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25 年 第 1 期

台儿庄古城管委会文化产业部 2025 年 1 月 7 日

目 录

1.年轻群体、银发族、“她”旅游成为营销三大客群热点

2.抓住产业风口扬长补短

文化产业信息动态



- 2 -

年轻群体、银发族、“她”旅游成为
营销三大客群热点

来源：新华网 2025 年 1 月 2 日 蔡 红 于洋洋

 宏观环境与微观需求利好因素相互叠加态势下，2024年国内、

出境、入境三大旅游市场供需两旺、持续增长态势。三大市场客群

中年轻群体、银发族和女性群体占比及消费水平持续攀升，二者相

互交织，形成了多元的组合效应，助力旅游消费市场的持续与稳定，

深刻影响旅游产业的格局与走向。

年轻客群活力十足，消费潜力持续攀升。统计数据表明，上半

年 26-35岁年龄段的出游人次占比高达 34%，每年出游 3次以上的

年轻人超过 41%。2024年租车自驾游市场中，90后和 00后订单占

比近六成。以 90后和 00后为主的年轻群体，对世界充满好奇，喜

欢碎片化的新奇体验，愿意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同程则紧抓

新生代用户的消费偏好，聚焦盲盒经济，创新性推出机票盲盒、火

车票盲盒，成为旅游营销领域现象级爆款。各地文化和旅游相关部

门纷纷通过“00后”式轻松活泼、互动强的运营方式来运营官方账

号，如央视网文旅抖音官方账号利用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热度，

借助热点话题#北京到底有谁在啊#发布宣传视频，串联起故宫博物

院、天坛公园、钟鼓楼等位于今年申遗成功的中轴线上的景点，获

得 59.7万点赞。

  银发族有钱有闲，康养旅游获得全新发展动能。银发族尤其是

50后、60后的健康活力老人，他们的消费理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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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舍得为自己在旅游、旅居、康养、体育赛事、音乐会等方面支

付费用，重视旅游的品质和核心价值。全国老龄委调查数据显示，

“银发旅游”人数已占旅游总人数的 20%以上；携程数据显示，2024

年，银发人群出游订单同比 2023年增长超 22%，31%的银发人群

出游频次是 2019年的 2倍。北京、甘肃、广西等多地文旅部门推

出康养旅游线路产品，满足银发旅游者对健康养生的需求，海南三

亚、云南抚仙湖、广西北海、福建厦门等城市已经成为旅居康养胜

地；携程旅行推出专为 50岁以上人群设计的旅游服务品牌“老友

会”，通过“定制化+强服务”的方式满足银发族旅游需求。

  “她”力量主导旅游消费，多元偏好引领潮流。携程数据显示，

女性旅客订单量占比 65%，女性人均消费金额比男性高一成。叠加

人口老龄化趋势，中老年女性消费者迅速崛起，旅行消费不断增长，

2024年50岁以上女性旅游订单增速高达206%，增幅领跑各年龄段。

同时，女性在移动互联网中的占比持续攀升至 49.5%，小红书平台

上，19-35岁一二线城市的未婚育女性构成文旅行业的主要用户群

体，占比近七成，而已育且孩子 6岁以上的女性出游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这一特点，山西、新疆、重庆、香港、泉州等地文旅部门与小

红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提高城市曝光度；长隆旅游度假区通过小

红书平台产出大量“亲子微度假”内容，线上种草女性核心人群，

带动线下打卡分享，助力长隆景区成为乐园亲子游赛道 TOP1。

  2025年，预测三个客源市场将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并成为

一种带动其他年龄群体消费的重要力量。从需求层面，小团游、自

由行、定制游的增长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去小众目的地“主题式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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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旅行”将受到更多年轻人的青睐；银发群体会持续关注中医药、

森林、温泉、艺术等“康养+疗愈”旅游产品；女性群体则会进一

步关注自我，对购物游产品、医美旅游产品保持浓厚兴趣。从供给

层面，应精心谋划、精准定位、呈现精致产品和服务、提供精细化

管理，抓住体验经济带来的发展契机，积极探索创新旅游产品与服

务模式。在营销方式上，应加大数字化营销力度，积极将人工智能

应用深度融入旅游营销的各个环节。

  （作者：蔡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旅游研

究中心主任。于洋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

业研究生、旅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以上报告由新华网文化产业研究院与新时代文化旅游研究院

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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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产业风口扬长补短

来源：经济日报 2025 年 1 月 3 日 苏文菁

从全球来看，电影节与城市的产业发展、品牌经营相辅相成，

是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发展经验。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金鸡奖”效

应“以节促产、以节促城”，是厦门打造中国影视之都必然面临的

重要课题。

金鸡奖落地以来，厦门影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也暴露

出一些短板。产业链条的完整性虽已初步形成，但后期制作、国际

发行等关键环节仍显薄弱；龙头企业数量不足，难以吸引大型项目

和顶尖人才；市场推广、版权交易、融资等商业运作环节仍不成熟，

限制了影视作品的商业化进程和盈利能力。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观众对高品质影视作品的需求，厦

门影视产业亟需升级发展。当前，虚拟制作、AI等技术的应用正在

重塑传统影视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厦门应依托良好的数字

经济发展基础，积极推动影视与科技深度融合，以数字影视拍摄和

后期制作为主导，形成特色品牌；同时鼓励数字产业和影视产业跨

界合作，培育本地数字影视制作行业龙头企业，打造中国数字视听

制作中心。

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是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厦门应建立

与影视相关的知识产权和数字资产交易所，成立版权和数字资产交

易协会，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影视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

服务。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交易为影视产业提供资金保障，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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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快速发展。

此外，厦门影视产业需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政府、高校和企

业共同投入，促进产学研结合，培养影视产业所需的数字影视工业

技术和人才。同时，利用厦门的区位与文化优势，挖掘地方文化特

色，扶持本土原创作品，面向东南亚华语市场打造一批具有厦门特

色的影视作品。

（作者系福州大学教授）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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