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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刻板印象，
热衷旅行的老年人开始“年轻化” ◎ 通讯员 陈 杰◎ 通讯员 陈 杰

50 年前，是中国人口生育高峰，50 年

后的今天，中国人口养老高峰已然到来。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至2025年我国

出游率较高、旅游消费较多的低龄老年人

预计将超 1 亿人，老年旅游收入有望超万

亿元。

不想困在刻板印象里的老年人，或许

是旅游业一片新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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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决定旅行后，有过动摇吗？”2022
年，携程 CEO 孙洁在一次活动上好奇地

向苏敏提问。

苏敏是爆火老年网红账号“@50 岁阿

姨自驾游”运营者，这位看似平平无奇的

老阿姨，却在两年前56岁时开启自己的旅

行人生，一人一车，行走中国，火遍大江南

北。

“56 岁怎么了？！”苏敏认真回应，年轻

的时候，全部人生就是孩子和家庭，遇到

各种苦与累，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一

忍，就是大半辈子。

56 岁开始，苏敏决心改变，旅行成为

她的第二人生，在这段新人生里，她不再

是老年人，而是一个年轻人。

“没有不能重新开始的生活，只有不

愿意重新开始的人”是她留给同龄人的爆

款金句。

越来越多老年人，想成为旅行这个第

二人生中的年轻人。然而，大众对老年人

旅行依然存有严重刻板印象：

他们被当成只会“上车睡觉，下车撒

尿，景点拍照”的走马观花者；被定义为是

热衷低价、贪图小利、锱铢必较的扫兴式

游客；被认为脱离互联网，只能依靠子女

或者线下门店购买旅游产品与服务；被认

为只配去那些所谓安全、舒适、无障碍的

俗套景区；被看作是旅行中团队的“累

赘”，是被大家明里暗里嫌弃的存在⋯⋯

但是，这届老年人，不想再被困在刻

板印象里。

02

这两年，旅游企业从接待的老年客户

中发现一个有趣的趋势——热衷旅行的

老年人越来越年轻化了。

所谓的“年轻化”体现出三个特征：

生理年龄日趋降低。携程统计数据

显示，近两年，在老年用户这个群体中，

50~65 岁是绝对主力年龄段，低龄老年人

数量大幅增加，打破了传统上大众对于老

年游客动辄七老八十的刻板印象。

尽管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凡年

满 60 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才被定

义为老年人，但在当下的老年旅游这条细

分赛道上，“老年人”的定义更为宽泛，他

们都被旅游企业看作是核心老年用户群

体，是老年人年轻化的典型表现。

互联网化程度更高。这届老年人基

本上是互联网“原住民”，熟练使用手机和

各种App，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旅游需求，也

能够在互联网各大平台上准确找到自己

需要的各类旅游产品，打破了老年人旅游

只能靠线下门店和人工服务的刻板

印象。

携程数据显示，不少平台上活

跃的老年人都是超过 10 年的资深

用户，高学历、高收入、高频出行的

“新三高”是其核心用户画像。

不久前，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亲

自代言推出针对老年人的旅游新品

牌“老友会”，在“老友会”项目负责

人王欣欣看来，“老友会”的“老”包

含三层含义：老年人、老旅行的人和

老用户。显然，OTA 已经注意到老

年人年轻化这一趋势，并着手深度

挖掘该群体的潜在消费价值。

此外，外向型老年比例显著提

升。用年轻人流行的 MBTI-16 人

格测试法来定义，传统意义上的中

国老人、中式父母的最大标签是含

蓄内敛，典型的 I 人（内向型性格）。

而现在的老年人，最大变化就是E人

（外向型性格）数量占比大幅提升。

这些老年 E 人无论从思维逻辑

还是行为方式上都跟年轻人全面靠

拢，喜欢旅行时呼朋唤友，成群结

队，热衷在新媒体平台展示自我。

实际上，很多老年人前半辈子

都和苏敏一样是 I人，但是在旅行这

个第二人生中，他们希望贴上 E 人

标签，让自己重回年轻，不再拘束，

放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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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热衷旅行的老年人更加年

轻化，他们的旅行需求也悄然变

化。以往大家一提到老年游，会自

然而然的联想到养生、康养、保健、

舒缓、轻松⋯⋯

“这种刻板印象在我们调研中

被颠覆了。”王欣欣表示，从过往收

客的经验来看，一些 65 岁左右年龄

段的老年人身体素质和心理年龄甚

至要比现在“搬砖打工”的 80 后、90
后们还要好。除了身体素质稳定，

当职业生涯结束、子女升学工作、收

入相对充裕后，这届老年人精神状

态更佳，心理年龄更年轻，他们下意

识认为自己根本不老，愿意大胆尝

试新鲜事物，尤其是当下的潮流体

验与玩法，例如露营、徒步、飞盘、潜

水等。

苏敏就是一个资深露营爱好

者，她只身自驾带着一顶帐篷，走过

数十个省份，100 多个城市，玩得比

年轻人狂野。她曾自嘲，曾经光是

为了学习搭帐篷就费了不少劲，尝

试次数多了，现在 10 分钟就能熟练

搭好一个帐篷。

这届老年人还喜欢聚会和 Par⁃
ty，打桌游、唱 KTV 比年轻人都玩

得溜。王欣欣透露，携程平台上类

似的聚会类、团建类产品非常受老

年人欢迎。另一类深受他们青睐的

玩法就是旅拍。可不是只有小姑娘

们穿汉服，扮公主，阿姨们也想当

“太后”，从携程数据上来看，后者的

订单可不比前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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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老年人旅行需求的愈发年

轻化，倒逼供给侧打破产品设计上

的刻板印象。

“低价团、购物团在这一客群中

已经逐渐失势，尤其在一二线城市

表现最为明显。”王欣欣表示，从携

程平台产品销售增长数据看，这届

老年人热衷的旅行产品主要有两

大类：

主题类深度体验游。在黄山当一天

采茶工，全程参与采茶和制茶；在景德镇

亲自上手做一件自己专属瓷器；在泉州

尝试一下特色的簪花；在西双版纳来一

次哈尼族、傣族换装秀；去城市周边来一

次露营体验。这些主题性更强，特色更

凸显的体验旅行更容易引起这届老年人

的兴趣。

有从业者直言，年轻人玩这类项目更

多是好奇心、打卡和拍照，老年人反而比

年轻人在体验过程中更有耐心，注重了解

背后的文化内涵，容易与这些特色体验服

务提供者产生真正情感共鸣。

灵活定制类私家团。这届老年人不

喜欢按部就班，希望按照自己的喜好灵活

制定自己的旅行线路，旅游景点和旅行作

息安排，定制类的私人小团就更符合需

求。

同样是杭州三天两晚的旅行，这届老

年人会将行程拆成两个半天行程和一个

全天行程，灵隐寺半天，浙江省博物馆半

天，西湖游览+杭州美食一天，剩下的时间

放松休息，车接车送，不累不赶。

值得注意的是，这届老年人的旅行看

起来玩得很年轻，但从旅行产品设计上，

却与提供给年轻人的旅行产品存在一些

本质不同。

“这届老年人的旅行产品比年轻人更

注重情绪价值注入。”杭州国旅产品研发

部某负责人解释，年轻人的旅行讲求独自

上路，说走就走。但老年人格外害怕孤独

旅行，他们迫切需要“旅行搭子”，爱人、子

女、亲人、朋友，哪怕是一个同样喜欢旅行

的陌生人，陪伴旅行就是一种非常刚需的

情绪价值。

再比如，老年人旅行归来总是热切希

望分享自己在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但是这

些旅行经历在子女听起来更像是没完没

了的絮叨，倾听与回应亦是一种刚需情绪

价值。

故而，客观来说，针对这届老年人的

创新旅行产品中，情绪价值的注入普遍还

存在很大短板。

不过，这也是一种市场的新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