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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北省地形丰富、地貌齐全，将其传统村落的文化元素与康养旅游相结合，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康养

旅游产品是切实可行的，本文从背景与优势，概念解析，历史与文化传承、资源与环境分析，市场需求

与经济潜力，政策支持与投资环境等角度进行可行性分析，并提出建议与展望，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开

发、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努力，可以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康养旅游产品，推动河北省康养

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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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bei Province has rich terrain and complete landforms. It is feasible to combine the cultural ele-
ments of its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health tourism to create health tourism product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feasibility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ackground and 
advantages, concept analys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anal-
ysis, market demand and economic potential, policy support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Through scientific planning, ration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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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other efforts, health tourism products with local charac-
teristics can be creat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tourism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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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优势  

1) 重视低密度自然康养类旅游业态发展 
“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后，康养旅游作为新的旅游方式日益受到重视。近年公共卫生安全成为游客

出行首要考虑的问题，以“健康治疗，修养身心”为目的低密度自然康养类旅游备受市民青睐，与此同

时，游客对于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强健身体的愿望较之以往更加强烈，乡土村落地广人稀，空气流通

性好，游客除领略乡村田园风光外，还通过旅游放松身心、康养健体，全家自驾乡村游更是成为了近年

游客出行的首选[1]。 
其中，康养旅游的旅客群体中不仅包含渴望健身养体的老年人、需要释放精神压力的中青年人，更

包括可以通过亲近自然、感受民俗、农事劳动进行生活教育的各年龄段学生。2020 年 7 月，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关于统筹做好乡村旅游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加快市场复苏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积极要求各部

门引导乡村旅游点顺应疫情防控形势和大众旅游消费需求，要求积极推出自然康养类旅游精品线路。 
河北省地形丰富、地貌齐全，是全国唯一集平原、海洋、盆地、湖泊、山地、丘陵、高原等各类地形

地貌于一体的省份。这种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康养旅游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河北省还拥有茂

密的森林、丰富的温泉、优美的田园风光以及多彩的旅游文化，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康养旅游的基础条

件。河北省的传统村落[2]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乡村风情，这些文化元素与康养旅游的结合，可

以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康养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康养旅游作为健康中国的催化剂，

将成为乡村旅游经济的新增长点。 
2) 旅游影响下传统村落发展迎来机遇和挑战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

会经济价值的村落。截至目前，河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第 1~5 批)累计达到 206 个，分布在邯郸、邢台、

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区县，多数地区资源丰富，地形地貌齐全，适合发展生态康养、阳光康养、森林

康养、温泉康养、冰雪康养、文化康养等多种形式的康养产业。最重要的是传统村落原生态的乡村味道

浓郁，是延续中华历史文脉、传承中华道德传统，保留中华文化基因的最重要的社会载体，这种天然的、

保存良好的乡土气息恰恰是疫情防控常态下康养旅游开发的重要阵地。依托传统村落良好游憩资源条件，

有序增加传统村落游憩景区数量，提高传统村落的交通可达性，促使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资源更高效地

转化成旅游产能，将成为河北省传统村落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然而，目前传统村落正面临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强烈冲击，各自为战的开发建设模式对传

统村落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2]。对未来客源市场规模考虑不足、对外部交通条件缺乏互联互通的全面分

析、对村落自身游憩资源认识不足等已经成为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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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河北省康养旅游 
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国内优质的医疗资源、医药资源，且交通便利，在发展康养旅游项目上，具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2018 年，首批国家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公布，河北省拥有包括河北以岭健康城在

内的 3 家示范基地单位，数量在全国排位靠前。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河北以岭药业声名鹊

起，显示了中医药在保卫人民健康方面的巨大作用。在所处的公共卫生安全时代，中医药健康旅游在发

挥其文化传承作用、医疗保健作用等方面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康养旅游作为河北省健康中国的催化剂，

将成为疫情防控常态下乡村旅游经济的新增长点。  

2. 传统村落与康养旅游解析 

1) 关于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地区最具文化价值和地域代表性的物质空间载体，一直以来都是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研究热点，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关注。国内学者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分布、景观基

因、空间演化、影响因素与保护模式等方面，研究的空间尺度已涵盖全国、省域和典型市县区域。其研

究的重要应用是依据分析结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可达性影响因素，辅助经营实体制定相应的市场策略。

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问题，周广坤[3]对山东省传统村研究了有关可达性吸引力

的评价模型，付强[4]等对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窦银娣等[5]测算了湖南省 14 个市域的整体可达性和空间差异性，对其空间可达性进行测度，为传统村落

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以张家口域内 52 个传统村落的区位、坡度以及距离可达性为例[6]，对张家口市

传统村落的旅游可达性展开评分(1 分~4 分)对比分析(见图 1)。可以发现张家口域内传统村落旅游区资源

价值较好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价值和交通可达价值也不落后。具体表现为：区位较好的传统村落开发

价值优于区位较差的传统村落，平地传统村落开发价值普遍优于山丘传统村落，距离可达性较好的传统

村落开发价值普遍优于可达性较差的传统村落。 
 

 
Figure 1. Analysis of traffic accessibility value 
图 1. 交通可达价值分析 

 
2) 关于康养旅游 
目前国内外对康养旅游的研究多以新时代下康养理论的理论概念、发展模式以及解决对策为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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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健康旅游将逐步取代普通旅游，因为健康旅游既满足了旅游者对普通旅游的需求，又能健康养生，

既能缓解压力又能远离亚健康的环境，即传统旅游与现代养生和医疗的结合，可以让旅游者健康放松、

缓解压力[7]。郭鲁芳[8]较早提出健康旅游的概念，认为所有的改善身心的服务，包括健身、美容、营养、

食疗、放松陶冶性情以及精神放松和调节，都属于健康旅游，既要满足食、住、行、购、娱、游六大旅游

要素，又需要使人增强体魄、愉悦身心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金媛媛[9]从产业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康养

旅游是乡村旅游产业与健康产业融合的产物，发展乡村生态康养旅游是带动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 

3. 历史与文化传承 

河北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各个地区蕴含着无比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价值、审美价值和保护价值，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吸引力，有必要与周边旅游地联合，整合河北省

各级别交通网络的连通度，利用旅游交通路线将旅游区串为一体，提升传统村落自身的时空可达性，对

燕赵文化、驿道文化、边塞文化等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对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活化保护起到积极意义[10]。 

4. 资源与环境分析 

河北省的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清新的空气、优美的自然风光等，这些都为康养旅游提

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此外，这些村落还保留了传统的农耕文化和乡土风情，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

体验。河北省传统村落的产生与驿道经济息息相关，重要的地理位置，商贸通道的古今延续，使得这些

山区的村落历经百年依然能够生机勃勃。这些河北传统村落的构成，既包含民居、戏台、庙宇等建筑要

素，也包含了街巷、广场、植被等景观环境要素，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更是与交通规划研究密不可分。作

为多重文化的聚集地，河北省传统村落的可达性在地区交通网络领域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然而，

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在康养旅游项目的规划和建设中，应遵循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确保项目的开发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匹配。 

5. 市场需求与经济潜力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康养旅游市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河北省的康养旅游市

场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根据近年河北省各区县的 GDP 统计可以发现，经济水平整体呈现北低南高

的趋势，张家口传统村落所在区县经济条件是全省各区县中最低的，石家庄和邢台传统村落所在区县的

经济水平中等，邯郸传统村落所在区县的经济条件最好，甚至在全省都名列前茅。尤其在游客旅游意愿

较强，且对旅游安全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偏好短途短时旅游、散客自驾游。对于那些寻求远离城市喧

嚣、亲近自然生活的游客来说，河北省的传统村落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康养目的地。同时，河北省的康养

旅游产品还可以针对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既可以为传统村落交通改

善提供经济支撑，又能为其保护发展创造坚实的物质保障。 

6. 政策支持与投资环境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河北省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台

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为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同时，河北省的康养旅游项目

也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随着康养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游客需求的不断提升，这些项目的盈利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也将逐步增强。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级战略，河北省可以承接京津优势资源，为京津冀

3 地的人群提供性价比极高的康养服务。河北省省内地形地貌齐全，可以发展生态康养、阳光康养、森林

康养、温泉康养、乡村康养、文化康养等多种形式。在疫情防控常态下大力发展河北省康养旅游产业，

加快对河北传统村落时空可达性的研究，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对乡村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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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实现贡献力量。 

7. 建议与展望 

河北省康养旅游型传统村落发展的可行性研究表明，传统村落发展康养旅游产业可以从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优化交通网络，并结合村落特色发展相关产业入手。具体如下： 
1) 针对传统村落普遍存在的交通不便问题，应加大投入，修建或升级通往村落的道路，确保道路质

量满足现代交通需求。加强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如增设停车场、设置交通

标志，以及优化步行道等，提升游客和居民的出行体验。 
2) 在区域交通规划中，将传统村落作为重要节点纳入考虑，构建多样化多层级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将公交线网向村落、郊区及毗邻城市(镇)延伸，以提升整体的交通便捷性。通过增设公

交线路或开通旅游专线等，将景点、服务点、交通节点等串联起来，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提升传统村

落旅游的竞争力。推动公共交通服务向传统村落延伸，提高村落的公共交通可达性。 
3) 利用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吸引外部游客和投

资。例如，可以开发家庭亲子游、情侣度假游、老年人康养游等多种产品，以满足不同年龄层和兴趣爱

好的游客需求。在传统村落密集地区，通过挖掘具有地方特色、时空可达性高的康养旅游资源，提升传

统村落旅游频率，实行村落–交通–旅游地耦合发展模式，以此提升自身的空间可达性。通过产业发展

带动村落经济活力，进而促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此外，在提高传统村落可达性的过程中，

还需注重保护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确保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

持，为村落的交通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 在康养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建设中，注重生态保护，应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确保项目的

可持续发展。针对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开发多样化的康养旅游产品，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充

分利用线上线下渠道，加强康养旅游产品的宣传推广，提高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制定科学的康养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确保项目的有序推进，为康

养旅游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11]。河北省康养旅游型传统村落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可行性。通过科学规划、

合理开发、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努力，可以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康养旅游产品，推动河北

省康养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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