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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中期以来，人口老龄化日益成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随之而来的老龄人 口消 

费问题也逐渐得到政府和商家的广泛重视。中国是人13大国，老龄人 13比重的日益上升也将产生 

更多的老龄人口消费问题。近年来，中国老龄人口的消费偏好变得更为复杂，既有传统的讲究实 

惠、方便与舒适等特点，又出现了一些追求时尚、热心社交等新特征。但老龄人口的消费行为依然 

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以致中国老龄人 口市场的供给不足，为数众多的中国老龄人 口需求依然处 

于未被满足状态。对中国老龄人 口的经济条件、供给约束、养老方式、健康状况等因素进行分析， 

可以找 出制约中国老龄人口消费的相关因素双其原因，进而促使政府完善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和加 

快老年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为企业提供满足老龄人 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扩大中国老龄人 

I3'的自主消费找到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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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20世纪 50年代 以来 ，随着经济 的发 展 、医疗 条件 的改善 和社 会 的进 步 ，发 达 国家 人 口老 龄 化 时代 

已经来 到。 中国在 20世 纪 80年代 以来有 些 地 区和城 市也 迎 来 了老 龄 社会 ，据 有 关 资料 测 算 ，到 2025 

年 中国的老龄人 口(60岁 以上 )的比重将达 到总人 口数 的 19．5％ ，人数 达到 2．9亿 ；到 2050年 比重将 达 

到 29．7％ ，老 龄人 口数 量将达 到 4．4亿 人 。老 龄人 口的迅 猛 增 长使 得 老 龄 人 口的 消费 需 求将 不 断 增 

大 ，同时 ，也能够看 到老龄 人 口的消 费 行 为存 在诸 多 差异 ，因此 ，老 龄 人 口市 场 蕴 藏着 巨大 的潜 力 。但 

是 ，由于过 去人们 对年龄 的种种错 误看法 ，使得 老年 消费市场 刚刚起 步 (Isabelle Szmigin＆ Marylyn Car- 

rigan，2001)。 目前虽然 老龄市场有 所 开 发 ，但 老龄 人 口的需 求依 然 得 不 到充 分 满 足 。因此 ，从 老 龄人 

口的消费偏好 分析 入手 ，深入 剖析 老龄人 口消费行 为 的制 约因 素 ，从 而对 老 龄市 场 的发 展 、改 善和 丰 富 

老龄人 口的生 活提 出有价值 的建议 。 

二 、中 国老 龄 人 口消 费偏 好 与 消 费行 为 的新 趋 势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商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欲望越来越多 

地得到满 足 ，因此 ，人们 消费生 活 中也逐 渐形 成 了一 定 的偏好 和惯 习。在 中国老 龄化 时 代到 来 之际 ，老 

龄 人 口的消费偏 好和消 费趋势越 来越 多地得 到商家 和学者 的重视 。 中国老龄人 口的消费特征 既有传 统 

消 费偏好 的特点 ，在消费行 为上 也出现一 些新 的趋 势 。 

(一 )中国老 龄消费 偏好 的一 般特点 

从 20世 纪 7O年 代末 以来 ，中国老龄人 口逐渐 形成 了 自己的消 费特点和 风格 ，社 会总体 上对 老龄 人 

口提供 的产 品和服 务依 然相 当有 限。 中国老龄人 口消 费偏 好 的特点 主 要 表现 有 ：第 一 ，追 求 实惠 、方便 

和舒适 。老龄人 口的消费特征 是 以年 龄为基 础 的 ，老龄人 口消费行 为具 有求 实性 、习惯性 、方 便性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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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等特征 (王 兰 英 ，1999；刘 泰 洪 ，2001；何纪 周 ，2004等 )。此 外 ，老 龄人 口的消 费行 为还 具 有节 俭 的特 

点 。老年 人 阅历丰 富 ，积 累了相 当多 的消 费经 验 。尽 管老 年 人大 多 数都 有一 定 的积 蓄 ，但 是 ，他 们 在年 

轻 时主要从 家庭 着 眼来 安排 自身 的 消费 活动 ，因此 ，大 多数 老 年 人在 长 期 的生 活 中形成 了节 俭 的 习惯 。 

这 样 ，他们 在老 龄时 期 的消 费行 为 中 ，依然 延续 着 年轻 时期 保 留下来 的消 费 习惯 。同 时 ，由于 老 龄人 口 

自身 的生理 状况 ，他 们更 多地 追求 便捷 、舒适 的产 品 。在 购买 商 品的 时候 ，也 不 是一 味的追 求低 价格 ，他 

们 更多 看 中 的是 产 品品质 和实 用 性 能 (应斌 ，2005)。第 二 ，偏爱 传 统 品牌 。老 龄 人 口在 长期 的购 买 行 

为 中形 成 的心里 惯性 ，也 表现 在对他 们 年轻 时期 使用 的商 品 品牌 的忠诚 度较 高 。他们 对老 字号 、老商 品 

往 往情有 独 钟 ，成 为传 统产 品 忠实 的顾 客 (石雪 冬 ，张海 莲 ，2005)。对 传 统 老 字 号 的产 品的 偏 爱 ，往往 

在 一定程 度影 响 了下 一代 的消 费偏好 ，使 得很 多 年轻人 也 很钟爱 老 字号 品牌 产 品。第 三 ，隔代消 费支 出 

较 大 。中 国老龄人 口消费行 为 的 又一 个 重要 的特 点 ，即 隔代 消 费 比重 较 大 。大 多数 有 一定 经 济 基 础 和 

消 费能力 的老 龄人 口 ，除 了为 自身在住 房 、医疗 等 方 面支付 较 大 的开 支 之 外 ，就是 对 隔 代 的消 费 支 出 比 

重大 ，例如 ，给 子女 购置 房子 或 汽车 、给第 三代 提供 教育 费用 的支 出 ，这在全 国各 城 市都具 有一 定 的代表 

性 。第 四 ，医疗 和保 健 消费 比重 大 。相 对 于其他 年 龄段 的人群 ，老 龄 人 口身体 机 能 的 日趋 下 降 ，因此 对 

于 医疗 和保 健产 品 的需求 也 颇 为庞大 (何 纪周 ，2004)。老 龄 人 口的需 求 结 构上 表 现 为对保 健 食 品 和保 

健 用 品的 强烈需 求 ，同时 对于 医疗 和饮 食 营养摄 取 、康 复等 保 健方 面 的 咨询 也 日益增 多 ，因此 也需 要 医 

疗 保健 文化 的传 递 。 

(二 )中国老 龄人 口消费行 为 的新趋 势 

20世 纪 90年代 以来 ，由于 中国经济 的快 速发 展 和个人 收 入水 平 的 提高 ，老龄 人 口的消 费 偏好 和行 

为发 生 了 巨大变化 ，除 了具 有上 述 的追求 经济 实 惠 、偏 重 传 统 品牌 、热衷 选 择 医 疗保 健 和 隔代 支 出较大 

的特 点之 外 ，中 国老龄人 口的 消费行 为还 呈现 出 一些新 趋 势 ，主要特 征如 下 ： 

1．追 求时 尚和 高 品质 的生 活 。随着 社会 的发 展 和经 济 水 平 的提 高 ，老 龄人 口的消 费行 为也 出 现异 

化 的现象 。随着 经 济收 入 的增加 ，越 来越 多 的老龄 人 口开始 追求 更 高层次 的生 活 ，提 高 晚年时 期 的生活 

质量 。一 般来说 ，老龄人 口存 在 两种 消费 心理 ，有 “传统 型 消费心 理 ”和“开放 型 消费 心理 ”，二者 也分 别 

被称 为“满 足型 消费 心理 ”和 “时 尚 型 消 费 心 理 ”。这 是 两 种 截 然 不 同 的 消 费 心 理 ，“传 统 型 的 消 费 心 

理 ”体 现 了这部 分老 年人 的 消 费 心 理 是 易 于 满 足 的 ，无 论 经 济 条 件 好 坏 与 否 ，对 于 生 活 没 有 太 多 的 欲 

求 ，喜欢 购 买实 惠 、低 廉 的产 品 ；而 “开 放 型 消 费群 体 ”的老 龄人 口，则 非 常 注 重 自己的 生 活 品 味和 享 受 

生 活 ，喜 欢 购买 自己喜 欢 的时 尚产 品 (陈 士 嘉 ，2002)。在 未来 的生 活 中 ，老 龄 市场 也 将 日益 成 熟 ，在 经 

济 条件 允许 的情 况下 ，持 “时 尚型 消 费心 理 ”的老 年 群 体 的 比重将 会 以更 快 的速 度 增 长 。刘 超 、卢 泰 宏 

(2005)也 认为 ，许 多老 年人 已经 改变 某 些 消 费 习惯 ，不 再 像前 辈 那 样 ，吃 饱 穿 暖 而 已 ，而是 开 始 追求 时 

髦 的服装 ，按 照营 养要 求合 理搭 配饮 食 ，追求 高 品质 的生 活 。 

老龄 人 口大 多数 由于 已经退 休 ，不再 继续 工作 ，所 以享 有更 多 的 自由支配 的时 问 。而每个 人 的生 活 

节奏 和 时间安 排都 是不 同的 。时间 经验模 型 分析 可 以把 时间分 为三类 属 性 ：持 续和 变化性 ；有 限性 和选 

择性 ；节 奏性 (Isabelle Szmigin and Marylyn Carrigan，2001)。随着 经济 的发 展和 物质 生活 的满 足 ，老 龄人 

口应该 有更 多 的精 力来合 理安 排 自己 的时 间 ，开 始 把 眼 光 放 在 对 感 性 生 活 的 追 求 上 。在 “心经 济 ”时 

代 ，人 们更 加追 求 时 尚与 独特 的生 活 品 质 ，在 生 活 中展现 个 性 与发 展 自我 逐渐 成 为 消 费 者 的愿 望 与 需 

求 ，人 类 的需要 已经 进入 了情 感 和精神 需要 的 阶段 (曾智 ，2009)。消 费 者在 购 物 的过 程 中 ，对 商 品 的选 

择 不再 是根 据 “好 ”与“不好 ”这 样 的理性 标 准 ，往 往加 入 了“喜欢 ”与“不 喜欢 ”的感 性标 准 ，而 且这 种 标 

准 在购 物 中表现 愈来 愈 明显 和普遍 。对 于追 求 时 尚和生 活 品位 的老年人 来说 ，也 出现 这样 的趋 势 。 

2．注重参 与社 会交 往 等精 神生 活 。不 同教 育背 景 、不 同职业 、不 同健 康状 况 和不 同年龄 的老龄 人 口 

在生 活形 态 的选择 上存 在较 大差 异 。罗 纪宁 (2003)认为 ，生活 形态 是 消 费者 一 种较 为稳 定 的心理 行 为 

模式 ，在 一段 时期 内对 消 费者 的消 费行 为产 生一定 影 响 。处于 不 同生活 形态 的老 龄人 口，他 们 的消费偏 

好存 在较 大差 异 。在各 个 年龄层 里 ，老龄 消 费者之 间 的差 异性 是最 为 明显 的 ，低 龄 老人 和高 龄老人 年龄 

差距 在 20岁左 右 ，身体 状况 不 同 ，阅历 不 同 ，显 然 消 费行 为是 不 同的 (刘 超 ，2005)。虽 然 各 种不 同的 因 

素都 不 同程度 地影 响着 老龄 人 口的 消费偏 好 。老 龄消 费者 最终 的购 买决 策也是 在 整个 的心理 系统 功能 

态势 下所 决定 的 ，不 同的环境 、不 同 的心理 情境 下 ，其 消费行 为表 现不 同。 

进入 20世 纪 90年代 以来 ，中 国经 济水 平不 断提 高 ，特 别 是人 民生 活水 平 的提 高 ，以及 社 会保 障制 

度 的完善 ，除 了少数 老龄 人 口退休 后 继续 工作 以外 ，绝 大多数 的老龄人 口都进入 了纯 消 费阶段 。通 常我 

们 把 进入 55岁 及 55岁 以上 的人 称 为老 年人 ，可 以把老 年 人划 分 为低龄 老 人 (55岁 一64岁 )、轻 龄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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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 一74岁 )、中龄老人 (75岁 一84岁 )和 高龄 老 人 (85岁 及 以 上 )(Moschis，1996)(刘 超 ，2005)其 

中 ，低 龄老人 、轻 龄老人 的消费 行为 与中龄 、高龄老人 的消 费行为截 然不 同 ，他们 的消 费行为 除 了关 注健 

康 产 品之外 ，更加 注重 满足 自身精神生 活 的需 要 ，在购 买决策 上往 往更多 的是独 立 自主和体现 自身需 求 

的满足 ，并且积极地参与同学聚会 、朋友会餐 、购买图书音像产品 、进入老年大学学 习等活动 ，丰富晚年 

生 活 。 

三 、制约中国老龄人 口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 

老龄人 口的消 费行为是 复杂 而多样 的 。就年 龄而 言 ，无论 是生理 上 、心 理上 ，还 是社会 经济等 方面 ， 

老龄 人 口都 有着与其 他年 龄段人群 不 同的消费特 点 。影响 老龄 人 口消 费行 为 的 因素也 是相 当复杂 的 ， 

主要 因素有 以下几个 方 面 ： 

(一 )供 给约束 的影 响 

人 口老 龄化是全 球性 的问题 ，发 达 国家 的人 口老龄 化 出现在 第 二次 大 战之 后 ，早 于 发展 中国家 ，同 

时发达 国家 的老龄人 口消费 问题研究 起步也 要 比发 展 中 国家早 得多 ，老龄 商 品市 场 的开 发 已有 一定 的 

经验 ，老 龄产 品和服务 涉及到 吃 、穿 、住 、用 、行 等几个 方面 ，市场对此 所提 供 的商 品也琳 琅满 目。尽管 如 

此 ，即使在 老龄市 场发展 最为成熟 的美 国 ，除 了保险等 行业 为 老龄 人 口提供 了更 多 的服务 ，但 是也 有相 

当多 的行业 和市场 亟待 开发与完 善 (刘超 、卢 泰宏 ，2005)。在 中 国也 存 在 同样 的问 题 ，老年 食 品 、医疗 

保 健用 品和服务 的提供还 远远不 能满足 老龄人 口的需求 。例 如 ，在服 装供 给方 面 ，大型 商场设有男 士服 

装 、女士服装 和儿童 服装专 售楼层或 专柜 ，但是鲜 见老 龄人 口专柜 。老 龄人 口购买 的服装 只能是 去较小 

的商 场 、农 贸市场购 买颜色 灰暗 、价 格 低廉 的产 品 ，或者 去 中 年人 专 柜来 选 择 相对 成 熟稳 重 些 的款 式 。 

在 医药保健 品行业 里面 ，提供 的保健 药 品或 食 品也 是琳 琅满 目的 ，但 是 良莠 不齐 ，真 正 能满 足 老龄人 口 

需求 的确实少 之又少 。适合 老龄人 口的影 院 、图书 、玩具等 还远远 不能 满足这 个庞大 的市场需 求 ，所 以 ， 

应 该针对 老龄人 口的需 求提供 更好 的产 品去 满足老 龄人 口的需要 ，改善 老龄人 口的生 活质量 。 

(二 )养 老方 式的局 限 

老龄 人 口消费行为 的主要影 响 因素之 一 是养 老 方式 (李 大雁 ，2001)。随 着 老龄 时期 的到 来 ，老龄 

人 口生理 功能也 随之变 化 ，表现 为体力 下降和精 力不 足 ，所 以在 生 活 中需要 更 多 的照顾 ，特 别 是有些 身 

患 多种疾病 的老人 和高龄 老人 ，在 日常生 活 中他 们不 能够完 全地 照顾 自己 ，就 需要 考虑妥 善安排 他们 的 

养 老方式 。 目前 ，中 国老龄 人 口的养老方式 已经从 传统 的家庭 养老 向家 庭养 老 和社 会 化养 老 相结合 的 

方式 转变 ，所 以 ，在 不 同的养老方式 下老龄 人 口的消费行 为具有 不 同的特点 。 

1．家庭养 老方式 下的老龄 人 口消费 。家庭 养 老是 传统 的养老 方式 ，也是 目前 中 国老 龄 人 口主要 的 

养老方式 。家庭 养老符 合传统 的孝道 ，对于 老龄人 口的经济 保 障 、日常 生活照 料 以及 精神慰藉 都产生 了 

重大的积极作用 ，同时，也影响着老龄人口的消费行为。在这种养老方式下，老龄人 口的购买行为除了 

考虑 自身 的需求 情况外 ，也较多地 考虑 子女 的需 求 ，为家 庭公 共支 出花 费 比较 大 。所 以 ，在 传 统 的家庭 

养 老的方 式下 ，老年人 的消费行 为更加 复杂 。 

冯丽 云 (2004)在研究 中也指 出 ，老龄人 口的 消费观念 方 面存 在很 明显 的 自我性 消 费和利 他性 消 费 

两类 。其 中 ，自我性 消费 的老年人 表现 为具有现代 观 念 、子 女相 对 独立 ，对 子女 不 再承 担教 育 、赡养 、经 

济 资助等义务 ，同时 ，自己也 有 固定 的离 、退休金 ，或者 得到 子女 的资助 。所 以 ，在 消费 过程 中更 加 注重 

对 自己消费意愿的满足，更加能够体现情趣性消费的特点。这部分老龄人 口开始注重时尚因素 、个人兴 

趣和健 康需要 的满足 ，在消 费行 为 中充满 了 自我观 念和生 活乐趣 。 

与 自我性 消费观念 相对 的是 利他性 消 费观念 。每个人 都 有利 他性 消 费行 为 ，但 是在 中 国还存 在 相 

当突 出的老龄人 口主 动的利他性 的消费行为 ，多数是 因为 其子 女在 生 活 中存在 一 定经 济 困难 或子 女 根 

本 没有 收入 来源 ，所 以他 们还继 续承 担着 照 顾甚 至 供养 着 自己 已成 年 的 子女 的任务 ，自己生 活 比较 节 

俭 ，但是对 其子女 或子女 的孩子 消费则 比较 大方 (冯 丽 云 ，2004)。这 种 利他 性 消费观 念 在 我 国许 多地 

方都 具有一定 的普遍 性 。在 对老 龄人 口消费行 为的研究 过程 中 ，摩西 等人 (Moschis et a1．，2000)提 出 了 

“三 明治 一代 ”(sandwich generation)的概念 ，指 出这一 代 老龄 人 口不 仅要 照顾 自己 ，还要 照 料上 一代 老 

人 ，以及照料 自己的儿 女或者 孙辈 ，要尽 到更 多额外 的责任 。 因此 ，他 们 的生 活 以及 消 费行 为就要 受 到 

他 们 的偏 好 以及 家庭责 任 的影 响 (1sabelle Szmigin and Marylyn Carrigan，2001)。 目前 中 国也 有相 当多这 

样 的“三 明治家庭 ”。这也 是老龄 人 口利 他性 消 费 的一个 重 要表 现 。这样 家 庭 中 的老 龄人 口的消 费行 

为往往更多地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需求 ，因而比较少地顾及 自身的需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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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 会化 养老 方式 下 的老龄 人 口消费 。虽然 中 国大多数 老 龄人 口都是 享受 家 庭养 老 方式 ，但 是 ，由 

于 大部分 家庭 都是 独生 子女 家庭 ，孩 子长 大外 出求 学或 者成 立 自己 的小家庭 之后 ，老 龄人 口的生活就得 

不 到子女 的直 接照 顾 。所 以老 龄人 口对 于社 区养 老和对 老 龄公共 产 品的需 要就 更加 强烈 。养 老问题 就 

成 为普遍 关 注的社 会 问题 ，也 得 到 国家和社 会 的高 度重视 ，养 老方 式 的社会 化也 就应 运而生 。社 区养 老 

和专 业养 老服 务机 构 的建立 也是 越来 越多 。由此 ，中 国老 龄人 口的消 费 行 为也 将 受其 影 响 而变 得 更加 

复杂 。养 老社 会化 的存 在使 得老 龄人 口对 于公 共社 会服 务 的消费 增加 ，例如 ，对 于增进 健康 和情趣 的图 

书音 箱等 文化产 品的需求 就 更加 广 泛 。还 有 一部 分 老 龄人 口选 择进 入 专 业 的养 老 机 构 (如养 老 院 )来 

度过 晚年 ，他们 用 于养老 机构 的专 项支 出就 占有 相 当大 的 比重 。 

(三 )健 康状 况 的限 制 

老龄 人 口(尤其 是低 龄老 人 )在退 休 以 后往 往 有很 多 闲暇 ，如 果健 康 允 许 ，他们 就 做 更 多 的 自己爱 

做 的事 情 。斯 密根 和卡里 根 (Isabelle Szmigin& Marylyn Carrigan，2001)也 认 为 ，了解 老年 市 场 ，一个 重 

要 的尺度标 准就 是健 康状 况 。应该 根 据 老 年 人 的健 康 状 况 ，来 提 供 适 当的 满 足其 需 要 的 产 品或 服 务 。 

有些 老年人 身体 健康 ，有些 老 龄人 口觉 得 自己的老年 时期 身体 比年 轻 的时候更 好 。然 而 ，大多 数老 年人 

最担心 的就 是 自身 的健康 问题 。无 论是 “满 足型 消 费心 理 ”和 “时 尚型 消 费心 理 ”的老 年人 都 是 十分 重 

视 健康 方 面 的投 资 。对 于健康 的需 求则 是没 有太 大差 异 的 。 

摩 西 (1996)认 为 ，老 年 的过 程包 括心 理 、生理 和 社会 环境 变 化三个 维 度方 面 的 内容 。但 是 ，老 年人 

的生理 状况 不 同于年 轻人 ，他 们 由于年 纪 的增 加 ，生 理器 官 的变 化 ，会 产生 行 动 不便 、患 病 的 困扰 ，同时 

会 产生 心里 寂寞 、失 落等 心理 上 的变 化 ，所 以老年 人 口对 健康 问题极 为 关 注 ，因 而在 消 费面 上 显得 集 中 

和狭窄 ，例 如 ，对 于 医药保健 产 品和舒 适 、便捷 产 品 的需 求 日益增 长 。老龄 人 口对于 疾病 的预 防 、医疗 和 

保 健 、康 复 和心理 咨 询 的需 求 日益增 加 ，这是 因为 老龄 人 口受到不 可 回避 的健康 状况 的影 响 。 

(四 )经 济条 件 的制约 

收 入水 平是影 响老龄人 口消费行 为的又 一个 重 要影 响 因 素 (李 大 雁 ，2001)。 自 20世 纪 80年 代 改 

革 开放 以来 30年 的发 展 ，中 国国 民生 活水 平有 了巨大提 高 ，老龄 人 口的收 入状况 也发 生 了根本 的变 化 。 

现 阶段 老龄人 口的收 入来 源 比较广泛 ，如单位 退休 金 、子 女 给 的赡 养 费 、自己的额 外 收入 和 储 蓄等 很 多 

方 面 ，同时 老龄人 口一 般没 有债 务负 担 。如果 在年 轻 时期 有 负债 ，现 在 大 多 已经 还清 ，在 生 活 上 已经 没 

有 这方 面 的负担 了 ，所 以 ，冯 丽 云 (2004)认 为 ，老 龄人 口老 年 消 费群 体具 有 一定 的 购买 力 ，因 此 ，老龄 人 

口将 生 活得 更加轻 松 和愉快 。虽然老 龄人 口经 济状 况 得 到 了广 泛 的改 善 ，但 是 他 们 的整 体 收 入水 平 存 

在 明显 的差 异 ，这 种差 异使 得 老龄人 口的消 费层 次明显 不 同 ，不能 不 引起重 视 ：第 一 ，获得养 老金 数额 的 

差 异 。中 国“老龄 化 ”时代 的到来 与社 会 经济 发展 滞后 之间存 在 “时 间差 ”，所 以在 现有 的国 民经济 发 展 

水 平下 ，工人 的养 老金 水平 是 比较低 的 。另外 ，不 同 区域 之 间经济 发 展 水平 也 存 在差 异 ，各 地 社会 保 障 

制 度 的覆 盖 面存在 差 异 ，所 以造 成不 同地 区养 老金 之 间不 同 ，直接 影 响 老龄 人 口的 收入 水 平 ，有 的老 年 

人拥有较高的退休金 ，有的则很低 ，有 的则没有退休金 ，造成老龄人 口的消费水平参差不齐。第二 ，子女 

生 活状况 的影 响 。 中国有相 当数 量 的下 岗职工 ，他 们 当中有 相 当一部分 人 没有什 么技 术 ，丧 失 了求职 信 

心 ，处于 失业状 态 ，生 活 困难 ，在 某种 程度 上老 龄人 口担 当 了家庭 经 济支 出的 责任 。如果 家 庭 中还 有 未 

就业 或者 失业 的子 女 ，那 么 老龄 人 口还 要 在 经 济 上 对 他们 进 行 补 给 ，则 加 重 自身 的经 济 负 担 。特 别 是 

“三 明治家 庭 ”的存 在 ，老龄人 口不 仅要 自己供养 自己，同时还 要 资助 子 女或 者第 三 代 的 日常 生活 ，甚 至 

是 承担家 庭 的经济 重任 。所 以 ，从 老 龄人 口整 体收 入水 平 来看 ，还 存 在一 定 的差 异 ，严 重 制 约着 中 国老 

龄 人 口的消 费行 为 。 

四 、结 语 

通过 对老 龄人 口消 费偏 好 的分析 可 以发现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以后 ，中国老 龄人 口除 了具有 讲求 

方便 与舒 适 、偏 爱传 统 品牌 、对 隔代消 费支 出较 大 和对 医疗 和保 健 消 费 比重 大 的一 般 特 征 之外 ，还 具 有 

追求 时 尚和高 品质 生活 以及 注重社 会 交往 等特 点 ，说 明老 龄 市场 存 在一 定 的 开拓 与 发展 潜 力 。研 究 结 

果 同时也 发现 ，老 龄市场 虽 然取得 了长足 的发 展 ，但 还不 够成 熟 ，因而 老龄人 口的需求 仍然得 不 到满足 。 

产生 这种 现象 的原 因 主要在 于供 给 的约束 、养 老方 式 的局 限 、健康 状况 的 限制 和经济 条件 的制 约 ，因此 ， 

提 出以下 建议 ：企 业在 开发 老龄 人 口产 品和服 务 时应该 考 虑 这些 制 约 因素 ，提 供适 宜 的产 品 和服 务 ，满 

足不 同层 次 消费者 的需 求 ；政府 应该 加快 完善 养老 保 障 、提高 老龄 人 口的社 会 福 利 ，完善 城 乡社 会 救 助 

等制 度 ，提供更 多 的就业 岗位 ，减 少 中青 年人 的就业 压力 ，提 高老 龄人 口的收入水 平 ，减轻 老龄 人 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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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负担 ，提高老 龄人 口的购买力 ；社会各 界则应更 多关 心 老 龄人 口的 健康 和生 活 质量 ，提 供 丰富 的适 合 

老龄人 口的产 品和服务 ，满足 老龄人 口颇为 复杂且 日益增 长 的消 费需 求 。 中国老 龄人 口的 消费 问题 与 

全球化 发展相关 。无论 当今学术 界对 全球化 的理论做何 种解 释 ，全 球化都 是一个 历史 的或历 时的过程 ， 

其特征 在于其共 时性 ，同时也 是空 间上 的世 界 压 缩 和地 域上 的联 结 。全球 化 的 “化 ”是 一 个历 史 的 过 

程 ，是包 括各种社 会 因素 在 内的关系在 时问与 空问上 不断扩展 的过 程 ，在这 个过程 中体 现出世 界各 区域 

之间人 的行为方 式 、思想 观念 和社会力量 相互作 用 的特点 。(胡铁生 ，2008，2010)人 口老龄 化是一 个世 

界性的问题 ，是中国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中同样无法回避的人 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 ，在全球化的发 

展 进程 中 ，中国应 该遵循 的原则 是“和而 不 同”，而非 “同而不和 ”，中国人 口老龄化 的特点 决定 了中国老 

龄 人 口在 消费观上 的特点 ，因此 ，在如何 满足 中国老龄人 口的需 求方 面 ，政府 机关 、消费 品生产部 门及商 

品经商部 门均应 审时度 势 ，根据 中 国的老 龄人 口的实 际特点做 出相应 的政 策调整 ，才能 为中 国老 龄人 口 

的消费 问题 找到更 为有效 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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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strictions of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Ag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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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mid一20th century，aging of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issue，and consequent con— 

sumption of these aging people also drew wider attention from government and commercial fields．China the 

country of tremendous population is bound to face more issues with ever—increasing aging citizens．In recent 

years，consumption preference of this group is more complicated，featuring traditional characters of real bar— 

gain，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consumption，as well as new characteristics like pursuing the vogue and SO— 

cial activities．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restrictions，which even results in insufficient supply of Chinese 

aging people market，and most of people deserve more demands．This paper，after analyzing economic eondi- 

tions，supply restriction，aging care mode for the aged，and their health，ete．found out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their causes．And meanwhile，the pension system and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should be improved for the 

senior citizens；Enterprises could find a new path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aged people by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and also the paper attempts to develop new ways to expand autonomous consumption of this group． 

Key words：aging population；consumption behavior；restriction factors；consumption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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