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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铜仁市养生旅游开发提升策略研究
*1

陈哲 杨昌瓜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 563006)

【摘 要】:贵州省铜仁市拥有相对适合养生的资源，在旅游行业具有很大发展前景的社会形势下，做好养生旅游

对于铜仁市的旅游发展来说，这将会成为在市场竞争中至关重要的优势，据此，主要依据当地的相关养生资源，利

用 SWOT 分析法对铜仁市养生旅游开发进行分析及提出相应的开发提升策略，希望能对铜仁市养生旅游发展提供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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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各地区的旅游发展如雨后春笋，旅游行业出现前所未有的“井喷式”发展状况。养生旅游单一小规模化也将向

多元大规模化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产业链的拓展及延伸。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中国 2020 年将成为接待入境游的最大

国家。因此，打造属于自己独特的养生旅游特色来确保在未来激烈的旅游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对于铜仁市未来的养生旅游发

展是极其重要，本文主要从铜仁市养生旅游的开发视角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相应养生旅游开发提升策略。

1 养生旅游的概述

1.1 养生旅游的概念

养生旅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科学统一的概念，关于给养生旅游下什么样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分别提出了不同观点。伯

尔尼大学的休闲旅游研究中心提出:养生旅游是指以维护健康或促进健康为主要需求动机的空间移动活动所引起的各种关系和

现象的总和。周刚(2009)认为，养生旅游是以养生为目的来选择景点、安排内容和进展、考虑节奏快慢的一种旅游活动。

1.2 我国养生旅游的产生及发展

从《道德经》、《周易》和《黄帝内经》等古典中可知，我国历史上就没有停止过对健康和长寿的探索与追求。养生，古

代称“摄生”、“道生”、“保生”，其中“生”即意为生命、生生不息之意。

当前我国养生旅游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养生旅游产品缺乏，没有务实到消费者的养生需求，因此养生旅游需要政府的大力

支持及引导。我国患癌症疾病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为此养生旅游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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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贵州铜仁市养生旅游 SWOT 分析

2.1 Strength(优势)

2.1.1 旅游资源颇丰

铜仁市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处、风景名胜区 3 处、省级风景名胜区 8 处。梵净山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五

大佛教名山”、“傩文化发源地”和“国家十大避暑名山”。

2.1.2 中药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负离子含量高)

以梵净山为代表，梵净山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排放的负离子含量高，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 10 万个以上，有利于

人体健康养生。其生物物种累计达到 5000 多种，据研究考察高等药用植物共计 100 科，227 属，413 种，堪称“西南中药材宝

库”。

2.1.3 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其养生旅游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基本保障

在贵州省政府印发的《贵州省健康养生产业发展规划(2015-2020 年)》中明确表示，贵州省的健康养生产业将主要依托贵州

的气候、空气、山水、药材，打造四大健康养生旅游。

2.2 Weakness(弱势)

2.2.1 缺乏网络媒体营销意识、养生旅游品牌缺乏知名度

铜仁市养生旅游网络媒体营销意识不高，招商引资等方面没有做到位，养生旅游宣传力度不足，导致铜仁市养生旅游在旅

游市场上知名度及美誉度不足，特有的旅游养生资源优势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2.2.2 缺乏具有多元化、地方代表性的养生旅游产品

铜仁市养生资源颇丰，但在有关养生旅游资源等方面上的整合力度不够，缺少具有多元化、地方代表性养生旅游产品，同

时也缺少一定的养生旅游产品推广及产品包装。

2.2.3 旅游养生人才不足，市场复杂

很多的医疗养生会所其从业人员几乎没有专业院校的背景，要同时具备养生和旅游两种专业知识的人才更是缺乏。相关的

养生旅游专业学科在我国多数地区高等院校中还没有开设，教育跟不上社会时代发展的需求。此外，铜仁市养生旅游市场复杂，

养生旅游市场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市场秩序混乱，大大的降低了养生旅游可信度。

2.3 Opportunity(机会)

2.3.1 进入全民休闲时代有利于养生旅游的发展

休闲时代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进入 3000-5000 美元阶段以后，而在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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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形成休闲化特点的一个发展时期。根据国家发布的《休闲绿皮书》，我国的旅游、体育、娱乐休闲产业将迎来飞速发展的高

潮期，休闲时代也即将实现全国化。

2.3.2 我国能有效治疗癌症的市场需求始终供不应求

近些年来，我国癌症发病人数和癌症死亡人数有增无减，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癌症负担呈持续增长态势，在我国肿瘤死亡

占全部死因的 1/4，位居死亡第一位。发病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治疗医院供不应求的问题。

2.3.3 铜仁市交通劣势有所改观

以前，交通不便困扰着铜仁的旅游业，近十几年来，交通问题得到一定解决。此外铜仁市的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建设，对外

界实现联通，旅游的可进入性不断增强。

2.4 Threat(威胁)

区域旅游市场竞争激烈:在距离铜仁市 53 公里以外有著名的风景区凤凰古城和周围许多古镇，游客游览过这些风景区之后

会产生一定审美疲劳，相应的会影响到铜仁市的旅游客源量。乡村旅游及度假休闲旅游占据旅游市场一定比例，铜仁市的民族

特色旅游没有赶上黔东南地区，区域的旅游竞争十分激烈，这也充分强调开发养生旅游必须有结合地方特色，地方资源优势。

3 铜仁市养生旅游开发的实施对策

3.1 构建有效的市场营销体制，打造自己养生旅游特色品牌

铜仁市养生旅游研究开发过程中，围绕特色“养生旅游”为主题，整合自己各方面相关资源，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开发特

色养生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媒体，加大宣传力度。针对性的对客源市场进行细分，结合自己地方特色、资源优势、市场需求等，

打造全方位为一体的养生旅游产品及旅游路线来满足游客多方面需求。其次，通过利用著名景区梵净山稀有的珍贵中药材及高

含量的空气负离子，融合佛教文化等资源开发具有多元化、地方代表性的养生旅游产品。

3.2 大力培养养生旅游专业人才

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当地高校的旅游、中医保健等相关专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养生旅游专业人才教育培养。大力引进具备休

闲健身、中医保健、旅游管理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才，解决铜仁市养生旅游发展过程中人才匮乏问题。其次，邀请著名养生旅

游专家定期给养生旅游从业人员进行相关讲座培训，举行养生旅游技能大赛，通过这种渠道可以达到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目

的。同时定期组织相关养生旅游从业人员前往那些做养生旅游发展较好的地方交流学习。

3.3 加强基础建设，努力改造养生旅游设施

加强旅游行业标准化的服务建设，铜仁市想要发展好当地的养生旅游就要针对不同旅游者的喜好等，进行构建具有多样化、

特色化养生旅游接待设施体系，同时根据不同的住宿设施提供针对性的养生服务来满足差异消费者的需求。例如:星级饭店提供

药浴、香薰等服务；疗养馆提供气功、针灸推拿、刮痧、拔火罐、按摩等；有地热温泉的度假宾馆开设相关温泉养生项目；乡

村客栈开设空药膳食补、空气浴等。

3.4 努力试图开发抗癌养生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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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癌症发病率和癌症死亡率均在上升，根据陈万青等研究结果显示，中国 2015 年全国癌症发病估计约 430 万，癌

症死亡约 280 万，与 IARC 公布的 2012 年全球癌症发病死亡数据库中的中国癌症数据相比，更为严峻。针对这一现状，铜仁市

可以利用当地具有抗癌物质或者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药材开发养生旅游，例如:把抗癌作用的菱红菇、采绒草盖菌等 12 种资源与

先进的现代中西医疗科学技术进行整合，开发出具防癌、抗癌、治癌于一体的养生旅游产品。通过政府主导修建有关癌症治疗

康复机构，大力培养及引进具有防癌、抗癌、治癌专业知识的医疗专家，为铜仁市抗癌养生旅游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结束语

中国拥有悠久的养生文化，整合资源优势及传承养生文化精髓，全面实现养生旅游新卖点。贵州省铜仁市中药材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高，因此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铜仁市养生旅游可以尝试打中医药养生及空气负离子养生这两张养生旅游王牌，

结合自身特点、区位条件，市场需求及养生旅游发展规律等因素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养生旅游，充分利用和发挥好铜仁市养

生旅游资源优势，打造铜仁市特色养生旅游品牌，促进铜仁市养生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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