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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四川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的优势

吴晓青，朱雪娟
（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人均ＧＤＰ的上升，为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生态环境恶化、雾霾污染日益严重、亚健
康状况持续，则是大众走进森林，进行康养的直接动因。本文从四川资源优势、社会需求、宏观政策、先发优势等方

面，就四川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具有的优势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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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森林康养的内涵

森林康养是指以森林对人体的特殊功效为基

础，以传统中医学与森林医学原理为理论支撑，以森

林景观、森林环境、森林食品及生态文化等为主要资

源和依托，开展的以修身养性、调适机能、养颜健体

和养生养老等为目的的活动。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有超过

６０％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
进，我国出现疲劳、虚弱、压抑、烦躁等亚健康状况的

人也越来越多。医学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处于亚健

康状态的人群比例高达 ７０％。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为５２万元人民币（约合８０１６美元，跨入８０００
美元大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１１９５元。
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让注

重生活质量，寻求健康栖息地的民生愿望越发强烈，

而正在兴起的森林康养成为达到这个愿望的有效手

段之一。森林康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公众享

受生态产品和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然选择，是一种

环境养生方式。

森林康养起源于德国，是国际林业产业发展的

一个最新趋势，也是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

在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巨大。森林康养

产业是四川引进国际森林疗养理念，在充分融合森

林综合功能、大健康服务功能的基础上，结合民族文

化和国有林区改革实际，创新确立的新业态，是以森

林疗养康复等自然功能为主导，集森林游憩、度假、

运动、体验、养生、保健和养老等为一体的现代新兴

服务产业，是四川省“十三五”林业发展目标的最佳

切入点。

２　四川生态区位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地处中亚、南亚、东南亚重

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上，是中华民族两大母亲河长

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补给区，是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的主体。四川的陆地生态系统（包括森

林、湿地、草原、荒漠和农田等）既是“生物多样性的

宝库”、“未来气候变化的晴雨表”，也是长江上游产

业发展的基本载体，被誉为“重要的绿色生态屏

障”。由此可见，四川生态区位独特，在整个中国生

态安全格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

３　四川发展森林康养产业优势

３．１　资源优势
３．１．１　自然资源

广袤的森林，是康养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多样

而珍稀的生物资源，是康养产业发展的可靠前提；优

良的生态环境，是康养产业的有效载体。

（１）森林资源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森林资源原本极丰富，

加之近年精心组织和实施了长江防护林营造、天然

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到２０１５年
底，四川已拥有森林面积０２４亿 ｈｍ２，占幅员面积
的４９％；森林覆盖率达到３６０２％，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１４个百分点以上，绿化覆盖率达到６５％，林地面
积、森林面积分别居全国第３位、第４位。四川不仅
盆周山区森林密布，连绵不断，盆中丘陵地区也是绿

满山坡，苍翠连绵。四川海拔高度２８００ｍ以下的
近自然化森林分布广泛，其植物杀菌素（芬多精）、

负氧离子浓度、郁闭度、林木透光率、通视度等自然

条件极适合开展森林康养。同时，优质的森林环境

孕育出了丰富的林下产品，为人们提供了许多种类

的绿色生态健康食品，如清肺止咳的银耳、保健性强

的黑木耳、松茸、竹笋等，还有传统养生所用的各类

中药材。富集的森林资源为四川森林康养产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２）生物资源
四川生物资源丰富而珍稀。四川保存的高等植

物有１万余种，约占全国总数的 １／３，居全国第二
位，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６３种，比如珙桐、银
杏、红豆杉等珍贵植物品种。此外，四川还保存有许

多珍稀、古老的动物品种，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１４５种，比如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物种。从
某种意义上讲，四川可以说是一个“活的博物馆”，

不仅生物资源丰富多样，还因保存的动植物珍贵稀

少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当之无愧的珍稀物种基因库

之一。

孑遗植物珙桐，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于１８６９年在四川穆坪被发现，并广泛分布在四川东
部巫山，北部平武、青川，西部至南部汶川、彭州、宝

兴、天全、荥经、峨眉、马边、峨边、美姑、雷波等地。

２００８年４月，四川对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资源
进行考察时意外发现近０６７万ｈｍ２野生珙桐群落。
国内从事珙桐研究的权威专家，华中农业大学园艺

林学院院长包满珠，湖北民族学院生科院罗世家教

授专程到现场考察后称，密集程度如此之高、面积如

此之大的成片野生珙桐树，在国内尚属罕见。

四川还是动物活化石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据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至２０１３年年底，
四川有野生大熊猫１３８７只，占全国总量的７４４１％；
大熊猫栖息地面积超过２０２万 ｈｍ２，占全国栖息地
总面积的７８２９％。与第三次调查相比，四川野生
大熊猫数量在１０多年间增加了１８１只，是野生大熊

猫绝对数量增量最多的省；栖息地面积增加了２５万
ｈｍ２，增量超过１４％，高于全国１１８％的增长水平。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由世界第１只大熊猫发现地宝兴
县及四川境内的卧龙自然保护区等７处自然保护区
和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等９处风景名胜区组
成，涵盖成都、阿坝、雅安和甘孜４市州的１２个县，
面积９２４５ｋｍ２，保存着全世界３０％以上的野生大熊
猫，是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已被列入世

界自然遗产名录。另外，它还是全球温带区域中植

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被保护国际（ＣＩ）选定为全球
２５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四川生物资源的
丰富、珍稀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３）生态环境
四川生态环境总体良好，首先表现在气候条件

与空气质量绝佳。四川气候总体特点是：区域差异

显著，东部冬暖、春旱、夏热、秋雨、生长季长，西部则

寒冷、冬长、基本无夏、日照充足、降水集中、干湿分

明。此外，四川气候垂直变化大，气候类型多样，主

要表现为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温润气候区、川西南山

地亚热带半湿润气候区、川西北高山高原高寒气候

区。其温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适宜，

夏秋两季气候凉爽宜人，负氧离子浓度高，空气湿润

清新，特别适合保健养生，是开展康养活动的优良场

地。其次，四川已建成自然保护区 １２３个（其中国
家级２７个），森林公园１２３个（其中国家级３１个），
湿地公园 ３６个（其中国家级 ２０个）；还拥有九寨
沟、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及黄龙世界自然遗产３项，峨
眉山———乐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１项。四川
大熊猫栖息地因其丰富的物种资源，良好的生态环

境，目前已被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确定为全球
２００个生态区之一。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分布广泛
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以及覆盖广大

区域的世界自然遗产及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等

生态资源，是四川优良生态环境的最佳注解，为四川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载体。

３．１．２　文化资源
（１）传统文化
四川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除了世界文化与

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乐山）外，还有世界文化

遗产都江堰———青城山蜚声中外。世界文化与自然

双重遗产及世界文化遗产，浓缩了千百年来自然与

人文精华。至２０１４年，四川已公布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４８４项，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１２０
项。四川历史悠久绵长，是我国古代文化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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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地区之一。距今２０４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
在四川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用自己

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古代四川的文明，古蜀

文化、三国文化灿若星河。四川民族众多，世代居住

的少数民族有１４个，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最
大的彝族聚居区及第二大藏区，孕育出藏羌文化、康

巴文化、彝族文化、摩梭文化，民族文化熠熠生辉。

四川东部是朱德、邓小平、陈毅等伟人将帅故里，还

是“川陕苏区”的中心区域，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

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名扬

海内外的传统文化是四川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肥沃

土壤。

（２）养生文化
森林康养虽说是新生事物，但究其本质，却与四

川由来已久的养生文化一脉相承。四川历史上最悠

久、影响最广泛的养生文化当数《彭祖经》。彭祖生

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此说法经过彭世宗亲联合会

认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长寿之人，被尊为中华养

生鼻祖，还留下我国第一部养生著作《彭祖经》。

彭祖不但长寿，还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从理

论与实践相互结合上树立了养生长寿的楷模形象。

彭祖养生术源远流长，其养生学内容在历代道家或

医学著作中零零散散有所记载。彭祖养生之道是原

始社会后期人类医疗保健的具体实践，而森林康养

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现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是对传统养生方式的继

承、补充、完善和升华。

森林康养倡导的修身养性、健体养生还与佛教

文化、道教文化的养生、修心精神实质相契合。四川

有被誉为“佛国天堂”的佛教名山———峨眉山，该山

是上古学仙修道圣地之一，是普贤菩萨道场，主要崇

奉普贤大士，全山共有寺庙２８座，佛事频繁。四川
还有全球道教全真道圣地———青城山，该山为中国

四大道教名山之一，中国道教发祥地之一。因其群

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

美誉。青城山全真道独创的养身习静修练方法，影

响深远。佛国天堂、道教圣地的养生学内容，佛教文

化、道教文化对人情绪、心理的作用，给开展森林康

养带来了充足养分，传统养生文化为四川赢得森林

康养历史发展机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３．２　社会需求
据《２０１５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到２０１５年年末，四川省２１个市州１８３个市县
（区）常住人口为８２０４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３９１２５万人，城镇化率４７６９％。除特大城市成都
外，四川近期将跨入１００万人口的城市有好几个。
庞大的城市人群蕴藏着巨大的森林康养商机，四川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市场前景极为广阔。四川目前有

老龄人口１５００万，占四川总人口的１８８％，到２０２５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２４％。在城市人群亚健康化
和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全民对保健养生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有关调查显

示，５６１％的受访者最青睐森林养生法，而其中
７２８％的人选择了森林保健旅游。目前，我国全年
法定休息日已超过１１０ｄ，闲暇时间不断延长，带薪
年假制度的落实，为人们回归自然、走进森林进行康

养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在森林中感悟生命、体

验健康将成为必然选择，并形成巨大的消费群体和

消费市场。四川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既有巨大的社

会需求作为支撑，又是实现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延伸

的有效途径，能满足生态旅游和休闲避暑之后更高

层次的民生需求，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此

外，除了四川自身庞大的消费市场，由于地缘优势及

文化同源认知度高，接壤四川东部的重庆市也是四

川森林康养一个不可忽略的消费群体。

３．３　宏观政策
２０１６年１月，国家林业局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发挥森林多种

功能，有效利用森林在提供自然体验机会和促进公

众健康中的突出优势，更好地推动森林旅游的健康

快速发展，印发了《国家林业局 关于大力推进森林

体验和森林养生发展的通知》，要求各级林业主管

部门充分认识发展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的重要意

义，加强对外交流，做好国外先进经验的引进、吸收

和转化工作，加快硬件软件建设，高起点高标准推动

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规范快速地发展。

２０１６年４月，国家林业局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１２号）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中发［２０１５］２５号），在全社会大力培
育、普及生态文化，印发了《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确定“十三五”生态文化发展的
主要目标之一是：以国家级森林公园为重点，建设

２００处生态文明教育示范基地、森林体验基地、森林
养生基地和自然课堂。

《国家林业局 关于大力推进森林体验和森林养

生发展的通知》和《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２０１６—

５４４期 吴晓青，等：浅析四川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的优势 　　



２０２０年）》为四川依托森林资源发展森林康养产业
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四川在全国率先提出森林康养这个概念后，省

委、省政府、省林业厅等各级部门高度重视。省政府

以川办发［２０１４］９０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四川省五大新兴先导性服务业发展工作推进方

案的通知》，将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等康养产业与电

子商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科技服务一并明确为

四川五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四川发改委将森林康

养列入“十三五”规划，把森林康养和医疗卫生、体

育、中医药、旅游、养老等深度融合，为四川森林康养

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国家关于森林体验、森林养生和自然课堂的宏

伟大计，四川将森林康养与养老和健康服务业深度

融合，为四川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

策保障。

３．４　先发优势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四川省林业厅在成都召开了

中国（四川）首届森林康养年会新闻通气会。会上

宣布四川将结合林业发展现状，盘活国有林区资源，

加快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此举标志着四川森林康养

产业正式起步。

四川已于２０１５年着手编制《四川省森林康养基
地建设标准·资源条件》和《四川省森林康养基地

建设标准·基础设施》系列标准，目前已完成征求

意见稿，正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此外，四川正在编制

《四川省森林康养“十三五”规划》，目前进行到讨论

稿阶段。今年内，系列标准及规划都将编制完成并

发布实施，用以指导四川森林康养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将森林康养纳入“十三五”规划，属四川省创

举；森林康养基地建设系列标准颁布实施，将填补国

内空白。

玉屏山森林度假区是四川首批森林康养试点示

范基地之一，现已建成森林康养步道、露营区、拓展

训练区、滑翔伞体验区、生态农庄、森林别墅等设施，

森林康养基地雏形初具规模。其开设的森林课堂、

提供的康养产品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体验者。玉屏山

森林度假区还与华西医大、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合

作，聘请相关学者、教授为顾问，招录林业、医学、护

理等专业的学生培养专业康养师，从硬件到软件全

方位完善康养基地建设。

夹金山国家森林公园是网络推选最具潜力森林

康养目的地之一，目前已经建成蚂蝗沟、泥巴沟、赶

羊沟、扑鸡沟４个度假、保健、疗养中心。据了解，仅
在２０１６年清明节期间，夹金山林业局接待省内外游
客人数就超过１５０００人次，直接经济收入超过 １００
万元，森林康养基地建设初见成效。

都江堰灵岩山景区正在进行森林康养市场网络

调查，调查问卷就灵岩山森林康养项目、森林康养开

展形式、参与者对森林康养的认识等进行调查，旨在

推广营销灵岩山森林康养品牌及提高自身森林康养

服务水平。

巴中市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市长为组长的森

林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将森林康养

产业发展纳入全市综合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

目标管理，制订考核和问责办法，健全激励约束机

制，组建专门督查考核组，定期、不定期督查通报工

作进展情况，对工作不力、完不成任务的严肃问责。

四川正在研究森林康养纳入医保的可能性，力

图让森林康养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健康。汶川已开始

主动医疗尝试，对进入森林康养基地进行康养活动

的人群提供体检服务，为他们建立长期健康档案，吸

引人们定期到汶川进行森林康养。

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四川无论是标准建立、规划

编制、基地建设，还是运行与管理、产品与服务，都已

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国内无疑已取得先机，占据先发

有利地位。

４　结论

通过以上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得知，四川生态区

位重要、康养资源富集、社会需求巨大、宏观政策支

持、先发优势显著，发展森林康养产业优势明显、市

场前景极其广阔。

参考文献：

［１］　孙抱朴．森林康养是我国大健康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Ｊ］．商

业文化，２０１５（２２）．

［２］　苟景铭，余雪梅．加快四川森林康养产业科学发展的思考［Ｊ］．

四川林勘设计，２０１６（１）：１５～２０．

［３］　向前．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的几点思考［Ｊ］．绿色天府，２０１５

（１２）：４８～５０．

［４］　李卿．森林医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４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