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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养老现状 1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 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占全国 18.70%，其中 65 岁

及以上人口为 1.9 亿人，占全国 13.50%，与 2010 年相比，

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①旅游养老产业市场需求和消费

群体急剧扩大，呈现不断增长态势。同时，随着全面小

康社会的建立，为旅游养老产业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市场政策背景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老龄人口的数量

多，市场潜力巨大。根据 2020 年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

皮书调查，我国养老产业目前已经进入了爆发期，养老

产业的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养老产业相关标准也基

本确立。全国各省也针对本省自身情况提出了养老产业

发展规划，如《四川省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方案

（2019— 2022 年）》、《四川省“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同时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也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旨在提出积极适应老龄化社发展趋势，提供更多适

合老年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老年人享有更优质的晚

年文化生活。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共同制定了《“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

育建设实施方案》。从总体上看，为我国老年旅游产业的

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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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消费潜力

根据《2021 中国休闲度假产业发展趋势报告》指

出，老年旅游占市场旅游总额的 20% 左右，并且呈现需

求旺盛，不断攀升的趋势。同时伴随 60 后 70 后这部分消

费能力较强的群体开始进入退休年龄，整个老年旅游市

场将迎来革新，让老年休闲度假消费将不再是廉价的代

名词，而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类似，成为老年人口优质休

闲方式。中国未来老年休闲度假的消费频次和水平都将

有大幅提升。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休闲

度假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但随着我疫情总体上得到控

制，休闲度假产业也开始止跌起稳，迈上了逐步复苏和

振兴的道路，新冠疫情对旅游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

了机遇。在后疫情时代，旅游产业将会迎来一次较大的

回弹，在家沉寂了许久的人们也渴望外出旅行，为旅游

养老的发展带来一次重大机遇。

二、旅游养老存在问题

（一）缺乏专业性旅游养老机构，产品存在单一性

旅游养老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单单是满足旅行出

游的除满足旅游的“食住行娱购”等基本要素，还应贴

切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提供适合老年的娱乐一体化与休闲

放松一体化等服务产品。如今，我国大部分旅游社以盈

利为目的所提供的旅游养老产品缺乏针对性，很难以满

足老年人生理与心理需求。专业性旅游养老产业现如今

没有及时普及，政府的重视力度与扶持力度稍有欠缺，

所以行业发展普遍缺乏资金，且对于行业标准和服务规

范没有统一的规定乏统一的组织，彼此之间缺乏沟通交

往，市场信息的传播缺乏条件。我国旅游养老还处于起

步阶段，旅游养老缺乏专门的了解旅游方面、又贴近养

老的人才，同时在传统观念中从事养老服务业的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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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待遇较差，且社会地位较低所以愿意从事旅游养老服

务的人较少，进而更难吸引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才来从事

此份工作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造成目前养老机构专业

服务人才十分短缺、专业化水平较低。

（二）旅游养老医疗体系不完善

旅游养老服务的主体以中老年人为主，在医疗等方

面的需求高于普通游客，大多数旅游养老机构缺乏专业

意识，存在医疗设施、紧急求助设备未及时更新的现象，

不能及时解决老人需求，同时，当下医疗保险制度异地

报销程序复杂，报销比例存在低比例现象，医疗保障体

系有待完善，为旅游养老的推进带来障碍。

老年人身体状况复杂，所以进行旅游养老安全问题

至关重要。老年人如在旅游中出现突发身体疾病或者意

外事故，事故后的结果该由谁来承担是当前应解决的问

题。当前，个别旅行社对老年人参加异地旅游有不少条

件约束，如年龄要求、健康证明等。对于专业性养老旅

游老年团队而言，如何应对安全问题将是旅游目的地养

老机构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三）消费观念存在差异

各省间经济增长差异明显、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等原因，导致旅游养老的价格定位

不准确。相对于东部沿海城市，内陆地区消费水平较低，

若内陆地区的老人经济条件有限就会对沿海旅游的项目

望而却步；城乡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也存在差异，乡镇

老年人的旅游需求更偏向于性价比高的周边游等。

三、对策建议

（一）整合产业资源、拓宽服务链

现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上升趋势，养老问题是

一个需迫切解决的问题，而养老旅游服务产品的市场供

给出现断层，服务和需求不能达到正比。旅游养老服务

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特别是

对大多旅游地区来讲，是全新且值得开发的领域，大力

鼓励与倡导旅游养老机构的开创是目前应该解决的难题，

政府应在旅游养老市场的开发中发挥积极作用，大力鼓

励民营企业发展养老服务机构，鼓励创业者们关注旅游

养老行业，旅游局、发改局等相关部门可适当为创业者

们提供服务，如开展旅游养老相关培训等，加快人才队

伍建设，在引入发达地区成功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促进

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技能。

对在职工作人员也定期培训，保证相关从业者的专

业素养，为老人们提供优质服务。各大高校也可开设旅

游养老专业，培养精通旅游服务、养老护理、医疗养生

等专业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可解决旅游养老产品以及服

务的单一性。服务方式也可拓宽，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建立起一整套网络结构体系，方便、快捷，让养老旅游

者自主提前在网上选择服务类型，可预先免费 AR 体验。

（二）加大政府部门支持力度、促进发展

老年群体的身体特征使其在进行旅游养老时，医疗

服务的便利性和医疗设施完善性必须成为考虑重点，应

加快旅游地区医疗设施建设，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改善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方便老年旅游者就近就医，

同时为旅游养老老人办理医疗优惠，提供便利。再者，

还应增加其他方面的政策性支持，如一些独生子女的老

人是否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政策等。如允许老年群体异地

补办证件，异地旅居老人和本地老人在公共交通、门票

等方面享有优惠等，通过一系列福利政策提升对养老旅

游者的吸引力。同时，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旅游养老产

业的发展，但是也要加强对此行业的监管力度。

（三）构建消费体系、完善服务机制

从大众消费观方面，一些人认为旅游养老没有必要，

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明确旅游养老服务的目标客户，

例如，退休教师及退休公务员等目标群众，这一类人具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且空闲时间较多，是极其向往旅游

养老的，如何针对这些群体制定出两全其美的方案是现

在正在突破的难题，毋庸置疑的是，目标客户的选择极

其重要。目前，旅游养老这个概念在大家的认知观念里

还是很浅显的，了解也甚少，首先就是要大众知道旅游

养老服务，从而根据大众以此改进。另外，可以从制定

全套服务入手，制定出不同层次、类型、价格不一的套

餐，提供食宿、照料、保健娱乐等配套服务，消费者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消费。

四、结语

互动模式开创旅游养老新模式，“互动”寓意“在线

互动”和“地区互动”，使得各个主体能够及时便捷地畅

所欲言，快速反馈，改善服务质量②，搭建一个不同城市

间集政府、养老机构、旅行社、家庭以及旅游景点为一

体的联系平台，使得老年人在整个过程中能够享受服务

和游带来的愉悦。互动模式下的旅游养老更多的是讲究

个性服务和信息沟通，重在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快

乐养老”的晚年需求，从而减轻年轻人的养老压力③。

注释：

①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告（第五号）——人口年龄构

成情况

②关于异地互动旅游式新型养老模式的探究 . 梁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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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老年人旅游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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