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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养老难破“旅而不养”困局

“候鸟”集中南下

10月以来这股强冷空气的到来，不仅

让爱玩雪的年轻人对冬季旅游有了更多的

期待，也让众多老年人收拾行囊踏上了南

下避寒、度假的旅程。“近期，一年一度的

‘南迁’过冬高峰再次来临，而今年，加入这

一队伍的老年群体出现了明显增长。”有

OTA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据携程统计数据显示，近期“候鸟”航

班热度快速攀升。11月初至今，因大量老年

人选择前往南方城市旅居养老，平台上以

三亚、昆明、北海等地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

量同比增长高达100%；同时，珠海和佛山

等新兴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也超

过了50%。“此外，还有不少老年游客选择

去东南亚享受冬日暖阳。从携程机票搜索

和预订数据来看，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都是这类人群

选择的热门目的地。”携程旅游相关负责人

表示。

无独有偶，近期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

究院发布的《2019中国候鸟式养老冬季栖

息地适宜度指数》中也提出，通过对最冷一

月日平均气温10摄氏度（个别略低于10摄

氏度）的南方六省市51个城市的调查，三亚

位居适合老年人冬季旅居养老目的地首

位，而这也导致近年来当地频繁落地了诸

多候鸟式养老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为满足“候鸟”老人南

飞需求，近期多家航空公司也相应地调整

了航班频次，其中，北京至三亚航线由每天

11个航班增加到22个，而南京飞三亚，由

每天7个航班增加至8个。

旅与居需求细化
“其实，候鸟式养老主要分为两种，一

种是以短期度假、旅游为主的需求，另一种

则是以月为单位，每年都有较长一段时间

异地居住避暑、避寒的方式。”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王兴斌介绍，选择前者的老年人可

能会跟团，也可能会通过自由行的方式，以

旅为主、以居为辅；而对于更青睐后者的老

年消费者来说，在目的地购置房产或者租

住民宿可能是更主流的养老方式，居的概

念重于旅。

据多家企业公开信息显示，截至目前，

三亚、北海、昆明暂居今冬避寒游市场目的

地前三位。而对于旅居养老客源格局的变

化，上述携程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虽然北方老人一直是候鸟式养老的主

力人群，北京、哈尔滨、沈阳也位居候鸟式

过冬客源地排行榜三甲，但由于没有集中

供暖，面对冬季湿冷天气，部分南方城市及

西南地区也逐渐兴起了这种新的避寒消费

方式。

具体来说，对于那些仍然将旅游视为

候鸟式养老主要目的的老年人，马蜂窝旅

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介绍，近年来，温

泉与康养等旅行主题相结合的旅游线路

愈发受到这类人群的关注，比如：冬季去

海南养生的老年人在享受温暖气候、欣赏

海南风光的同时，借助温泉来丰富自己的

养生之旅。

而对于更注重“居”的“候鸟”老人们来

说，开发商则动起了各种脑筋，比如组织老

年购房者以旅游带看楼盘的名义前往海南

等地旅游等，而这也着实吸引不少老年人

开启了异地养老的模式。家住北京的消费

者孙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为了让家里

的老年人冬季可以到南方度假，自己于

2016年在三亚购置了一套房产，每年都会

在当地居住1-2个月，“入住后我们发现，

小区中几乎全都是从北方过去旅居养老的

老年人，有些人甚至一住下就是小半年，从

11月到次年3、4月都搬到海南生活”。

“养”是关键
其实，在我国众多城市中，旅居、康养

早已被纳入了当地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之

中。就在本月，民政部还曾发布消息称，广

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民政厅共同签署

了《旅居养老合作框架协议》，研究设立四

省旅居养老对口合作产业服务平台，研发

建立旅居养老智能化服务平台，建立老年

人数据库，以此实现数据共享、系统对接、

供需匹配等要求。与此同时，四省还将合作

探索建立南北互动的旅居养老模式，共同

研发旅居养老产品。

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表

示，旅居养老模式在我国已有几年的经验，

总体来看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南北方城市

通过建设旅游小镇共享资源信息、“冬病夏

治”等方式，确实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不过党俊武也指出，目前旅居养老在

诚信经营、信息共享互通的优惠政策、老

年人的安全保障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有

所欠缺。

王兴斌更进一步提出，虽然不少城市

都规划、建设了旅居养老基地、养老机构，

有些旅游企业也推出了针对这类需求的旅

游产品，但整体来看，“旅而不养”的情况在

行业内仍然普遍存在，大量旅居设施与一

般的旅游度假设施并无二致，老年人最急

需的医疗、康复、养生等配套供应短缺问题

突出，相关服务的针对性也不够强。“老年

人在‘候鸟式养老’的过程中，最担心的莫

过于常用药能否在目的地城市买到，万一

生病或水土不服，能否及时在人生地不熟

的异乡找到医疗机构医治，以及医药费用

能否异地报销等。”王兴斌坦言。

但另一方面，还有经营者表示，候鸟式

旅游项目盈利周期过长，不像普通团队最

多一周的时间就可盈利，所以大多数组团

社和地接社对此类项目积极性不高。还有

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如果特别针对“候

鸟”老人投建项目的话，机构还需要面对

淡旺季巨大客流落差的问题，“毕竟旅居

不是长居，很多老年人在旅居目的地居住

的时间还是不会超过自己家里的”。在王

兴斌看来，这些都是开发旅居养老项目的

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下一阶段需要重点解

决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私人订制”风潮渐起 养老供给转型加速跑

新趋势

随着老年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断上

升，北京老年消费结构也在逐渐改变。业内

专家表示，在养老市场中，老年人的需求日

益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

在居家养老层面，个性化服务需求快

速增长。“居家养老主流趋势逐渐凸显，

更多的老年人都待在家里，因此个性化

商品及服务也是居家养老的必要条件之

一。”北京今朝装饰集团副总经理吕斌表

示。此外，北京鹤逸慈老年生活用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赵强也提到，通过为不同需

求的老年人找到最适合自身的辅助品，

有利于老年人更好地完成自我照料，减

轻生活负担。因此，一对一的专人服务愈

发受到老年消费者的青睐。

“如今，老年人在消费时，越来越强调

个性化，而且这类需求已不亚于年轻人。

他们更愿意与年轻人保持在同一个消费

层面，而这一过程则需要专业化程度更

高、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做支撑。”百花蜂

业副总经理汪海鹰称。赵强还进一步提

出，在老龄产业服务中，针对群体的特殊

性，“私人订制”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向定

制化转型，将成为供给结构调整的重要

方向。

新尝试

针对老年人越发强烈的个性化需求，

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开始尝试改变此前普

适化、大批量提供服务和产品的模式，推出

一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适老化改造

行业为例，吕斌分析称，目前，老人对于这

类服务的需求已经不仅仅是安装楼梯扶手

那么简单，他们会要求企业按照不同的情

况进行细节调整和设计。“老年人身体状况

千差万别，需求也不尽相同，针对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我们会定制透明衣柜、全面降低

高度宽度后的厨房用具、伸缩晾衣钩、无门

槛开合门等，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

吕斌称。

同时，赵强表示，面对高速发展的电商

经济，如何将线上线下机构进行结合，同时

发挥线上的便捷优势及线下的定制化服

务，也是养老行业应当考虑的问题。对此，

赵强提出，可以通过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来提升老年人的购买体验以及客户黏性，

“以前我们在超市、医院里面开的很多老年

用品店，销售状况都不太理想，究其原因，

是商家把老年用品、辅具当成普通产品来

卖，显然与实际需求难以匹配，而现在北

京、上海、宁波等地尝试开设的综合性辅具

服务中心，涵盖了产品的展示、体验、销售、

租赁等一系列综合性服务，有效地改变了

上述情况。”赵强直言，通过在线下安排专

业人士对接老年消费者，对不同需求的老

年人进行基础评估，按照实际情况给支付

能力、健康情况、身体素质不同的老年人提

供更合适的辅具功能介绍，才是更符合老

年消费者需求的经营模式。

此外，在线上消费方面，北京心悦邻和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韬也表示，随着老

年消费者线上购买力的不断增加，越来越

多的老年消费者希望电商平台能够提供更

便捷、更普惠、更有人情味的服务，相对应

的，部分电商平台也开始设置专业导购。

“通过工作人员一对一辅助下单，为长者们

解读平台上商品的详情，保留了传统商业

的人情味，有利于促进老人们共同消费、共

享服务。”王韬称。

新难题

转型往往会伴随阵痛，养老市场亦是如

此。赵强表示，定制化服务比例增加，意味着

企业需要在人力上投入更多成本，而且这类

需求也对服务团队的专业度及灵活度有着

更高的要求。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如何最大

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保障

服务的质量，是企业进行转型的关键。

赵强也提出，老年人消费还存在一定

的盲区，很多老年人虽然提出了自身需求，

但对市面上种类繁多、功能不同的老龄产

品却并不了解。北京诚和敬养老健康产业

集团总裁王寅表示，因为缺乏切入不同老

龄消费者需求的服务，很多老人的需求尚

未得到满足。因此养老企业强化个性化服

务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提高一线服务人员

的专业性，能“对症下药”地根据老人实际

情况推荐最符合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此外，吕斌表示，老年消费市场供给结

构的变化，也给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新

的挑战。“虽然订单总量不断上涨，但每一

笔‘私人订制’订单都有着不同的细节需

求，这就要求养老企业必须加速向上游延

伸，形成更完整的产业链。”吕斌直言，如果

不具备独立生产的能力，那么合作的线下工

厂能否及时提供相应产品、怎样平衡单笔订

单和批量订单的生产工序及资金投入，都

将会成为摆在养老企业面前的新难题。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实习记者 杨卉

在近日举办的“2019北京银发消
费发展论坛”的圆桌论坛环节，来自日
用品零售、养老驿站、电商、适老化改
造、 老年用品等多个涉老行业企业的
代表共同探讨了各自眼中的北京老年
消费新特点。多家企业负责人表示，目
前， 北京老年消费正逐渐趋向年轻化
及便利化，同时对个性化服务、产品需
求也越来越强烈。针对这一情况，多家
企业表示， 将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与产品，逐步调整供给结构，增加“私
人订制”的相关业务比例。

“候鸟季”开启 旅居养老需求激增
○11月初至今，携程平台飞往三亚、

昆明、 北海等地的机票搜索量同
比增长100%

○前往珠海、佛山的机票预订量同比
增幅超过50%

南京飞三亚
由每天7个航班增至8个

“候鸟老人”热门客源地TOP3：
北京、哈尔滨、沈阳

候鸟航班热门目的地TOP3：
三亚、北海、昆明

北京至三亚航线
由每天11个航班增加到22个

随着老年旅游消费需求大幅攀升，旅居养老（又称“候鸟

式养老”） 这类新产品也在老年人中快速普及。11月26日，北

京商报记者从多家OTA获悉， 近期由于南下过冬老人增加，

11月“避寒类”旅游产品预订增幅明显，其中，在携程上，三

亚、昆明等地预订高峰时段机票搜索量同比上涨高达100%，

而珠海和佛山等作为新兴候鸟式养老目的地， 机票预订量同

比增幅也超过了50%。而且，为满足“候鸟”老人南飞需求，

2019年冬春航季期间，国内各航空公司纷纷新开或加密了飞

往上述热门目的地的航班。不过在业内看来，旅居养老刚刚兴

起，不少目的地中针对老年游客的专业化设施、医疗配套尚不

充足，“旅而不养”难题始终难以攻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