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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国际养生旅游的发展经验及启示

刘 海 汀

摘　 要：养生旅游代表未来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是人类对健康不懈追求的体现。 当前，世界养生旅游发展如火如

荼，美国、德国、日本、印度、泰国等国家成了养生旅游发展的领跑者，其先进的发展经验为中国养生旅游的发展提

供了借鉴。 中国应该积极倡导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实现养生旅游的普及性和公平性；同时加快养生旅游市场的规

范化管理，提升行业服务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并注重养生旅游产品的文化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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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再加上生活

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越来越渴望一

种更加健康、简单、快乐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促使养

生旅游（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成为当前和未来旅游发展

的新趋势。 随着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亚健康等问

题的出现，我国对于养生旅游的关注度持续上升。
总体上来说，中国养生旅游市场数量已初具规模，现
已成为亚太区重要的养生旅游消费市场，但是与国

外相对成熟的养生旅游市场相比较，差距仍然存在。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关于养生旅游的

文献和产业发展动态的基础上，总结国外养生旅游

发展经验，提出促进我国养生旅游发展的建议，希望

对我国养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一、养生旅游的内涵

１．养生旅游的概念

关于养生旅游的概念学界众说纷纭，至今仍未

达成共识。 其中一个原因是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一词的复杂多

变，尤其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有多种意义，以至

于养生旅游经常与健康旅游、幸福旅游、医疗旅游等

概念相混淆。 因此，要想明白什么是养生旅游，首先

要清楚养生的含义。

（１） 养生的概念。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是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和 ｆｉｔ⁃
ｎｅｓｓ 的结合，其含义与幸福、快乐、生活质量、全方位

锻炼以及精神信仰等概念相互交织。 在西方国家，
现代养生一词由美国医生 Ｈａｌｂｅｒｔ Ｄｕｎｎ（１９５９）提

出，他批判西方医学过度关注疾病和死亡诱因的消

极思想，呼吁将视野转向更为积极的方向，即如何保

持健康，并指出养生是身体、心理、精神和谐的统一，
会随着物质、生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不断变化而持

续增长和调整。①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对养生的概

念进行扩展和丰富。 如 Ａｒｄｅｌｌ 和 Ｍｕｅｌｌｅｒ 认为养生

的核心是自我责任感，人们通过体育锻炼 ／美容护

理、健康饮食 ／营养均衡、教育 ／智力活动、休息 ／冥
想、社会活动以及环境敏感性来获取身体、思想以及

精神上的和谐。②Ｔｒａｖｉｓ 强调养生是一种存在状态、
一种 态 度 和 一 个 不 断 前 进 的 过 程。 Ｍｙｅｒｓ 和

Ｓｗｅｅｎｅｙ 主张灵性（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是养生的核心。③综

合这些观点，笔者认为养生不仅是没有病痛和压力，
更是人们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不断追求的一种最

佳生存状态，包括强健的体魄、健全的心智、融洽的

人际关系、和谐的生活环境以及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２）养生旅游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关于养生

旅游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 可以通过对养生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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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与健康旅游、幸福旅游、医疗旅游等相似概念的分

析，来把握其含义。 健康旅游是所有对健康有益的

旅游活动的综合，涵盖养生旅游和医疗旅游。 医疗

旅游是指人们为了获得可负担得起的、快捷的以及

同等的或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离开常住地，前往本

国的其他地方或国外接受医疗、牙科和外科护理的

旅行；养生旅游是指那些主要目的是维持和促进健

康的人们因其旅行和居住行为而引起的所有关系和

现象的总和，养生游客通常会住在那些提供对健康

有益的专业知识和特殊护理的酒店，他们渴望包括

体育健身 ／美容护理、健康营养学 ／饮食、放松 ／冥想

以及智力活动 ／教育等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性服务。
二者的显著区别是医疗旅游有具体的外科手术和治

疗行为，如牙齿矫正、心脏搭桥手术、器官移植手术

等，而养生旅游的产品多为有别于传统西医治疗的

替代性疗法，如瑜伽、太极、按摩、水疗、冥想等。 二

者之间会有一些重叠，许多养生目的地会提供既可

治疗又可预防的服务，但治疗必须由持证专业医疗

人员进行。 幸福旅游与养生旅游的含义相似，多见

于北欧国家，因为在芬兰语中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 和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都被翻译成 ｈｙｖｉｎｖｏｉｎｔｉ。 幸福旅游的游客多出于情

感动机，不看重设施的奢华，而倾向于通过自然和社

会环境以及户外活动来保持和提升健康。
２．养生旅游的特征

（１）注重健康。 与一般的观光旅游相比，注重

健康是养生旅游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养生旅游对游客的健康状况进行短暂提升，
即通过宜人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康体活动以及高品

质的服务，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身心愉

悦、健康提升和精神升华。 但这种体验和观光旅游

类似，作用非常短暂，当游客从旅游环境回归日常生

活环境后，这种作用就会在 ２—５ 周内消失殆尽。④

另一方面，养生旅游对游客的健康生活产生持续影

响，即通过养生旅游体验，帮助游客学习和掌握更多

健康知识和诀窍，提升其健康意识，实现其精神升

华，进而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人生态度，并在旅游

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中得以遵循和保持。 这是养生旅

游的真谛所在。
（２）短途旅行居多。 一般的观光游客喜欢前往

与自我生活环境差异较大的、远距离的目的地旅游，
好奇心是推动他们出游的重要因素。 养生旅游则有

所不同，比起国际旅游，养生游客更喜欢国内游或前

往附近国家旅游。 尤其在欧洲地区，周末陪伴家人

和朋友前往附近或周边国家的温泉、疗养院、健康度

假村已经成为常规的休闲方式。
（３）客群多为中年女性，消费水平较高。 与一

般的观光旅游相比，养生旅游属于高消费旅游。 养

生旅游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多为具有一定经济实

力的中高产阶层，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女性居多。⑤

Ｖｏｉｇｔ 等（２０１１）比较了 ｓｐａ、健康度假村和灵性静修

所的游客特征，发现女性游客占总人数的 ８４％，而
且 ６１％的游客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 ｓｐａ 游客最为

年轻，且喜欢结伴出游；隐修所游客多为 ５５ 岁以上，
旅行经验更加丰富且喜欢独自出游；健康度假村游

客的经济条件最为优越，４６％的游客家庭年收入高

于 １７ 万美元。⑥

二、国外养生旅游的发展经验

１．养生概念的延伸性促使产品多元化

养生是多维的，包括一个人的身体、社交、情感、
智力、环境、精神和职业等的最佳状态，由此决定了

养生旅游依托资源的丰富性和产品的繁杂性。 可以

说，任何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元素都可以通过组合和

设计，被打造成养生旅游产品。 目前，国外的主要养

生产品是以自然景观为核心的户外运动类、以 ｓｐａ
为核心的休闲美容类、以度假村为核心的健康生活

类和以静修所（ｒｅｔｒｅａｔ ／ ｈｉｄｅａｗａｙ）为核心的精神启迪

类。 游客可以在以上养生目的地体验到包括印度瑜

伽、韦达养生、泰式按摩、日式指压、中医针灸、顺势

疗法、健康生活指导、水疗、泥疗甚至冥想等在内的

复合式养生服务。
近年来，养生旅游的内涵不断延伸，产品模式持

续革新，试图让游客在获取健康的同时体验到活动

的趣味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比如，欧洲传统的桑拿

浴（ｓａｕｎａ）从古罗马时期流传至今，是欧洲最为常见

的养生服务，但在今天，桑拿不再是沉闷的宗教仪式

般的固定程序，而是融入了舞蹈、歌曲和歌剧 ／电影

场景的表演，桑拿技师在常规服务之外更多地与顾

客进行情感分享和互动，试图让桑拿变成一场充满

欢乐和惊喜的聚会，甚至每年都会举行世界桑拿技

师锦标赛。 日本传统的温泉养生已不仅是洗浴和医

疗，而是演变成一种融合观光、医疗、娱乐、社交和文

化体验的综合性旅游服务，富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建

筑和环境设计、体现差异化的主题营销和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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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丰富多彩的观光景点（寺庙、博物馆、美术馆、
水族馆和自然公园）和娱乐活动（手工艺制作、文化

艺术节、焰火节和夏日祭典），都使日本成为欧洲以

外世界最著名的温泉养生旅游目的地之一。⑦

２．养生游客越来越倾向于健康的长期性

近年来，养生游客越来越不满足于健康状态的

临时性改善，更希望将旅游体验中的健康实践引入

日常生活，通过养生旅游实现个人的持续性成长和

幸福感提升。 比如，静修所为养生游客制定健康的

饮食和生活计划，并提供充分、理想的反思时间和空

间，使游客可以通过静修体验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

能，从而抛弃过去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甚至改变个人

的生活态度。 Ｖｏｉｇｔ（２００８、２０１０）等综合比较 ｓｐａ、养
生度假村和静修所游客的获益后发现，ｓｐａ 游客侧

重于工作或生活中付出很多后的短暂性的享乐；而
隐修所游客重视生存意义的思考和自我价值的实

现，渴望发现内心的自己，获取精神升华和自我成

长；养生度假村游客介于前两者之间，希望实践更加

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自我以更好地面对今后的生

活。⑧Ｄｉｌｌｅｔｔｅ 等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瑜伽旅

游者的体验，发现瑜伽旅游与积极情绪、有意义的经

历、深度参与、建立友谊和取得成就相契合，并会给

游客带来一种长期的幸福感体验。⑨

３．养生游客越来越注重公平性

国外养生旅游秉承“旅游是全体公民的一项社

会权利”的基本理念，积极扩大养生旅游的覆盖群

体，养生服务不断向城郊扩散，酒店和度假村变得越

来越公众化。 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

家普遍倡导社会 ／福利旅游（ｓｏｃｉ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旨在帮

助弱势群体享受旅游的快乐。 养生旅游的公平性还

体现在目的地居民和游客的双赢上，即养生旅游的

发展一方面满足游客的差异化需求，另一方面有益

于当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就业机会增加、原
生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延续以及居民生活的健康和

幸福。 养生旅游不限于酒店、度假村等狭隘的养生

场所，一个充满微笑和欢乐、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

境或许更有助于游客幸福感的提升。 如芬兰赫尔辛

基的公共桑拿（Ｌöｙｌｙ）既满足当地居民对幸福生活

的追求，也成为养生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
４．养生旅游产业发展逐步集群化

国外养生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体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旅游产业内部联合、集团化，许多中小型养

生服务企业出于降低经营成本、拓宽销售渠道、提升

企业价值和形象、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等考虑，相互之

间签订合作协议，组成具有竞争力的战略联盟或虚

拟组织。 如创办于 １９９１ 年的世界水疗协会，其成员

遍布全球 ７０ 多个国家，是世界上最为知名和权威的

ｓｐａ 联盟。 二是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利用地理

和文化上的相近性，通过产业集群建立区域养生旅

游品牌。 如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和德国自 ２００３ 年

开始联合打造的“Ａｌｐｉｎｅ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已成为集高山

疗养、休闲观光、运动娱乐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

性养生旅游目的地。⑩

三、国际养生旅游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优异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养生文化、丰富的养生

产品、低廉的价格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发展

养生旅游的优势。 同时我国也存在国民养生理念淡

薄、养生旅游普及性较弱，养生旅游产品品质较低、
核心竞争力不足，养生旅游市场管理不到位、服务质

量不高以及养生旅游产业合作不足、集聚效应不强

等劣势。 因此，要借鉴国际养生旅游发展的经验，促
进我国养生旅游可持续发展。

１．倡导健康生活理念，推动养生旅游常规化

国外养生旅游蓬勃发展与其国民普遍有健康意

识密切相关，同时离不开政府的倡导和推动。 以美

国为例，自 Ｓｉｇｅｒｉｓｔ 于 １９４５ 年提出健康促进的概念

以来，加强和提升国民健康教育和意识就成为美国

政府的重要施政方针。 １９４８ 年联邦安全局发表了

《国民健康》，１９７１ 年设立了健康教育总统委员会，
１９７４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健康教育规划和资源

法案》明确规定健康教育是国家优先项目之一，以
及 １９７９ 年的全国性健康计划“健康人民”，都极大

地提升了美国国民的健康意识和养生旅游意愿。

因此，我国发展养生旅游应加快推进健康教育体系

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让健康教育进校园、入社区，
尤其要加强对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养生文化教育和普

及，逐步增强国民的养生保健和疾病预防意识；同
时，要有针对性地推广我国优秀的养生保健知识和

方法，完善和落实带薪休假政策，倡导健康文明生

活，促使养生旅游成为自我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

成部分，进而拉动我国养生旅游和服务的市场内需。
２．注重养生旅游产品的文化特色，增强体验性

近年来，养生游客对产品文化性和真实性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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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日益上升。 真实性是指根植于当地文化、传统、历
史或自然环境中的东西，目的地真实的健康生活场

景和富有本土文化气息的养生产品会让游客们着

迷。 比如，许多游客来到具有“瑜伽之都”美誉的印

度迈索尔，希望直接从其创造者的家庭接受指导，就
是因为印度是瑜伽的起源地，游客们认为在那里体

验到的瑜伽比在西方练习的更加真实。从广义的

养生旅游产业发展来看，目前我国主要开展森林养

生、温泉养生和中医药养生旅游活动，多数活动还停

留在利用优异的环境资源（美丽的自然风光、怡人

的气候、清洁的空气和水等）给游客带来短暂性健

康效益的初级阶段，并没有触及养生旅游的核心，即
通过嵌入本土特色的、真实的文化来增加养生产品

的附加值和独特性，从而提高养生游客的体验兴趣

和质量。 因此，我国发展养生旅游不仅要注重气候、
森林、生物、海洋、山岳等自然资源，更要将当地的民

俗、宗教、医药、饮食、体育等本土文化资源巧妙地融

入产品中，因地制宜，明确资源特色和文化主题，提
高养生旅游产品的知识性、趣味性和真实性。 同时，
要将养身、养心和养神并举，努力打破旅游活动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割裂，使游客获得高质量的旅游体验

和美好的旅游记忆，并将旅游期间的健康知识、良好

作息、个人感悟等带入日常生活中，以促进实现个人

持续性的成长及幸福感的不断提升。
３．加快养生旅游市场规范化管理，提升行业服

务质量

国外养生旅游发展一般采取政府主导、市场引

导和行业自律的管理模式。 比如，澳大利亚养生旅

游的发展由资源、能源和旅游部、卫生和老年保健部

等政府部门以及澳洲旅游出口委员会、澳洲水疗协

会等行业组织共同管理，质量标准方面多遵循行业

领导协会制定的服务标准。 但是，养生旅游产品种

类繁多，有些产品仅在个别地区和国家得到承认，无
法制定国际统一的质量标准。 鉴于此，许多国家制

定了符合本国产品特色的认定标准，如印度政府对

于韦达养生服务的医师资格、治疗水平、治疗过程、
药品标签、治疗环境等有清晰且严格的标准，并授予

达到标准的韦达养生中心橄榄叶图形标志；而对那

些具有特殊价值的（如独特的建筑景观、舒适的休

憩空间、精美的草药花园）韦达养生中心，会授予更

高等级的绿叶图形标志。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可从 ５ 个方面加强养生旅

游的规范化管理和服务提升。 第一，尽快成立国家

级的养生旅游管理机构，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加快

推动健康服务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积极发挥养生

旅游的健康服务功能，使之成为我国传统医疗社保

外的第二大健康服务市场。 第二，对繁杂的养生产

品进行科学的分类，综合考虑国际养生品牌的质量

标准和我国养生产品的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行业

标准，从环境质量、场地规范、设施配置、产品内容和

功效、费用标准、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保障。 第三，
加强养生服务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和业务培训，进
一步细化养生旅游服务人员的工种，如公共营养师、
康复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养老护理师以及其他小众

化的养生资质认证，提升其职业技能和服务质量。
第四，鼓励组建相应的养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

其咨询、沟通、监督和协调的纽带作用，多方协同，形
成合力，共同促进养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依
法妥善处理养生旅游的相关纠纷，营造公平友善的

养生旅游发展环境。
４．加强养生旅游产业链整合，提升品牌影响力

旅游业是一个复合型产业，与保险、传媒、旅行

社、交通、餐饮、住宿、娱乐、环保等产业密切相关，彼
此间相互制约和影响，形成庞大的旅游产业网络。
养生旅游也是如此，需要相关产业的支持和推动。
我国养生旅游的发展需要与医疗机构、中医院校、保
险公司、交通、酒店、景区、旅行社等一切有助于养生

旅游发展的组织和产业进行合作，完善旅游产业链，
将健康主题扩展到旅游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同

时，要鼓励各省、市进行资源共享和整合，实现优势

互补，打造养生旅游共同体。 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托

自身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佛教八宗祖庭、道教洞天

福地等，积极开展跨区域、跨国家的养生旅游合作。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我国许多养生旅游

产品，如针灸、拔火罐、太极拳、八段锦等有别于西方

医学的常规性治疗。 这些非常规性疗法在保持和促

进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方面卓有成效，这种神秘感

和神奇性吸引了众多游客；但也有许多消费者对这

些非传统治疗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提出质疑，不利于

我国国际养生旅游目的地的品牌传播。 今后，一是

要加强这些传统养生方法的数据积累和临床试验，
为其发挥养生功效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二是要综

合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移动互联网、微博、微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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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进行立体式的精准营销，增强名人效应和口碑

效益；并定期举办相关产品的会展、巡演、节庆活动

和研讨会，以扩大其市场认知度和影响力；三是要规

范养生产品标签解说，提高从业人员的英语表达能

力，并借助旅行社和中介商进行产品推介，为国内外

游客提供及时、准确、有吸引力的养生旅游信息。
５．依托国家健康战略，体现公共性原则

国外养生旅游的发展不仅服务于养生游客的多

样化需求，致力于让所有国民都享受养生旅游带来

的健康和快乐，更与当地环境和文脉完美融合，提升

目的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实现社会、经济、
文化可持续发展。 我国应借助于健康中国战略规划

的契机，将养生旅游发展与目的地环境卫生整治、医
保体系完善、公共健康设施建设以及传统养生技艺

传承等相结合，努力实现“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

战略主题。 要特别关注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

人和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状况，充分考虑他们对养生

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 例如，针对青少年

的养生旅游产品要以健康教育和运动为主，旨在通

过养生旅游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学习正

确的养生方法、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针对老年人的

养生旅游产品要考虑行程的宽松和安全的保障，旨
在通过养生旅游帮助他们缓解身体的病痛，排解心

灵的孤寂。 要积极发展经济型、惠民型养生旅游产

品，实现养生服务进社区，依托医疗机构建立居民健

康大数据库，为居民提供实时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测

评、专业的养生活动指导和便捷的养生旅游资讯等，
让更多人参与养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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