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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SWOT分析法，深入分析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并在此基

础上从形成政府牵头、企业发挥主体力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发展模式；构建以“政府 + 高校 + 企
业”的模式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产品，加强品牌培育建设；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

展道路四个方面为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及建议，促进彝医药康养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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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to deeply analyze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
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i medicine and health tourism industry in 
Chuxiong Prefecture. And on this basis, establish a development model led by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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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nterprises exerting their main force, and encouraging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Con-
structing a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model of “government + universi-
ties + enterprises”; Optimize products and strengthen brand cultivation and construction; Estab-
lishing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aking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four aspects to propos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Yi medicine and health tourism in Chuxiong Prefectur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Yi medicine 
and health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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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疾病防治理念及健康养生理念，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新开放、

兼容并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年来，随着老龄化

程度的加深及生活节奏的加快，以中医为主导的中医药康养需求巨大，能够培育为现代主导产业，对此，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中医药产业与康养旅游产业融合，为全民健康保驾护航。云南生态环境优越，

是动植物基因库，加之深厚的少数民族医药文化，让云南发展中医药康养产业具有独特优势，云南将打

造世界康养胜地作为发展战略，中医药康养产业迎来发展机遇。目前，国家卫健委深入推进《中医药发

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将中医药健康服务与旅游产业深入融合，促进中医药健康产业持续、

健康的发展，是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在国家部委及省委省政府大力扶持下，云南中医药康养产业

能够成为云南万亿级主导产业[1]。楚雄彝族自治州是我国两个唯一的彝族自治州，是彝族医药的发源地

之一，形成特色鲜明、疗效确切的彝族医药。彝医药特色鲜明之处在于具备独特的药学理论和治疗方法，

彝族先祖崇尚太阳，形成了以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为基础的彝医药理论体系，并且通过观察日月星运行

及变化，总结升降沉浮、生死枯荣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形成了“气浊学说”、“哎哺理论”等彝族

人民认识生命和疾病的特色理论[2]。在彝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彝医运用望、闻、问、切及方位推算法

诊断疾病，并且根据疾病对症下药，灵活运用敷治法、烧治法等多种药物疗法，其中彝医水膏药疗法及

彝医药拔云锭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是这些优秀的彝医药瑰宝为

健康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楚雄州发展彝医药康养旅游的动力源泉。本文基于 SWOT 分析法，深

入探究楚雄州发展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的优势、劣势及面临的机遇与威胁，并提出打造彝族医药康养胜

地的对策建议，促进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壮大。 

2. 彝医药康养旅游内涵及研究方法 

2.1. 彝医药康养旅游内涵 

中医药康养旅游作为旅游资源与中医药服务有机融合的一种新兴模式很早就进入了国家的统筹规划

内，2015 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提出，发挥中医药健康旅游资源

优势，整合区域内医疗机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养生保健产品生产企业等资源，引入社会力量，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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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为核心，融中药材种植、中医医疗服务、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为一体的中医药健康

旅游示范区[3]。《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也明确提出中医药康养旅游发展目标和规划

[1]。此后，中医药康养旅游作为一个热门领域备受关注，学术界关于中医药康养旅游的研究也不断增多，

但对于中医药康养旅游的定义，学界没有统一的界定，部分学者认为中医药康养旅游是将中医药文化、

中医养生理论、中医药资源与旅游资源深入融合，以调养身心和预防疾病为目的的新型旅游方式[4]。部

分学者认为中医药康养旅游是以中医药资源为基础，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厚的人文资源，集自然、

休闲、疗愈、保健为一体，使游客身心健康得到改善、提升的旅游活动合集[5]。本文将中医药康养旅游

定义为依托中医药资源、传统中医药文化及养生保健环境，通过养身健体、颐养身心等手段，使人的身

体、心智、精神都达到协调发展的旅游活动合集。彝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医药的子集，是中医药的重要组

成部分，故将彝医药康养旅游定义为依托彝医药特色资源、彝医药文化，通过特色诊疗手段、保健方法、

民族特色服务等方式，使人的身体、心智、精神都达到协调发展的旅游活动合集。 

2.2. SWOT 分析法 

SWOT 分析法也称态势分析法，是研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研究方法。SWOT 是由美国旧金山

大学管理学教授韦里克提出，麦肯锡(Mckinsey)咨询公司首先用于企业战略规划的分析。SWOT 四个字母

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SWOT 可分为两部分：SW
——主要用来分析内部条件；OT——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

值得发扬的东西，以及对自己不利的、要避开的东西，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并明确以后

的发展方向。SWOT 分析的基本思路：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利用机会，化解威胁。考虑过去，立足现

在，着眼未来。 

3. 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的 SWOT 分析 

3.1. 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的发展优势 

3.1.1. 深厚的彝医药文化以及丰富的彝医药资源 
楚雄州是彝医药的发源地及传承区，历代彝族人民依靠自身的智慧，运用可及药材与疾病作斗争，

在不断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形成本民族独特的医药文化、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6]。据彝文《帝王纪》及《西

南彝志》记载，彝医药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5000 年以前，早期彝族的医疗实践经验大多散见于彝族毕摩

典籍、口传彝语祭经、地方史等中，彝族神话《支呷阿鲁》中记载了母系社会时期彝医使用土生土长的

药材治疗多种病症的药物疗法，昭示了迄今为止古彝文记载的最古老的彝药临床应用经验[7]。数千年的

经验实践造就了彝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以一元二气理论、五行六路学说、毒邪理论、二气六性

辩证为主的彝医学基础理论体系，形成了以望、闻、问、切和方位推算法为主的诊疗方法，还形成多部

彝文医药典籍，并且流传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彝医药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彝医药得以传

承和发展，在州政府的重视与努力下《齐苏书》《娃娃生成书》《好药医病书》等多部彝文医药书得到

翻译整理，其中，《齐苏书》成书于明朝嘉靖四十五年，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彝文医药典籍，该书收录

了 56 种病症、87 个处方、274 味药，所记录的病症涉及内科、外科、五官科或皮肤科、妇科、儿科 5 种，

治疗鼻炎的彝族特色药三吹粉在书中也有所记载。如今，楚雄州建成全国唯一一家省级彝医医院、建成

中国彝医药博览馆，成立院士工作站 4 个，专家工作站 2 个，彝医药研发中心 4 个；在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医药条例》《楚雄州加快中彝医药特色发展 30 条措施》等政策措施为中彝

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1 年，中农联楚雄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投入建设，2023 年，“中国·楚雄

中药材产业发展系列活动”及楚雄中药材产销对接大会的举行，标志着楚雄中药材交易市场正式进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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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彝医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为彝医药康养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楚雄州药材资源丰富，

是云南省道地药材的重要产区。2011~2021 年，楚雄州开展第五次中彝药资源普查，调查表明州内有明

确药用功效的中彝药用植物有隶属 1164 科 3880 属 5952 种，并且对资源蕴藏量小、品种单一的彝药品种

进行引种驯化、种植、养殖。楚雄州已被确认为省级民族药种植基地，4 个县被认定为“云药之乡”，

申报定制药园 3 家，全州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64.9 万亩，中药材种植企业 174 个，各类药材生产企业 63
家。在此背景下，楚雄州更应该利用资源，把握机会，把楚雄州打造成滇中地区康养旅游胜地。 

3.1.2. 丰富的旅游资源 
楚雄州地处滇中腹地，气候宜人、风景秀丽，“三山鼎立、二水环流”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多彩

的自然旅游资源。楚雄州是彝医药的主要发源地及主要传承区，素有“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

乡”、“世界野生菌王国”及“中国绿孔雀之乡”等美誉。此外，楚雄州森林资源丰富，全州森林覆盖

率达 70.01%，楚雄州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1 个，国家森林乡村 28 个，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县”的荣誉称号。近些年，楚雄州以哀牢山、紫溪山、狮子山等周边森林资源为重点，加快开展森林

游览观光、森林康养等森林景观利用，并且鼓励森林康养小镇的建设。其中，楚雄市紫溪镇、武定狮子

山、双柏县爱尼山等 9 个单位已被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认定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试点单位。截止 2022
年底，楚雄州共有 4A 级旅游区 9 个，3A 级 18 个及 1A 级 1 个，共 28 个 A 级旅游区(见表 1)，旅游资源

与假日活动及彝医康养有效结合，成为楚雄旅游业新的增长点。 
近年来，与彝医药相关的博物馆、展览馆、康养园快速发展，彝医药康养旅游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2020 年，中国彝医药博览馆正式投入使用，馆内储藏鲜药标本 100 余份，干药标本 1126 份，腊叶标本

5125 份，此外还收录多本珍贵的彝医药专著，中国彝医药博览馆已经成为游客了解彝医药的重要窗⼝。

2023 年，中国彝医药康养园开园，将彝医药康养园定位为集彝医诊疗、健康养生、休闲、彝医药文化为

一体的绿色高端康养基地。此外，楚雄州还建立了全国首个彝医药院士工作站“侯惠民院士工作站”、

朱兆云专家工作站、熊磊名医工作室等专家工作站，丰富的旅游资源与深厚的彝医药文化有效结合，为

打造国内知名的彝医药康养目的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Table 1. A-level tourist areas in Chuxiong prefecture (as of 2022) 
表 1. 楚雄州 A 级旅游区(截止 2022 年) 

序号 景区名称 等级 序号 景区名称 等级 

1 世界恐龙谷景区 4A 15 大姚昙华山景区 3A 
2 楚雄彝人古镇景区 4A 16 双柏查姆湖景区 3A 
3 元谋土林景区 4A 17 楚雄州紫溪彝村景区 3A 
4 武定县狮子山风景名胜区 4A 18 楚雄州摩尔梦工厂工业旅游观光园景区 3A 

5 楚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景区 4A 19 大姚西河印象景区 3A 
6 楚雄紫溪山景区 4A 20 元谋浪铺土林景区 3A 
7 楚雄姚安县光禄古镇景区 4A 21 元谋凤凰湖公园景区 3A 

8 楚雄大姚石羊古镇景区 4A 22 禄丰金山古镇景区 3A 

9 楚雄州元谋人世界公园景区 4A 23 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 3A 
10 禄丰黑井古镇景区 3A 24 楚雄彝海公园 3A 
11 南华咪依噜风情谷景区 3A 25 禄丰土官乌龙潭 3A 
12 楚雄元谋人博物馆景区 3A 26 永仁外普拉 3A 
13 楚雄永仁方山景区 3A 27 大姚仓西红色文化公园 3A 

14 牟定彝和园景区 3A 28 牟定化佛山景区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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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劣势分析 

3.2.1. 彝医药与旅游产业缺乏整体规划，尚未实现深度融合发展 
楚雄州在药材资源储备与旅游资源方面禀赋优越，但两者之间没有进行深度的融合，优势资源没有

得到充分的利用。目前，游客对于康养旅游的追求已从简单的观光旅游向高质量、多样式的模式发展，

而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的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旅游模式单一，在进行旅游项目开发时只简单地融入

一些医药元素，民族医药文化内涵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与展现，不能很好的满足游客多样式的需求。此

外，缺乏整体的发展规划。由于旅游资源的分散，各地区发展模式也较散乱，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区

功能规划与布局，彝医药产业与旅游产业各种设施以及项目没有联系起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资源利用不充分、“彝医药 + 旅游”融合不到位究其原因，主要源于整体发展规划的缺失以及管理不到

位。未来，“彝医药 + 旅游”实现深度融合就必须充分挖掘彝医药资源、讲好彝医药文化故事，制定彝

医药康养旅游整体发展规划，统筹和推进特色项目，促进建成融合、协调、创新和可持续的彝医药康养

旅游发展新格局。 

3.2.2. 产品同质化严重，品牌效应不明显 
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在探索的过程中，仍采用彝医药产品 + 旅游的模式，尚未凸显楚雄州各

地彝医药文化及彝医药制作、康养等体验式旅游的发展，而楚雄州是我国 2 个彝族自治州之一，彝族分

支多，各地形成了各自特色的彝医药文化及产品，如何差异化发展，凸显地方特色，是实现彝医药康养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目前，楚雄州尚未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彝医药康养品牌，且彝医药旅游康养产业普遍认知度不高，

呈现出政府热、民众冷的现象，品牌形象塑造定位不准确、品牌传播策略单一、知名度不高已成为制约

彝族医药康养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3.2.3. 复合型人才缺失 
彝医药康养旅游业区别于一般的旅游业，彝医药康养旅游涉及管理、旅游、彝医药、护理康复等多

领域的专业知识，急需既懂管理又具备基本药理知识有护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对从业者具有较高的专

业要求。 
疫情后，楚雄州旅游业的开始复苏和发展，据官方统计仅 2024 年春节期间，楚雄州共接待游客 244.36

万人次，较 2023 年增长 82.34%，较疫情前同期增长 45.3%，游客的大量增加导致当地旅游业人才储备不

足[8]。目前，楚雄州在发展彝医药康养产业时，从业人员整体质量不高，特别缺乏彝医药康养的相关知

识，高素质从业人员的缺失已成为阻碍楚雄州彝医药康养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3.3. 机遇分析 

3.3.1. 民众康养意识的提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意愿强烈，更加重视

康养。新冠疫情的爆发，中医药在防治中的奇效，让民众对中医药的认识及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其次，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截止2023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1.1%) [9]，
老年群体拥有充裕的休闲时间、强大的消费能力及对健康的需求，老龄人口已成为康养旅游产业的重要

消费群体。 
目前，年轻群体中亚健康(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10])状态人群激增，生活、工作压力

大，年轻人群越来越关注康养产业，康养旅游已成为年轻人节假日外出的首选。彝医药通过推拿按摩、

中药调理、香疗药浴等彝医药疗法，效果好、更健康，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在放松的同时又能促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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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楚雄州政府及彝医药康养产业从业人员应抓住机遇，大力宣传推广，提高服务水平，促进彝医

药康养产业的发展。 

3.3.2. 市场潜力巨大 
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是彝医药与旅游业融合的新型产业类型，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型产业，是

各年龄段消费增长潜力巨大的产业。 
据 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2023 年我国国内出游人次 48.91 亿，比

2022 年加 23.61 亿，同比增长 93.3%，其中休闲旅游的占比呈大幅上升趋势[11]。作者本人及身边的同学

也喜欢休闲旅游，在休闲旅游的基础上能够加上日常身体保健功能的旅游受到各类人群、年龄段的追捧，

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市场巨大。 

3.4. 威胁分析 

3.4.1. 政策保障不足 
截止 2023 年，通过楚雄州政府网站检索到关于发展彝医药产业的政策仅有 5 部，2018 年 9 月 1 日

实施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医药条例》、2022 年 10 月 24 日楚雄州人民政府印发的《楚雄州加快

中彝医药特⾊发展 30 条措施》《楚雄州中彝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楚雄州推进中彝

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 20 条措施》及《楚雄州基层中彝医药三年⼯作规划及实施⽅案(2021-2023 年)》，

以上政策的实施是否有效促进了楚雄州彝医药康养产业的发展，效果有多大，尚未见相关报道。 
楚雄州在推进“彝医药 + 康养旅游”大健康产业时，也尚未形成相关的监管部门及法律法规措施，

旅游业相关法律法规不能完全有效管理彝医药康养产业，彝医药康养相关法律法规及措施保障力度不够，

阻碍了楚雄州彝医药康养产业的发展。 

3.4.2. 同行竞争压力大 
云南是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区，拥有 15 个特有少数民族、16 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各少数民族

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医药文化，推进了本民族的医药卫生产业。同时，云南各地旅游资源

丰富，地方政府产业发展规划存在趋同，都将“民族医药 + 旅游业”模式作为重要产业来发展，如石林

将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与中医药文化融合打造集旅游、康养为一体的风景园区；大理、腾冲利用丰富的地

热资源开发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等，这些项目的开发都给当地多个行业带来了经济机遇和发展空间。相比

之下，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仍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康养旅游体系且发展业态单一，

竞争力较弱。在此情况下，楚雄州还需进一步挖掘地方特色和亮点，明晰发展路径，把楚雄州打造成独

具特色的国际康养旅游胜地。 

4. 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的发展策略 

4.1. 形成政府牵头、企业发挥主体力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发展模式 

首先，政府作为促进彝医药产业与旅游产业高度融合的牵头者，应该强化战略引领，通过政策引导

和合理规划促进彝医药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建议成立州、市、县三级彝医药康

养旅游建设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组织、全面统筹彝医药康养旅游建设工作，明晰各部门的目标，加强各

相关部门的整合推进，并建立目标考评监督机制，实现各部门上下联动。二是尽快制定《楚雄州彝医药

康养旅游发展规划》《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为产业发展提供政策

指引。三是做好合理规划，加强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对彝医药资源进行整合和评估，立足于彝医药大健

康产业基础和优势条件优化彝医药康养旅游的整体规划及产业布局，制定各旅游项目的开发标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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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客源市场，着重打造一批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旅游项目，通过推出彝医药康养旅游的精品路

线和旅游攻略对客源进行合理引流使产业空间合理化。 
其次，扶持一批骨干龙头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引擎作用，支持龙头企业实现融合创新发展，落实

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在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多种市场化运作方式引

进投资者，实现整合升级，同时鼓励龙头企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龙头企业规模及影响力。此外，优化

营商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鼓励央企、医药头部企业的进驻，增强产业链韧性。 
最后，为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康养旅游市场，政府应完善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土地使用权优惠等优惠

政策及招商引资激励措施，招引优商良商，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彝医药康养旅游的建设中。 

4.2. 构建以“政府 + 高校 + 企业”的模式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是限制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

是提升该产业发展的关键。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专业人才缺乏，导致消费者旅游体验感不高，阻碍了楚

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的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为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和参与感，从业人员必须具

备彝医药专业素养、旅游管理等多学科专业技能。 
为解决以上问题，打造以“政府 + 高校 + 企业”的模式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由政府牵头，高

校组织实施，与企业合作形成订单式培养和在职培训的⽅式，通过导师制、现代书院制、国际合作等⽅

式扩展育⼈途径，实现人才的全面发展。通过以上途径，可以培养出既有扎实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

能力的专业化人才队伍，整体上提升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并迈向高质量发展。 

4.3. 优化产品，加强品牌培育建设 

楚雄州彝医药资源丰富，包含特色的疾病认知方法，养生保健方法以及药物疗法，并且有彝医水膏

药、拔云锭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对建设一批有特色的彝医药康养旅游产品

意义重大。因此，应该深度挖掘彝医药文化资源，把彝医药文化融入到各个项目、产品和服务中，增强

彝医药康养旅游的底蕴和特色，打造有文化底蕴、丰富内涵的彝医药品牌形象。同时，应该积极采用互

联网、大数据技术拓宽彝医药品牌的宣传渠道，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并不断形成社会影响力和品牌感召

力。在产品创新和研发方面，企业可与院校形成合作，通过出资等方式建立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展产品

研发，提高科技转化为成果的效率和质量。最后，要注重衍生产品的开发，把衍生产品打造成为彝医药

文化的载体，有利于保护和传承彝医药文化的同时，延长彝医药康养旅游的产业链，帮助彝医药康养旅

游产业实现健康稳定地发展。 

4.4. 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彝医药康养旅游发展需要丰富的药材资源、优美的自然环境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环境，以上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是实现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保证彝药的药效，原材料需要更好的生态环

境和可持续的开发，需要成立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管；在保护彝医药资源的基础上，实施可持续发展，

还需要研发机构、从业人员、企业等部门的共同参与，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

使彝医药康养旅游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彝医药康养旅游是自然资源和健康理念的结合体，在产业开发时应注意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

并且实现生产、加工、运输、消费各个环节全覆盖，形成节约资源、高效利用的产业发展模式。例如从

科技层面，加强药材不同部位的药用价值的挖掘与技术的提升，即提高了彝医药产业的附加值，药材也

得到充分的利用，促进了彝医药康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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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是中医药和旅游业的有效结合，属于新质生产力，对推动楚雄州高质量发展具

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 SWOT 分析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优势包括深厚的彝医药文化及彝

医药资源、丰富的旅游资源；而彝医药旅游业缺乏整体规划、尚未形成深度融合发展，产业同质化严重，

品牌效应不明显，复合型人才缺失是制约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的劣势；民众康养意识的提高

及市场潜力巨大是该产业发展的机遇；政策保障不足，同行竞争压力大成为该产业未来发展面临的威胁。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形成政府牵头、企业发挥主体力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发展模式；构建

以“政府 + 高校 + 企业”的模式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产品，加强品牌培育建设；树立可持续

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以上措施和对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楚雄州彝医药康养旅游产业

的发展，同时也能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相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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