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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我国当前约有 4000 多万失能老年人，按照国际标准，养老护理员需求

量为 600 多万，但目前我国养老机构中，仅有 30 万名养老护理员，老年人的养

老护理问题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投资人和创业者正

在杀入智慧养老市场，其中，养老护理机器人被寄予厚望。

养老困局

据 2018 世界国家人口老龄化数据显示，世界国家人口老龄化最高的国家是日本，

60 岁以上比例 32.79%，65 岁以上比例 26.02%；其次为意大利，60 岁以上比例

28.59%，65 岁以上比例 22.36%；德国 60 岁以上比例 27.35%，65 岁以上比例

21.12%。而中国 60 岁以上比例 15.37%，65 岁以上比例 9.68%，老龄化世界排

名 65 位。计划生育所形成的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独生子女一代）造成了未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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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残酷的养老现实。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预测成果，中

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两高一超一独”的趋势特征。

“两高”指的是老年人口“高增长”与年龄结构“高龄化”。未来 30 年，中国老

年人口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2030 年以后，年均增长将超过 1120 万人。到 2050

年，中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预计超过 4 亿，接近总人口比重的 1/3，届时，大约

10%的家庭至少有一个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一超”指的是人口抚养比大幅提升，

养老负担将超过抚幼负担。老年人口的快速上升使得老年抚养比预计在 2030 年

前后超过少儿抚养比，养老负担日益成为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主要压力来源。到

2050 年，老年抚养比上升至 49.9%，约高出 OECD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3.9%）

6 个比点。“一独”指的是家庭小型化趋势下，独居老人规模大幅提升。根据北

京大学曾毅团队的估计，1982—2015 年间，中国家庭平均人数从 4.40 人下降至

2.89 人，到 2050 年下降至 2.51 人。受家庭小型化的影响，独居老人的数量预计



将从 2010 年的 1754 万快速上升至 2050 年的 5310 万。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量

和绝对量逐年减少，养老护理服务人员缺口日益扩大。据了解，我国当前约有 4000

多万失能老年人，按照国际标准，养老护理员需求量为 600 多万，但目前我国养

老机构中，仅有 30 万名养老护理员，老年人的养老护理问题成为一件迫在眉睫

的事情。 政策扶持相对于传统养老模式，智能养老在安全性和与外界沟通等

方面均有大幅提高，被认为是对未来养老新模式的探索。养老护理机器人所具备

的提醒、监测、辅助生活等功能，不仅适用于养老机构，也适用于独居老人。

2011 年，国务院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就明确提出要“推

进养老机构的信息化建设”。五年来，全国老龄办通过“全国智能化养老实验基

地”试点积极探索中国智能化养老的发展方向和实现途径。国家信息惠民工程养

老服务专项计划责任专家、北京科技大学物联网系主任王志良此前透露，智慧养

老正逐渐形成百舸争流的局面，而伴随物联技术的发展，“十三五”期间智慧养

老产业将迎来机遇。2016 年，工信部发布的《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显示，面向老人照护需求，具有智能感知识别、自主移动等能力，与用户

进行交流，辅助老人进行家务劳动，提供多样性护理服务的智能护理机器人成为

机器人十大标志性产品之一。2019 年 9 月 23 日，工信部就《关于促进老年用品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到 2025 年老年用品产业总体

规模超过 5 万亿元。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育老年用品产业新增长点和新动

能，将加快人工智能、脑科学、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中的集成应用，

增强产品辅助性治疗康复能力，重点发展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认知障碍康

复照护设备、人工关节和脊柱、3D 打印骨科植入物、脑起搏器、人工耳蜗、牙种

植体、眼科人工晶体等康复辅助器具及医用材料。与此同时，在国家规划的引导



下，各省市纷纷加快智慧养老的步伐。如陕西印发《关于推进全省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 年)》加快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广州出台《广州

市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行办法》加速智慧养老的信息化建设等。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养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

计数据显示，初步测算 2018 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达 6.6 万亿元左右，同

比增长 17.9%。2019 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7.5 万亿元，到 2024

年预计将突破 10 万亿元。

（图片来源：前瞻经济学人）

技术难点养老护理机器人作为极其垂直的细分领域，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如帮助老人翻身、老人摔伤的救助、陪伴交流、做家务做饭等繁多的功能，集成

度之难、复杂度之高，让不少企业望之却步。作为初创公司，生产轮椅机器人以



辅助老人自理日常生活的北京益康生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林冠告诉 AI 报道，

目前养老护理机器人市场仍面临着玩家少、软硬件功能分离、刚需无法满足老人

需求等问题。究其原因，林冠表示，“目前养老机器人领域技术还不成熟，投入

大，商业落地难，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林冠介绍，在养老机器人方面

的应用场景上，主要分为家庭、养老院和医院三大典型场景。就功能类型来看，

可分为机器人辅助设施，如智能轮椅、升降床、行走机器人等帮助老人坐卧；日

常任务机器人，如清扫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半自动服务机器人等可以承担或减

轻家务负担等日常事务的机器人；社交机器人，如 Paro、Zora、Pepper 等具有

安慰、陪伴、沟通等心理陪护功能的宠物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娱乐机器人等。

目前的技术尚无法达成这些功能集成一体的程度，而相对成熟的机器人还需要解

决上下楼梯、辅助老人喝水吃饭、行走不平道路等技术问题。除了技术之外，还

有成本高昂的问题。蝶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临床与方案副总监刘洋向 AI 报道

表示，养老机器人技术的不成熟导致成本无法降下来，仅一部训练老人走路的智

能机器就要二三百万元。“主要是贵在传感器和智能跟随系统方面，目前的技术

还没有发降下来，我们也在努力。所以目前的养老护理产品一般是康复机构、医

院和一些老干中心用比较多，个体家庭很难承担这个费用。”此外，由于这一阶

段的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接触较少，属于“互联网的移民”，对于线上购物、叫外

卖、线上打车等年轻人习以为常的科技服务的认知和操作能力都非常弱，加上老

年人由于肌体能力、学习能力的下降，接触高科技的门槛较高，因此在老年人使

用机器方面仍需做教育普及，需要真正了解老人需求才能对症下药打开市场。

赛道车手在国内市场上，目前入局的赛车手并不多，大部分企业都处于初步布局

阶段。在养老护理机器人这一细分领域里，各企业都在努力研发自己的特色产品。



成立于 2000 年的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中国科学院，是一家以机

器人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其产品智能一体化床椅，即“多功能护理床

+智能轮椅”，是一款针对老年人、下肢瘫痪、术后康复等行动不便、有移乘需

求人群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集护理床功能、电动轮椅功能、移位功能于一身，减

轻了护理压力，提高了使用者的自主活动能力，降低其在移乘过程中二次伤害的

风险。

蝶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市场主要面向医院应用场景。其下

肢康复机器人被广泛用于由疾病或衰老导致的下肢行走障碍患者，通过机械腿带

动患者完成大量重复的生理步态训练，能够帮助行走功能障碍的患者重新正常行

走。刘洋介绍道：“有些自尊心强的老人非常需要这款产品，协助恢复正常行走，

完成生活自理。”





北京益康生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2 月，核心成员全部来自清华大

学，是一家以居家养老和伤病护理为切入点的高新科技公司，其第一代家用护理

机器人产品可以帮助腿脚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以及伤员自理日常生活，包括

移动、行走、大小便、辅助站 立等等。



在这条赛道上，还有重庆柚瓣家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汉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等。

养老模式目前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居家

社区混合养老、医养结合机构等。但我国的养老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老人

自费、价格高昂，明显不适用于大部分工薪阶层，而相对便宜的养老机构和部分

福利机构又面临着床位紧张、设备不完善、服务不专业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我

国目前尚缺少完整的产业链和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也无法做到和发达国家一样完

全依靠政府和社会出资。而在国外，许多国家已有了相对成熟的养老生活模式。



日 本

作为全世界最高寿的国家，日本同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发达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多年来，日本的养老模式已相对成熟。

在日本，老人不管是想前往养老机构还是想在家中养老都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但

日本人更偏爱小型化、多机能嵌入成熟社区的便利店式养老方式。依托小规模、

多机能的社区养老院，日本相关企业推出周到细致的上门服务，尽量帮助老人在

自己的家中养老，加强与社区邻里的互动。而日本的托老所床位一般在 20 至 30

张左右，服务内容包括 24 小时的入住照顾服务、白天的日托服务和居家上门服务，

这种模式被称为养老行业的“7-11”。在政策上，日本政府鼓励老人“再就业”。

“高龄雇佣保险法”特别加强了对大量雇佣高龄者的企业进行奖励的制度，对工

资低于 60 岁退休时工资的高龄受雇者给予一定的补助。另外，日本政府还采取鼓

励延长企业职工退休年龄等措施，引导老年人由“老有所养”转变为“老有所为”。

美 国



美国的养老模式主要为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主要划分标准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设置有独立型老年住宅、老年公寓、持续照料退休社区、活跃型老年社区和护理

院。

美国拥有更多的集中、大型的老年社区，根据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主要分为

生活自理型、生活协助型、特殊护理型与持续护理退休型四种社区。以生活协助

型社区为例，此种社区主要的使用者为 80 岁以上、无重大疾病但需要日常生活照

料的老人，社区会为这些老人提供基础的餐饮、出行、清洁、维修、体检等服务，

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生活协助型社区以尽可能保障老人独立生活的质量为

主旨，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模式。此外，美国的养老产业拥有完善的制度支

撑体系。一是由政府、公益组织和私营机构组成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二是由

社保、商业保险和个人理财组成的养老服务支付体系。三是美国发达的直接融资

体系及严格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保证了养老产业发展的规模化和规范化。

英 国



在长期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后，英国采取了延迟退休、社区卫生服务养老、

利用国际移民等措施，较为成功地应对了老龄化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在英

国，人们更多的是居家养老的模式。居家护理服务根据服务性质的不同可分为个

人照顾、家务援助以及医疗服务。根据服务量的不同可分为高强度的家庭护理(每

周≥10h 和≥6 次访视)、中等强度的家庭护理(每周 5～10h 和≤6 次访视)、低强

度的家庭护理(每周≤5h)。据英国政府统计，英国的社区保健医生每年约服务 60

万老年人。

德 国

近年来，德国出现了新的“同居式养老”养老模式。一些老人因志趣相投自愿组

合在一起，过起“同居”的晚年生活。据了解，德国人大多到了 60 岁就会进养老

院，但他们其实很厌倦养老院单调的生活，而且生活空间也不如自己家里来的舒

适、自在。于是，便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老人居住在一起的情形出现，过起了“同

居”的老年生活。除了老人跟老人同居生活之外，也有老人跟年轻人的“同居”。

德国的房价昂贵，许多离乡背井打拼的年轻人为了付不起昂贵房租，而这些独居

的老人便会将自己的房子以低价、甚至免费出租，只要年轻人愿意陪老人偶尔聊

天、协助一些日常事务，外出买东西、锄草等等，对老人和年轻人来说都有好处，

因此也有许多人热衷这类“同居”。如今，“同居式养老”已经成为德国老人最

热衷的行为，老人之间或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相互帮助、关心，即使老人身体出现

状况也能及时被发现并得到救护，而政府也间接减少了负担，解决了许多社会资

源的问题。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养老模式也不同。鉴于我国的人口，在劳动力不足的

情况下，未来人们的养老必将会以智慧养老的形式出现，养老机器人将会成为生

活的一份子。而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成熟而又实惠的养老护理机器

人，如手机端的“成本杀手”小米一样，普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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