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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研究综述

黄　凯　俞双燕　孙　汉　尚菲菲
（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３３０００４）

摘要　本文通过对知网、万方、维普以及中医药在线４个数据库以“中医”“中药”“旅游”和“中医药健康旅游”４个关键词
进行组合分别从各个数据库可查询的时间开始至２０１６年９月的文献本文进行了文献检索与分析研究，对我国中医药健康
旅游自提出以来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总结、分类与评述，并提出了中医药健康旅游今后发展应当注意的问题和聚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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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有了较大的改善与提高，收入

水平也逐年趋好。生活水平及收入的提高，新一轮

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分级诊疗和家庭医

生等改革措施试点的增多，大大促进了人们对自身

健康的重视和追求。

为了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和现阶段的医疗卫生

改革深度推进，国家层面出台了“十三五”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以及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等政策，
《中医药法》也将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由此
可见，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以及保障人们健康方面中

医药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出台的这些政策与

法规里，中医药健康旅游被提升到发展中医药和旅

游业的国家战略高度并为医疗卫生改革和健康服务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国内，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此

也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遵循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的研究思路从中医药健康旅游内

涵与外延的界定、基础理论研究与发展前景展望、中

医药健康旅游的开发研究、中医药健康旅游的产业

化及其产业融合研究４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与述
评，以期为我国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发展和中医药的

崛起提供有力的参考。

１　分类综述
１１　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事实
上，早在中医药健康旅游这一概念还未提出之前，学

者们就已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

外延给出了自己的观点。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在学

界，有关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统一。

下面本文将按照文章出版时间顺序对具有代表性的

观点进行列举：

王景明、王景和（２０００年）认为中医药旅游作为
生态旅游的分支之一，是一种探索性的、尚未被开发

和享用的，集旅游与中医药为一体的交融性产业，是

中医药的延伸和旅游业的扩展［１］。

张群（２００２年）提出中医药健康旅游是一种中
医药专项旅游且作为生态旅游的分支之一，是一种

探索性的，以中医药为载体的旅游项目，集旅游和中

医药为一体，是中医药的延伸和旅游业的扩展［２］。

此后，张群、张玉华［３］（２００６年）撰文《在养生中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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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中医药旅游开发探讨》和张群、邓善宝［４］

（２００８年）撰文《中医药专项旅游发展的瓶颈与阻碍
分析》并在文中坚持了上述的观点。

田广增（２００５年）则认为中医药旅游是一种新
的旅游方式，是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中医药的

深厚文化内涵、独特理论体系和内容为基础和以各

种药材观赏、购买和使用，医疗和健身方法为基本吸

引物而产生的［５］。

孙永平、刘丹（２００７年）结合前人的研究观点撰
文《中医药旅游研究初探》，并在文中指出中医药旅

游是在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中医药的深厚文

化内涵为基础的各种旅游活动，是中医药的延伸和

旅游业的拓展［６］。综合前人的研究，李时、宋明

（２００８年）认为中医药旅游是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以中医药的文化、理论和内容为基础，以各种医

疗和健身方法、药材观赏、购买和使用为基本吸引物

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旅游方式，而且中医药旅游作为

生态旅游分支之一，具有探索性的特点，被认为是中

医药的延伸和旅游业的拓展［７］。孙天胜、王欣（２０１０
年）则通过侧重研究中医药健康旅游的活动而提出

中医药旅游是指以中医药的文化内涵、独特理论和

内容为依托，通过将各种医疗和保健方法、药材的观

赏等作为吸引物而产生的形式各异的旅游活动，包

括通过旅游寻医问药、参与中医理论指导的养生保

健活动等［８］。

此后，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具体

活动与产品开发研究。高婷婷（２０１２年）认为中医
药文化旅游是以药物资源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载

体，以弘扬中医药文化为目标，集休闲旅游、康养保

健、科考与文化娱乐为一体的新旅游产品［９］；孙晓

生、李亮（２０１２年）则认为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是一
种基于自然生态、保健体验、人文环境的基础，结合

看、尝、游、娱、康体等形式，以达到修心养性、强身健

体等目的的新兴旅游［１０］。之后，张文菊、张念萍

（２０１３年）又撰文《生态型中医药旅游发展探析》提
出生态型中医药旅游的概念［１１］。韩路宾、胡倩、王

茹侠（２０１３年）撰文《亳州市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现状及问题分析》认为中医药文化旅游是一种探

索性的以中医药为载体的新兴旅游形式［１２］。

自此，学者们对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研究开启了

产业化研究的新视角。朱琳（２０１４年）提出中医养
生旅游体现了中医养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有机融

合，是人们在旅游过程中以观赏中医药文化景观、参

与形式多样的养生项目体验、学习和交流为主要体

验项目的一种旅游形式［１３］；张书河（２０１４年）认为
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是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产业与

旅游产业相融合的产物，是旅游活动的一种类

型［１４］；杨静、满林华（２０１５年）则认为中医药养生旅
游是以中药材资源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与中

医药产业、旅游产业等有机融合，以预防疾病、增强

体质、延年益寿为目标，集旅游度假、养生保健、疗

养、娱乐为一体的创意性新旅游产品［１５］。

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出现较晚，但对其的研究却

早已开展。以《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提出发挥中医药优势，形成一批中医药健

康旅游服务产品为时间节点，现阶段的研究主要是

集中在理论层面对中医药健康旅游的资源、环境和

市场发展前景的预期等的探索，市场与产品开发研

究，产业化及其产业融合研究这３个方面。
１２　基础理论研究与发展前景展望
１２１　资源环境分析与现状调查　在资源、环境分
析与现状调查方面，于东东等人针对皖南区域的中

医药健康旅游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发现皖南

区域中药资源丰富、文化和历史基础厚实，并形成了

一定的中药现代化生产基础，但发展中医药健康旅

游却存在着中医药资源开发与利用不足以及推广存

在障碍、未形成完整的中医药健康旅游集群优势、专

业人才缺乏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缺失的问题［１６］；

叶春等人则基于传统中医理论视角以贵州养生旅游

资源为例进行了养生旅游资源的分类与评价研究，

还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运用 ＡＨＰ法对养生资
源进行评价，为贵州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开发与规

划提供了参考依据［１７］；此外，侯笑闻还通过对我国

中医药旅游进行 ＳＷＯＴ分析得出，应当亟需形成规
范中医药旅游的法规体系、开发外国人感兴趣的中

医药旅游服务、注重提升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质量

和竞争力、打造中医药旅游市场品牌［１８］。

１２２　相关理论的应用研究　在相关理论的应用
研究方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马锐［１９］在２０１２年
旅游高峰论坛上提出的传统养生理论在旅游开发中

的应用研究。马锐通过对我国儒家、佛教、道家和中

医养生理论的解读提出，科学地运用养生基础理论

指导旅游的开发（包括景观设计，旅游饭店等基础设

施的规划设计，旅游产品的开发）能够保证旅游市场

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中医药健康旅游也不例外。

１２３　市场发展前景与展望的分析与探索　中医
药养生旅游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中医药养生

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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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孙超平和张玲针对中医药养生旅游决策影响因

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医药养生旅游决策主要

受到人口统计学、基础设施及服务、个人认知等因素

的影响［２０］。而高仁华通过对大连中医医疗旅游市

场进行前景透视研究发现，大连应当实施开发中医

医疗旅游发展战略并对其发展提出了建议和进行了

展望［２１］。

１３　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开发研究
１３１　市场分析与产品开发　杨红（２０１２年）在
《中医药文化对旅游市场及旅游管理专业的价值提

升之探索》一文中指出中医药旅游产品的开发已初

具规模，包括中医药购物旅游、观光旅游、体验式旅

游、学术旅游等在内的旅游产品深受市场追捧［２２］。

马先通过对甘肃省皇甫谧中医养生旅游的研究提出

了相关产品的开发设计思路，例如建立中医药科普

观赏体验区、皇甫谧文化园、国医保健养生馆、中医

专科医院、中医教育培训基地以及开发特色的中医

药旅游商品（像艾枕，艾精油，脉象仪，经络分析仪

等）等，以实现中医养生旅游产品的升级转型［２３］。

此外，谷建云还对长株潭城市群女性“中医养生休

闲”旅游市场开发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开发对

策［２４］；张书河也对广东中医药博览园的建设提出了

开发构想［２５］。

１３２　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研究　邹凤莲和胡智
斌通过对四季养生的研究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

天然条件，提出要开发四季养生旅游产品，具体包括

春季踏青赏花、养护肝脏，夏季山林湖滨、养护心脏，

秋季登高赏月、养护肺脏，冬季踏雪泡汤、养护肾

脏［２６］。此外，曹婷婷和姚东明针对江西发展中医药

健康旅游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模式和对策［２７］；黄顺红

基于产业融合理论对泸州市中医药康养旅游的开发

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２８］；纪宝玉等

人通过深入挖掘河南丰富的中医药资源，提出了河

南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生态、工业、中药材市场、

中医药养生和文化旅游五个战略［２９］；余婷婷等人则

提出基于Ｗｅｂ的中医养生旅游系统的战略开发构
想，希望利用该平台实现帮助用户便捷地制定出适

宜的养生旅游方案［３０］。

１４　中医药健康旅游的产业化及其产业融合研究
１４１　中医药健康旅游的产业化　中医药健康旅
游是中医药和旅游业的融合，张丽娟（２０１４年）撰文
《中国特色的中医药旅游产业发展研究》认为中医

药旅游产业是一种能让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获得中

医药知识和体验中医药医疗文化的新型经济模

式［３１］。基于产业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医药健康旅游

的还有：杨瑾［３２］，王晓宏和周亚东［３３］，王方［３４］，王秀

兰和钟鸣［３５］等。

１４２　中医药健康旅游的产业融合的实例研究　
由于中医药健康旅游涉及中医药和旅游两大产业，

除了考虑两大产业融合后的产业化之外，还应当考

虑产业间如何进行有效地融合问题。钟鸣［３６］对甘

肃省民族中医药养生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进行

了研究，翟东方［３７］以辉县百泉药交会为例对中药文

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针对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类似的，还有：胡期丽

和刘维蓉［３８］对贵州中药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进行了探析，黄顺红［３９］基于产业融合理论对泸州市

中医药康养旅游的开发进行了研究。

由于中医药是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

统称，为我国所特有，故而国外对于中医药健康旅游

的研究甚少，国外的专家学者更多地关注医疗旅游

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卡库斯塔（Ｋｃｕｋｕｓ
ｔａ）和松（Ｓｏｎｇ）等学者基于相同的视角提出医疗旅
游是“一种利用假期到其他国家去获得国外医疗服

务的放松性活动，其中医疗服务包括休闲娱乐以及

保健服务”［４０］；约翰斯（Ｊｏｈｎｓｔｏｎ）和克鲁克斯
（Ｃｒｏｏｋｓ）等对加拿大的医疗旅游供应商进行了调
查，发现在加拿大促使人们到国外进行就医的主要

因素是“在国内有些治疗服务项目不容易获得”［４１］。

综合来看，在界定医疗旅游时，国外学者主要运用扎

根理论和框架理论从医疗旅游现象和实践中归纳医

疗旅游的概念内涵［４２］；在针对医疗旅游产业和市场

研究中，国外学者主要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供求关

系理论［４３］、缺口理论，以及市场营销理论［４４］等作为

理论基础，探讨医疗旅游产业与市场机制。

２　小结
中医药健康旅游在我国提出的时间较晚，但我

国的专家学者们却早已对此有了一定的研究。从概

念的内涵与外延，基础理论研究与发展前景展望，开

发研究，产业化及产业融合研究４个方面来看，对中
医药健康旅游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还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范围较窄，理论研究方

面对相关的政策研究不足，开发研究中存在同质现

象以及营销推广不够充分，产业化及产业融合实例

研究中缺乏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思路。

３　讨论
３１　概念的界定　通过对上述有关中医药健康旅
游概念的总结与分析可知，其内涵与外延的范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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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较窄。本文认为：中医药健康旅游，是一种以旅游

为载体，融入中医药元素（包括中医、中药及中医药

文化等），以追求健康、休闲娱乐、文化传承为目的的

新型旅游项目或模式，也是对“中医药 ＋旅游”战略
的统称。“中医药＋旅游”战略的分类名目众多，比
较常见的类目有中医医疗旅游、中医养生旅游、中医

保健旅游、中药文化养生旅游、中医药养生保健旅

游、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等等。

３２　政策研究　在中医药健康旅游的政策研究方
面，我们除了研究中医药健康旅游的产品开发、示范

基地的建立以及中医药健康服务的运用之外，还应

当考虑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的专业人才培养、投融

资渠道、规范化建设等问题。此外，产学研结合不

够，医药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不足，旅游企业对旅游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足，这些问题将导致开发出来

的产品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甚至还会使得研究出

来的技术成果难以得到有效转化。因此，有关部门

应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从政策层面提供一个

成果转化平台，从而使开发出的中医药健康旅游产

品更具旅游价值。

３３　“互联网＋”推广模式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互
联网技术的运用日益普遍，常见于各个发展领域。

尤其是在我国提出“互联网 ＋”行动计划以来，互联
网作为发展战略的一种平台为各领域的发展与转型

升级不断助力。在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的开发研究

中，有关产品的开发一定要避免同质化，通过开发特

色优势产品来提升市场竞争力。此外，在营销推广

的方式方法革新方面，除了借助传统的媒介之外，还

应当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具有的开放性和实时性、

交互性和无中介性、交流成本低廉以及海量信息等，

结合新媒体的用户量大、应用广的特点，弥补传统媒

介宣传和推广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４５］。具体的发

展模式有：美食、特产及药膳的 Ｏ２Ｏ模式，中医药健
康旅游手游（手机掌上游戏）的开发与研究，３６０度
全景展示平台 ＡＰＰ的研发，中医药养生、保健项目
的Ｂ２Ｃ在线预约模式等［４６］。此外，还可结合新媒体

如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进行宣传与推广，从而提高中

医药健康旅游的知名度。

３４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
中医药健康旅游是我国原创的、政府引导推进的中

国特色健康旅游产业新业态，也是人们追求健康服

务的旅游新模式。科学地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应

当是在对其进行概念界定之后，首先应当是对其发

展进行定位，然后再进行标准化建设。发展的定位

可以从自然资源、民俗文化和健康服务３方面着手，
分为自然生态类、民俗人文类、健康服务体验类３大
类别。对中医药健康旅游的发展进行定位之后，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体系可以从建设地的资源特色、经

营与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医药健康服务四方面

进行建构。此外，还应考虑将建设地的生态环境保

护等作为中医药健康旅游标准化建设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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