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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发 经 济 开 辟 旅 居 新 赛 道
本报记者 张 雪

进入 3 月，云南西双版纳的阳光越来越炙

热，已经在此旅居 3 个多月的王美青准备回

家，开着房车一路向北，到达家乡内蒙古需要

耗 时 一 个 多 月 ，到 那 时 候 北 方 也 春 回 大 地

了。整个冬天在温暖中度过，让王美青感到

舒适惬意，她说，从 2019 年开始的“候鸟”生

活，明年还要继续。

眼 下 ，像 王 美 青 一 样 的“ 候 鸟 ”不 在 少

数。冬日避寒、夏季避暑，以及度假、康养需

求的增长，加上交通、网络、医疗、保险等体

系的完善，让旅居从概念导入期走向了市场

培育期。而逐渐规模化的市场，需要更科学

的 规 划 、更 有 力 的 服 务 以 及 更 多 元 的 业 态

支撑。

市场逐渐规模化

王美青从退休后开始旅居，“北方的冬天

太冷，户外活动受限。西双版纳的冬天温暖

湿润，适宜老年人调养身体，我们住上几个

月，有空就到周边景区或地市转转，累了就休

息”。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不高，王美青的退休

金足以负担。

旅居，一般指消费者个体出于旅游、度

假、康养等目的，前往非惯常环境居留生活 15

天到 1 年的行为，避寒旅居和避暑旅居是我国

居民旅居的最主要类型。中国旅游研究院战

略研究所所长吴普表示：“旅居是旅游生活化

和生活旅游化的统一体。从世界范围看，旅

居的兴起与生产力的提高、休闲度假时间的

增加有必然联系。”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在异地以购置房产、长期租赁住房或长住民

宿、房车等形式旅居，既可以满足人们对日常

生活质量的追求，也可以满足休闲、康养和旅

游的需求，成为一种新型生活方式。

旅居对消费者的时间和收入有较高要

求。综合这两个条件，60 岁以上的退休老人

成了旅居市场的绝对主力。“银发族”愿意花

时间了解各地的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与当

地人交流，享受旅行和生活的乐趣。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首次突破 3 亿人，一个规模庞大且需求旺盛的

消费群体正在加速崛起。银发群体的消费需

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释放，逐渐成为推动经

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发展银发经济得到了政策层面的支持。

2024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

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今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

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中

进一步明确，要发展银发经济，推广康养、慢

游、家庭游、怀旧游、错峰游等旅游产品；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开发利用气候资源，丰富避寒

避暑旅居、冬日暖阳、滨海度假等特色产品。

旅居成为银发经济的重要赛道。

提升本地消费

吴普表示，旅居和一般旅游消费行为相

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居”，一旦住下来，就产

生了购房或租赁消费，以及在目的地的多种

生活消费。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丽娜说，

他们经过调研发现，在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下，

游客消费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且消费结构

不优，尤其像云南这样的远程旅游市场，游客

交通花费占比约 40%、住宿花费约 30%、餐饮

花 费 约 10%、景 区 花 费 约 10%、其 他 花 费 约

10%，占比最高的交通花费和部分住宿花费留

在本地的并不多。

近年来，在市场需求驱动下，云南曲靖、

玉溪、红河、保山、楚雄、普洱、西双版纳等气

候条件好、生态环境优、民族风情浓郁、物产

丰富且生活成本不高的宝藏小城和烟火乡

村，吸引了很多省外游客扎堆，从旅游变旅

居，从旅居变创业和生活。据初步统计，2024

年云南外来旅居人数达 380 万，分析旅居客的

消费结构，餐饮占比约 40%、住宿约 30%、交通

仅占 10%、其他消费约 20%，留在本地的花费

大大提升。

长时间、高频次、较高标准的生活消费，

对目的地农副土特产品销售、就业和增收等

可以产生拉动作用。在西双版纳曼春满村，

玉井罕把自家住宅改建成了有 6 间客房的民

宿。“每间客房的月租金 2000 多元，每年冬天

民宿的生意都不错，最早的客人 10 月底就会

入住，有的客人一住就是半年。”玉井罕说，租

金成了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

除了经济收入的增长，旅居者的到来还

可能会带来“无形”的收益。吴普认为，旅居

者通常来自发达地区或城市，有一定的收入

和知识储备，随之而来的是信息以及“候鸟”

人才和智力资源等，可以助力目的地社会发

展。“当然，成效取决于目的地社会治理的开

放程度和组织水平，以及旅居者融入当地社

会的程度。”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旅居为企业提供了新赛道、为增收提供

了新途径，盘活了闲置房屋、创造了新消费场

景，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地方已将旅居作为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2024 年初，

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旅居云南”建设构想，

并多次作出专门工作安排。四川省印发《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链专项工作方案》，将健

康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作为重大细分发展

领域，目前正在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动

旅居休闲产业建圈强链。

“旅居是一种新的旅游和生活方式，是现

代旅游产业的重要内容。”吴普表示，要将旅

居作为新需求进行跟踪研究，作为新业态进

行培育，作为新市场进行规划，充分发挥旅居

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

要注意旅居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

以解决，促进旅居目的地持续健康

高质量发展。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李强介绍，现在西双版纳的旅居人口大约 68

万，绝大部分集中在景洪市，景洪市常住人口

大约 66 万人，旅居人口与常住人口基本持平，

目前基于常住人口基数规划建设的公共设施

和公共服务体系，很难满足快速增长的新老

市民的服务需求。此外，在旅居人口快速增

长的背景下，如何促进新老市民不同风俗习

惯和生活方式的融合，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

新课题。

这也是很多旅居目的地面临的共同问

题。吴普表示，旅居是短期异地生活，涉及目

的地的方方面面，因此要加强顶层设计，规划

先行，将旅居人口内化到目的地发展政策和

行动逻辑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强化

社会综合治理，系统建设旅居目的地。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总规划师肖婷表

示，现在大部分避寒旅居产品仅停留在基础

的气候避寒层面，在文化内涵上挖掘不够，一

些康养旅居产品仅提供简单的休闲设施，缺

乏对养身养心产品的深度设计。吴普认为，

旅居不同于旅游，有其自身特点，要加强调查

研究，精准把握旅居需求和消费特点，聚焦旅

居者核心诉求，切实把旅居新业态培育起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度假度假、、康养需求迅速增长康养需求迅速增长，，加上交通加上交通、、网络网络、、医疗医疗、、

保险等体系的完善保险等体系的完善，，让旅居从概念导入期走向市场培育期让旅居从概念导入期走向市场培育期，，成为一种新型生活方成为一种新型生活方

式式。。逐渐规模化的旅居市场逐渐规模化的旅居市场，，需要更科学的规划需要更科学的规划、、更有力的服务以及更多元的业更有力的服务以及更多元的业

态支撑态支撑。。

放大消费补贴多重效应

顾

婧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

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

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

2025 年 重 点 任 务 之 首 。

为稳定消费，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去年以来，各地

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消费

补 贴 政 策 。 2025 年“ 两

新”政策继续加力扩围，设

备更新支持范围进一步扩

展至电子信息、安全生产、

设施农业等领域，消费品

补贴的家电产品由 8 类扩

大到 12 类，延伸至手机、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三类

数码产品。各项补贴政策

正助力消费持续发挥经济

增长主引擎的重要作用。

要深刻认识消费补贴在当

前背景下的重要意义，引

导各地各部门和消费者用

好政策，不断放大消费补

贴的多重积极效应。

消费补贴能够稳定企

业的生产运营，推动产业

升级。“两新”政策一方面

支持居民通过“换新”增加

消费，同时起到稳定企业

生产，带动企业投资扩产

的 作 用 。 商 务 部 数 据 显

示 ，2024 年 ，3600 多 万 名

消费者使用了补贴资金，

购买 8 类家电产品超 6000

万台，带动销售额超 2600

亿元。另一方面支持企业

通过更新增强产品迭代升

级能力，更好满足消费需

求。“两新”政策中高技术、

高能效产品备受青睐，带

动相关产业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2024 年，在“两新”政策拉动下，家电一级能效

产品销售额占比超 90%，智能家居产品换新近 1000 万件，

并带动企业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5.7%。落实

好消费补贴政策，要结合各类设备和消费品更新换代差

异化需求，依靠市场提供多样化供给和服务，加大财税、

金融、投资等政策的配套支持力度，形成更新换代规模

效应。

消费补贴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可以带动产业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为 44.5%，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2 个百分点。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2024 年四季度限额以上

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家具类、汽车类、建筑及装

潢材料类商品零售额合计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约 1 个百分点。2024 年，汽车以旧换新浪潮中，换购新能

源汽车的比例超 60%，超 660 万辆老旧汽车更新为新能

源汽车或节能型汽车。落实消费补贴政策过程中，各地

要坚持建立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加快淘汰落

后产品设备，提升安全可靠水平，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

消费补贴政策覆盖面广，落实过程中还要注重提升

生产标准化水平。各地各部门应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以

扩大消费为契机，加快制定修订节能、降碳、安全等领域

标准，动态更新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

平和准入水平，提升节能指标和市场准入门槛。完善碳

标签等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引领、绿色认证、高端认

证等作用。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花 卉 产 品 花 样 翻 新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鲜红的玫瑰、粉色的康乃馨、绿色的绣球

花、彩色的蝴蝶兰⋯⋯在广州溪林园艺有限

公司展馆玻璃罩中，这些花摇身一变成为“永

生花”，再融入中国传统元素，组合成二十四

节气国风花礼微景观产品。

“这是我们生产的永生花系列产品。”溪

林园艺公司董事长助理胡振东介绍，这些微

景观产品都是由新鲜的花材制作而成，“把新

鲜的花材放进冷库保鲜储存，经过冷萃、锁

色、固色、上色、定型等工序，反复制作多遍后

即做成了永生花”。

溪林园艺公司创新推出的永生花微景观

产品，是广州花木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广州素有“花城”美称。如何进一步激发

花卉市场新动能？花卉产品只有走向大市场

才能产生大效益。

2019 年，溪林园艺公司瞄准创新产品新

赛道，砍掉了大规模的传统苗木生产业务，建

设了展厅及 5 万平方米的花卉温室大棚，配

齐了花卉、盆景等现代机械生产设施。

如今，公司结合市场需求，推出第三代产

品“钻石花”——家居绿植摆件，免维护免打

理、放置时间长，在点缀家居氛围的同时，更

加贴合当代消费者对“懒人模式”的需求。

“以前喜欢购买鲜花，不到一周就枯萎凋

谢了，但是永生花微景观产品可以放置很久，

也有各种各样的搭配可以选择，送亲朋好友

觉得很有档次，买回去放家里也是很好的装

饰 。”热 衷 于 购 买 永 生 花 产 品 的 消 费 者 吴

霞说。

“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因。”胡振东

表示，企业要发展，一定要充分分析、挖掘市

场的细节需求，结合自身优势，作出差异化的

产品或服务，“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需求，

企业才能持续发展”。

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白云苗

圃，藏着一座“植物克隆工厂”，种苗产业化的

奥秘就在这里。

“这里是组培楼，主要作用是进行植物培

养实验和研究。”研究院种苗研发中心副主任

阮桑介绍，目前已开展了海芋科、天南星科、

兰科、野牡丹科等 100 多个新优花卉苗木品

种的组培育苗研究、生产、推广应用，并保持

每年新增 10 个至 15 个新品种的研究增速，成

功突破粉花蒂牡花、大花荣耀木组培繁殖技

术和产业化关键技术，为特色植物种质资源

开发奠定了基础。

阮桑表示，攻克组培快繁技术难关，对解

决花卉种业“卡脖子”问题有很大帮助，不仅

提高了种苗的质量和数量，还满足了国内外

市场对优质种苗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进口

种苗的比例，增强了我国花卉种业在国际市

场上的竞争力。目前，组培楼内的组培灌装

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可生产 8000 瓶，减少了人

工干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了人工

成本，实现了年产量达 800 万株至 1000 万株

苗的产能。“中心加强品控并对标国际标准，

同时针对目标市场的文化偏好进行品种选择

与推荐，升级智能生产体系，育苗周期大幅缩

短，及时响应市场需求。”阮桑说。

目前，园科种苗已推广辐射国内多个城

市，并远销海外，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作为广州市精品花卉产业链链主企业单

位之一，广州花卉研究中心多年来坚持科技

创新驱动和产业引领作用，实现“研产销、育

繁推”一体化，持续释放经济效益。

目前，广州花卉研究中心已自主培育红

掌、白掌、蝴蝶兰、观赏凤梨、粗肋草等花卉新

品种 103 个，具有年选育 8 个至 10 个新品种

的创新实力，已有“小娇红掌”“清扬白掌”“天

使蝴蝶兰”等 10 多个新品种成功实现产业

化，并进入全国主流市场。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宿

庆连介绍，中心红掌育种已走在全国前列，白

掌种苗约占国内市场的 30%，红掌种苗约占

15%。目前已育成红掌新品种 51 个，其中“广

花艳阳红掌”和“广花绿宝石花烛”实现了国

内红掌切花和观叶花烛新品种“从 0 到 1”的

突破。

“我们公司以种植红掌为主，已经和广州

花卉研究中心合作了 4 年多，主要种植推广

‘小娇红掌’‘朝天娇’等 7 个品种，美观且抗

病性强，销量很好。”连州市红满天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曾华彬告诉记者，红掌主要销往

广州、上海和北京一带，同时出口越南等东南

亚国家。

“未来，中心将继续坚持‘中国红’的

传统主流花色，把握‘两个市场’需求

导向，根据消费人群的喜好变化，在

品种的多样性、丰富度上发力。”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周晓云表示，契合如今

的数智化、绿色化融合理念，中心

将在绿色低碳等方面发力，

培育出更易种植观赏的花卉

新品种。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孙庆坤孙庆坤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右图右图 云南曲靖一家烘焙店的老板云南曲靖一家烘焙店的老板

正向正向旅居客分享店铺制作的糕点旅居客分享店铺制作的糕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陈欣波摄摄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自主培育出的红掌广州花卉研究中心自主培育出的红掌、、白掌等花卉新品种白掌等花卉新品种。。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下图下图 安徽黄山碧阳镇安徽黄山碧阳镇，，

由老建筑改造而来的由老建筑改造而来的““黟川两黟川两

岸岸””创意街区为旅居客提供了创意街区为旅居客提供了

优美的住宿环境优美的住宿环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傅傅 天天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