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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银龄，探讨中老年旅游消费趋势

——2024年中国银龄旅游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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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识咨询中老年消费者旅游消费调研背景概览

性别分布

年龄分布

教育程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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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布

调研背景概览

• 为了全面了解中老年群体在旅游消费中的行为特点及需求偏好，CIC灼识咨
询展开了一项针对1,111名中老年消费者的调研。此次研究通过问卷形式收
集了中老年消费者在旅游决策及服务期望等方面的详细信息，旨在深入挖掘
这一人群在旅游消费中的痛点和需求，以便更精准地设计符合其偏好的旅游
产品和服务，为中老年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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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业近年来呈现高速复苏状态，2024年中秋节假期旅游业已复苏至疫情前水平

2024年中秋节旅游业已复苏至疫情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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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出游人次以及中国旅游收入情况，2019-2023

关键分析

201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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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中秋假期出游人次对比，2019vs2024

亿人

2019 2024

472.8

510.5

亿元

中秋假期旅游收入对比，2019vs2024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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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群体具有人口众多、消费能力强劲、空闲时间多、文化需求旺盛等特点，这些特点促成了中老
年群体在国内旅游市场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占据全国旅游者近40%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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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群体在国内旅游市场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按年龄分布来看，中老年群体占据全国旅游者近40%的份额

国内旅游者年龄分布，2022年 人口众多 消费能力强劲

空闲时间多 文化需求旺盛

研学

• 中国正进入老龄化社会，45岁及以上的中
老年群体不断增加，中老年人口基数为国
内旅游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潜在客源。

• 中老年群体通常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如退休金、积蓄等，消费能力相对较高。

• 中老年群体由于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旅
游频率相对较高，通常每年出行1-2次，
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中老年群体甚至每年
旅游5次以上。

• 中老年群体在旅游过程中更注重健康与文
化体验，这种需求正推动着国内旅游产品
的多元化发展。

“教育+旅游”的研学模式早已受到了中老年人的

欢迎，通过学习和旅游相结合的模式满足中老年
消费群体文化需求。

6.3亿
中老年人口

44.5%
人口占比

2023年中国中老年消费市场

规模超14万亿

56.7%的中老年消费者每

年旅游一次以上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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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群对于历史文化浓厚、自然景观优美相结合的景点具有更高兴趣度，旅游、教学、康养相结
合的旅游模式更适配中老年需求

34.7%

33.2%

24.2%

7.9%

“游+学”-在旅游地域进行游玩的同时，
学习当地特色文化、诗词、书法、

绘画、摄影、音乐等课程

“游+学+养”
– 同时兼顾旅游、教学及康养的

游玩内容

“游”-围绕不同旅游地域进行游玩

“游+养” – 在旅游地域进行游玩的同时，

提供硬件完善、适老化程度高的康养场所

受访者最喜欢的游玩内容

相比单独的“游”，旅游、教学、康养相结合的旅游模式更适配
中老年需求

46.0%

42.1%

34.7%

27.5%

19.9%

18.8%

18.4%

17.0%

14.0%

13.6%

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

桂林市漓江景区

丽江市丽江古城景区

西安市大雁塔大唐芙蓉景区

长沙市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

泰安市泰山景区

北京市奥林匹克公园

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

大连市金石滩景区

福州市三坊七巷景区

受访者最想去的十大旅游目的地

• 根据调研，34.7%的受访者选择“游+学”作为最喜欢的游玩内容，
而33.2%的受访者选择“游+学+养”，均高于单独选择“游”的受
访者。目前康养仍需教育，仅有7.9%受访者选择“游+养”。

中老年群体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更偏向于历史文化浓厚、自然景观优美相结合的景点

• 中老年游客在旅游选择上更倾向于能够提供精神满足、文化教育和健康休闲相结合的旅
游目的地。这类景点通常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令人放松的自然景观。
杭州市的西湖风景名胜区位列榜首，西湖不仅拥有秀丽的自然风景，还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符合中老年人追求休闲、放松和文化熏陶的旅游需求。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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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群体对于旅游产品价格偏好主要集中在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以及2,000元以下这两个价位，
更偏好行程以及游玩内容差异化、服务质量较好的产品

旅游产品定位偏好

0%

30%

60%

服务质量普通，旅游行程及游玩内容标准，价格较低的旅游产品

服务质量较好，旅游行程及游玩内容差异化的优质旅游产品，价格较高

服务质量优异，旅游行程及游玩内容差异化，且配备硬件完善、适老化程度高的康养场所，价格高昂的高端旅游产品

中老年总体75岁及以上65-74岁55-64岁45-54岁

旅游产品价格偏好

0%

30%

60% 2,000元以下 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 4,000元以上

中老年总体75岁及以上65-74岁55-64岁45-54岁

中老年群体对服务质量有着较高要求

• 整体来看，中老年群体对服务质量有着
较高的要求，其中有45.8%的中老年消费
者倾向于选择服务质量较好的旅游产品，
而有35.7%的中老年人选择价格较低的产
品。仅有18.5%的中老年人选择配备康养
场所的产品，这说明了目前康养在中国
的普及率仍较低，需要进一步进行市场
教育。

产品价格的灵活性需求

• 在产品价格方面，中老年群体的支付能
力和偏好存在明显的分层。图表显示，
45-54岁的群体对价格较为敏感，偏好价
格在2000元以下的旅游产品，而54岁及
以上的高龄群体更愿意选择2000元以上

的高端产品。这反映出中老年旅游市场
的多样化需求，既有寻求性价比的顾客，
也有追求更高档次旅游体验的消费者。

差异化产品

• 中老年群体展现了对差异化旅游行程和
游玩内容的喜好，在各个年龄段均占比
最高。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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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消费群体旅游需求旺盛，且呈现出随着年龄增长，旅游欲望愈发强烈的特征；部分中老年消费
者旅行需求有待开发，旅游服务提供商应提供更多样的产品激发他们旅行意愿，从而拓展这一市场

旅游频率偏好

0%

30%

60%

中老年总体75岁及以上65-74岁55-64岁45-54岁

每年旅游3次及以上 每年旅游1到2次 每年旅游1次以下 一年内没有旅游计划

中老年消费群体旅游需求旺盛，为中老
年旅游市场提供了广阔机会

• 根据调研数据来看，17.6%的中老年群体每
年旅游3次及以上，40.8%的中老年人每年
旅游1到2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
识的增强，中老年人越来越重视休闲与旅游，
选择多样化的旅行方式，以丰富他们的生活
体验和增进身心健康。这一趋势为旅游市场
提供了广阔的机会。

仍有部分中老年消费者没有旅游计划，需
求有待开发

• 17.4%的中老年人表示在一年内没有任何旅游
安排。这一情况可能源于对旅游信息的缺乏、
身体状况的顾虑或经济因素的影响。针对这
一部分群体，旅游服务提供商可以通过开展
针对性的宣传、提供健康保障和经济实惠的
旅游产品，激发他们的旅行意愿，从而拓展
这一市场。

随着年龄提高，中老年消费者呈现出更强
的旅游欲望

•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消费者的旅游欲望
愈发强烈。数据显示，45-54岁年龄段的中老
年人中，有53%的人每年选择旅游1次以上，
而55-64岁、65-74岁和75岁以上的比例分别
上升至56.7%、61.3%和63.5%。随着年龄的
增加，他们对旅游的兴趣和参与度显著提升。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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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出游人群偏好上，中老年群体偏向于和朋友以及另一半出游，出游方式更偏向于跟团旅游；中
老年群体喜欢组团旅游的特性将有利于中老年服务提供商推出团体旅行项目

25.6%

20.7%

20.3%

13.9%

13.6%

7.2%

6.5%

5.9%

不跟团，和子女一起旅游

和朋友一起跟团旅游

和另一半一起跟团旅游

不跟团，和朋友一起旅游

不跟团，和另一半一起旅游

不跟团，独自旅游

独自跟团旅游，在旅游过程中
结交同年龄段的新朋友

和子女一起跟团旅游

受访者对于共同出游人群的偏好

在没有子女陪同情况下，中老年消费者倾向于跟
团旅游

• 调研数据显示，和朋友一起跟团旅游以及和另一半一
起跟团旅游分布有20.7%以及20.3%的人选择，位列第
二以及第三，仅次于和子女一起不跟团旅游，这说明
了中老年群体在没有年轻人陪同下大部分倾向于跟团
出游，主要原因是中老年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需要更
多的照顾，旅行团大都配备专业的照护服务，能够为
中老年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旅行体验。

中老年消费者倾向于组团旅游，而不是独自出游

• 调研数据显示，不跟团独自旅游和独自跟团旅游仅有
7.2%和6.5%的中老年消费者选择，反映出了中老年群
体喜欢结伴出游的特性。社交需求日益增强。随着年
龄增长，许多中老年人面临孤独感，组团旅行提供了
与他人交流、分享快乐的机会，能够促进新朋友的结
识和老友的团聚。中老年消费者倾向于组团旅游的特
性，使其他中老年服务提供商能够更有效地拓展旅游
业务，因为他们通常拥有丰富的中老年资源和网络。
这些服务提供商可以利用现有的客户基础和社交平台，
推出符合中老年人需求的团体旅行项目。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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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中老年消费者认为目前旅游产品选择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中老年群体产品开发不足，旅
游产品设计相对单一以及景区的配套设施不足

中老年消费者旅游产品选择少已成为中老年消费者旅游一大痛点

0%

30%

60%

中老年总体75岁及以上65-74岁55-64岁45-54岁

非常丰富多元：市场上有多种类型的银发旅游产品，能够满足不同老年人的需求和兴趣

一般丰富：虽然有一些银发旅游产品，但在类型和选择上仍显不足，难以满足所有老年人的需求

非常缺乏：目前市场上的银发旅游产品种类单一，选择有限，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造成该痛点的原因分析：

市场细分不足

• 旅游市场的产品设计往往侧重
于年轻人和家庭出游，而针对
中老年群体的产品开发不足。
中老年消费者有着不同的需求，
如更舒适的出行方式以及医疗
和健康服务支持等，但现有旅
游产品大多没有对此进行专门
的细分，导致难以满足他们的
实际需求。

产品设计不足

• 中老年群体的旅游需求多样化，
然而，当前市场上针对该群体
的产品相对单一，往往集中在
常规的观光旅游，缺乏深度文
化体验、养生度假、疗养服务
等个性化、多样化的选择，使
中老年游客难以找到适合自己
的旅游项目。

• 中老年消费者在旅游过程中需要更多的
便利设施和贴心服务，如无障碍设施、
医疗服务、行程安排的灵活性等。然而，
许多旅游景点和服务商在这些方面的准
备不足，无法为中老年游客提供安全、
舒适的旅行体验，这成为服务商开发旅
游产品时的一大阻碍。

配套设施不足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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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消费者旅游产品主要存在服务质量不稳定、价格偏高、行程安排不合理、缺乏文化体验、信息
透明度不高等方面，需要产品提供商、景点、监管机构共同合作解决这些痛点，推动行业发展

目前中老年消费者旅游产品存在的问题

0%

30%

60%

中老年总体75岁及以上65-74岁55-64岁45-54岁

服务质量不稳定

价格偏高

行程安排不合理

缺乏文化体验

信息透明度不高

安全隐患

健康照护不足

社交机会有限

服务质量不稳定是中老年消费者旅游时最
大痛点

• 根据调研数据来看，39.6%的中老年消费者认
为当前旅游产品存在服务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由于中老年群体更注重旅行中的舒适度，服
务质量的波动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旅行体验。
一旦遇到导游服务差等问题，他们的满意度
会大幅下降。因此，稳定且优质的服务对于
中老年旅游市场尤为重要，成为影响他们再
次选择的重要因素。

文化体验成为中老年消费者旅游时一个重
要的关注点

• 总体来看，25.4%的中老年消费者对旅游时文
化体验存在不满。对于55-74岁的中老年消费
者来说，缺乏文化体验已经成为他们旅游时
前三大痛点。这部分中老年消费者消费能力
较为强劲，对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和精神层
面的需求较高。相比单纯的观光旅游，他们
更倾向于深入体验当地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参与文化活动或拜访历史遗迹等。

信息透明度不高严重影响中老年消费者旅
游体验

• 24.8%的中老年人消费者认为信息透明度不高
是他们旅游时的痛点。有些旅行社通过不合
理的低价来吸引游客，但在行程中强迫推销
自费项目和购物，从中获取利润。此外，还
有一些非旅游企业以旅游的名义售卖保健品，
甚至诱导老年人预存费用。中老年人信息辨
别能力相对较差，信息获取途径较为单一，
确保旅游产品信息透明化成为中老年旅游市
场持续发展的关键。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量子之歌基于精准的市场
洞察，推出“千尺学堂”，
引领行业发展：

➢ 千尺学堂拥有体系化
的游学产品布局，打
造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以功养身和以史
传承等主题丰富的游
学线路。

➢ 2025年千尺游学城市
巡回站走进15+城市，

将优质的研学师资和
有趣丰富的研学活动
带到学员城市中去。
同时开展包含成熟产
品武当山、云南、北
京和景德镇等在内的
10+山海五岳养生游学
营和文化传承兴趣游
学营。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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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养”产品以学为本、寓学于游、寓养于趣、乐养兼顾，匹配“新”中老年群体消费能力强、养
老观积极、家庭独立性强的特点，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学”

“游” “养”

“新”中老年群体逐渐进入市场

1 消费观念新，消费能力强
• 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社会观念转变

及生活方式多样化，“新”中老年
群体消费观念新，消费能力较强，
追求体验、重视品质、关注健康，
单纯的低价难以构成吸引力。

2 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
• “新”中老年人以积极的心态主动

参与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等活动，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养老不仅是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更是老有所为、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新”中老年群体特点：

2 家庭结构改变，家庭独立性强
• 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得传统大家

庭模式减少，年轻一代倾向于追求
独立的生活方式，与父母之间的独
立性增强，“新”中老年群体有更
多时间外出旅游。

“游学养”产品提高中老年消费和生活品质，使其发挥社会
价值，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游” – 旅游社交
• 中老年对于人文历史

和传统文化具有更高
兴趣度，定制化开发
以红色教育、乡风文
明、农耕文化为主体
的旅游路线。

“养” – 健康养生
• 安排适老化程度高的

旅游行程。
• 注重身心健康，通过

适当的锻炼、健康饮
食和心理调适，达到
养生的目的。

“学” – 文化交流
• 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为中老年提供有意义的学习素材，拓宽视
野。

乐养兼顾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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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旅游产品多元化、精细化发展，中高端产品迎来更多发展机遇

中国有钱有闲60、70后“黄金一代”进入老龄化，中高端
旅游产品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旅游服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完备的服务触点及高质量、高标准化的业务链路：

在线平台

客服支持

定制服务

住宿

交通

活动安排

健康保健

社交互动

• 提供便捷的预约和咨询服务，用户友好的界面设计，确保
易于导航。

• 24小时在线客服和热线电话，提供专业解答和问题处理。

• 个性化行程规划，满足不同需求，如健康管理、文化体验
等。

• 选择舒适、设施齐全的高端酒店，提供无障碍设计和额外
服务（如护理）。

• 提供便捷的接送服务，选择舒适的交通工具，确保旅途愉
快。

• 组织适合中老年的文化、娱乐和健身活动，提升旅行体验。

• 配备专业医疗人员，提供健康监测和应急救援服务。

• 组织团体活动，促进中老年群体之间的社交。

中老年旅游从资源导向到用户导向转变，用户需求催生旅游
产品多元化、精细化发展

旅
游
主
题

红色教育 乡风文明 农耕文化

美食之旅 朝圣之旅 温泉疗养

旅
游
模
式

服
务
人
群

飞机旅游 邮轮旅游 巴士旅游

健康人群 慢性病患者 残障人士

旅游现状解析 消费特点 消费痛点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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