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9), 154-160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9795   

文章引用: 高代宇, 何小柱. 幸福“食”光, 智享晚年: 数字化社区食堂模式下老年助餐服务的可持续发展[J]. 社会科

学前沿, 2024, 13(9): 154-160. DOI: 10.12677/ass.2024.139795 

 
 

幸福“食”光，智享晚年：数字化 
社区食堂模式下老年助餐服务的 
可持续发展 
——以C市M社区为例 

高代宇，何小柱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4年7月15日；录用日期：2024年8月27日；发布日期：2024年9月6日 

 
 

 
摘  要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年助餐服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以C市M
社区为例，通过SWOT分析方法，分析了其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提升数字

化社区食堂的发展，优化老年餐饮服务质量，可以促进老年助餐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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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aging proces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e senior assisted meal servic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This paper 
takes M community in C city as an example, analyzes its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through SWOT analysis method,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mmunity canteens and optimize the quality of senior food 
service, it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enior assisted me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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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近 3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 21.1%。

民政部 2022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已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一

比例甚至超过 70%。民以食为天，年纪大了做饭不方便，高龄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独居老人等日常

吃饭难的现象较为普遍[1]。此外，我国正在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随着

家庭规模缩小、社会发展节奏加快以及年轻人压力增大，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老年助餐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民生工程，是支持居家社区养老、增进老年

人福祉的重要举措。在这个领域，各地近年来探索了实践路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看来，开办的

社区食堂是老年助餐服务的有效载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社区食堂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在应对这一挑战中，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为传统养老服务业带来了变

革，催生出智慧养老这一新兴产业形态，其中数字化社区食堂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为应对人口老

龄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2. 相关研究综述 

2.1. 国外研究 

智慧养老(Smart Senior Care, SSC)这一概念的前身是“智能居家养老”(SmartHome Care)，它由英国

生命信托基金会最先提出的，也被称为“全智能化老年系统”。Lemlonuma 构建了依赖型智慧养老服务

体系的框架(AGGIR)老年人依赖型评估，以识别老年人对智慧养老的接受程度及时间[2]；Grundy J，Mou-
zakis K 等学者利用智能家居和远程医疗项目等创新手段，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安全感，同时减轻

医疗成本的压力。尽管这一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但技术的普及、接受度、安全隐私及成本效益等问

题仍然亟待解决[3]。针对这一现状，Lesauskaitė V，Damulevičienė 等学者指出，进一步分析影响老年人

对智能家居信息技术认知的因素非常必要[4]。Alfredo J. Perez 和 Farhan Siddiqui 等人[5]认为，物联网解

决方案通过传感器、可穿戴设备、机器人助手和语音命令等功能，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家庭环境提供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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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照护者。然而，当部分老年人需要音频增强设备、移动设备以及应对

认知或言语障碍等状况时，不免会出现应对不足的问题。此外，老年人还需克服访问和学习用户界面、

依赖电源、安全与隐私问题、设备互操作性、基于上下文意识的智能化，以及物联网设备的长期支持等

问题，才能使这些智能产品更加可靠、易用，并为老年人和残疾人实际部署准备好[6]。 

2.2. 国内研究      

在智慧养老的大背景下，老年助餐服务的优化与创新已成为我国的学术研究的热点，多位学者从不

同角度探讨了如何将互联网技术融入老年餐厅，以提升服务质量和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王军、李

婷等学者[7]提出，通过物联网技术开发的自助称量餐饮销售管理系统和设备，能够实现老年人用餐的自

动化与智能化。该系统不仅简化了选择、取餐和结账流程，还能收集餐食数据，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

膳食建议。王军、王芳兰等学者[8]则分析了老年人的饮食特征、需求以及居家老年餐厅的运营困境，建

议采用“互联网 + 智慧餐厅”模式，结合居家养老餐饮服务数据库[9]，为老年人提供更为灵活、多样化

的就餐选择。杨潇[10]则提出了“中央厨房+社区配送”与社区养老智慧助餐点相结合的服务模式。这种

模式通过智能化生产控制系统和先进的生产设备，确保餐食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利用云计算技术实现用

餐的全程自助，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提供饮食建议。针对居家养老餐助浴、助医等服务，其中助餐服

务占比超过 90%。 
综合来看，目前大多数学者对于智慧助餐的研究都停留在理论建议层面，没有实际介入的实践经验

研究，缺乏一定的理论和数据支持。因此，本文将在基于 C 市 M 社区数字化社区食堂中的实地调研，运

用 SWOT 理论，分析其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以促进该数字化食堂老年助

餐服务的提升。 

3. C 市 M 社区数字化社区食堂老年助餐服务 SWOT 分析 

3.1. 优势(Strength) 

3.1.1. 价格优势 
C 市 M 社区数字化社区食堂的主要资金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投入以及慈善基金会的支持。这种双重资

金来源不仅确保了社区食堂的正常运营，也为推出各种优惠政策提供了保障。为进一步服务社区老年人，

食堂推出了针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就餐优惠政策：60 岁以上老年人 9.2 折，70 岁以上老年人 8.5 折，

80 岁以上老年人 7.8 折。在老年人的消费观念中，饭菜的价值往往与价格紧密相连，他们更倾向于性价

比高的饭菜。同时，笔者还从就餐老人口中了解到临近其他社区食堂的饭菜质量不佳且补贴力度不大，

抑或是离家距离较远，而 M 社区数字化食堂有政府和慈善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以及后厨引入了专业的膳

食企业，针对于老年人餐饮的口味爱好方面十分在行，因此，选择大多数老年人会在此就餐。以下是笔

者与几位就餐老年人的访谈对话。 

“这个食堂的饭菜味道不错，而且价格、味道啊对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来说更友好，不是很贵负担得

起，一个人不想做饭或者不知道吃啥子的时候可以过来吃。”(A1) 

“我之前去过 TX 社区食堂(其他社区食堂)一次，当时是刚开业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打几个菜就是十几二十块，

我还不如自己买点菜吃一天，现在我基本上没去了，一来是有点远，二来是贵，现在家门口就开了新的食堂，很方

便，我吃个一荤一素还有碗汤一共 10 块钱，而且我今年 76 岁还可以打 75 折。”(A2) 

“这个食堂安逸，像我就是不能吃太辣的菜，味道清淡符合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胃口，而且基本上我来吃饭的这

几次，菜品都会换，不会说是一模一样。他们这边吃饭确实也特别方便，刷个脸就把饭吃了，我们这些老年人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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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跟上时代的潮流了。”(A3) 

因此 M 社区食堂这些优势相比同街道其他社区食堂具有明显优势，有的大多是不仅减轻了老年人

的经济负担，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此外，M 社区数字化食堂作为该辖区首个引入智能化设备的

社区食堂，当地政府将该项目作为全市示范点，因此投入的资金补贴较大，在各方面的运营上都有优

惠政策。 

3.1.2. 智能助餐技术提升用餐体验 
(1) 刷脸就餐：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老年人在就餐时只需刷脸即可完成身份认证、点餐及结算，无需

操作手机、携带饭卡、银行卡等，方便快捷。同时，采取自助取餐方式，每个餐台都有称重的功能，下方

有红外系统识别托盘上的条形码，菜品重量、金额，营养成分都能精确显示。 
(2) 无人值守：C 市 M 社区数字化食堂采用无人值守的模式，其工作人员主要是负责引导餐前人脸

绑定、后厨、清洁等工作，省去了传统食堂中打饭打菜的人力消耗，通过自动化设备和智能化管理系统，

实现自助取餐、自动结算等功能。这样既节省了人力成本，又提高了就餐效率。 
(3) 营养报告指导：智慧食堂还配备电子营养标签，展示菜品营养数据，在显示屏的左上角能够清楚

的看到选取菜品的名称、重量、价格、以及菜品所含卡路里、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等营养成分

的情况，此外，依托智能系统大数据分析，社区老年人还可以通过小程序查看每餐的营养摄入明细、成

分分析、营养风险评估，根据个人情况生成个人营养周报和营养指导，为其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做自

己的“健康师”。 

3.2. 劣势(Weakness) 

3.2.1. 主体性不足 
社区食堂的公益性决定了运营方不能赚快钱，仅能依靠自身的盈利水平，难以长足发展，笔者根据

实地调研，根据与 M 社区数字化社区食堂店长的访谈中了解到，M 社区数字化社区食堂目前仅仅实现利

润“微利”，其余基本上依赖于政府帮助，因此在自主性方面就显得不够，一旦失去政府等第三方的资

金支持，则无法“无法独立行走”。内容如下： 

“我们这个食堂目前开业以来只能说是微利，虽然我们这个有政府补贴，但我们要考虑蔬菜水果的应季成本、

价格浮动、针对于老年人的补贴折扣力度、人工、水电等等问题，其实我们毛利润也是很低的，只能说现在前期就

餐的人还是比较多，但是如果没有政府他们的支持，我们也是难以运作下去。”(A4) 

因此，如何让平衡好社区食堂的公益属性与市场竞争，要实现“可持续”，不仅仅要依靠政府“输

血”支撑，还是要走上市场化、专业化的运营道路，形成自我“造血”机制，有效解决社区食堂公益与盈

利平衡难题。 

3.2.2. 技术依赖性高 
在当前信息化时代，数字化社区食堂的运营确实依赖于智能化技术，M 社区食堂也不例外。尽管这

种依赖带来了便利和高效，但也伴随着一系列潜在风险。首先，智能化技术的高度依赖性意味着一旦系

统出现故障或网络问题，可能会对食堂的正常运营造成严重影响。具体而言，停电、网络中断或设备损

坏都会导致订单无法及时处理，老年食客无法用餐。例如，在午餐高峰期，如果系统突然故障，大量的

订单无法处理，可能会导致食客长时间等待，甚至无法用餐。这不仅会影响老年人的用餐体验，还可能

引发投诉和不满情绪。其次，技术的维护和更新需要额外的投入。智能化系统需要定期进行维护和升级，

以确保其稳定性和安全性。然而，这些技术维护和更新通常需要专业的技术团队和设备支持，带来了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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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成本。如果技术支持不够及时或到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用户体验和食堂

的运营效率。  

3.2.3. 人力资源不充足 
C 市 M 社区数字化社区食堂的主要经费支出用于引进智能化设备，在各方面的人员分工配备上显得

略为不足。由于大量资金投入在先进技术和设备上，食堂在人员配置方面的投入相对减少，这导致了许

多的问题。首先，人员职责不清晰常常成为困扰。由于预算限制，食堂无法雇佣足够的专业人员来满足

所有岗位的需求。笔者在 M 社区数字化社区食堂现场观察到，以及与一名工作人员的访谈了解到，他们

没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初次前来就餐的老年人绑定人脸就餐账号，当有老年人前来求助时，手里没重活的

人则需要接过这一“额外的工作”，就会出现在就餐高峰期负责后厨的人员除了要准备餐食外，还需要

在食堂内担任引导者，帮助顾客使用智能设备，解答他们的疑问的现象。内容如下：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后厨备菜，然后厨师菜弄好以后我就负责端到外面就餐区域，大部分时间这些老年人都

可以自己自主就餐，有时候会遇到个别第一次来我们这里吃饭的老人，那我如果当时没事的话就会帮他们注册，但

是如果忙起来就不太行，两边兼顾不了，但确实这也是少数情况，不过我觉得能改进就还是可以改进下。” 

其次，由于智能化技术的入驻，以及间接为了节约成本，食堂人员配置不充足，为了弥补这方面不

足，管理层不得不临时安排有空闲时间的员工去执行一些额外的任务，比如上门送餐服务。虽然这种做

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力不足的问题，但长期来看，这种随机的任务分配会导致员工工作压力增加，

并且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服务质量。 

3.3. 机会(Opportunity) 

3.3.1. 党和政府对于老龄化工作的政策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对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完善养老、孝老、敬老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促进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1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新发展阶段出发，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为长期应

对人口老龄化进行了战略部署。 

3.3.2. 老年人智慧助餐服务市场需求大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6,402 万，占总

人口的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占 13.50%。与 2010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比

例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过去，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主要由家庭提供；但现在，许多家庭呈现“四二一”

倒金字塔模式，即一对夫妻需要照顾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12]。年轻人在工作之余无法同时承担照顾老人

与小孩的任务。此外，老年人可能独居或有残疾，完全依靠家庭供餐已不现实。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

景下，解决老年人就餐难的问题迫在眉睫，助餐平台的发展潜力巨大。 

3.4. 威胁(Threat) 

3.4.1. 同业对手间的竞争激烈 
在当今市场中，同业对手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替代者的威胁也逐步加大。目前，互联网 + 养老助

餐配送模式正不断探索和实现新的发展。“美团”和“饿了么”等平台依靠其强大的物流队伍，迅速进入

养老助餐服务领域[13]，提供高效便捷的餐饮配送服务。随着行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送餐平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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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入这一市场，其创新能力和灵活性也不容小觑，成为潜在的替代者，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优

化配送路径、提升服务质量、增加个性化选等[9]，来争夺市场份额。这种竞争环境迫使现有企业不断改

进自己的服务和运营模式，以保持竞争力。因此，在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潜在替代者的威胁时，

数字化社区食堂需要不断创新，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才能在这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4.2. 经济不稳定 
老年人对数字化社区食堂服务的购买意愿受政府补贴影响较大的情况。虽然政府补贴暂时刺激了市

场需求，但一旦补贴降低或取消，老年人可能因经济考量而不再选择这种高成本的就餐方式。这将直接

影响到社区食堂的客流量和经济效益，可能导致其面临资金短缺和运营困难。此外，原材料价格波动、

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到社区食堂的运营成本。食品和服务供应商可能调整价格或服务条款，

进一步增加社区食堂的经营压力。 

4. 促进 C 市 M 社区数字化社区食堂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4.1. 加强政府支持与政策引导  

政府应加大对社区食堂的政策支持力度，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建设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场地是最

大“痛点”，也是最直接的政策发力点[14]，如某地一家与餐饮企业合作开办的社区食堂，使用的是物业

用房，享受两年免租，而同地段、同面积的房屋租金大约是 4 万元，在这一方面，M 社区食堂可以积极

探索与物业的喝醉，同时，政府可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场地优惠和税收减免，以确保社区食堂能够持续运

营。可以考虑设立数字化社区食堂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M 社区食堂的技术升级和设备维护，确保其智能

化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15]。此外，制定明确的行业标准和操作规范，指导数字化社区食堂的运营和管

理。政府应牵头成立相关行业协会或工作组，定期组织培训和交流，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确保社

区食堂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性[16]。同时，可以推出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捐赠的激励措施，拓宽资金来源渠

道，增强社区食堂的资金保障 

4.2. 加强多方合作与资源整合 

首先，形成多方合作机制，建立政府、企业、社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食堂

的发展。可以考虑实施“物业 + 食堂”运营模式，发挥 M 社区内的物业和楼栋管家和居民熟、楼栋熟

的优势，成立专业服务队，为高龄、失能老人、残疾等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同时也解决

了 M 社区数字化食堂在配餐这部分的人手不足[17]。通过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增强社区食堂的服务能力

和资金保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此外，鼓励社区居民、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食堂的

运营和管理。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增强社区食堂的服务力量，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同时，

可以定期组织社区活动，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 

4.3. 提升社区食堂的市场化运作能力 

首先，在保持公益属性的同时，逐步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增强社区食堂的自主造血能力。可以考

虑借鉴江苏省姑苏市的老年助餐服务运营经验。通过市场化运作，探索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将数字化社

区食堂作为引流项目，与养老院、老年护理院形成合作，如推出会员制、预付卡等，或充值固定金额每

餐可在补贴的基础上再优惠，增加老年群体对社区食堂的消费粘度，以此增强社区食堂的经济可持续性。

同时，还能以优惠的价格享受保健康复、家政清扫的服务；其次，加强社区食堂的品牌建设和宣传力度，

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开展多渠道的宣传推广，如社区公告栏、微信物管群、地方媒体等，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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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及其家属介绍社区食堂的服务特色和优势。 

5. 结语 

在互联网崛起的今天，数字化社区食堂要利用自身的优势借助科技乘上时代的“东风”，亦不可忽

略其劣势和潜在的威胁，笔者通过对 C 市 M 社区数字化社区食堂老年助餐服务的剖析，希望能够给各界

同仁以及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建议，也希望能在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的同时，还能推动智

慧老年助餐服务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提升老年人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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