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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

随著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供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现有研究多

聚焦在老年?客的需求或康养旅?的发展条件上，忽视了康养旅?与乡村养老的

协同发展。因此，本文基於系统性文献回顾和案例分析，提出了“康养乡村”这一

概念。康养乡村是向老年人提供康养服务，适合养老及养生的乡村，它既能接待大

城市老龄化人口，使其过上城乡两栖的生活，也能
4

接待季节性流动的候鸟老人，

同时康养乡村提倡本地老年居民和外来老年?客共用康养设施与环境，从而实现

康养旅?与乡村养老的协同发展。文章进一步从资源
5

赋、基础设施、社会条件、

适老改造四方面提出康养乡村的评价维度，梳理出
-

业驱动、文化驱动、旅?资源

驱动三种主要模式，?结合
3

港澳大湾区的具体案例，对有条件的案例地进行了评

估。康养乡村的建设有望
&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创新方向。

关键词：康养乡村；康养旅?；乡村旅?；乡村养老；积极老龄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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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的老龄化情癋正在不断加深，国家

统计局最新资料显示，截至
MFMT

年末，
QF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
MK7KG

，已经进入中度

老龄化阶段（国家统计局，
MFMU

）。同时，国

家卫健委发?报告预测，预计到
MFTN

年左

右，
QF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U

亿，在总

人口中的?比将超过
TFG

，进入重度老龄

化阶段（孟荣芳，
MFMU

）。人口老龄化国家

积极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该战略
9

调从

生命全过程的角度进行综合、系统干预，营

造有利於老年健康的社会支援和生活环境，

以延长健康预期寿命，维护老年人的健康功

能，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准。健康老龄化战

略成本低、效益好，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

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面向老年?客的旅

?市场，尤其是康养旅?得到业界和学界的

共同关注。中国旅?研究院发?的《中国

国
+

旅?发展年度报告（
MFMM ? MFMT

）》显

示，
MFMK

年
UN

岁以上的中老年旅?者合计

出?
KK7IU

亿次，?据了国
+

旅?客源市场

的
TQ7SKG

（中国旅?研究院，
MFMM

）。全国

老龄工作委员会的调查显示，
MFKQ ? MFMF

年，我国老年文旅消费年均增速
MTG

，
MFMK

年老年文旅消费超
EFFF

亿元 （袁莉，

MFMU

）。由此可见，我国银旅?市场正在

不断发展壮大。康养旅?作
#

旅?的细分

市场，不仅可以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还是

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
/

家和赵

希勇，
MFMT

）。然而，居家养老的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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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子女负担”的考量、康养乡村老年医疗设

施不完善、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多重因素影

响，老年人出行意愿受到明显阻碍（陆盓华

和沙迪，
MFKI

）。

目前康养旅?主要集中在有健康养生

价值的自然、人文资源
S

赋的地区，这些地

方往往坐落在乡村，而参与康养旅?的老年

人多数
#

城市居民（李俏和赵天予，
MFMT

）。

因此，现有老年康养研究忽视了乡村人口，

同时忽视了在乡村发展康养旅?可能
'

生

的积极协同效用。基於此，本文提出创建康

养乡村的构想，?以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经济活力较
9

的
!

港澳大湾区
#

例，探讨康

养乡村的
+

涵与构建路径。

!

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

济活力最
9

的区域之一，包括香港和澳门特

.

行政区，以及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珠海、

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市。

截至
MFMT

年底，广东省
QF

岁及以上人口?

比
# KU7MUG

，香港地区老龄化进程更显著，

早在
MFMK

年，
QN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就?

总人口的
KI7QG

（方妙英和
/

婉丽，
MFMU

）。

管
!

港澳大湾区老龄化程度相较於同期

全国平均水平较轻，但随著中国人口老龄化

日趋严重，未来
!

港澳大湾区人口老龄化对

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将更加明显（李琼等，

MFMF

）。

发展康养乡村，一方面能
#

城市老年人

口提供良好的疗养空间，在旅?变得日常化

的当下，人们的出?行
#

呈现近程、多频次

的特点，更多地在郊区或周边城市旅?和消

费（陈水映等，
MFMU

），康养乡村成
#

疏解城

市养老压力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康养乡

村能
-

最大限度激发旅?带来的正面经济、

环境效应，促进康养环境的普惠共用，有效

地提升本地老年居民的生活品质。

本文基於系统性文献回顾和案例对比

研究，沿著“理论论证
?

概念框架
?

实证应

用”的逻辑展开。文章梳理的文献包括了

中文和英文文献，其中所选中文文献来源於

:g_d

，外文文献来源於
L+$ h, J0&+'0+

核

心资料库。
MFMU

年
E

月，研究者在中国知

网上以“康养旅?”、“老年康养旅?”、“乡

村康养旅?”作
#

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

QIU

篇文献，以
:JJ:d

和北大核心期刊
#

进

一步筛选标准，一一
T

读摘要後选取与本文

最
#

相关的文献
TE

篇。在
L+$ h, J0&+'0+

以“
L+%%'+)) 9*12&)#

”、“
L+%%$+&'( 9*12&)#

”

作
#

检索关键词，共得到
MTF

篇，以
JJ:d

期

刊
#

进一步筛选标准，一一
T

读摘要後选取

与本文最
#

相关的文献
KF

篇。在实证应用

部分，本文以
!

港澳大湾区
#

例，选取不同

类型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
8

明发展康养乡

村的多种路径。

K

　理论论证：老年康养旅?与乡
村康养

１１　老年康养旅?的定义和特点

在英 语 世 界 中，主 要 以 “
6+%%'+))

-*12&)#

”、“
6+%%$+&'( -*12&)#

”指代康养旅

?。
81+%%+2

（
MFKKX

是康养旅?概念较早提

出者，将康养旅?界定
#

“以保持或促进健

康
#

主要动机的人们在旅行和居住中
'

生

的所有关和现象的总和，他们需要一整套

综合服务，包括身体、美容护理、健康营养饮

食、放冥想和精神活动教育”。王赵

８６



（
MFFI

）较早从中国的语境出发界定康养旅

?，将其界定
#

“一种建立在自然生态环

境、人文环境、文化环境基础上，结合观赏、

休盻、康体、?乐等形式，以达到延年益寿、

9

身健体、修身养性、医疗、健等目的的旅

?活动”。但这一定义?
0

有将康养旅?

和医疗旅?相区分，後来学者在此基础上依

据康养旅?特徵进行了更细地划分。

MFKQ

年《国家康养旅?示范基地标准》中指

出，“康养旅?是指通过养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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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总和。”

从概念来看，中国语境下的康养旅?受

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9

调养生与和谐的统

一。进一步地，本文将视角聚焦於参与康养

旅?的老年群体，总结出老年康养旅?具有

以下特徵：（
K

）消费群体以经济能力较好、

身体相对健康、拥有充裕盻暇时间的老年人

#

主；（
M

）旅?目的地往往环境优越，
9

调

优质空气和水源，无噪音；（
T

）旅?目的是

#

了延年益寿、
9

身健体、修身养性、休盻
1

乐、身心自然和谐统一。基於此，本文关注

的康养旅?是以老年人
#

旅?群体，在良好

的自然、社会、人文环境中，以延年益寿、
9

身健体、修身养性、休盻
1

乐等
#

目的，达到

身体、心智和健康和谐统一的旅?活动。

K


M

　养生与长寿：中国老年康养的主要动

机

　　康养旅?深受中国养生文化的影响，尤

其是《
/

帝
+

经》中记载了古人对健康养生

的认识，以及推拿、冥想、药疗等保健理论的

$

示，康养
+

涵包括了加
9

身体防、保持

健康、追求长寿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平衡

的关
Wc"'; +- "%7; MFKIX

。在中国文化中，

长寿是传统养生的终极目标，身心健康不仅

9

调锻炼身体，还
9

调修身养性。当个体与

自然环境达到和谐的关时，就可以实现长

寿，这被称
#

天人合一
WO1"'( \ P1;

MFKSX

。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後，越来越多的老

年?客被草药、
K

泉和中医治疗在
+

的传统

保健方法以及现代保健项目所吸引
WO+1'(

\ _101^1)-"; MFKTX

。老年康养以养生
#

目

的，其
1

乐活动也更
9

调养生健康，如森林

浴、
K

泉等
Wc"'; +- "%7; MFKIX

。这些活动的

开展以自然环境作
#

空间载体，老年?客对

康养环境敏感，旅?目的地以其独特的光、

热、水、食等疗养因素，助力排解杂念、恢复

体力，满足健康长寿需求（谢春山和廉荣

*

，
MFMK

）。

１３　康养护理的特色与难点

我国现代康养旅?始於
MF

世纪
IF

年

代初，很多地区开始推出保健康复?。近年

来康养旅?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这与老年

人和亚健康人群不断增加的现象密切相关

（谢春山和廉荣
*

，
MFMK

）。中国康养旅?

的优势在於独特的医学知识体系和中国文

化。中医治疗历史悠久，具有多种综合疗

法，包括针灸、按摩、药疗等
WJ#&-. \ _+%%4;

MFFQX

。

康养?客主要是老年人群和亚健康人

群，他们喜欢前往可以提供个人护理知识和

个性化服务的地方
WJ1$"-.2"; MFKIX

。?且

希望目的地提供整体医疗保健服务，包括瑜

９６



伽、水疗等
WL"'(; +- "%7; MFMFX

。老年护理

活动分
#

分时度假、疗养院休养生活、退休

社区生活三种，康养旅?所提供的护理活动

包括水疗、中医和老年人的高级医学
Wc"';

+- "%7; MFKIX

。老年?客对健康和保健服务

的追求可以理解
#

该群体试图管理自己的

健康，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目标
WL+'; +- "%7;

MFMMX

。

然而，我国老年康养旅?存在著专业人

才短缺，医疗设施和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和

优质供给与现有社会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WZ.*1; +- "%7; MFMTX

。
I

茜（
MFMU

）认
#

当前

乡村医院康养旅?专案规模较小，当地乡村

医院的康复理疗设备、自然疗法资源等康养

资源
0

有与其他旅?资源结合。

１４　乡村康养旅?

MF

世纪
EF

年代，乡村旅?与康养
'

业

的融合发展在西方国家开始出现。现代城

市快节奏生活加剧了生活和工作压力，促使

退休老人选择返回乡村养老长居或短居，推

动了乡村旅?与康养
'

业的融合发展（刘

诗涵和王庆生，
MFMF

）。学术界对乡村康养

旅?的界定存在分歧。从
'

业角度分析，乡

村康养旅?是乡村旅?
'

业与健康
'

业融

合的
'

物（金媛媛和王淑芳，
MFMF

）。从政

策背景分析，乡村康养旅?是在全域旅?背

景下以深挖资源和细分市场发展方式，能
-

'

生“
KqKlM

”附加效应的旅?新业态（李馨

瞳等，
MFMK

）。本文认
#

乡村康养是以乡村

作
#

空间载体，通过健康活动，满足旅?者

的健康疗养、保健、养生等康养需求。

当前乡村康养旅?存在一些问题。一

是人才方面，乡村以老人和儿童
#

主，医护

疗养、旅?人才较少，致使管理不到位、同质

化问题频发（陈浩等，
MFMK

）。二是发展规

划方面，乡村康养旅?业的发展标?著养老

服务体系进入新阶段，但农村康养
'

业
0

有

与自身旅?资源相整合，发展模式粗放，缺

乏整体规划（李俏和陶莉，
MFMT

）；与医疗、

养生等
'

业链融合度低，与城市康养示范基

地未形成联动效应，智慧旅?服务平台建设

落後（董玉峰，
MFMT

）。三是基础设施方面，

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较少，
0

有贯彻

原始性原则（胡付梅，
MFMM

）。四是医疗康

养方面，当地医疗缺乏对乡村康养旅?资源

长期规划，追求一次性消费，难以形成长期

稳定的客源（亓慧和王
$

万，
MFMM

）。?且

缺乏医疗硬体和软体设施建设，如机构数

量、环境适宜度、康养效果显著度等（李馨

瞳等，
MFMK

）。

金丽（
MFMU

）认
#

乡村是养老的最佳地

点，康养旅?能促进老年人身心恢复。因

此，老年人口是乡村康养旅?的重要客源。

然而，当前乡村康养旅?
'

品针对老年群体

的数量极少，很多住宿设施中也未能充分考

虑老年人生理特点（崔
DD

，
MFMT

）。针对

这些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解
,

供需矛盾的

可能方案，如搭建“互联网
q

乡村生态旅?

养老”一站式资讯平台（王胜今和张少琛，

MFMF

），建立由“医养结合”和“养老服务”合

成的乡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郑吉友，

MFMK

）。

较少学者提及乡村旅?地本身也存在

养老问题。随著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日益多

元化，传统的机构养老模式已无法全面适应

当前及未来的养老需求，存在著养老公共服

０７



务范围狭窄、服务
+

容单一等问题（张盈华

和闫江，
MFKN

）。
#

应对不断发展的养老需

求问题，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
#

基

础、以社区养老
#

依皏、以机构养老
#

补充

的养老体系，而且出现了以乡村旅?
#

载体

的集旅?、健康、养老、养生等
'

业融合发展

的蓬勃?象
W

郎富平和於丹，
MFMK

）。因此，

本文聚焦康养旅?和乡村养老的协同发展，

提出“康养乡村”的构想，探讨一种既能吸

引城市老年人口前往进行疗养，又有利於本

地老年人养老的旅?发展模式。康养乡村

区
.

於乡村康养旅?，
9

调乡村不仅服务於

流动的老年人口，同样有利於提高本地居民

福祉。

２　概念框架：康养乡村

２１　康养乡村的概念
&

涵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提及构建康养、旅

?、养老
#

一体的社区，如“养老型乡村旅

?社区”、“康养小镇”。前者主要指在兼顾

本地乡村居民生
'

与生活的前提下，以城镇

老年人
#

主要目标客
;

，依皏乡村地域环

境，以自然景观、农业生
'

活动、民俗风情、

乡村生活体验
#

基础，结合养老服务设施，

以相对长期的养老生活、休盻度假、生活照

料、康体
1

乐等
#

核心功能的乡村社区
W

郎

富平和於丹，
MFMK

）。关於康养小镇的解释

目前尚未达到统一，但多数学者认
#

康养小

镇是以康养
#

理念的特色小镇，将健康、养

老、休盻及旅?等多元功能集
#

一体，?形

成良好生态环境的多业态服务模式（范逸

男和陈丽娟，
MFMF

）。

基於上文对老年康养旅?的定义，结合

乡村康养旅?的现有模式，本研究将康养乡

村定义
#

向老年人提供康养服务，适合养老

及养生的乡村。康养乡村既能接待大城市

老龄化人口，使其过上城乡两栖的生活，也

能
-

接待季节性流动的候鸟老人。同时，康

养乡村提倡本地老年居民和外来老年?客

共用康养设施与环境，实现康养旅?与乡村

养老的协同发展。

２２　康养乡村类型

梳理现有研究，康养乡村主要可以划分

#'

业驱动、文化驱动、旅?资源驱动三大

类。

（
K

）
'

业驱动。乡村康养旅?
'

业是

一种以健康、旅?、养老
#

主要
+

容，以乡村

田园
#

生活空间，依皏原有
'

业基础，通过

联上融下，以健康
#'

业特色，突出健康、养

生、养老主题，打通整个
'

业链（苏浩，

MFMT

）。因此，打造乡村康养旅?全
'

业链，

首先是“建链”行动，以资源开发
#

关键，进

行生
'

与造活动；其次是“补链”行动，以

提升服务
#

目标，完善旅?要素功能和配套

设施；最後是“延链”行动，丰富业态发展，

衍生旅?体验（侯晓秀，
MFMT

）。如浙江松

阳县依皏中医药
'

业园
'

业优势，?取“中

医养生
q

旅?”形式，打造融中医药文化、康

复理疗、养生保健体验於一体的健康旅?基

地。

（
M

）文化驱动。当前老年人群体对
1

乐、精神慰藉、陪伴等文化需求迫切，这种以

增长知识、丰富生活、促进健康
#+

容的生

活方式称
#

文化康养（王文文，
MFMK

）。文

化康养需要以乡村
#

载体，从国学文化、中

１７



医药文化、民俗风情等方面挖掘康养文化因

数，借助乡村的自然环境、文化习俗，举办各

种文化康养活动（李志霞和冯维贺，
MFMM

）。

例如，广西巴马县平林村围绕“惟仁寿者”

主题，依靠巴马长寿文化、养生文化发展康

养旅?。

（
T

）旅?资源驱动。乡村康养
'

业依

托乡村特色资源，如森林康养资源、田园资

源等，以健康
'

业
#

核心理念和驱动力，集

乡村生活、养生养老、旅?等多功能於一体，

结合健康疗养、生态旅?文化休盻等多种业

态融合发展的乡村经济及
'

业模式（王中，

MFMF

）。例如，湖南省宁乡市灰汤镇的灰汤

K

泉位列我国三大高
K

合
K

泉之首，依皏

K

泉旅?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与休盻观

光农业。

需要
8

明的是，现实中存在合驱动的

类型，如广西巴马地区不仅有长寿文化，也

有良好的
K

泉资源，两者合驱动下成就了

巴马“长寿之乡”的美誉。

２３　康养乡村评价维度

通过系统性梳理国
+

外相关文献，同时

参考《旅?行业标准
V[Y9 FNK ? MFKQ

国家

康养旅?示范基地》、《林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等，本文从资源
S

赋、基础设施、社会

条件、适老改造四个方面构建了康养乡村的

评价标准（详见表
K

）。

表
K

　康养乡村评价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解释指标

资源
S

赋

交通条件
对外交通便捷，距离附近客源市场连续乘车不超过

M

小时。
+

部交通网络发达，景点间交通便

捷，有完善的慢行交通系统，提供停车场①

资源条件

（
K

）自然条件：山地类康养旅?资源②、森林康养旅?资源③、
K

泉康养旅?资源④、湿地康养

旅?资源②

（
M

）人文条件：田园风光、中医药资源⑤

生态环境

（
K

）水 环 境：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SFG

，按
![ KSIKS

规定的一级标准的
@

标准要求排放

（
M

）大气环境：
![ TFIN

和
Of QTT

规定的空气品质指数（
@md

）年达标天数比例应≥NNG

（
T

）土壤环境：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应≥SNG

，?符合
![ KQSSI

或
![ KSUSN

的要求。土壤

环境应达到
![ KNQKS

规定的二级标准

（
U

）杂讯环境：声环境品质应达到
![ TFIQ

规定的
K

类标准，康复疗养区等特
.

需要安
D

区域

的环境杂讯≤F

类限值

（
N

）旅?
L

所：旅?
L

所应数量充足、卫生文明、乾
V

无味、实用免费、有效管理，符合
![Y9

KSIET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文化和旅?部印发《旅?行业标准 ＬＢ／Ｔ０５１－２０１６国家康养旅?示范基地》
国家林业局印发《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简称《规划》）

国家林业局印发《关於
2

动全国森林体验基地和全国森林养生基地建设试点的通知》

国家旅?局办公室关於下达《国家
6

泉康养旅?》、《旅?
6

泉水质卫生》两项行业标准制定计划

的通知旅办发〔２０１７〕１６１号
国家旅?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於开展国家中医药健康旅?示范区（基地、专案）创建工作的通

知旅发〔２０１６〕８７号



续表
K

　康养乡村评价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解释指标

基础设施

硬体设施

医疗设施：常见老年病中西医科室诊疗能力，比如老年病科、心血管病科、哮喘病科

1

乐活动中心：应提供体系完善的公共休盻空间和丰富的文化
1

乐活动，符合
V[Y9 FUE? MFKN

中
U7T7T

的规定

食宿设施：应具有符合康养理念的特色餐饮，能提供具有当地特色的
E

色、有机膳食

购物设施：可销售特色化、系列化、品牌化的旅?商品、旅?纪念品和当地特
'

，包括康养类旅

?商品①

无障碍设施：核心区
+

应充分考虑残障人士、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需求，提供无障碍服务

监测设施：结合调查资料对比?客量监测资料，对?客量进行监测控制。建设环境监测站，主

要监测指标有基地森林覆盖率、天然林比率、森林风景资源品质、空气负离子含量、空气细菌含

量、
c8M7N

、声环境、大气品质、地表水品质、土壤品质等指标

软体设施

社区养老服务⑥

多元化本土化的社区活动

护理服务，如心理关怀、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健康宣教、中医药治疗

康复服务，如预防性、治疗性和恢复性康复措施

服务品质

智慧化服务，应设有旅?公共资讯网站或手机
@cc

下载用
;

端服务

安全保障服务：应建立健全的安全风险提示制度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

培养旅?人才：加
9

人才培训

'

品供给

形成与观光、度假、体育旅?、研修旅?等旅?业态的
'

业联动①

与本地相关
'

业如医疗业、
E

色有机农业、养老
'

业等融合发展①

有一定数量的中小型康养服务零售店，如瑜伽、按摩、
Jc@

、茶道等①

培育出有当地特色的养生用品和保健品①

社会条件

政策支持

支持港澳投资者在珠三角九市按规定以独资、合资或合作等方式兴办养老等社会服务机构，
#

港澳居民在广东养老创造便利条件。推进医养结合，建设一批区域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⑦

国土资源部门应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通过盘活农村盻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四荒地”、可用林

场和水面等资
'

资源发展休盻农业和乡村旅?，将休盻农业和乡村旅?专案建设用地纳入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画合理安排⑧

工商部门应将乡村旅?项目库列
#

重点融资考察对象，提供流动资金贷款、银团贷款、债券承

销等全方位金融服务，针对专案库
+

的经营主体在贷款定价、融资期限、服务收费等方面按规

定给予优惠和倾斜⑨

卫生健康委，应推进医养康养相结合，做实乡镇医疗机构与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签约合作机制，

支援医疗机构执业医师、乡村医生到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老年人家庭巡诊，上门提供

健康监测、医疗护理、康复指导等服务瑏瑠

市林业部门，大力发展森林康养和养老
'

业，建设森林康养
'

业试点，发展健康疗养、假日休盻

等生态服务业，开发和提供优质生态教育、?憩休盻、健康养生养老等生态服务
'

品

多中心

治理体系
政府扮演掌舵人角色，村委会带头开办村集体经济企业，旅?企业加

9

与政府和社区合作

跨部门合作 林业、文旅、医疗等部门需要有共同明确目标和愿景，加
9

合作

适老化改造

总体景观 应遵循老年人的活动习惯、健身兴趣、生活需求，用材和?局应安全方便、视野通透、无障碍等

康养建筑 标准化和智慧化发展

适老
'

品
适老

'

品包括老人专用床、助浴设施、助便器械打造，注重区分性，如???用不同
U

色，以帮

助一些健忘的老人，以及人性化设计，如马桶设计侧边扶手

３７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於印发《“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民发〔２０２１〕５１号）
国务院印发关於《

3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国土资源部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局印发了《关於支持旅?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

文化和旅?部办公厅和中国银行《关於金融支持乡村旅?高品质发展的通知》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关於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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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应用：
'

港澳大湾区康养

乡村发展路径

　　
!

港澳大湾区拥有良好的康养资源，也

形成了鲜明的特色。首先，森林康养旅?资

源丰富。
MFKQ

年广东省开始建设珠三角国

家森林城市群，经过多年努力，广东省生态

区域森林覆盖率达到
NS7EG

，大湾区
+

珠三

角九市全部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在全国

各省份中排名前列（
/

力远和王维靖，

MFMM

）。香港的森林覆盖率不到
KUG

，但其

中
UFG

的土地是郊野公园，
MFG

的土地是

E

地，还有绵长蜿蜒的海岸瞃（
/

力远和王

维靖，
MFMM

）。其次，广东省
K

泉资源充沛。

广东的
K

泉
'

业规模全国最大，
K

泉企业数

量、
'

值也位列第一，已衍生出以
K

泉
#

依

皏、多种消费业态融合的综合性
'

品，“
K

泉
q

康养”、“
K

泉
q

研学”、“
K

泉
q

农业”、

“
K

泉
q

地
'

”等业态蓬勃发展（蔡华锋，

MFMT

）。最後，大湾区形成了以中医药文化

养生
#

特色的康养旅?。
MFKF

年，广东省

评选出第一批
KI

家中医药文化养生旅?示

范基地，
MFKS

年甄选出第一批国家中医药

健康旅?示范基地（广东省文化和旅?部，

MFKS

）。

根据以上关於康养乡村的定义，结合
!

港澳大湾区的具体情癋和康养乡村类型，依

据森林康养示范基地和中国乡村旅?重点

村、广东美丽乡村精品路瞃名单，以及权威

旅行社提供的康养乡村路瞃，本文分
.

选取

T

个典型案例地，依照上述资源
S

赋、基础

设施、社会条件三个评价维度进行分析和阐

述。需要指出的是，公开资料均
0

有
8

明这

些目的地适老化改造的情癋，由此也反映出

康养乡村建设的现实难点。

T


K

　
(

业驱动型：广州市从化区
)

田镇安

山村的香蜜小镇

广州市从化区
R

田镇安山村的香蜜小

镇，依皏水果种植
'

业发展乡村旅?
'

业，

是一个集生态农业观光、果园农耕体验、乡

村文化与度假旅?休盻等功能於一体的特

色小镇。

（一）资源
S

赋。香蜜小镇位於广州市

从化区
R

田镇东北部，紧邻
KFN

国道，区
+

可乘坐大巴车直达，交通便捷。此外，其生

态资源丰富，地处流溪河谷地段，周边森林

覆盖率达
SM7KFG

，负氧离子含量高，香蜜山

小镇种植四季水果，是集水果?摘、休盻
1

乐、乡村山水体验
#

一体的生态旅?基地。

该村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良

好。

（二）基础设施。香蜜小镇旅?
'

品仍

以观光?摘
#

主，
1

乐活动和
'

品皆未针对

老年人的康养需求进行打造。除此之外，香

蜜小镇还缺乏医疗设施、康养护理中心、无

障碍设施等多项硬体设施，社区养老服务、

护理服务、智慧化服务不足。值得注意的

是，在负氧离子如此高的生态旅?景区，香

蜜小镇同样缺少负氧离子监测设施。

（三）社会条件。香蜜小镇的成功离不

开多部门合作：
R

田镇工商部门引导企业成

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和创建“广州市著名

商标”，规范企业管理；香蜜小镇初期，得到

农科院的技术指导和村委的支持。果庄按

照“公司
q

合作社
q

农
;

”的模式，带动群
(

种植各种水果，有效缓解周边农村就业和土

地盻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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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文化驱动型：六祖镇龙山塘村

龙山塘村地处云浮市新兴县六祖镇，拥

有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圆寂之地———藏佛坑

景区，村
+

岭南旧民居被打造
#

禅修区、禅

文化参观展示区，建有艺术博物馆和禅农博

物馆，禅宗文化浓厚。

（一）资源
S

赋。龙山塘村距离主要客

源市场连续乘车时间不超过
M

小时，拥有独

特的禅宗文化、禅农文化、艺术文化，紧邻省

级龙山
K

泉度假区。此外，该村把生态文明

理念、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党群积分制管理，

先後被评
#

“广东省美丽乡村特色村”、“广

东省卫生村”，然而其
+

部交通不足，
0

有

提供停车场。

（二）基础设施。龙山塘村不仅公共休

盻空间充裕，食宿与购物设施也紧贴康养需

求。通过“租金
q

薪金
q

股金”、“支部
q

企业

q

农
;

”、“农技
q

高校
q

电商”等创新模式，

成功孵化了蝶翠谷民宿、万景缘生态农场等

新业态。然而，医疗设施、无障碍设施及康

养护理中心的缺失，限制了社区养老与护理

服务的提升；同时，安全保障机制与即时旅

?资讯平台几
#

空白。此外，当前乡村
'

品

以生态
'

品
#

主，在康养特色打造上仍有待

加
9

。

（三）社会条件。云浮市政府
#

提升云

浮特色乡村旅?康养品牌影响力，打造大湾

区文化旅?“休盻地”，推出了以龙山塘村

在
+

的禅意康养旅?路瞃，对六祖故里进行

重点投资。县委县政府助力，引入专业管理

加速藏佛坑升级，创新禅文化。

T


T

　旅?资源驱动型：珠海市斗门区乾务

镇夏村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夏村具备良好的

开展森林度假和康体养生旅?的资源基础，

江湾山森林康养基地位於其中，五公里范围

+

有御
K

泉、海泉湾、斗门老街等知名旅?

景点，康养资源突出，康养旅?资源丰厚。

（一）资源
S

赋。夏村不仅
K

泉与森林

康养资源丰富，其地理位置更是优越，既位

於澳门、江门、中山的一小时
/

金旅?圈
+

，

又紧邻广州、深圳、香港，仅需两小时车程即

可抵达。?且夏村生态环境优良，实施常态

化卫生管理机制，定期分类
.

针对辖区重点

区域开展专项整治。

（二）基础设施。夏村以森林康养
#

核

心旅?
'

品，涵盖森林康养、乡村旅?、体育

运动等多项体验活动。其
1

乐活动兼顾本

地老年人和康养老年人的需求，融合田园文

化元素，
W

手格力集团，共同推出了乡村文

化主题美食节。但同时医疗设施、康养护理

中心、医疗活动、无障碍设施等也存在不足，

缺乏本土化的社区活动和护理服务。此外，

在旅?公共资讯网站和投诉机构设置上都

欠缺。

（三）社会条件。夏村江湾山国家森林

康养基地位於
!

港澳大湾区，作
#

珠海首个

国家级康养基地，备受关注。夏村紧随富山

工业园，通过推动村
+

留用地合作，引进了

商业与生
'

专案，促进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

增收。同时，通过优化村民议事会等组织，

让村民更多参与村务计画和
,

策。

表
M

总结了
!

港澳大湾区范围
+

三个

不同类型的康养乡村案例地的总体状癋。

从总体来看，资源
S

赋都较好，社会条件也

有诸多支援，但是在基础设施和适老化改造

部分都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康养乡村的

构建需要大力加
9

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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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活和健康需求。

表
M

　
'

港澳大湾区三类康养乡村评价表

评价维度
龙山塘村

（文化驱动型）

夏村

（资源驱动型）

香蜜小镇

（
'

业驱动型）

资源
S

赋

交通条件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资源条件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生态环境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基础设施

硬体设施
n n n n n n n n

软体设施
n n n

服务品质
n n n n n n n

'

品供给
n n n n n

社会条件

政策支持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多中心治理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跨部门合作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适老化改造
n n n

　　该表格
n

代表评价效果等级，根据评价维度划分
&

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非常差五个等级，其中
n n n n n

代表非

常好，
n

代表非常差

４　结　语

本文通过系统性文献回顾和案例研究，

梳理了老年康养旅?和乡村康养旅?的发

展现状，认
#

老年人口是乡村康养旅?的重

要客源之一，然而乡村旅?地?未充分重视

老年群体的需求。同时，当前针对乡村旅?

地的研究多聚焦於外来康养旅??客而忽

视了本地老龄人口养老需求，因此本文提出

了康养乡村的概念，将其定义
#

向老年人提

供康养服务，适合养老及养生的乡村。康养

乡村既能接待大城市老龄化人口，使其过上

城乡两栖的生活，也能
-

接待季节性流动的

候鸟老人。同时，康养乡村提倡本地老年居

民和外来老年?客共用康养设施与环境，实

现康养旅?与乡村养老的协同发展。

基於康养乡村的概念，本文进一步从资

源
S

赋、基础设施、社会条件、适老改造四个

方面构建了康养乡村的评价维度。结合
!

港澳大湾区的具体情癋，分
.

选取六祖镇龙

山塘村、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夏村、广州市

从化区
R

田镇安山村的香蜜小镇
#

不同类

型的康养乡村代表，依照上述评价维度分
.

对其进行考察。研究发现，
!

港澳大湾区存

在著
(

多资源
S

赋较好的乡村，在乡村振兴

战略的支持下，也有大量的政策支持乡村发

展，但是乡村旅?地尚未重视日益壮大的老

年群体的需求，严重缺乏面向老年人的各类

基础设施和适老化改造。本文希望康养乡

村概念的提出有助於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同时
#

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创新方向。

参 考 文 献

［
K

］　
O1"'(; V7; \ P1; O7 WMFKSX7 9.+2"/+1-&0 %"'5


)0"/+) "'5 %*'(+3&-4C L+%%'+)) -*12&)# &'

["#"7 J*0&"% J0&+'0+ \ 8+5&0&'+; KIEC MU


TM7

［
M

］　
O+1'(; a7 :7 J7; \ _101^1)-"; `7 WMFKT X7

L+%%'+)) -*12&)# &' :.&'"C A+)*120+); 5+3+%


*/#+'- "'5 #"2^+-&'(7 d'-+2'"-&*'"% f*12'"% *,

６７



9*12&)# A+)+"20.; KNWUXC TUQ


TNI7

［
T

］　
V"+))+2; :7 WMFKKX7 O+"%-. -2"3+% #*-&3"-&*'

"'5 "0-&3&-&+)C d')&(.-) ,2*# " #"-12+ #"2^+-

? J6&->+2%"'57 9*12&)# A+3&+6; QQWKYMXC ST


SI7

［
U

］　
81+%%+2 O7; \ _"1,#"'' b7 V7 WMFMKX7 L+%%


'+)) -*12&)#C 8"2^+- "'"%4)&) *, " )/+0&"%

.+"%-. -*12&)# )+(#+'- "'5 &#/%&0"-&*') ,*2

-.+ .*-+% &'51)-247 f*12'"% *, a"0"-&*' 8"2^+-


&'(; EWKXC N


KE7

［
N

］　
c"'; i"'(; \ O"'; +- "%7 WMFKIX7 b3"%1"-&'(

/*-+'-&"% "2+") ,*2 #*1'-"&' 6+%%'+)) -*12&)#C

@ 0")+ )-154 *, d%&; P&'B&"'( /2*3&'0+7 J1)


-"&'"$&%&-4; KKWMFX7

［
Q

］　
J#&-.; 87; \ _+%%4; :7 WMFFQ X7 L+%%'+))

-*12&)#7 9*12&)# A+02+"-&*' A+)+"20.; TK WKXC

K


U7

［
E

］　
J1$"-.2"; _7; J+'-.&% _1#"2; J7; \ A"#"0."'


52"'; 97 WMFKIX7 A*%+ *, -2"3+% $+."3&*12 0."2


"0-+2&)-&0) &' )+%+0-&'( 6+%%'+)) )+23&0+) "-

-*12&)# 5+)-&'"-&*'7 d'-+2'"-&*'"% f*12'"% *,

A+0+'- 9+0.'*%*(4 "'5 b'(&'++2&'(; WSXC UTN


UUF7

［
S

］　
L"'(; _7;P1; O7 !7; \ O1"'(; V7 i7 WMFMFX7

L+%%'+)) -*12&)# "'5 )/"-&"% )-&(#"C @ 0")+

)-154 *, ["#"; :.&'"7 9*12&)# 8"'"(+#+'-;

WESXC KFUFTI7

［
I

］　
L+'; f7; 8"&; P7 V7; \ V&; L7; +- "%7 WMFMMX7

9.+ &',%1+'0+ *, #+))"(+ ,2"#&'( *' +%5+2%4

-*12&)-)

’
/120.")+ &'-+'-&*') *, .+"%-. )+23


&0+)C @ 0")+ )-154 *, !1"'(<& ["#"7 d'-+2'"


-&*'"% f*12'"% *, b'3&2*'#+'-"% A+)+"20. "'5

c1$%&0 O+"%-.; KIWMKXC KUKFF7

［
KF

］
Z.*1; 87; V1*; O7; \ O*'(; f7; +- "%7 WMFMTX7

b)-"$%&).#+'- *, " 3"%1+ +3"%1"-&*' )4)-+# ,*2

.+"%-. "'5 6+%%'+)) -*12&)# 2+)*120+)C A+,%+0


-&*') *' :.&'"

’
) *,,&0&"% -*12&)# 2+)*120+ +


3"%1"-&*' 02&-+2&"7 c%*) *'+; KSWEXC +FMSSEUI7

［
KK

］陈浩
;

马帅
;

董林
7

乡村振兴背景下康养旅?

助推乡村
'

业融合路径设计
7

黑龙江科学
;

MFMK;KMWKQXC KQF


KQK7

［
KM

］陈水映
;

李勇
;

徐燕
;

等
7

旅居生活化
C

乡村康

养旅居者日常行
#

及空间实践———以河南

东坪村
#

例
7

资源开发与市场
; MFMU;UF WNXC

EIF


SFF7

［
KT

］崔
DD7

新时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乡村旅?

康养发展策略研究———以河南省焦作市
#

例
7

村委主任
; MFMTWSXC SI


IK7

［
KU

］蔡华锋
7

首份广东
K

泉调研报告发?！多项

指标领跑全国
7

南方日报
; MFMT


FT


TF7

［
KN

］董玉峰
7

金融支持乡村康养旅?发展的现实

困境与破解路径
7

北方金融
; MFMT WKKXC KT


KS7

［
KQ

］范逸男
;

陈丽娟
7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康养小

镇发展研究
7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 MFMF

WKFXC KKM


KKE7

［
KE

］方妙英
; /

婉丽
7

老龄化背景下
!

港澳大湾

区养老
'

业发展研究
7

中国商论
; MFMU WEXC

KTK


KTU7

［
KS

］国家统计局
7

人口总量有所下降，人口高质

量发展取得成效
7

［
MFMU


FS


MF

］
7 .--/)CYY

6667 )-"-)7 (*37 0'Y)BY)BB5YMFMUFKY-MFMUFKKS o

KIUQEFK7.-#%7

［
KI

］广东省文化和旅?部
7

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

旅?示范基地公?，我省两家单位入选
7

［
MFMU


FS


MF

］
7 .--/)CYY6.%47 (57 (*37 0'Y'+6) o

'+65)<6Y0*'-+'-Y/*)-oMSTITKN7.-#%7

［
MF

］
/

家
;

赵希勇
7

基於
`b8@9bV


dJ8


8d:


8@:

法的老年康养旅?基地高质量发展关

键因素研究
7

旅?科学
; MFMT;TEWMXC QF


EQ7

［
MK

］侯晓秀
7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康养旅?发展研

究———以崇信县
#

例
7

甘肃农业
; MFMT WEXC

QS


EK7

［
MT

］
/

力远
;

王维靖
7 MFMM

年
!

港澳大湾区康养

旅?发展报告
7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MFMTCMMU


MTS7

［
MU

］胡付梅
7

乡村康养旅?
'

业创新模式及路径

探讨
7

西部旅?
; MFMMWKEXC KF


KM7

［
MN

］金媛媛
;

王淑芳
7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生态

旅?
'

业与健康
'

业的融合发展研究
7

生态

经济
; MFMF;TQWKXC KTS


KUT7

［
MQ

］金丽
7

浅析智慧旅?背景下的乡村康养旅?

开发对策
7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MFMU;MTWKXC I


KM7

［
MS

］刘诗涵
;

王庆生
7

乡村振兴视域下天津市乡

村旅?与康养
'

业创新融合探究
7

安徽农业

７７



科学
; MFMM;USWKMXC KMU


KME; KTS7

［
MI

］李志霞
;

冯维贺
7

乡村振兴视域下康养旅?

'

业发展模式研究
7

西部旅?
; MFMMWKNXC KS


MF7

［
TF

］李琼
;

李松林
;

张蓝澜
;

等
7 !

港澳大湾区人

口老龄化时空特徵及其经济效应
7

地理研

究
; MFMF;TIWIXC MKTF


MKUE7

［
TK

］李馨瞳
;

尹力本
;

董艺
7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

国乡村康养旅?发展研究
7

行销界
; MFMK

WKEXC MT


MU7

［
TT

］李俏
;

赵天予
7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

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
7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学报
W

社会科学版
X; MFMT;MTWQXC KKN


KMN7

［
TU

］李俏
;

陶莉
7

农村康养
'

业发展的理论阐释、

多元实践与政策协同
7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W

社会科学版
X; MFMT;MTWTXCKMI


KUF7

［
TN

］陆盓华
;

沙迪
7

老龄化背景下?地养老模式

类型、制约因素及其发展前景
7

江苏行政学

院学报
; MFKIWUXC NQ


QT7

［
TQ

］郎富平
;

於丹
7

养老型乡村旅?社区可持续

发展研究
7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W

哲学社会科

学版
X; MFMK;TSWKXC KMF


KMN7

［
TS

］孟荣芳
7

积极老龄化战略背景下社区嵌入式

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7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

MFMU;UTWUXC TT


UT7

［
TI

］亓慧
;

王
$

万
7

乡村振兴视域下陕西省乡村

康养旅?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7

经济研究导

刊
; MFMMWNXC ST


SN7

［
UF

］苏浩
7

乡村康养旅?
'

业发展探究
7

广东蚕

业
; MFMT;NEWTXC KTM


KTU7

［
UK

］王中
7

国外乡村康养
'

业发展经验对我国的

借鉴
7

经济师
; MFMFWKKXC KI


MK7

［
UM

］王文文
7

新时代背景下“新老年”康养探讨
7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 MFMK WTXC KIS


MFK7

［
UT

］王赵
7

国际旅?岛
C

海南要开好康养?这个

“方子”
7

今日海南
; MFFIWKMXC KM7

［
UU

］王胜今
;

张少琛
7

“互联网
q

”背景下乡村生

态旅?养老服务策略
7

社会科学家
; MFMF;

WIXC NI


QU7

［
UN

］
I

冬华
7

甘肃省城市老年人乡村休盻养老旅

?意愿和影响因素分析
7

生
'

力研究
; MFMT

WNXC NN


QF7

［
UQ

］
I

茜
7

农旅融合视角下乡村医院康养旅?研

究———评《康养旅?发展实践探索》
7

中国农

业气象
; MFMU;UNWMXC MKE7

［
UE

］谢春山
;

廉荣
*7

康养旅?的基本理论及其

'

业优化研究
7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 MFMK;TEWMXC KK


KQ7

［
US

］杨文凯
7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康养旅?要素

创新
7

国际公关
; MFMTWKTXC MF


MM7

［
UI

］袁莉
7

壮大老年文旅，增进银福祉
7

光明日

报，
MFMU


FN


MU7

［
NF

］郑吉友
7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医养结合型养

老服务体系研究
7

广西社会科学
; MFMKWKKXC

KE


MQ7

［
UQ

］张盈华
;

闫江
7

中国养老服务现状、问题与公

共政策选择
7

当代经济管理
; MFKN;TEWKXC NK


NQ7

［
UE

］中国旅?研究院
7

《中国国
+

旅?发展年度

报告（
MFMM


MFMT

）》
7

北京
C

中国旅?研究院
;

MFMM7

８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