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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老年旅游市场是一个具有极大潜力的市场，其开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文章采用 2000 年 

7 月江西省旅游市场调查的数据，逐一对老年旅游者的客源地结构与特征、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职

业、月收入、文化）、行为决策（旅游目的、信息来源、出游喜好、旅游方式）等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了

老年旅游者出游行为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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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s Market in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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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s Sciences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e senior tourists market is a kind of market which with vast potentials, its development 

has very important social value. Adopted the study data of the tourist market of JiangXi Province in July, 

2000,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e and characters of the senior tourism market,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s and traveling decision-making characters of the senior tourists, sums up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ir traveling behavior character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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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言  

   国内有关旅游市场的细分研究包括地理细分、人口特征细分、心理细分和行为细分等多个研究角度

（陶卓明，胡静主编， 2001 ）。如张捷（ 1999a ， 1999b ）对观光旅游地所作的客流时间分布、空间

结构等的一系列研究，杨新军等（ 2000 ）对旅游行为空间模式的研究等，聂献忠等（ 1998 ）所作的九

寨沟国内游客研究对其地理和人口特征进行了细分， Tversky & Kahneman （ 1981 ， 1986 ）从旅游者

的心理角度将旅游者细分为自向型和他向型。总体而言，旅游市场的细分研究已受到了众多业内人士的关

注，并运用到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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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已经步入老年社会（张再生， 2000 ）。这将逐步对社会、经济等各方

面造成影响。按国际通行的标准，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 

10% 和 7% ，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 1999 年是国际老年人年，根据《人口研究》编辑部的测算

（ 1999 ），与此同时，我国也悄然步入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将使相应的社会福利问题变得异常日益

严重（ Hung Ng.S , McCreanor.T , 1999 ）。在此情况下，发展老年旅游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有着重要

的社会意义。我国对老年旅游市场的分析近年来才开始受到重视，主要集中于老年旅游市场的特点、开发策

略与可行性方面。比如，老年旅游市场的特点与开发策略（蔡海英， 2000 ；宜 矗 ， 1997 ），发展老

年市场的可行性与举措（张雪华， 2000 ；金波， 1998 ）等。  

   国际上相关研究已经作了不少。其中包括对老年旅游的综述（ Graham M.S Dann , 2001 ）、旅游对

老年居民的影响（ Tomljenovic R. 等， 2000 ）和老年旅游保障（ Fleischer A. 等， 2002 ）等关于某地

老年人对该地旅游的影响或某地老年旅游者行为的具体研究。  

   总之，我国关于老年旅游市场的研究目前实证研究尚较少，因而论证略欠说服力。本文拟以 2000 年 

7 月江西省国内旅游市场调查的部分结果为依据，探讨江西省老年旅游市场中所反映出来的老年旅游者出游

行为决策。  

  2 研究方法  

   ① 发展老年旅游，首先应当研究老年人的出游喜好、行为决策，才能有的放矢，设计合适的旅游项

目。本文主要运用了 Foxpro 、 Excel 等数据库及图表软件，对 2000 年 7 月江西省旅游市场的部分抽样

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此次调查选取了南昌、赣州、景德镇、龙虎山、三清山、庐山、井冈山七个主要地区的

旅游者为调查对象，为定点随机抽样调查，有效问卷共 4250 份，数据结果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此

同时，我们通过数据整理后发现，以 55 岁 及其以上 ② 的老年旅游者为调查对象的仅有 122 份 ③ ，所

占比例不到 3% 。而早在五年前，美国超过 55 岁的人口中就有 47% 的人有过远程出国旅游的经历（宜 

矗 ， 1997 ）。相比之下，我国更应当对老年旅游业有充分的关注。我们重点对这 122 份旅游调查问卷

进行：客源地结构与特征分析、人口学特征分析（性别、年龄、职业、月收入、文化）、行为决策分析（旅

游目的、信息来源、出游喜好、旅游方式）等方面的分析，从而对老年旅游市场的现状、发展前景、开发对

策进行研究。  

  3 调查数据分析  

  3.1 客源地结构与特征 本次江西省游客调查的客源地分布中本省游客占45.8%，而老年旅游者却只有

27.0%是来自江西本省（表1）。 与所有游客的来源（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区）相比，老年游客明显趋于集

中，中长途的旅游者较多。除江西本省以外，多来自于广东、上海、江苏、北京、天津等较富裕的省市以及

相邻省市。可能与江西景区多为山区有关，外地年老游客到达较零星，而本地的老年游客则受制于经济和体

力双重因素，出游率也较低。 表 1 江西 2000 年 7 月境内旅游者客源地分布表 Table.1 the Tourism 

Market Distribution in JiangXi Ju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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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游客人口学特征分析  

3.2.1 性别和年龄结构  

通过调查资料统计分析得知，老年旅游者以男性居

多，男女比例为 75.4% ∶ 24.6% ，远高于全国平均数

据；其出游年龄也多集中于 55-64 岁的年龄段，尤以 

55-59 岁年龄段的居多，占半数以上。形成这一现象一般

认为与中国目前社会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及国家政策有

关。当前，男性因公出差、会议和休疗养的机会远高于女

性，而老年女性虽然均已退休，但思想相对较为保守，且

一般忙于操持家务，难以分身外出旅游。 60~64 岁是退

休初期，有经济基础，体力尚可，对旅游舒适性要求较

高。 65 岁以上老年组，体力开始明显衰减，出于对旅途

安全、个人身体健康的考虑，出游率很低。  

3.2.2 职业、月收入和文化程度结构  

约 80% 的老年旅游者是仍在工作岗位上的，教师和

公务员比例较高，各占 25% 左右，其次是企事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而公司职员、农民等职业的出

游比例很少。说明目前虽然我国离退休人员的闲暇时间很多，外出旅游的却仍不多。而且从职业构成看来，

出游者一般具有优越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总体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老年游客的月收入多为 500 

元以上，集中于 500~999 元和 1000~1499 元的中等收入层次（图 2 ），文化程度也相应较高，大专、

本科以上学历的占半数以上（图 3 ），与同期江西省调查的旅游者的平均月收入和文化水平相比普遍较高 

① 。  

社会 进步令高学历 者能得到报酬高、福利好的工作，他们有能力有时间外出旅游。而 且高文化层次

者对注重文化修养，丰富阅历，提高情操。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他们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安全等

需求之后，有着更高层次的诸如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他们采取了外出旅游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  

文化程度较低者，工作月收入相对少，闲暇时间可能受影响，外出旅游机会和旅游花费相对较少。 

 

3.3 旅游行为决策分析  

3.3.1 旅游目的  

吴必虎 （ 1999 ）在 90 年代初调查发现， 各个年龄组都以自然风景观赏为首要出游目的。 2000 

年的旅游调查表明，旅游者的首要出游目的仍是游览观光，老年旅游者也不例外，占半数左右。老年旅游者

的出游目的比例与总体旅游者基本相似，差别较大的是以健康疗养（ 9.8% ）为目的的比例，比一般旅游

者多出 7 个百分点。说明老年旅游者由于身体状况的原因，对健康疗养类的旅游产品需求量较大。  

3.3.2 旅游信息来源  

老年旅游者的旅游信息获取渠道较为单一。调查

结果显示， 80% 以上的老年旅游者是通过单位组织

（ 46% ）和亲友同事介绍（ 36% ）得知此次江西旅

游的信息的，其次则是通过旅行社 / 旅游公司

（ 13% ）和电视 / 电台（ 8 ％ ），报刊、旅游书

籍、宣传手册、网络及饭店等宣传手段效用不大。由

此看来，老年旅游者还是信任较为传统的宣传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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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旅游景区的质量无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3.3 出游喜好  

吴必虎 （ 1999 ）认为年龄与目的地的选择有较

大关系，年龄偏大的游客（ 50-59 岁的游客）偏好文

史类景点。此项多项选择证实了这一说法，老年旅游

者普遍对名山风光（ 70% ）和名胜古迹（ 57% ）感

兴趣，其比例超过一般旅游者十几个百分点；对自然生态（ 43% ）和革命胜地（ 39 ％ ）也情有独钟，

比一般旅游者略高，而对于民俗风情、乡村景色、特色旅游（陶瓷器等）以及人造景观感兴趣的老年旅游者

较少。  

3.3.4 旅游方式  

根据各次调查统计，我国旅游市场中参团旅游者比重

较低，主要以散客出游方式为主。如江西 1999 年抽样调

查统计显示，团体游客的比重不到 15% ，散客则达 85% 

。本次调查显示，团体旅游方式为 30% 以上；散客占有 

2/3 左右。从 2000 年的全国平均数据看来，则参加团体

旅游方式的游客占 7.9% ，散客比重高达 92.1% 。  

但通过对本次老年旅游者的调查数据统计，可以得

知，老年旅游者多以参团旅游方式出游，占到 56.4% 比

例，散客只有 43.6% ，相对较少。这可能是由于老年旅

游者体力不若一般旅游者，且一般带着度假、疗养、尽情

游玩的目的，不想在旅途中为车行食宿而操心，平添劳

累，于是采取参加旅行团的方式，由旅行社替他们安排。

故旅行社在设计旅游产品的时候，不可忽视这个具有极大潜力的老年旅游市场，同时要提供优质体贴的服

务，创造良好口碑。  

3.3.5 旅游消费  

不同的旅游方式，游客的消费额不一。从 2000 年 7 月的调查数据表中可以看出，参团游客比散客的

花费大，但是比起一般游客的平均花费而言，老年旅游者的消费额均偏少。这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

此次调查中半数老年旅游者为单位组织出游，可能单位分担了一些旅游费用；二是老年旅游者大多为建国前

后生长的一代人，生性节俭，对消费持谨慎态度。  

表 2 不同旅游方式的游客消费额  

Tabel.2 the tourists' expenditure of different tourist forms 

4 讨论与结论  

发展老年旅游，开拓银发市场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  

首先，发展老年旅游能拉动经济的增长。据 Luhrman D. （世界旅游组织成员）给出的数据，国际旅

游者将由 1998 年的 6.35 亿增长至 2020 年的 15.6 亿，分别对应着 4390 亿和 2 万亿 的收入。目前德

国人作为国际主要的旅游输出客源，每年共计旅游 7.89 亿天，其中 20% 的旅游者超过 60 岁。而其他的

七个旅游输出国均有 16~33% 不等的旅游者年龄超过 60 岁或 55 岁（ Graham M.S Dann , 2001 ）。目

前在我国的一些发达地区，参加旅游的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比重在各类出游人员中占第二位（张雪华， 

2000 ）。而且大多数老年旅游者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旅游，他们在旅游、娱乐和食宿等方面比其他旅游者花

费得更多（ Fleischer A. 等， 2002 ）。  

其次，发展老年旅游可以有效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现在对老年人的关怀仅限于对他们物质上的福利，

其实他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社会关怀。明显地，身体状况稍差的和对家庭依赖性大的老年人面临着养老金的逐

渐降低和本地环境中社会排斥的增长，他们希望拜访不同的人和地方，以增加他们的精神和心理“福利”

（ Graham M.S Dann , 2001 ）。  

再次，发展老年旅游可以减缓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不利影响。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总抚养比上升、劳动

人口相对减少，并会影响国家竞争力以及社会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佟新， 2000 ）。发展老年旅游业

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社会总消费力（张雪华， 2000 ），从而间接地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和国家生产力。  

通过对此次江西省老年旅游市场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旅游方式  参 团  散 客  

消费统计项目  人均花费  人均天花费  人均花费  人均天花费  

2000 年消费额（元）  1471.04 331.30 1274.95 287.15 

老年旅游者消费额（元）  1136.13 235.07 1055.65 175.94 



首先，老年旅游者以男性出游居多，出游年龄集中于 55~64 年龄段，一般具有较高学历，良好的职业

和经济背景，离退休人员出游偏少。  

其次，老年旅游者的出游目的仍以游览观光为主，而健康疗养、度假等方面的需求比一般旅游者大。较

信任传统的信息渠道，相对而言，对名山风光、名胜古迹、自然生态、革命胜地的兴趣较大，倾向于喜欢参

团旅游，旅游花费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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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资料来源为 2000 年江西旅游规划市场调查表。  

② 世界各国对老年旅游者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我国将老年人口年龄与退休年龄相结合，规定男 60 

岁、女 55 岁为老年人口的起始年龄。美国通常以 55 岁为界进行旅游客源统计。 故文章 选取以 55 岁为

界。  

③ 调查中有些老年旅游者由于未带老花眼镜或不识字没有参与调查。故人数偏少。  

① 调查时间是暑假，江西旅游市场学生比例较高，可能实际相差水平没有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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