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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含老年医院
现共有 1350张床位，入住
率长期在 90%以上，春节
及长假后自理型床位经常
住满，还会出现排队情
况。”福州市国德老年康养
中心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近年来入住康养中心
的老年人平均年龄达 82
岁，人均住养超过 2年，为
让养老服务更加智能，他
们引进了一系列智能康复

医疗设备，如智能送药机
器人、生命体征监测雷达、
卫生间跌倒雷达等，来满
足老年人多样的康复和护
理需求。

“我去年住进这里，不
仅环境舒适，而且到点了
机器人就会来送药，既方
便又有趣。”年过八旬的林
依姆说，她患有心脏病，需
要特别注意身体状况，在
家时曾两次突发心脏病，

家里人都很担心，住进来
后，一系列的智能康复设
备和高科技机器人等，不
仅可以实时监测身体状
况，还可以及时预警并通
知护理人员，这让她和家
人都很安心。

记者从福建省卫健
委获悉，截至 2024 年年
底，我省共有医养结合机
构 210 家，医养结合床位
58262张。

“钞能力”爆发 银发经济火出圈
与老朋友组团出游、扛着“长枪短炮”各处观鸟、康养病房一床难求……银发经济

在我省“跑”出加速度，催生经济增长新蓝海

近日，“赣闽风华”号闽赣银发主题旅游专列，从江西
南昌出发，一路奔赴福建，满载182名银发旅客开启了为
期6天5晚的“有福之旅”。车票一经上线就被一抢而空，
银发专列不仅点燃了老年人“追寻诗与远方”的旅游热
情，也进一步印证了银发经济巨大的发展空间。

银发经济是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主导的产品生
产、服务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衍生的经济活动的总和，
涵盖了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各个领域。福建省民政厅数
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省60周岁以上户籍老人793.5
万人，占比20.0%；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558.8万人，占比
14.1%。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老年人愿意花费更多金钱追
求更高品质的享受，银发经济正从“生存保障型”向“品质
发展型”转变。

与老朋友组团出游、扛着“长枪短炮”各处观鸟、在科
技感十足的医养结合病房养老……当前，银发经济正成
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动能，在增进老年人福祉的
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开辟新的领域。

“我从 2005 年开始观
鸟，至今有 20年了。”72岁
的黄学鼎，是福州的一位
观鸟达人，圈里的年轻人
都叫他“雪枭叔”。观鸟，
相机和镜头等专业设备必
不可少，雪枭叔也不例外，
他前后买了四部双筒望远
镜、两部单筒望远镜、一部
数码相机、两部单反相机
和两个单反镜头，共计小
五万元。“有的观鸟爱好者
喜欢更换新型照相机，一
般的一部也要三四万元，
好的高达八九万元。”雪枭
叔说。

二十年里，为了观鸟，
雪枭叔去过长乐、泰宁、
将乐、武夷山等几十个地

方，几乎走遍全省的深山
老林、田野村庄和海岛渔
村。对雪枭叔这样的观
鸟爱好者来说，额外的吃
住 支 出 是 再 正 常 不 过
的。“除了福州周边可以
当日往返外，一般都需要
在当地住宿。”雪枭叔告
诉记者，以三天两夜为
例，住宿 250 元，伙食 300
元，不含自驾汽油费和高
速公路费，一次最少都要
花费 550元。

随着福建老年观鸟群
体的壮大，观鸟不仅带动
了个人消费，还催生了点

“鸟”成金的观鸟旅游经
济。今年端午节，62岁的
资深“鸟导”苏枫，就带领

着一支来自厦门的银发观
鸟团，来到福建著名的观
鸟胜地——三明市明溪
县。

“现在，明溪已计划建
设五大观鸟基地和 8条精
品观鸟旅游路线，建有规
范化精品观鸟点 31个，观
鸟主题民宿 13家，生态观
鸟带动了全县1100多人参
与产业发展，年均产值约
一亿。”明溪县林业局野生
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长、
植保高级工程师肖书平介
绍，近两年来，每年约有 3
万人来到明溪县观鸟旅
游，其中 60岁以上的老年
人占比 70%左右，较 2022
年增长了1.5倍左右。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
老服务协会、当代社会服
务研究院组织发布的《银
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
经济发展报告（2024）》显
示，随着“长寿时代”的到
来，养老服务业、老年用
品消费、老年金融、健康、
文旅等相关产业，呈现爆
发式增长态势。到 2035
年，银发经济规模有望达
到 30 万亿元，占 GDP 的
比重或将达到10%。

银发经济发展火热
的背后，也少不了政府对
养老服务体系的助力。
近年来，我省出台加快推
进医养结合发展、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
养老政策进步指数居全
国前列。2024 年3 月，省
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
快推进“福见康养”幸福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若
干措施》，加快构建居家
有服务、兜底有保障、普
惠有机制、市场有选择的

“福见康养”幸福养老服
务体系，提出促进银发经
济创新发展等措施。

为什么老年人热衷
在旅游、康养等领域掏腰
包呢？“当下，‘银发族’已
完成代际更迭，其消费特
征正经历从被动生存型
向主动享受型的结构性

转变。”福建师范大学经
济学院副教授林翊说，随
着教育普及与终身学习
理念渗透，新一代老年人
的认知边界持续拓展，不
仅对健康管理、文化体验
等消费场景具备更高的
价值判断力，更催生了旅
游定制、候鸟式康养、生
态研学等细分需求。经
济基础层面，社保体系完
善叠加资产性收入增长，
使其购买力显著提升，消
费预算从基础养老支出
向品质化生活消费倾斜，
形成庞大的消费势能。

林翊介绍，这种转变
驱动银发经济突破传统养
老服务的单一框架，向“产
品+服务+场景”的复合模
式跃迁。产业链条横向延
伸至文旅、健康、教育、科
技等多元领域，智慧康养
设备、老年游学社群、沉浸
式文旅项目等创新业态不
断涌现，通过数字化手段
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塑造
出“旅游+康养+社交+学
习”的全场景消费生态。这
种变革不仅重塑了老年消
费市场格局，更为银发经济
注入新动能，使其成为驱动
内需增长、促进产业升级的
重要引擎，展现出万亿级市
场的广阔发展前景。（本版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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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湄洲岛、武夷山
……74岁的福州何老伯，8年
前在福州市老年大学遇到了
一群志同道合的“老朋友”，
由此开启了“自由行”之旅，
几年间几乎把闽山闽水玩了
个遍。“我们自己组团，上网
做攻略后，把想去的地方、交
通方式和吃住要求都列出
来，制定方案。”这种“想怎么
走就怎么走”的出游方式，让
何 老 伯 的 旅 游 生 活 开 了

“挂”：熟悉的朋友们一起组
团出游，步调一致，节奏也在
掌握之中。何老伯告诉记
者，为了玩得痛快，他们学着
年轻人做了很多攻略，“适合
慢游的逛吃攻略”“藏在居民
楼里的必打卡小吃”“躺看海
上日出住宿攻略”……一趟
旅程下来，平均每人花费几
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除了自由行，“全包式”
服务的跟团游也是老年人的
一大选择。

“专列出游是我们的主
打产品之一，老年人也最喜
欢。”福建夕阳红国际旅行社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专列
出游和包车一样，无论到达
哪个景点都不需要把行李带
下去，放在车上即可，十分方
便，也节省体力。为了保障
安全，旅行社还配备了全陪、
地陪导游和医生，消除子女
对老年人的安全顾虑。

记者了解到，目前，新疆
旅游热度开始持续攀升。“6
月到8月是新疆旅游的旺季，
不少老年游客开始预订新疆
的行程。”上述旅行社负责人
表示，福建老年旅游市场潜
力很大，从去年到现在，他们
就已经组织了一万多名老年
人外出旅游，目的地包括国
内的东西南北各知名景区。

银发出游：
学年轻人做攻略
让快乐开“挂”

观“鸟”成金：每年3万人去明溪，老人占七成

一床难求：智能化养老病房，既有趣又便捷

专家：
银发经济正塑造全场景消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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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康复设备的游戏化设计，帮助老人在乐趣
中恢复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