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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老家居产品通用技术要求》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一批

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

94 号）工作安排，由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牵头，会同中国家用电

器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研究制定《智慧养老家居

产品通用技术要求》行业标准（计划编号：2022-0127T-QB），主要

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等。 

当前，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着经济

社会发生着根本性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与健康养老产业相结合，为传统行业带来了颠覆式变

革。信息技术与健康养老的融合创新发展丰富了健康养老产品和

服务供给，提高了健康养老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传统健康养老产业

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转型升级提供了动能。 

智慧养老家居用品以轻工产品为主，包括向老年人提供适老

化家电、家具、照明、洗浴、坐便、厨房用品、辅助器械、益智玩

具、食品等的制造业，还包括部分可穿戴设备、便携监测设备、自

助检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照护类家庭服务机器人等的制造

业。智慧养老家居产业是养老适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智慧

养老家居产业发展是新时代积极养老助老的重要举措，也是满足

老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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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关于养老助老的产业政策密集出台。2015 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

出了“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2016 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

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91 号），指出“支持企业利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装备开发为老年人服务的产品用品，研发老年

人乐于接受和方便使用的智能科技产品，丰富产品品种，提高产品

安全性、可靠性和实用性”；2019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强调“持

续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拓展信息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

制定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等；2019 年底，工业和

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老年用

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消费〔2019〕292 号），指出“要

进一步深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信息技术与老年用

品产业的融合发展，并促进各领域老年用品的创新升级。加强各领

域老年用品的适老结构设计，提升产品适老性能，并针对老年服装

服饰、日用辅助产品、养老照护产品、康复训练及健康促进辅具、

适老化环境改善产品共 5 类提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点”，“全面梳

理和完善老年用品产业相关领域标准体系，制修订一批关键亟需

的产品和技术标准”等。 

智慧养老家居产品的出现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改善

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但也存在较多问题。 一是相关企业生产规

模以及能力不均衡，产品质量优劣程度参差不齐；二是一些产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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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缺乏准确的市场定位，没能充分从老年人的角度考虑，设计不

够人性化，无法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三是部分适老产品创新性和适

老化不足，很难做到适销对路；四是部分企业为了增加宣传效果，

过度渲染技术，对产品的落地服务不够重视，技术不能有效服从于

服务，制约了行业的发展；五是一些可穿戴智能设备，出现了功能

单调、利用率不高、程序繁琐、操作复杂，甚至存在安全隐患等问

题，导致体验感不佳，市场认可度较差；六是部分产品隐藏着较多

的安全问题，如敏感数据被盗导致个人隐私泄漏、智能家居被非法

入侵等情况。 

针对当前智慧养老家居产品存在的相关问题，有必要制定《智

慧养老家居产品通用技术要求》行业标准。通过规范智慧养老家居

产品的技术要求，指导相关行业解决产品劣质化、低端化、同质化

问题，提升产品的人性化设计水平，提高产品的适老性能，增强产

品和技术服务的协调性，营造产品的体验感，消除产品和数据安全

隐患等问题，促进智慧养老家居产业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

层次需求，从而提高相关行业的发展质量。 

（二）主要工作过程 

2022 年 4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一

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

94 号），项目正式立项。 

2022 年 5 月，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牵头组建了标准起草组。 

2022 年 6-8 月，起草工作组研究确定了标准起草的总体框架，

对智慧养老家居产品通用技术相关国家标准等进行研究，分工分

头进行了相关模块内容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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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11 月，标准起草组就标准中产品安全性要求、产

品易用性要求和产品信息安全要求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优化了相

关内容，形成了草案。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标准起草组共组织了 13 次专家

研讨会研究打磨标准内容，其中，2023 年 10 月-12 月，共组织了

5 次研讨会。相关会议明确了标准定位、使用范围，确定了标准的

框架；议定了产品分类、适老化要求及智慧化要求指标；对产品的

社交娱乐功能提出相关技术要求；邀请了部分龙头企业就相关指

标进行验证等。 

2024 年 1 开始，起草组召开周度例会，逐条对标准指标进行

梳理、核对、核定，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了论证。 

2024 年 1 月底，经过起草小组研讨、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

稿。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海信冰箱有限公司、广东美的

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金牌厨柜家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中山市纺织

工程学会、浙江汉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福寿康智慧医疗养老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广东海瑞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银狐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萤石软件有限

公司、赣州市端瑞家具有限公司、厚福医疗装备有限公司、点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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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料研究院（厦门）有限公司、厦门康小金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鑫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理工大学、中国家用电器研

究院、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北京电光源研究所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轻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北京中科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赵阳、孟慧敏、王志民、陆薇、陈红欣、姚萍、凌

应明、李邹建、洪宜玖、韩涵、张旻、张军文、陈一铖、葛群、林

洁芳、俞飞英、黄明华、郭正韡、袁翔、刘金华、黄曦明、黄秋琼、

李兴波、朱国祥、谢健峰、黄伟佳、万佳慧、窦晓芳、孙鹏、罗菊

芬、张伟、赵正林、郭和生、张翊涵、李树伦、孙广芝、李慈女、

曾小凡、聂李迅、安波、蒋小来、张晋波、刘丁、郭朋鑫、陈伟、

王元堃、孔令朝、王淼、薛晓晓。 

所做的工作：赵阳负责该项目的总体统筹，确定标准主要技术

内容及编写编制说明；孟慧敏、王志民、陆薇负责标准制定的组织

与协调，编制与落实工作方案，组织研讨工作会议，负责起草标准

文本和编写编制说明；陈红欣、姚萍、凌应明、李邹建、洪宜玖、

韩涵、张旻、张军文、陈一铖、葛群、林洁芳负责研究分析及资料

查证，参与起草标准文本和编写编制说明；俞飞英、黄明华、郭正

韡、袁翔、刘金华、黄曦明、黄秋琼、李兴波、朱国祥、谢健峰、

黄伟佳、万佳慧负责前期资料收集、产业调研，参与起草标准文本

和编写编制说明；窦晓芳、孙鹏、罗菊芬、张伟、赵正林负责检测

方法验证，参与编写编制说明；郭和生、张翊涵、李树伦、孙广芝、

李慈女、曾小凡、聂李迅、安波、蒋小来、张晋波、刘丁、郭朋鑫、

陈伟、王元堃、孔令朝、王淼、薛晓晓等同志负责编写标准相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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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收集、统计标准修改意见，参与起草标准文本。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

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

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开展本标准的制定工作；其内容符合重点

标准研制紧迫性、创新性、国际性的要求。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等要求进行编写。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养老家居产品的产品分类、基本要求、适老

性要求、智慧要求、信息呈现要求、接口要求、安全要求、标志与

说明、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养老家居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检验。 

2、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术语和定义：给出智慧养老家居产品、老年人的术语和

定义。 

（2）产品分类：根据适老化特征、使用对象、功能和用途对

智慧养老家居产品进行分类。 

（3）基本要求：从生产合规、过程控制、用电安全、运行稳

定、服务保障规定了智慧养老家居产品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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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适老化要求：提出应用智慧养老家居产品适老化要求中

的一般要求、适用要求、易用要求、安全要求。 

（5）智慧化要求：对智慧养老家居产品智慧化要求的一般要

求、智能控制、智慧康养、安防监控、社交娱乐提出相应的要求。 

（6）信息呈现要求：从视觉信息、触觉标记、声觉信息规定

了智慧养老家居产品本地信息呈现要求，并规定了远程信息呈现

的一般要求、紧急预警要求。 

（7）安全要求：规定了硬件安全、固件安全、系统安全、应

用安全、接口安全、通信安全、数据安全等安全要求。 

（8）标志和说明：规定了智慧养老家居产品标志和说明的相

关要求。 

（9）评价与改进：规定了智慧养老家居产品评价与改进的相

关要求。 

（三）解决的问题 

智慧养老是利用信息化和通信等技术手段，助力加快完善以

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安全照护、生活服务、健康管理、康复照料、

学习娱乐等实时、快捷、高效的养老服务。英国、法国、德国、瑞

士、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在智慧养老方面的应用已有 30 多年的时

间，从最初的区域内简易系统，到互联网发展期间数字技术系统的

应用，大范围地覆盖城市甚至国家层面的智慧养老系统平台应用，

将老龄人口、适老产品、助老资源、福利资源、医疗资源、保险资

源、财政税收等结合起来，形成银发经济的完整体系，大大降低了

公共资源的支出，通过预防、康复、及时救助等措施，最大限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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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 

为了适应新的养老需求，我国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类智慧养老

家居产品，智慧养老家居产品的应用场景涉及老年人生活的方方

面面。但产品的功能、性能以及质量还难以保证，因此亟需制定《智

慧养老家居产品通用技术要求》行业标准，规范智慧养老家居领域

产品的生产制造，促进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作为本文件的第一起草单位，各级领导

十分重视标准化工作，积极推进标准《智慧养老家居产品通用技术

要求》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的参与起草单位包括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海信冰箱

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

金牌厨柜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喜临

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麒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中山市纺织工程学会、浙江汉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福寿康

智慧医疗养老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广东海瑞智能家居科技有限

公司、广东银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萤石软件有限公司、赣州市端瑞家具有限公司、厚福医疗装备

有限公司、点金新型材料研究院（厦门）有限公司、厦门康小金家

居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鑫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理工大学、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北京电光

源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轻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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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协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中科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单位。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在智慧养老家居产品方面

的经验，对标准内容进行把关，确保了标准在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智慧养老家居产业是养老适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相

关产业创新发展是新时代积极养老助老的重要举措，也是满足老

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在智慧养老家居领域推进

“三品”战略，积极创新产品与技术应用，有助于让老年人生活更

便捷，更好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满足未来家庭需要。 

本标准的制定侧重于“智慧”和“养老”两个核心要素，对养

老家居产品提出通用技术要求，对于提升相关产品质量，保证老年

人使用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以及提高我国养老家居水平具有重要

的基础支撑作用。 

六、 与国际、国外对比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涉及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国内外在本标准涉及的技术领

域发展稳定；本标准在兼容相关国际、国内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将

创新并促进国内外相关领域技术规范的发展。 

该标准将来可以上升为国际标准。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10 

 

本标准属于轻工行业产品标准。 

本标准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贯彻实施本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具备良好的实施方法

和检查监督机制。具体来说： 

（1）加大宣贯力度。利用报纸、电视、电台及微信、微博等

各种新媒体，大力宣传，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开展培训认证工作。通过培训和认证工作，扩大标准的

应用范围，促进各单位新技术新产品的发展。 

（3）加强标准实施反馈。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

提出的意见，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十一、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智慧养老家居产品通用技术要求》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