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副总编辑 刘佳 主编 蒋梦惟 美编 贾丛丛 责校 池红云 E-mail： news0518@163.com

16养老产业周刊北京商报2019.12.25

北京老年旅游消费画像：
50%游客人均消费超五千

老年消费需求日新月异，其中，近年来旅游异军突起态势显著，带动了市场格局快

速更新。在日前举办的北京老年旅游工作总结会议上，老年旅游市场调研与发展趋势

研究课题组披露了最新版的《北京老年旅游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据《报告》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北京老年旅游市场呈现出四个特点，即老年群

体人均旅游消费高速增长；近半数的老年消费群体仍然“钟情”旅行社类的线下门店等

消费渠道，候鸟式养老需求快速上涨。不过，《报告》也提出，目前北京老年旅游市场专

业性产品供给尚有不足。业内也认为，供给端应进一步优化产品配置结构，提供更加多

样化和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及旅行路线，促进老年旅游市场发展。

出游次数、花费实现双增长

《报告》提出，北京市老年人具有一定经济能力，

且愿意花费在旅游项目上的额度较高，个人旅游支

出集中在2000-20000元不等。其中，用于旅游消费

的支出在 5000-20000元/年的受访老年人占比高达

54.58%。北京商报记者对比发现，在前一年的《报

告》中，只有三成多受访老年人每年愿意为了旅游

花费5000-10000元。可以看出，近两年，北京市老

年消费者在旅游方面的支出金额增长较快，消费力

不断增强。

具体来说，据资深老年旅游专家、北京财贸职

业学院旅游与艺术学院教授王琦分析称，旅游活

动中老年人比较重视交通、住宿、餐饮这三个环

节，愿意且实际支付最多的费用主要集中在这三

个方面。同时，老年人出游最担心的因素是安全性

和吃住条件。因此，旅行社及相关产业应当在老年

人旅行吃住方面多下功夫，提升老年游客的安全

感和体验感。

消费与需求往往呈现正相关性。中国老龄研究

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表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

展，老年消费群体的旅游意愿和需求也在不断提

升，文化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群体的一种生活方

式。据《报告》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近95%的老年人

有过1次以上的旅游经历，而去年发布的相关数据

中，在参与调查的老年人中，年平均游玩1次以上的

老年群体占比为86.25%，一年的时间增长了近一

成。具体看来，其中，参与问卷调查的老年人出游次

数在1次以上的占比达73%，旅游次数在4次及以上

的达22.57%。

超五成游客仍“钟情”线下渠道

随着老年旅游市场的快速扩容，多样化的信息及

传播渠道也进入了老年消费群体的生活。不过，《报

告》课题组相关负责人却表示，即使当前老年消费群

体在购买旅游产品前会通过线上App等新媒体手段

对旅游产品进行了解和甄选，但最终仍然主要靠线下

门店确定购买意向、实施购买行为。《报告》调查结果

也显示，受访北京老年群体的相关旅游信息主要来源

于线下旅游社，旅游商品也多在线下门店购买。

党俊武表示，老年游客更偏向线下模式，是因为

在与旅行社服务人员进行实际沟通交流中可以直接

获得老年人比较在意的一些旅游行程细节，线下渠道

更让老年人觉得可靠，信任度较高。同时，这也体现出

了北京老年人的消费行为特征，是需要详细了解旅游

产品内容，当面与旅行社服务人员进行对接。

与此同时，多名老年旅游企业负责人也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为迎合老年旅游消费特性，线上门店正

逐步强化通过一对一的“定制”服务来满足老年群体

的消费需求，“这种需求不只是针对个体，还可能是小

型群体，这些老年人需求往往比较明确，具体到出行

目的地、预计观光景区、预计旅行用时、理想的出行方

式，以及期待的服务模式等都希望有专人面对面地进

行介绍和服务”。王琦表示，因此，旅行社及相关服务

产品在对接端需要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以及多样

化的产品供给，在丰富信息供应内容的同时降低信息

获取及掌握难度，从而提高老年游客的线上接受度。

候鸟式养老需求爆发

实际上，除了消费量的快速扩容，北京老年人对

于旅游产品的多样化需求也在不断升温。近年来，旅

居养老（又称“候鸟式养老”）这类新产品在老年人中

快速普及。《报告》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近三成的受访

老年人提出，愿意选择机构进行候鸟式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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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较长一段时间在异地居住避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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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专家分析，候鸟式养老需

求的出现也与老年人愈加灵活且充足的出行时间有

关。《报告》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老年

人表示会视情况而定出游时间，与去年相比，选择半

个月及以上出游时长的受访老年消费群体的比重也

有所增加，这也与实地调研中反映出的旅居市场受到

老年人青睐相吻合。

“虽然目前有很多地区都在规划建设相关项目，

各种形式、规模的康养小镇等纷纷落地，但这些旅游

目的地的建设与老年旅游市场、老年消费群体之间对

接得还不够紧密。”因此，王琦表示，“在建设旅居目的

地的过程中，投资方应更针对老年消费者进行规划，

比如设计更加便捷的路线方案，即包含线路安排、目

的地预订、行程设计等在内的‘一站式’服务，建立完

善的宣传及推广体系，才是未来老年旅游市场应该着

重建设的重点。”王琦称。

党俊武还提出，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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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南

北方城市可以通过建设旅游小镇共享资源信息、“冬

病夏治”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

产品结构待优化

北京老年旅游市场不断扩大，但同时也存在专业

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据《报告》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近

七成老年人都提出，旅游企业应加大力度推出针对老年

人的旅游产品和路线；同时，还有63%的受访老年消费

者表示，市场上还需要发展更多针对老年游客的专业旅

行社。据《报告》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市面上可以搜寻

到的大多数旅游产品，很少有将受众群体直接定位为

老年消费者的。“同时，企业针对老年群体的旅游产品投

入的宣传则更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具有消费需

求的老年人无法对接相应的产品。”该负责人表示。

不过，也有多位专家表示，企业在拓展老年旅游

业务时也需要理性、谨慎看待快速发展的老年消费新

需求。王琦提出，目前老年消费群体旅游的需求的确

扩大了，未来市场也将会越来越大，但扩大的需求到

底是在总量还是在多样化方面，或者是在品质上，都

是企业需要进行细分和考量的重点内容。

同时，党俊武也表示，旅游企业想要“拿下”老年

旅游市场，不能只注重大量堆积上线旅游产品，应该

在配套服务、信息对接等方面加码。党俊武认为，绊住

老年人旅游消费的因素，除了相关旅行产品开发程度

不够以外，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部分，如宠物

照料托管等。对此，党俊武表示，对接旅行社可以尝试

通过产业联动的模式，与家政公司、看护行业等联合

开发相关产品，保证老年群体出行没有后顾之忧。另

外，党俊武还提到，为更好地掌握老年消费群体的细

化旅行需求，供给方可通过调研、考察等方式，将受老

年人欢迎的热门目的地、旅行途中的互动活动、娱乐

项目进行总结，开发相关的路线及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 实习记者 杨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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