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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与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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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与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以中医药康养为主要目的

的旅游新业态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对践行生态文明理念，适应新时期全

民健康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结合康养旅游及中

医药康养旅游演变过程，从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文化资源、产业资源及当下产业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认为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着理论研究不足、产业集群程度不高以及模式同质化等问题，并从促进产业融合、

完善产业体系、打造特色品牌和开展学术研究等角度提出纾困策略，以构建符合中医药特色的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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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国家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对健康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先前

的病后有药可医及病后康复治疗，而是要充分体现形神共养、怡情益趣、寓治于养、寓治于防、内外兼修的大健康思维。当下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我国慢性病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传统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为有效应对人类健康的挑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十

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等文件，鼓励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对发挥中医药特色和地域优势，构

建基于中医药的康养旅游新业态，推动“健康养生”与“旅游”的协同式、产业化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药健康服

务大有裨益。为此，笔者现对中医药康养旅游的隶属沿革、资源条件和产业开发模式等进行梳理，旨在为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的

发展提供新方法、新思路，以促进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二、中医药康养旅游的隶属沿革 

作为新兴的旅游形式，中医药康养旅游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旅游六要素的格局，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本文通过梳理中外学术

界对康养旅游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康养旅游的发展历程，对国内特色的中医药康养旅游起源及其发展历程进行简要概述，以探

讨中医药康养旅游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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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养旅游溯源 

康养旅游历史悠久，早期形态主要为疗养旅游。公元 211年—217年，罗马帝国与日耳曼帝国军队在黑森林地区作战，罗马

皇帝卡拉卡拉发现奥斯河谷中的泉水可用于治疗其长年的风湿病，这也是被学界公认的最早康养旅游雏形。而真正对康养旅游

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主要是围绕康养旅游、医疗旅游与健康旅游的内涵与供给形式展开。[1]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来自国

外康养旅游产生的背景及相关理论未给予充分关注，看似简单的词汇，因语言和文化等差异而对其理解不尽相同。直到 21世纪

初，我国学者才提出了“康养”一词[2]，但并未对其进行释义。随着认识的深入，慢慢将康养旅游定义为一种建立在自然生态环

境、人文环境和文化环境基础上，结合观赏、休闲、康体、游乐等形式，以达到延年益寿、强身健体、修身养性、医疗康复等目

的的旅游活动。[3]此后，国内学者对“康养旅游”关注度越来越高[4,5,6]，但并未引起业界广泛的重视。直到 2016年原国家旅游局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颁布实施，才明确提出了基于我国国情的康养旅游概念，指出康养旅游是通过养颜健体、营养膳

食、修心养性、关爱环境等各种手段，使人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都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和。紧接着各

地区结合具体实际对康养资源进行了深入探究，对如何构建康养旅游的产业模式进行了分析，并在公共服务体系等政策层面上

对康养旅游给予了有力保障，这极大丰富了康养旅游的内涵和外延，并且促进了康养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中医药康养旅游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药康养旅游从隶属范围来讲属于康养旅游，然而中医古籍并未对康养旅游进行专门论述，从模糊学的概念来看，应属于

“踏青”“登高”“游历”等范畴。早在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就提出“天人合一”，指出人居天地之间，人与自然及社会

为整体。作为与自然共生的人类，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强身治病的药物，都离不开自然界而独立存在。置身自然，置身中医

药世界，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流，达到寓治于游，寓养于游。上述表明，无论是漫步山林古镇怡情悦性，还是沐浴神汤康

体养生，大多是个体的自我行为。 

后来随着交通、住宿和服务业等的发展，游山采药、入池养身、进观禅心等旅游内容无不涉及中医药，但仍未明确中医药与

旅游之间的内在关系。直至 2000 年，王景明等首次提出中医药旅游，认为中医药旅游是集旅游与中医药于一体的交融性产业，

以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石。[7]此后的一个时期其发展仍处雏形，也未得到业界和社会的关注，更谈不

上形成产业经济。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人民对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及国家配套政策的大力支持，中医药康养旅游才得以进入普通民众视野。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将中医药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其出台为中医药康养旅游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为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空间。随即各地也相继配套印发了促进中医药康养旅游发展的相关文件。

以江西省为例，2016 年出台了《江西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6-2020 年）》；2020 年印发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实施意见》；紧接着 2021年又制定了《江西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该规划明确提出

大力发展以南昌、樟树等为核心的中医药康养旅游项目，构建中医药康养旅游新高地；同年 12月接续出台的《关于推进康养旅

游发展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要打造全国休闲康养旅游胜地，促进康养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使

命。至此，中医药康养旅游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其产品形式趋于多样，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日益彰显。 

三、中医药康养旅游资源条件研究 

旅游资源是中医药康养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根据现行《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旅游资源主要包括高山、峡谷、森林、火

山、江河、湖泊、海滩、温泉、野生动植物、气候等自然旅游资源，以及饮食、购物、文化、历史古迹、产业基础等人文旅游资

源，其中许多旅游资源本身就蕴含着中医药康养价值，如温泉、森林、山地、文化、产业等。 

（一）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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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旅游资源又称自然风景旅游资源，是指能使人们产生美感或兴趣的、由各种地理环境或生物构成的自然景观[8]，通常包

括地文地貌、水域风光、天气气象和生物类属等，这些资源具有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的潜在价值。概括起来，它主要包括水文资

源、地文资源与生物资源等自然资源。 

1.水文资源 

水文旅游资源以海洋、湖泊、河流、瀑布、温泉、冰川、云雾、雨、积雪等不同形式存在于大自然中。各地区的水文旅游资

源因地域、气候等的差异各具特色，且内容丰富，如云南省所具有的瀑布、温泉、云海、江河湖泊等水文旅游资源享誉全国，尤

以温泉最为典型，且温泉旅游资源大多列属于中医药，可达到松弛神经、缓解压力、排除毒素的康养功效，古来便是游历的胜地。

此外，江西、福建、西藏、贵州等地的水文资源数量与种类也极为丰富，开发的空间很大，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具体见表 1。 

表 1中医药康养旅游水文资源条件研究 

范围 地区 核心资源 

水文资源 

福建 海洋、河流、湖泊、温泉等 

江西 瀑布、湖泊、温泉、云海等 

西藏 江河、湖泊、冰川、温泉等 

贵州 瀑布、云海、江河、温泉等 

 

2.地文资源 

我国是一个多山地、高原和丘陵的国家，地文地貌千奇百怪，遍布着适合山林生长的中药材，具有丰富的中医药康养旅游资

源。历代文人墨客对名山大川情有独钟，为怡养情志而踏遍天下名山，并留下了“佳期别在春山里，应是人参五叶齐”等大量的

名言绝句。各地区地文地貌资源不仅类属多元而且资源独特，如四川省不仅拥有秀美的高山、峡谷，也有神奇的石林、溶洞，更

是具有丰富的中药资源，享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素有“无川药不成方”之说。此外，广西、贵州、江西、重庆等

地也拥有着十分壮美的地文地貌景观。具体见表 2。 

表 2中医药康养旅游地文资源条件研究 

范围 地区 核心资源 

山林资源 

广西 天坑、峡谷、溶洞、高山等 

贵州 峰丛、溶洞、峡谷、高山等 

江西 断崖、高山、峡谷、溶洞等 

重庆 地缝、溶洞、石林、峡谷等 

 

3.生物资源 

我国地域跨度大，地形地势以及气候种类复杂多样，生物资源又易受气候和地形地势等条件的影响，故生物资源种类繁多并

呈地域式分布。如云南省地势地形复杂多样，雨热充沛，树种类型繁多，珍贵树种、药用植物、香料花卉、观赏植物等品种享誉

全国，故云南有药物宝库、香料之乡、天然花园之称。此外，各地区地理位置不同造就了各属地丰富而多元的森林、草原以及道

地植物、动物等生物旅游资源，如广西、四川、河南等地森林、草地、灌木、药植等生物资源种类多样。具体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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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医药康养旅游生物资源条件研究 

范围 地区 核心资源 

生物资源 

广西 寿茶、金线莲、森林、红藤、草珊瑚等 

贵州 灵芝、天麻、杜仲、森林、百鸟等 

江西 森林、艾草、栀子、射干、三叶青等 

河南 山茱萸、森林、地黄、山药、大鲵等 

四川 草地、辛夷、森林、杜仲、厚朴、茱萸等 

 

（二）人文资源 

人文旅游资源又称人文景观旅游资源，指由各种社会环境、人民生活、历史文物、文化艺术、民族风情和物质生产构成为人

文景观。[9]由于我国地域广阔，拥有 56 个民族，各民族及同一民族内部成因不同，产生了迥异的生活、习俗、文化，形成了独

特的文化资源及因此而产生的产业资源，这些也成为游历者的考察对象，具有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的后天优势。 

1.文化资源 

中医药源自传统文化，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且往往与社会文化交织相融，呈螺旋式交替推进，并在儒家

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地域文化中外化显现。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山东，中医药文化资源底蕴深厚。此外，

无论是江西的道家文化、山西的佛家文化还是广州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医学文化和民俗医学文化，都是独特而又宝贵的资

源。具体见表 4。 

2.产业资源 

古籍文献虽未有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的直接或间接提法，但从中药种植到药堂及教坊无不涵盖着中药材的种植、加工、

服务等中医药产业资源。当下，全国各省区市纷纷建立特色的中药百草园、中药加工园以及旅游示范区。就广东而言，不仅中药

种植产业底蕴深厚，中药加工产业以及旅游服务产业在国内也遥遥领先。此外，江西、贵州等地的中药种植产业、中药加工产业

以及服务产业也已初具规模。具体见表 5。 

表 4中医药康养旅游文化资源条件研究 

范围 类型 代表地区 核心资源 

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 

山东 儒家文化 

山西 佛家文化 

江西 道家文化 

地域文化 

广州 岭南文化 

江苏 孟河文化 

安徽 新安文化 

江西 旴江文化 

民族文化 
西藏 藏族医学 

云南 傣族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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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资源条件研究 

范围 代表地区 核心资源 

产业资源 

江西、浙江、贵州、四川、河南等 中药种植产业 

广东、安徽、河南、山东、四川等 中药加工产业 

四川、山东、陕西、河南、江苏等 中医药旅游服务产业 

 

四、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开发模式 

资源条件是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的基础，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模式离不开其自身的资源条件。当下，中医药康养旅游作

为新兴业态，各地对产业模式开发并未提出明确的分类标准，但有学者尝试着对康养旅游进行分类[10,11]，旨是充分利用好自身的

自然、文化、产业等资源优势，开发康养旅游产业，打造符合自身特质的康养旅游产业体系。对此，本文在已有康养旅游分类研

究基础上，认为现行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模式主要分为中医药文化康养、中医药温泉康养、中医药森林康养和中医药小镇康养

等。 

（一）中医药文化康养产业 

我国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散布于经、史、子、集等典籍，这为中医药康养旅游的孕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各地深

挖中医药文化资源，逐步形成了以“文化+中医药”的康养产业模式。如山东宏济堂中医药文化景区[12]，依托百年儒家历史文化，

辅以名医、故居等中医药文化底蕴，形成了以“儒文化+中医药文化+旅游”为主的中医药文化旅游景区；山西五台山[13]，佛文化

浓厚，名山、石窟及寺庙度假区依托佛禅文化，结合食谱、功法等中医药文化优势，形成了以“佛文化+中医药文化”为主的养

身养心度假区；江西龙虎山[14]，依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挖农耕、崖墓、道教、心学和旴江医学等中医药文化资源，以文化旅

游产业链链长制为抓手，完善项目链、健全消费链，提升价值链，统筹抓好文化旅游产业建设，形成了以“道文化+中医药文化

+旅游”为主的龙虎山度假区。此外，广昌县姚西村[15]、岭南印象公园[16]、藏医药文化博物馆[17]以及傣族古镇[18]这些文化鲜明的

古村古镇，建筑与文化景区，依托特色地域文化，构建产业模式，既增长了游客的中医药知识，又能提升当地社会影响力，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 

（二）中医药温泉康养产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医药温泉康养愈发成为诸多学者和游历者关注的热点，各地依据自身资源优势逐渐向中医药温泉

康养产业发展，构建“温泉+中医药”产业模式。如福建厦门日月谷温泉度假村
[19]
借助丰富的温泉资源，整合药植资源，打造“温

泉+中医药”型温泉康养旅游产品；西藏羊八井温泉度假区[20]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结合独特的矿物类中医药，形成“温泉+中

医药”模式，成为集康复理疗、休闲度假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温泉度假区；被称为“中国温泉之城”的江西石城[21]依托其规

模庞大的温泉资源，配合当地中药资源，构建起特色的“温泉+中医药”产业模式，该产业模式已成为石城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有效促进了当地旅游业高速发展。 

（三）中医药森林康养产业 

2016年国内明确提出发展森林康养。2019年国家林草局印发《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文件明确指出充分发挥

中医药特色优势，大力开发中医药与森林康养服务相结合的产品，加强森林康养食材、中药材种植培育，森林食品、保健品等研

发、加工和销售。随着森林康养理念的深入和国家康养政策的出台，各地现已将中医药元素有效融入森林康养，形成了“森林+

中医药”的康养产业模式。如马骝山南药森林公园[22]依靠森林资源，建立中草药种植产业体系，形成以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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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融中医医疗服务、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于一体的中医药森林康养产业；北川药王谷[23]依托万亩百年辛夷花和中药材树林，开

发中医药养生主题旅游产品，不仅让景区在传统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更让属地中药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知；江西明月山[24]充

分挖掘其蕴藏丰富的樟树、毛竹、菊花等秀美山林资源，建设了一批森林康养地，探索出了一条多维度的森林康养之路。 

（四）中医药小镇康养产业 

随着特色小镇在全国的蜂起，以健康产业为核心的中医药康养小镇也应运而生，并逐步将健康、养生、养老、旅游、休闲等

诸多元素融入小镇的发展模式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中医药+小镇”康养产业。如仲景养生旅游小镇[25]，借助银杏、娑罗树等

珍稀药植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遍地的太极、气功等中医表演，道地山茱萸随处可见，使游客游玩时实现情志养生；永定养生小

镇
[26]
，将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与优美的自然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了永定特有的“百物生长，千花争艳，万民康养，四季同春”的中

医药康养模式；花桥热敏灸小镇[27]，依托中草药种植、旅游康养于一体的大健康产业，并借力江西中医药大学将花桥镇打造为热

敏灸特色小镇，为“健康中国，养生江西”而助力。此外，广西昭平的养生特色小镇[28]、浙江宁波的葛洪养生小镇[29]等都已投入

使用，这些小镇在充分利用文化、自然资源、产业资源以及生物资源等优势的基础上，打造出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中医药康养小

镇，透散出浓浓的“中医味”。中医药小镇康养产业的蓬勃兴起对各属地产生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已然显现，也为国内其他地区开

展中医药小镇康养提供了经验借鉴。 

五、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路径 

中医药作为我国核心原创性文化遗产，其蕴含的“治未病”思想必将为我国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新内涵、新动力，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融合发展的中医药康养旅游符合人民群众对健康、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有利于加快推进“健康

中国”战略的实施，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大有作为、大有可为。但通过对中医药康养旅游文献的整理，结合我国特有的中医

药资源和近年来我国中医药康养旅游发展现状，该产业仍存在理论研究不深、产业区域集群化程度不高、配套产业跟不上以及产

业模式同质、特而不特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我国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康养旅游产业

发展新业态。 

（一）推动资源集群，促进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融合 

中医药康养旅游作为“十四五”时期健康产业的发展项目，各地要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对现有的可利用的各类资源进行整

合与链接，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好自身的优质资源。具体来说，要根据自身特色的自然资源，深挖传统中医药文化资源，借力深厚

的产业资源等优势，构建花博园、农博园、药博园、茶博园、食博园、陶博园、文化园等资源项目，形成产业园区。如吉林、四

川可利用好优质的人参、鹿茸、川穹、文君茶等名贵中药材资源，并以此为主要线索，将药博园、花博园、农博园以及文化园等

集群构建完整产业链条，推动旅游产业“融合衔接”形成“旅游+中医药+产业园+”新模式，打造成为资源整合型、产业融合型、

服务聚合型的中医药康养旅游园区。 

（二）构建配套产业，完善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体系 

发展中医药康养产业，不仅要充分依托现有的资源和优势，还要有完备的城市基础、公共服务、商业等设施的功能配套，为

游客提升更为便捷的住宿、餐食、交通、通讯、咨询等相关服务。如上海、广东等地经济实力较强，文娱产业需求旺盛，可配合

游园建立和完善针对青年学生的“中医药科普游”“中医药 DIY游”等文娱配套产业；江西、四川等地绿色资源潜力巨大，养老

产业需求激增，可配合产业园，构建针对老年群体的“中医药‘候鸟’旅居游”养护配套产业。同时，因现代社会“城市客”“职

业者”等工作压力大，心理需求也在不断扩增，故可针对这类特定人群构建和完善“中医药运动游”“中医药音乐游”心理咨

询指导配套产业项目，形成全面系统的中医药康养旅游体系，确保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游、健康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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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避商业气息，打造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特色品牌 

发展中医药康养产业，要避免过度商业化、同质化，要把加强行业引导和政府监管作为重中之重，对景区进行合理测算，核

定游客承载量，对景区的商业场所与自然景观量核算后进行评级，杜绝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同时，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对特

色旅游资源进行再提升再创造，注入新的内在活力，如江西的枳壳、黄栀子、厚朴等道地中药材资源丰富，可将道地中药材融入

“治疗+旅游+”“养生+旅游+”之中；广东岭南文化、陈皮文化、茶文化源远流长，可将特色陈皮融入“文化+旅游+”“中医药

+茶旅+”中，把附加中医药产品凝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感悟中医药文化的载体，使游客能够体验到浓郁而独特的文化特色，增强

文化自信，增加游客重游意愿。 

（四）开展学术研究，助力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 

跨产业领域开展学术研究是对各学科知识进行整合和概括的高级形式，随着知识及产业的快速变动，中医药康养旅游作为

一种新的产业模式涉及医学、旅游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这就需要中医药康养旅游主体既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

路”，充分认识到中医药康养旅游不仅是“中医药”“康养”或“旅游”的简单叠加，更是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综合发力，故而可

通过学术会议、参观考察、邀请相关群体（高校学者、企业家、基层工作者等）讲学与交流等形式开展学术探究，多方位、多层

次、多角度进行分析研判，为中医药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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