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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老龄人口基数增加，老年人群的消费潜力也在持续攀升，银发旅游正成为贵

州旅游业的重要分支与新型业态。银发群体在旅游活动中展现出与大众旅游不同的个性化与差异化的特

点，为积极引导银发旅游高质量发展，贵州省结合本地优势，在全域旅游与智能旅游的背景下，部署了

一系列发展战略，现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贵州银发旅游起步晚、起点低，以供需矛盾为核心诸多问题

也逐渐暴露出来。本文通过分析贵州银发旅游发展现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问题，为贵州银发旅游提质升

级提供合理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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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aging process, the increas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base, and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also rising, silver tourism is becoming an im-
portant branch and new format of tourism in Guizhou. In order to actively guid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ilver-haired tourism, Guizhou Province has deployed a series of development strat-
egies in the context of all-for-one tourism and intelligent tourism in combination with local ad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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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es, 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However, Guizhou’s silver tourism started late and had a 
low starting point, and many problems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s the 
core have gradually expos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silver tour-
ism in Guizhou and provides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 of silver tourism in 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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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银发经济又称为老年经济，是适应社会老龄化，服务老年人群而产生的经济产业与经济形态。随着

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银发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驱动力。“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银发经济”，

并对银发产品和智慧养老业态进行部署。当银发经济与旅游业相结合，需求端成熟的银发旅游由福利保

障事业逐渐转变为新兴的旅游产业。根据原国家老龄委调查显示，当前我国老年人文旅消费超过 7000 亿

元，且旅游规模与旅游人次持续扩大。截止 2021 年，我国中老年旅游者合计出游 11.94 亿人次，成为旅

游市场的第一大客源，65 岁及以上旅游者占比 9% [1]。中国 60 岁及以上的银发旅游群体已成为高频次

旅行用户，超 6 成银发群体平均每年出行 3 次以上[2]。国内热门景点到城市周边游都不乏“银发族”的

身影，银发旅游未来可期。 

2. 贵州省银发旅游市场分析 

2.1. 银发市场旅游动机分析 

老年人群体旅游动机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涉及心理学、人口学、行为学等多门学科。德国学者格里

克斯曼在其著作《一般旅游论》中将旅游行为的基本动机分为心理的、精神的、身体的和经济的 4 大类，

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结合马斯洛需求理论把旅游动机分为“健康动机”、“文化动机”、“社会关

系动机”、“地位或声望动机”。同时，银发旅游首先兴起于发达地区与国家，国外学者也较早地关注银

发市场，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3]。但由于地域、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中国的银发旅游者展现

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因此，国内旅游界结合国外研究与具体国情，对我国银发市场旅游动机展开研

究。黎筱筱、马晓龙以陈传康对旅游活动行为层次的划分，将老年群体旅游动机划分为基本、提高、专门

三个层次，与之对应的是排遣孤寂、寻求乐趣和弥补遗、怀旧思乡和疗养健身的旅游动机[4]。包亚芳以“推

—拉”旅游动机理论，通过因子分析法将杭州市老年人主要的内在出游动机归纳为求知与好奇，外在诱因

为安全与卫生[5]。高夏丽对老年群体在旅游活动中形象重塑与自我实现的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老年人面

临的情感与角色的困境，而自我形象的修复与认同感是老年人旅游的重要意义[6]。2023 年，我国家庭月收

入超过 4000 元的老人达到 1.51 亿人，超过 10,000 元的老人将达到 2200 万人[7]，2022 年贵州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25,508 元[8]。相比于需要中青年人的生活压力，老年人群有一定积蓄，且有较为充裕的闲暇

时间，老龄化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全也使得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萌发旅游消费动机，从客观上基

本满足旅游出行的条件。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处于个人家庭成熟期，面对子女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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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减少的情况，其家庭责任重心也从养家糊口转移到承担照看孙辈。在此期间，老年人群体常面临

空巢阶段，心理上较为孤独、对个人身体情况感到担忧、有依赖感与较为强烈的社交需求与分享欲望。在

本研究中，笔者将银发市场旅游动机归纳为社交动机、康养动机、文化动机、观光休闲动机四种，银发旅

游不仅成为老年人休闲放松的方式，还是老年人在老年期间自我实现的重要渠道。 

2.2. 银发市场旅游消费偏好 

根据各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在银发旅游者出行的考虑因素中，出行安全、行程明晰且宽松、有导

游讲解的因素排名靠前。可以看出老年人在旅游出行时的依赖感，更喜欢参加一些相对平静的旅游活动，

更崇尚文化旅游，追求精神上的满足[9]。与此相适应，老年人希望有人带领来保证行程的安全与确定性，

出行常以传统的组团游为主，跟团游、私家团、定制游是最受银发族欢迎的出行方式。在旅游消费方面，

老年游客呈现出“能省则省、该花则花”的消费特点。老年游客性格较为谨慎，价格敏感度高，相较于

青年群体花费，他们在“吃、住、行”的客单价较低，但在购物环节的消费热情较高，随性随心而购，

所购产品多为养生保健品、旅游纪念品、旅游地特产等。银发旅游市场在出行目的地的选择上，以异地

的热门景区为主，城市周边游为辅。同时，气候与环境要素助推出现老年人候鸟养老现象，此类银发市

场随气候变化在固定旅游地进行有规律的旅游活动。 

2.3. 贵州省银发旅游规模概况 

贵州旅游发展目前进入中国旅游第一方阵，旅游业成为全省经济发展中名副其实的支柱性产业。2022
年全省，全省共接待游客 4.92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5245.64 亿元，银发旅游市场估值近千亿。2023 年，

极具贵州特色的旅游活动“村 BA”和“村超”在社交网络上爆火，贵州旅游以崭新面貌进入旅游者视

野，旅游收入与旅游人次有望逐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迎来新的发展高潮。同时，也将吸引一大批老年

人口将贵州作为旅游目的地，银发旅游市场潜力大。贵州现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省内银发旅游市场

规模较大。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贵州省老年人口首次突破 1000 万，其中，常住人口 60 岁及以上人口

为 5,931,357 人，占 15.38%，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456,455 人，占 11.56%。老龄人口在 9 个州市分布较

为平均，银发旅游活动在各州市均有开展[10]。 

3. 贵州省银发旅游取得的成效 

3.1. 康养品牌初具品牌效应 

贵州属亚热带温湿季风气候区，全年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全年平均温度 16.2℃，森林

覆盖率达 60%，空气质量名列全国前茅。在贵州，既有“爽爽的贵阳”、“凉都六盘水”、“高原湖城

清镇”等中西部避暑旅游城市，又有维度较低的罗甸、荔波等“天然温室”，优异的自然条件可以同时

满足了老年群体避暑与避寒的康养需求，吸引老年群体旅居康养。由此，适宜银发市场的康养旅游成为

贵州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康养到贵州”与“森林康养·贵州乐享”成为继“多彩贵州”品牌形象之后，

贵州省多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旅游名片。围绕这个旅游名片，各地方又根据各自特色民俗文化、自然风情

打造州市康养子品牌，现已初具品牌效应。 
《贵州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预计到 2025 年，共建设 50 个集休闲旅游、度假养生、

康体养老于一体的健康养老基地，同时大力推动城市康养社区建设，实现贵州省康养旅游的重点突破[11]。
现目前，贵州已打造出贵阳市青岩古镇康养度假旅游基地、遵义市赤水河谷康养度假旅游基地、六盘水市盘

州娘娘山国家森林康养度假旅游基地等十大康养度假旅游基地，覆盖省内 9 个州市。在康养这个旅游主题下，

各产业整合资源，从食物康养、温泉康养、森林康养、中医药康养等产业协调配合进行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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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赋能旅游适老化需求 

进入互联网时代，手机成为人们最为常用的便携网络设备，手机集支付、搜索、评价等多功能，通

过互联网提前感知旅游目的地、制定旅游线路、预定酒店车票如今已经成为大部分出行的选择，越来越

多的旅游体验活动与服务功能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各热门旅游目的地也纷纷结合互联网、虚拟现实、云

计算技术等，为旅游消费者提供“一部手机游 XX”的智慧旅游体验。然而，手机功能愈发强大，同时意

味着操作的复杂化，这对于生长在互联网诞生前的老年人们并不友好，且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与学习成

本的提高，导致较多老年人仍难以越过“数字鸿沟”。许多银发旅游与智慧旅游产品最终消费者是是中

青年，由中青年为其家中老人在网络上代购银发旅游产品，老年人实际上在旅游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智

慧旅游带来的便捷智能的体验。 
为帮助老年人群体更好适应文旅数字化与信息化场景，赋予智慧旅游适老化与人情味，按照贵州省

委省政府对贵州全域智慧旅游发展的战略部署，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多部门打造“一码游贵州”

全域智慧旅游平台。从“一台手机”到一个二维码，“一码游贵州”在设计上更加轻巧，操作页面更加

清晰，同时根据老年人出游场景进行功能优化，为老年用户提供更具个性化与适老化的公共服务。尤其

在老年人最为重视的安全方面，数字监管保障老年人出行安全，推出“一键找厕所”、“一键定位”、

“一键报警”等功能。截至 2022 年 11 月初，平台访问量超 4.27 亿人次，总用户近 2900 万人，累计交

易金额超 9500 万元，同年“一码游贵州”入选中国十大智慧旅游适老化示范案例。 

3.3. “政府 + 市场 + 社会”的旅游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随着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下全域旅游战略的开展，贵州的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也全面升级到全域旅游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形成了“政府 + 市场 + 社会”的旅游公共

服务体系。不同于基本公共服务与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旅游业是为满足公民多样化、个性化、高品

质服务等更高层次需求的生活服务。但旅游业尤其是银发旅游在服务主体权责、功能、导向上与基本与

非基本公共服务中均有交叉，在“老有所养”所提供的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法律服务等基础权益保障

上，实现“老有所乐”的社会目标。根据《贵州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与《“十四五”贵州省老

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部署，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实现更好结合。政府承担顶层设计的角

色，做好规则制定、加强监督、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举办和经营银发旅游。旅游市场则充分发挥主体活

力，进行资源配置，为老年人提供银发旅游产品与旅游服务。最后在社会加强旅游宣传，积极鼓励全民

服务与参与，激发银发旅游创造力。贵州旅游服务体系的逐步完善，助推了银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银发旅游氛围，因此贵州省也被称为中国最敬老的省份之一。贵州省较早开始推行老年人旅

游优待政策，颁布实施《贵州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贵州省老年人优待办法》等系列法规政策文件，

落实多元化的旅游服务公共体系，大部分景区对全国各地 60 岁以上免除门票费用，并提供充满人情味的

适老化服务。同时贵州老年大学和老年人退休前单位积极组织在重阳节、妇女节、劳动节等节假日开展

老年人出游活动，共同完善市场主体，银发旅游产品供给丰富，为老年人提供较多且个性化的旅游体验

与旅游服务。 

4. 贵州省银发旅游发展面临的问题 

4.1. 银发旅游法规不健全，存在旅游市场失范现象 

目前，贵州银发旅游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在最新修订的《贵州省旅游条例》中并没有对旅

游者市场进行细分，未出台保护老年人旅游消费权益的相关条例，由国家统一实行的《旅行社老年旅游

服务规范》对旅行社老年人组团游做了规范，但缺少市场其他主体及其不同出行方式的保障。因此，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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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目前市面上的旅游团质量参差不齐，旅游市场存在失范现象。截止 2023 年 7 月，由贵州文化和旅游厅

公布的前两季度旅游市场失序的典型案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不合理低价团”、“导游兜售物品”

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此类违规行为也是旅游公司诱导、欺骗、胁迫老年群体旅游消费的常用伎

俩，老年人因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弱势，也更容易受此类行为的侵害。而为逃避旅游监管部门的打击，有

部分不良商家往往采取更为隐蔽的营销方式。他们并不成立具有合法资质的旅行社，而包装为保健品或

养生设备公司。利用老年人爱凑热闹与勤俭节约的心理特点，首先以免费礼品、免费讲座、承诺回报等

手段吸引老年人，中期对老年人进行承诺回报，以会员制的形式邀请更多的老年人亲朋加入，最后以“异

地看房团”、“生态基地参观”、“养生讲座”为噱头，打着银发旅游的旗号，带领老年人低价旅游，

同时进行高价商品的违规推销。从“开心游”变为“闹心游”，银发旅游市场的失范既破坏了老年人的

旅游出行体验，也影响了整个银发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4.2. 银发旅游市场细分不足，供需矛盾突出 

贵州银发旅游起步晚、起点较低，对于银发市场的细分程度还不够。随着消费升级，老年人对于旅游

出行的个性化与多样化需求也在提高，传统模式下的大众旅游模式已经难以满足银发市场旅游的高质量发

展。从供求端来看，旅行社、景区、政府部门的前期调研与后期跟踪力度不够。对于已经成行的老年游客，

旅游供给端提供的游客意见反馈表与服务质量跟踪表的设计较为单一落后，对银发市场的个性化与特殊化

意见采集不够。对潜在老年游客，没有设立专门的平台与渠道了解他们对贵州旅游心理预期。因此，对银

发旅游产品的比较差异不够明晰，难以选出优质的银发旅游产品。从需求端来看，虽然贵州目前根据消费

者年龄阶段大致作了细分，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银发群体概念，将 60~70 岁老年人视为银发旅游市场的主力。

但对于 7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因其身体健康因素限制，旅游供给方针对这部分老年旅游者的旅游产品供给

较少。同时，对老年人的心理、行为、地理等特征分析不到位，间接导致客源市场流失。 

4.3. 银发旅游主题不鲜明，旅游内容单一 

贵州“银发旅游”的主题挖掘力度不够，旅游线路与产品的创新力度不足，旅游内容较为单一与

同质化。目前，贵州的银发旅游主要仍以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为主题，常以黄果树瀑布、梵净山、荔

波小七孔等名气较大的景区为旅游目的地，目前也并未开发出银发旅游的精品路线。银发旅游仅仅体

现在旅游者年龄与行程安排上，在实际旅游体验中，老年游客难以获得与“银发”相关的，区别于其

他年龄段游客的游玩体验。在旅游方式的选择上，大部分老年人出于身体因素考虑，更喜欢结伴而行

的组团游或家庭游，而常以“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传统观光旅游方式为主。在交通上，以速度较

慢旅游大巴或私家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在进行远距离旅游时，而当交通时长占据总旅游时长的 1/4
及以上时，旅游体验感就会骤降。在到达旅游目的地时，对于核心景点景区也只是走马观花式的短时

间游玩。由于银发旅游的产品和体验方式都较为落后，难以激发老年人对旅游的兴趣，无法给老年群

体带来“银发”主题下的旅游体验，导致游玩后的满意度也不高，最终不利于贵州银发旅游的品牌与

口碑效应。 

4.4. 缺乏银发旅游相关从业者 

“银发经济”时代下旅游行业在人才数量上、质量上以及培养方向上都有新的更高的要求，贵州目

前从事专门化银发旅游的旅游人员较少，尤其缺乏创新型人才，旅游队伍建设缺乏重视。旅游业旨在培

养复合型人才，重在旅游从业人员的多元化发展，以满足旅游市场的标准化需要。而银发旅游作为旅游

业新分支，是标准化之上的满足老年人群体个性化与差异化的新业态。不仅学术界现取得的成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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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的课程设置中也缺乏对银发旅游相关知识进行详解，在银发旅游的活动开展中，也缺少银发旅游

标准化旅游服务细则。最后导致一线的景区、地接、全陪导游等从业人员不了解老年群体心理特征、不

熟悉个性化差异化的接待流程、服务意识不强，在旅游服务中未能提供优质服务，而旅游业二线的从业

人员也难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优化、创新旅游线路与产品。 

5. 贵州省银发旅游提质升级的策略 

5.1. 加强市场规范化管理 

当前，贵州银发旅游发展迅速，但与之相匹配的管理体制机制较为落后，银发群体在旅游活动中容

易遭到不法行为的侵害，银发市场缺乏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为保障好老年群体的旅游权益，

营造社会敬老爱老良好社会风尚，避免贵州银发市场出现为贪图利益而成害群之马的现象发生，贵州应

加强市场规范与市场监管。针对老年人群体的旅游特性与偏好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明确主体职责，

提升市场道德标准，对银发旅游各产业及企业进行市场经营教育，平衡好利益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同时

加强市场监管，积极引导全民监督，对银发旅游上中游各阶段进行全程监督，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定期

对银发市场质量进行抽检，对不合格及违规产品进行约束。借助贵州本地特色大数据优势技术与平台，

建设银发旅游综合管理系统，采取线上监督、线下核实的双线程举措，对违规行为分类整理，找准问题

症结，有针对性地规范银发市场，完善数据库系统，收集各旅游主体基本信息及其老年人的反馈意见，

通过信息整合打破信息壁垒，努力做好产品与消费者间的信息对称。 

5.2. 积极推动银发旅游产品与线路创新 

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创新是引领银发旅游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动力。针对贵州目

前景区景点同质化和单一化现象，应该转换思路，结合银发市场心理特征，选取一批独具特色的景点来

丰富银发旅游产品类别。贵州目前有“中国天眼”、“北盘江大桥”、“平塘特大桥”等国家级设施建

设，虽然其目的不是为旅游服务，但因其规模巨大，具有一定游览价值，又作为贵州高速发展的最好见

证，能极大地满足了大部分老年人群体家国情怀，因此选取这类景点进行银发旅游产品进行创新。同样，

贵州作为历史上三线建设的大后方留下了许多工业旧址，这些旧址在新时代翻新为“朱砂小镇”、“贵

州三线建设博物馆”、“1964 文化创意园”等景点，这类景点对年轻人吸引力较为有限，但对于老年群

体来说，则极具怀旧情怀的游览价值。在旅游线路的开发上，银发旅游应加速旅游业态融合，利用现有

的旅游资源进行银发旅游线路开发。贵州现有红色文化、酒旅融合、山地、生态等精品旅游线路，涵盖

不同类别的旅游资源。贵州银发旅游可在此基础上，优化产品选择，调整主题，打造贵州银发旅游线路。

在银发旅游消费特点上，可以结合消费较低的民俗游与城市周边游，开发一批物美价廉型旅游项目，又

满足了老年人购物消费的欲望。 

5.3. 完善校企合作旅游人才培养模式 

注重专业旅游人才培养是提高贵州银发旅游服务质量的关键。贵州各旅游院校应以根据银发市场需

求作为课程体系调整的导向，加强银发旅游相关知识及其技能教学，开展养生、护理、医护等相关课程，

同时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提高综合服务水平与意识，重视老年人的情感互动与交流。开展校企合作

模式，建立高效信息互通渠道，学校明晰银发旅游企业用人标准、职位空缺等情况，旅游企业也能根据

学习办学要求制定相应人才培养订单。同时校企合作整合资源，利用贵州现有的康养基地建立实训基地，

为学生积累课程实训经验。最后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既可从旅游企业引进高端人才进行实地指导，在校

学生又能为银发旅游市场补充新鲜血液。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4241


肖云瀚 
 

 

DOI: 10.12677/ar.2023.104241 1805 老龄化研究 
 

5.4. 推进供给侧背景下的个性化产品，有效细分目标市场 

目前，贵州老年旅游商品市场正处在起步阶段，银发旅游产品应避免传统粗放型发展，告别一价全

包的大众旅游模式，以全域旅游的理念推出定制化精细化的银发旅游产品。为此，要对银发旅游市场进

一步有效细分。对旅游市场进行调研，将各种要素与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对目标人群的特征与偏好进行

分析，结合本地优势，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设计与创新，同时增加前测与后测的环节，及时掌握消费

者动态。 

6. 结语 

银发旅游是实现“老有所乐”社会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加速产业融合与推动经济转型的经济战略

点。贵州省要抓住银发旅游的发展机遇，弥补自身不足，助力银发旅游提档升级，打造好贵州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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