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农业科学, 2023, 13(3), 211-216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hjas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3.133030  

文章引用: 黄超, 张兴榆. 森林康养现状分析与问题对策研究[J]. 农业科学, 2023, 13(3): 211-216.  
DOI: 10.12677/hjas.2023.133030 

 
 

森林康养现状分析与问题对策研究 

黄  超，张兴榆 

无锡市林业总站，江苏 无锡 
 
收稿日期：2023年2月12日；录用日期：2023年3月9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17日 

 
 

 
摘  要 

森林康养是以依托优质的森林资源为载体，融入了旅游、休憩、养生、度假、医疗等健康服务新理念，

是当前林业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也是绿色发展的新时代产物，森林康养对实现林业生态价值和

促进乡村振兴起到了突出作用。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两山”

理念的最佳体现，意义十分重大。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我国的森林康养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逐步成为当今健康行业和森林旅游发展的一股新热潮，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

研究从森林康养服务理念、发展前景和生态服务价值体现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对当前森林康养产业发展

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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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 health care is based on high-quality forest resources as the carrier, integrating new con-
cepts of health services such as tourism, rest, health care, vacation, medical treatment, etc. It is a 
new model and business form of the current fores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also a product of 
the new era of green development. Forest health care plays a prominent role in realizing the eco-
logical value of forestry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healt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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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r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actice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lso the best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two mountain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fter a long time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China’s forest health industry has formed a certain scale and has a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upsur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health industry and forest tourism, 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from all sectors of so-
ciet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forest health care services,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servic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the prob-
lems faced by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forest health car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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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 

1.1. 康养旅游 

康养旅游[1]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是旅游业转型升级的一种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民对健康

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提高生活质量。对推动我国现代旅游业与健康产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6
年 1 月，国家旅游局发布《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2]，明确了康养旅游的定义，并从环境空气质

量、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管理等方面制定了相关标准，为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提供了指导性依据。康

养旅游主要是结合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具有一定的区域特色，通过

多种形式相融合的新兴旅游模式(如：徒步骑行、摄影写生、养生食疗和森林瑜伽、太极、坐禅等)，从而

达到延年益寿、强身健体、修身养性和有效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人体的抗癌机能[3]等目的。 

1.2. 森林康养 

森林康养[4] [5]属于康养旅游中的一种类型，指在丰富的森林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基础上，将康养

资源、医药、文化、环境等一系列有利于人民身心健康的优质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为游客提供一种新颖

的、全面的、高质量的休闲旅游空间；从而有效地改善人民的身心健康，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提高身

体素质。让游客通过走进森林、拥抱自然，置身于一个多维空间感受大自然的芬芳和鸟语花香，从而达

到一种缓解压力、舒缓心情的目的。2019 年 3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6]指出科学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效途径，既能促进当地林业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又能很大程度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与健康中国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 森林康养发展现状研析 

2.1. 国外森林康养发展历史 

森林康养最早起源于德国的巴登·威利斯赫恩小镇。森林康养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称谓，比如，美

国称为“森林保健”，德国称为“森林医疗”，日本称为“森林浴”，韩国称为“森林修养”，但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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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相差不大。国外在森林康养建设方面，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发展建设体系。德国公民把

健康视为人生价值的首位，是世界上高度重视健康的国家，目前德国已获批的森林康养基地多达 400 余

处，形成了以国家自然景观为核心的森林康养体系，同时将森林康养服务开销纳入国家公共医疗费用范

围，硬性要求国家公职人员每年进行森林康养，形成了集医疗、养老、养生、旅游等为一体的康养旅游，

国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医疗费用支出锐减 30%左右。美国人均收入的 1/8 用于森林康养，年接待

游客达 20 亿人次[7]。早在 2012 年，瑞士的康养旅游收入在旅游业总收入中占比 17%~20%。20 世纪中

后期，日本、韩国借鉴欧美的森林康养理论和实际案例，相继提出了“森林浴”和“森林修养”，探索

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森林康养道路。目前日本的森林康养理论研究和实践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另外，国外对森林康养和人体健康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体进行森林康养活动时，对

心理治疗和生理治疗效果明显。 

2.2. 国内森林康养发展现状 

我国的森林康养相比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十年前森林康养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在生态

文明建设战略指引下，森林康养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全国各类型的森林康养基地已达 4000 余家，年接

访量近 5 亿人次。自 2016 年以来，国家积极鼓励发展森林康养，并颁布了森林康养发展政策文件，为积

极推进森林康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指导依据。为加快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康养专业人才培育，2017
年，北京林业大学设立了全国首个森林康养本科专业，新修订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将

森林康养师列入其中。近年来，我国的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迅猛，浙江、福建、四川、贵州等省份依托优

质的生态资源和区位优势，打造出了一批独具区域特色风格的森林康养模式，如：被誉为“中国康养旅

游第一县”的洪雅县，福建三明市的全域森林康养、贵州的“大生态 + 森林康养”等，成为了中国特色

森林康养产业新模式发展的排头兵。虽然我国的森林康养基地(试点)数量多，但就目前的发展质量和康养

效益方面与国外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基地评定标准和资格认证体系方面，还不够详细具体，可操作性不

强。 

3. 森林康养研究的背景 

3.1. 我国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我国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造林 5.45 亿亩，森

林覆盖率达到 23.04%，森林蓄积量达到 175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达到 2.2 亿公顷。2000 年至 2021 年，

我国新增绿色面积，居全球首位，为全球的生态环境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国家对林业的重视，人

工造林每年都在增加，这使得我国的森林资源更加丰富。 

3.2. 人们对养生旅游的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碳排放量增加等现象，导致城市的环境质量和空气质量

下降。当前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来自工作、家庭和心理等方面的压力增加，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

影响。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我国处于亚健康人群已达 75%，已超过 9 亿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外

公布，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人数已达到 2.6 亿，约占全国人口总量的 18.7%，未来 6 年中国的人口老

龄化率一直呈上升趋势[8]。上述数据证明了我国国民健康指数不容乐观，现在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

改善，更加追求高品质生活，对养生保健越来越重视；同时社会老龄化问题也促使人们对于优质环境下

的养老需求也愈加强烈，而森林康养作为当前一种新兴行业，拥有优质的森林环境资源、绿色有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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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的服务等，正是人们所需的理想场所。 

4. 大力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的意义 

4.1.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是助力健康中国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纳入了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把国民健康指数作为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森林康养产业就成了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对提高国民健康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德国是发展森

林康养产业的鼻祖，从 19 世纪 40 年代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森林康养基地，德国科学家 K Franke 通过

研究发现人体在自然环境中会自觉调整平衡神经，恢复身体韵律，认为清新的空气以及树体、树干散发

出来的挥发性物质，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显著。欧美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森林康

养服务体系，将森林康养纳入公共医疗保障体系，较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医疗经费支出压力。刘艳波、

王忠贵[9] [10]研究结果证实了进行森林康养活动可以明显提高人体机体免疫力，在改善国民体质、降低

疾病危险、降低医疗成本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森林康养作为健康产业的有效载体，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和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重要选择。 

4.2.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是践行“两山”理念的有效途径 

浙江省安吉县是“两山”理念的发祥地，“两山”理念提出 18 年来，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为着力打

开“两山”转化通道，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原则，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大规模进行

国土绿化和生态空间修复，积极发展林业产业，持续深化林业改革，通过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守护了绿水青山，使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绿色家底更加殷实，让绿色成为我国林业高质量发展的一

张靓丽名片。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是实现“两山”理念转化的有效途径，促进了多种产业融合式发展，使

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4.3.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引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林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森林康养与生态林业发展密不可分，能够有效

推动林业产业经济发展。全国 90%以上的贫困县(村)均分布在山(林)区，特优点就是林业资源丰富。为盘

活林业资源，当地政府部门坚持“生态、旅游、扶贫”三者有机结合，根据区域实际精准施策，把森林

康养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品牌产业和生命产业来发展，探索出了一条以森林资源为基础的“森林康养

扶贫”模式，使更多的有志青年愿意回归家乡干事创业，吸引了更多企业投资发展。实践证明森林康养

产业已成为脱贫致富的重要举措，是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成果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森林康养产业

涉及面广，产业链长，能有效推动医疗、保险、交通、服务业、林农业、养老业等诸多领域形成多业态

融合式发展，积极带动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势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新生主力军。 

5.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1. 存在问题 

5.1.1. 对森林康养内涵认识尚需深化 
一是对山水、人文、养生等资源的特色、优势、质量、问题等分析不透，潜力挖掘不够，森林康养

内涵尚需进一步深化。二是思路有待完善，按照常规的旅游产业思路来制定规划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对

产业发展侧重点把握不准，忽视了森林康养重在保健养生、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等方面的作用。三是方

向不够明确，部分经营业主实行粗放型经营，存在特色不够明显，市场导向不够具体，康养项目较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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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 

5.1.2. 产业基础存在短板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部分配套公路等级较低，通信、网络、水气等基础设施尚不能有效保障。

二是产品服务不足，森林康养行业经营人才整体不足，同时在开展森林康养休闲、健身、养生、养老、

疗养、体验等活动方面缺乏配套要素。 

5.1.3. 招商引资效果不理想 
森林康养产业属于服务行业，存在融资难、成本高、投资周期较长等问题，加之宣传推介渠道、手

段较为单一，市场对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知晓度、认可度不高，存在投资个体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5.1.4. 扶持措施配套不多 
当前更多的是从宏观角度进行部署和从产业角度进行引导，具体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方面尚显单薄，

另外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在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方面用林用地政策上也存在一定瓶颈。 

5.2. 发展对策 

5.2.1. 突出规划引领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因地制宜、突出优势、注重特色、体现个性，编制具有地方特色

兼具可操作性的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规划，突出规划引领，统筹产业整体发展。 

5.2.2. 提供政策支持 
出台支持地方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政策，从用地保障、资金扶持、市场引导等方面强化森林康养产业

支撑。统筹发展与保护两个方面，建立产业发展长效机制，从更高层面明确森林康养产业发展重点，突

出区域特色和重点，避免同质化发展，更大限度做大做强区域森林康养产业。 

5.2.3. 强化要素保障 
一是树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发展原则，政府层面积极在出政策、定

标准、搭平台、强监督方面下功夫，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制定规范的行业标准，从严把关，积极鼓励

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与运营。二是加快森林康养复合型人才培育，可以探索通过与本地职业院

校加强合作，开设森林康养职业课程，努力打造一支森林康养新业态的专业精干队伍。三是进一步加强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6. 结语 

森林康养是在现代旅游业下衍生出来的新型业态，是集医疗、养生、康复和旅游等为一体的新兴产

业，对促进林业转型升级发展和实现生态服务价值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重点从森林康养内涵、发展背景

和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当前森林康养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从行业发展及管理层面

着重提出森林康养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及要素保障等对策，对森林康养管理部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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