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愿意在健康旅游上花钱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智能手机应用的便捷化，越来
越多60-69岁的低龄老人积极地融入数字生活。他们熟练掌握智
能手机等高新科技设备，积极参与使用线上购物、预约挂号等功能。
调研显示，52.8%的低龄老人偶尔上网购物，25.7%的低龄老人经常上网购
物。在网络体验方面，86.5%的受访老人对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满意，认为能拓宽社交圈
子、方便获取信息和享受服务，但13.5%的受访者因网络虚假信息多等问题表示不太满意或不满意。

在中仓街道的老年活动中心，专门设置了网络学习角，有志愿者指导老人使用互联网。正在学习网购
的赵奶奶说：“现在学会网购后，买东西方便多了，像一些生活用品直接就能送到家。不过有时候也担心买
到假货，还是得小心。”而经常网购的孙叔叔则分享经验：“网购得多了，慢慢就知道怎么筛选靠谱的商家
了，而且网上商品选择多，能挑到更合心意的。”他常常在午休后，坐在家中沙发上，熟练地打开购物APP，
浏览各类商品，遇到合适的就下单，等待快递送货上门。

不过，记者也发现，不少年轻人在社交平台求助：“如何‘戒断老人直播购物瘾’”。不少人提到家中
老人沉迷直播间购物，花费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且购买的商品中，大部分是“三无”产品。在老人们热
衷的直播中，养生课直播颇受欢迎。有些主播不断引导大家添加微信，手把手教老人绑定银行卡或移动
支付，添加收货地址并下单。对此大家担心，所谓的“免费养生课”只是诱饵，为的是后期捆绑销售高价
药品或服务。

此次调研报告也指出，由于老年人对法律知识和维权流程的了解相对较少，他们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不
知所措，难以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导致老年消费者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打击了老年群体对
市场的信任度和消费积极性。调研显示，在网络购物中，持不满意态度的受访者认为网上购物平台上图片
与实物差异较大，存在不良广告诱惑，假冒产品多等问题，尤其是养生保健、老年旅游等消费领域更易成为
老年人消费侵权的重灾区。

困境：低龄老人“触网”风险高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民生保障，2022年，国务院印
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其中明
确要发展壮大老年用品产业，加强老年用品研发制造，大力开
发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等需求的老年生活用品。2024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
国家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件。

“大力发展老年用品产业，不仅能给老年群体带来便利，对
养老产业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企业投资应该持长远
眼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张航空认为，银发
经济未来大有可为，现阶段的重点是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提升老
年人的消费能力，同时，政府应该强化监管，减少消费市场的乱
象。他认为，要想让老年用品真正进入寻常家庭，全社会首先
应该形成爱老敬老的氛围，要鼓励企业、商家线下多开设老年
用品实体超市。考虑到老年用品超市可能面临经营负担，政府
相应的扶持政策、优惠政策也应持续推进，以减轻企业、商家的
经营压力。

建议：鼓励企业多层次开发市场

“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银发经济指的就是养老院，
实际上我们应该打开视角。”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银发经济不仅是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还涵
盖健康、安全、精神文化和社会价值实现等多维需求。对于如
何提升活力老人的生活品质、提供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适老化产
品等问题，都需要通过科学调研找到答案。

调查发现，虽然市面上老年用品店数量渐增，但商品多为
健康监测等设备，针对老年人商品及服务供给仍存在诸多不
足。产品种类上，老年用品供应和研发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
功能传统、缺乏创新设计，优质产品少；服务供给方面，针对高
龄和失能老人的专业护理服务不足，智慧养老和远程医疗服务
处于起步阶段。

此次调研报告显示，71.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产品和服务
能满足或基本满足需求，但 24.6%的受访者认为不太满足，
4.2%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满足。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养老
服务资源匮乏、设施落后、内容单一，养老服务市场不规范，人
才短缺、专业化水平低。而且老年人法律知识和维权流程了
解少，在网络购物等场景中易遭遇消费侵权，如养生保健、老

年旅游市场乱象频出，严重打击消费积极性。同时，公共
设施及智能产品适老化改造滞后，69.1％的受访者希

望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65.9％的受访者期望
增强无障碍交通设施建设，63.1％的受访者表

示希望加强老年医疗保健设施建设。
调研报告建议，构建差异化、个性化

消费供给市场，促进消费潜力释放。
比如低龄且健康的老年人，其消费

能力更强，主观性消费意愿更高，
更加愿意接受诸如适老化产

品、居家环境改造、线上消费
等新兴的消费形式，而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的消费项目
多集中于医药、康复等方
面。老年群体逐渐形成
层 次 分 明 的 消 费 格
局。要立足通州区老
年人需求的结构与特
点 ，引 入 PPP（Pub⁃
lic- Private Partner⁃
ship，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运营
模式，提高产品和
服 务 供 给 的 专 业
化、智能化和个性
化水平，提供高质
量 消 费 体 验 。 此
外，产品和服务应在
传统的医养领域外，
拓展至教育、文娱、
金融及法律援助等方
面，以满足不同群体
的消费需求。

需求：老年用品供应亟待提高
为深入探究通州区老人的主要消费领域，国家统计局通州

区调查队于年初展开了全面且细致的专项调研。调研伊始，调
查人员深入通州区各个乡镇、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以及与老年
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采用随机抽样与定点访谈相结合的方
式，与众多老年人进行面对面交流。

潞河医院体检中心是老年人聚集的高频场所。70岁的王
奶奶向调查人员展示手中的体检报告，“现在我每年都定期来
体检，身体有啥小毛病也能早发现。平时还会买些靠谱的保健
品，为健康多投资嘛。”同在体检中心，刚做完一系列检查的刘
大爷，脸上带着轻松的神情，感慨道：“以前总觉得能省则省，现
在明白了，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在医疗保健上花钱，值！”

一旁的健康咨询角，更是呈现出一片交流热烈的景象。
不少老人在体检后，自发地围聚在这里，他们或坐或站，手中
拿着各种保健品的宣传资料。老人们认真地交流养生经验，
讨论哪种保健品性价比高。一位阿姨拿着一款保健品的说
明，向周围的老人询问意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成分、功
效、价格展开深入探讨。调查人员现场记录下这些生动的场
景与老人们的真实想法，从这些细节中捕捉老年人对医疗保
健消费的重视。

国家统计局通州区调查队年初开展的专项调研显示，医
疗保健已成为通州区老人的主要消费领域。2023年，通
州区 60岁以上常住人口达 35.9万人，占比 19.5%，相
比 2020年七人普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
群体消费基础扩大。加之退休金增长机制，老
人经济能力提升，消费观念从“养老”向“享
老”转变，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在调研
中，59.2%的受访者将医疗保健列为主
要消费领域，超越食品烟酒、生活用
品、居住等支出。同时，在消费过程
中，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性价比较
高的产品和服务，体现了理性、
务实的消费态度。调研显示，
80.3%的受访者在购买商品和
服务时最看重价格，69.2%的
受访者比较关心质量问题，
仅有 12.3%的受访者会关注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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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银发经济”调研报告出炉

在医疗保健上花钱在医疗保健上花钱，，值值
本报记者 冯维静

随着老龄人口逐步增多，银发经济热度攀升。街头老年用品店数量渐增，从舒适老年鞋到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商品品类日渐丰
富；旅行社“夕阳红”线路火爆，老人们结队出游兴致高；电商平台上，养生食品、文娱产品等纷纷被加入老年人的购物车。这一系列
适老产品热销的背后，是老年人消费需求的多样呈现。“银发经济”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领域。

《通州区银发经济专项调研报告》近日出炉。数据显示，通州区的老年人消费意愿榜前三位分别是：医疗保健、食品烟酒、生活用
品。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在发生转变，从传统的“养老”走向“享老”，从“功能性消费”过渡到“体验式消费”，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也在不断提升，他们更愿意在健康、旅游、娱乐等方面投入资金，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通州区老年群体主要消费领域

2010-2023年 通州区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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