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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族已成为旅游活跃群体

隆冬腊月，北方已非常寒冷。前不久，家住河
北唐山的何锐为父母报了一个为期10天的旅游
团，让已经退休的二老在冬日里去感受云南的“四
季如春”。

“我之前只在电视节目里看到过喀斯特地貌，
这次亲眼看见了云南石林，感到十分震撼，从山顶
俯瞰周围，视野开阔极了。气温不冷不热，在风景
如画的地方游玩觉得非常舒适。”何锐的母亲孟阿
姨激动地说。

在景色秀丽的洱海泛舟赏落霞，在古香古色
的茶马古道骑马观两侧苍翠的古树林……在云南
的许多游览经历让孟阿姨这个北方人印象深刻。

“退休之后我们两口子的时间充裕了许多，想趁着
身体还吃得消，到祖国各地多走一走、玩一玩。”孟
阿姨说。

有时间、有活力，如今，老年人的生活日益丰
富多彩。夏季乘着旅游专列去大山里避暑纳凉；
冬季去南方海岛感受温暖的阳光……在不同的季
节去不同的地方欣赏美景，“银发族”成为极其活
跃的旅游群体。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截至“十四五”末，我国
出游率较高、旅游消费较多的低龄健康老人将超
过1亿人，老年旅游收入有望超过万亿元。

携程发布的《2023银发人群出游行为洞察》
显示，今年以来，截至10月15日，55岁以上人群
出游数量同比增长近两倍。其中，55岁至60岁的
人群是主力消费人群，出游人数占比最高，达到6
成；61岁至65岁的人群占比超2成。

秋冬季节错峰出游的人群中，中老年人占了
更大比例。各大景区常常能看到老年旅游者的身
影。他们中有的喜爱通过更加省心的跟团游去看
各地名山大川、人文古迹，也有的更偏好康养、医
疗、度假等旅游产品，去泡一泡温泉，体验森林疗
养，感受大自然的和谐宁静。

当前，我国的康养行业规模快速增长，有利于
老年人养生和防治老年疾病的温泉康养、避寒康
养深受欢迎。在温泉资源丰富的省份，一批温泉
疗养院、温泉度假村、温泉主题酒店、温泉养老社
区涌现。日前，文旅部、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公布
的2023年度“老年旅游典型案例”名单中，便包括
天津市康宁津园特色康养旅游服务、盘锦市宝石
花康复医院探索温泉中医康养旅游等多个涉及康
养度假游的旅游产品。

同时，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老年
旅居康养发展报告》显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新
一代老年人展现出了更好的健康条件、更充裕的
休闲时间、更新的消费理念、更频繁的出游意愿和
更强大的消费能力，老年旅游市场也逐渐被看作
最重要的旅游市场之一，老年旅游成为旅游业的
重要增长引擎。

老年群体旅行方式新潮多样

今年9月，来自福建的王先生带着老伴开启
了自驾之旅，他们每到一个喜欢的地方就住上一
段时间，自由而随性。近期他们刚刚在广州周边
乡村租住了一个月的民宿。“我们这个年龄，很喜
欢感受各地不同的生活，更喜欢回归乡土田园生
活，可以亲近自然，调养身心。”62岁的王先生对
当地的环境十分满意，清晨伴着鸟鸣声醒来，感受

富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夜晚与星空为伴，静坐
品茶，舒适惬意。

“这里气候温暖适宜，水果和海鲜也很便宜，
在银滩吹海风看海景，太舒服了。”当北方已经进
入漫天飘雪的冬季，正在广西北海与家人度假的
周女士却悠然自得，他们在自己“家”里做美食，还
准备过段时间乘船去涠洲岛游玩。

“前几年，我退休后不久，就在北海购置了房
产，当时就是考虑可以有个度假的居所。自那以
后，每年秋冬季节，我都会和家人到北海度假。最
适合过来的时候是11月到第二年1月，气温刚刚
好，今年我们是拉着我姐姐一家一起来的，准备在
这里玩一个月，她们都觉得很不错。”周女士说。

对王先生和周女士这样的老年人而言，长期
的旅行生活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传统
的一日游、数日观光游，并不是老年人旅行的全
部，无论是到乡村度假、沉浸于久违的田园生活，
还是到南方海边感受温润气候的滋养，长达一至
数月、冬南夏北的“候鸟式”旅居已经成为一种新
型、舒适且健康的度假方式。

“就旅游时间来看，老年旅游者的出游时间更
为灵活多样，出游时间结构呈现出‘两头高、中间
低’的特征，一日游和长期旅居的比重更高，更需
要旅游服务体系和社区服务体系的共同支撑。”中
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黄璜分析认为。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
院研究员张金山指出，近年来，随着医养结合进一
步发展，将有利于刺激更多老年人开启旅居康养
生活，促进适宜开展旅居康养的地区建设更高质
量的旅居康养产品体系。

如今，老年人的出游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他们
倾向于更加新潮多样的旅行方式。很多老年人更
愿意融入目的地生活，了解当地历史人文，很多低
龄老人也愿意参与目的地的徒步、骑行、露营、登
山等轻体育项目，喜欢参与到乐器演奏、非遗体验
等活动中，有些还做了旅行短视频博主，成为本地
的文化景点讲解志愿者。

黄璜认为，老年旅游者更看重旅游产品的景
观价值和文化内涵，也更加重视旅游的康养和研
学功能。老年旅游者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更看
重与旅游目的地社区的情感互动，对历史型、怀旧
型旅游产品情有独钟。

银发族撬动旅游大市场
冬季来

临，很多北
方老人奔赴
温 暖 的 南
方，成为出
游主力。其
实，纵观今
年的旅游市
场，老年游
客也是错峰
出游的主力
军。这些老
年游客走出
家门，活跃
在 各 大 景
区，在旅途
中享受休闲
惬意的晚年
生活。

近几年，
我国老年人
口规模持续
扩大，日益
崛起的“银
发经济”显
示出银发一
族的消费需
求和消费能
力，老年旅
游产业也展
现出巨大的
增长空间。
各地应如何
开发更适合
老年游客的
旅游产品、
营造更加友
好的旅游消
费环境，如
何让“银发
族”撬动更
大的旅游市
场，成为值
得思考的话
题。

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出游需求，对旅游市场
提出更高的要求。多位专家指出，当前市场上
的旅游产品对老年旅游者身心特点重视不足，
导致老年旅游产品特色不突出，存在同质化问
题；老年群体出游仍面临价格敏感、安全担忧、
数字鸿沟以及市场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协
调等诸多限制性因素。

黄璜认为，老年旅游产业存在供需错位的
问题，老年群体需求尚未获得充分满足。从已
有数据看，老年旅游者消费偏低，其根源在于现
阶段旅游产业体系还是以中青年为主要目标客
群，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旅游要素和旅游产品较
少。各地各部门和旅游企业应努力创造更好的
条件、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增强“银发
族”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目前，老年旅游产业存在线上线下双重障
碍。线下方面，部分旅游景区、交通工具、餐饮
住宿等设施、服务未进行适老化改造。线上方
面，部分老年人对需要手机操作的门票预约等
功能并不熟悉，数字鸿沟问题依然存在。

对此，黄璜指出，要化数字鸿沟为“智慧引
擎”，加强智慧旅游终端设备、应用程序、移动互
联网的适老化开发改造，优化界面交互、内容朗
读、操作提示、语音辅助等功能，鼓励企业提供
相关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将无障碍
改造纳入日常更新维护，还要加快推进信息技
术和智能硬件在老年旅游领域的深度应用，探
索康复辅助器具、健康监测产品、养老监护装
置、服务机器人、日用辅助用品等适老产品在文
化、旅游、休闲、酒店等多场景的试点试用。

面对老年群体旺盛的出游需求，全国多地
也在持续优化适老助老设施，加大旅游设施改
造力度，打造全过程无障碍的老年旅游环境，并
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例如，湖南莽山建成无
障碍山岳型景区，游客可通过景区索道、无障碍
栈道、电梯、自动步梯、垂直提升机等设施无障
碍到达山顶；重庆隆庆区在各景区完善了无障
碍通道、电梯、扶梯等设施，为1000个厕所蹲位
安装了扶手。

去年12月，文旅部发布10个智慧旅游适老
化示范案例，不少地方在解决老年群体出游数
字鸿沟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如“乐游上海”通过
制定长者界面帮助老年游客更好地适应智能手
机和互联网新应用；江苏省推出“水韵江苏”数
字旅游卡及数字文旅综合服务平台，老年人可
持卡一卡通用就医结算、缴费、交通出行、旅游、
文化体验等服务。

当前，越来越多老年人加入旅游行列，如何
满足这些新增游客群体的需求十分关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指出，要完善基础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保障老年游客出行安全与服务
质量，重视老年友好型数字化社会建设，降低信
息服务壁垒。面对“购物团”“低价团”等市场乱
象，需要加强市场监管，去除“营销套路”，防范
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旅游市场欺诈行为。

据光明日报、人民资讯

银发族出游需求日益增长
老年人旅游环境亟待提升

在上海举办的一场文旅融合活动中，老年游
客学习制作“兔子灯”。 新华社图

香港香港““银发族银发族””们在北京颐和园长廊参观们在北京颐和园长廊参观 新华社图新华社图

偏爱错峰游、玩法更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