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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下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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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更加注重身体健康。“旅游+康养”产业融合创新已成为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双循环”发展格局下，作为全国康养旅游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攀西经济区应通过健全协同发展机

制、推动产业融合升级、完善软硬环境建设、构建营销推广体系，促进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

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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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ealth Tourism in
Panxi Economic Region Within the "Dual Circulation"Context

LI Jie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Sichuan Business Vocational College，Chengdu，Schuan 611131，China）

Abstract：：Wi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physical health.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New Normal"，integrated innovation of tourism health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growth point for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Panxi economic region，the initiator and advocator of health tourism，should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synergetic development，promote integrated industrial upgrading，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both soft and hard envi⁃
ronments，establish a marketing promotion system，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and tour⁃
ism industr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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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人们对自

身健康、工作和生活环境健康的要求不断提升，在

此背景下健康中国建设应运而生［1］。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演进，让经济要素从全球性流动转变为区域

性流动［2］。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提出了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3］。融汇着多重要素流动的旅游业在

“健康中国”战略下，迎来了康养旅游这一新蓝海［4］。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在文旅部印发的《“十四

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高质量”出现了 11次，高

质量发展成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优质发展、文旅融

合、智慧旅游等多个方面［5］。

攀西经济区是全国康养旅游的发起者和倡导

者，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索其康养旅

游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对推动攀西

经济区转型升级、建设成渝地区阳光康养度假旅游

“后花园”和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满足人民群

众幸福生活需求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康养旅游是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一直

是重要话题。国外将健康和旅游结合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的保健旅游（ healthcare tourism）［6］，经
过 30 余年的积累，研究主题相对广泛，在背景探

讨、概念辨析、供需探索、专项研究［7］等方面成果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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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内学界从 21 世纪开始关注康养旅游，学者

聚焦于康养旅游供给研究［8-12］，为康养旅游发展研

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缺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对保健旅游、健康旅游、养生旅游、医疗旅游和康养

旅游等相关概念界定不清［7］，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康

养旅游研究的推进；二是相对于健康旅游、养生旅

游而言，对康养旅游进行研究相对较少［7］；三是学者

多关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康养旅游产业发

展程度相对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我国前列的地

区［13］，且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相对

不足［14］。
作为全国康养旅游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攀西经

济区的康养旅游发展逐步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学者梳理了攀枝花康养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

遇和威胁［15］；分析了攀枝花康养旅游与房地产业的

互动关系，提出二者良性互动的途径［16］；从健康养

生的视角进行了盐边县康养旅游的开发研究［17］；探
讨了安宁河流域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18］；通过

构建“八性”评价体系对攀枝花二滩欧方营地康养

旅游资源进行评价，提出开发策略［19］；通过主成分

分析法对比分析了攀、凉两地康养旅游的优势和劣

势［20］。学界关于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的研究多局

限于攀枝花市，且研究深度和广度严重滞后于区域

康养旅游发展。本文在深入分析攀西地区康养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的基础上，结合网络和

实地调研，分析康养旅游发展的现状及可能存在的

问题，从健全协同发展机制、推动产业融合升级、完

善软硬环境建设、构建营销推广体系四个方面探讨

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二、研究区概况

（一）自然生态环境

攀西经济区包括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 2
个市（州），是四川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发展潜力

较大的地区。攀西经济区地处中国西部阳光地带，

平均日照保持 8小时，年日照数达 2 700小时左右，

全年无霜期达 300天以上，年均气温为 20.2℃，相对

湿度在 55%~60%。全市林地面积达到 444.7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52%，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达到 95.8%［21］，优越的生态环境让旅游者既

能调节身体健康又能舒缓心理压力。此外，经济区

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传统中草药类资源达 2 500
余种，总蕴藏量及名贵药材种类数量占四川全省一

半以上，以盐边桑葚、重楼，米易何首乌、柴胡，仁和

铁皮石斛、白芨等为主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大约 15万

亩，建成“中国块菌之乡”基地、辣木种植基地［22］。
（二）人文环境

攀西经济区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共有 43个
民族，2021年末全区户籍人口为 645.77万人，其中

少数民族为 320.78万人，占总人口的 49.67%［23-24］。
经济区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凉山州有彝族年、彝族

火把节、毕摩音乐等 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有“人类母系社会活化石”之称的摩梭文化；攀枝

花是中国三线建设的历史缩影，“象牙微雕”钢城、

成昆铁路、二滩水电站等工业遗产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三线文化、工业文化、移民文化等多彩文化，是中

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记忆［25］。据四川省文旅厅

统计数据，经济区现有文化馆 24个，博物馆 11个，

其中包含 1个三线建设博物馆和全球唯一反映奴隶

社会形态的博物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

三、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理论逻辑

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攀西经济区转型

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理论逻辑包含内在

需求和现实基础两方面（如图1）所示）。

（一）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1.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服务

国民健康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社会全面

发展的必然要求，《“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指

出实现全民健康是“健康中国”建设的根本目的。

当前我国面临慢性病以及人口老龄化在内的诸多

健康威胁，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十四五”健康规划》（简称《规

划》）应运而生。《规划》指出要做优做强健康产业，

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健康

旅游发展，加快健康旅游基地建设。康养旅游是全

生命周期健康产业链的一环，发展康养旅游不仅能

够满足老年人群健康养老、中年人群健康养生，还

能满足青年人群健康养情、少年人群健康养智、婴

图1 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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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人群健康养育服务的需求。攀西地区具有得

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资源优势，发展康养旅游产业

能够为健康中国和健康四川建设提供服务。

2.为双循环新格局提供支撑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区域化、

本土化和周边化成为“新流动性社会”的发展趋

势［3］。为应对要素从全球流动格局向区域流动格局

转变，国家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因此，

康养旅游业应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旅游市场优

势，充分挖掘内需市场潜力，通过扎实推进国内康

养旅游大循环带动国际康养旅游循环，促进旅游经

济在新时期新发展格局中进一步发挥支撑带动

作用［26］。
3.满足人民康养旅游新需求

自 2000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1年末全国 65岁及以上人口

已达 20 0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4.2%；四川省和

攀西经济区 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为 1 416.76万人

和 65.36万人，占 16.93%和 10.77%，日益严重的人

口老龄化为康养旅游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新时代新环境下，更“惜命”的 80、90后追求健康旅

游的意愿也显著提升，将成为康养旅游的重要位客

群。此外，青少年、婴幼儿也有康养需求。攀西经

济区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能够满足全龄段对康养

旅游服务的新需求。

（二）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1.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党的十九大报

告、《“十四五”健康规划》均指出要发展健康产业，

推进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四川省“十四五“文化和

旅游发展规划》指出，要积极开发生态康养、温泉养

生等系列产品，培育健康旅游品牌，创建一批国家

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国家（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基地，省级森林康养度假区。四川省出台了《四

川省康养旅游规划》《四川省大力发展生态康养产

业实施方案（2018-2022）》《关于进一步推动健康旅

游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予以支持。《攀西经

济区“十四五”转型升级发展规划》指出要构建阳光

康养旅游产业、康养旅游市场、康养旅游环境三大

体系，建设攀枝花国际阳光康养旅游城市和凉山州

阳光康养度假旅游城镇群，将攀西经济区打造成世

界知名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还出台了多个文件，

着力推进“医、康、养、健、智”五位一体的康养旅游

产业创新发展。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成为攀西康

养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和前进指引。

2.丰富的康养旅游资源

攀西经济区独特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孕育

了优质的康养旅游资源，以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为

主要类型的二滩国家森林公园、攀枝花苏铁林、邛

海国家湿地公园、昭觉谷克德国家湿地公园、泸沽

湖国家风景名胜区、螺髻山自然保护区等具有旅游

与保健的双重价值。据四川省文旅厅统计数据，截

至 2022年 3月，攀西地区共有A级（及以上）旅游景

点（区）72处，其中 4A级旅游景点（区）19处。本研

究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攀西经济区现有的康养旅

游资源进行了梳理，并依据国家标准（GB/T18972-
2017）《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方法》将经济区

康养旅游资源分为 8大主类，19项亚类，如表 1
所示。

3.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

攀西经济区地处川西南、滇西北区域，是四川

重要的工业基地，区域生产总值从 2015年的 2 240
亿元增加到 2021年的 3 035亿元。老工业基地调整

改造加快推进，工业增加值达到 944.7 亿元。亚热

带水果、冬春蔬菜等特色农业量效双增，农业增加

值达到 503.6亿元。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第三产

业增加值达到 1 152.4亿元，有利于康养旅游产业的

发展。人均GDP从 2015年的 7 5078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93 719元，增长率为 24.8%；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5年 24 191元增长至 2021年的 39 033元，增长率

达到 61.35%（图 2）。可见，攀西区域经济一直以稳

定的态势持续发展。康养旅游业对于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有着较大的依赖，经济区良好的经济发展条

件将很大程度上推动区域康养旅游业的高质量

发展。

4.不断壮大的客源市场

近几年，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政策红利和资金持

续投入，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市场需求整体扩大，

游客接待能力也有所提升。如图 3显示，2015-2019
年攀西经济区接待旅游总人数增长了 3 448.96万人

次，年均增长 19.6%，旅游总收入增长了 492.3亿元，

年均增长 27.1%；2020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

所下滑，但同比 2015年，接待旅游总人数增长了

15.9%，旅游总收入增长了 29.8%，可以看出攀西经

济区旅游市场整体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尽管 2021
年攀西经济区旅游发展数据未公布，但根据文旅部

对全国旅游市场统计数据，2021年国内旅游总人次

和旅游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12.8%和 31.0%，

旅游业已有所复苏。在后疫情时代以及“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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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依托国内超大旅游市场规模，培育

和壮大旅游市场内生动力，应成为攀西经济区康养

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内容。

四、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及

问题

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有区位优势、生

态优势和资源优势，但相比康养旅游发达地区，仍

存在一些问题。

（一）区域协同机制不佳，康养旅游联动效应较弱

一方面，攀枝花市和凉山州在出台康养旅游发

展相应政策和制度时，皆立足于各自行政区域的增

长点，没有全面平衡攀西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情况。

如凉山州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将旅游业列为

首位产业，而攀枝花市提出要打造钒钛与康养两张

名片，但工业发展与康养旅游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

免的，康养旅游的市场形象必然会受到攀西战略资

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影响。另一方面，目前

各区域康养旅游发展不平衡，如攀枝花市在贯彻全

民化康养理念过程中，已逐步构建起“年轻人养身、

中年人养心、老年人养老”的康养基地，而凉山州虽

大力倡导发展康养经济，但仅西昌市一枝独秀，其

他地区的康养经济发展皆无可圈可点之处。如何

破除行政区划局限，健全区域协同机制，实施对外

抱团发展，对内交流互鉴，促进区域康养旅游联动

发展，打造攀西经济区阳光康养旅游综合体迫在

表1.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资源分析表

主类

A地文景观

B水域景观

C生物景观

D天象与气候景观

E建筑与设施

F历史遗迹

G旅游购品

H人文活动

亚类

AA自然景观综合体

AB地质与构造形迹

AC地表形态

BA河系

BB湖沼

BC地下水

CA植被景观

CB野生动物栖息地

DA天象景观

DB天气与气候现象

EA人文景观综合体

EB实用建筑与核心设施

EC景观与小品建筑

FA物质类文化遗存

FB非物质类文化遗存

GA农业产品

GB手工艺品

HA人事活动记录

HB岁时节令

典型代表

攀西格萨拉大裂谷、黄联土林

盐源公母山、木里石祖、雷波金海山卧佛

米易龙潭溶洞、螺髻山仙人洞、龙湖溶洞

邛海国家湿地公园、昭觉谷克德国家湿地公园、雅砻江大峡谷、安宁河河谷

泸沽湖、邛海、彝海、黑龙潭、螺髻山海子群

红格氡气温泉、普格温泉、米易观音温泉、西昌川兴温泉

二滩国家森林公园、攀枝花苏铁林、大黑山森林公园

二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攀枝花苏铁自然保护区

格萨拉霞光日出、邛海夜月、泸沽湖夜月

龙肘山的云海、格萨拉云雾景观、西昌的卧云烟雨

彝海结盟遗址、西昌大洋堆文化遗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诸葛亮南征故道、蜀

云居康养度假村、“象牙微雕”钢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三线建设博物

馆、普达阳光国际康养度假区、红格国际运动康养温泉度假区、凯地里拉温泉

康养度假营地、攀枝花康和悦都普达养生度假村、攀枝花市蓝湖康养中心、攀

枝花市长江源国际康养中心、红山国际康养度假村

凉山彝族村寨、泸沽湖畔摩梭人村落、纳西族村落、会理古城

西昌地震碑刻、昭觉汉代石表、昭觉博什瓦黑岩画

西昌古城门楼、会理古城门、德昌钟楼及古塔

毕摩音乐、彝族擀毡技艺、彝族银饰制作技艺、彝族刺绣、彝族年、彝族婚嫁、摩

梭文化、傈僳族织布技艺

枇杷、石榴、芒果、脐橙、樱桃

迤沙拉苴却砚、彝族漆器、金沙砚、民族服饰、彩陶

彝海结盟、会理会议、红军巧渡金沙江

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迤沙拉赛装节、摩梭人转山转海节、金沙江国际漂流节、

中国攀西石榴节、攀西生态旅游节、攀枝花国际长江漂流节、攀枝花欢乐阳光

节、大凉山国际戏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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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睫。

（二）产业融合力度不足，康养旅游新业态产品较少

自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决策部

署以来，攀西经济区围绕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文旅康养“后花园”，按照“全域化布局、全时化服

务、全龄化康养”的要求，不断拓展康养业态领域，

产品开发模式涵盖康养度假营地、康养中心、康养

度假村、养生度假村、湿地公园、竞训基地等形式，

打造了大香格里拉阳光生态之旅、安宁河谷阳光康

养度假之旅、环螺髻山阳光冰雪温泉之旅等数条康

养旅游线路，以及三线建设博物馆——航天科技

城、攀枝花苏铁研学基地、行远牧业等康养研学线

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养身、养心、养智”三大类康

养线路产品，能够较好地满足旅游者康复养老、休

闲度假、研学健身等基本康养需求，但与传统中药、

农业、体育、文化等产业融合度不高，新业态康养产

品较缺乏，目标客户群范围较小，康养旅游边际效

用未能实现最大化。

（三）软硬环境建设缓慢，康养旅游配套基础较差

交通设施方面，在四川“四向八廊”战略大通道

建设背景下，攀西地区保安营机场和青山机场共计

通航城市 29个，航线数量已达 36条，攀枝花站和西

昌站共开行 10对动车组，京昆高速、雅西高速、丽攀

高速、攀大高速贯穿境内，交通路网不断改进。目

前攀西 2小时经济圈仅限于区域内各城市，4小时经

济圈能辐射的城市仅通海、玉溪、楚雄和禄丰，其他

城市游客到攀西的交通路程时间花费较长。旅游

住宿接待设施方面，如表2所示：

可以看出 2015-2021年攀西经济区星级饭店总

量略有波动。据四川省文旅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6月，攀西经济区仅有 1家五星级酒店，11家
四星级酒店，其中 7家位于攀枝花市，2家位于西昌

市。纵观国内其他旅游城市，四、五星级酒店数量

图2.攀西经济区2015-2021年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演化图

（数据来源《攀枝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凉山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3.攀西经济区2015-2020年旅游发展情况图

（数据来源《攀枝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凉山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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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家和 5家以上。相比而言，攀西地区旅游住宿

接待设施较为落后，难以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医

疗卫生设施方面，如表3所示：

可见，近年来攀西经济区医疗卫生事业各项指

标均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2015年~2021年平均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平均每千人口执业（助理）

医师以及平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分别增加了 2.65
人、0.85人、1.32人。康养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支撑之一是医疗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但攀西各

地康养体系不均衡，攀枝花作为国家首批医养结合

试点城市之一，拥有 5家三甲医院，对外地康养老人

的年均容量已达到 10万人次；凉山州内虽有 3家三

甲医院，但都在西昌市，县级层面的医养条件有待

改进，且资源分散，未形成康养体系；医疗条件不符

合康养旅游城市标准。

（四）营销推广力度不够，康养旅游品牌效应较弱

攀西经济区作为全国“康养产业”理念和“阳光

康养旅游”概念的首创地，率先创建“中国阳光康养

旅游城市”，并塑造“英雄攀枝花 阳光康养地”“五彩

凉山 度假天堂”两大品牌形象。近年，依靠大凉山

国际戏剧节、彝族火把节、央视热播电视剧《火红年

华》进一步树立了自身的旅游文化品牌。但与青

岛、三亚、秦皇岛、珠海等地区相比较而言，攀西经

济区康养品牌推介力度不够，在互联网、广播、报

刊、标语、平面广告和招示牌等媒介进行宣传时，缺

少名人代言，其阳光康养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还比较弱。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App等技术在

攀西康养产业中还未得到广泛运用，丰富独特的生

态、旅游、养生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宣传，多彩荟萃的

民族文化与奋进创新的三线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发

挥，除了四川省内游客及云南西北部游客之外，其

他地区的人对攀西地区不太了解，优质的康养资源

“养在深闺人未识”。

五、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现路径

根据康养旅游产业发展的内生规律，结合攀西

经济区康养旅游现实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

外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经验，着力探索攀西经济区

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以战略为引领，健全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区域

联动发展

攀西经济区应共同研究并综合国家少数民族

政策以及乡村振兴、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

进一步深化“一家亲”历史观、“一体化”发展观、“一

盘棋”大局观，在巩固扩大攀西区域合作既有成果

的基础上，全面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优势互补、

形成合力，推动地理上的“山水相连”变为发展上

“浑然一体”，将攀西经济区打造成为富有本土特色

表2 2015-2021年攀西地区星级饭店发展情况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星级饭店

数量/个
38
38
36
37
40
40
37

四星级饭店

数量/个
10
11
11
11
11
11
11

五星级饭店

数量/个
1
1
1
1
1
1
1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局数据整理

表3 2015-2021年攀西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情况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医疗机构

数/个
2 092
2 062
2 062
2 054
2 121
2 127
6 052

医疗床位

数/张
31 707
33 311
36 466
37 745
38 585
39 737
40 400

每千人口

床位数/张
5.09
5.35
5.78
5.91
6.03
6.20
6.64

卫生技术

人员/人
2 7071
29 116
30 871
32 712
34 739
39 439
42 774

执业（助理）

医师/人
9 158
9 592
10 905
11 313
11 891
12 591
14 145

注册护

士/人
11 663
12 839
14 613
14 850
16 031
18 116
19 433

每千人口卫生

技术人员/人
4.35
4.67
4.89
5.13
5.43
6.15
7.03

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人
1.47
1.54
1.73
1.77
1.86
1.96
2.32

每千人口注

册护士/人
1.87
2.06
2.32
2.33
2.51
2.83
3.19

数据来源：《攀枝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凉山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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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增长极，迭代提升经济区的康养旅游产业影

响力与竞争力。攀凉两地应紧密协作，携手构建经

济区“两核三廊八区”全域旅游格局。以西昌、攀枝

花为区域“双核”，发挥旅游集散功能，增强城市旅

游承载服务能力，辐射带动会理、昭觉、冕宁、木里、

米易、盐边等重要旅游节点城市完善功能，形成全

域旅游发展态势。以京昆高速为轴线，沿安宁河谷

打造攀西阳光生态经济廊道；以宜攀高速为轴线，

沿金沙江打造高峡平湖生态康养廊道；以G247为轴

线，沿攀枝花—稻城国道打造高山生态景观廊道。

围绕“三廊”规划布局一批阳光度假、康养度假、滨

水度假、高山生态、文化体验、城市休闲精品旅游线

路。整合区域优质旅游资源，协同推进泸沽湖滨水

度假区、螺髻山温泉度假区、彝海—灵山文化度假

区、会理文化度假区、雷波马湖滨水度假区、凉山东

部旅游度假区、二滩—格萨拉生态度假区、米易—

盐边康养度假区建设，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旅游综合

开发。

（二）以资源为依托，推动产业融合升级，做亮康养

旅游产品

攀西经济区应依托自身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

禀赋，推动康养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升级，做

亮康养旅游产品，多方位多举措拓展康养旅游产

业链。

首先，阳光康养与城市度假融合。以经济区独

有的三线精神、航天精神为依托，重点推进攀枝花、

西昌、会理等城区旅游化系统建设，打造兼具城市

功能和旅游吸引力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建设攀枝花

国际阳光康养旅游城市和凉山州阳光康养度假旅

游城镇群，做大城市康养旅游品牌。

其次，阳光康养与文化体验融合。以经济区最

突出的民族文化、移民文化及红色文化为轴线，加

快建设大凉山彝族文化核心体验区、红色旅游融合

发展示范区，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

设。利用现代废弃矿区、工业遗址等工业资源，重

点建设三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做强文化康

养旅游品牌。

第三，阳光康养与乡村休闲融合。依托生态环

境优势，以旅游特色镇、旅游新村、田园综合体建设

为突破口，打造兼具观光、休闲、康体等功能的旅游

项目，增强原野风情、艺术创作、个性摄影等体验

度，精心打造一批天府旅游名镇名村，做优“彝族

村”“悬崖村”“傈僳村”“画家村”“米易梯田”等乡村

康养旅游品牌。

（三）以要素为保障，完善软硬环境建设，夯实康养

旅游发展基础

康养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除了依托独特的资

源和康养基地以外，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康养旅游系

统。首先，应完善旅游各相关要素。抓住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机遇期，打通对外多向大通

道，畅通内循环。加快推进攀枝花—大理—瑞丽铁

路、宜宾—西昌—攀枝花高铁、攀枝花—丽江—大

理等高铁通道及宜攀、丽攀、乐西、西昭、西香、德

会、峨汉等高速公路建设，提高旅游交通道路等级，

构建“快进慢游”交通网络；注重绿色环保产品的开

发与设计，改造提升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度假酒店，

保障阳光度假、康养度假、滨水度假、高山生态、文

化体验、城市休闲精品旅游沿线餐饮住宿数量和质

量；完善自驾车营地、充电桩、停车场、无障碍设施、

旅游公厕、标识系统等设施配套，全方位提升游客

体验。其次，应强化技术赋能。利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建设智慧旅游大数据系

统和智慧康养系统，以实现精准优质服务，提升游

客体验。最后，应强化人才支撑。一方面，以攀枝

花学院康养学院为基础，探索康养旅游人才培养模

式，制定康养旅游人才培养方案，培育适应康养旅

游消费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加强对现有

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其在康养护理和旅游接待服

务方面的专业技术能力及职业综合素养，培训康养

旅游行业大师和“大国工匠”。

（四）以需求为导向，完善营销推广体系，扩大品牌

知名度和影响力

攀西经济区应在遵循市场运行规律的前提下，

利用新发展格局构建这个机遇期，全力开拓攀西区

域、川西南滇西北、国内国际“三个圈层”康养旅游

市场。首先，实施“123+8”旅游营销模式。“1”是指

攀西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2”是指以西昌、攀

枝花为区域的“双核”，“3”是指安宁河谷阳光生态

经济廊道、金沙江高峡平湖生态康养廊道、攀枝花

—稻城高山生态景观廊道，“8”是指泸沽湖滨水度

假区、螺髻山温泉度假区、彝海—灵山文化度假区、

会理文化度假区、雷波马湖滨水度假区、凉山东部

旅游度假区、二滩—格萨拉生态度假区、米易—盐

边康养度假区。具体来说，攀西经济区可以整合利

用《火红年华》及所辖三区十八县的旅游资源，联合

推出一批文化节庆、文艺娱乐、体育赛事、会议展

览、巡回推介会等抱团营销活动，如探索举办攀西

康养旅游文化节，策划“攀西十佳康养旅游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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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攀西康养旅游免费体验者”等活动，形成康养

旅游市场形象的整体宣传合力。第二，构建“4+4”
营销系统。综合利用传统媒体开展强化营销、利用

新型媒体实施精准营销、利用传播载体实现植入式

营销、利用节事活动进行整合营销，构建完善的康

养旅游营销推广体系（见表 4），切实增强对“内圈”

的吸引力，对“中圈”的辐射力和对“外圈”的影

响力。

六、结语

作为融合了旅游业和“大健康”产业的康养旅

游，拥有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发展空间巨大的蓝海

市场。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资源赋存良好、优势明

显，在健康中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及全域

旅游四重国家战略的有序推进和一系列利好政策

的大力支持下，相信随着当地旅游活动健康性、文

化性和生态性的提升，康养旅游产业定会实现高质

量发展，助力推进攀西经济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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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攀西经济区康养旅游营销推广体系

营销系统

传统媒体

强化营销

新型媒体

精准营销

传播载体

植入式营销

节事活动

整合营销

营销手段

新闻、广播、报纸、户外广告等

微信、微博、微视、抖音、官网、旅游合作网站等

综艺栏目、影视节目

文化节庆、文娱活动、体育赛事、会议展览、巡回推介会等

目标市场

“内圈”市场

“中圈”市场

“中圈”市场

“外圈”市场

“中圈”市场

“外圈”市场

“内圈”市场

“中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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