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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旅游者主观年龄同实足年龄差异
及其与旅游动机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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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观年龄作为有别于实足年龄的一种年龄概念,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人们生活质量的研究之中。以老年旅游者为

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了220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感觉年

龄、活动年龄和识别年龄三个方面分析了主观年龄与实足年龄的差异,以及这一差异与旅游动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1)多数老年旅游者认为其主观年龄比实足年龄小,感觉年龄、活动年龄、识别年龄比实足年龄分别平均小5.2岁、6.5岁

和3.3岁。2)老年旅游者的主观年龄能够根据他们的旅游动机进行预测,其中感觉年龄可以通过学习动机进行预测,活
动年龄可以通过学习、归属和物理刺激三个动机进行预测,识别年龄可以通过归属和提高地位两个动机进行预测。研究

结果有助于企业营销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重新认识老年旅游者,并在此基础上对老年旅游市场进行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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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政部《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2亿人[1],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突破2亿的国家[2],预计到2050年我国将成为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国家,届时老年人口将超

过4亿[3]。人口的严重老龄化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但对于旅游业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近年来,
我国老年旅游蓬勃发展,老年旅游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扩展和深入。

国内外目前对老年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消费者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市场细分、营销战略与策略

上。年龄作为重要的一种市场细分标准,与旅游动机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的关系,即不同的年龄阶段人群表现

出不同的旅游动机,不同的旅游动机也对应不同的年龄段人群;关于不同年龄人群的旅游动机的研究已经较为

成熟,而关于不同旅游动机对应的老年人群年龄段识别的研究,目前尚未见公开报道,只有不同动机与行为对应

的人群(其中老年人群居多)年龄段识别的相关研究散见于人口学之中。在研究老年旅游者群体的内部特征时,
学界普遍认同老年人按实足年龄(生理年龄)划分为3个阶段:即60~69岁的老年人被称为低龄老年人,70~79
岁为中龄老年人,80岁及以上为高龄老年人[4]。但在具体的老年旅游活动中,很多老年旅游者表现出主观年龄

(心理年龄)比实足年龄小、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外出旅游观念也较强的特征。
用实足年龄界定老年人和组织老年旅游活动显得不尽合理,有学者提出通过主观年龄来定义老年旅游者,以更

好地组织老年旅游活动和开展老年旅游研究,但目前并无实质性研究。更进一步,关于老年旅游者的主观年龄的测

度也亟待学界高度关注,以纠正以前市场细分与定位、营销战略和策略的误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游产业和研究。

1相关概念与理论研究

1.1实足年龄与主观年龄

实足年龄为人出生后按日历计算的实际的年龄,也叫实际年龄、年代年龄或时序年龄[5]。主观年龄,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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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为自我感知年龄,或者认知年龄,是一种解释感觉自己有多大年龄的自我概念。这种自我感知,能够定位人

们的生活圈。了解老年人的主观年龄比他们的实足年龄更能去懂得其观点和行为[6]。
人们的实足年龄与主观年龄是不一致的。主观年龄的研究对老年人旅游动机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首先,主观年龄能够更加准确的把握老年人的旅游行为,帮助老年相关组织和政府部门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制定相关措施提供依据;其次,能够使旅游企业更准确的进行市场定位,消除对老年旅游者的诸多误读和误

解。很多老年旅游者,不愿意被描述为一个不能有效自理、做出明智的消费决策的弱势群体,实际上,他们更欢

迎“健康、活力”的老年人代言他们自己[7]。国外研究表明,主观年龄比自己实足年龄小的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

方式和生活满意度都有很高的评价[8],这样的老年人在生活中表现得更加自信、外向、乐于社交、喜欢运动、成为

意见领袖;并且,竭力保持他们自身的独立性,行为上倾向于更多的融入社会,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以及乐于

把自己塑造得更年轻。同时,主观年龄也能影响老年人们的旅游消费行为。一个感觉自己主观年龄比他实足年

龄年轻的老年人更能让人们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消费者,他们会收集商品的信息,对商品进行对比然后做出购

买决策,并且把去商店购物看做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也更倾向于去消费和体验新的产品和服务[9]。
主观年龄的测度方式一直是相关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Kastenbaum,Derbin,Sabatini和Artt认为,主观

年龄由他人识别(Look)和个人感觉(Feel)两个维度构成[10];Barak和Schiffman以及 Wilkes的研究均指出,主
观年龄由感觉(Feel)、识别(Look)、行为(Act)和兴趣(Interest)4个指标进行测度[8,11]。在二者研究的基础上,
Megan和Thomas将主观年龄从3个维度进行了测度:1)感觉年龄(Feltage),即老年人感觉他现在的年龄程

度;2)活动年龄(Activitesage),即在旅游活动中,老年人会选择适合其自身年龄阶段的运动;3)识别年龄(Rec-
ognitionage),即老年人在生活中希望别人把他们看得年轻与否[6]。这一测量维度方式因其较为全面,得到学界

的高度认同与广泛引用。
1.2旅游动机

旅游动机是指一个人外出旅游的主观条件,通常包括旅游者身体、文化、社会交往、地位和声望等方面的动

机。Huang和Tsai分析了台湾老年人的旅游消费者行为,其研究结论认为老年人的出游动机主要集中在休闲、
度假和散心,其次是休息、放松和社交等[12];Jang和 Wu的研究利用了OLS模型(Ordinaryleastsquaremodel)
证实了“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经济条件"和“情感因素”在解释老年人出游动机分异上的有效性[13]。
Hsu,Cai和 Wong通过深度访谈得到的数据提出了中国内地老年人的旅游动机模型。其研究结论为:“生活水

平”、“个人收入”、“自由支配时间”和“身体状况”是影响内地老年人出游的主要因素,同时该研究还认为“改善身

体和精神状况”、“逃避常规”、“社交”、“求知"、“爱国主义”、“对以往艰辛的犒劳”和“怀旧”依次是内地老年人出

游的动机[14]。这些研究说明主客观因素会对人的旅游动机产生影响。
本文从主观年龄的视角出发,以老年旅游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主观年龄与实足年龄的差异,并基于旅游动

机对老年人主观年龄进行预测。

2研究方法与设计

2.1研究方法

运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方式来了解老年旅游者的主观年龄和旅游动机。通过统计软件SPSS17.0对主

观年龄与实足年龄差异进行描述性分析,对旅游动机进行因子分析,并对以上得到的年龄差异与提取的动机因

子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依据旅游动机对主观年龄进行预测。
2.2研究设计

2.2.1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1)老年人的实足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2)老年人的主观年龄状

况;3)老年人的旅游动机。
老年人的主观年龄采用 Megan和Thomas[6]提出的感觉年龄、活动年龄和识别年龄3个维度进行调查。对

于各个维度主观年龄的测算,参考Barak和Schiffman设计的“年龄段量表”(AgeDecadeScale)[11],并以5年为

一个时间段进行14个阶段的划分(从24岁及以下到80岁及以上)。具体调研时,针对3个主观年龄维度,被调

查者选择出与自己的年龄感知最相符的年龄段,确定在某一阶段后计算其算术平均数作为被调查者的主观年龄

值,如60多岁初期(60~64岁)经计算记录为62岁,60多岁晚期(65~69岁)经计算记录为67岁,其他年龄段计

算以此类推。
老年人的旅游动机综合了Hsu,Cai和Wong提出的中国内地老年人的旅游动机模型[14]和Megan和T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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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整理的老年人旅游动机量表[6],结合本次实地访谈的相关信息,提出了31个旅游动机因素,并以李克特5级

量表(1=很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或不知道、4=同意、5=完全同意)的形式制成问卷,对老年人进行

试调查和问卷修改,之后进行正式调查。
2.2.2调查样本选择 如前所述,学界普遍认同60岁及以上实足年龄的人群为老年人,但考虑到我国党政机构

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退休标准,将实足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人定义为老年人。因此调查对象选择为55岁及以

上年龄,且有一定旅游活动兴趣(参加与否均可)的潜在旅游者。同时,选择了重庆市沙坪公园和三峡广场两个

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地域作为调查地点,由于这两个地点老年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群类型分布广泛,因此调查

样本具有很好的典型代表性。发放问卷232份,由于采取一对一的访问式调查方法,回收全部232份问卷,有效

问卷220份,有效回收率为94.83%。
2.2.3问卷样本结构 根据本次调查的样本结构统计分析,男女比例相当,男性略多于女性;主要年龄段人群为

70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为中学及以下;职业分布广泛,工人、农民和企业管理人员为主;
收入来源主要依靠(退休)工资、子女赡养或养老保险。样本结构情况在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来

源等多方面与实际人群构成情况基本相符,样本具有较好的典型性(表1)。

表1 调查样本结构情况

Tab.1 Thestructureofthesurveysample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职业

55~59岁

60~69岁

70~79岁

80岁以上

农民

工人

企业管理人员

教育工作者

个体经营者

公务员

军人

自由职业者

其他

55

97

61

7

57

55

35

26

17

11

7

7

5

25.0

44.1

27.7

3.2

25.9

25.0

15.9

11.8

7.7

5.0

3.2

3.2

2.3

性别

教育

程度

收入

来源

男

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

大学本科

退休工资

养老保险

政府补助

子女赡养

经商或投资或工资

其他

116

104

115

55

21

29

119

31

9

43

15

3

52.7

47.3

52.3

25.0

9.5

13.2

54.1

14.1

4.1

19.5

6.8

1.4

3数据分析及结果

3.1主观年龄与实足年龄差异描述性分析

如表2,无论是感觉年龄、活动年龄,还是识别年龄问题上,多数老年人认为自己的主观年龄与实足年龄有较

大的差异。其中,感觉自己的主观年龄比实足年龄小的老年人比例较大:自我感觉比较年轻的老年人比例为

47.7%,感觉自己活动年龄比较年轻的老年人比例为35.5%,感觉自己识别年龄比较年轻的老年人比例为

50.5%;只有20%、11.4%和15%的老年人感觉年龄、活动年龄和识别年龄上比实足年龄偏大。这与应斌的

“50.22%的老年受访者的综合主观年龄与实足年龄存在差异”结论相似[7]。由此,可以认为,老年旅游者的主观

年龄能更真实地反映其旅游态度、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以主观年龄来定义老年旅游者的年龄更具有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如表3,感觉年龄、活动年龄、识别年龄与老年旅游者的实足年龄的差异都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根据分析,老年人的平均实足年龄约为65岁,平均感觉年龄比平均实足年龄低5.2岁,平均活动年龄比平均实

足年龄低6.5岁,平均识别年龄比平均实足年龄低3.3岁。这一研究结论远低于 Megan和Thomas“关于澳大

利亚的研究得到的平均年龄差异结论———感觉年龄与实足年龄差异10.2岁,活动年龄与实足年龄差异11.2
岁,识别年龄与实足年龄差异7.2岁”[6],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老年人与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在经

济、健康、文化、价值观念、自我认知等方面的不同。但这一结论又略高于杨逊“关于重庆的研究得到的一般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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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均年龄差异结论———感觉年龄与实足年龄少2.82岁,活动年龄与实足年龄差异3.94岁,识别年龄与实足

年龄差异1.17岁”[15],这反映出老年旅游者较之一般的老年人在实足年龄与感觉年龄、活动年龄和识别年龄的

差异更大。

表3 老年旅游者主观年龄与实足年龄差异的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

Tab.3 Pairedsamplet-testanalysisofthegapbetweenthe
subjectiveageandthechronologicalageofseniortourists

均值/岁 标准差 T 值 显著性水平(双侧)

感觉年龄 59.8 1.376 8.616 0.000***

活动年龄 58.5 2.014 5.067 0.000***

识别年龄 61.7 2.199 6.162 0.000***

   注:*代表P<0.10,**代表P<0.05,***代表P<0.01

表4 老年人旅游动机量表信度效度分析

Tab.4 KMOandBartlett’stest

KMO检验值 0.791

Bartlett球形度的测试

球形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 1165.647

自由度 300

概率P 值 0.000

表2 老年旅游者主观年龄与实足年龄差异描述性分析

Tab.2 Descriptiveanalysisofthegapbetweenthesubjectiveageandthechronologicalageofseniortourists

项目
感觉年龄 活动年龄 识别年龄

年轻 与实际有差异 年轻 与实际有差异 年轻 与实际有差异

频数/人 105 149 78 103 111 144

百分比/% 47.7 67.7 35.5 46.8 50.5 65.5

  备注:“与实际有差异”项目包括主观年龄比实足年龄小和大两种情况

3.2旅游动机因子分析

对旅 游 动 机 量 表 的 31 个 项 目 进 行

KMO统计量分析和巴特利特球型检验的结

果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提取法,使用方差

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旋

转。通过分析发现“沉迷于稍微的逸豫”、
“让自己去朋友和对手没有去过的地方”、
“避免无聊”、“给自己一个参与运动的机

会”、“寻求一个简单安静的思想和灵魂”和
“告诉子孙游历经历”6个动机项目的反映

像相关的MSA值均小于0.5,为了提高因子

分析结果,将其删除,并对其余25个旅游动

机量表项目再次进行KMO统计量分析和巴

特利 特 球 形 检 验。此 时 的 KMO 值 为

0.791,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是

0.000,说明较适合做因子分析(表4)。
根据上述方法再次做因子分析,剩余25个旅游动机量表项目在单一维度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5,表明量表

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单维度性。通过因子分析的主成分提取,获得7项其特征值大于1的旅游动机公因子

(表5),分别命名为:“学习动机”、“逃避动机”、“归属动机”、“物理刺激动机”、“怀旧动机”、“提高地位动机”和“家
庭情感交流动机”(表5)。

表5 老年人旅游动机因素分析摘要表

Tab.5 Factoranalysisofseniortouristmotivation

因素 问项 因素负荷量 特征值
解释量

个别 累积

学习动机

体验探索发现乐趣

满足好奇心和增加知识

获得不同生活体验

提高旅游的技能

认识和结交朋友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修养的人

0.748

0.708

0.696

0.644

0.643

0.598

3.768 15.072 15.072

逃避动机

逃避在家庭和生活中的琐事

放松什么事也不做

避免更多的思考

想一个人独处

0.802

0.788

0.73 

0.581

2.619 10.476 2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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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因素 问项 因素负荷量 特征值
解释量

个别 累积

归属动机

和旅游的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告诉别人去过哪些地方

赶上他人旅行的步伐,随众

团体共同感和与他人的联系

0.729

0.682

0.676

0.551

2.477 9.908 35.455

物理刺激动机

获得某种物理形式的鼓舞

寻找刺激和兴奋

成为一个有冒险倾向的人

0.803

0.738

0.65 

2.347 9.388 44.843

怀旧动机

享受安静舒适环境

去拜访友人

重温过去美好的时光

朝圣

0.702

0.688

0.665

0.652

2.345 9.378 54.221

提高地位动机
获得他人的尊敬

去一个让自己感到安全的地方

0.751

0.695
1.825 7.301 61.522

家庭情感交流动机 家庭团聚 0.728 1.474 5.894 67.416

3.3主观年龄和实足年龄差异与旅游动机的关系

基于感觉年龄、活动年龄和识别年龄3个方面主观年龄较实足年龄小的样本数据,以老年人的主观年龄与

实足年龄差异作为被解释变量(具体计算时,这一差异值等于实足年龄减去主观年龄,下同),7个旅游动机因子

作为解释变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主观年龄和实足年龄差异与旅游动机因子的关系。
3.3.1感觉年龄(Feltage) 如表6模型1所示,老年人旅游动机中的学习动机与主观年龄同实足年龄差异呈显

著性正相关(P=0.002<0.01)。可以认为,老年人想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修养的人,或满足自身的好奇心和

增加自身的知识,或体验探索发现的乐趣,或提高和更新自己的旅游技能等而去旅游,其实足年龄与感觉年龄之

间就存在更大的差异,感觉年龄就会比他们的实足年龄更小;相反,在学习动机比较弱的老年人,他们的感觉年

龄则接近或超过他们的实足年龄。

表6 实足年龄和主观年龄差异与旅游动机因子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6 Regressionanalysisbetweenthegapofthechronologicalageandthesubjectiveageandseniortouristmotivation

年龄差异 动机因子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偏回归系数 偏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T 检验统计量

的观测值
概率P 值

模型1
实足年龄与

感觉年龄差异
学习动机 0.222 0.070 0.299 3.198 0.002***

模型2
实足年龄与

活动年龄差异

学习动机 0.355 0.072 0.412 4.933 0.000***

归属动机 0.153 0.072 0.177 2.119 0.037** 
物理刺激动机 0.230 0.072 0.267 3.200 0.002***

模型3
实足年龄与

识别年龄差异

归属动机 0.141 0.065 0.201 2.161 0.033** 

提高地位动机 0.163 0.065 0.232 2.490 0.014** 

  注:*代表P<0.10,**代表P<0.05,***代表P<0.01

3.3.2活动年龄(Activitiesage) 如表6模型2所示,老年人的学习动机(P=0.000<0.01)、归属动机(P=
0.037<0.05)和物理刺激动机(P=0.002<0.01)与实足年龄同活动年龄差异呈显著性正相关。其中学习动机

在其中显著性最强,表明倾向于去体验和获得更多的东西,去学习更多的东西的老年人,其实足年龄与活动年龄

之间存在更大差异,活动年龄感知较实足年龄更年轻;其次是物理刺激动机,为了在旅游中寻找刺激和兴奋,为
了获得某种物理形式的鼓舞等因素去旅游的老年人,其活动年龄较实足年龄小;最后是归属动机,老年人为了能

够和同伴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赶上他人旅行的步伐、告诉别人去过那些地方以及一种团体共同感而去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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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活动年龄方面的感知较实足年龄更年轻;反之,老年人不是因为以上因素去旅游,或是即使去旅游了,也不

会参加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活动,也不大可能去结交更多的朋友,那他们就有一个比实足年龄大的活动年龄。
3.3.3识别年龄(Recognitionage) 如表6模型3所示,共有两个动机因素呈显著性正相关,分别为归属动机

(P=0.033<0.05)、提高地位动机(P=0.014<0.05)。其中,提高地位这一类的旅游动机因素是其中最强的解

释变量。这表明,为了获得他人的尊敬而去旅游的老年人,其实足年龄与识别年龄之间存在更大差异,他们会希

望在旅游中被其他人看得更年轻;其次是归属这一类旅游动机,老年人倾向于告诉他人自己去过哪些地方和看

到过什么、和同伴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赶上他人的旅行步伐以及为了团体共同感这些因素选择进行旅游活

动,说明他们希望别人把自己看得更年轻。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1)多数老年人认为主观年龄比实足年龄小,感觉年龄比实足年龄小5.2岁,活动年龄比实足年龄小6.5岁,
识别年龄比实足年龄小3.3岁。
2)老年人旅游主要表现为七大旅游动机,分别是学习动机、逃避动机、归属动机、物理刺激动机、怀旧动机、

提高地位动机和家庭情感交流动机。
3)老年旅游者的主观年龄能够通过他们的旅游动机进行预测。感觉年龄可以通过学习动机进行预测;活动

年龄可以通过学习、归属和物理刺激3个动机进行预测;识别年龄可以通过归属和提高地位两个动机进行预测。
4.2研究启示与建议

1)有助于老年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制定相关措施提供依据。政府部门在制定相

关政策措施时,应该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旅游动机,从而较为准确把握他们的主观年龄与实足年龄的差异大小,最
终保证各种决策的科学性。
2)有助于旅游企业根据老年人的旅游动机去测度他们的主观年龄,对老年旅游市场进行重新细分和定位;

同时在产品设计方面,旅游企业要从老年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出发,准确把握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创新老年人旅游

市场的开发模式和思路,开发设计符合老年旅游者主观年龄的旅游产品,完善旅游过程中的各项要素,切实提高

老年旅游者的游客满意度;另外在对老年人旅游市场进行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制定适宜的营销方案,提出适合老

年旅游者主观年龄特征的营销战略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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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betweentheSubjectiveAgeandtheChronologicalAgeof
SeniorTouristsandItsRelationtoTourist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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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ubjectiveage,differentfromtheactualage,ismoreandmorewideappliedtothestudyonpeople’slifequality.With
seniortouristsasobjects,220sampledataarecollectedthroughquestionnairesurvey.Thegapbetweenthechronologicalageand
thesubjectiveage,measuredintermsoffeltage、activitiesageandrecognitionage,isanalyzedbydescriptiveanalysis.Further-
more,factoranalysisandmultiplelinearregressionanalysismethodisusedtostudy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bovegapandsen-
iortouristmotivation.Theconclusionofthestudyshowsthatmostseniortouristsbelievethatthesubjectiveageisyoungerthanthe
chronologicalage,thatfeltage,activitiesageandrecognitionageisrespectively5.2yearsold,6.5yearsold,3.3yearsoldyounger
thanthechronologicalageonaverage,andthattheseniors’subjectiveagecanbepredictedfromtheirtouristmotivation,whichfelt
agecanbepredictedfromlearningmotivation,activitiesagecanbepredictedfromlearningmotivation,asenseofbelonging,and
physicalstimulation,recognitionagecanbepredictedfromasenseofbelongingandstatusenhancement.Theseconclusionscanhelp
thebusinessmarketersandpolicymakersre-recognizetheelderlypeople,andre-positioningtheseniortourismmarketonthisbasis.
Keywords:subjectiveage;chronologicalage;agegap;seniortourists;tourist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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