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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发展我国老龄文化产业，并助力文化产业的全面进步，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研究了老龄文

化产业的相关概述及其在新时代的发展态势。研究发现，老年文化产业在总体态势上呈现出市场规模扩

大、增长速度上升的趋势，但同时也面临着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市场推广困难、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内容创新与技术创新，推动产

业融合，并优化政策环境等策略，以期推动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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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China’s aging culture industry and help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the culture i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3127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3127
https://www.hanspub.org/


葛颖 
 

 

DOI: 10.12677/ar.2024.113127 938 老龄化研究 
 

dustry, the relevant overview of the aging culture industry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new 
era are studi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view of 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aging culture 
industry shows a trend of expanding market scale and rising growth rate in the overall posture, 
but also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difficulties in mar-
keting, and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bil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cultural view, strate-
gies such as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ology, strengthening content inno-
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ing cultu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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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

[1]，这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重点任务和实现路径，对于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具有深

远的指导意义。老龄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独特分支，承载着老年人群体的生活智慧、人生经验和传统

价值，不仅是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也是构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元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

推动老龄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老龄文化的独

特魅力，创新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内涵 

2.1.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总和。它基于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文化现象的本质、发展规律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文

化的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

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不仅包括科学、艺术、教育等精神文化形式，还涵盖了风俗习惯、生活方

式等非物质文化形态。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总和，其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在文化的社会属

性方面，文化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不同的社会形态

和阶段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特征。这种社会属性使得文化成为连接经济、政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桥

梁。在文化的历史性方面，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每一个历史时期都

有其独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成就，这些文化现象和成就又反过来影响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历史性使

得文化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窗口。 

2.2.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无产阶级的文化理论，其深厚的实践性和科学性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

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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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核心之一是文化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紧密联系。它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而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性质、内容和形式都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文化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经济基础通过人的

实践活动对文化产生影响，文化也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 
其次，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因此他

们的文化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主

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文化则应当是无产阶

级领导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文化的阶级性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文化

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他们通过实践活动

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人民大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是推动

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充分尊重人民大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文化

建设，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通过教育和引导，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和

审美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 老龄文化产业的相关概述 

3.1. 老龄文化产业概念 

老龄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分支，主要指以老年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创意、生

产和营销等方式，提供各类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他们在精神、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其内涵涵

盖了从传统文化产品到现代科技应用的各个方面，外延则扩展到了与老年人生活相关的各个产业领域。 
老龄文化产业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以满足老年人的文化需求为核心，注重文

化产品的适老性和易用性；其次，老龄文化产业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既保留和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

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和时尚元素；再次，老龄文化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老年

人口比例的增加，其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 
老龄文化产业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一是文化内容，包括适合老年人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音乐

作品等；二是文化产品，如老年健身器材、康复设备、养生保健品等；三是文化服务，如老年旅游、教

育培训、心理咨询等；四是技术支撑，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在老龄文化产业中的应

用。 

3.2. 老龄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是对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积极响应，也是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增

长和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的关键因素。 
首先，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据根据民政部发布的

《2022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 2022 年末，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 21.8% 
[2]。老年人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他们在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日益凸显。老龄文化产业通过提供多元化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如老年旅游、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满足了老年人对于文化生活的追求，有助于

他们丰富精神世界，提升生活质量。 
其次，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社会和谐稳定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的幸福感和社会融入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通过发展老龄文化产业，如举办老年文化活

动、建立老年社交平台等，可以促进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从而有助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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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外，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老龄文化产业

的市场规模也在持续扩大。根据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抓住老龄化的时代特征深入挖掘内

需新空间》显示，2030 年，老年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市场将达到 11 万亿元，未来市场空间巨大。这一庞

大的市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文化创意、旅游、教育等。 
最后，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产业整体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老龄文化产业作为文化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和发展能够推动文化产业整体的升级和转型[3]。通过引入现代科技手段，

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老龄文化产业能够实现个性化推荐、智能服务等创新模式，提升文化产业的竞

争力和影响力。 

4. 新时代老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4.1. 老年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 

在发展规模方面，老龄文化产业在新时代的发展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3 年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超 2.97 亿，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超 2.17 亿[4]。这一庞大的老

年人口基数为老龄文化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随着老年人口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旺

盛，老龄文化产业的市场规模也在逐年增长。在老龄文化产业的推动下，相关的老年旅游、老年教育、

老年娱乐等业态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主要业态方面，老龄文化产业涵盖了多个领域，形成了多样化的业态格局。其中，老年旅游是老

龄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业态之一。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21 年，45 岁~64 岁人群出游 9.02 亿

次，占比 27.80%，成为旅游市场第一大客源[5]。全国老龄委调查显示，2021 年中国老年人文旅消费超

7000 亿元[6]。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通过旅游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他们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呈现出

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此外，老年教育也是老龄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业态。随着社会对老年教育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老年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机会，涵盖了文

化、艺术、科技等多个领域。老年教育不仅有助于老年人提升自身素质，还能促进他们的社会交往和心

理健康。 
在市场状况方面，当前的老龄文化产业的市场需求旺盛，老年人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他们不仅注重物质生活的满足，更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多彩。然而，与老年人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强

烈需求相比，市场上的供给还相对不足。目前市场上的老龄文化产品和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

和特色，无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这导致了供需之间的不平衡，也为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4.2. 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但是，老年文化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首先，老年文化产业在产品和

服务供给方面存在不足。尽管老年人口数量庞大，但市场上针对老年人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仍然相对匮乏。

一些传统的文化产品不符合老年人的审美和需求，而新兴的文化形式又缺乏适合老年人的内容和形式。

这导致老年人在文化消费方面面临选择有限的问题，难以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需求。 
其次，老年文化产业在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方面存在困难。由于老年群体对新兴事物的接受程度相

对较低，以及传统媒体对老年文化产业的宣传力度不足，导致老年文化产业在市场推广方面面临较大挑

战。同时，老年文化产业的品牌建设也相对滞后，缺乏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品牌，难以在市场上形成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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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老年文化产业在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存在不足。由于老年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相

关领域的专业人才相对匮乏，导致在创新能力和产品研发方面存在短板。这制约了老年文化产业的发展

潜力和市场竞争力，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老年文化产业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机制和产业链尚未完善；

另一方面也与社会对老年文化产业的认知不足、投入不够等因素有关。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老年文化产

业的健康发展，也制约了老年人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提升和满足。 
因此，老年文化产业在总体态势上呈现出市场规模扩大、增长速度上升的趋势，但同时也面临着产

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市场推广困难、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为了推动老年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

们需要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和影响，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提升老年文

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老年人的文化需求，推动老年文化产业迈

向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5.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推进老龄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 

5.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特别

是要关注老年人的文化需求。老年人群体的文化需求具有多样性和特点，他们既需要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扬，也渴望接触和体验现代文化的新元素。 
首先，要深入了解老年人的文化需求，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基于

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制定更加精准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策略，如推出适合老年人口味的文化演出、开设老

年人兴趣班等。同时，要注重文化服务的普及性，确保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够覆盖到广大老年人群体。其

次，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是老龄文化产业的重要使命。我们可以利用文

化产品和服务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提供文化咨询服务等。这些服务不仅能

够满足老年人的文化需求，还能够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和幸福感。 

5.2. 加强内容创新，提升文化品质 

老龄文化产业的内容创新是提升文化品质的关键。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我们要注重挖掘

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同时也要关注现代文化的新元素和新趋势。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

取灵感，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的文化产品。例如，可以开发以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等为题材

的文化演出和影视作品，让老年人在欣赏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现代文化的

新元素和新趋势，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创作出符合老年人审美需求的文化产品。例如，可以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改造，推出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在内容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重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和个性化。不同的老年人有不同的文化需

求和兴趣爱好，我们要根据他们的特点和需求来制定个性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策略，以满足他们的多样

化需求。 

5.3. 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 

技术创新是老龄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我们要积极推动技术

创新在老龄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和推广。首先，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提升老龄文化产业的传播力

和影响力。例如，可以利用互联网、移动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来推广老龄文化产品和服务，吸引更多的老

年人关注和参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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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还可以利用新技术手段来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可以利用大数据分

析来精准定位老年人的文化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文化服务；可以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技术手段来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提升老年人的文化消费体验。 
此外，我们还要加强与其他产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在老龄文化产业中的应用和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我们可以提升老龄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文化产品和

服务。 

5.4. 加强产业融合，拓展发展空间 

老龄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是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我们

要积极推动老龄文化产业与旅游、教育、健康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首先，我们可以将老龄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相结合，推出适合老年人的文化旅游产品。例如，可以开

发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让老年人在旅游中感受文化的魅力；可以举办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吸

引更多的老年人参与文化旅游活动。其次，我们还可以将老龄文化产业与教育业相结合，开设老年人文

化教育课程。例如，可以开设书法、绘画、音乐等兴趣班，让老年人在学习中提升文化素养；可以举办

文化讲座等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此外，我们还可以将老龄文化产业与健康产业相结

合，推出适合老年人的健康文化产品和服务。例如，可以开发以养生、保健为主题的文化产品，让老年

人在享受文化服务的同时关注身体健康。通过产业融合，我们可以拓展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市场

前景，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和丰富的文化体验和服务。 

5.5. 优化政策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政府在老龄文化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我们要优化政策环境，

为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首先，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支持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

例如，可以提供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身老龄文化产业；可以设立专门的

扶持基金或奖励机制，对在老龄文化产业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其次，政府还可以加强市场监管和规范管理，确保老龄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例如，可以建立健

全市场准入机制，规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可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击侵权盗版等不法

行为；可以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体系建设，促进老龄文化产业的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 
此外，政府还可以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推动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可以与教

育部门合作推广老年文化教育；可以与旅游部门合作开发老年文化旅游产品等。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加

强市场监管和规范管理以及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我们可以为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推动其实现高质量发展。 

6. 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视域下，深入研究了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旨在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文化产业的整体进步。通过对老龄文化产业现状的梳理，我们认识到其发展的潜力

和挑战，特别是在供需平衡、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因此，论文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内容

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加强产业融合和优化政策环境等策略，为老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

路径。 
展望未来，老龄文化产业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随着老龄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对老年人

文化需求的日益重视，老龄文化产业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同时，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融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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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老龄文化产业带来更多的创新点和增长点。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关注老龄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深

入研究其市场需求和发展模式，为推动老龄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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