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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首批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康养产品特征分析 *

Characteristics of Therapy Products in First Provincial Forest-Based Health and Wellness 
Bas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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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基地是以森林生态系统和优越森林资源为

依托，利用地方特色提供多种康养保健项目，以促进到

访者强身健体、修身养性为目的，满足不同人群物质和

精神需求的特定区域 [1]。针对森林康养基地的研究主要有

基地建设适宜性评价 [2~3]、基地规划设计方法 [4~5]、基地

建设效果分析 [6~8] 3个方面，但少有从森林康养产品的运

营现状和特点入手来分析康养基地发展情况。目前，森

林康养产品的研究较多集中在产品分类上 [9]，部分针对

游客选择康养产品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10]，多从需求侧方

面开展，但缺乏从供给侧方面分析康养基地运营康养产

品的特征。

近几年，中国健康产业发展迅速 [11]，森林康养基地

不断增加，部分基地建设影响用地类型，改变森林景观

斑块和廊道。大多康养基地的康养产品体系开发较少，

导致康养体验单薄 [12]，而丰富多样的康养产品才能吸引

游客体验森林康养 [13]。因此，本文以广东省10个首批省

级森林康养基地为研究对象，从地区、面积规模、运营

主体3个方面出发，分析康养产品特征，为广东省康养产

品体系构建、康养基地高品质发展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广东省 10个首批省级森林康养基地（表 1）是从原

有 53 个康养基地（试点）中，经广东省林业局组织相

关科研院所的森林康养专家开展复核评定，而最终认

定。认定的首批康养基地在省内分布较为均匀，在发

展规划编制、森林资源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基础设

施建设、康养设施建设和康养产品服务等方面具有完

整性、特色性和示范性，能代表广东省目前康养基地

的建设情况与水平。

在 10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中，5个位于珠江三角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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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haracteristic products, and provide professional heal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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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5个位于粤北片区；2个的运营主体为国有林场，其余

的为企业。参照相关文件指标要求 [14]，结合基地实际面积，

按照“ 500 hm2”“500~1 500 hm2”“˃1 500 hm2”的划分标

准，将基地分为小面积规模5个，中等面积规模2个，大面

积规模3个。

1.2 研究方法
在2022年6月7日—7月20日对10个省级森林康养基

地进行逐一实地考察，现场对每个基地的主要负责人进

行康养产品开发情况的问卷调查。在划定康养产品的类

型及具体内容时，为确保分类内容的效度，在参阅相关

文献的基础上 [9,15]，结合3位分别具有林学、生态学和风

景园林学专业背景的专家所提意见，最终形成7类32种

康养产品（表2），以此作为问卷调查的材料。

采用SPSS26.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使用描述

性统计得到10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总体康养产品数量，

以及不同地区、面积规模、运营主体的康养基地的康养

产品类型数量与具体康养产品数量。进一步计算提供康

养产品类型、具体康养产品的基地数量与基地总数的比

值，并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不同地区、运营主体的康

养基地在康养产品类型提供方面的差异性，使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不同面积规模的康养基地在康养产品类型提供

方面的差异性，以分析康养基地的产品特征。

2 结果与分析

2.1 康养基地的产品总体特征
广东省森林康养基地提供有氧运动类产品的比率较

大，此类所有产品的提供基地数量占比均超过60.00%，

其中10个康养基地均可进行森林漫步，提供森林骑行产

品的基地占90.00%（图1）。这与城市居民最偏爱运动型

表1 研究地点基本信息

地区 序号 基地名称 主题特色 运营主体 面积 /hm2 面积规模

珠江
三角洲

1 广州市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生态旅游、森林游憩 广州市大岭山林场 2 628.0 大

2 广州市从化区马骝山南药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南药文化 广州市岭南中草药博览园有限公司 377.0 小

3 惠州市梁化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六感森林、动感体验 惠州市国有梁化林场 1 538.5 大

4 惠州市惠东县安墩水美森林康养基地 温泉养生 惠东县大川投资有限公司 1 660.0 大

5 肇庆市广宁县竹海大观森林康养基地 竹海文化、旅游康养 广宁县竹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813.0 中等

粤北

6 韶关市南雄市帽子峰旅游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银杏养生 韶关丹雄巅峰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974.0 中等

7 梅州市梅县区南寿峰森林康养基地 南药文化、养生养老 梅州市南寿峰健康产业园有限公司 134.8 小

8 梅州市大埔县瑞山森林康养基地 山水生态、健康养生 广东瑞山高新农业生态园股份有限公司 169.8 小

9 河源市和平县古树森林康养基地 古树康养 和平县古树森林康养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30.6 小

10 河源市和平县弘顺森林康养基地 生态农业、医养结合 和平县弘顺农业有限公司 202.9 小

康养产品 [15]有关。

此外，由于户外体育类产品和医学康复类产品需要

较好的基础设施与技术指导，提供此类产品的基地较少，

10个康养基地均未提供森林漂流和森林攀岩 2种产品，

提供森林心理疏导和医学运动康复的康养基地数量分别

仅占20.00%和30.00%。总体而言，目前广东省森林康养

基地的康养产品的开发程度低，类型较少，与康养元素

结合少，仍处于以森林观光和休闲运动为主的康养初级

阶段。

2.2 不同地区康养基地的产品特征
珠三角地区的康养基地在提供森林有氧操、森林浴

和森林禅修产品方面具有较强优势，数量显著高于粤北

表2 森林康养产品项目分类 

产品类型 说明 具体康养产品

休闲娱乐类
游乐运动、休闲观光的
康养产品

森林野营、森林采摘、森林垂钓、
森林音乐、森林拓展游戏、文艺
活动表演

户外体育类 高强度运动的康养产品
森林登山、森林探险、森林漂流、
森林攀岩

有氧运动类 舒缓运动的康养产品
森林骑行、森林瑜伽、森林太极、
森林有氧操、森林漫步

养生保健类
养心养性、保健身体的
康养产品

森林温泉、森林浴、森林冥想、
森林禅修、森林食疗、森林特色
住宿

医学康复类
康复治疗、医学康养的
康养产品

森林心理疏导、森林药膳、芳香
疗养、医学运动康复

文化艺术类
艺术熏陶、文化体验的
康养产品

森林茶道、森林艺术创作、风俗
文化体验、森林文化普及

亲子教育类
亲子体验、森林教育的
康养产品

森林科普教育、亲子 /儿童娱乐活
动、学术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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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而粤北地区在经济发展、政策解读等方面不及珠

三角地区，受传统休闲旅游的锁定效应影响较大，其康

养基地在提供森林垂钓产品方面优势明显（图2）。
珠三角地区平均每个康养基地提供的有氧运动类和

养生保健类的产品数量略高于粤北地区，而休闲娱乐

类、医学康复类和文化艺术类的产品数量略低于粤北地

区（表3）。两地区在康养产品类型的提供方面无显著差

异（p˃0.05，表4）。这与四川省森林康养基地存在地区

差异 [16]的结论不同，是由于森林康养在广东省作为新兴

产业，其服务理念尚未大范围普及 [17]，运营主体对森林

康养的认知不够，进而对与康养主题相关产品的开发力

度不够，供给产品的区域间差异不明显。

2.3 不同面积规模康养基地的产品特征 
小面积规模康养基地在森林温泉产品上缺乏竞争力，

但在森林心理疏导产品上具有较强优势，其余2种规模

的康养基地均未提供此产品。与小、大面积规模康养基

地相比，中等面积规模基地在森林冥想产品上具有较强

优势。而大面积规模基地能提供芳香疗养、森林艺术创

作和森林文化普及3种优势产品（图3）。大型康养基地的

规模优势明显，因此更能提供多种深度体验产品。由此

可见，康养基地的康养产品不仅需要多元化经营，还需

要注重优质的产品体验。

大面积规模康养基地提供的户外体育类、有氧运动

类、文化艺术类的产品数量平均值高于小、中面积规模

康养基地，小面积规模康养基地仅亲子教育类的产品数

量平均值最高（表5）。3种面积规模康养基地在康养产品

类型的提供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表6）。由此说明

大面积规模康养基地还需进一步推动产品多样化与数量

化的同步发展。

2.4 不同运营主体康养基地的产品特征 
由国有林场运营的康养基地在提供森林野营、森

林探险、芳香疗养、森林艺术创作、森林文化普及、

亲子 /儿童娱乐活动和学术科研活动7种康养产品方面具

有较强优势，但未提供森林垂钓、森林温泉和森林心理

疏导3种康养产品，并且在森林特色住宿等方面的优势

也不及企业公司（图4）。国有林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

长期经营成果，多围绕休闲运动和文化教育主题进行优

势产品开发，而企业公司在专业设备购买和人才培训方

面更具经验，在提供森林特色住宿等要求质量高、服务

好的康养产品方面更具优势。消费者对基地的负面情绪

源于不够完善的服务 [18]，因此，为避免康养基地产品和

服务的品质问题，在产品的服务质量、服务方式等方面

需要提升专业化程度，以加大对公众的吸引力。

国有林场运营的康养基地所提供的户外体育类、医

学康复类、文化艺术类和亲子教育类的产品数量平均值

表3 不同地区康养基地的产品数据统计（总数量/平均值）

       单位：个

产品类型 珠三角地区 粤北地区

休闲娱乐类 18/3.6 19/3.8

户外体育类 6/1.2 6/1.2

有氧运动类 22/4.4 18/3.6

养生保健类 20/4.0 16/3.2

医学康复类 7/1.4 9/1.8

文化艺术类 10/2.0 12/2.4

亲子教育类 10/2.0 10/2.0

图1 提供康养产品的基地数量占基地总数比例

图2 不同地区提供康养产品的基地数量占对应地区基地总数比例

比
例

/%
比

例
/%



2023年第5期 Vol.45/216 5

Public Health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表5 不同面积规模康养基地的产品数据统计（数量/平均值）

                                                            单位：个

产品类型 小面积规模 中面积规模 大面积规模

休闲娱乐类 20/4.0 8/4.0 9/3.0

户外体育类 6/1.2 2/1.0 4/1.3

有氧运动类 19/3.8 8/4.0 13/4.3

养生保健类 16/3.2 8/4.0 12/4.0

医学康复类 10/2.0 0/0 6/2.0

文化艺术类 12/2.4 1/0.5 9/3.0

亲子教育类 12/2.4 1/0.5 7/2.3

表4 不同地区康养基地的产品类型数量平均值

独立样本t检验

分析项目 珠三角地区 粤北地区 t p

产品类型 2.657±1.310 2.571±0.983 0.138 0.892

图3 不同面积规模提供康养产品的基地数量占对应规模基地

总数比例

图4 不同运营主体提供康养产品的基地数量占对应运营主体基地

总数比例

表6 不同面积规模康养基地的产品类型数量平均值

方差分析（Duncan法） 

面积规模 分组 1

中面积规模 2.000

小面积规模 2.714

大面积规模 2.857

P 0.287

注：每个面积规模分组的样本大小为7

高于企业公司运营的康养基地，但休闲娱乐类和养生保

健类的产品数量平均值则较低（表7）。2种运营主体在康

养产品类型的提供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表8），说

明运营康养基地的企业公司尚未发挥自身体制机制灵活

的优势，实现康养产品的市场化。

3 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广东省首批10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的调查数

据，从地区、面积规模、运营主体等角度分析康养基地

产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首批省级森林康养

基地提供有氧运动类产品最多，户外体育类和医学康复

类产品较少，其中森林登山和森林漫步最为常见，处于

以森林观光和休闲运动为主的康养初级阶段。2）不同

地区康养基地产品类型供给差异不明显，各地区之间优

势产品的类别不相同，珠三角地区更多涉及养生保健类

产品（森林浴和森林禅修），粤北地区受传统休闲旅游的

锁定效应影响较大，偏向休闲娱乐类产品（森林垂钓）。

3）不同面积规模康养基地产品类型供给差异不明显，但

相较于小、中等面积规模康养基地仅能提供一种优势产

品，大面积规模康养基地更能提供优质的产品体验，包

括芳香疗养、森林艺术创作和森林文化普及3种优势产

比
例

/%
比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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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4）不同运营主体康养基地的产品类型供给差异不明

显，国有林场在休闲运动（森林野营、森林探险）和文化

教育（森林艺术创作、森林文化普及、亲子 /儿童娱乐活

动、学术科研活动）等产品占有优势，但在森林特色住

宿方面的优势不及企业公司。

针对上述结论，对广东省省级康养基地未来的建设

与管理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森林康养产品的科学开发，

需要以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为重要前提 [19]。森林康养基地

运营者和策划者需要提高对森林康养的认知水平和认同

感，树立从森林休闲观光旅游转为康养价值深度利用的

发展思路，突出康养产品的康养功效。其次，打造精品

特色的康养产品要以健康理论为主线，根据不同人群需

求，设计精细化、个性化的康养产品，以提升产品的竞

争力与吸引力。最后，实现优质的康养产品体验要重视

不同类别专业人员的引进与培训，推动康养基地服务专

业化，为游客提供高水平的森林康养服务。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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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运营主体康养基地的产品数据统计（数量/平均值）

      单位：个

产品类型 国有林场 企业公司

休闲娱乐类 7/3.500 30/3.750

户外体育类 3/1.500 9/1.125

有氧运动类 8/4.000 32/4.000

养生保健类 7/3.500 29/3.625

医学康复类 4/2.000 12/1.500

文化艺术类 6/3.000 16/2.000

亲子教育类 5/2.500 15/1.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