口和协议

各设备产业缺乏衔接

缺乏对数据的深入可视化分析

数据技术存在引进壁垒

缺乏数据开放的授权运营机制

缺乏系统化数据反馈机制

用户对设备认知不足

缺乏数据安全规范

缺乏数据安全意识

频数

3
4
4
2
5
4
2
6
4
3
6
3
5
3

所属场景

数据空间

物理空间

数据空间

数据空间

交互空间

数据空间

物理空间

交互空间

数据空间

数据空间

交互空间

数据空间

数据空间

数据空间

表 1 访谈关键问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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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涌现，老年人作为其目标用户，对智能设备的操

作认知不足，导致设备的利用率低；另一方面，智能设

备本身的适老化改造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

念，现有设备的适老化程度不足阻碍了老年用户的使

用活动，降低了设备的可操作性，导致涉老数据采集不

够全面。

（2）数据组织。数据组织的主要问题体现为缺乏

数据统一标准以及数据库建设规范两方面。一是现有

养老服务行业数据标准缺乏统一，导致各类数据格式

不一，难以高效集成与匹配，降低了服务过程中数据的

一致性以及可操作性，阻碍了服务集成者以及服务提

供者后续的数据共享以及数据有效利用。二是现有养

老数据库建设规范的缺乏，容易引发各地各部门系统

数据的重复建设，导致行动者之间的数据共享冗余、数

据流通效率低下，为后续的数据利用以及数据安全保

护等带来更大的挑战。

（3）数据流通。数据流通中的关键问题主要体现

为三方面。一是尽管各地积极探索建设智慧养老信息

服务平台，但由于缺乏政府部门的统筹搭建，结合现有

技术标准的不统一、共享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各地建设

进度不一致。由政府部门牵头，建设统一的养老信息

服务平台，能有效提升数据质量，降低数据的流通运营

成本。二是涉老数据缺乏统一的数据接口与共享协

议，使得各部门、各企业出现数据孤岛现象，不同信息

集成平台之间存在数据融合困难、数据共享不畅以及

系统功能分散等问题，也为未来部门之间的平台对接

带来了障碍。三是智慧养老服务涉及的产业复杂且多

样，形成了包括医疗、家政以及通信等构建的产业链，

由于设备产业间缺乏衔接，阻碍了数据在行动者之间

的流通，导致各类设备之间存在部分功能重叠、整体功

能不完善以及养老服务碎片化等问题，导致服务需求

者用户体验不佳。

（4）数据利用。数据利用中的关键问题体现为三

方面。第一，现有养老服务平台缺乏对数据的深度可

视化分析，无法精准体现养老服务需求、老年用户的健

康指标等数据，难以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服务与需求

的主动对接。第二，数据分析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引

进受阻的问题，使得服务提供者难以实现养老服务的

供需对接，也是导致服务内容单一、服务个性化不足的

主要障碍。第三，长期的养老服务为各类机构沉淀了

大量的服务数据、运营数据以及老年人健康数据，而数

据的开发利用主要依托于社会用户，现有数据开放相

关的授权运营机制不完善，制约了社会力量的参与以

及数据的高价值释放。

（5）数据反馈。数据反馈的关键问题主要体现为

两方面。一是缺乏系统化的用户需求与建议收集机

制，现有智慧养老平台的用户反馈方式主要局限于呼

叫中心与服务热线等传统的数据交流方式，服务需求者

无法在使用服务后立即通过平台提交反馈，服务集成者

与服务提供者也无法及时、精准、全面地收集和分析用

户的使用意见，限制了养老服务改进的效率。二是服务

需求者对智能设备的认知存在差异，界面适老化改造以

及沟通交流机制的滞后，制约了用户需求的表达与反

馈，也是阻碍养老服务更新与个性化的关键。

（6）数据安全。缺乏数据安全规范以及行动者数

据安全意识不足是数据安全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涉老数据相关主体复杂多样，养老行业标准以及涉老

数据安全规范的缺失，易引发数据隐私风险等安全问

题，降低需求者对产品的使用；同时，现有行动者，尤其

是数据需求者，对数据的隐私安全意识薄弱，容易引发

数据的泄漏、滥用以及窃取等数据安全问题。

4.1.3 强制通行点设置

智慧养老数据在价值链的塑形下得以释放价值，

将上述问题的缘起归纳至不同的场景是实现问题与场

景需求匹配的首要任务。

物理空间关注智慧养老的产业设备配置，其关键

问题在于设备本身的适老化改造有待提升以及服务设

备相关的产业缺乏衔接。交互空间关注智慧养老的平

台沟通交流与服务展现，其关键问题在于现有平台缺

乏统筹建设、平台对于数据的可视化分析不够深入以

及平台反馈机制不完善。数据空间关注智慧养老的数

据技术、数据素养以及数据管理相关标准、规范与办

法。在数据技术运用方面，部分行动者仍存在技术引

进壁垒；在数据素养方面，用户对设备的操作素养有待

改善以及相关行动者的数据安全意识有待提升；在数

据管理相关标准、规范与办法方面，其关键问题在于缺

乏涉老数据的采集标准、共享协议、数据安全规范、数

据库建设规范以及数据授权运营相关办法。

政府部门在识别其他行动者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的

基础上，需设定强制通行点作为必经点，并使得这一必

经点成为所有行动者实现自身目标的必要选择。通过

上述分析可知，在完成产业对接、平台赋能以及数据增

效，以实现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过程中，行动者所

面临的关键问题围绕物理空间的产业设备对接、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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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平台统筹以及数据空间的资源规范展开。因

此，围绕“产业对接-平台赋能-数据增效”，探索智慧养

老服务的场景化数据驱动路径，是所有行动者必经的

强制通行点。

4.2 数据服务利益赋予

在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中，政府部门为解决其他

行动者在数据活动中所面临的问题、通过强制通行点、

完成场景需求，需要通过利益分配的方式赋予各方行

动者利益。政策内容充分体现了政府部门对其他行动

者的利益赋予方案[32]，因此，本研究围绕“产业共生-平
台生态-数据规范”，从政策文本中分析相关行动者的

利益分配方案。

4.2.1 助力产业共生

物理空间中的适老化改造以及协同合作机制能降

低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的门槛，丰富产业数据来源，推

动产业间的资源互通，打造优势互补、协作共赢的产业

链，解决相关行动者在数据采集、流通以及利用等环节

中所面临的问题，赋予行动者产业共生的利益。

一方面，《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

程的指导意见》要求围绕养老设施、老年用品等方面制

定适老化改造项目，扩大养老服务数据采集的精准性

与全面性，做好智慧养老服务的数据基础支撑。另一

方面，《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明确指出“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养老机构联

合组建智慧健康养老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建立设备产

业中的行动者合作机制，共同推动智慧养老产业之间

的技术共享及资源互通，促进数据要素在产业链中的

流通，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

4.2.2 构建平台生态

交互空间中信息服务平台的统筹搭建、平台功能

的深化以及交流渠道的扩大，能实现数据流通的高效

化、数据利用的可视化以及数据反馈的精准化，推动行

动者在平台生态系统中实现自身利益[33]。

首先，相关政策明确要求“加快建设统一权威、互

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健康数据的有效归

集与管理”[34]。一方面，推进智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在

区域中的建设，实现养老补贴、养老服务以及行业监管

等综合信息的动态管理；另一方面，鼓励服务集成者与

服务提供者搭建场景化的信息管理系统，从而实现数

据的场景化联动管理。

其次，要依托养老信息服务平台。一方面，“推进

养老补贴、养老服务、行业监管等信息化，实现老年人

信息的动态管理”[34]；另一方面，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平台

化展示，以此“菜单式”为老服务，不仅要为服务提供者

展示老年人需求数据，还要为服务需求者展示服务机

构的服务数据。

最后，要借助平台联动终端设备制造商、应用产品

提供商以及养老服务机构等行动者[35]，并畅通交流反馈

渠道，广泛收集意见、建议，及时进行分类整理，形成有

效连接行动者并推动数据流通的有效方式。

4.2.3 完善数据规范

数据空间中数据标准与共享协议的制定、数据库

建设的完善、行动者数据素养的提升以及数据授权运

营制度的建立，能通过规范各空间中的数据活动，为行

动者打造良好的数据环境基础，为数据资源向数据资

产的转化奠定基础，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

第一，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等文件明确指出，要“研发适应不同应用场景的家庭互

联互通协议、接口标准”，并“推进跨领域、跨部门、跨层

级的涉老数据共享”，制定行业数据标准与共享协议，

规范数据在采集、组织以及流通中的数据格式与协议，

实现不同设备、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集成共享，以提升

养老服务产品中的数据流通能力。

第二，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电子病历、老龄人口信息等基础数据库”[34]，完善

智慧养老相关数据库建设，为涉老数据的共享交换、安

全开放等全链条数据服务提供资源基础。

第三，提升行动者数据素养。一方面，要“制定智

慧健康养老信息安全标准以及隐私数据管理和使用规

范”[36]，有效保障数据主体的隐私与安全；另一方面，要

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在开展“智慧助老”行动的同

时[37]，加强建设老龄化人才队伍，关注老年人及相关服

务人员的数据技术及应用等培训[38]，提升行动者对涉老

数据的采集、管理以及利用能力。

第四，相关政策明确指出，要推动建立各场景下公

共数据、企业数据以及个人数据的授权机制[39]，鼓励并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医疗、健康以及养老数据的运营

服务中，促进涉老数据交易市场的形成，推动涉老数据

资产化进程，在赋予相关行动者数据经济价值的同时

优化服务质量。

4.3 数据服务主体吸纳

上述政策方案以中国智慧养老的实践情况为基

础，提出了赋予相关行动者利益的方式，与此同时，政

府部门进入“吸纳”阶段，本质上体现为政策的执行，即

政府部门通过一系列实践手段与措施，实现利益赋予

方案的落地，探索吸引服务集成者、服务提供者以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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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需求者加入智慧养老的场景化数据驱动网络。本研

究以国内外政府部门的实践经验为借鉴，围绕服务场

景各空间的利益赋予方式，将现有吸纳方式归纳为设

备产业聚集、平台服务试点以及数据成效展览。

4.3.1 设备产业聚集

“推动建立一批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生态孵化器”，

支持智慧养老众创、众包，有利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促进养老服务行业的技术与模式创新，强化智慧健康

养老服务的高质量供给。

上海市投资运行了浦东新区智能养老产业园并为

入驻的行动者提供专业的信息指导、数据技术咨询以

及市场分析等服务，有利于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

资源聚集，协助服务集成者与服务提供者克服初创阶

段的障碍，广泛吸引行动者的加入。欧盟国家开展了

环境辅助生活联合计划（Ambient Assisted Living Joint
Programme，AALJP），通过政府资助，旨在联合服务机

构、护理人员、志愿者以及信息技术产业等群体，着力

通过信息技术的培育，推动老年人数据采集、数据存储

平台的搭建以及数据算法的开发，吸引多方行动者的

参与。

4.3.2 平台服务试点

智慧养老平台及服务试点能充分展现其服务优势

以及市场需求，吸引服务需求者、服务集成者以及服务

提供者的加入。2024年，民政部与国家数据局发布《关

于组织开展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试点的通知》，鼓励

各地应用统一的标准规范，建立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

台，实现基本养老服务数据互联互通，推动“医、养、康、

护”等功能业务一体化，以试点推广的方式吸引机构、

运营商的加入。

除了对服务提供者与服务集成者的吸纳之外，澳

大利亚政府建立了老年服务平台——“My Aged Care”，
专门为老年人提供需求评估、服务查询、自我服务管理

以及投诉的渠道，不仅能帮助老年人了解现有市场服

务，还能给予老年人更多选择服务、控制服务的权利，

以此提升老年人在养老服务中的参与度。

4.3.3 数据成效展览

数据资源及产品的有效展览不仅能丰富政府部

门、服务集成者以及服务提供者对市场的了解，还能提

升服务需求者对现有数据产品的认知。

美国在老龄化数据库建设及展示方面的成效较为

丰富，包括美国CDC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库以及

CMS健康检查数据库等，不仅通过平台提供了数据申

请渠道，提升了服务提供者、服务集成者对现有数据的

基本认知；还展示了不同老龄化疾病的表征以及治疗

方式，为服务需求者提供了服务认知渠道。

深圳市举办了首届智慧养老产业博览会，通过展

示最新的适老化智能设备、交互软件以及养老服务解

决方案，广泛提升老年人对智能化养老的认知；与此同

时，会场还通过技术展示、交流互动等方式，打通服务

提供者与服务需求者面对面的交流渠道，打破行动者

之间的信息壁垒，降低行动者的参与门槛。

4.4 数据服务目标动员

在利益分配与行动者吸纳的基础上，政府部门还

需结合现有资源，调动服务集成者、服务提供者以及服

务需求者的积极性，鼓励行动者发挥自身作用，激活数

据驱动智慧养老行动者网络的运行[40]，本文将政府部门

的现有动员措施归纳为产业衔接动员、平台监管动员

以及数据素养动员三方面。

4.4.1 产业衔接动员

设备产业链上下游衔接是推动服务提供者、服务

集成者以及服务需求者发挥作用，连接链内信息共享

的有效手段。2023年，上海市长宁区将“智慧养老院”

建设纳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并依托项目统一整

合接入多类智能产品，打通多终端设备协同模式，实现

护工、医护、后勤、安防、行政等部门的高效协作机制。

欧盟实施的“生活实验室”项目，将政府、学术机构、服

务机构以及老年人等结合在一起，共同开发和测试新

的智慧养老技术和服务，专注于老年人在实际应用的

反馈，以优化服务设计和实施[41]。

4.4.2 平台监管动员

激励机制的实施是优化平台功能、推动平台运营

并平衡服务供需结构的有效措施[42]。2022年《关于对

2021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

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的发布，激励了各地以平台赋能

服务并实施监管。其中，福州市依托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平台，构建了“需求-服务-监管”与“发现-处置-反
馈”的“双闭环”体系，实现需求“一键表达”，服务“一键

送达”，政府监管“一键跟踪”的智慧养老服务监管

体系。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通过平台

网站，展示了各地区养老院、护理院、上门医疗、诊所以

及住院康复机构等不同类型的机构所提供服务的质量

信息，并直观展示机构之间的对比；英国NHS官方网站

同样直观展示了养老院和护理院的基本服务信息，包

括名称、地址、距离、电话、网址、规模和床位数、是否有

注册经理人、食品卫生评估等，旨在通过官方平台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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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集和对比，加强对服务提供

者的监管，推动服务集成者与服

务提供者积极展现其服务内容，

提升服务质量。

4.4.3 数据素养动员

数据素养的提升是规范行

动者行为、优化智慧养老服务数

据环境的有效方式[43]。国内数据

素养动员主要围绕需求展示、数

据安全以及适老化三方面展

开。其中，上海市长宁区发布

《上海市长宁区数字养老研究报

告》，用养老数据展示了养老服

务在护理、用药以及助餐等方面

的广泛需求；国家健康养老质检中心开展了智慧养老

信息安全专项技能培训，切实保障涉老数据的保密性、

完整性以及可用性，提升服务需求者的数据接受度与

数据安全意识；全国各地围绕《“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

普专项行动方案（2022—2025年）》，开展“银龄跨越数

字鸿沟”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指导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以

及反诈骗宣传等方式，提升服务需求者的数据素养。

国外养老服务数据素养教育更强调行动者的主动

性，主要通过平台提供相应培训课程，提升行动者数据

素养。美国国家老龄委员会依托其相应平台，为养老

服务的工作人员、护理人员、老年人以及志愿者分别设

置了养老政策解读、护理业务培训、避免在线诈骗以及

养老服务活动规划等相关课程，以此帮助相关行动者

获取老龄化政策、辅助护理人员学习护理技能、推动老

年人通过平台获取智能设备操作以及生活技能等方面

的知识，并为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活动咨询，全方位提

升智慧养老服务中各类行动者的数据素养。荷兰社会

事务和就业部创建了教育信息服务平台“Leerwerklo⁃
ketten”，养老服务护理人员、老年人等可以根据自己所

处的地区、自身需求等，选择相应的培训课程，提升智

能设备等操作水平。

通过上述场景需求分析、关键问题识别、相关利益

赋予、服务主体吸纳以及服务目标动员等环节构建智

慧养老的场景化数据驱动模式，如图3所示。

5 结语

本研究围绕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这一问题，以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框架，深入分析了智慧养老行动者

网络，并指出网络的基本要素充分展现了数据驱动智

慧养老服务的基础架构，包括结构化的数据活动、异质

耦合的行动者以及多维交互的服务场景；而网络的转

译过程体现了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逻辑路径，并

搭建了数据驱动智慧养老服务的转译模型，包括场景

需求分析、服务问题识别、服务利益赋予、服务主体吸

纳以及服务目标动员等阶段，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分

析、调研访谈、政策内容分析以及国内外实践经验总结

等方法，阐释智慧养老在产业对接、平台赋能以及数据

增效等方面的实践措施，为更好地实现涉老数据价值

的释放、助力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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