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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cceler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 strategies of “Healthy China”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orest-based 

wellness meets the dual needs of national health and tourism and is a new form of leisur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based wellness, and som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levant demonstration experiments. However, only some studies on industry trends combine the industry’s current 

status and consumer market demand to summarize industry trends that align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based wellness industry in China, sum-

marizes the domestic forest-based wellness tourism trends,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market demand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s of forest-based wellnes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ummariz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orest-based wellness 

in China. The countermeasures are to promote the se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provincial forest health and wellness bases, 

promote forest-based wellness concepts and destination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create a high-quality digital forest-based 

wellness environment, build a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forest-based wellness service system, and unite experts from various 

fields for cross-borde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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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正加速推进“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双重战略的实施，森林康养满足了国民健康和旅游双需求，

是休闲农业发展的新形态。近些年，国内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也有学者进行相关

论证实验，但鲜有结合产业现状问题及消费市场需求，总结符合国情的产业趋势研究。研究通过分析中国

森林康养产业建设发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归纳国内森林康养旅游趋势，并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阐述森林

康养的市场需求和业态发展动态，总结了今后国内森林康养发展对策：推进各省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的选取

与认定工作、多渠道铺设森林康养理念和目的地宣传、高质量打造数字化森林康养环境、建设多层次多元

化森林康养项目体系、联合多方领域专家跨界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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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健康中国”列为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

标之一。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森林是水库、粮库、

钱库和碳库”。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健

康中国战略的推进，森林等自然环境对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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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森林康养作为一

个新型产业，国外已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

案例 [1-2]。研究表明，森林康养能改善睡眠质

量低下、高血压等亚健康问题，对于人的生

理和心理健康具有良好促进作用[3-11]。近年

来，中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森林覆盖率达

23.04%，为发展森林康养提供了良好的资源

条件。目前，国内正全方位支持森林康养产

业的建设，通过政策指导、实践引领等方式

逐步推进森林康养的发展与优化。森林康养

作为休闲农业的一种形态，目前鲜有结合产

业现状问题及消费市场需求，总结符合国情

的产业趋势研究。因此，开展相应研究，对

加快中国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1中国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情况

1.1政策与实践发展历程

政策层面，国家为促进国民健康，提

倡森林康养，逐步颁布政策和法律支持森

林康养产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表1）。2016年，国家林业局颁布《林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重点发展森林

休闲康养产业，开发休闲康养等服务体验产

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康中

国发展战略，为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第四十九条明确，可以合理利用森

林景观等资源，适度开展森林旅游，给予了

法律上的支持。2019年3月，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森林康

养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中国森林康养

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

施，明确了其在财政、金融、用地、科技、

人才等方面的政策。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

重点提出要大力发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

新业态，推进乡村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关于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政策的逐年推进，给地

方政府、经营主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表1   中国森林康养产业相关政策文件及规划
Tab. 1   Policy documents and plans related to forest-based wellness in China

序号
No.

年份
Year

文件名
File

制定部门
Formulating department

主要内容
Main content

1 2013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整合当地优势资源，发展养生、体育和医疗健康旅游

2 2016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国务院 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

3 2016 关于大力推进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发

展的通知
国家林业局 积极打造高质量的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产品

4 2016 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国家林业局 重点发展森林旅游休闲康养产业

5 2017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 国务院 大力改善休闲农业、森林康养公共服务设施条件

6 2017 关于开展森林特色小镇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
国家林业局 大力探索培育发展森林观光游览、休闲养生新业态

7 2018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国务院 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康养基地

8 2018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国务院 开发农村康养产业项目

9 2019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 国务院 发展休闲旅游、健康养生等产业

10 2019 关于促进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编制实施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利用森林资源，

进行森林康养服务

11 2019 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35年前建成全国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1 200处国家

森林康养基地，建立专业人才队伍

12 2021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生态脱贫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 脱贫地区继续推动森林康养等生态产业转型升级

13 2021 “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培育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新产品

14 2021 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30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建设森林康养产业集群，形成全面的森林康养产业格局

15 2022 林草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构建森林康养产业体系，加强森林康养环境监测，推进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16 2022 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大力开发中医药与森林康养服务相结合的产品

17 2024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 国务院 培育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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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扶持催化。

实践层面，中国多个省份积极发展森林

康养产业，2012年北京率先提出“森林康养”

理念，四川、湖南等省率先开展了森林疗法

的探索 [12]。2017年以后，响应政府号召与市

场需求，四川、湖南、贵州、福建、江西、

河南、广东等省陆续开展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的建设与认定工作，快速推动以森林康养为

中心的新产业经济 [12-15]。国家顺应广大市场

需求和规范管理需要，推进了国家级森林康

养基地的认定与创建，从2016年开始至2023

年为止已认定了1 682家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

建设单位。2018年国家林业局出台了《森林康

养基地总体规划导则》《森林康养基地质量

评定》两项行业标准，为地方森林康养基地

的建设提供指导意见，并明确规定了国家级

森林康养基地的验收标准。2020年，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等四部门联合认定了96家国家森

林康养基地（图1），通过分析其分布情况可

以发现，东南部地区的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

空间分布层次较为明显，福建、江西、湖南

等省形成了高密度区，其中福建省国家级森

林康养基地数量位于全国第一；而江苏、上

海等华东地区以及新疆、青海等西北部地区

的森林康养基地分布较为分散，数量较少。

1.2 中国森林康养研究现状

国内森林康养相关论证工作起步虽晚，

但已有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康养效益研究，并

证明了森林康养活动对于改善人体身心健康

是科学有效的，且能够减轻社会医疗的负

担。早在1982年，国内就有专家提出应关

注森林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并出现了森

林浴场、森林疗养基地等场所。自1985年开

始，森林保健、绿地保健等关键词频出，有

关专家进行了空气净化、固碳释氧等相关研

究 [16]。2015年前后，随着部分省份提出并重

视森林康养、森林浴，有学者开始进行森林

浴、森林疗养相关的康复效果研究。李博

等 [3]证明了飞行员睡眠质量在森林环境中疗

养要优于传统疗养。王国付 [6]在2010–2013年

间做了人体多项生理指标在森林浴后产生变

化的对比试验，证明了森林浴可改善高血压

症状、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并可加

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健康恢复，该实

验进一步证实了森林康养确实可以作为医疗

辅助施行。

从2016年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森林康养和

养老产业后，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展森林康养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康复效果、基地建设、

发展模式等方面。为进一步验证森林康养对

身心健康指标的改善作用，李敖彬 [8]、张嘉

琦等 [9]对游客在进行森林游憩活动前后的身

体状况进行对比，均发现血压、心率等各项

生理指标和心理压力指标皆有所改善。马艳

红等 [17]对慢性腰腿疼痛患者实施森林浴结合

物理疗法后发现患者的疼痛感明显减轻，生

活质量均显著提高；刘艳波等 [18]研究得出森

林挥发物可降低糖尿病患者的应激反应及血

清相关应激激素水平；李晨等 [19]研究得出短

期森林疗养能够有效改善年轻人的心肺健康

和心理压力问题。除此以外，还有相关学者

在康养基地相关建设标准、康养资源评价等

方面进行论述，刘朝望等 [20]构建了森林康养

基地建设适宜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评价

方法以及等级评定标准，并从上位规划和功

能分区两个方面探讨基地空间布局，以及如

何做好森林康养产品的设置。潘洋刘 [21]、赖

晓华 [22]等运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构建了符

合中国国情的森林康养资源开发利用评价指

标体系，为中国森林康养基地建设规划提

供参考。同时，为了解森林康养需求和主观

图1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第一批）分布情况
Fig. 1   China’s national forest-based wellness bases

1

单
位

/家



14

专题：公共健康视角下的绿色基础设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FROM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态度，探索森林康养市场定位及产品开发方

式，探究环境禀赋与游客感知间的耦合关

系，各地学者也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23-27]。

研究发现群众对于森林康养的概念、内涵和

功能认知不清晰，大多停留在游乐、观景层

面，且森林康养产品的同质化严重，缺乏创

新能力。但是，目前国内仍缺乏联合医疗养

老、旅游服务、森林抚育、规划设计等领域

专家针对森林康养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

性的研究，并存在各基地的建设缺少专业性

指导等问题。

2 中国森林康养发展面临的问题

2.1 康养场所分布不均

中国国土幅员辽阔，森林资源丰富，森

林康养产业在迅速成长期，但由于各省对森

林康养的重视程度不一，各地区发展森林康

养进程有断层的趋势，全国森林康养产业形

成不均衡的发展局面。目前已认定的森林康

养基地分布不均匀，东部地区的森林康养基

地相对匮乏，致使国内森林康养的发展有地

域局限性，有康养需求且经济水平较高的华

东地区人群在平日难以近距离接触森林康养

产业，并有逐渐流出至国外森林康养市场的

趋势。

2.2群众认知度较低

森林康养的理念与政策的宣传工作停留

于政府部门层面，官方媒体对森林康养产业

进行向下宣传的工作有滞后性。虽然已有大

量的森林康养基地建成，但公众仍然对森

林康养这一概念感到陌生，且因为森林旅游

和森林康养的界定不明确，消费者无法准确

区分两者的差异，严重阻碍康养经济健康

发展 [28]。同时，由于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对

森林康养的内涵和前景认知不深，存在很

大的信息差，导致森林康养产业的资本投入

缓慢，而以国家林场等政府为经营主体的森

林康养基地发展积极性不高，产生了森林康

养竞争力较弱等问题，无法形成健康上进的

市场环境。

2.3市场定位不明确

目前森林康养的相关服务项目体系还在

摸索中搭建，消费者对森林康养的期望与实

际感知差距较高，相关从业人员素质、产品

性价比、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都亟需加强管

理与改善 [15,29]。各基地缺乏对不同地区客源

的消费需求研究，以及缺少如何应对不同年

龄、性别、团体的人群在森林康养基地中不

同的康养消费渴望而创造出有针对性的康养

产品的能力。低质量森林康养体验无法得到

消费群体的共鸣，市场定位不准确的森林康

养基地将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整体呈现同

质化现象严重，社会地位难以提升的现象。

3 中国森林康养消费需求

3.1森林康养旅游需求与趋势

现代旅游者有在旅游中求补偿、求解

脱、求平衡的“三求心理”，想要了解森林康

养旅游消费者行为，就必须首先了解消费者

的需要。旅游需要与旅游目标的产生引发了

旅游动机，是消费者的动力源泉 [30]。康养旅

游是依托自然生态与文化环境，结合观赏、

休闲、养老等形式，以达到强身健体等目的

的活动 [3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除了衣食住行

和通讯，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总

支出的18.7%，说明国民对于健康和教育文化

等方面有较高的重视，康养旅游的出现满足

了现代社会的新需求。中国森林康养旅游消

费者需求主要有4点趋势：

（1）康养旅游需求稳步增长。中国旅游

研究院于2024年2月发布的《中国休闲发展

年度报告（2023–2024）》中指出，2019–2023

年，城镇居民每日平均休闲时间均逐步增长，

其中2023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同年发布

的《中国国内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中

指出，2023年的旅游热词有“康养旅游”“自

驾出游”“旅居结合的休闲度假游”，且康养

有年轻化的趋势；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有

35%人口超过60岁，养老人群将是森林康养

市场的主力军；除此以外，亚健康人群、青

少年人群也有强烈的康养需求 [32]。国内森林

康养各层人群需求旺盛，市场前景广阔。

（2）近程康养旅游是市场主流。后疫情

时期，全国旅游流动量急速上升，但监测数

据显示，2023年周边游出游人次在季节性波

动中呈现加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国内旅游市

场虽然全面复苏，但近程旅游依然是国内旅

游的主流市场，“本地人游本地”和相邻省份

之间的“省际旅游客”构成了现阶段国内旅

游市场的主要人群。同时，随着社会老龄化

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银发人群的康养市场

需求，但由于身体行动能力的减弱，大部分

的老年人更倾向于近距离的康养活动。

（3）高品质康养场景建设是重中之重。

良好环境和优质服务，是游客选择目的地的

重要依据。康养旅游应重视身心健康与五感

感受，主要包括服务质量、产品性价比、时

长把控良好等特征要素 [33]。除此以外数智化

场景的营建是目前重要趋势，《中国旅游住宿

业发展报告（2023–2024）》中指出，为实现酒

店的精细化管理与创收，大部分酒店有向智

慧酒店转型的趋势。智能化的服务接待、健

康检测、环境监测系统是未来森林康养旅游

的主要发展方向。

（4）创新性康养产品需求量较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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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创新和设备设施等产品的迭代速

度在逐渐加快。互动式、体验式、个性化休

闲方式逐渐获得青少年和银发群体的喜爱。

与传统观赏型休闲相比，疫情后人们更偏向

于互动和体验式休闲，愈发注重对休闲产品

的感受、体验和享受的过程。为适应快节奏

生活，出现了轻度假、泛休闲产品的旅游产

品概念。同时，为响应国家对于新质生产力

的号召，康养产品为适应市场需要进行必要

的更新与升级。

3.2 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为佐证人们对于森林康养的需求以及对

森林康养产品的偏好，本研究于2023年7月

19日至8月19日在网络发放问卷调查，最终

收回有效问卷共计322份，运用SPSS Statistics 

26.0.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探究今后森林康

养的消费趋势。由于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消

费观念有一定的差异，本调查根据年龄段

和性别将调查对象分为“青年女士”“青年

男士”“中年女士”“中年男士”“老年女

士”“老年男士”6种类型（图2）。

为了解调查对象的精神压力状况，向受

试者询问精神压力的程度和频率，将二者和

不同人群类型交叉分析（表2）后发现，中

年男士的精神压力程度最高，老年男士的精

神压力程度最低，青年男士和中年男士的精

神压力频率最高，青年男士的压力程度和压

力频率的平均值均比同年龄类型的女士高，

老年人群的精神压力相对较低。

为了解调查对象康养方式以及对森林

康养的群众认知度，向受试者询问平日康

养目的地和对森林康养的了解程度以及参与

度（是否参与过森林康养）（图3）。分析康养

目的地倾向（表3）后发现，“森林生态场所”

的响应率（选项被选择次数/所有选项被选择

次数×100%）最高，其次是“乡村休闲景区”

和“著名生态景区”，可以看出人们普遍倾

向于去“自然类”和“乡村类”的康养场所。

根据森林康养了解程度和参与度的交叉分析

结果可以看出由于调查对象对森林康养的认

知度较低，参加森林康养相关活动的频率普

遍较低，因此森林康养的宣传还需加强。

通过询问受试者对于康养目的地的选择

倾向，分析森林康养目的地的选址条件。根

据消费者消费目的，将选址条件分为交通便

利型、住宿型、自然型、文化型、体育型、

娱乐型和医疗型。从表4中可以看出，选择

“自然型”中“附近有很多自然风景”的响应

率最高，达18.91%，其次“交通便利型”的

表2   不同人群类型的精神压力
Tab. 2   Mental stres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人群类型
     Crowd type

压力
Pressure

精神压力程度 精神压力频率

青年女士 3.72 3.84 

青年男士 3.82 4.14 

中年女士 3.50 3.81 

中年男士 3.83 4.14 

老年女士 3.15 3.38 

老年男士 3.00 2.70 

总平均 3.50 3.67 

注：根据问卷选项1至5计算平均值，1为程度最低，5为程度最高。

中国森林康养产业现状与消费需求研究       曹璞渊    等.  

图2   调查对象类型（样本：322人）

Fig. 2   Type of survey respondents (sample: 322 peo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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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询问五感刺激喜好和森林康养项目选

择意向。对比五感刺激喜好选择数据（表5），

发现视觉、听觉和味觉三种感官的森林康养

产品更加吸引人。而对于项目的具体选择意

向方面，根据康养需求将森林康养项目分为

养生类、医疗类、健身类、操作类、休闲类、

文化类、饮食类、住宿类和其他。对4类人群

进行卡方检验分析（表6）后得出，调查对象

对于养生、休闲、操作、健身等方向的康养

项目更感兴趣。各年龄层的女士相比男士对

养生、医疗、操作、文化和饮食类别的项目更

感兴趣；青年女士对养生类别的温泉浴和操

作类别的植物精油、压花、插花、盆景等手

工制作最为感兴趣；青年男士对养生类别的

温泉浴最为感兴趣；中年男士对养生类别的

温泉浴和操作类别的农事体验最为感兴趣；

老年女士对饮食类别的健康生态饮食最为感

兴趣，对其他项目也有较强的参加意愿。

3.3 结论

3.3.1 选址应注重自然生态和交通便利

通过调查，消费者更希望在自然的氛围

中进行康养活动，且消费者休息日的康养场

所通常会选择在森林生态场所、乡村休闲景

区和著名生态景区这种生态类或乡村类的场

所。同时，大部分人希望场所具备停车场，

说明愿意驱车前来的消费者不在少数，选址

时需考虑到私家车旅行者的需求以及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的消费者。

3.3.2 森林康养项目设计应细分年龄层和性别

根据此次研究和调查可以得出，养生

类、休闲类、操作类和健身类的森林康养项

目是目前消费者较为关心的类型，是目前康

养项目以及产品的主要发展趋势。但是根据

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人群类型，又可以细分

表3   调查对象的康养目的地
Tab. 3   The respondent’s wellness destination

场所
Wellness destination

人数/人
Number of people

响应率/%
Response rate

著名生态景区（A级旅游景区等） 140 15.77

森林生态场所（森林康养基地等） 150 16.89

乡村休闲景区（农家乐等乡村游） 142 15.99

园艺等手工制作场所 34 3.83

商场购物场所 84 9.46

度假区（酒店民宿） 91 10.25

疗养院/休养院 13 1.46

游乐园 53 5.97

美容院 26 2.93

餐饮店 66 7.43

运动健身场所 68 7.66

其他 21 2.36

“附近有停车场”以及“住宿型”的“附近有

特色民宿/酒店”的响应率依次较多，分别

是10.72%和9.88%。以上数据可以说明森林康

养的实施场所选址时应更多地考虑自然条件、

交通条件和住宿条件三个方面。

为了解调查对象康养项目消费偏好，向

图3   森林康养的了解程度和参与度交叉分析
Fig. 3   Cross-analysis of understand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forest-based wellness

3

参
加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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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森林康养目的地选择倾向
Tab. 4   Preference for choosing forest-based wellness destinations

类型
Type

条件
Condition

人数/人
Number of people

响应率/%
Response rate

交通便利

型

离公共交通车站近 48 4.52

附近有停车场 114 10.72

步行容易找到 52 4.89

离家近 99 9.31

离工作场所近 18 1.69

离学校近 10 0.94

住宿型
附近有特色民宿/酒店 105 9.88

附近有度假房地产 35 3.29

自然型

附近有很多自然风景 201 18.91

附近有中草药资源 30 2.82

附近有温泉 83 7.81

附近有公园 69 6.49

文化型 附近有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场所 58 5.46

体育型 附近有体育运动场所 28 2.63

娱乐型
附近有商场 23 2.16

附近有美食餐饮店 72 6.77

医疗型 附近有医疗设施（医院/诊所） 12 1.13

其他 6 0.56

表5   调查对象认为能够解压的五感刺激
Tab. 5   Five sense stimulations that survey respondents believe can relieve stress

五感刺激
Five senses

人数/人
Number of people

响应率/%
Response rate

视觉（观赏美景等） 278 30.48

听觉（自然舒缓的音乐） 193 21.16

嗅觉（植物、美食香味） 148 16.23

味觉（品尝美食） 182 19.96

触觉（手工制作、触碰自然生物） 111 12.17

中国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向快速成长期转型，

有以下启示：

（1）推进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的选取与认

定工作。为满足国民近程森林康养的需求，

解决森林康养基地分布不均问题，需要提高

各省对森林康养产业的重视程度，学习广东

等省森林康养基地的认定制度和执行力。各

省需充分整合境内森林康养资源，深入挖掘

当地特色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结合康养内

涵和医养结合场景营建技术，创建各有特色

的森林康养基地。选取时重点抓取自然环境

质量高的森林生态场所、乡村休闲景区和著

名生态景区等区域，并优先考虑交通通达性

和合理性较高、住宿承载量和服务环境优质

的地区。

（2）多渠道铺设森林康养理念和目的地

宣传。地方政府部门和森林康养经营主体应

积极运用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小红书

等数字新媒体对森林康养的理念、内涵及康

养基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多途

径地宣传推广。可跨领域联合医疗、体育、

养老等部门共同将森林康养的专业知识和价

值向公众科普，加强森林康养功能宣传，组

织线下体验活动，鼓励广大群众和社会资

本积极参与，感受森林康养与森林旅游的区

别，加强森林康养在社会上的影响，提高森

林康养的群众认知度 [19,34]，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的投入。

（3）高质量打造数字化森林康养环境。

政府应联合科研院所出台森林康养基地建

设指导意见白皮书，推进基地科学化、数字

化、高质量发展。在森林康养场所的环境打

造与设计中，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在基础

设施规划和景观配置以及活动器材选择上应

主要突出生态、医养、健身、操作等功能，

并在植物设计和空间围合上着重考虑色彩、

出更多的项目喜好趋势。因此，根据儿童、

少年、青年、老年以及男女的区别，设计出

专项森林康养菜单才能满足不同人群类型的

需求。

3.3.3 森林康养产品注重五感刺激

即便五感对人体都有不同程度健康养生

的效果，但从吸引度上来看，视觉是最引人

入胜的，其次是听觉和味觉。可见，让人

沉浸在生态、舒缓的氛围环境中是目前森林

康养的主要消费方向。因此，在环境的打造

上，不同形状、色彩、高度的植物的搭配、

空间的变换和装饰物之间的相互碰撞与融合

是需要重点思考的方向，并辅以听觉和味觉

上的场景打造。

4 讨论

面对不断增长的森林康养需求，为加快

中国森林康养产业现状与消费需求研究       曹璞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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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人群类型的森林康养项目卡方检验
Tab. 6   Chi-square test of forest-based wellness services for different population types

 森林康养项目
Forest-basedwellness services

人群类型

Crowd type

总计
Total

响应率/%
Response 

rate
χ2青年女士

（159人）
Young 
women

青年男士

（51人）
Young men

中年女士

（54人）
Middle 
aged 

women

中年男士

（35人）
Middle 

aged men

老年女士

（13人）
Old 

women

老年男士

（10人）
Old men

养

生

森林散步 117 38 40 28 10 5 238 13.46 3.718

欣赏美景 62 23 24 16 6 4 135 7.64 1.230

温泉浴 85 21 24 9 4 1 144 8.14 16.187

花/中草药芳香浴 47 8 19 1 3 1 79 4.47 17.673

医

疗

健康咨询 14 3 11 0 1 1 30 1.70 12.213

心理咨询 12 4 6 0 0 1 23 1.30 5.174

体检 9 2 3 0 1 2 17 0.96 6.678

健

身

爬山 55 21 19 14 2 3 114 6.45 3.519

森林瑜伽、太极拳等低强度

运动
34 6 15 3 2 1 61 3.45 8.153

骑行、跑步等高强度运动 22 7 5 6 0 1 41 2.32 3.382

操

作

手工制作 78 6 25 1 4 0 114 6.45 50.037

农事体验 67 12 27 9 6 1 122 6.90 14.941

休

闲

露营 69 20 18 14 2 1 124 7.01 8.626

钓鱼 25 20 9 7 0 5 66 3.73 22.374

水上划船 33 16 12 3 1 0 65 3.68 10.851

拍照录像记录 34 6 15 9 2 1 67 3.79 5.607

文

化

博物馆/科学馆等文化科普教育 30 4 9 4 2 2 51 2.88 4.211

医药养生文化 17 2 13 2 3 1 38 2.15 13.910

冥想等禅修 27 5 10 5 1 0 48 2.71 4.437

饮

食

健康生态饮食 40 8 18 4 9 3 82 4.64 21.199

药膳美食 26 6 14 4 4 2 56 3.17 6.514

住

宿
体验与城市不同的居住环境 20 7 12 5 5 3 52 2.94 9.475

其

他
其他 0 1 0 0 0 0 1 0.06 5.330

注：  为有差异性的项目，φ（自由度）=5，p（显著性）=0.05，χ2（卡方值）=11.07，总样本数为322人。

空间、芳香等心理健康恢复因素，根据当地

农产品特色搭建具有药食同源属性的数字化

可食景观场景辅以舒心好听的音乐或自然的

声响环绕，在视、听、味、嗅等感官上让人

沉浸在生态、健康、舒缓、安心的氛围。根

据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建设医养结合的森林

康养空间，通过休闲、养生、养老等途径，

结合数字化检查、诊断、康复等手段，建立

以预防疾病和促进大众健康为目的的森林医

院、森林养老院 [35]。

（4）建设多层次多元化森林康养项目体

系。针对同质化严重、缺乏创新的森林康养

项目现状，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需求

进行精细化专项设计。根据此次问卷调查结

果，应重点开发具有养生、休闲、操作、健

身等功能的森林康养项目。通过数字分析手

段精准定位不同年龄层和性别的人群类型，

又可细分出更多的项目喜好趋势，设计出专

项森林康养菜单才能满足不同人群类型的市

场需求 [36-37]。如针对女性群体应多设置芳香

类、操作类和创作类的体验项目；针对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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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应多设置中医养生、森林浴等保健类项

目；针对青少年应多设置自然教育、森林采

摘等寓教于乐的科普项目。

（5）联合多方领域专家跨界合作研究。

面对现在森林康养市场参差不齐、定位不明

确等建设问题，政府应积极联合医学、林

学、旅游学、景观学等学科专家进行产学研

合作，共同研究。在保全生态最大化的前提

下，结合消费者康养需求，建立森林康养基

地运营在场所选址、空间分布、种植设计、

道路布局、项目设置等方面的详细的建设标

准与规范，给予科学、专业的指导，让每个

森林康养场所根据各地自然、文化特色，能

够有合理、清晰的市场定位，并设置合理的

森林康养项目。同时，政府应加强金融优惠

和资金扶持政策，给开发企业提供支持，推

进官方举行的森林康养师、园艺疗法师、医

疗师、康复师的人才培训进度，促进融合发

展所需的人才培养，共同打造园艺学、林

学、康复疗养、健康保健和旅游服务等专业

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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