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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振兴东北，必须立足于传统的制造业，充分发掘其历史、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优势。将地区中的人文生

态旅游资源进行融合，从而达到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的，从而能够吸引并积累更多的人气，从而提高

当地及地区的影响力，这是在振兴东北的进程中，要对其予以充分关注并加以运用的重要途径。在此基

础上，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当地的民族特色文旅经济，既有其自身的实际价值，也有其长远

的发展前景。因此，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旅游特色，才能有效推动中心城市群的链接与发展，

才能推动乡村振兴，才能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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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vitalize Northeast China, we must base ourselves o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and fully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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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e its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advantages. Integrating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can attract and accumulate more popularity, thereby enhancing the local and regional influence. 
Thi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fully pay attention to and utilize them in the process of revitalizing 
Northeast China.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local area, vigorously de-
veloping the local ethnic cultural and tourism economy has both its own practical valu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erefore, only by establishing its own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can w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n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entral urban clus-
ters,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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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旅康养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多个行业的深度融合中，它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旅游

和养生行业相结合的模式。当前，保健业和旅游行业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辽宁省拥有森林、温泉、海

滨、中医药和历史文化遗产等多种文旅康养资源，但总体上仍处在发展初期。然而，国内外学者对文旅

康养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对文旅康养产业融合的探讨不多，尤其深入具体案例地探究的更少，

本研究将拓宽研究理论和视角，将文旅康养产业融合打造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样本，立足于辽宁文旅康养

产业融合发展目标与成长路径研究，面向辽宁高度老龄化趋势和旅居养老市场的需求，结合辽宁丰富的

文化与旅游资源，从打造新兴产业角度出发，通过实践调研和理论论证，提出辽宁文旅康养细分产业的

省市县乡村五个层能发展目标、五条因地制宜的特色成长路径和三个文化维度的观点。 

2. 文旅康养产业发展模式可行性分析 

2.1. 中国特殊家庭结构使旅游养老需求旺盛 

当前，中国 60 周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中多为独生子女，家庭模式主要以“四二一”模式为主，即四

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孩子选择在大都市生活，无法陪伴在

自己的双亲身边。因此，我们国家的空巢率是很高的。在 2.54 亿人口的 60 多万名老人中，将近半数是

“空巢”老人。“心灵的虚空，感到寂寞乏味”这是老人群体的真实写照。再加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

感受到的一种无力感，使得他们急需寻找一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情感、尊重和自我价值的有效方式。因

而，在中国特有的家庭结构下，老人们组团外出、跨省长住，以度假方式来养老的需求十分强烈。 

2.2. 老年人退休年龄较早，身体状况良好 

与欧洲很多国家的 65 岁退休相比，我国的 60 岁退休年龄偏低在精力和身体上均比较旺盛，为异地

旅居养老提供了良好的人员储备。而且，伴随着各个地区的医学技术的进步，老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接受到快速、高效的医学治疗，这就打消了很多老人在外地居住的担心。此外，如今的老人们，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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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已经开始改变，他们也乐于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传统方

式，他们有一种“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看一看”的想法，这使得他们的旅游养老服务市场有着很大的

发展潜力。 

2.3. 退休人员工资水平较高，有一定消费能力 

在我们国家，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很多老人在退休以后还能领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养老金，而且他

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花费，所以他们还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这为异地旅居养老提供了强

有力的经济支撑。当前，我国以城市居民为主体的旅居养老群体，城市居民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高的

收入水平，这使得在退休之后，老人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旅游养老活动。资料表明，我国京津冀及

东北地区主要康养资源丰富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全国水平(30,733 元)。特别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城

市，其人均收入达到了 67756 元，具有较强的出行能力。而教师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待遇比较好，他

们的平均每月工资超过 5000 元，他们将会是老年人居住养老的主要力量[1] (图 1)。 
 

 
Figure 1.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in typical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Bei-
jing-Tianjin-Hebei region 
图 1. 东北和京津冀点典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2.4. 旅游服务机构众多，异地旅居养老体系逐步完善 

老人们在旅行过程中，另外一个较为关注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安全与服务，因此，这就要求有一家好

的中间商来为他们在外地的旅行养老提供服务。近年来，伴随着文旅康养的持续发展，各个地区纷纷着

手发展养老事业，针对老人群体的专业康养机构也在逐步增加，为实现异地旅游式养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辽宁与周边省区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模式设计 

3.1. 旅居文旅康养总体发展模式 

打造区域旅游养老产业联盟，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支持，逐步形成以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庆，

长春，大连等资源型康养城市为核心的旅居康养产业联盟，利用城市之间的旅游养老资源差异性，共同

打造目的地品牌，培育旅游养老的核心吸引力[2]。构建跨地域旅游养老互动联盟，以核心城市为中心，

建立起一个养老互动联盟，按照“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从全国范围的角度，积极参与到当下流行

的异地互动旅游养老产业中。通过与旅游公司、著名的养老连锁机构等进行合作，与南部有关城市开展

商业合作，拓展自身“朋友圈”，借鉴国外先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运作模式，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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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esidence, culture, tourism and health care 
图 2. 旅居文旅康养全域型发展 

3.2. 旅居型文旅康养商业模式 

“旅居文旅康养”的商业模式，是一种“享老”“智老”的商业模式，它通过“严选”机制，整合

社会旅居养老资源，开发各类老年培训课程，为全国各地的老年游客提供旅居产品，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Sojourn-type cultural tourism and health 
care profit model 
图 3. 旅居型文旅康养盈利模式 

 
旅居型文旅康养商业模式的盈利模式包括：1) 旅居康养会员(B2C)：通过营销推广，实行旅居康养

会员制，会员制包括异地旅居费、课程费、定期医疗咨询费等；一方面通过收取会费来保证公司的正常

运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提高客户的粘性，会员制分为钻石级、白金级、黄金级、白银级，不同等级有

不同的会员制。除标准会员外，我们也欢迎临时加入的老会员，这些老会员都是有潜力的老会员，希望

他们能成为我们的长期、稳定的客源。2) 政府采购(B2G)：为城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退休者提供服务。

社区购买服务推广居家养老、旅居养老的新观念。3) 收取经营与服务佣金(B2B)，项目通过向合作企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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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康养品供应商)提供客源，收取一定的佣金。随着平台知名度的提升，将会有很多康养企业参与到广

告中，并从中获得可观的广告提成。4) 衍生品与服务(O2O)：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手段，不定期

推出与旅游、旅居、康养等相关的线上线下衍生品。当客户数量不断增加时，可以通过建立网上社区和

网上学校等方式来吸引老年客户。5) 连锁加盟，随着旅居康养产业规模的扩大，由成熟企业或地区联盟

提供加盟、连锁等经营模式输出。为康养企业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咨询与市场规划服务。 

4. 辽宁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目标与成长路径构建 

东北振兴既要发挥传统制造优势，又要挖掘历史人文和生态优势。通过整合区域内人文生态旅游资

源，实现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吸引与积聚人气，扩大地方与区域影响，是东北振兴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和

利用的关键路径。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尝试从整体布局和特色凝聚两个视角探索京津冀与东北地区文旅

康养产业的协同发展路径。 

4.1. 打造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目标五个层级目标 

点、线、面相呼应，高度契合辽宁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客观需求。村为一个点，打特产或

古迹牌；乡为几个点，打特色文旅牌(例如阜新市塔营子镇为张三丰出生地)；县可体现小型线路，打综合

文化旅游牌；市能形成文化旅游中型路线；省则可构建更加开放的五大文化旅游主干路线。辽宁文旅康

养的五个层级目标打造是开放的，基于辽宁，联合整个东北、京津冀等周边省区的文旅康养资源，以大

格局、大视野吸引全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旅康养顾客来辽宁消费。 

4.2. 布局五条特色成长路径 

以沈阳为中心，围绕辽宁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布局五条特色成长路径，具体包括：1) 向东布局：

抚顺–新宾(永陵)–桓仁–本溪–丹东–新义州–平壤–首尔，突出满族和朝鲜族民族风情特色及面向朝

鲜半岛的国内外一体化旅游线路，尤其是在沈抚新区设立“民族风情园”，以满族特色文化为中心，以

此沿途设立古驿路连接盛京(沈阳)到兴京(新宾)。2) 向北布局：铁岭–开原–四平–长春–哈尔滨–夏季

避暑和冬季“雪文化”为主的旅游线路。3) 向南布局：辽阳–鞍山–海城–盘锦–营口–大连–金州–

庄河的“山海一体化”的文化旅游线路。4) 向西布局：北镇–锦州–兴城–葫芦岛–绥中–山海关–北

戴河–北京的“红色文化”、“飘香文化”、“长城文化”旅游线路。5) 向西北布局：喀左–阜新–朝

阳–赤峰–承德的“红山文化”、“查海文化”、“张三丰太极文化”、“白酒文化”和蒙古族特色文

化旅游线路，实现东北与京津冀蒙及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经济和 民族文化旅游协调发展，特别是高铁开

通后，此路线潜力巨大[3]。 

4.3. 构建三个文化维度 

围绕辽宁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构建自然资源禀赋、特色民族文化、共性传统文化三个文化维度，

且三个文化维度在五个层级目标和五条特色成长路径上权重有所不同，在时间上有历史脉络，在空间上

既有共性文化又有特色文化。结合地方资源禀赋优势，整合东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形成具有协

同效应的点线面结构和全域旅游局面[4]。 
1) 资源禀赋：位于中国东北部的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其旅游开发提供了独特的自然与人文

景观。就自然景观而言，辽宁省拥有凤凰山和鸭绿江；黑龙江省有牡丹江，北极村，亚布力滑雪胜地；

吉林省有长白山，吉林有冰雹等.可以看出，东北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独特的特色，在旅游与文化的

融合上有着天然的优势。项目旨在构建基于区域资源优势，推动康养和文化产业融合协同的融合发展模

式。以冰雪资源为例，我国冰雪旅游资源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而东北地区在冰雪资源禀赋方面具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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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优势。为此，应加大对冰雪资源产品的文化创新和研发力度，在冰雪旅游自然景观资源中融入文化

产业相关要素，展示东北独特的冰雪旅游文化，将雾凇、雪乡、满族、朝鲜民俗、东北秧歌、松花湖河

畔冬捕、温泉、冬泳等历史人文文化与东北冰雪文化深度融合，走出东北冰雪旅游文化的原生态发展之

路。 
2) 特色民族文化：东北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关东特有的民族文化，蒙古族，满族，朝鲜

族等民族文化特征鲜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种类繁多，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的文化资源，为

开发东北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东北地区以二人转，小品，大秧歌为代表的文化和旅

游资源具有鲜明的特色，同时，辽宁省沈阳市的福陵，昭陵，沈阳的故宫等文物；圣索菲亚教堂和万善

寺分别位于哈尔滨和齐齐哈尔；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伪满皇城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高句丽古代遗址位于

通化集安[5]。 
3) 传统文化的共性：由佛教古刹、儒家传统教育基地和道观中所表现出来的儒释道文化构成；例如，

以阜新市“懿州文化”为依托，以“太极”为依托，以“阜新市”为依托，发展文旅康养业。一是建设

一条通往阜新市区的文旅康养铁路，即成州–懿州古道。二是构建阜新市与周边地区契丹辽文化文旅康

养通道，即“懿州阜新–北镇皇陵–义县奉国寺–万佛堂石窟”，形成以阜新市为核心的多条文化旅游

链条。在每一个链条上，都将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相结合，既发展了采摘旅游，绿色旅游，生态旅游，

康体养生，又发展了历史，宗教，人文，工业，农业，生态等多种景观，使每一个链条都成为了一个集

观光，观光，休闲，娱乐，饮食，健康为一体的文化旅游链条，实现了“以点带线”，“线中有点”，

在“点”上综合开发，体现了深度。在“线”上，既要突出特点，又要保持连贯性，既要展示传统文化

的共同魅力，又要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保护古代文化遗址，弘扬中化市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5. 结论 

东北振兴既要发挥传统制造优势，又要挖掘历史人文和生态优势。通过整合区域内人文生态旅游资

源，实现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吸引与积聚人气，扩大地方与区域影响，是东北振兴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和

利用的关键路径。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民族特色文旅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通过打造民

族文化旅游特色，能够有力促进中心城市群链接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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