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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金寨县中医药旅游创新融合发展 

张宏启 郭宗坤
1
 

(安徽大学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互联网+”逐渐渗透到我国各行各业，如何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成果对乡村特色产业进行改造

升级，成为我国推动乡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本文以位于大别山区的安徽省金寨县为

对象，以中草药产业这一支柱产业为依托，力图将互联网、旅游与中医药产业有机融合，相互推动，促进金寨县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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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安徽省金寨县位于大别山区，拥有优良的生态环境以及种类丰富的药材资源，素有“西山药库”的美誉。但是由于远离消

费市场、产业融合不足等原因，金寨县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打破金寨县发展程度与资源禀赋不匹配的方法之一，是

“互联网+旅游+中医药”,将三者进行创新融合发展，相互促进，从而助推金寨县经济发展。本文将从发展背景、问题、对策等

方面，探讨建立金寨县中医药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1 金寨中医药旅游发展背景 

1.1互联网浪潮日新月异 

近些年来，互联网成为行业发展新的增长点，“互联网+”行动计划给传统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方向，“互联网+”能够

改变传统中药资源产业的发展模式。传统的中药资源产业以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和大规模传播为目标，已经不能适应新时

期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产业都与互联网关联，无论是信息服务方面，还是内部业务流程，互联

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对传统中药资源产业的发展带来猛烈的冲击。当前，应当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融入中药资源的发展中，

将创新贯穿于产业链的每个阶段。“互联网+中医药”将推动传统中药资源产业中的人才、资本、技术、知识的合理流动，激发

创新热情，助力中药资源产业实现赶超式发展。 

1.2中医药旅游市场蓬勃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收入的提升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公众对休闲度假、旅游养生类产品需求量与日俱增，使得养身度假类

旅游产品在旅游市场上日益火热，逐渐成为旅游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而作为草药之都的金寨县，有着十分明显的优势，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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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统计，从 2015年到 2018年，大陆市场对中草药的需求量同比增长了 7.8%,国际市场对中国中草药的需求增长了 12.1%。中草

药已经不再是闭门造车的传统落后的老一辈产业。在新形势和健康产业逐渐成为重要的国民产业背景下，中草药行业日益成为

蓬勃发展的蓝海行业。 

1.3金寨县中医药资源丰富多样 

金寨县种植中药材的历史悠久，素有“西山药库”美誉，境内共有药源动植物 237科 1359种，安徽省重点普查的 270种中

药材中，金寨县境内有 220 种，珍稀药材 20 种。国家级的 4 种一类药材中，县产杜仲、厚朴、麝香三种；国家级 20 种二类中

药材中，县产茯苓、金银花、菊花等 13种。目前，金寨县通过将野生中草药进行人工培植，形成了大规模的中草药种植基地。

金寨县中医名师众多，其中吴文霞、潘旭东被评为省级基层名中医，李帅、丁柏玲分别成为国家级名老中医周宜轩教授、省名

中医李伟莉教授的学术继承人。 

2 金寨中医药旅游发展问题 

金寨是中医药市场的缩影，但是与其资源禀赋相对应的是经济发展的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发展模式的问题，金寨的中草药

发展仍停留在一产的模式上，草药资源单纯用于出售，极少用于深加工。与其他产业的结合几乎没有，对互联网的利用也近乎

为零。这就导致了金寨产业链较短，产品附加值低下，无法吸引资金投入，经济发展落后。 

2.1中医药产业创新动力不足 

近年来，无论是在产值还是市场表现上，中医药产业与西医都有较大差距。金寨中医药资源丰富，种类较多，但是没有形

成相应的知名度。与其他中草药种植基地相比，仍然处于劣势。通过“互联网+旅游+中医药”,给金寨县中草药基地注入互联网

等新鲜活力，能够有效增强金寨县中草药种植基地创新发展驱动力。 

2.2中医药技术方法难以传承 

随着西医的发展，中医药面临很多的挑战。尤其是很多中医药的知识和方法得不到有效的传承，中医向前发展的根本在于

人类对于中医学的认识程度。通过中医药旅游，使游客能够深入了解有关中草药的知识和方法，促进中医药知识进一步传播与

发展，从而使金寨县的中草药种植能够长期发展。 

2.3金寨县市场单一，中草药知名度小 

金寨县位于大别山区，是重要的红色旅游基地，红色旅游市场是其主要市场。但对于中草药种植市场知名度较低，虽然中

草药资源丰富，但未能规范化、体系化，中草药旅游市场开发力度不足。“互联网+旅游+中医药”通过使用户线上操作，线下

游览的方式，满足旅游者多样化需求，进一步开发和扩大旅游市场。 

2.4中草药特色优势不明显 

金寨县地理环境优越，适宜种植灵芝、天麻等草药，但在市场中缺乏特色，没有形成品牌效应，市场竞争力较弱。通过“互

联网+中医药旅游”,一方面，向用户传递出金寨县独特的中医药文化，使用户对金寨县中草药种植基地有一个良好的感知。另

一方面，可以打造金寨县中医药特色文化，树立独特的地区形象，增强品牌效应。 

3 金寨中医药旅游发展对策 



 

 3 

3.1搭建互联网营销平台 

互联网把中医药产业和旅游产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供给和需求信息能够更加快速有效地传递。旅游

活动作为无形的体验消费，在消费后无法退回，因此旅游者在出行前通常会搜集关于旅游目的地信息，从而做出旅游决策并产

生旅游行为。因此，金寨县可以依托互联网，将中医药种植、加工、销售、旅游等相关产业进行整合，建立统一的互联网营销

平台，透过互联网平台把中医药产品、旅游产品相关信息宣传推广出去，为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提供辅助，增强潜在旅游者的

旅游意愿。同时，互联网平台还具有社交属性，在营销平台的建立和运营过程中，还需要注重用户的互动，通过网络预约产品、

线上认购线下种植、不定期线上活动等方式，增加营销平台的关注度。 

3.2完善线下配套服务 

服务质量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满意度，进而影响其对于产品和品牌的忠诚度。一次愉快的消费有助于促使消费者的重复购

买行为的产生，以及向其他人进行宣传推广该产品和品牌的可能性。因此，在产品生产、销售以及旅游者旅游全过程中，都需

要不断地进行优化和调整，提升服务质量、完善各类配套设施，为消费者营造一个舒适惬意的氛围，从而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同时还需加强人员培训和团队建设，增强团队成员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服务意识，使成员能够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并答疑

解惑，让旅游者在游憩休闲的过程中能够有所收获。此外，还需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条件、建立游客中心、旅游厕

所等配套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便利。 

3.3拓展中医药产品线 

目前，金寨县中医药产业仍停留在种植以及初加工阶段，精加工以及中医药相关产业发展较少，产品附加值低，药农难以

从中获益。在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延伸产业链，拓展产品线，建立以中医药资源为核心竞争力，以旅游产业

为主要载体的丰富产品体系，从而提升产品价值。随着我国人均 GDP 迈上一万美元的台阶，我国旅游也将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康养旅游、休闲旅游、研学旅游等逐渐成为热门。金寨县以其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以及优良的生态环境，有针对性地开发中医药

康养、休闲以及中医药研学旅游，同时开发相关的旅游商品以及中医药产品，既能满足消费者的多层次的旅游需求，又能为当

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4 结语 

金寨县拥有种类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以及优良的生态环境，在与互联网平台和旅游业的融合过程中，需要不断创新，重视人

才培养，为金寨县互联网融合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员支持。同时在中医药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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