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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 年底，国家文旅部《“十四五”旅游规划》指

出要发展康养旅游，推动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建设。

与此同时，国务院《“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

要建设康养旅游基地，预示着康养旅游良好的市场前景。

温泉康养旅游是依托于温泉资源的康养旅游活动，其经

历了从单纯以温泉资源为核心的旅游到以产业综合发展

为目的的旅游。温泉康养旅游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仅停留在产品、资源、产业等研究之上，难上满足现阶

段对温泉康养旅游的开发要求 [1]。文章采用德尔菲法确

定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确立

了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以期为温泉康养

旅游地的开发提供科学性的指导方向。

二、温泉康养旅游相关研究综述

（一）康养旅游

西方国家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便有温泉浴场与

温泉疗法（bal-neotherapy）的盛行，贵族阶层利用温泉

浴场的兴起，发展了休闲旅游产业，奠定了现代康养旅

游的发展基石。在英文数据库中，多数是结合了 wellness

与 fitness，融入了医疗与健康的概念，康养旅游是一种

放松的自我幸福感的追求，更是一种主观的选择倾向 [2]。

例如，Coughlin JF（2008）指出康养旅游包括医疗、健

康、水疗三部分，且三者之间连续性，说明了医疗在康

养旅游中的重要性 [3]。Pessot E（2021）分析了康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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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涵盖多种相互关联的维度：身体和情感的融入、精神

与智慧的升化、社会和环境融合 [4]，综合地说明了康养

旅游的影响因素是广泛的，除了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外，

还应把社会与环境考虑在内。另有 Heung（2013）提出

康养旅游开发应结合地域文化，如中国文化中特色的中

草药、针灸、温泉、中医等元素应用于康养旅游 [5]。

国内至 2009 年大健康概念的提出，康养旅游随之

发展。国内康养旅游的典型模式主要有温泉、森林、滨

海、山地等。根据国家旅游局《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

标准》的内容，康养旅游指身心智情四者达到和谐的状

态下的各种与旅游相关的活动 [6]。

（二）温泉康养旅游

国内外学术研究并没有给温泉康养旅游下标准化的

定义。国际上普遍把温泉作为康养旅游资源，以此增强

核心吸引力。国内学者如王立红、李成红把温泉康养旅

游定义为“以温泉为载体，体验温泉，包含运动、教育、

文化、服务、养生等有利于健康的活动形式和综合手段，

达到身心平衡”。温泉康养旅游学术研究总体偏少，集中

于产品开发、目的地形象提升等应用领域 [7-8]。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与旅游部于 2018 年底正式发布了《国家温泉

康养旅游项目类型划分与等级评定》，明确了温泉康养旅

游项目的类型，并对项目开发提出发包括资源、环境、

产品、功能、人员、设备、管理、指标方面的具体要求。

该文件仅针对温泉康养旅游的发展市场与产业等现状而

设定，没有考虑可持续性的长远的发展前景与目标。

三、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建构

（一）指标体系的建构

可持续发展本身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基于可持

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基础，学者在建构其评价指标也各具

异同。根据本文主要研究方向，分别搜索了关于康养旅

游评价体系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的文献。

康养旅游评价体系：李东 [9] 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康养

旅游的评价指标为环境、医疗设施、休闲文化、经济、

市场；宋娜等 [10] 用 ISM-MICMAC 实验法得出了康养旅游

资源评价指标为资源、开发条件、环境；段金花 [11] 和李

济东 [12] 分别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分析了森林康养基

地开发潜力都包括了资源与环境。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樊亚明 [13] 和万龙 [15] 用

层次分析法研究出温泉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为同

时提到了社会、经济发展；孙九霞 [14] 用层次分析法和德

尔菲法分析了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主要指标有产业

经旺和乡风文明；崔凤军 [16] 用理论分析方法对区域旅游

可持续发展归纳出评价指标为旅游经济与社会文化；周

海林 [17] 用计算的方法得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主要指标

含经济、社会。

1、准则层选择

可以看出环境是康养旅游评价的基本组成系统，而

温泉康养旅游的本质是以温泉为核心资源的康养旅游，

温泉资源与目的地环境这两个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李东

创新了康养旅游评价，增加了休闲文化与医疗设施两个

评价系统，其它几位学者同时提到了资源、开发条件、

环境，然而开发条件是基于研究开发潜力主题而设，故

本研究只保留资源与环境两个系统。

在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研究中，不同研究主题对应

的指标有所差别，经济与社会系统是基础部分。Sheldon

（2008）提出可持续康养目的发展四阶模型 [18]。主要基

于本地资源基础，增加了支持系统，包括基础设施、周

边居民的支持、医疗知识、目的地健康组合体验等，是

构成康养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而基础设施主

要指代医疗和服务相关内容，可归于医疗系统。Ritchie 

and Crouch（2000）在可持续性目的地寿命研究中阐释了

文化的重要性，只有文化才能造福子孙，使他们获得满

意的体验 [19]。综上，除了基本系统：环境、资源、经济、

社会以外，另可增加文化与医疗两大系统。

2、指标层选择

温泉本底资源中影响资源可开发价值的主要包括水

温（低、中、中高、高、沸泉）、出水量（小型、中型、

大 型 ）、 微 量 元 素（Rn、Ra、CO3、H2S、Fe、Br2 等 ）、

温泉水质（五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根据《旅

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18972— 2003），其“养

生体验价值”为康养旅游的从属价值。而“旅游资源丰

度”与“资源知名度”为康养旅游评价指标沿用指标。

社会系统是发展温泉康养旅游的基础，也是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主要指区位条件和支持属性，区位条件选

取了交通通达性、客源市场距离、周边景区支持度 3 个

指标；支持属性选取了当地居民参与性、政府的支持度、

常住人口规模 3 个指标。

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实现旅游经济收

益的持续性增长，把其分为经济状况和产业效益两个部

分。产业效益中选取了最关键的两个点：住宿与餐饮业

收入，同时为了达到本地获益的效果，选取了带动就业

人数作为参考指标。经济状况则选取了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城镇化率 3 个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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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最核心的就是“环境限制原

则”，是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核心目标取代了经济利益最

大化的目标。温泉康养旅游环境系统分为环境保护和环

境质量两个部分，环境保护中需要有预警机制，可以从

资源保护度和污染治理达标度 2 个指标评价体现；环境

质量沿用了学者们有关康养旅游的指标，包括空气质量、

环境噪声、水体质量、土壤保护状况共 4 个指标。

康养旅游的客群是亚健康人群和老年人，优越的医

疗康养条件是提升温泉康养旅游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

关键。本研究把其分为医疗配套和服务水平两个部分。

其中医疗配套中包括：专业技术人员数、配套设施设备

质量、配套设施设备数量 3 个指标，是评价配套水平中

可以量化的指标。服务水平包括：公共服务设施、温泉

产品丰富度、教育培训。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直接影响

到康养旅游的体验，在温泉康养旅游版块，国内学者更

多的关注在产品提升，产品是开展旅游活动的途径，产

品是否能满足市场需求取决于是否具备丰富的种类，故

本研究加入温泉产品丰富度。国内康养旅游起步较晚，

对于康养旅游的知识涉足较浅，更多的从业者把康养旅

游等于同医疗旅游或疗养旅游，不管是从业人员或者旅

游者对康养旅游的特色都没有深入了解，本研究增加教

育培训指标。

文化本身与旅游相融，脱离了文化的温泉旅游与洗

浴无异。文化是康养旅游者的重要体验内容。康养文化

分为地域文化和养生文化两个部分。每个地域的文化相

去甚远，而地域文化中可以能与温泉结合较强的是节庆

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 3 个指标。养生文化则应包括：

民俗养生文化、宗教养生文化、中医养生文化 3 个指标。

民俗文化中可以表现出养生，如赛龙舟、跳舞等可以起

到强身健体的功效；宗教文化中如打坐、诵经等活动可

以缓解压力；中医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精髓，其独特的养

生文化已传于世界各地。

（二）指标体系构建的方法

1、建立层次模型

基于数据可量化、可获得，有代表性、通用性、科

学性原则，充分考虑温泉康养的特点，运用德尔菲法对

初选的评价指标进行了筛选，邀请了中医学者、旅游专

家、政府工作人员、企业领导进行了访谈，参考《国家

温泉康养旅游项目类型划分与等级评定》和《国家康养

旅游示范基地》，融入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讨论、梳

理、统计，反馈后再次征求意见并修改，并结合文献理

论，最终得出了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见

表 1。共得到 6 个准则层、12 个子准则层、38 个指标层。

2、层次分析法运用

层次分析法已被最广泛运用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类评

价指标体系，本文拟采用此方法，向专家发放问卷，根

据 1-9 标度法，对各指标打分，获得数据并计算指标权

重，过程如下：

第一步：建立准则层判断矩阵。以 O 表示目标，Hi、

Hj（i，j=1，2，…，n）表示因素。Hij 表示 Hi 对 Hj 的相

对重要性数值。并由 Hij 组成 O-H 判断矩阵 P。

第二步：计算重要性排序。根据判断矩阵，求出其

最大特征根 λmax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w。方程如下：

所求特征向量 w 经归一化，即为各评价因素的重要

性排序，也就是权重分配。

第三步：一致性检验。以上得到的权重分配是否合

理，还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当判断矩阵 P

的 CR<0.1 时或 λmax=n，CI=0 时，认为 P 具有满意的一

致性，故经过 AHP 统计软件计算得出的权重都是可以被

接受的。

整理各指标的权重，一级指标的权重分别为 0.2005、

0.1703、0.1418、0.2408、0.0876、0.1591； 二 级 指 标 的

权重可由类属一级指标权重 × 本指标的权重算出，类似

地，三级指标的权重可由类属的一级指标权重 × 所属二

级指标的权重 × 本指标的相对权重算出，汇总上述计算

的各指标权重结果，见表 1。

（三）指标权重的结果分析

1、准则层

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准则层中，权重从

大到小分布：环境 > 社会 > 资源 > 文化 > 经济 > 医疗。环

境的权重占比最高（0.2408），说明可持续发展最重要

的原则就是对已有的优良自然环境合理有效地保护；占

比第二的是资源系统（0.2005），温泉天然的资源特质

和优良等级才是开发的基础；占比第三的是社会系统

（0.2082），通达的交通和整个社会的支持是开温泉康养

旅游的必要条件；占比第四的是文化（0.1545），目前文

化系统被市场所忽视，然而开发温泉康养，其本身附带

的文化价值才是温泉康养的主要魅力。排在后面的分别

是经济与医疗，说明可持续发展不是唯利益论，相比之

下医疗系统是需要逐步完善的。

2、子准则层

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子准则层中，权重从

大到小分布：环境保护（0.1605）> 资源价值（0.1337）



235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15期

> 区 位 条 件（0.1135）> 养 生 文 化（0.1061）> 产 业 效 益

（0.0945）> 资 源 属 性（0.0668）> 医 疗 配 套（0.0584）

> 支 持 属 性（0.0568）> 地 域 文 化（0.053）> 经 济 状 况

（0.0473）> 服务水平（0.0292）。环境的保护排第一，这

说明了温泉康养基地想要可持续地发展需要设定和执行

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资源价值与区位条件分别位列第

二和第三，表明实现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要有一定

的发展基础，基本形成良好的区位优势，建立资源的开

发口碑优势。医疗配套和产业效益大于服务水平，也即

康养的基本设施设备和旅游基本配套是大于人的服务价

值的。养生文化大于地域文化，意味着温泉康养的产品

设计更应看重结合养生文化。

表1　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权重 子准则层 指标权重 指标层 指标权重

温泉康养旅游

可持续发展

（O）

资源 A 0.2005

资源属性 A1 0.0668

温泉温度 H1 0.0091

温泉出水量 H2 0.0164

温泉水质 H3 0.0285

微量元素 H4 0.0129

资源价值 A2 0.1337

旅游资源丰度 H5 0.0262

资源知名度 H6 0.0415

养生体验价值 H7 0.0659

社会 B 0.1703

支持属性 B1 0.0568

当地政府支持度 H8 0.0214

当地居民参与性 H9 0.0269

地区常住人口规模 H10 0.0085

区位条件 B2 0.1135

交通通达性 H11 0.0612

客源市场距离 H12 0.0337

周边景点支持度 H13 0.0185

经济 C 0.1418

经济状况 C1 0.047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H14 0.0118

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H15 0.0281

城镇化率 H16 0.0074

产业效益 C2 0.0945

餐饮营业收入 H17 0.0378

住宿营业收入 H18 0.0378

带动就业人数 H19 0.0189

环境 D 0.2408

环境保护 D1 0.1605

资源保护度 H20 0.0688

污染治理达标度 H21 0.0688

环境容量 H22 0.0229

环境质量 D2 0.0803

空气质量 H23 0.0195

噪声质量 H24 0.0138

水体质量 H25 0.0402

土壤保护状况 H26 0.0067

医疗 E 0.0876

医疗配套 E1 0.0584

专业技术人员数 H27 0.0114

配套设施设备数量 H28 0.0181

配套设施设备质量 H29 0.0288

服务水平 E2 0.0292

公共服务设施 H30 0.0158

温泉产品丰富度 H31 0.0087

教育培训 H32 0.0048

文化 F 0.1591

地域文化 F1 0.053

节庆文化 H33 0.0111

饮食文化 H34 0.0292

茶文化 H35 0.0127

养生文化 F2 0.1061

民俗养生文化 H36 0.0221

宗教养生文化 H37 0.0139

中医药养生文化 H38 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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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标层

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子指标层中，排名

靠前的是：中医药养生文化（0.701）、污染治理达标

度（0.0688） 资 源 保 护 度（0.0688）、、 养 生 体 验 价 值

（0.0659）交通通达性（0.0612）、资源知名度（0.415）、

水体质量（0.402）。可见，开发温泉康养的市场产品应

该充分考虑养生元素与中医药文化；对资源进行有效保

护；为了防止因大量游客进入场域后环境遭破坏，故对

污染的治理是根本；在开发选址时应该考虑到交通状况

与客源市场的距离远近，对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进行调

研。排名最后的是：教育培训、土壤保护状况、城镇化

率、地区常住人口规模、温泉产品丰富度、温泉温度。

可见，可持续发展并没有过份强调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与不足

本研究主要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建构了温泉

康养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温泉康养旅游的开发应

把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作为最核心的目标，考虑可持续发

展之路，而非单纯的以经济效益为目的，是实践中更为

理想化的选择。亦可利用评价体系，判断其可持续发展

水平和风险。

温泉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环境的保护是前提，应

该有其严格的、科学的措施。同时，应该重点关注养生

文化与体验价值，在开发之初就应该综合考虑养生要素

的高度结合，可开发多种产品，以地域文化和养生文化

为核心，提升旅游者的满意度。

本文利用德尔菲法建构指标有一定的主观性，后期

可在研究方法上选择量化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地域实际做

一步的验证，再对其指标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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