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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未来 5 年内，以“60 后”为代表的低龄老年人群体或将新增 1 亿人以上。低龄老人在消费观念、
数字应用、金融意识方面都更能紧随时代，人群特征主动追求“年轻态”的消费及生活体验。

近期，多地推出暖心举措，持续鼓励
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抗疫工作中
的薄弱环节。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 5 月 5 日，60 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覆盖
人数达到 2.27 亿人，超 2.15 亿人完成全
程接种，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
占老年人口的 86.23%和 81.67%。

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老年人和基
础病患者是最脆弱的人群。筑牢免疫长
城，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是重要一环。

许多老年人行动不便，如何让老年
人疫苗接种更加便利成了许多街道、社
区的“心头事”。开设老年人接种专场，
开通疫苗接种爱心接驳车，为久居养老
院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群“送苗上门”⋯⋯

各地推出多样举措，切实打通老年人疫
苗接种“最后一公里”。

“接种点设在小区里，只需一台电梯
或一段楼梯的距离就能去到现场评估及
接种，极大地为老年人提供了便利。”广
州市海珠区新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志
华介绍，新港街道开展“疫苗接种送到家
门口”活动，9 天内共为 1200 多名 60 岁
以上老年人接种了首针疫苗。

在上海，杨浦区长白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将疫苗接种服务搬进了养老机构。

“谢谢他们能够到我们这里上门服务。”
95岁老人严淑英说。

老年人大都有基础性疾病，一旦感
染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的风险要高于其
他年龄段人群。然而，担心疫苗接种后

出现不良反应、对接种禁忌把握不明确
等情况常常成为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的

“拦路虎”。
为切实解决老年人对于接种新冠疫

苗的健康顾虑，北京各区积极开展“医社
携手”，将免费体检、健康咨询评估与疫
苗接种相结合，从专业角度为老年人答
疑解惑，最大限度地消除接种人群的顾
虑。据了解，近一个月内，北京市已有不
少百岁老人完成接种。

“国家卫健委将进一步加强接种组
织实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
长吴良有呼吁符合接种条件的老年人按
程序及时完成疫苗接种。

据新华社

各地暖心举措鼓励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现如今，以“60 后”为代表的低龄老
人成为老龄化人群主体。与高龄老人不
同，低龄老人消费、金融意识都紧随时
代，主动追求“年轻态”。

“60”后未来 5 年或将新增 1 亿

第 七 次 人 口 普 查 结 果 显 示 ，2020
年，我国人口总数达 141178 万人，年均
增长率为 0.53%，全国人口规模处于较
高水平且保持稳定的增势。其中，60岁
及以上、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在历次
人口普查中占比不断提升。

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60 岁及
以上人口占比持续上涨，人口老龄化趋
势明显。并且，在未来 5年内，我国老年
人口将出现大幅增长，老龄化或迎高
峰。根据 2019 年人口抽调结果，45-54
岁之间的人口具备最高的规模，2022 年
起，这部分人口将逐渐步入 60 岁，叠加
居民年龄普遍长寿化，我国即将迎来老
龄化急速增长阶段。未来 5年内，以“60
后”为代表的低龄老年人群体或将新增
1亿人以上。

低龄老人追求“年轻态”

与高龄老人不同，低龄老人在消费
观念、数字应用、金融意识方面都更能
紧随时代，人群特征主动追求“年轻态”
的消费及生活体验；同时，低龄老人工
作时代背景与高龄老人差异较大，大部
分已经退休的低龄老人都积累了相当规
模的固定资产、存款等财富，叠加退休
金、养老金、兼职打工等持续性的收入，
低龄老人不仅拥有较高的消费潜力，还
拥有较大的金融服务拓展空间。

由于主动追求“年轻态”，低龄老人
群体特征与高龄老人差距较大，但与年
轻群体具备相近的人群特征。一方面，
低龄老人乐于接触新鲜事物、产品及网
络，对高消费接受度较高；另一方面，部

分老人退休后收入来源单一，且具有大
额储蓄习惯，针对日常消费开支，拥有
理财及消费金融服务需求。

银发人群更加关注自身消费

在子女工作及家庭稳定后，老年人
工作及家庭的压力减弱，消费娱乐的时
间与精力增多，各方面兴趣逐步得到培
养；并且低龄老年人消费观念转变，更
愿意为自身消费，其主流的消费模式转
向“自我享受型”，多年的消费意愿及需
求逐步释放，在网购、兴趣、娱乐领域的
消费意识及行为都得到升级。

互联网渗透率大幅提高后，老年人
线上消费市场也不断拓宽，尤其是后疫
情时代，消费者活动向线上转移，银发
人群注意力也往自身集中，追求多种形
式获取物质及精神满足。2022 年 1 月，
我国 41 岁及以上人群互联网主要偏好
领域包括综合资讯、社交网络、网络媒
体等，其中综合资讯领域活跃人数最

高，达 5676 万人，在所有互联网综合资
讯人群中占比 12.3%。

受疫情影响，数字化银发经济发展
迅猛，2021 年，我国 50 岁以上网民占比
接 近 30%，老 年 人 互 联 网 使 用 率 超 过
20%，成为线上消费增长的重要领域。

从 主 要 综 合 电 商 平 台 来 看 ，老 年
用户的网络购销量及消费金额都呈倍
数增长。京东消费数据显示，老年人
使用互联网购物的熟练度越来越高，
越 来 越 习 惯 于 通 过 网 购 进 行 生 活 消
费、旅游消费、健康消费、线上缴费等，
专门针对老年用户需求的老年适用品
线上市场活跃；天猫购物数据显示，以

“60”后为代表的低龄老年人步入老龄
阶段后，呈现出健身、旅游、美容、瘦身
等多种独特的健康消费特征，且随着
疫情常态化，低龄老年人对健康的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网购健康”的潮流
正逐渐兴起。

据澎湃新闻

低龄老人“年轻态”，养老消费打开“新风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