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T应用与智慧养老 | 15 

作者简介

马  妍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许  巍（通信作者）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xvw ei9 9 @ q q .com
李晋乐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深刻重塑城市实虚空间结构[ 4]和城市居民的生

活方式[ 5 ]。ICT在居家养老中的应用有助于打

破居家养老服务的时空制约 [ 6]与生理能力制

约 [ 7]。因此，如何化解老龄化不断加剧和信息

化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广大老年群体享受

数字社会发展红利，进而实现积极老龄化与城

市信息化的同频共振，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

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

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持续完善居家为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lanning Strategy of the "Digital Divide" of 
Home Care Services under ICT Applic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Downtown 
Area of Fuzhou City

ICT应用下居家养老服务“数字鸿沟”的形成机
理与规划对策研究——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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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老龄化与信息化相互交织的关键时期。研究ICT应用下城市老年人获取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数

字鸿沟”问题的形成机理与规划对策，对于老年友好社区的智慧化升级与智慧社区的适老化设计有重要意义。以福州

市中心城区为例，运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老年人的信息化水平，比较其对不同类型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

的使用意愿与使用能力，进而探究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形成原因和发生场景。在此基础上，

结合福州市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现状，提出社区信息中心的功能组织与空间配置策略，以期为弥合城市老年人智慧

居家养老“数字鸿沟”、提升智慧养老服务供需匹配水平提供借鉴。

Chinese society is at a crucial period where aging and informationization intertwine. Study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lanning countermeasures of the "digital divide"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elderly accessing home care services under ICT 
appl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elligent upgrade of elderly-friendly communities and the age-friendly design of 
smart communities. Taking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Fuzhou as an exa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compare their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use 
different types of ICT smart home care service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causes, and occurrence scenarios 
of the "digital divide" in ICT smart home care services. 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based pension service facilities in Fuzhou,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and spatial allocation 
strategy of the community information center.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mproving the matching level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intelligent old-ag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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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老龄化与信息化相互交

织、共同发展的关键时期[ 1- 2]。一方面，全国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底我国60岁及

以上人口数为2.6亿人，占总人口的18 .70% ，且

老龄化程度仍在快速加深，即将进入深度老龄

化社会；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广泛

应用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3] 49 - 5 0，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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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

的养老服务体系”“拓展信息技术在养老领域

的应用”等发展要求，奠定了居家养老在我

国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明确

了信息通信技术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应用的战

略地位。

随着ICT在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应用的不

断加深，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ICT在居家养老

服务中的应用与作用，主要包括生活照料、医

疗健康、安全保障、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社交

和精神慰藉[ 8 - 9 ]等方面，并且已有研究证明了

ICT在照料 [ 10]、社交 [ 11] 1168 、医疗 [ 12]、娱乐 [ 13]、安

全[ 14]等方面的应用能够直接或间接提升老年

人居家养老的生活质量与满意度。客观来看，

ICT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广泛应用为城市老

年人获取居家养老服务创造了新渠道，然而作

为社会中信息化水平较低的一类弱势群体，城

市老年人对ICT的功能与服务需求有别于年

轻人，对ICT设备的使用意愿与使用能力之间

也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反而使部分城市

老年人获取居家养老服务时遭遇阻碍，进而对

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造成消极影响。尽管

相关研究揭示了ICT应用对老年人的积极影

响和老年人对ICT应用的正向需求，也认识到

“数字鸿沟”问题的客观存在。但国内学者对

我国“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城乡 [ 15 ]

与区域 [ 16]信息化水平差异的角度出发，而对

于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大多仅限

于现状[ 17]与影响因素[ 18 ]的定性描述，对ICT应

用所导致的居家养老服务“数字鸿沟”问题

缺少关注，尚未深刻阐述其形成机理。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

务体系规划》提出“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

方面遇到的困难得到有效解决，广大老年人更

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长效解决‘数字

鸿沟’难题”等发展目标。因此，深入研究ICT

应用下城市老年人获取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

“数字鸿沟”问题的形成机理，有助于老年人

适应信息化社会，对于老年友好社区的智慧化

升级与智慧社区的适老化设计有重要意义。本

文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作为案例研究区（以下

简称“案例区”），分析ICT应用下居家养老服

务“数字鸿沟”的形成机理并提出其规划应

对策略，旨在为弥合城市老年人智慧居家养老

“数字鸿沟”、提升智慧养老服务供需匹配水平

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研究框架

首先，从政策引导和产业发展方面，归纳

ICT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应用。其次，分析案

例区老年人运用ICT现状，包括信息化水平、

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意愿和使用能

力。再次，通过分析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数

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形成原因和发生场景，

揭示“数字鸿沟”的形成机理。最后，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建设社区信息中心以弥合“数字

鸿沟”，并结合案例区现状提出具体的空间配

置和功能组织方案（见图1）。

1.1.2   “数字鸿沟”判别与计算方法

“数字鸿沟”是指信息化社会中不同社

会经济属性的群体，在ICT设备拥有情况与使

用能力方面的差异，进而引发的不平等状况。

依据“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可具体划分为

“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前者是指缺少

ICT设备或服务所导致的“数字鸿沟”，后者

是指对ICT服务使用意愿与使用能力差异所

引发的“数字鸿沟”[ 19 ]。

本文构建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数字

鸿沟”的判别流程（见图2），若老年人没有或

不使用ICT设备，则认为存在“接入鸿沟”；若

老年人对ICT服务的使用能力不能满足其使

用意愿，则认为存在“使用鸿沟”；若存在其

中一类鸿沟，则认为存在“数字鸿沟”。以使用

意愿与使用能力的差值计算“使用鸿沟”的

大小，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 Di、Wi、Ai分别为i类ICT智慧居家

养老服务场景中的“使用鸿沟”、使用能力和使

用意愿。

1.2 数据来源

1.2.1    案例区概况

福州市是福建省省会城市，截至2020年

全市常住人口约 8 29 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

口约139 万人，老龄化率为16.76% 。自2017年

入选第二批“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以来，福州市在居

家养老服务和智慧养老服务建设方面已有所

成效。目前福州市城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覆盖率达100% ，“e福养”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已在全市得到推广应用，2 48 6个已运

营的养老服务机构全部被纳入平台管理。因

此，本文选取福州市中心城区作为案例区，

范围包括鼓楼、台江、仓山、晋安、马尾 5 个市

辖区（见图3），具有较好的理论借鉴和实践

示范意义。本文旨在对社区内老年人数字鸿

沟情况做出评估，考虑到在案例区内对各社

区进行随机抽样的人力、时间等成本，经筛

选后，对每类典型社区仅选取一个代表性社

区开展问卷调查（见图4）。

1.2.2    研究数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我国60周岁以上的公民属于老年人。本

文以60周岁以上的福州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

为调查对象，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老年人

图1 研究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数字鸿沟”判别流程
Fig.2  Analysis steps of digital divid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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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经济属性、信息化水平，以及其对各类

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意愿与使用能

力。统计学中通常采用以下公式计算最小样

本量：

式中： N、z、p、e分别为最小样本数、置

信区间、抽样比例、误差值。本文采用 9 5 % 置信

度，误差范围控制在 5 % 以内，z取值为1.9 6，

计算得出最小样本量N为215 。

2023年8 —9 月，在福州市中心城区选取

典型社区，以随机入户调查和街头调查的方

式，发放问卷共计300份，回收与筛选后得到

有效问卷25 8 份，有效率为 8 6% ，且符合 9 5 %

置信度的样本量要求，问卷各变量选项赋值

与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样本数据的老年人

性别、年龄等基础社会经济属性分布情况与

《2020福州市人口普查年鉴》公布的数据基

本一致。采用α信度系数法对17项ICT居家养

老服务评估量表题进行可靠性检验，计算结果

α系数为0.9 08 ，表明问卷设计具有较高的内在

一致性。总体来说，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

性和置信度。

2  ICT应用下居家养老服务“数字鸿沟”

的形成机理

2.1 ICT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应用

ICT是在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

nology，IT）和通信技术（Communication Tech-

nology，CT）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中，发展出的

新技术领域[ 3] 6- 7。政策引导方面，工信部《智

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2年

版）》将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分为健康管理、老

年辅助器具、养老监护、中医数字化、家庭服

务机器人、适老化改造、场景化解决方案7类。

产业发展方面，《中国智能养老产业发展报告

（2018 ）》中智慧养老硬件设备包括可穿戴设

备、便携式监测设备、自助式体检设备、监护设

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此外，手机、电脑等个

人ICT设备能够通过搭载的各类应用提供丰

富的日常生活服务，对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

质量具有提升作用，在研究中应予以关注。

综上，本文结合政策引导、产业发展现状

及《福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中对居家养

老服务的划分，综合考虑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差异、ICT的设备类型、服务内容与应用场景

差异，从设备层、服务层、场景层3个维度梳理

ICT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应用（见图 5 ）。

在ICT应用的生活照料场景中，老年人

可以利用移动通信设备、可穿戴设备，预约护

工上门提供助浴、助洁、助餐等服务。在医疗

健康场景中，ICT应用体现为借助可穿戴设

备实现老年人生理指标的实时监测，或通过

线上医疗平台获取挂号、买药、远程医疗等服

务；同时，建立在线健康档案，实现与社区卫

生站、急救中心等的信息互联共享，以实现更

高效准确的诊断与救治。在社交通信场景中，

表1 变量赋值与描述统计（N=258）
Tab.1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on statistics (N=258)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3 案例研究区范围
Fig.3  Space scope of the case study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典型社区的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ypical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问题组 变量 选项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社会经济
属性

性别 1=男，2=女 1.52 0.501
年龄 1=60—69岁，2=70—79岁，3=80—89岁 1.69 0.788

受教育水平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4=本科/
大专，5=研究生及以上 2.72 1.061

家庭月收入 1=不到2 000元，2=2 000—5 000元，3=5 000—
1万元，4=1万—2万元，5=2万元以上 2.88 1.014

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

1=独居，2=与配偶居住，3=与子女居住，4=三代
及以上同居 2.68 0.917

健康水平 1（非常不健康）—5（非常健康） 3.47 1.052
自理能力 1（不自理）—4（完全自理） 3.28 1.012

信息化
水平

ICT设备数量 数值 2.17 1.225

ICT使用频率 1=几乎不用，2=每周1次，3=两三天1次，4=每天
1次，5=每天多次 3.92 1.168

使用意愿

日间照料场景

1（非常不愿意）—5（非常愿意）

2.91 1.004
医疗卫生场景 3.60 0.891
精神慰藉场景 4.37 0.706
安全保障场景 3.39 1.090
法律咨询场景 2.60 1.087
文化娱乐场景 3.89 0.931
日常生活场景 3.60 1.028

使用能力

生活照料场景

1=完全不会用，2=帮助下能运用，3=学习后能运
用，4=简单运用部分功能，5=熟练运用

2.25 1.084
医疗卫生场景 2.79 1.126
精神慰藉场景 4.07 0.970
安全保障场景 2.57 1.159
法律咨询场景 2.18 1.116
文化娱乐场景 3.52 1.141
日常生活场景 3.14 1.2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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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通过移动终端的使用，以电话通信或

微信群聊的方式，与亲人、社区邻居进行交流

沟通，分享生活趣事、社区活动信息等 [ 11] 1174。

在安全保障场景中，智能监护系统能够实时

监测老年人的活动情况以及环境中水、电、气

等状态，并在老人跌倒、燃气泄露等情况发生

时自动提醒或报警。在法律维权场景中，ICT

应用使老年人能够便捷地获取线上法律咨

询、援助等服务，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犯。在文化娱乐场景中，老年人可以通过多

种终端设备访问丰富的网络影音资源以满足

学习的需求，或利用线上棋牌、网络游戏等

APP，满足其休闲娱乐需求。在日常生活场景

中，老年人可以利用手机、手环等设备获取移

动支付和网上购物等服务。

2.2 老年人运用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现状

2.2.1    案例区老年人的信息化水平分析

本文从老年人ICT设备数量、使用频率两

个方面，评价案例区老年人信息化水平的基本

情况（见图6）。

ICT设备数量方面，范围包括个人、家用

与社区公用设备在内的老年人居家养老生活

中有机会主动或被动使用的ICT设备。平均每

个受访老年人有机会使用2.17个设备，超过

9 9 % 的老年人都有机会使用ICT设备，接近

70% 的老年人有机会使用2个及以上设备，类

型主要包括智能手机、老人机、电脑、智能电视

和智能监护系统等，但仍有0.78 % 的老年人没

有机会使用ICT设备。ICT使用频率方面，超

过70% 的老年人每天至少使用1次ICT设备，

但仍有6.5 9 % 的老年人几乎不用ICT设备。这

部分几乎不用ICT设备的老年人中，女性比例

超过了70% 。在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类型中，保

障房社区和混合型社区的比例明显高于总体

样本。就这类老年人的收入情况而言，有70%

以上的家庭月收入低于 5  000元水平，且低于

总体样本的平均水平。

综上，案例区大部分老年人具有一定的

信息化水平，但仍有少部分老年人的信息化水

平较低。

2.2.2    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意愿分析

分析与比较老年人对各类ICT智慧居家

养老服务的使用意愿（见图7），整体上看，老

年人对不同ICT应用场景的居家养老服务的

使用意愿具有显著差异。

首先，老年人对社交通信服务的使用意

愿最高，超过 9 0% 的老年人都愿意或非常愿意

使用该服务。其次，对文化娱乐、医疗健康、日

常生活和安全保障服务的使用意愿也较高，过

半数的老年人愿意或非常愿意使用这4类服

务；对生活照料和法律维权服务的使用意愿低

于其他服务，但也均有超过20% 的老年人愿意

或非常愿意使用这两类服务。值得注意的是，

在愿意或非常愿意使用法律维权服务的老年

人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占一半以上，明

显高于该学历层次在样本总体中的比例。

2.2.3    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能力分析

分析与比较老年人对各类ICT智慧居家

养老服务的使用能力（见图8 ），整体上看，老

年人对不同ICT应用场景的居家养老服务的

使用能力具有显著差异。

首先，老年人对社交通信服务的使用能

图6 案例区老年人的信息化水平
Fig.6  Informa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the case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ICT设备数量                                                                     b  ICT使用频率

图5 ICT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应用
Fig.5  The application of ICT in home-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意愿
Fig.7  Use willingness of ICT smart home care 
servi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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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强，37.9 8 % 的老年人能够熟练使用，

39 .9 2% 的老年人能够简单使用，仅有不到 5 %

的老年人完全不会使用。其次，对文化娱乐和

日常生活服务的使用能力也较强，超过10%

的老年人能够熟练使用，且分别有41.09 % 和

35 .27% 的老年人能够简单使用，但仍分别有

8 .5 3% 和14.73% 的老年人完全不会使用这两

类服务；对医疗健康和安全保障服务的使用能

力有待提升，只有不到 5 % 的老年人能够熟练

使用，分别有60.07% 和49 .23% 可以简单使用

或学习后有能力使用这两类服务；对生活照料

服务和法律维权服务的使用能力较弱，仅有不

到1% 的老年人能熟练使用，大部分老年人完

全不会或只能在帮助下使用。

2.3 “数字鸿沟”的形成机理

2.3.1    “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

首先，“数字鸿沟”可分为“接入鸿沟”

和“使用鸿沟”。前者是由于缺乏ICT设备或

服务而产生的，后者则是由于对ICT服务的使

用意愿和使用能力之间的差异引起的。因此，

本文将ICT设备数量和使用频率归类为“接入

鸿沟”所含因素，而将使用意愿和使用能力归

类为“使用鸿沟”所含因素，这种分类有助于

更准确地解读分析结果。其次，本文的主要目

的是判断每位老年人是否存在“数字鸿沟”，

而“数字鸿沟”只需要“接入鸿沟”或“使

用鸿沟”之一成立即可判定为存在。这意味着

可以省去在7大ICT应用场景下逐一分析老年

人社会经济属性与“使用鸿沟”之间关联的

步骤。因此，本文以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属性为

自变量，两类“数字鸿沟”包含的要素为因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以探究ICT居家养

老服务应用下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影响因

素。其中，在“接入鸿沟”方面，老年人ICT设

备数量受其受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共同生

活的家庭成员数、健康水平和自理能力的显著

正向影响；ICT使用频率受其年龄的显著负向

影响，受其受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健康水平

和自理能力的显著正向影响。

在“使用鸿沟”方面，老年人ICT使用意愿

受其年龄的显著负向影响，受其受教育水平、

家庭月收入和自理能力的显著正向影响。原因

可能是低龄和高学历老年人更愿意接受新鲜

事物；高收入老年人对科技产品的消费能力更

强；与家庭后辈共同生活的老年人，在年轻家

庭成员的支持和帮助下，更容易体验家用ICT

服务带来的便利；能够生活自理的老年人更希

望提升生活品质，从而更愿意使用ICT智慧居

家养老服务。老年人ICT使用能力受其年龄的

显著负向影响，受其受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和自理能力的显著正向

影响。其原因可能是随着社会教育条件的逐年

完善，低龄老年人相比高龄者有更多的受教育

机会，因此低龄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也相对较

高。这种受教育水平差距带来的阅读和写作能

力上的差距，使得低龄老年人在ICT服务的使

用能力上更具优势；高收入老年人更有机会使

用智能化设备；与家庭后辈共同生活的老年人

既能共同享有家用ICT设备，又能通过年轻家

庭成员学习使用个人ICT设备；老年人具备基

本自理能力是使用ICT设备的前提条件，故其

对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能力更强。

2.3.2   “数字鸿沟”的形成原因

本文判别案例区内老年人ICT智慧居家

养老服务“数字鸿沟”情况的具体流程如下

（见图 9 ）：首先，梳理ICT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

7大应用场景，并分析受访者拥有ICT设备的

数量和使用频率，旨在明确因完全不拥有或不

使用ICT设备而导致的“接入鸿沟”情况。其

次，分析老年人对ICT设备的使用意愿，根据

受访者在7大应用场景中的实际使用情况，明

确愿意使用ICT设备但社区无法提供相关服

务的“接入鸿沟”情况。再次，对老年人在以

上应用场景中的使用能力进行分析，以明确因

使用能力无法满足意愿而导致的“使用鸿沟”

情况。最后，经过3次筛选后，得到拥有ICT设

备、要使用设备且对服务项目有使用意愿和相

应能力的受访者，即为“不存在数字鸿沟”的

群体。将其从总体样本中排除后即可得到“存

在数字鸿沟”的部分。

整体上看， 8 8 .37% 的老年人存在“数字

鸿沟”。其中，6.5 9 % 的老年人存在“接入鸿

沟”， 8 1.78 % 的老年人存在“使用鸿沟”，说

明“接入鸿沟”仅存在于极少数的老年人之

中，“使用鸿沟”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此外，

5 .42% 的老年人既存在“接入鸿沟”又存在

“使用鸿沟”，大部分存在“接入鸿沟”的老年

人都存在“使用鸿沟”，说明“使用鸿沟”往

图8 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的使用能力
Fig.8  Use ability of ICT smart home care servi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数字鸿沟”的判别结果
Fig.9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digital divid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2 回归分析结果（N=258）
Tab.2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N=258)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分别表示5%、1%水平的显著性。

注：百分比表示该类别老年人占全体样本的比例。

鸿沟
类型 信息化水平 性别 年龄 受教育水平 家庭月收入 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 健康水平 自理能力

接入
鸿沟

ICT设备数量 -0.052 -0.091 0.347** 0.446** 0.256** 0.123* 0.186**
ICT使用频率 -0.058 -0.356** 0.356** 0.334** 0.096 0.296** 0.252**

使用
鸿沟

ICT使用意愿 -0.039 -0.249** 0.303** 0.356** 0.064 0.070 0.161**
ICT使用能力 0.020 -0.300** 0.360** 0.265** 0.124* 0.080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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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伴随着“接入鸿沟”。

将不同社区类型的“数字鸿沟”发生

率进行对比（见图10），其中，单位制社区内

的数字鸿沟发生率为 8 5 .71% ，商品房社区内

为 9 2.19 % ，保障房社区内为 8 5 .07% ，混合型

社区内为 9 0.63% 。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保

障房社区的受访者虽然拥有的ICT设备数量

和使用频率低于平均水平，但数字鸿沟发生

率最低；而居住在商品房社区的受访者平均

拥有的ICT设备数量和使用频次都高于平均

水平，且几乎不存在“接入鸿沟”，但数字鸿

沟发生率却最高。结合前文对数字鸿沟影响

因素的分析结果来看，推测这是因为商品房

社区内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收入较

高，导致其ICT设备数量和使用频率也相对较

高。但商品房社区内的老年人因整体年龄较

大，导致其身体状况不支持其使用意愿，也就

是存在使用意愿高，但使用能力有限的情况。

未来可结合更大范围内的问卷调查样本，进

一步研究高信息化水平和高“数字鸿沟”发

生率共存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在不同地区

的分布情况。

因此，“使用鸿沟”是ICT智慧居家养老

服务“数字鸿沟”形成的主要原因。这表明城

市老年人拥有ICT设备的困难已基本得到解

决，在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建设中应重点关注老

年人使用ICT的困难。

2.3.3   “数字鸿沟”的发生场景

计算老年人在各类ICT智慧居家养老服

务应用场景中使用意愿与使用能力的平均值

及二者的差值，分析老年人的使用意愿和使用

能力差异，进而分析“数字鸿沟”的发生场景

（见图11）。

社交通信场景的ICT应用呈现“高意愿—

高能力”特征，“数字鸿沟”最小，仅有0.31。

原因可能是这类服务是ICT最主要、发展历史

最悠久的应用之一，在信息化社会中几乎必不

可少，手机作为承载这类服务的主要设备在老

年人中普及率也较高。

文化娱乐和日常生活场景的ICT应用呈

现“中意愿—中能力”特征，这两类场景中

“数字鸿沟”较小，分别为0.37和0.47。原因可

能是这两类场景发展较早、应用较成熟、普及

程度较高，老年人对其有所期待的同时具备一

定的使用能力。

医疗健康和安全保障场景的ICT应用呈

现“中意愿—低能力”特征，这两类场景中

“数字鸿沟”较大，分别为0.8 1和0.8 2。这两类

服务与老年人的安全息息相关，故受到老年人

的重视，但使用能力有待提升。

生活照料和法律维权场景的ICT应用呈

现“低意愿—低能力”特征，生活照料场景中

“数字鸿沟”较大，为0.66，尽管对这类服务的

使用意愿不高，但障碍客观存在；法律维权场

景中“数字鸿沟”仅有0.42，但并不代表老年

人运用这类服务没有障碍，而是由于老年人日

常生活中不常使用这类服务，对这类服务的使

用意愿较低。

综上，“数字鸿沟”在ICT智慧居家养老

服务各个场景中普遍存在且程度不同。在医

疗健康、安全保障和生活照料场景中的“数

字鸿沟”较大，应予以重点关注。此外，通过

访谈了解到，在医院挂号、银行办理业务、超

市扫码付款等场景，尽管老年人主观上并不

想用，但不得不使用ICT设备和服务，使部分

信息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获取服务产生不

便。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数字鸿沟”，同样

应予以重视。

3  ICT应用下居家养老服务“数字鸿沟”

的规划对策

3.1  基于社区信息中心的居家养老组织构想

既往研究指出[ 20- 21]，为解决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利用率低下的问题，需要在政府、老年人

与服务供给主体之间建立一个能够整合各方

资源的信息组织平台。这一平台需要承担管理

统计可利用的服务资源、评估预测社区内老年

人服务需求的任务，以实现空间资源的有效链

接、养老服务的高效供给。本文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联结街区调

度、城区统筹的信息中心组织构想（见图12）。

图10 “数字鸿沟”发生等级
Fig.10  The occurrence level of the digital divid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数字鸿沟”场景分析
Fig.11  Differences between use willingness and use ability of ICT smart home care servi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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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信息中心作为一种具备链接功能的空间

资源，通过串联老年人和服务供给主体，利用

老年人获取ICT设备的需求，调度模块化的社

会服务，为老年人提供靶向性、个性化服务[ 22]。

其设立旨在弥合老年人的数字鸿沟，提升智慧

养老服务的供需匹配水平，使老年人能够在信

息化社会更加便利地获取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信息中心的运作流程包括以下几个步

骤：首先，老年人可通过ICT设备，如老年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智能音箱和智能电视等，独立地

或在照护人员协助下向社区信息中心传递需求

信息。此外，借助智能手环、心血管监护仪和智

能摄像头等设备，信息采集端也能够实时监测

老年人在健康、行为和心理状况上的变化，并在

发现异常时向社区信息中心及指定的照护人员

传递预警信号。其次，社区信息中心接收并识别

来自信息采集端的生理数据、位置信息、文本、

图像或语音等信息。在完成信息的识别后，老年

人的需求会被精确分类至生活照料、医疗健康、

安全保障、文化娱乐、社交通信、法律维权或日

常生活等模块化的服务类型中，社区信息中心

将在线上满足、线下获取、预约上门或紧急救助

这几类供给方式中做出最适宜的选择，并形成

初步的服务调度计划。再次，依托老年人健康档

案和个人偏好数据库，社区信息中心会对服务

调度计划进行细化调整，以确保服务的执行者、

价格、时长和流程等服务细则能符合老年人的

期望，从而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最后，社区

邻里中心、长者食堂（学堂）、老年服务中心、体

检中心、志愿服务站、急救中心等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将按照服务调度方案为老年人提供多元

化、个性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养老资源的高

效供给（见图13）。

3.2  面向社区信息中心的功能空间组织策略

基于福州市现有的居家养老设施，本文

提出一种社区信息中心、老年人信息化水平教

育场所植入的功能空间组织策略（见图14）。

由于社区信息中心在空间资源链接中扮演中

介角色，其空间载体必须能够促进各类服务资

源的汇集与整合。因此，本文提出将具备综合

服务功能的社区邻里中心和老年服务中心作

为设立社区信息中心的基础单元。

在老年人信息化教育场所的功能空间组

织策略中，前文通过对老年人在ICT设备的使

用能力及意愿进行综合评估后，发现老年人在

医疗健康、安全保障和生活照料这3类使用场

景下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问题，需要从空

间组织手段上对这一问题做出响应。鉴于此，

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在体检中心、志愿服务站等

居家养老设施中植入信息化教育的功能。通过

专职人员和志愿者团队指导、老年人互助的方

式，使老年人具备运用ICT设备获取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的能力。

此外，考虑到福州市正在推广“长者食堂

+ 学堂”的创新运营模式，该模式通过科学错时

管理，在常规的用餐服务以外，还实现了学堂活

动等多种功能的利用，促进了社区服务资源的

协同整合。因此，本文认为，在针对长者食堂的

功能空间组织策略中，应综合考虑社区信息中

心和老年人信息化教育场所的空间布局安排，

以期在高效利用“长者学堂”教育资源的同时，

为社区信息中心的服务能力进行补充与支撑。

4 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ICT应用下城市老年人获

取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的“数字鸿沟”问题，

构建了ICT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数字鸿沟”的

判别流程，阐明了这一“数字鸿沟”的形成机

理，并结合ICT的发展和应用趋势，对居家养

老服务的供需匹配模式和空间组织提出建议，

对于老年友好社区的智慧化升级与智慧社区

的适老化设计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以福州市

中心城区为例，探究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数字

鸿沟”的影响因素、形成原因和发生场景，并

提出社区信息中心的空间配置与功能组织策

略，在一定程度上为弥合城市老年人智慧居家

养老“数字鸿沟”、提升智慧养老服务供需匹

图12 福州市中心城区社区信息中心空间配置规划
Fig.12  Spatial configuration planning of community 
information center in the downtown area of Fuzhou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3 社区信息中心功能组织
Fig.13  Functional configuration of the community 
information center

图14 社区信息中心与老年人信息化教育场所的

功能空间组织策略
Fig.14  Func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strategy for 
community information center 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catering to the elderl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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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水平提供了研究思路。但本文在对福州市中

心城区典型社区选取样本进行分析的过程中，

问卷覆盖面较为有限，因此未能对老年人群体

进行细化分层、分群研究。鉴于户籍人口和非

户籍人口在社会融入度和社区参与度上的客

观差距，两者可能在了解和获取社区服务资源

的能力上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其利用ICT获取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的能力。这些方面需要

在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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