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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the 

deepening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tourism is gradually propo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tourism is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tourism, so that people can feel the health enjoyment brought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which can better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of health tourism.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tourism and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and choose a new way of tourism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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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摘  要：随着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力度的加大和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不断加深，

中医药健康旅游的概念逐渐被提出。中医药健康旅游是将中医药文化与旅游进行

融合，让人们在旅游过程中感受中医药文化带给他们的健康享受，能够更好地满

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旅游需求。本文主要介绍中医药健康旅游以及其目前在我

们国家的发展现状，让大家了解并选择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并推动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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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作压力不断增加，他们试图从旅游中能够解

放自我、释放压力，并且希望能够在旅游过程中得到健康服务，中医药健康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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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则完全符合游客的要求。中医药强调的是整体观念，从整体中把握健康状况，

突出治未病。它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突出，治疗方式灵活的特点，是具有我国国

家特色的养生资源。而中医药服务中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板块就是中医健康旅游，

它主要是运用中医药理念、方法、技术等为游客服务，同时尽可能的发挥中医

药资源优势，并与中药材种植、养老服务和中医医疗服务进行融合。

1  中医药健康旅游现有模式概况

1.1  健康管理模式

健康管理是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的监测、分析、评估、

预测，并通过提供咨询和指导对疾病进行预防和维护的全过程。它的目标是实

现健康风险控制、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将健康管理模式

旨在与中医旅游相结合，在旅游目的地帮助旅客解决健康问题，并为他们建立

健康档案，给旅客带来健康的服务。健康管理模式可在大多数的中医健康旅游

目的地开展，也可与一些旅行社、医疗机构等合作开展。如北京的上和元中医

研究院有着独特的健康管理理念，内容主要是为客户提供健康档案建立、健康

状况监测、健康问题评价、健康方案制定、健康调理改善、健康指导顾问的服

务和产品，这一健康管理理念可以促进我国中医健康旅游的发展。

1.2  医疗旅游模式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医疗旅游是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

修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它以治疗为目的，旅客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或专

业人士的建议选择合适的旅游目的地，在旅游的同时得到身体上的康复。分为

“治”模式和“疗”模式，“治”“疗”相辅相成。虽然我国有着丰富的中医资源，

但是在医疗旅游的发展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和其他医疗旅游发达国家相比还

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国内较为出名的医疗旅游是三亚的“中医疗养游”，

三亚不仅拥有中医医疗保健技术还有独特的热带海滨气候，发展至今已受到国

内外游客的推崇。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医疗技术增强的背景下，我国的医疗旅

游必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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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养生保健俱乐部模式

养生保健俱乐部主要是把中医保健活动与旅游相结合，在旅游的过程中，运

用中医保健理论向旅客传授中医保健意识以及中医保健活动。比较常见的有太极

拳、八段锦、五禽戏等，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可以相聚在一起探讨、活动，这种

模式相对简单方便，基本在每个旅游目的地都可以开展，多与其它模式一起开展。

1.4  养生休闲模式

发展养生休闲模式的旅游地一般依靠其独特的自然养生资源，如海滨、温泉、

森林等。四川北川的药王谷旅游度假区，是我国第一个以中医药养生为主题的

山地旅游景区。它以独有的国医健康调理和中医药森林为发展基点，弘扬中医“治

未病”和“蜀川药福”的文化理念，从望闻问切基础体检入手，结合食疗、浴疗、

动疗、诊疗、枕疗、气疗、心疗等调理体系，让游客从内到外的感受到一花一

草一木的气息，身心得到放松，体验不一样的中医药旅游。

2  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中的问题及国家的解决
对策

2.1  中医药健康旅游缺少统一标准，各类项目鱼龙混杂

由于中医药旅游缺少统一的衡量标准，各地充斥着打着中医药健康旅游招

牌非正规旅游产品，旅游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的配合度也不是很高。国家为

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的规范化，2015 年 11 月 17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

旅游局联合下发的《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中提出，两个国家机关将建立相关合作协调机制，统一健康旅游的标准，

制定中医药养生旅游行业标准、从业人员的从业标准、旅游产品标准等，推进

中医药健康旅游的规范化发展。

2.2  中医药健康旅游缺乏科学规划，各项资源未能有机整合

中医药健康旅游企业目前面临着中医药服务内容相对雷同、单一，项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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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不够鲜明，未将中医药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和未形成一个系统的产业链的问

题。而旅游项目和中医药管理部门的配合度也相对缺乏。2014 年，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和国家旅游局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合作协议》，

两部门首次正式建立合作机制，以推动各级中医药和旅游管理部门、企业、协

会等的全面合作。2016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2016—2030 年）》，提出要促进中医药与健康养老、旅游产业等融合发展，

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

2.3  中医药健康旅游处于新兴旅游产业，缺乏社会认知度

中医药健康旅游是随着人们绿色消费观、健康旅游和生态意识的形成而产

生的新型旅游模式，它满足了人们不断变化的旅游需求，符合市场规律但却不

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且各企业缺乏自己的特色品牌，这也是缺乏社会认知

度的另一个潜在因素。2015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医药健康服

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文件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

加强中医药旅游示范区建设。规划的实施促使以示范区带动中医药健康旅游消

费并提高社会认知度。

2.4  中医药健康旅游信息化不够完善，人才需求缺乏

中医药健康旅游并未建立一个完善的标准信息化机制，各类消息乱象繁多，

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网络监督体系，网络宣传消息真假难辨，且我国并未

进行中医药健康旅游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人才匮乏。

《意见》中对于中医药健康旅游信息化发展提出来一个健全的管理机制，

将推动建立中医药健康旅游综合服务平台，内容包括档案信息、预约管理等功能、

多语种咨询解答、医疗保险、旅游保险等服务，把所有资源单位、旅行社纳入

统一管理，通过对游客的跟踪和服务加强信息化。同时大力开展中医药健康旅

游人才队伍建设。这对于建设绿色中医药健康旅游服务体系有重大意义。

3  中医药健康旅游展望

近年来，国家对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越来越重视，自 2013 年以来，国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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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 6 部政策中提出要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并逐渐明确了我国中医药健

康旅游的发展任务。其中不乏有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专门政策，包括《关

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基地、项目）创建工作》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我国中医药健康旅游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日前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获悉，2016 年 8 月 11 日，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印发《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旨在推进中医药振

兴发展，更好地为建设健康中国服务。《规划》还提出大力发展中医医疗服务、

加快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拓展中医药服务新业态等重点任务。此前，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

地、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计划未来 3 年在全国建成 10 个国家中医药健康

旅游示范区、100 个示范基地、1000 个示范项目。

4  结语

中医药健康旅游在我国刚刚起步不久且备受政府重视，它不仅满足了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健康服务需求，还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

朝阳产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在发展中出现问题也是在所难

免的，政府应积极应对，制定统一的标准，整合各项资源，培养专业人才，健

全旅游信息，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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