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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发展森林康养的目标定向、历史机遇及实现路径
——以乡村振兴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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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凉山森林康养的发展带来了供需两旺的重要历史机遇。同时，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在原则高度上规范并调整着凉山森林康养发展的目标定向，使其在充分享有政策利好的条件下，更好地服务于乡村

建设、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内在价值和主体地位的重塑。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森林康养需要开辟一条与乡村振兴战略同

频共振、协同一致的道路，这主要包括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利益联结的共同发展路径、风险防控的稳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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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Orientation， Historical Opportunity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Liangshan Forest Therapy Industry Development ：

As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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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new era,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brought important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angshan forest therapy industry with prosperity 
in both supply and dem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cally regulates 
and adjusts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Liangshan forest therapy development, so that it can better serve the rebuilding of 
inherent value and principal status of rural constructio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erms of the choice 
of development path, forest therapy industry needs to open up a path that resonates and harmonizes with the rural re⁃
vitalization strategy which includes explor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 common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est linkage, an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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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开展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是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的重大决策部署。自党的十九大正式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纷纷出台政策、制定规划，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与森

林康养产业相结合。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

出：“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

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

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1］标志着在国家政策

层面，森林康养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的

重要举措。2019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民政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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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卫生健康委以及国家中医药局四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首次在国

家政策层面上全面阐述了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

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明确提出发

展森林康养产业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措施，是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

要求，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选择”［2］。正

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高位支持以及康养需要的内

在推动下，森林康养这一林业领域的全新业态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意味着森林康养进入了快

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3］。
凉山州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全国保存面积最大、最成功的东西

河飞播林区，具有丰富的森林康养资源基础和

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是森林资源丰富。全州林

地保有面积 5 981万亩，占辖区面积的 66.2%，森林

面积居全省第 2位，森林覆盖率 45.1%，林木覆盖率

61.9%。二是景观资源多样。有溶洞、古冰川、温

泉、高山湖泊、原始森林区、飞播林区等景观。三是

气候资源独特。凉山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立

体气候明显，日温差大，年温差小，年均气温 17℃，

日照充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宜游，具有开

展阳光沐浴森林康养的优越条件等等。从资源富

集条件和覆盖地域比例来看，凉山林业产业发展是

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然

而，如何立足凉山州丰富的林业资源，抓住森林康

养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高标准制定产业发展战略

规划，寻求先进的产业发展路径，避免低水平的资

源浪费经营模式，实现产业可持续性发展，有效助

推凉山州全面乡村振兴是目前凉山森林康养产业

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凉山发展森林康养的目

标定向

乡村振兴战略以总领全局的“总抓手”地位，统

筹和引导着新时代广大农村各项工作的具体展开。

森林康养是新时代乡村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发展方向自然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规范

与调整。时至今日，党和国家已经在多项政策、规

划中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做出了

丰富的阐述。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规范和调整

下，除无可非议的利润目标外，凉山发展森林康养

应当以彰显林业、林区、林户的内在价值和主体地

位为主要目标定向。

（一）提升凉山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目标

传统林业是以资源利用的方式彰显着林业的

内在价值。然而，在工业化的冲击下，传统林业被

判定为可循环但低水平的资源性经济，林业产业在

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处于产业体系低端的初级生产

部门。针对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下降，林业内

在价值的重新定位也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林业现

代化不是对传统林业的全盘否定，而是在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视域下，实现林业内在价值在新时代更高

水平的复归。换言之，提升林业的经济效益、回归

农业的生态效益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林业现

代化的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凉山发展森

林康养应当以提升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

目标。具体而言，森林康养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和特点，融合林学、医学、养生学等多学科，汇聚森

林、医疗、养老、旅游、文化等多产业于一体，创造出

超越传统林业的全新业态。从而以现代科学技术

之成果、全产业融合之力量，打破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不可兼得的时代困局。

（二）保障林区社会综合性功能的目标

同林业的遭遇一样，林区作为居民生产生活的

家园，也在城镇化浪潮中遭遇了内在价值的失落，

尤其是我国中西部的广大林区，普遍出现林户锐

减、林业产业急剧萎缩、林区发展弱化的普遍性现

象。面对林区综合性功能的衰落态势，现代化是否

等于单纯的城镇化，是否带来林区衰败等问题，开

始成为林业领域关注的焦点。尽管这些问题在理

论上尚有讨论的余地、在实践上仍有探索的空间，

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已经表明，林业现代化就是提

升林区的综合性功能，重塑林区的内在价值。换言

之，林业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的现代化、村落的城

镇化，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留住人民群众的

乡愁，保护万千林户的固有家园。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凉山发展森林康养应当以完善林区社会综合性

功能为目标，使林区在延续与重塑的辩证发展中，

成为与现代社会整体发展相适应的生命、文化共同

体。一方面，森林生态环境是林区这一生命共同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的

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

在土，土的命脉在树。”［4］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不能

建设一个独立的康养基地，而需要通过森林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修复，为生态宜居的林区提供良好的自

然环境。另一方面，森林康养发展过程中也不能脱

离林区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基因，仅凭借外在的理念

构建人居、人文环境，而应在构建康养人居环境和

··31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人文环境的过程中，充分发掘符合生态、健康要求

的林户生产生活方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凉

山广大林区的发展和建设。

（三）增强林户主体地位的目标

伴随着原有发展模式林区的衰微，林户的主体

地位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

下，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坚持林户的主体地位，肯定

了林户在中国式林业发展现代化中的主人翁地位，

高度认同林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主

体意识、主体能力，确认林户是推动林业林区现代

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正是依据这一点，森林康

养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土地、资金、技术问

题，而是如何确立和巩固居民在森林康养发展全过

程中的主人翁问题。考虑到社会资本和外来人才

相较于本地居民的优势地位，在森林康养建设中，

尤其需要杜绝资本圈林开发、驱赶本地居民的异化

模式，也必须防范外来人员排挤本地居民的扭曲模

式。归根到底，维护林户的主体地位是凉山州森林

康养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资本和外来

人才既要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又要成为

调动林户主体能动性、促进林户持续增收、增强林

户幸福感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撑。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凉山发展森林康养的历

史机遇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下，在实施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支持下，森林

康养在近几年时间内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标志

着森林康养的发展进入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具

体而言，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实施全面乡村振兴

战略，能够为凉山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两个方

面的历史机遇。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激活凉山森林康养

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了深刻转变，其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

医疗保健、养生养老的需要与生态建设，康养建设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尤其突出。随着改革开

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一方

面，我国已经拥有实现生态环境、健康养生等更高

要求的雄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生态环境污染、人民身

心高负荷运转为代价，导致目前我国在生态和康养

领域存在不足。换言之，目前我国有能力开展生

态、康养建设，人民可以获取生态、康养方面更好的

服务。尽管生态、康养领域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但人民对生态、康养的需要却很难自发地转化为森

林康养发展的动力。恰恰相反，如果在森林生态环

境被污染、乡风文明被破坏、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

后的情况下，这些潜在的消费者有可能从既有的、

更为成熟的康养模式中进行选择。森林生态资源

始终是乡村这一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组

成部分，它不可能脱离乡村而独立地面对消费者。

如果没有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和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的大力推进，原始的森林生态资源无法满

足消费者的生态、康养需要，消费者无法便捷地前

往森林康养基地并获取现代化配套设施的服务。

换言之，乡村是森林康养的水之源、木之本。实施

凉山全面乡村振兴战略在补齐基础设施等短板弱

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

程中，自然能够以更为优良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以及更好的基础设施吸引消费者前往森林康养基

地获取生态、康养服务。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保护凉山森林康养所

需的自然环境

良好的森林生态资源是森林康养赖以存在的

命脉所在，只有拥有较高的植被覆盖率、丰富的动

植物种群以及优良的气候、空气、水资源，才能有效

承载森林康养所要求的景观价值和康养价值。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

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

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4］不难看出，修复和

保护森林离不开乡村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改善。为

解决长期以来乡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环境保护能

力薄弱的现状，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原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指导

下，通过退耕还林、乡村环境整治、乡镇污水处理等

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推进林业生产的绿色化、完

善林区人居环境的生态化，将进一步提升森林康养

的生态服务、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

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优化凉山森林康养所

需的人文环境

如果说森林生态资源是森林康养的自然基础，

那么林区的人文环境则是渗透森林康养运转全过

程的文化基因。一方面，独具特色的凉山民族文化

有助于森林康养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

特点的凉山森林康养品牌；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状

况、民风民俗、林户的文化素质以及对消费者的友

好程度同样是影响森林康养运转的重要因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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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更好地保护与开发具有丰富

民族文化资源的凉山村寨，以此为基础打造具有地

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点的凉山森林康养品牌。

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完善凉山森林康养所

需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条件是森林康养产业良好运转不可

或缺的物质前提，交通设施和康养配套设施无疑是

重中之重。首先，交通设施既是联通森林康养基地

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又是保障森林康养基地内部流

动的重要条件。有了完善的交通设施，消费者才可

能便捷地往来于城市与森林康养基地之间，才可能

安全而可靠地在森林步道、骑行道中运动、休息、徜

徉。此外，由于消费者需要在森林康养基地中停留

较长的时间才能起到医疗、养生的功效，这就涉及

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及游玩、购物等

娱乐需要的满足。因此，消费者对基地的康养配套

设施、基本生活设施以及娱乐设施的要求普遍较

高。实际上，凉山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经济发

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等现状仍然是制

约凉山乡村全面振兴的瓶颈，仅靠各森林康养基地

自身的力量，远远无法实现凉山森林康养产业质的

飞跃。只有借助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在凉山实施

全面乡村振兴战略中补齐林业发展中的短板弱项，

缩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才能为凉

山森林康养基地建构多层次、全方位的配套设施及

配套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撑，才能以优质的服务和设

施赢得周边城市康养消费者的青睐。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满足凉山森林康养

产业发展亟须的生产要素

在市场导向下，人民对生态、康养庞大的市场

需求必然会催生出一批新的投资者和从业者。然

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障碍以及森林康养回报周

期长等方面的影响，投资者和从业者进入森林康养

产业仍有着不小的顾虑和障碍。实施全面乡村振

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原

则，这在增加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本对林业产业发展

投入的同时，自然有助于满足森林康养亟须的生产

要素。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提升国家对森林康养

产业的支持力度

森林康养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给投资者造

成不小的难题和障碍。因此，森林康养相较于传统

林业更需要人才、资金等资源的长期投入，更需要

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资源的倾斜。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扭转了长期以来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政策

取向，凝练地表达了新时代林业全新的发展逻辑和

资源配置原则。这意味着凉山实施全面乡村振兴

战略背景下，广大林区的发展也将获得更为优厚的

资源配置。正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所指出的：“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

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

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1］凉山森林康养不仅

是以林业为主体的新兴业态，更由于其对生态环

境、大众健康以及乡村发展的正面效应而具有公益

性的特点。因此，凉山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更应当在

融资、人才技术引进等方面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提供

政策扶持，充分满足森林康养发展所需的生产

要素。

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打破束缚凉山森林康

养的制度壁垒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影响

下，一方面，城市对乡村的虹吸效应远大于辐射效

应，在大部分地区生产要素都是单向度地从乡村流

向城市；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从城市向乡村的流通

还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这导致投资者不能顺

畅地对乡村产业进行投资，从业者也很难放心地投

身于乡村产业的发展。事实上，乡村的全面振兴的

基础和保障必然是乡村产业的发展。如果说坚持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凉山广大林区的发展更多的

是强调外生性的国家干预，那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则是以内生性的制度变化，为社会资源进入林区扫

清体制机制障碍。实际上，只有逐步破除凉山城乡

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凉山城乡融合一体化

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才能真正解决凉山森林康养从业人员在医疗保障、

公共服务、教育就学等问题上的后顾之忧，才能让

本地林户和外来从业人员安心投身凉山森林康养

的长期化建设和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凉山发展森林康养的实

现路径

近年来，凉山森林康养迅速兴起，但由于发展

起步晚、产业基础薄弱、经验积累不足等原因，各地

森林康养的建设尚未真正突破森林旅游这种单一

的产业模式，这不仅与森林康养的成熟形态存在明

显落差，也离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有着不小差距。

实际上，森林康养是一个多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期

性、系统性工程，需要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则性

要求，也需要立足于乡村全域发展的整体性视野，

探索森林康养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全面实现乡

··3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村振兴战略下凉山发展森林康养的实现路径主要

有以下三点。

（一）产业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

从森林康养本身的产业定位来看，它是“利用

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并

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生、康复疗

养、健康养老的服务活动”［2］。换言之，多学科、多产

业融合发展始终是凉山森林康养建设的应有之义，

也是凉山森林康养区别于传统林业、旅游业、医疗

卫生等行业的创新之处。首先，凉山森林康养应当

主动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体系”［1］的要求，将自身的发展目标融入产业融

合的发展体系之中，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同

时也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扶持、资源支持，加

速凉山森林康养产业自身的发展。其次，凉山森林

康养的产业融合发展，不是以工商资本为中心、从

第二、第三产业向林业扩张的模式，而是以林户为

主体、从林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拓展的模式。这就

需要以新理念、新技术武装林户和林区乡村基层组

织，使林户及其集体组织成为能够肩负起产业融合

创新之路的生产、经营主体。最后，凉山森林康养

产业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具体

的森林康养产品和服务上来。凉山森林康养的产

品和服务不是在头脑中构想的产物，它们的设计和

生产必须与凉山资源森林、阳光、民族文化资源和

城镇居民对康养生活需要相契合。现代城镇居民

多样化的康养需求，要求凉山森林康养必须与医

疗、休闲、养老、教育、健身等多个领域相融合，在养

生理念和现代技术的支撑下创造出“森林主导康

养、森林运动康养、森林体验康养、森林辅助康养、

森林科普宣教康养、健康管理服务”［5］等层次丰富的

凉山森林康养产品和服务。 
（二）利益联结的共同发展路径

森林康养作为一个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工程，其

发展不是单一主体所能承担，故而离不开多方利益

主体的协同一致、共同推进［6］。因此，处理好利益主

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构建公平高效的利

益联结机制就成为促进凉山森林康养发展的必要

路径。森林康养的利益联结机制实质上是投资者、

从业者等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调节过程，涉及林

户、企业与政府等多方主体的互动关系。构建凉山

森林康养的利益联结机制首先要处理好多元利益

主体与林户的相互关系，既要以利益联结机制吸引

多元投资主体以合作、合资等形式投入森林康养的

建设；又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保护相对弱势的

凉山广大林区本地居民群体能够公平地获取利益，

激发林户从事森林康养生产、经营工作的积极性。

其次，构建凉山森林康养的利益主体还要处理好林

户群体内部的利益分配关系。凉山森林康养产业

必然存在外来创业人员、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

场和个体林户等多元化从业人员参与到生产、经营

活动之中。但从业人员的多元化也带来了利益的

分化，故而有必要建构从业群体内部的利益联结机

制。如何通过利益分配、利益保障模式将处于优势

地位的规模化专业从业人员与本地林户力量相结

合，则是凉山森林康养利益联结机制建设的关键所

在，也是实现中国式凉山林业产业现代化的应有

之义。

（三）风险防控的稳定发展路径

尽管森林康养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的重要举措，但不科学、不合理的开发，也可能导致

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建

立凉山森林康养的风险防控机制是保障凉山森林

康养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途径。针对凉山森林康

养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应当主要围绕以

下三个方面构建凉山森林康养风险防控的稳定发

展路径。其一，防控生态环境风险。良好的森林生

态环境是凉山森林康养的命脉和永恒魅力所在，是

凉山森林康养的景观价值、医疗价值、养生价值乃

至教育价值的自然基础。防控凉山森林康养发展

中的生态环境风险，一方面要防控遍地开花、一哄

而上的森林康养大开发而导致凉山林业总体生态

不可逆转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要防范只顾经济效

益、不论生态效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

错误产业发展路径［7］。为防止凉山森林生态资源的

过度或破坏性开发，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凉山森林康

养发展规划和凉山各森林康养基地承载负荷的上

限标准、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当地政府职

能部门的监管力度等举措。其二，防控市场风险。

市场既是推动凉山森林康养建设的最佳动力，也是

凉山森林康养所始终面临的重大风险。森林康养

的建设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前期大量资金、人

力、物力的投入，需要中后期充足且稳定的消费者

作支撑，才能维持凉山森林康养基地的长期正常运

转，使投资者、经营者和林户获得合理的、可持续的

利润回报。因此，防控市场风险，一方面，遴选优质

企业，地方政府要以长周期低成本的资金、林业贷

款贴息等方式，保障凉山森林康养产业企业的资金

链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吸取其他地区森林康养

基地的成功经验，掌握不同年龄、不同层次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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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偏好，针对凉山森林康养资源的特色开发出

多层次、多样态的森林康养特色产品，从而让凉山

森林康养从千篇一律、高度同质化的产品中脱颖而

出、赢得更大、更持久的市场份额。其三，防控政府

扶持失当的风险。尽管森林康养的部分公益性质

要求获得地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扶持，但政府举措的

失当也可能吹大森林康养的产业“泡沫”，加剧各地

森林康养行业间的恶性竞争态势。要防控政府扶

持失当的风险，必须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地位，在其他地区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特色资

源富集地区科学地展开凉山森林康养产业特色发

展之路，坚决杜绝地方政府为短期政绩而在森林康

养产业发展中打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错误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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