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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上岗”
的全国首款大模
型养老机器人、泰
山景区引发热潮
的外骨骼机器人、
精度可达毫米级
的 雷 达 监 测 设
备……近年来，伴
随着政策支持与
技术发展，智能传
感设备、养老服务
机器人等科技新
产品逐渐走进市
场，成为撬动养老
产业万亿蓝海的
关键力量。

业内专家指
出，当前，智慧养
老产业正处于快
速发展期，未来还
要从政策支持、产
业协同、生态建设
等方面持续发力，
以实现产业可持
续发展。

年过六旬的王阿姨身

着特殊装备在泰山景区内

稳健行走，吸引了不少游客

的目光。她身上极具“未来

感”的支架装置，正是当下

应用于助行领域的科技产

品——外骨骼机器人。

“这套设备能帮助像我

这样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正

常行走。”王阿姨边说边通

过手机进行了参数调节，

“你看这些产品多智能，可

以直接在App上调节机器人

的助力大小，大大节省了我

爬山时的体力。”

“我们为泰山景区准备

了 500 台机器人，游客对试

穿这款产品兴趣浓厚，产品

供不应求。”深圳肯綮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余运波介

绍说。

从助力老人稳健前行

的外骨骼机器人，到居家场

景中实时监测健康数据的

智能设备，智慧养老产品和

服 务 正 逐 渐 融 入 日 常 生

活。这些养老产品可大致

分为健康服务管理类、安全

监护类、情感慰藉类、照护

服务类以及康复辅助器具

类产品等。

“银发群体对科技产品

的认知程度有限，智慧产品

不仅要精准锚定核心需求，

更需突破从‘概念创新’到

‘日常可用’的最后一公里，

关键在于化解供需不对称

矛盾。”盘古智库老龄社会

研究院副院长李佳表示。

目前，众多智慧养老社

区、机构和企业积极开放应

用生态，成为智能产品的

“实践基地”。

记者在北京市房山区

的恒煦·满园持续照料长者

社区发现，多点监测设备、

各类声光报警器、智能床垫

等智能产品一应俱全。

“社区内各类产品共同

构建了以老年人需求为导

向的智能生态。”天恒集团

恒煦·满园项目院长李凯表

示，这些智能设备通过后台

智能管理系统深度互联，真

正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可感

知、可落地的养老服务体

验，为其市场化应用与自我

提升提供了机遇。

“目前，科技企业苦于

找不到养老产品的落地场

景，养老机构则需要稳定可

靠的科技产品，小度正与行

业伙伴共建智慧养老产业

生态。”上海小度技术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

有开发能力的养老企业，小

度开放了 18 个大类的端能

力，让企业可以搭建想要的

场景解决方案；而对于没有

开发能力的养老企业，小度

则建立了养老服务商认证

体系，企业可从中选择成熟

的解决方案。

在前沿技术支持和新

兴产业发展下，我国智慧健

康养老产品创新研发速度

加快，迭代周期变短，市场

涌现一批“黑科技”产品。

其中，养老机器人、智能穿

戴设备等赛道增长最为明

显。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

发布的《2024—2029 年养老

机器人产业现状及未来发

展 趋 势 分 析 报 告》显 示 ，

2024 年国内养老机器人市

场规模已突破 300 亿元，预

计 2025 年将达 500 亿元，年

复合增长率超过 30％。

当下，智慧养老产业蓬

勃发展，但也面临诸多挑

战。业内专家指出，面对产

品技术适配性与可靠性等问

题，要从搭建开放共享平台、

提升产品供需匹配度、促进

产业协同创新等方面发力，

进一步打开产业新空间。

目前，多地正通过整合

各类养老服务资源，聚焦居

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

老三大场景积极构建“协同

网络”。据民政部统计，全

国多数地区组建了智慧养

老服务平台。记者梳理发

现，此类平台一般依托网络

平台和信息技术手段，通过

整合辖区居家老人信息、辖

区医养资源以及加盟企业

等多方数据，为家庭、社区、

机构以及政府架起一座数

字桥梁，使养老服务效能最

优化。

在业内专家看来，尽管

各地开展了信息化平台建

设，但仍然缺乏系统性、全

国性的信息数据库。

对此，王永春指出，面

向“十五五”，要进一步完善

智慧养老平台建设，搭建涵

盖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多

种模式的全国性的科技养

老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各地

智慧养老平台资源，贯通

“信息孤岛”，实现医疗健康

信息、社区公共服务信息的

共享和业务协同。

面对供需错配的行业

痛点，李佳认为，要通过加

强供需匹配、政企共建产业

集群等进行破局。“未来，要

进一步调整供需结构，鼓励

供应商通过市场调研了解

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智慧养

老产品及服务。”

“同时，各地应加速培

育产业集群，吸引上下游企

业集聚，从产品研发制造、

系统集成、平台运营到养老

服务供给，形成各环节协同

发展的良好生态。”王永春

表示，预计我国将进一步强

化政策协同与支持，完善国

家产业发展规划、智慧养老

服务领域相关标准和规范

等，促进市场规范化发展。

破解需求“密码”智慧养老产品上新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

方，政策体系正加速构建，

为激活养老市场新潜能提

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

年人福祉的意见》（下称《意

见》）明确提出，聚焦多样化

需求，培育潜力产业，具体

包括强化老年用品创新，打

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等。

全国老龄委专家委员、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职驻

会副秘书长、科技委主任王

永春指出，智慧养老是银发

经济的重要发展领域之一，

《意见》的出台及《智慧健康

养 老 产 业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1－ 2025 年）》的发布，

为智慧养老产业整体发展

划定了路线图，并对产品及

服务供给能力、相关技术研

发以及产业发展环境等做

出重点部署。

“当前，国家层面正在

制定智慧养老产品认证规

范，明确产品准确率、数据

加密等级等指标；地方政府

正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模式，

以地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等措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

展。”王永春说。

在政策牵引之下，智慧

养老产业保持稳健增长态

势。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分析

预测，2025 年中国智慧养老

市场规模将达 7.21万亿元。

多元市场主体也加速

涌入。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

数据，2023 年中国智慧养老

行业投资事件数量达到 17
件，投融资金额达到 18.66亿
元。其中，不少科技企业也

积极扮演着连接角色。

例如，华为基于强大的

鸿蒙生态，以华为鸿蒙智家

为依托，聚焦于打造全场景

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华为的

研发初衷源于对老年群体科

技产品使用痛点的洞察，年

长者对传统科技产品存在操

作门槛或抵触心理，且视觉

类看护产品易引发隐私争

议。经过反复研究与实验，

我们最终选择既能监测人体

生命体征，又能充分保障用

户隐私的毫米波技术。”华为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华为

鸿蒙智家康养产品与解决方

案在C端和B端已同步上市。

政策牵引企业“落子”万亿市场可期

多维协同发力 开拓产业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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