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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泰旅游“加载中”

银发族就业求解供需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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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老人线上求职碰壁

“要求65周岁以下”“招聘55岁左右财
务经理岗位退休人员” ……在中国老年人
才网上， 各岗位的招聘年龄被放宽到适合
老年人选择的空间。从岗位信息看，保安、
保洁、停车场管理员、照护师等基础岗位出
现的频率较高。

王叔叔在网站上线之初就投递了简
历，今年58岁的他毕业于清华大学，退休前
在一家外资企业担任项目经理职位。“家里

人比较支持我找工作， 我自己身体也很好，
有精力投入每周5天的工作。”王叔叔表示，
自己期待找到管理岗、 顾问岗及培训导师
岗的工作， 对行业和公司规模没有要求，期
望薪资在5000元之上。

虽然有着高学历和外企工作经验的双
重加持，但王叔叔的“再就业之路”并不顺
畅。“网站上的招聘企业少，和我专业对口的
企业更少。”王叔叔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从去
年8月在网站找工作投简历至今，近半年的
时间基本没有企业联系过自己。

本科学历、 今年57岁的朱阿姨也在找工

作的过程中。与王叔叔不同，她更倾向选择简
单轻松、 强度较低的工作岗位。“服务员、红
娘，这些岗位我都愿意尝试。”朱阿姨说道。但
和王叔叔一样，朱阿姨同样未能求职成功。

招聘老年人的企业少， 对口合适的岗
位更少， 是以朱阿姨和王叔叔为代表的老
年人求职中遇到的困境之一。

对应岗位数量上涨33%

在调查中，北京商报记者也发现，尽管
求职受阻， 但大部分老年人并未展现出急

切心态。和年轻人求职的目标不同，部分老
年人求职的初衷在于充实生活， 实现从上
班到退休的完全过渡。 作为代表人物的王
叔叔和朱阿姨， 就已对接下来的退休生活
做好了规划。“不急着一定要找到工作，找不
到工作就在家喝喝茶、锻炼锻炼身体，有时
间再出去旅旅游。”王叔叔表示。

BOSS直聘岗位分析师单恭分析指出，
退休人员在就业时往往有 3个方面的需
求。“继续养育孩子的经济需求、 继续发
挥职业技能的价值需求和继续追求职业
发展的精神需求。”

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2年， 在该平
台上活跃的55岁以上求职者数量已同比上
涨27%。“退休人员自己的就业意愿很强
烈， 绝大多数用户都是在退休一两年后重
返就业市场。”单恭表示。此外，2022年该平
台岗位描述里明确了“欢迎退休人员”的岗
位也同比上涨33%。

实际上，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度，鼓励
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 实现老有所为已成
为我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在学校、
医院等单位和社区家政服务、 公共场所服
务管理等行业， 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
的模式。鼓励各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
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 职业
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

老年人就业具有多元性

政策之下，为有需求的老年人和匹配工
作间搭起一座桥梁尤为重要。 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
中， 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
人，比2010年增加了2085万人；高中及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占到13.9%。随着老年
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他们能涉足的岗位
也越来越多。

但从目前老年人求职情况来看，不少老
年人了解就业岗位的方式仍以朋友介绍等
线下渠道为主，所做工作也为保洁、门卫等
较为基础的岗位内容。线上端，除中国老年
人才网之外， 大部分主流招聘平台尚未设
置老年人服务专区，但部分岗位标示了“招
聘退休人员”等字样。

北京商报记者在某招聘平台以“退休”
“返聘” 为关键词进行了检索， 除基础岗位
外，还出现了面向老年人招聘的校医、托管
老师、保育员甚至主播等岗位。单恭表示，从
岗位设置情况来看，财务会计、医疗健康、出
版编辑等行业都十分欢迎老年人加入。

“这些行业和岗位所要求的技能、 规则
都已经非常稳定，唯一的变量就是岗位熟练
度，因此部分招聘者甚至愿意以更高的薪酬
吸引退休人才。”单恭说道。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看来，
老年人就业具有多元性，具备专业技能的老
年人通常就业意愿相对较高，如医生、教师
等职业。“让老年人就业保持供需平衡，提升
他们的社会参与度很重要。”陆杰华表示，除
了要注重技能和岗位上的平衡外，还应考虑
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变化。“提高老
年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素养，也是为他们的就
业赋能。此外，用人单位也要提供更多机会，
让就业和供需匹配起来。”

北京商报记者 赵博宇

随着老年人就业等相关话题频繁登上热搜，低龄老年群体的求职需求正逐步被外界看到。2月22日，北京商报记者调

查发现，目前大部分招聘平台基本尚未面向老年人开辟专区，老年人在求职过程中仍以线下、朋友介绍等方式为主要渠道。

去年8月，面向老年人开展招聘的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在该平台上，北京商报记者与几位正在找工作的老年人展开

了对话，这些老年人的年龄普遍集中在55-65岁之间，其中不乏本科甚至研究生等高学历。但这些高学历老人在求职过程

中屡屡碰壁，甚至遭遇无企业问津的情况。有老人表示，自己的职业选择十分受限，仅有保洁、保安这样的基础岗位可选择。

那么在基础岗位外，老年人再就业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

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

比2010年增加了2085万人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占到13.9%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46.7%的老年人重返就业市场为寻求个人和社会价值

19%的求职者希望发挥一技之长，继续追求职业发展

34.3%的求职者通过再就业补贴家用、增加收入来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

据前程无忧《2022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显示

700万人次的新预期

今年1月起，入境泰国的中国旅客有显著
增加。“今年1月1日至2月中旬，共有18万的中
国游客入境泰国。 我们也期望更多的中国游
客前往泰国。”育塔萨谈道。

谈及泰国对2023年游客量的预期， 育塔
萨提供了一个数据， 泰国国家旅游局原本预
估今年将有2000万外国游客前往泰国。“当中
国政府宣布恢复出入境政策后， 泰旅局上调
了预期标准， 增加500万-700万赴泰旅游人
次预期，而这部分游客预计将来自中国。”

育塔萨还进一步谈道，“由于航空运力不
足，目前这一预期较为保守，预计年内航空运
力可以恢复至疫情前的80%”。

谈及当前中国公民赴泰旅游签证的办
理，育塔萨还表示，过去最高可接受2万本的
签证申请， 目前每天可以接受不低于8000本
的签证申请， 泰王国驻华使领馆正在为增加
签证申请量而做准备。

疫情前， 中国市场对于泰国是非常重要
的市场之一。 据了解，2019年， 一共有超过
1100万的中国游客前往泰国。受疫情影响，多
数中国公民非必要不出国。 因此，2022年，赴
泰中国游客的数量减至了20万人次。“不过，
今年我们迎来了多个好消息。”育塔萨表示。

育塔萨提到的“好消息”，指的是今年1月
8日起， 中国取消入境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
取消“五个一”及客座率限制等国际客运航
班数量管控措施等政策正式生效。此外，2月6
日起， 中国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
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
和“机票+酒店”业务，其中包括泰国、马尔代
夫等20个国家。

资源紧张地接价高

作为首批恢复试点经营出境团队游业务
的国家之一， 泰国也成为了多个旅行社企业

首发团的目的地。
据了解，目前包括中青旅遨游网、春秋旅

游等多个旅行社均组织了赴泰旅游团。此外，
神舟国旅推出了“曼谷·芭提雅·沙美5晚6天”
等多个泰国出境团队产品。

一位首发团的游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相较于疫情前， 此次团队游更加注重深入体
验，此外，在防疫安全、旅行服务方面也更加
细致。

不过，也有游客提到，泰国出境价格较疫
情前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对此，多家旅行社
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主要是受国际航空运力、 地接社恢复情况等
因素影响， 当前泰国等东南亚出境产品价格
仍然高于2019年。

“疫情前，泰国主要作为中国出境团队游
游客的入门目的地。 因此旅行社会打出低价
以吸引游客， 一般价格在3000-5000元左右
就有品质较好的产品。” 神舟国旅门市公司总

经理助理杨红谈道，“但由于目前许多地接导
游没有复工， 当地的许多酒店也处在慢慢恢
复的态势之中，人力成本较高。且疫情改变了
许多游客的出行需求， 目前我们推出的产品
以小包团、特色旅游路线为主，价格也较疫情
前有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此外，由于出境游刚刚恢复，中国游客
在海外还面临与欧美客人抢地接资源等情
况，也间接推高了当地地接商的价格。”有业
内人士还表示。

“不过随着国际航班的加密以及旅游链
条的重建， 泰国团队游产品价格也将产生回
落。”杨红进一步谈道。

近日多家航司加密赴泰航线。此前，海航
海口-曼谷直飞航线正式启航。截至2月20日，
海航已恢复、新开两条泰国直飞航线。此外，
北京商报记者还从携程App查询到， 近段时
间泰国直飞航线机票价格有了显著下降，以
北京-曼谷航线为例，海航HU7995航班3月2

日机票价格为4128元， 较2月27日的5378元
下降了约23.24%。

品质旅游成长期战略

谈及未来赴泰旅游变化时， 育塔萨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 我们会提升泰国
旅游的品质、体验、数量。以前游客前往泰国
旅游时，大家会去选择曼谷、清迈等这些旅游
目的地， 接下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不
一样的体验，比方说体验给大象洗澡，再比如
一些深入泰国本地社区的体验， 为此泰国已
经准备好200多个本土社区体验，让中国游客
体验”。

为促进、 鼓励更多中国游客前往泰国体
验高品质旅游产品， 泰国国家旅游局还与中
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签署旅游领域
合作意向书。

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海粟进一步谈到， 品质旅游将会成为未来
的长期战略。“疫情之后， 消费者的消费趋势
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将为旅游消费者提供更
具深度的交互式沉浸体验。 让中国游客更加
深入泰国社区的同时，进一步规避‘不合理低
价游’和‘零负团费’的出现，防止消费陷阱的
出现。”

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谷
慧敏谈道：“经过三年疫情， 游客对于旅游品
质的要求进一步提升， 此时泰国提出品质化
旅游， 有助于提升泰国在中国游客心中的口
碑与形象。此外，由于目前许多旅游链条还未
完全建立，此时提出品质化旅游，对于地接社
接待，其他链条的发展也有好处。”

在雷海粟来看，2023年的出境旅游市场
将呈现长期向好， 短期则处于缓慢爬升的态
势。随着航空运力的逐渐恢复，赴泰出境旅游
市场将会呈现曲线上升的趋势。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张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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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游客出境游最热的目

的地之一。在中国出境游市场重启之后，泰国也在

瞄准中国市场发力，疫情过后能恢复几成，又有多

少中国游客再次游览泰国备受业界关注。2月22日，

在泰国国家旅游局与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

公司的签约仪式上，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塔萨表

示，预计2023年中国赴泰旅客将达到500万-700万

人次。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正在全面回暖中，但“停

摆”三年后，地接供应资源紧张、品质有待提升等也

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出境游完全恢复，还尚需

些许时日。

赴泰中国游客数量减至20万人次

预计中国赴泰旅客将达到500万-7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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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1100万的中国游客前往泰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