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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让中老年消费者的很多日常活动都转移到了线
上。英敏特预测，使用线上服务的习惯将不断改变中老年人

的生活，为其带来更多便利与乐趣。品牌可以在满足他们的

信息、社交和娱乐需求方面探索更多商机。

较之年轻一代，中老年人失业的风险较小，经济上受影响较

小。他们赋予了旅行很强的消费优先权，并且十分愿意培养

新爱好、结交新朋友。”
– 邵愉茜，初级研究分析师，邵愉茜，初级研究分析师，2020年年5月月31日日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新冠疫情后新冠疫情后50岁以上人群的生活方式变化与商机岁以上人群的生活方式变化与商机

• 在不同线级城市，在不同线级城市，50多岁人群与多岁人群与60岁及以上人群的行为和态度有何不同岁及以上人群的行为和态度有何不同

• 50岁以上人群的消费重心与新冠疫情对其消费侧重点的影响岁以上人群的消费重心与新冠疫情对其消费侧重点的影响

• 50岁以上人群的电子服务使用情况及其线上和线下社交习惯岁以上人群的电子服务使用情况及其线上和线下社交习惯

• 50岁以上人群对健康和衰老相关问题的态度岁以上人群对健康和衰老相关问题的态度

50岁以上人群虽占中国总人口的30%，但往往被品牌忽视和边缘化，或者被简单描述成一个单一的群体。他们的消费
意愿和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不仅受其年龄、经济状况或长期养成生活习惯的影响，并且还受到其子女、社区和快速发展

的数字化社会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促使50岁以上群体进行转变，开始在线上进行许多日常活动。消费者积
极寻求能帮助自己解压的产品和服务，以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包括50岁以上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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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是高收入的50多岁和60多岁群体的额外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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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作出的购物决定缺乏信心，说明中老年人需要品牌更加大力推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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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线城市的50岁以上人群而言，分享信息和体验最为重要
数据55: 价值敏感度（按部分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19年12月

价格促销令50岁以上人群确信购买的产品性价比最高
数据56: 价值敏感度（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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