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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年旅游者是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阐述了老年旅游市场开发的意义和必要性, 分

析了上海老年人出游的条件和旅游行为特征,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上海老年旅游市场的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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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der tourist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ourism market. After stressing the significances and

necessaries of developing the market ,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ravel conditions and their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in Shanghai, which is the base of discussing the strategies of developing this

aspect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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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引言
按国际通行标准, 一个国家或地区 60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10% , 或 65岁以上人口达到

总人口 7%时, 这个国家或地区即进入了老龄化。当今世界, 全球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 西方许

多国家早已进入了老龄化阶段, 而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到 2000年, 人口普查

显示, 我国总人口 12�43亿, 60岁以上的人口 1�3 亿, 占总人口比例 10�45% , 中国正式进入了
老龄化社会

[1]
。人口老龄化将使相应的社会福利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 2]
。推动 � 老年经济� 的发

展,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是当代社会必然面对的重要议题。

在此情况下, 发展老年旅游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加强老年旅游市场的研究和开发, 对于旅

游目的地市场开拓, 繁荣 �老年经济� 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丰富老年人生活, 保持老年人身

心健康, 创造 �老有所乐� 的社会环境, 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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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市老年人出游条件分析

1�老龄化程度高, 老年人基数很大
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之一。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2000年上海市 60岁

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为 243�3万人, 占户籍人口总量的 18�41%; 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
提高, 未来 50年上海进入老年人口的总量将呈高速增长的态势。以户籍人口为例, 据预测将从

2001年的 248�06万人增长至 2042年最高峰时的527�45万人 (见图1) , 增幅高达112�68% [ 3]
。所

以上海老年旅游市场空间巨大, 大有潜力可挖, 发展上海老年旅游也将成为旅游业的必然趋势。

图 1 � 2000~ 2050 年上海市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变动预测

2�具有稳定的、较丰裕的可支配收入
上海经济已达中等发达国家标准, 人民生活水平位于全国前列, 老龄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也在

不断增加, 具备较好的经济条件。一般老人有固定的退休金, 儿女多已参加工作, 经常定期给予

老人一定的经济补贴。随着上海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 老年人收入呈现逐步增加趋势,

推动老年人旅游消费正由节俭型向小康型转变。另外许多子女会直接购买旅游产品, 作为礼物赠

送给父母, 在精神和物质双方面, 鼓励和推动老人外出旅游。

3�宽裕的闲暇时间
老年人在时间上是占绝对优势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绝大部分已退休在家, 拥有足够

的闲暇时间, 可以从容安排外出旅游。日常宽裕的闲暇时间也为老年人开展游憩活动提供便利。

据抽样调查, 上海老年人自愿地用于身心享受和个人发展的余暇时间量占全部时间的 21%
[ 4]
。

4�旅游动机明显, 具有强烈的旅游需求
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国际性城市,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比较开放。随着社会消费

层次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 老人消费观念也在更新, 他们开始注重自我的生活品质和精神世界的

充实。想去游览祖国的风景名胜, 想去领略异地的风俗民情或探亲寻根, 以化解老年生活的孤

寂, 增加与社会的接触和交流, 弥补心理上的失落感。据统计, 上海 70%老年人有出游计划,

半数以上每年都有出游计划, 其中部分老年人有出境打算
[ 5]
。

5�上海的区位优势
上海是全国海、陆、空交通枢纽, 又是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 交通和通讯非常

发达。对于上海老年人来说, 出游在交通上不存在任何的障碍。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境游, 交通

十分的快捷。上海处在旅游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区域旅游业发展联动和区域合作密切, 正在

实现 �无障碍旅游�, 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同时, 该区旅游资源丰富。与上海邻近的苏州、无

锡、常州、南京及杭州均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有较多适合老年人的著名景点。对于老年人邻近

的短途旅游既不会过于劳累, 又可以领略旅游精品, 加上这些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 对老年旅游

市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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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老年人旅游行为特征分析

为掌握上海老年人旅游行为特征, 我们在上海部分居民小区对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共投

放问卷300份, 问卷全部收回,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并结合有关文献, 总结出上海老年人的旅游

行为特征。

1�总体出游频率高, 但呈现两极分化现象, 出游时间长短适中
受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的影响, 老年人的出游频度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 身体和经济状况较

好的老年人, 出游频度高; 反之, 则低
[ 6]
。据调查, 上海市 62�6%的老人出游一年一次以上 (含

一次) , 属于所有人群中出游频率比较高的, 但另有37�4%的老人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出游一次。
老年人一般不适合 �疲劳战�, 出游时间长短适中。从出游的时间长短来看, 1~ 2 天占

19�9%; 3~ 5天左右的占71% ; 超出一周的占 9�1%。时间太短不能尽兴, 时间太长身体又会无
法承受。所以, 3~ 5天的时间对老年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2�出游的目的以游览观光为主
总的来说, 老年人消费观念仍然相对保守

[ 7]
。上海的老年人虽比较时尚, 新奇的东西对他们

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接受新奇的东西并且参与其中还有一个过程。所以上海老年人出游目的多数

以游览观光、健身疗养为主, 具有 �传统旅游� 的特征 (见图 2)。在整个旅程中以纯旅游活动

为主, 购物活动少。

图 2� 上海市老年人的出游目的

3�出游花费特征
我国老年人大多有勤俭节约的习惯, 上海市老年人也不例外, 在外出旅游时十分注重物有所

值, 不太追求单纯的奢侈与豪华。上海市老年人出游花费多在 1000元左右, 消费在 3000元以下

的占 82�7% (图 3)。这表明虽然上海老年人的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收入稳定, 但老年人

预算用于旅游的收入在社会上仍处于较低层次。而且老年人旅游主要是私人消费, 从调查结果

看, 有 68�1%的老人旅游费用是由自己支付的, 11�5%的老年人的出游花费是由子女支付, 只有
20�4%的由单位支付, 这也制约了老年人的旅游消费水平。

图 3 � 上海市老年人出游花费

4�出游方式
对旅游目的地选择性很强, 对出游活动安排比较慎重, 会通过各种媒介对旅游目的地情况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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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详尽的了解, 并力求提前安排好旅程中的每个环节。在出游方式上, 18�5%老年人选择结伴
出游, 23�1%的选择单位组织, 58�4%的老人会选择加入旅游团出游, 并且与家人一道出游的占
61�5%, 这表明老年人出游安全、稳妥、有保障的要求很高, 有组织的出游是老年人的首选。

图 4� 上海市老年人出游交通的选择

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 上海市老年人出行仍以汽车、

火车为主, 两者占了 74�9% , 飞机、轮船占的比例相对
较小 (图 4)。这符合国内旅游的行为规律: 短途旅游一

般选择汽车; 中程、远程的一般选择火车; 经济条件好的

远程也会选择飞机; 只有在有水运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选择轮船。从交通工具的选择上, 可以看出, 上海市老年

人出游以中短程为主, 符合吴必虎提出的中国城市居民旅

游目的地选择的距离衰减规律
[ 8]
。

5�追求返朴归真的自然环境, 注重产品的文化内涵
大上海的拥挤、嘈杂、快节奏让老年人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 他们希望远离鳞次栉

比的高楼, 远离拥挤的人群和阻塞的交通, 向往富于浓郁田野气息, 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 希望

呼吸纯净的空气, 拥抱自然, 与自然交流。上海老年人文化素质较高, 他们也希望 �老有所学�,
看重景点的文化知识, 爱听导游讲解, 旅游行程中也喜欢讨论和研究他们感兴趣的民风民俗。

四、上海老年旅游市场的开发策略

1�做好老年旅游市场细分, 开发富有老年特色的旅游产品
根据上海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收入、文化水平、兴趣爱好等自然和人文特征对老年市场进行

细分, 结合细分市场的特点, 开发富有老年特色的旅游产品
[ 9]
。较好的卖点如: 观光旅游, 祖国

的大好河山、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 对老年人都有强大的吸引力, 许多老年人都有在有生之年踏

遍祖国河山的愿望;

生态疗养游, 老年人要求到远离城市高楼、贴近自然的地方疗养的愿望日益突出, 上海的一

些旅行社与桂林、苏州、无锡等地老年服务机构及医院合作, 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

组团去山水风光怡人, 且设施完备, 有利于疗养的地方, 让老年人深切体会 �远离尘嚣� 的疗养
感受, 大受欢迎;

体育锻炼游, 对于身体好、爱运动的老年人, 根据他们的体育偏好, 奔赴旅游地, 在玩中锻

炼, 在运动中放松身心;

游船观光游, 利用上海 �江尾海头� 的独有水运优势, 开发游船观光产品。目前上海旅游专

船异军突起, 上海老年对外交流中心与四川省轮船公司联袂合作, 主打上海 � 重庆的长江沿线

游, 沿途可游览众多景点, 航行途中还在船上为老年人安排各种娱乐活动。这种跨省市一线多

游、食宿在船上收费低廉、迎合老年人游兴和节奏的旅游时尚, 在沪上老年人群中引起强烈的反

响, 是一个值得开发和完善的产品
[ 10]
。

2�组成旅行社联合体, 优势互补, 联网收客, 产生规模效应, 降低成本
老年市场对价格敏感, 对服务要求高。我国目前的旅游市场, 旅行社数量多、规模小, 价格

恶性竞争盛行, 从而导致旅游产品质量下降、顾客投诉增多等一系列问题。旅行社实行联合, 在

优势互补的情况下, 不仅可以更好地开发产品而且联网收客扩大了客源面, 同时联合起来面对供

应方, 主动出击, 与景点、交通、住宿、用餐等业务单位达成协议, 降低成本, 这样才能实现扩

大规模、保证质量、赢得效益。目前上海已经有数家旅行社成立了一个 �上海老年旅游联合体�,
相信 �银发游� 将成为旅游市场一个独立的分支。

3�采用灵活的促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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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老年期是心理成熟期, 淡化了青年时的随意与冲动, 表现为一种理性的预期
[ 11]
。他

们见多识广, 阅历丰富, 多为理智型成熟型的购买者, 所以促销要适度, 实事求是, 坚持诚信原

则, 以平实取胜。老年人对价格都较为敏感, 做到合理定价, 对中低端老年市场做宣传促销时,

特别需要降低直观价格, 让老年人首先从心理上愿意关注旅游产品。老年人好群聚、喜热闹, 且

易受相关群体的影响, �口碑� 的作用十分明显[ 12]
, 因此, 促销中要强调人员推销, 强调对每位

客人的优质服务, 强调把优质服务贯穿于整个旅游行程中。注意宣传角度和宣传的有效性, 旅行

社应选择有利的时机和地点, 比如在双休日、节日、清晨等时间在老年人集中晨练地、居民区、

老年活动中心或俱乐部等地点开展老年旅游咨询活动, 以传播相关信息。对老年旅游市场的促销

还要注意与当地老年组织, 如老年人服务中心、老年大学、老年报社、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和退管

会等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 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 这样可以积极有效地扩大促销的影响面和影

响力
[ 13]
。

4�提供完善优质的服务

图 5 � 上海市老年人出游最担心的问题

老年团队因其特殊性, 服务要求专业化。根据老年

人的体质和他们在旅游过程中所最担心的问题, 提供给

老年人的服务尤以安全和医疗保健为重中之重 (图 5)。

所以老年团队的领队和导游应经过专门培训, 具有一定

的老年医疗保险方面的知识才可以上岗。特殊团队或重

点团队可以从医院等医疗机构聘请专业医护人员随团。

在行程上也应为老年人考虑周全, 要与老年人的身

体状况相适应, 应尽量放慢节奏, 以休闲、舒缓为主。

在食、住、行方面需细心安排。饮食上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 做到饭菜清淡、松软、易消化, 符

合健康饮食。住宿要强调安静、整洁,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午休, 途中若有必要也可以安排短

时间的休息。这样让老人休息好, 调整好身体机能, 以便顺利进入下一个旅程。行程中尽量以车

代步, 减少他们的劳累。在导游讲解上尽量满足老年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还可以安排一些参与

性强的活动。

5�结语
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关注、关心老年人,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是全社会的责任。老

年旅游在促进旅游经济繁荣、丰富老年人生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上海市是我国较早进入老龄化

社会的城市, 分析上海老年人的出游条件、旅游行为特征, 并制定相关的市场开发策略, 对提高

上海老年旅游市场的地位、满足上海老年人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 具有重要意义, 也对国内其他

城市老年旅游市场的开发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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