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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产业融合视角下广西康养旅游发展模式及实践路径
张婷，李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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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众多产业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产业融合现象，如房地产与餐饮、购物的结合，以及高

端酒店与养生服务的整合等，不仅提升人们的生活便利性，也带来更为丰富的服务体验。康养旅游作为旅游领域的一

个新兴发展方向，不仅契合当下人们对于高品质健康生活的追求，也为养老产品市场增添新的活力。广西生态优势明

显，不仅有独具特色的长寿文化、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且拥有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基础。基

于此，本文主要对广西康养旅游发展的情况进行简要叙述，分析产业融合视角下康养旅游发展的主要模式，并深入探

究产业融合视角下广西康养旅游的发展路径，旨在发挥康养旅游的价值，为广西康养旅游带来新鲜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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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Practice Path of Health Touris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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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social economy, the boundaries between many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blurred, and the phenomenon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ppear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real estate 

and catering, shopping,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high-end hotels and health services,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people's convenience of life, but also brings more rich service experience. As an 

emerging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health tourism not only conforms to people's 

pursuit of high-quality and healthy life, but also adds new vitality to the market of pension products. 

Guangxi has obvious ecological advantages, not only has a unique longevity culture, colorful minority 

customs and rich tourism resources, but also has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tourism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giv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tourism in Guangxi, analyzes the main models of health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ealth tourism in Guangx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iming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health tourism and bring 

fresh vitality to health tourism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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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之间因技术革新、市场需求变化等因素，导致产业边界逐渐模糊，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形态或产业链延伸的现

象。康养旅游则是一种结合健康养生与休闲旅游的新型旅游方式，强调在旅游过程中融入健康、养生等元素，使游客在享受旅游乐趣的

同时，也能得到身心的放松和健康的提升。产业融合与康养旅游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一方面，产业融合为康养旅游提供更为丰富的资

源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不仅丰富康养旅游的内涵，也拓宽其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康养旅游作为新兴产业，其快速发展也推动相关产业

的融合与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广西康养旅游发展情况

近年来，广西通过立法和财政支持，如《广西养老服务条

例》的出台以及2024年投入的1600万元资金，为旅居养老和康

养旅游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昭平县依托丰富的茶文化资源，精

心打造“醉美百里茶廊”等项目，不仅让游客能够欣赏到茶园风

光，还能体验到深厚的茶文化，推动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农

产品的销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访。并且，贺州姑婆山国家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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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园也凭借其高达92%的森林覆盖率和每立方厘米高达6万个

以上的负氧离子浓度，开发一系列温泉民宿和森林徒步项目，年

接待游客量达到约80万人次。北海和巴马则利用得天独厚的气

候条件和长寿资源，吸引众多候鸟老人前来养老度假，相关小镇

和景区的年接待游客量也得到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广西正在积

极推进康养社区和适老化改造，南宁泰康之家桂园和巴马世纪养

生园等项目的入住率持续攀升。此外，广西还致力于创建生态文

化村和改造景区，不断提升游客的康养旅游体验。据统计，2023

年以来，旅居广西半个月以上的异地养老老年人已超过100万人

次，康养消费需求十分强劲，不仅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也促

进了农产品的销售。

二、产业融合视角下康养旅游发展的主要模式

（一）农旅融合的康养旅游模式

在产业融合视角下，康养旅游的主要模式之一是农旅融合的

康养旅游模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一线城市人口持续膨

胀，而农村地区则面临着人口流失、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和空心

村等一系列问题 [1]。乡村振兴战略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明确提

出产业融合对于振兴乡村至关重要。结合农业与旅游业，广西各

地依托便捷的交通和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积极打造生态宜居的

康养旅游小镇。如，广西横州充分利用其丰富的农业资源，发展

以茶旅融合为核心的康养旅游。“茉莉闻香之旅”精品线路，不仅

结合茶叶采摘、加工体验，还融入茶文化科普，形成一种产学研

商一体化的生态模式。此外，圣种茶博园推出的围炉煮茶和农事

体验等休闲项目，不仅促进农庄经济的转型，还吸引众多短途亲

子游和团建游客，年接待游客量超过10万人次。校椅镇石井村则

通过建设休闲农业示范点，整合民宿和农家美食等多元业态，成

功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为农旅融合的康养旅游模式树立

典范。

（二）医旅融合的康养旅游模式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老年人

口数量已达到29697万，占据总人口比例的21.1%，标志着我国

已迈入老龄化社会 [2]。而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攀升，对养老

和医疗服务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广西多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计

划建设医养结合的旅居基地，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和民族医药疗

法，打造独具特色的养老旅游小镇和温泉养生度假区 [3]。以桂林

市为例，该市通过龙胜温泉项目，将中草药温泉浴、中医养生讲

堂及药膳餐饮服务融入旅游体验之中，让游客在享受自然风光的

同时，也能接受到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还推出“健脾奶

茶”等特色产品，以及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的教学，进一步增

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此外，桂林市中医医院与旅游企业的

深度合作，更是为康养旅游产品的开发注入新的活力，共同打造

“医疗 +文旅”的可复制模式，提升桂林市旅游与中医药结合的品

牌竞争力。

（三）文旅融合的康养旅游模式

2023年， 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达到

4.59%，充分证明文化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4]。作为

“五大幸福产业”之一，文化旅游融合不仅促进第三产业的深度融

合，更为康养旅游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旅游作为一种载体，通

过融入地方特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发出一系列文旅

融合式的康养旅游产品，可以有效拓宽产业链条 [5]。例如，广西

巴马地区积极实施“康养 +”战略，将壮族和瑶族的医药文化与

长寿传统相融合，创新性推出瑶药浴、长寿宴等特色康养产品，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体验。据统计，巴马2024年前三季度共接待了

786.95万人次的游客，彰显康养旅游的巨大魅力和市场潜力。同

样，金秀瑶族自治县依托大瑶山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建立瑶医康

养基地，并提供生态徒步、瑶药理疗等服务，不仅丰富游客的文

化体验，还提升其精神世界和文化修养，使金秀瑶族自治县成功

打响“世界瑶都”这一核心知识产权的品牌。

三、产业融合视角下广西康养旅游的发展路径

（一）提高医疗配置，做好重点突出

在产业融合的视角下，康养旅游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治疗和

治愈的环境，让游客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能够得到身心的全

面放松和恢复。不同于传统旅游，康养旅游更强调游客的长期居

住体验，让其在宁静舒适的环境中，深度感受自然的力量，从而

帮助游客保持积极心态面对疾病和生活压力 [6]。为此，广西康养

旅游项目需注重医疗设施的建设和完善，通过引入先进的医疗设

备和技术，培养专业的医疗团队，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

务。由于广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能够为康

养旅游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治理，确保游客能够在清新、健康的环境中居住和疗养。在此基

础上，也需要注重强化健康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过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如智能穿戴设备等，实时监测游客的健康数据，为游客

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和康复方案。如此，不仅能够提升游客的

满意度和忠诚度，还能够为康养旅游项目的持续优化和创新提供

有力支持 [7]。广西康养旅游的发展若能够提高医疗配置，做好重

点突出，便能够为游客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康养旅游体验，让

其在广西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找到身心的归宿和治愈的力量。

（二）提供产业配套，改革旅游产业

要想推动广西康养旅游的发展，政府应发挥引领作用，积极

支持康养旅游项目的发展，批准必要的道路和医疗机构建设，确

保游客在康养旅游过程中的安全和便利。如，可以投资建设连接

康养旅游景点的交通网络，提升景点的可达性；在康养旅游重点

区域增设医疗机构，提供紧急救援和日常医疗服务。政府还可以

鼓励和支持私人企业在具有历史意义或自然景观独特的地区进行

康养项目的改造和规划，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康养理念相结合，打

造独具特色的康养旅游产品。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应成为康养

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企业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多样化的康

养旅游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8]。如，可以结合广西丰富的

自然资源，开发森林康养、温泉康养等特色产品；也可以引入先

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提供高端的医疗康养服务。此外，企业还



教学研讨 | TEACHING DISCUSSION

038 | EDUCATIONAL THEORY OBSERVATION

应注重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员工培训，确保游客在康养旅游过程

中得到专业、贴心的服务。除政府和企业的努力外，社会各界也

应积极参与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可以通过举办康养旅游文化

节、康养旅游论坛等活动，提升公众对康养旅游的认知度和参与

度。媒体也应加强对康养旅游的宣传报道，推动旅游产业从传统

模式向康养模式转变。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得广西康养旅

游产业获得更加稳定的发展。

（三）巧用信息技术，建设示范基地

产业融合背景下，广西康养旅游要想实现进一步发展，需要

积极探索智慧旅游服务体系的建设路径，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搭

建功能强大的在线服务平台，平台不仅要能够实时更新和展示广

西康养旅游的各类信息，还要能够提供在线预订、信息查询、行

程规划等一站式服务，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还要整合旅游六要

素（吃、住、行、游、购、娱）的信息，将信息通过在线服务平

台进行集中展示和推送。如此，游客在规划自己的康养旅游行程

时，就能够轻松获取到关于餐饮、住宿、交通、景点、购物和娱

乐的全面信息。服务平台还应提供信息咨询、投诉处理和监管

等服务项目，确保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

解决。在智慧康养服务模块的建设上，可以以“互联网 +”为基

础，建设医药诊疗和康体指标监控中心。通过智能穿戴设备等现

代科技手段，实时监测游客的健康数据，并将数据与医药诊疗和

康体指标监控中心进行对接。如果游客出现健康问题，中心就能

够迅速做出反应，为游客提供及时的医疗救治和康复指导。同

时，还可以形成互联网预约、在线诊疗和专享医护人员的康乐保

健体系，为游客提供定制化的康养项目，满足其个性化的康养需

求。在此过程中，也可以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对康体消费

者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精准了解游客的康养需求和偏好，

从而创新康养服务方式，为游客提供更加贴心、专业的康养服

务 [9]。

（四）强化人才培养，提升旅游体验

产业融合视角下，在康养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人才培养

是提升旅游体验和服务质量的关键。要想打造一支专业、高效的

康养旅游服务队伍，需要从教育入手，积极推进高校和职业院校

开设康养旅游相关专业，将康养理念和服务技能纳入课程体系，

为行业培养具备专业素养和技能的人才。在课程设置上，应建立

以康复和养老服务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涵盖中医药保健、心理咨

询、营养学等多个领域，培养具有全面康养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

人才。同时，政府和企业应增加康养技能培训经费，通过举办培

训班、研讨会等形式，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 [10]。

在此过程中，可以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共同参与的人才吸引策

略，通过提供优厚的薪资待遇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投身康养旅游事业。在人才培养的同时，还需加强服务

意识培训，建立以技能和服务为核心的康养旅游服务标准。通过

定期开展服务意识和服务技能的培训，引导从业人员树立以游客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此外，可以建立

具备康养医护知识的志愿者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参与康养旅游

服务，通过其热情和专业，为游客提供更加贴心、周到的服务。

如此，不仅能够提升康养旅游的服务质量，还能够优化服务品

质，为游客带来更加美好的旅游体验。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广西康养旅游在产业融合的推动下，已经取得了

明显成效。不过，随着康养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和需求的不断提

升，广西康养旅游需要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为广西的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使得更多游客前往广西享受身心的放

松，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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