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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老年旅游需求的供给侧创新问题研究
———以上海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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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老年旅游需求服务迅速增加。但与此同时，老年旅游

服务却不能满足老年旅游市场快速增长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供、给不平衡问题，本文聚焦老年旅

游供给侧创新，提出老年旅游供给侧创新发展的路径：一是构建老年旅游供给侧联动服务系统，二

是针对性开发老年旅游产品，三是降低老年旅游成本，完善保障系统，四是注重老年旅游者的情感

收获，形成全民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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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６年，我国６０周岁及以上人口为２．３亿，占

总人口的１６．７％。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预测，２０２５

年我国的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３亿，２０５０年将超过

４亿。２０１６年，我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共出游８．２４

亿人次，占全国旅游总人数的２０％以上，且这一群

体的出游意愿较平均水平更为强烈。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伴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

及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老年人的生活观念也在发

生转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旅游作为丰富晚年

生活的主要方式。老年旅游市场潜力巨大，将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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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旅游业的主力军。老年旅游需求快速增长的同

时，我国老年旅游的相关配套服务却跟不上，在基础

设施、景区规划、旅游产品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造成老年旅游“需求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的状况。

老年旅游需求正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如何整合

老年旅游供给侧、满足老年人旅游需求，已经成为当

前老年旅游的重要议题。

老龄化的社会现实使得老年旅游近年来受到学

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外对老年旅游行为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生理特征、环境因素及朋友的影响三个

方面，Ｍａｙｏ＆Ｊａｒｖｉｓ（１９８１）将影响旅游者旅游决策

的因素分为来自内在的心理因素和来自外在的社会

因素两个方面［１］。Ｓｈ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１）认为，男性老年

旅游者较女性老年旅游者有更高的消费能力，且外出

旅游较多［２］。Ｄａｎｎ＆ＧｒａｈａｍＭ．Ｓ．（２００１）指出，老

年人的收入是老年旅游的主要影响因子，决定了老年

人是否出游及出游方式、消费水平等［３］。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１９７９）指出，老年人选择旅游目的地，主要影响因素

是收入水平、旅游时间、旅游阅历［４］。ＪｏｓＰＨＤ ＆

Ｔｅａｆ（１９８５）认为，朋友的推荐会让老年人更容易信任

旅游产品并购买，而且旅游满意度也更高［５］。

国内对老年旅游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

年旅游市场产品的客观方面，包括老年旅游市场的

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老年旅游产品的开发、老年旅

游决策、旅游偏好等内容。王家骏（１９９７）通过分析

旅游目的地选择机会理论，发现旅游者的旅游预期、

旅游偏好和目的地形象评价三个方面对旅游目的地

决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６］。章杰宽（２０１１）将影响

老年旅游消费的因素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其

中内部因素主要指老年人的自身条件，如旅游动机、

身体状况、个人收入和身体状况，外部因素主要指老

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旅游环境［７］。

纵观国内外老年旅游的相关研究，更多是从老年

旅游者的角度出发，而对影响老年旅游满意度的因

素，以及如何整合老年旅游供给侧，从而解决老年旅游

需求和供给不平衡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１　当前影响老年旅游满意度的主要因

素调查分析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生产总值（ＧＤＰ）为２７４６６．１５

亿元，继续排在全国首位。截至２０１６年底，上海６０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到４５７．７９万人，占户籍

总人口的３１．６％，８０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为７９．６６

万人，占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１７．４％，占总人口的

５．５％。预计到２０１８年，这一数字将突破５００万。为

了探究影响老年人旅游的因素及其重要性，本文基于

主成分分析法对上海地区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对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目前老

年旅游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针对性的发展路径和

建议，这对我国推进老年旅游产业有一定启示，可最

终促进我国老年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１．１　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为上海市年龄大于６０周岁的居

民。因此，在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处理中，凡是年龄在

６０岁以下的居民所填写的问卷，均视为无效问卷。

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

家庭各成员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

作状况、收入状况、健康状况及在过去的两年里有无

外出旅游经历；第二部分为老年旅游者对旅游感受

的评价，本部分问题采用李克特５级量表为每个因

素打分，从非常重要到非常不重要共５个层次。其

中，１表示完全不同意，２表示不同意，３表示一般，４

表示比较同意，５表示完全同意。

１．２　数据统计与处理

１．２．１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

的方式，大多数采用调查人员读问卷、被调
"

对象听

答问卷的形式，对于部分调
"

对象理解有困难的问

题，采取由调查人员进行解释，帮助他们完成问卷填

写的方法。实验中，随机向老年旅游者发放问卷

１０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７１６份，占７１．６０％。具体情

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被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统计（犖＝７１６）

项目 样本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３０３ ４２．３

　女 ４１３ ５７．７

年龄

　６０～６５周岁 ３６７ ５１．３

　６６～７５周岁 ２３２ ３２．４

　７６周岁及以上 １１７ １６．３

身体状况

　很好 ２８８ ４０．２

　一般 ３５７ ４９．８

　较差 ７１ １０．０

月收入情况

　３０００元以下 １２４ １７．３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３４９ ４８．８

　５０００元以上 ２４３ ３３．９

１．２．２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利用降维处

理的思想，把原来多个变量划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

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影响老年旅游满意度的因素

是多方面的，本文选取产品与服务、情感收获、人际

关系和旅游成本四个方面共计１４项作为自变量，并

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分析这些因素对老年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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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首先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软件计算了老年旅游满意度影响因素测量变量

的平均值及标准差，计算结果见表２。

表２　老年旅游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具体评价指标 均值 标准差

产品与服务 行程安排合理犡１ ４．０７ ０．７６２

交通工具舒适犡２ ３．９８ １．０３３

旅游景点吸引力犡３ ４．１１ １．３５８

基础设施完善犡４ ４．０３ ０．７４４

服务人员服务到位犡５ ３．７４ ０．７６３

情感收获 心情更加愉悦犡６ ４．２３ ０．６９５

增长了见识犡７ ３．３５ １．３８８

受到了尊重犡８ ３．４１ １．１４３

周围人对我的看法发生了

改变犡９
３．０１ １．３７７

人际关系提升 给他人留下好印象犡１０ ２．９３ １．３２４

结交了朋友犡１１ ２．６５ ０．９８１

费用支出合理犡１２ ４．３４ ０．５１４

旅游成本 精力支出合理犡１３ ３．８３ ０．８７１

旅游过程安全犡１４ ４．５６ ０．４４２

如表２所示，由计算结果看，１４个测量变量的

平均值为２．６５～４．５６，标准差为０．４４２～１．３８８。由

于本研究所采取的是里克特五级量表，可以认为平

均分值较高，标准差不大，分值的离散程度不高因

此。在老年旅游满意度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析中，

老年旅游者认为“旅游过程安全”最重要，均值为

４．５６；其次是“费用支出合理”，均值是４．３４；第三是

“心情更加愉悦”，均值为４．２３。

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的使用原则，因子分析前

本文对老年旅游影响因素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

进行统计检验。本文采用的检验方法是ＫＭＯ检验

和Ｂａｒｔｌｅｅｔ检验。一般认为，ＫＭＯ值越接近１，表

明采用现有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ＫＭＯ

值大于０．９时效果最佳，ＫＭＯ值在０．７以上则可

以接受，而ＫＭＯ值在０．５以下不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研究中，ＫＭＯ的值为０．７１２，大于推荐值０．７，表

明变量可用于因子分析。Ｂａｒｔｌｅｅｔ检验中，近似卡

方值为７７２．３２１，自由度为４６，显著性概率Ｓｉｇ＜

０．００１，可认为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除此之外，一

般认为在对公因子各项目数据内部一致性进行的克

朗巴哈信度分析中，克朗巴哈系数大于０．７时可靠

性较高。本研究中，产品与服务、情感收获、人际关

系提升及旅游成本四项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

０．７３５、０．７１２、０．７５２和０．７３９，均大于０．７，表明调查

数据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信度。

按照特征根大于１的要求，本文利用主成分萃

取法将１４个变量提取成４个公因子。为了提高因

子分析的效果，本文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对

公因子进行旋转，并根据旋转成分矩阵得出因子负

荷。根据“变量指标在所有的公因子中负荷量不得低

于０．４”的标准，将“周围人对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删

除。４个公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为７７．８３％，１３个变量

中有１２个变量的因子负荷值都大于０．５，各变量的公

因子方差比为０．５０４～０．８１４，表明各变量的信息分别

被公因子提取出的比例较高，各变量能被公因子说明

的程度高。具体情况如表３所示。

表３　老年旅游满意度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项目
因子

负荷

公因子

方差比
特征根 贡献率

公因子１：产品与服务因子 ４．２３５ ３５．４３

　行程安排合理犡１ ０．７１１ ０．７０５

　交通工具舒适犡２ ０．６５８ ０．６３３

　旅游景点吸引力犡３ ０．８６２ ０．８０７

　基础设施完善犡４ ０．５４３ ０．５０４

　服务人员服务到位犡５ ０．７７４ ０．７２３

公因子２：情感收获因子 １．３９８ １３．８２

　心情更加愉悦犡６ ０．８４３ ０．８０９

　增长了见识犡７ ０．５８５ ０．５３８

　受到了尊重犡８ ０．５３４ ０．５１１

公因子３：人际关系提升因子 １．１４５ ９．９３

　给他人留下好印象犡１０ ０．４８３ ０．４７４

　结交了朋友犡１１ ０．６５０ ０．６１８

公因子４：旅游成本因子 ２．２５４ １８．６６

　费用支出合理犡１２ ０．６８３ ０．６６７

　精力支出合理犡１３ ０．５６２ ０．５４１

　旅游过程安全犡１４ ０．８３４ ０．８１４

累计贡献率／％ ７７．８３

实证结果表明，老年人对旅游产品与服务、旅游

成本及旅游过程中的情感收获三个方面关注程度均

比较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当前老年旅游供给

侧存在的关键问题：一是缺乏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

在产品与服务因子中，旅游景点吸引力和服务人员服

务的因子负荷较高，老年人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期望

与市场所提供的有一定差距；二是旅游成本过高、保

障力度不够，在旅游成本因子中，旅游过程中的安全

是老年人最关注的方面；三是未能充分考虑老年旅游

的社会效益，政府、旅游企业目前还更加注重老年旅

游的经济价值，尚未从老年人的情感收获出发，让老

年旅游成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从而让老年

人通过旅游感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２　聚焦于老年旅游需求的供给侧创新

路径与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发现，旅游产品与服务、旅游成本及

旅游过程中的情感收获三个方面是影响老年旅游者

旅游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老年旅游市场还存在缺乏

有针的对性旅游产品、旅游成本过高、保障力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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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未能充分考虑老年旅游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关

键问题。未来随着老年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老年

旅游市场将会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发展。为

了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老年旅游市场的发

展，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应该围绕影响老年旅游的

主要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老年旅游事业的发展。

结合现有研究结论，本文针对目前老年旅游行业发

展存在的问题，从老年旅游供给侧创新的角度提出

对应的发展路径，希望能够对老年旅游的发展提供

一定参考和借鉴。

第一，构建老年旅游供给侧联动服务系统。旅

游业的发展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稳定的社会环

境和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人们对自然资源和人文

资源强烈的保护意识，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协

调发展，共同努力。在国家将旅游产业定位为国民

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的背景下，各级政府需要把

握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制定各个层面的老年旅游

供给侧创新发展战略，还要制定并实施引导老年旅

游企业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

进行政策扶持。通过制定和实施激励政策，为老年

旅游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规范市场，通

过制定法律法规，形成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联

动发展，通过建立相关的区域合作机制，形成区域联

动发展态势；通过政府公共服务宣传平台，对国家形

象和城市形象进行宣传，扩大社会对老年旅游发展

进程的关注和支持。

旅游行业协会作为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行业特

点明显，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加强行业协会的建设，

发挥其协调功能、信息功能、沟通功能，可以为老年

旅游发展发挥其独有的作用，包括制定新的行业规

范、行业标准，以老年旅游行业服务的标准化、规范

化提高行业服务质量，在倡导服务特色的同时，不断

提高标准化服务水平。此外，旅游行业协会还能够

发挥旅游企业和政府间的纽带作用。一方面，及时

准确地掌握旅游企业开展老年旅游过程中的重点、

难点及瓶颈问题，积极向政府主管部门献言荐策，为

旅游企业排忧解难。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应及时向

旅游企业传达政府有关老年旅游创新发展的新政策

和新举措，使旅游企业能够迅速落实，充分发挥新政

策和新举措的效用。

企业是旅游业的“细胞”，老年旅游供给侧创新

过程的研究开发、投入和执行只能由企业来完成。

企业应把握老年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特点，与时俱

进，不断丰富产品文化内涵，增加产品制造过程中的

技术含量，推出有企业特色的品牌产品。在市场推

广方面，要运用新思路、新渠道，结合线上、线下等多

种营销手段，进行有效的市场推广，以品牌引导消费

的需求。同时，在开展老年旅游时，要具有风险管理

意识，必须重视创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进行投入与

产出的风险测评，将创新风险保持在可控范围。此

外，还需建设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建立要从企业负

责人开始，实行由上而下的推动。通过企业文化的建

设，使企业全体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树立一致的

服务理念，形成一致的高效行为，营造浓厚的服务氛

围。企业应通过管理模式的优化和组织变革，充分发

挥各层管理职能部门人员的潜能，为老年旅游活动形

成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值得指出的是，企业间要重视

协作与战略联盟。协同发展是开展老年旅游的有效

形式，要打破企业各自为政、沟通不畅、注重竞争而忽

视合作的局面，形成协同发展、利益共享的新态势。

第二，有针对性地开发老年旅游产品。老年旅游

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关注程度

与其他旅游群体不同，有着特殊的动机和需求，不能

简单地用其他旅游人群的标准来开发老年旅游产品。

有针对性地开发老年旅游产品具体可以围绕以下几个

方面开展。

一是建立现代信息服务系统。目前，老年旅游

需求呈个性化、散客化。在“互联网＋”时代，必须重

视旅游与信息通信产业的融合发展，老年旅游供给

侧必须以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引领创新发展活动。

以引导与满足旅游消费个性化需求为宗旨，以需求

与供给信息为纽带，促进游、购、娱、吃、住、行等旅游

要素供应的整合，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存储、网络传输

与智能应用技术，打造具有能够为老年旅游者提供

全方位、多层次、点对点的旅游个性化服务体系及网

络平台、网络通道和个人终端，构建并形成有中国特

色的老年旅游业服务新体系和新业态，为释放老年

旅游服务能力、培育新业态发挥建设性作用。

二是发展文化旅游。我国悠久的历史所积淀的

中华文明为文化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

础。人文旅游资源具有极大的挖掘和创新开发空

间，而自然资源则是以保护为主。文化精品具有寓

教于乐的功能，有利于老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

生观、世界观，增加正能量。我国多民族在漫长历史

进程中所形成的丰富的文化积淀，各地富有特色的

民风、民俗、餐饮等文化的展现，有利于解决当前普

遍存在的老年旅游产品同质化、低水平竞争等问题。

满足老年旅游者新奇特的旅游心理需求的同时，通

过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丰富与高水平全方位的服

务，带给老年旅游者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愉悦体验和

运动，为老年旅游者提供在旅游活动中获取科学文

化知识、提高科学文化素养的机会。

三是发展老年医疗旅游。医疗旅游是将旅游和

健康服务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老年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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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结合医生的建议，选

择合适的游览区，在旅游的同时进行有效的健康管

理。老年医疗旅游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

面以治疗为目的，如外科手术旅游、保健与温泉旅

游、牙齿（护理）旅游等；另一方面以养生、康体、休

闲为目的，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适度科学开发温

泉、森林、山岳、草原等自然资源，以丰富的旅游资源

和怡人的旅游环境发展老年休闲、养生旅游。老年

旅游不仅仅局限于动态型的外出游玩，还可以根据

时令和自然资源的不同，建立老年医疗旅游基地，推

出静态型的时段性老年医疗旅游产品。

四是发展老年体育旅游。体育旅游是旅游与体

育融合的新型旅游方式。我国拥有丰富的传统体育

文化资源，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更是博大

精深，武术门类极多，既能强身健体，又能自我防卫，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进行合

理、科学的开发，将有效提升老年体育旅游的吸引

力，特别是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旅游产品在设计

时要让老年人在旅游的同时进行康复保健、锻炼身

体，以武术、健身气功等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为内在契

合点，形成老年体育旅游的系列品牌产品体系。充

分利用大型赛事、体育热闻的带动效应，打造老年体

育旅游产品的精品，建立品牌，发挥品牌溢价。这既

是对发展我国旅游和体育产业的有力推动，也是立

足中国、面向世界，提升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降低老年旅游成本，完善保障系统。本研

究发现，老年人对旅游产品的价格是比较敏感的。

而且，旅游业本身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发展老年旅

游，更需要大量资金。景区的观光缆车，专门的老年

列车、专列，针对老年旅游者的酒店和饭店，强大的

医疗团队和在线医疗设备等基础设施都需要大量的

资本。国家应采取混合所有制、税收优惠及市场融

资、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形式，保障老年旅游发展相

关企业的技术研发与运营具有充足活力及金融资本

的支持。首先，各级政府在财务规划上，应该不计回

报地给出老年旅游的专项预算，保证老年旅游开发

的持续进行。同时，减免老年旅游企业的税收，降低

其前期的投入成本，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提供政策性

的优惠贷款等。其次，由政府出头建立相关的老年

旅游基金，引导市场资本注入老年旅游市场，这样既

能推动老年旅游的发展，又可以增加市场资本的流

通，投资人也可以从中获利。然后，建立老年旅游医

疗系统，为老年旅游配备专业的随团医生和先进的

在线医疗设备，以应对突发状况。最后，还要建立老

年旅游保险制度，解除老年旅游者担心出游时出现

意外无法得到保障的后顾之忧。

第四，注重老年旅游者的情感收获，形成全民敬

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实现老年旅游生态、社会、经

济效益的全面提升，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要

改变管理观念，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群体，特别是政

府旅游管理职能部门的人员，要通过深入学习思考，

充分把握老年旅游供给侧创新特点及其对社会进步

的巨大作用，转变只注重经济效益的观念，认识到老

年旅游的创新发展，不但能够获取通常旅游经济带

来的效益，还存在潜在的社会效益。应将老年旅游

市场打造成为社会关爱老年人、提高老年人生活品

质的重要内容，成为提高公民素质的重要平台，成为

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形式和举措。在老年旅游活动

中应以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形成全民敬老、爱老的

社会氛围，使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养成健康

文明的生活习惯，释放精神压力，提高生理和心理健

康水平。

３　结语

本文通过调查发现影响老年旅游满意度主要因

素依次是产品和服务、旅游成本和情感收获。进而，

揭示了目前老年旅游供给侧不能满足老年旅游需求

的主要表现：一是缺乏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二是旅

游成本过高、保障力度不够，三是未能充分考虑老年

旅游的社会效益。最后，针对现存问题，提出老年旅

游供给侧创新的路径与对策：１．构建老年旅游供给

侧联动服务系统；２．有针对性地开发老年旅游产品；

３．降低老年旅游成本，完善保障系统；４．注重老年旅

游者的情感收获，形成全民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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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７９，６（４）：

４０８４２４．

［５］　ＤＪＯＳＥＰＨ，ＴＥＡＦＦＥｄＤ．Ｌｅｉｓ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Ｊ］．ＰＩＴＭＡＮ，１９８５（２）：２６３１．

［６］　王家骏．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旅游决策行

为研究 ［Ａ］［Ｄ］，１９９７．

［７］　章杰宽．老年游客旅游决策影响因素之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Ｊ］．旅游研究，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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