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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

□王　磊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　201418]

[摘　要]    【目的/意义】 提高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效率，保障智慧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

【设计/方法】 研究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影响因素，构建“三重函数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来分析影响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因素。 【结论/发现】 研究结果表明：（1）养老服务环

境、老龄群体需求结构、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与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正相关；（2）养老服务经营、智慧

养老服务系统与服务反馈效果正相关；（3）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与服务反馈效果正相关；（4）智

慧养老产业服务模式、智慧养老企业经营方式、老龄群体需求倾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慧养老产业

链整合。基于此，研究提出三点建议：（1）培育完整的智慧养老产业服务模式，构建三重“产业链整

合”系统；（2）完善智慧养老企业的经营方式，形成“目标–平台–模式–产品”的链条；（3）构

建老年群体需求（身心–身体）变化模型，明确不同年龄段老龄群体对智慧养老的需求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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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Chain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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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aim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tegr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chain and sec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Design/Methodolog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chain,  builds  a “triple  function
relationship”,  and us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o analyz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chain. [Findings/Conclusion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lderly care environment, the
demand 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and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2) elderly  care  operation  and smart  elderly  care  system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service feedback; (3)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service
feedback;  (4)  the  service  model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smart  elderly  care
enterprises,  and the  demand tendency of  the  elderly  have  restricted  the  integration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chain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a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suggestions:  (1)  creating  a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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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model  of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building  a  triple “industry  chain  integration” system;
(2)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smart elderly care enterprises to form the chain that incorporates “target,
platform, model and product”; (3) building a model of changes in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clarifying their demand tendency at different ages for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

Key words   smart elderly care;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引言

当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

的原则和“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目标。伴

随中国经济迅速飞跃，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我国居

民寿命大幅延长，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极大冲击

了传统养老模式。据推测2025年时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即每100个劳动人口所负担

老年人的数量）可能达到26.7~34.2%[1]，所以传统

养老模式远远无法满足老年群体的当前要求。当

前，我国传统居家养老产业发展进入“瓶颈期”，

智慧养老产业得以迅猛发展。2017年国家印发的《智

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

将发展智慧养老产业放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优化养

老产业链，解决老龄群体养老问题。智慧养老产业

运用“互联网+”手段，把居家养老产业、机构养

老产业和社会养老产业全部智能化，让老龄群体摆

脱时空束缚，为老龄群体提供具有人工智慧的养老

服务产品。我国老龄群体养老服务产业市场发展态

势较佳，老龄群体智慧养老产业的服务环境、养老

服务经营模式和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和老龄群体满意

度对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影响，要进一步提

升智慧养老技术，实现多元主体参与智慧养老服务

过程，形成智慧养老产业链条，从而满足我国老龄

群体对优质服务的需求。

一、文献回顾

“智慧养老”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生命信

托基金会提出的“全智能化老年系统”概念。“全

智能化老年系统”的核心在于智能技术，可以将老

人与政府、社区、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等紧密联

系起来 [ 2 ]。“智慧养老”相对于我国传统的养老

模式，在集结医疗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服

务的同时，也能够拓展老人的社交及支持范围[3]。

因此，“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更加强调老龄群体的

自我体验感，满足老龄群体的日常生活需求。在

“智慧养老”模式下，老龄群体可以在家庭和社区

中获得令人满意的养老服务。学者提倡居家养老必

须走政府、社会、家庭相结合的道路[4]，在此基础

上，引入“社区”主体，强调“建立居家养老生

活照料体系”，走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相结合

之路[5]。

“产业链”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经济

学家Adam Smith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即工

业生产是基于分工的链条[6]。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

学家Hirsehman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正式提出

“产业链”概念，强调产业链上下游关系[7]。新古

典经济学家Marshall在《Principles of economic》中

阐释了“产业链整合”的理念。在Adam Smith的基

础上，Marshall提出了规模经济的问题[8]。“交易

费用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斯（Coase）和

威廉姆森（Williamson）则强调产业链整合的目的

在于节约交易成本[9~10]。这种观点提出相对较早，

也比较科学合理。我国学者认为产业链包含供需

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11]，其中，部分学者

从动态视角出发，进一步提出了知识整合、价值模

块和产品整合的三维度模型[6]。

从CNKI中检索“产业链整合研究”，目前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将“智慧养

老”和“产业链整合”结合在一起的研究相对较

少。尽管产业链整合理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

点，但研究领域相对单一。当前，养老保障问题日

益突出，智慧养老成为社会养老发展的趋势，产业

链整合理论应结合智慧养老展开，对产业链不同视

角研究分析，从而推动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建

构。这为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

基础，但存在两方面的缺陷：（1）研究主要侧重

于定性分析，缺乏实证研究；（2）没有明确各种

视角间的逻辑关系，缺少变量和模型体系。因此，

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构建智慧养老产

业链整合影响因素的“三重函数关系”，开展关于

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二、“三重函数关系”理论框架

通过梳理影响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因素，设

定养老服务环境、老龄群体需求结构、养老服务经

营、智慧养老服务系统、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和

服务反馈效果这6个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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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潜在变量分别用一组可观测的显在变量表示，共

有16项显在变量。所以，“三重函数关系”理论框

架主要指的是关于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影响因素的

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假定养老服务环境、老龄群体需求结构、养老

服务经营、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为智慧养老产业链整

合的影响因素，即外生潜在变量，假设智慧养老产

业发展状况和服务反馈效果为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

效果的衡量指标，即内生潜在变量。从图1可以看

出，“三重函数关系”理论框架是一个关于影响因

素间关系的模型（箭头表示变量间的逻辑关系）。

第一重函数关系F1的自变量包括养老产业链平台对

接、服务人员素质、知识技术供应和养老服务水

平，因变量是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第二重函数

关系F2的自变量与第一重函数关系的自变量一致，

但因变量变为服务反馈效果；第三重函数关系的自

变量是第一重函数关系的因变量，即智慧养老产业

发展状况，第三重函数关系F3的因变量与第二重函

数关系的因变量一致，即服务反馈效果。

其中，“养老服务环境”这个潜在变量包括养

老创新、法规和政策和社会成员参与度这3个显在

变量，“老龄群体需求结构”这个潜在变量包括老

龄群体需求层次划分和老龄群体需求类型这2个显

在变量，“养老服务经营”这个潜在变量包括产业

链整合的阶段性目标、产业经营模式和养老服务产

品这3个显在变量，“智慧养老服务系统”这个潜

在变量包括养老产业链平台对接、服务人员素质、

知识技术供应和养老服务水平这4个显在变量，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这个潜在变量包括智慧

养老产业链工作效率和产业规模影响力这2个显在

变量，“服务反馈效果”这个潜在变量包括老龄群

体满意度和结果可信度这2个显在变量。

三、结构方程模型建模

（一）模型假设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瑞士统计学家Karl G.Joreskog于20世纪

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多元分析方

法，包含显在变量与潜在变量[12]。在借鉴“智慧养

老”和“产业链整合”的基础上，从结构方程的视

角，分析关于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三重函数关

系”理论框架。

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SEM），如图2所示。假设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

的影响因素为Yi。养老服务环境（Y1）是指智慧养

老产业链整合外部大背景，它是对智慧养老产业链

整合的外部条件。该潜在变量包括养老创新

（X1）、法规和政策（X2）和社会成员参与度

（X3）。老龄群体需求结构（Y2）是指老龄群体智

慧养老产业的总体需求情况，它属于智慧养老产业

链整合中的供求关系部分。该潜在变量包括老龄群

体需求层次划分（X 4）和老龄群体需求类型

（X5）。养老服务经营（Y3）是指智慧养老产业链

整合过程中的市场微观主体—企业，影响企业养

老服务经营的因素是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关键条

件。该潜在变量包括产业链整合的阶段性目标

（X6）、产业经营模式（X7）和养老服务产品

（X8）。智慧养老服务系统（Y4）是指智慧养老产

业链整合整个流程中的平台、技术和人员情况，包

括硬件和软件两个大方面。该潜在变量包括养老产

业链平台对接（X9）、服务人员素质（X10）、知

识技术供应（X11）和养老服务水平（X12）。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Y5）是指智慧养老产

业的基本状况，它是对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物质

条件。该潜在变量包括智慧养老产业链工作效率

（X13）和产业规模影响力（X14）。服务反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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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影响因素的

“三重函数关系”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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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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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6）是指老龄群体对智慧养老产业服务的反馈状

况，它是对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具有较大的影响。

该潜在变量包括老龄群体满意度（X15）和结果可

信度（X16）。所以，该模型猜测性假设如下：

H1：“养老服务环境”与“智慧养老产业发展

状况”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H2：“老龄群体需求结构”与“智慧养老产业

发展状况”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H3：“养老服务经营”与“智慧养老产业发展

状况”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H4：“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与“智慧养老产业

发展状况”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H5：“养老服务环境”与“服务反馈效果”之

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H6：“老龄群体需求结构”与“服务反馈效

果”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H7：“养老服务经营”与“服务反馈效果”之

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H8：“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与“服务反馈效

果”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H9：“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与“服务反馈

效果”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二）模型建构

假定η为内生潜在变量，ξ为外生潜在变量；结

构系数矩阵Γ表示外生潜在变量ξ对内生潜在变量

η的影响，结构系数矩阵B表示η间的影响；ζ为残差

向量。则结构方程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η = Γξ+Bη+ ζ (1)

此时，不妨假设B代表“养老服务环境”“老

龄群体需求结构”“养老服务经营”“智慧养老服

务系统”分别与“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服务

反馈效果”之间的关系，Γ为潜在变量“养老服务

环境”“老龄群体需求结构”“养老服务经营”

“智慧养老服务系统”“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

“服务反馈效果”与各自所对应的显在变量间关

系。据此，分别构建12个结构方程，1~5组合成结

构方程组一，6~10组合成结构方程组二，11~12组
合成结构方程组三。这三组的结构方程组分别对应

“三重函数关系”模型中的F1、F2 、F3，其数学表

达如下所示：

方程组一：
Y5=Γ11X13+Γ12X14+ζ1
Y1=B21Y5+Γ21X1+Γ22X2+Γ23X3+ ζ2
Y2=B31Y5+Γ31X4+Γ32X5+ ζ3
Y3=B41Y5+Γ41X6+Γ42X7+Γ43X8+ ζ4
Y4=B51Y5+Γ51X9+Γ52X10+Γ53X11+Γ54X12+ζ5

(2)

方程组二：
Y6=Γ21X15+Γ22X16+ ζ6
Y1=B61Y6+Γ61X1+Γ62X2+Γ63X3+ ζ7
Y2=B71Y6+Γ71X4+Γ72X5+ ζ8
Y3=B81Y6+Γ81X6+Γ82X7+Γ83X8+ ζ9
Y4=B91Y6+Γ91X9+Γ92X10+Γ93X11+Γ94X12+ζ10

(3)

方程组三：{
Y5 = Γ21X13+Γ22X14+ ζ11
Y6 = B101Y5+Γ101X15+Γ102X16+ ζ12

(4)

方程组一代表“养老服务环境”“老龄群体需

求结构”“养老服务经营”“智慧养老服务系统”

与“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的关系；方程组二代

表“养老服务环境”“老龄群体需求结构”“养老

服务经营”“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与“服务反馈效

果”的关系；方程组三代表“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

况”与“服务反馈效果”的关系。

图2表示该模型包括12个外生显在变量和4个内

生显在变量，共16个显在变量。其中，模型要估计

的参数k包括：16条潜在变量指向显在变量的路

径、16个显在变量的残差ζ、理论框架所对应的潜

在变量间的路径。所以，该模型的自由度df>0。
显然，该结构方程组模型可以被识别。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智慧养老产业属于当前相对比较热门的新兴产

业，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尤其是在各省的省会地

区。安徽省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其经济发展态势

良好，从《中国统计年鉴》中也可以发现其经济增

长速度较快，尤其是省会合肥市。作为安徽省的省

会，合肥市有着得天独厚的社会经济发展优势，可

以最大程度上吸纳广大人才和劳动力资源。同时，

随着该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合肥市当地居民对生活

需求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对养老问题更为关注。此

外，智慧养老产业在合肥市有着更为实际的需求。

不仅仅老年人对自己今后养老问题非常重视，年轻

人对父母辈的养老问题也是十分重视。一方面，老

年人身体素质较弱，需要智慧养老型企业的照顾；

另一方面，合肥市经济发展迅速，年轻人工作压力

和心理负担越来越大，面对自己父母的养老和照顾

越发力不从心，所以年轻人也需要智慧养老型企业

对自己长辈的照顾。故不论合肥市老年人，还是年

轻人，对智慧养老型企业都有一定的实际需求，都

会重视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因此，本次研究数据

主要以安徽省合肥市居民为调研对象，包括合肥市

老年人群与年轻人群，从而保障研究对象的合理

性。其中，问卷调查自2019年9月10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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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8日止，历时48天。此次问卷使用李克

特量表（Likert scale）收集数据，共发放调查问卷

300份，实际收回275份，实际收回率约为91.67%，

满足问卷调查中实际收回率不低于20%[13]的要求，

其中有效问卷260份，15份问卷无效。据此，在实

际收回的问卷中，以260份有效问卷作为此次研究

的样本总体，满足SEM模型对问卷质量的要求。

（二）调查内容与信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25.0软件，保证此次问卷调查的

信度。由SPSS25.0软件中的Cronbach’s Alpha系数

对“养老服务环境”“老龄群体需求结构”“养老

服务经营”“智慧养老服务系统”“智慧养老产业

发展状况”“服务反馈效果”6个潜在变量的16个
显在变量进行分析。

其中，“养老服务环境”共有三个问题，具体

包括“请问您认为养老方面的创新对智慧养老发展

的影响程度?”“请问您认为法规和政策对规范智

慧养老产业的影响程度”“请问您认为社会成员参

与度对养老产业的影响程度”，分别用X1、X2、

X3表示。“老龄群体需求结构”共有两个问题，具

体包括“请问您认为老龄群体的需求结构对智慧养

老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请问您认为老龄群体

不同需求对智慧养老产业的影响程度”，分别用

X4、X5表示。“养老服务经营”共有三个问题，具

体包括“请问您认为产业链整合的阶段性目标对智

慧养老企业的影响程度”“请问您认为企业经营模

式对智慧养老企业的影响程度”“请问您认为养老

服务产品优劣对智慧养老产业的影响程度”，分别

用X6、X7、X8表示。“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共有四

个问题，具体包括“请问您认为养老产业链平台对

接效果对智慧养老企业的影响程度”“请问您认为

服务人员素质对智慧养老企业的影响程度”“请问

您认为知识技术的供应对智慧养老企业的影响程

度”“请问您认为养老服务水平对智慧养老企业的

影响程度”，分别用X9、X10、X11、X12表示。“智

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共有两个问题，具体包括

“请问您认为知识技术的供应对智慧养老产业整合

的影响程度”“请问您认为养老服务水平对智慧养

老产业整合的影响程度”，分别用X13、X14表示。

“服务反馈效果”共有两个问题，具体包括“请问

您认为智慧养老产业链工作效率对智慧养老产业整

合的影响程度”“请问您认为产业规模影响力对智

慧养老产业整合的影响程度”，分别用X15、X16表示。

从表1中易得，“养老服务环境”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638，社会成员参与度（X3）的标

准因子载荷为0.225，未超过0.5的标准，未达到显

著水平，所以在以后的模型分析中此变量被删除，

删除后养老服务环境（Y1）的Cronbach’s Alpha系
数值提升为0 . 8 4 8；“老龄群体需求结构”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712；“养老服务经

营”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40，删除显在变

量产业链整合的阶段性目标（X6）后Cronbach’s
Alpha系数值提升为0.514，而养老服务产品（X8）

的标准因子载荷为0.160，也同样未达到显著水

平，所以在之后分析中将此显在变量删除；“智慧

养老服务系统”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

0.684，养老服务水平（X12）的标准因子载荷为

0.160，也同样未达到显著水平，删除显在变量养

老服务水平（X12）后Cronbach’s Alpha系数值提升

为0.765；“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的Cronbach’s
A l p h a系数值为0 . 6 9 5；“服务反馈效果”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668。
显然，表2中，除产业链整合的阶段性目标

（X6）、社会成员参与度（X3）、养老服务产品

（X8）和养老服务水平（X12）外，其余显在变量的

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这表明对模型有相对

较强的解释力，也从侧面反映问卷设置相对合理。

（三）参数估计与检验

运用AMOS软件分析问卷中的16组数据。由

表2所示，养老服务经营（Y 3）、法规和政策

（X2）、产业经营模式（X7）所对应的P值不够显

著，应对这三个变量删去，本文将在分析探究时给

出评价和建议。除这三个变量外，其余变量都分别

在99%、95%和90%的置信度下显著。因此，从整

体上看，研究中的潜在变量和显在变量的设置是比

较合理的。

养老服务环境（Y 1）、老龄群体需求结构

（Y2）、养老服务经营（Y3）、智慧养老服务系统

（Y4）、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Y5）、服务反馈

效果（Y6）各自所对应的显在变量的结构关系数值

如表3所示。除产业经营模式（X7）与养老服务经

营（Y3）路径间的P值不显著外，其余潜在变量与

显在变量间的关系在99%或95%的置信度下显著，

因此模型结构基本可以被识别。

从表4可得到两个结果：

1. 外生潜在变量对内生潜在变量的影响是显

著的。除养老服务经营（Y3）与智慧养老产业发

展状况（Y5）之间关系不显著外，“养老服务环

境”“老龄群体需求结构”“智慧养老服务系

统”对“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的潜在变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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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分别在95%、99%和90%的置信度下显著，所以

结构方程组一基本吻合。老龄群体需求结构

（Y2）与服务反馈效果（Y6）之间关系不显著，

而“养老服务经营”“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对

“服务反馈效果”的潜在变量路径在95%的置信

度下显著，所以结构方程组二也基本吻合。
 

表 1    变量标准化因子载荷及信度数据分析
 

潜在变量 显在变量 标准化因子载荷 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

养老服务环境（Y1）

养老创新（X1） 0.755

0.848法规和政策（X2） 0.978
社会成员参与度（X3） 0.225**

老龄群体需求结构（Y2）
老龄群体需求层次划分（X4） 0.676

0.712
老龄群体需求类型（X5） 0.836

养老服务经营（Y3）

产业链整合的阶段性目标（X6）
* /

/产业经营模式（X7） 2.255**

养老服务产品（X8） 0.160**

智慧养老服务系统（Y4）

养老产业链平台对接（X9） 0.588

0.765
服务人员素质（X10） 0.906
知识技术供应（X11） 0.740
养老服务水平（X12） 0.220**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Y5）
智慧养老产业链工作效率（X13） 0.647

0.695
产业规模影响力（X14） 0.841

服务反馈效果（Y6）
老龄群体满意度（X15） 0.678

0.668
结果可信度（X16） 0.770

注：*表示删除产业链整合的阶段性目标（X6）后，养老服务经营（Y3）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值由0.40变为0.514。**表示社会成员参与度（X3）、养
老服务产品（X8）和养老服务水平（X12）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小于0.5，故有效性不显著；而产业经营模式(X7)的标准化因子载荷过大，也不符合标
准；但这四项暂时不删掉，本文在后面分析模型时做统一处理。
 

表 2    变量的相关参数值
 

V Y1 Y2 Y3 Y4 Y5 Y6 X1 X2 X3 X4 X5

U.P.C 0.039 0.464 0.023 0.036 0.411 0.437 0.282 0.026 0.723 0.550 0.200
C.R.value 1.760 4.082 0.324 1.667 4.450 4.241 5.084 0.347 11.326 5.008 1.991
P-value * *** 0.746 * *** *** *** 0.728 *** *** **
调整 删去 删去

V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U.P.C 0.857 –3.815 0.855 0.666 0.116 0.276 0.708 0.571 0.181 0.513 0.239
C.R.value 10.700 –0.268 8.461 10.066 2.517 7.388 11.286 7.273 2.727 5.831 3.756
P-value *** 0.789 *** *** ** *** *** *** *** *** ***
调整 删去

注：***、**、*分别代表在99%、95%和90%的置信度下显著；V表示变量，U.P.C代表参数估计值。
 

表 3    路径–结构关系分析结果
 

Structure X1<--Y1 X2<--Y1 X3<--Y1 X4<--Y2 X5<--Y2 X6<--Y3 X7<--Y3 X8<--Y3

C.R.value 3.568 3.313 4.477 3.205 0.330
P-value *** *** *** ** 0.742

优化处理 删去

Structure X9<--Y4 X10<--Y4 X11<--Y4 X12<--Y4 X13<--Y5 X14<--Y5 X15<--Y6 X16<--Y6

C.R.value 3.222 3.288 3.301 6.166 5.429
P-value ** ** *** *** ***

优化处理

注：***、**分别代表在99%、95%的置信度下显著；以上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大于零。
 

表 4    结构方程组模型分析结果
 

V-Road Y1<-->Y5 Y2<-->Y5 Y3<-->Y5 Y4<-->Y5 Y1<-->Y6 Y2<-->Y6 Y3<-->Y6 Y4<-->Y6 Y5<-->Y6

C.R.value 2.430 3.853 0.315 1.664 –1.620 0.312 2.432 2.464 3.721
P-value ** *** 0.753 * 0.105 0.755 ** ** ***

假设结果 支持H1 支持H2 不支持H3 支持H4 不支持H5 不支持H6 支持H7 支持H8 支持H9

方程组模型结果 方程组一基本吻合 方程组二基本吻合 方程组三吻合

注：***、**、*分别代表在99%、95%和90%的置信度下显著；以上假设结果被支持的潜在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大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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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生潜在变量间影响效应也是显著的。“智

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对“服务反馈效果”的潜在

变量路径在99%的置信度下显著，所以结构方程组

三完全吻合。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研究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影响因素，构建“三

重函数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

影响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因素，得出结论如下：

1. “养老服务环境”“老龄群体需求结构”

“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与“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

况”正相关，研究支持理论假设H1、H2、H4成

立。积极协调各方主体利益，形成统一的智慧养老

产业服务模式。在智慧养老产业服务模式下，协调

和整合智慧养老产业链条上的各类主体权益，构建

三重“产业链整合”系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

整合智慧养老产业链内部结构；另一方面，要深化

与产业链中其他主体间的交流，尤其是智慧养老产

业的服务人员。

2. “养老服务经营”“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与

“服务反馈效果”正相关，研究支持理论假设H7、

H8成立。在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期间，要注重发挥

特色养老产业的带头和示范作用，探索出一条适应

地区发展的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之路，构建三重

“产业链整合”系统。因此，智慧养老企业的阶段

性目标不宜太高，应符合市场养老的实际情况，并

不断作相应的调整，来契合市智慧养老产业的市

场。这将极大提高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工作绩

效，也将提高智慧养老产业的创新水平。

3. “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状况”与“服务反馈效

果”正相关，研究支持理论假设H9成立。提高智慧

养老型企业的创新能力，运用网络数字化手段完善

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方式，优化整合方案。不断强

化网络大数据在智慧养老型企业决策中的核心地

位，使企业制定更为人性化的决策，让老龄群体享

受更为优质的养老服务。让老龄群体在服务中体验

更多满足感，实现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效率。对

此，智慧养老型企业应明确当下不同年龄段老龄群

体对智慧养老的需求倾向，对不必要的智慧养老产

品链条进行缩减整合，优化智慧养老工作者的工

作，形成包容性的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关系。

（二）政策建议

当前的智慧养老产业服务模式、智慧养老企业

经营方式以及老龄群体需求倾向存在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基于此，研

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培育完整的智慧养老产业服务模式，构建三

重“产业链整合”系统。完整的智慧养老产业服务

模式应包括：养老产业链平台对接、服务人员素质

和知识技术供应这三个方面。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

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出发，结合最先进的物

联网技术，实现智慧养老平台的对接，使“网络远

程控制-老人居家养老”模式成为现实。在硬件设

施完备的基础上，智慧养老服务产业的软件条件也

必须完善，所以服务人员的素质也须通过专门职业

培训来进一步提高，让使智慧养老产业服务模式的

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让不同维度的产业链集聚成

型，形成智慧养老产业的规模效应，反过来促进社

会养老事业的良性循环。基于此，横向和纵向两个

维度的智慧养老产业链，经过一系列复杂流程，完

善的智慧养老产业服务模式最终形成，使得智慧养

老产业服务企业形成完整的三重“产业链整合”系

统，如图3所示。在“三重“产业链整合”系统”

下要整合多方利益，通过养老产业链平台对接，积

极沟通协作、开展协调合作，形成整体化的智慧养

老产业服务模式。

2.完善智慧养老企业的经营方式，形成“目标–
平台–模式–产品”的链条。智慧养老型企业的发展

是上述的三重“产业链整合”系统良好运行的核

心。该类型的企业在技术上加大资金投入，保障

“目标–平台–模式–产品”的链条连续不断，才是

关键。养老服务经营过程应从产业链整合的阶段性

目标开始，到产业链平台的搭建，再到产业经营模

式的形成，最后获得智慧养老服务产品。智慧养老

企业的整套经营过程将不断形成“目标–平台–模式–
产品”的链条，如图4所示。这套链条会根据养老

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改进，其核心就是价值链的

作用。最终，智慧养老企业的“目标–平台–模式–
产品”的链条，将不断循环上升，形成关于智慧养

老产业循环的“螺旋式”发展链条，大幅提升智慧

养老产业链整合的效果。运用“互联网+”等知识

和技术手段，整合智慧养老型企业的资源。在“目

 

横向-纵向
产业链

平台对接

智慧
养老
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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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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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重“产业链整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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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平台–模式–产品”的链条下，让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的智慧养老企业置于互联网这一公共平台上，

打通各种智慧养老型企业资源要素的流动通道，形

成链条状的智慧养老产业链整合机制。

3.构建老年群体需求（身心–身体）变化模

型，明确不同年龄段老龄群体对智慧养老的需求倾

向。合理划分老龄群体需求层次，明确老龄群体需

求的各种类型，构建老年群体需求（身心–身体）

变化模型，如图5所示。该模型表示关于智慧养老

产品，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身心健康的需

求逐步向对身体健康的重视转变，换言之，老年群

体的需求逐渐从智慧养老娱乐产品转向智慧养老健

康产品。但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如图空心点处，人

的寿命结束，此时老年群体的需求变为零，需求点

落到横轴上，如图实心点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人的寿命不可预测，所以实心点的位置永远不会落

在虚线右侧。目前，国家总的大政方针和社会养老

政策是支持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的，将社会多元主体

聚集在同一方向，共同参与智慧养老服务，实现智

慧养老产业链整合的规模效应，保障智慧养老产业

的健康发展。智慧养老应整合各类产业链资源，充

分发挥不同产业链资源的优势，做到各类产业链资

源优势互补，实现智慧养老产业链的深度整合。因

此，上述智慧养老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要明确

不同年龄段老龄群体对智慧养老的需求倾向，并以

此为导向，为广大老龄群体提供不同的智慧养老产

品，推动智慧养老产业链“螺旋式”发展，实现智

慧养老产业链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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