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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品讲逻辑
养老理念亦需有

“鸿雁寄深情，家书抵万金。”

曾经车马邮件慢的年代，书信是

唯一的连接。而今，随着智能技

术赋能，电话、手机、监控等各类

智能设施推广普及，不少银发族

已深深融入数智生活。

今年初，杭州教师陈小丹把

不满 1 岁的女儿糯糯带去农村老

家请父母照顾。为了让小宝贝每

天都能看到妈妈，陈小丹的父母

主动学习智能手机的各类技能，

二老不仅学会拍抖音发视频，还

在家中安装了智能监控，方便与

女儿实时“隔屏”对话。

而与陈小丹父母做同样选择

的人也不占少数。2022 年，荆楚

理工学院张斌博士团队在鄂西某

农村开展调研显示，发现近八成

村民在近 3 年安装了智能监控，

其 中 就 有 占 比 38.52% 的 老 人 。

由于农村空巢老人的照护需要，

子女用智能监控陪伴老人，渐渐

成为发生在城乡的浪潮。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2022
年养老消费调查报告》中，有关

智能监控的调查中，有 31.11%的

老人对子女安装监控行为表示接

受 ，30.87% 的 老 人 表 示 部 分 接

受。

一位从事智慧养老行业的资

深从业者坦言，就目前的人工智

能市场而言，面向的消费者主要

是青壮年，老年人的需求从一开

始就没有纳入产品设计逻辑中。

下一步智慧养老服务要发展，行

业必须要更多考虑老龄化需求，

比如，就智能监控来说，能否让

老人自主选择，在时间和空间方

面实现更多的边界感。

活力老人新追求
消费也要年轻态

还记得前滩太古里的那些精

致老人吗？

前不久刷屏网络的《前滩太

古里老人游乐指南》公众号推文，

讲的是上海活力老人“攻占”了定

位重奢的上海前滩太古里，这里

的商场因为设施便利、风景开阔、

拍照友好等原因深受老人喜爱。

区别于年轻网红的拍照风格，阿

姨们简单明了的欢乐打卡，通过

互联网传播，迅速引发关注，为原

本高冷时尚的购物中心带来火热

人气。

高奢商场成为“老年引力场”

的背后，道出当前低龄老人的消

费升级趋势。中国消费者协会

《2022 年养老消费调查项目研究

报告》也得出相同结论：养老服务

从业人员深访调查发现，区别于

高龄老人对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医

疗康复服务领域的消费“刚需”，

年龄较小，身体健康，自理能力较

强的老人，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外

出社交场景多，除了基本日常生

活品的购买需求，对文化娱乐、时

尚服饰、电子产品、保健产品等

“改善升级型”消费需求更加强

烈。

活力老人不仅主动追求消费

“年轻态”，也愿意为自己的兴趣

爱好“买单”。例如在旅游方面，

近几年，除了跟团游，一些老人探

索起环岛游、旅居养老、旅拍等新

玩法。62 岁的杭州李先生夫妇告

诉记者，今年 4 月二人去海南环岛

自驾，回来后没几天又去成都、重

庆转了一大圈。“五一”假期结束，

老两口再次启程北疆深度 16 日定

制小团线，费用 14000 多元，从乌

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前往喀纳

斯，然后沿独库公路南下到库车，

一路饱览环线风光，体验高质高

价的“诗意远方”。

对此，浙江大学健康产业创

新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老龄化与养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邢以群教授分析认为，积极老龄

观念引领下，低龄活力老人作为

老年人口的主力军，处于有作为、

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

他们不再满足于生存型、基本保

障型养老需求，而对更高品质的

养老消费提出了新需求。

深耕垂直细分
定制精准服务

理念更新，市场可期，相应

的产品必须及时跟上。对此，

邢以群课题组认为，抓住“活力

老人”消费的关键在于，真正理

解并运用积极老龄观、健康老

龄化理念。具体来说，就是企

业要聚焦关注老年人的养老理

念，细分不同人群养老需求，开

拓细分领域，布局适老产品，不

断推出具有针对性的适老业

态，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相较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品

牌业态把老年人划成整体的做

法，日本和西方一些国家将老

年人划分为一个个垂直细分群

体，并为其定制精准服务，于国

内养老行业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

以老龄化程度较深的日本

为例，在针对老年探索方面可

谓细中求精。日本不仅开设女

性健身房Curves，还打造了专门

针对50岁以上女性的“健身+养

生”俱乐部；在美国，有专门为

老年人和养老机构提供老年生

活信息和咨询的服务公司；新

西兰和奥地利则有专门为 50 岁

以上老年人一站式服务的购物

中心。

邢以群教授还建议，尽管

老年人需求众多，但目前的老

年人大多消费比较保守，按照

其团队调研，70%以上的人每月

在养老服务或老年消费上的预

算不超过 2000 元。因此，对老

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遵循

老人消费观念和习惯，必须注

重成本，合理定价，这也是对当

下养老观的一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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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悦清

这个五月，不少老
年游客“进淄赶烤”，夜
晚 12 时多，叔叔阿姨们
大快朵颐的激情，和当
下年轻人“特种兵式”旅
游的劲头比不遑多让。

银 发 消 费“ 燃 ”起
来，其中以 60 后为代表
的低龄活力老人“画像”
尤为清晰，这背后折射
出新时代老年人群积极
养老理念的跃变。

积 极 老 龄 观 背 景
下，从被动接受赡养到
自主独立意识兴起，活
力老人的消费理念紧随
时代。记者发现，银发
消费趋势中，3个关键词

“年轻态”“讲逻辑”“垂
直细分”正成为强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