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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作为将健康产业和旅游业巧

妙融合的新业态——康养旅游，近年来受到旅游爱好者的极大欢迎。康养旅游给游客带来的不仅是旅游

体验，还有保养身体、修身养性的方法，因此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地区发展历程和学者

思维方式的不同，国内外康养旅游的研究进展和现状存在着差异，本文主要就国内外康养旅游有关的文

献进行梳理和分析，从康养旅游的文献研究概况、康养旅游的内涵、康养旅游的构成与功能、以及康养

旅游者的动机与行为意向这四个大的方面来分别展开论述，从而发现国内外学者在这些研究内容上存在

的具体差异，以期能学习国外发展康养旅游的成功经验，从而能丰富我国康养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并

且能为我国开辟康养旅游市场、提升国民康养意识提供经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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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and living condition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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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o their health. As a new form of business that integrates health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
try, wellness tourism has been greatly welcomed by the tourism lovers in recent years. Wellness 
tourism brings tourists not only travel experience, but also the ways to maintain their health and 
cultivate their morality. Therefore, it is widely concerned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But due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cholars which have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wellness tourism 
at home and abroad has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progress and status, this article mainly combs and 
analy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lated to wellness tourism, and it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aspects to develop the discussion. It includes the overview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conno-
tation of wellness tourism, 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wellness tourism, as well as the moti-
vation and behavior of wellness tourists, therefore, we can se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in these research contents, in order to lear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verseas development in wellness tourism, thus can enrich our theoretical basis of tourism re-
search. It can also provide experience guidance for China to open up the wellness tourism market 
and enhance the national health care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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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作息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的身体状况呈现亚

健康状态，人们对健康以及修养身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丰富精神生活、增加幸福感的诉求也越来

越高。顺应消费者的需求，出现了很多以“健康”为主题的旅游形式，如健康旅游、康养旅游、温泉旅

游、医疗旅游等，康养旅游隶属于健康旅游，是现代比较受推崇的旅游形式。 
国内外都非常重视康养旅游的发展，西方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发展健康旅游，当时主要是以“疗

养”为目的，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医生 Halber Dunn 把 wellbeing 和 fitness 两个都可表示身体和心

理状态的词结合创造成一个组合词“wellness”，也就是现在旅游业中提到的“康养”[1]，随后这一概念

得到广泛接受和应用。而中国正式发展康养旅游相对较晚，2012 年，攀枝花市率先提出发展康养旅游的

理念，随后康养旅游逐渐得到业界的关注，2016 年，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

后来国家启动《国家温泉康养旅游》标准编制，计划至 2030 年建成完善的康养服务业体系，我国的康养

旅游逐步走向正轨。近几年，我国的康养旅游发展迅速，被认为是对旅游业影响最大的旅游形式之一。

康养旅游的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想热潮，但总体而言，国内康养旅游的相关研究滞后，与实际发展

不匹配，不能给康养旅游产业投资起到很好的理论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康养旅游的基础概念不明确、

与其它概念混淆不清、相关案例较少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康养旅游相关研究的梳理，以期能给我国带

来更多的启发，为未来康养旅游研究作铺垫。 

2. 康养旅游的文献研究概况 

2.1. 康养旅游文献研究概况 

我们一般用wellness tourism来表示康养旅游，也有一些学者用 health tourism来表示，但 health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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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表示健康旅游，它又包含很多旅游形式，但由于两者存在重合的部分，所以经常很难彻底的将两者

划分开来，1959 年美国医生 Halber Dunn 提出把 wellness tourism 作为康养旅游，所以本文在检索文献的

过程中就以 wellness tourism 为主题来进行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以外文数据库 ScienceDirect 为基础，以

wellness tourism 为主题进行检索，主要对综述文章和研究型文章进行梳理，发现文献资源比较丰富，经

过比较，发现这些文章发表在 Tourism Manage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这三大刊物上，可以看出文章的质量普遍较高，而且集中在与旅游有关的专业期

刊上。 
从现有文献的时间分布特征来看，国外较早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康养旅游，但前期研究成果较少，到

2006 年，在文献数量上有了质的飞跃，从整体上看，康养旅游的文献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现就康养

旅游在上述三大期刊上的文献数量进行展示和比较(见表 1~3)。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wellness tourism literature from 2016 to 2020 in the Tourism Management Journal 
表 1. Tourism Management 期刊 2016 年~2020 年康养旅游文献数量统计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文献数量(篇) 182 218 194 205 143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wellness tourism literature from 2016 to 2020 in th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Jour-
nal 
表 2.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期刊 2016 年~2020 年康养旅游文献数量统计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文献数量(篇) 61 72 57 115 106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wellness tourism literature from 2016 to 2020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Journal 
表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期刊 2016 年~2020 年康养旅游文献数量统计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文献数量(篇) 86 75 100 198 160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康养旅游的研究文献还是相当丰富的，可以给我国发展康养旅游提供理论借鉴。 

2.2. 康养旅游的内涵 

由于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侧重点不同，如其它跟旅游相关的概念一样，康养旅游还没有形成一个

被学者广泛认同的概念，所以至今康养旅游的基本概念不明确。国外学者对康养旅游的研究主要从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Hall 等人认为康养旅游是医疗旅游和目的地旅游的近义词(Hall, 2011; Pesonen, 2011) [2] 
[3]，这并没有体现出康养旅游的独特性。目前国外学者对康养旅游的定义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是“目

的说”，认为游客参与康养旅游主要是以康养为目的，为了获得身体上的放松和精神上的愉悦。Mueller
就是其中的代表认为之一，他将康养旅游看作是健康旅游的一部分，他把康养旅游定义为“以健康目的

为驱动力的旅程所导致的所有关系与现象的总和”[4]；还有学者认为康养旅游指的是人们前往具有良好

自然环境或特殊文化的旅游目的地，以保护和改善他们的健康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活动(Devereux & 
Carnegie, 2006) [5]。第二种是“需求说”，提出康养旅游是为了满足特定游客特殊需求的一种旅游形式，

是出于维护健康、改善身体状况的需要，所以即使是身体健康的游客也会有这种需求。Chen 认为游客是

出于对健康的需求，同时也为了寻找有形的价值，比如身体、思想和精神上的健康平衡[6]。Heu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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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cukusta 也主要是从游客的需求的角度来研究康养旅游[7]。第三种是“结果说”，认为可以通过康养旅

游来形成某种结果，其中就有学者提出“康养旅游”指的是通过用调整身体和心灵的方法来实现健康和

身体健康，而不需要在假期进行医疗干预(Jolliffe & Cave 2012) [8]，Dale 等人认为游客通过康养旅游中的

一些健康的行为改善了健康，增加了幸福感，这也是他们在康养旅游中渴望得到的[9]；除此之外，康养

旅游还被认为是一种综合身体健康、美丽、长寿、提高意识、精神敏感和与社区、环境和宗教联系的整

体旅游模式(Bushell & Sheldon, 2009; Steiner & Reisinger, 2006) [10] [11]，因此康养旅游不仅能给游客带来

身体上的保养，更能带来精神上的放松和心灵上的洗涤。 

2.3. 康养旅游的构成与功能 

(1) 康养旅游的构成 
关于康养旅游的构成，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通过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对于康养旅游的构

成学者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个是依据“内容”而定，有学者指出康养旅游主要是由对身体有益的活

动和服务组成，其中包括美容护理、健康饮食、冥想等(Mueller H., Kaufmann E. L., 2001) [4]，这分别是

从身体和精神上给游客带来幸福感；Jounston 也同样认为康养旅游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组成，包括各种

基于水属性或疗法的水疗服务，以及体育锻炼、徒步旅行或文化教育活动[12]；第二个是依据“形式”而

定，认为康养旅游可分为几个细分的产品，其中包括水疗、沙索、瑜伽、冥想等(Smith M., Puczko L., 2009) 
[13]，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进行选择；Pollock 则认为在康养旅游中要包含一定的自然资源

和娱乐设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康养度假村[14]；Cooper 则指出了温泉对于康养旅游的重要性，认为

温泉对老年人的健康非常有益[15]。第三个是依据“地点”而定，笔者在检索文献时发现有很多学者都提

到了“治疗性景观”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治疗性景观”在康养旅游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治疗

性景观包括水疗馆、宗教朝圣地点、健康营等(Gesler, 2003; Gesler, 1993, 1996; Perriam, 2015; Allison 
Williams, 2010; Andrew Williams, 2016; Kearns and Collins, 2000) [16]-[22]，后来甚至把地点扩展到了医院，

Claudia Ciobanu 等人认为近年来康养产业在全球内得到发展，能提供康养服务的机构包括水疗中心、健

身房、体育组织、健康中心等[23]；Jallad 指出康养旅游与医疗旅游的区别之一是“康养旅游旨在提供放

松、休闲、能摆脱日常压力的场所，这个场所可以是健康水疗度假村”[24]。通过文献可以看出来水疗是

一个很常见又很重要的康养方式，水疗馆是一个重要的康养地点。 
(2) 康养旅游的功能 
康养旅游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对身体健康的维护上，同时还有利于人们精神的放松、生活质量的提高

以及幸福感的增加。Cohen 认为温泉、桑拿和蒸汽室能帮助身体康复、精力恢复和身体休息[25]；
Nasermoaddeli & Kagamimori 认为温泉疗法在治疗皮肤病、慢性肌骨病、新陈代谢能力、心理疾病等方面

都具有一定的疗效[26]；Dale 认为康养旅游能改善人们的心理健康，增加幸福感[9]，Chen 认为康养旅游

能让人获得身体、思想和精神上的健康平衡[6]，瑜伽作为康养旅游的形式之一，被认为对患有强迫症、

慢性背部疼痛、关节炎、哮喘、呼吸问题以及压力大的人有缓解作用(Parker-Pope, 2002) [27]，还有学者

提出瑜伽可以让学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练瑜伽的学生有更好的心理素质(Noggle 等，2012) [28]，
来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一项研究表明，有 98%的被访者认为泡温泉对身体有好处，82%的人认为泡汤

后的睡眠更好了，还有近三分之一的感受到了医疗效果，对背部疼痛、关节炎、焦虑症、失眠等情况有

所缓解(Cohen, 2017) [29]。除此之外，康养旅游还有很大的经济功能，有学者指出康养旅游给全球和当地

经济带来了更大的前景(Hofer, 2012) [30]。 

2.4. 康养旅游者的动机和行为意向 

康养旅游者的动机和行为意向与康养旅游的功能有很紧密的关联，也正是因为游客意识到康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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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自己的身体、精神和思想上带来益处，才更激发了游客的旅游动机。 
Smith & Kelly 认为康养旅游者是积极的健康寻求者，他们决心通过康养旅游在自己的环境中发挥作

用[31]；Chen 认为游客是为了寻找一些有形的价值，为了寻求身体、思想和精神的健康平衡[6]；在 2011
年的全球水疗峰会上，有学者指出康养旅游者为了寻求综合的健康和预防方法，以改善他们的健康和生

活质量[32]；Mueller & Kaufmann 也同样指出人们离开居住地到旅游目的地，主要的动机是为了改善他们

的健康[4]；Lehto 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在康养旅游的各种活动中容易从低落的情绪中恢复过来，而旅

游目的地的这种治愈属性是由目的地的包容性、延展性、隔离感、嘈杂感、陌生感和吸引力六个方面构

成的[33]；除了研究游客的旅游动机之外，还有学者从不同的思路研究康养旅游者的动机、参与度与忠诚

度之间的关系，Kim 在研究台湾的康养旅游时，就对上述变量进行了分析，发现游客的动机对参与度有

正面的影响，而参与度又对忠诚度有直接影响[34]。 
从上述可以看出，康养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大多是出于对健康的诉求，而且会愿意去尝试不同的康养

产品。所以在发展康养旅游时，一定要紧贴游客的动机，开发出多种形式的康养产品。 

3. 国内康养旅游研究进展 

3.1. 康养旅游文献研究概况 

主要是对康养旅游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本文以万方数据库为基础，以“康养旅游”为主题进行检

索，一共检索出 663 篇期刊论文、54 篇学位论文和 11 篇会议论文。我国学者自 2012 年开始研究康养旅

游，主题是攀枝花的康养旅游的发展，这跟 2012 年攀枝花首次提出发展康养旅游紧密相关，但当时的研

究成果只有一篇。 
从现有文献的时间分布特征来看，我国学者对康养旅游的研究自 2012 年为起点，但 2012~2015 年研

究成果较少，近几年研究成果逐渐增加，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可见我国学者对康养旅游的重视程度在

逐步上升，近五年的康养旅游的文献数量如表 4： 
 

Table 4. The number of wellness tourism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0 
表 4. 2016~2020 年我国康养旅游文献数量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文献数量(篇) 47 129 230 236 81 

 
从文献的发表类型来看，就期刊论文而言，出自核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来源的一共有 62 篇，约占

总数的 9%，普通期刊来源的有 601 篇；就学位论文来讲，一共有 53 篇硕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本文

将以此为依据来进行期刊来源、关键词等一系列的图表分析(见图 1~3)。 
从发表期刊上来看，文献在《攀枝花学院学报》、《当地贵州》、《当代旅游》、《浙江林业》、

《林业与生态》这些期刊上的数量比较多，都在九篇及以上，这些期刊成为传播康养旅游知识成果的重

要渠道，其中文献分布期刊如下： 
从文献的关键词看，出现频次最多的是“康养旅游”，其次分别是“森林康养”、“康养”和“旅

游”，从关键词和文献发表期刊上可以看出森林对我国发展康养旅游的重要性，森林是我国发展康养旅

游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具体的文献关键词如下： 
从上述总体情况来看，我国有关康养旅游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不过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善，学者

的关注度也大幅度增加，康养旅游被认为是旅游形式中发展最快、对旅游业影响最大的几种旅游形式之

一，所以未来学者应更加关注康养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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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康养旅游的内涵 

关于康养旅游的研究，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在很多基础理论上存在着大片空白[35]，不过经过近几

年的研究，康养旅游的概念界定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36]。 
 

 
Figure 1. The publication types of wellness tourism literature in China 
图 1. 我国有关康养旅游文献的发表类型 

 

 
Figure 2. Wellness tourism literature distribution periodical situation 
图 2. 康养旅游文献分布期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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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Key words of Wellness tourism research 
literature situation 
图 3. 康养旅游研究文献关键词 

 
王赵较早的提出康养旅游的概念，他在研究海南的康养旅游时对康养旅游的定义进行了探讨，他认

为康养旅游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基础上，结合观赏、康体、游乐等方式，以达到强身健

体、修身养性、医疗等目的的旅游活动”[37]，不过当时并没有得到关注。赖启航等人在研究攀枝花盐边

县康养旅游的开发时，提出“康养旅游”是基于人口老龄化及“亚健康”现象日渐普遍化背景下，为了

满足人们追求健康养生的需要，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养生文化，通过延伸旅游服务，寓养

生于旅游、寓旅游于养生的一种新兴特色旅游活动[38]；2016 年，国家旅游局把康养旅游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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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莽认为康养是健康、养生、养老的结合，康养旅游是

一个延伸的概念，基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康养涉及到了很多领域[39]；杜宗棠等人在研究康养旅游

的特征时，认为现存的康养旅游的概念太过局限，他们把康养旅游定义为通过修养身心，平衡膳食，强

身健体等方式在与自然和他人和谐相处的基础上为其他旅游活动提供享受基础的一种旅游基底[40]；同样

认为国家旅游局提出的定义不够全面的还有吴耿安等人，他们认为康养旅游应该是指游客通过离开居住

地前往旅游目的地进行旅游，其目的是主要是为了促进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所参与的一系

列旅游产品[41]。 
从检索到的文献的整体情况来说，以“康养旅游”为明确研究主题而进行的基础理论演技很少，大

多是与产品形式或产品开发有关的案例研究，我国学者还是应该尽快明确康养旅游的概念，这对康养旅

游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3.3. 康养旅游的形式及功能 

(1) 康养旅游的形式 
我国学者对于康养旅游的形式的思考主要是从康养旅游的产品形式上开展的，吴耿安等人认为康养

旅游包括中医药养生旅游、美容整形旅游、生态旅游、医疗保健旅游、温泉旅游以及森林健康旅游等[41]。
李昊明、郭峰、陈东、刘祯贵、赵君、邓小辉、孙婷婷等众多学者都注重研究我国的森林康养旅游，他

们认为森林康养旅游是我国一种非常重要的康养旅游形式，并且我国发展森林康养旅游有很重要的人力

优势和资源优势[42]-[48]，虽然研究的视角不同，但可见森林康养旅游在康养旅游中的重要性。另外，胡

珑川、刘斯敏、刘晶等学者还研究了中医药康养旅游，希望把康养旅游和我国的中医药文化结合起来，

从而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49] [50] [51]；除此之外，王永安等人以宜春市飞剑潭景区为例提到了禅宗文

化康养旅游，主张用精神文化来充实康养旅游的内涵，从而更有效的实现旅游康养[52]；此外还有学者研

究以环境为中心的生态旅游和气候旅游，从学者的研究重点可以看出我国发展康养旅游的模式与国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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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主要是旅游资源和文化背景有所不同，我国注重把传统文化与康养旅游相结合，从而让康养

旅游更具文化特色，用文化打动人的心灵。 
(2) 康养旅游的功能 
康养旅游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人的身体、思想和精神上，且对不同诉求的游客来讲，功能是不一样

的。我国学者主要从两种角度看待康养旅游的功能，第一种是“作用论”，也就是对人的作用。王燕在

研究康养旅游的功能时，注意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她认为人体内的平衡会在优美的环境中得到潜移默化

的转变，这种平衡可以让人获得心灵和精神上的舒畅[53]；肖月强等人认为康养旅游为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了健康保障，为社会的稳固发展奠定了基础[54]；曹伟等人认为当前我国的中年人身上着太多的压力，

导致他们精神太过紧张、情绪不稳定，而康养旅游可以帮助他们调养身心，更好地生活[55]。杨振之认为

康养旅游能使人们提供和保持身心健康，让“诗意栖息在大地上”[56]；第二种是“经济论”，赵建强等

人认为发展康养旅游能成为京津冀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57]，这种观点主要

是强调康养旅游的经济作用，目前我国有巨大的康养旅游市场，能给我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3.4. 康养旅游者的动机和行为意向 

目前我国有很多人的身体都呈现亚健康状态，也就是出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状态[58]，国人对健康的

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大部分康养旅游者都希望通过康养旅游中的产品和活动来促进身心健康。 
王冬萍等人在研究新疆的旅游产品开发时提到，中年人身体较好，所以更想获得的是休闲健身式的

康养旅游产品、年轻老年人更追求养老、疗养式的康养旅游产品、亚健康群体更希望在康养旅游中能够

达到对身体和心的保健、追求生活品质的群体更希望获得的是具有休闲度假、养生养心、文化体验等特

色的康养旅游产品[59]；高静、毛晓丽等学者在研究中都提到了康养旅游者想在旅游中暂时改变生活方式、

调节身心、修身养性、陶冶性情以及食疗保健等[60] [61] [62]；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指出，康养旅游者想

在旅游中获得幸福感和愉悦感，吴后建、李济任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有一批康养旅游者对良好的环境有

强烈的需求[63] [64]；另外，有学者专门研究了中医药康养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他们对具备相应资质的中

医及服务人员、中药膳食、针灸药浴和太极拳等运动项目有强烈的需求，认为这是中医药康养旅游中不

可缺少的要素[65] [66]。 

4. 康养旅游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康养旅游相关研究的对比发现，我国在基础理论上的研究比较薄弱，相较于我国康养

旅游的发展情况来说，无法提供十分有效的理论指导，另外我国对康养旅游概念的定义还不是十分清晰，

有学者认为康养旅游就是保健旅游、健康旅游等，对这些定义的划分还不是很明确，未来还需要对这些

不同的概念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进一步细化。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扩展，目前我国康养旅游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目的地康养旅游

开发以及案例研究上，对康养旅游的理解还处在比较浅显的阶段，未来可以从康养旅游的实质出发，在

康养旅游的基本内涵以及康养旅游者的动机、行为、态度上多加关注。由于我国对康养旅游的研究还处

在起步阶段，所以在方法的应用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未来可以进行不同的尝试，并

注重多学科的应用，与康养旅游进行更好的融合。 
就我国目前的人口特征来说，我国有巨大的康养旅游客源市场，且在“大健康”以及“人口老龄化”

的背景下，发展康养旅游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康养旅游必将成为一种新的热门旅游形式。为了满足青、

中、老年人等对康养旅游的不同需求，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开发出不同的康养旅游产品，同时还

要紧密跟踪游客的需求，适时地做出调整，大力发展康养旅游，提高国民康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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