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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与康养结合下的体医发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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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养老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站在产业优化升级的角度，围绕健身与康养结合下的体医发展展开研究。首先，在对康养产业、体医结合

等相关主旨内容进行了简要概述。并结合当前社会老龄化发展趋势，对健身与康养结合的现实条件进行了全面介绍；其次，通过对目前康养产业发

展整体形势的分析，对健身与康养结合下体医发展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分别进行了梳理总结；最后，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分别详细介绍了健

身与康养结合下体医发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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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述 

（一）康养 

康养是一个较为宏大的概念，是围绕养老这一核心话题，而展

开的健康、养生、康复活动，倡导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完备的医

疗服务、周到的生活照料，使老年人能够得到身心的全面调养。随

着近年来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不断衍进，社会养老服务

需求总量急速攀升，且在养老服务需求内容上，更是呈现出了多元

化的发展态势。康养项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的，并基于强烈

的市场需求度，一经出现就迅速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今在

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引导下，康养已经逐渐从一个单一的旅游度假产

品，拓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涉及到了服务业、农业、制

造业等多产业内容。 

（二）体医结合 

体医结合顾名思义就是体育运动与医疗活动的结合。倡导通过

二者之间在功能、形式、内容、目标等各个方面的结合，将体育的

健康保健功能充分突显出来，使体育运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替

代医疗的效用，进而为存在病症、病兆、亚健康亦或是急需康复治

疗的特殊人群提供一种便捷、有效的康复途径。体医结合的概念，

早在 2004 年就被提出，当时多被运用于健身领域，倡导通过健身

来增强身体机能，达到“医未病之病”的目的。发展至今随着健康

中国发展规划的进一步实施，社会大众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体医

结合再次被提及，并成为了提升体质健康水平、促进慢性病康复、

防治亚健康等的重要“运动处方”。 实质上来看，体医结合所倡导

的是体育所代表的健康生活、运动方式，对人体在接受医院治疗后

的康复活动所起到的强大辅助效用，使人体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恢

复到健康状态。 

二、健身与康养结合的必要性 

（一）养老产业发展规划的题中之义 

十九大会议报告指出，在未来的 20 年间，我国的养老产业将

逐渐迎来其黄金发展的 20 年，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紧紧把握住“加

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积极做好养老产业

政策引导、顶层设计工作。2020 年党中央政府不仅直接将康养小镇，

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更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对

康养产业发展规划进行了全面布局。强调未来的康养产业发展，要

紧紧围绕健康这一核心内容，加快健康、养老、健身、休闲、旅游、

网络、食品等业态形式的融合，以此来促使康养产业能够迸发出全

新的生机。其中就涉及到了健身与康养结合下体医发展的相关内

容，强调指出要借助体育强身健体、娱乐身心的功能优势，来助力

于老年人的晚年健康、康复、养老，使之能够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

的一项重要活动。 

（二）康养产业持续发展的必然之选 

体育健身不仅具有广泛意义上的强身健体、愉悦身心效用，还

能够借助特定体育健身项目的实施来达到康复治疗的目的。这在以

往的体医结合概念中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被视作增强身体机能的

一项重要手段、方式存在。在健康中国发展规划进一步实施以及社

会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双重影响下，体育健身已经成为了康

养产业的重要一环，不仅有助于康养产业完整度的提升，更能够在

与养老、旅游、医疗等相关康养产业的融合发展中，发挥出巨大的

社会服务效用，使老年人多样化的康养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

就各地区康养产业发展规划来看，也多与休闲体育、健身运动等相

关，明确要求各地区必须准确掌握健身与康养之间的内在驱动关

系，全力打造集合体育休闲、健身、健康、康复、养老等于一体的

康养产业新模式，以此来增强康养产业发展潜力，使之能够可持续

发展下去。 

三、健身与康养结合下体医发展现状 

（一）取得的成效 

健身与康养的结合，不仅迎合了当今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的目标

要求，更很好的回应了社会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期待和需求。随

着近年来社会养老问题的日渐突出，建立在健身与康养结合下的体

医融合发展模式，已然成为了提升老年人体质健康水平、促进慢性

病康复、防治亚健康等的重要“运动处方”。早在 2016 年党中央政

府就在其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就强调指出健

康中国必须要始终以全民健康作为其根本目标追求，并将老年人的

健康状况，作为重点解决问题。并围绕老年人的需求、喜好、特点、

个性等，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健身与康养的融合发展，充

分发挥体医结合的功能优势。并且为进一步提升健身与康养结合的

质量，我国学术界围绕“体医融合”陆续开展了多项主题研讨活动，

并陆续成立了中华预防医学会体育运动与健康分会、体医融合糖尿

病运动康复联盟等组织。国务院方面也在最新发布的《关于促进全

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对健身与

康养结合下的体医融合发展进行了指导规划，鼓励各地医院、养老、

康复等部门积极开展运动康复师的培育工作，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

运动健康指导。以金寨恒大养生谷为例，该地区依托位于闻名全国

“长寿乡”的康养天赋优势，积极打造康养旅游经济带，在其颐养

园、康益园中，分别配备有专业的养生 SPA 中心、瑜伽馆、健身中

心、体感运动馆、羽毛球馆、台球馆、门球馆等，充分彰显了体医

融合发展的服务功效。 

（二）存在的问题 

健身与康养结合下的体医发展新思路，极具创新意义，是有效

化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类社会矛盾问题的“良方”。但碍于其发

展时间较短，经验不足的现实短板，也使得健身与康养在结合发展

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体医融合

效用的发挥。具体而言，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资

源匮乏问题。虽然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体育教育、体育服务，

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体育健身社会服务推广活动。但我国的休闲体

育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更为倾向于以青年群体为目标客户群，进

行高难度且极具挑战性的休闲体育健身项目、健身资源的开发。在

内容上、形式上、模式上，与康养产业融合都仅仅局限于表，并未

进行深层次的融合。加之我国康养产业发展时间较短，体医融合发

展经验、资源积累不足的现实情况。更是抑制了健身与康养之间的

结合，限制了体医融合发展模式的创新；二是，低质化发展问题。

个别康养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受康养产业巨大经济利益的蛊惑，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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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背离了服务于社会的初心与使命，将健身作为了其盈利的手段，

导致体医融合陷入低质化发展。尤其是，个别机构在不对体医融合

项目进行精心规划、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就以求新、求奇的心态贸

然开发，并对老年人进行大肆营销推广，诱导老年人消费。如此不

仅严重影响了老年人对于康养机构体育健身项目的体验感，更损害

了康养产业的市场声誉，之于康养产业未来的发展而言可谓是百害

无一利。 

四、健身与康养结合下体医发展新思路 

（一）明确行动目标 

健身与康养结合下的体医发展，是建立在跨行业融合的基础上

而开展的，涉及内容较多、范围较广。需要在明确的目标导向下对

具体的行动予以科学指导，如此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确保

体医融合之路能够走得稳、走得顺、走得好。为此，我们需要在对

康养、健身、体医结合各自内涵进行深入解析的基础上，按照十九

大会议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要求，将“以人民为中心”

作为主要行动目标。结合社会大众，尤其是老、弱、病、残等特殊

群体，对于健康、幸福、快乐的基本追求，树立大的健康观念，依

照“治未病”的思想观念，从身、心两方面着手，为康养客群提供

全周期、全方位的康养体育服务。并将满足康养客群逐渐扩展、日

益丰富的康养需求，作为后续健身与康养融合发展的主要目标追

求，以此为要点积极发展体医融合新模式，在推广健身、休闲、养

生、健康生活技能及方式的同时，使康养客群的消费需求得到充分

的释放，使其逐渐形成养生保健、疾病预防、运动健身的习惯。 

（二）开展多边合作 

健身与康养结合下的体医发展，离不开充足的资源支持，但如

今资源匮乏却是二者融合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项棘手问题。为此，

可以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来解决此项问题，使体育健身产业、康养

产业能够通过多元合作体系的建立，实现二者在各方面资源、功能、

优势之间的融合互补，进而也为二者的深度结合提供更多践行的平

台和机会，使二者能够在合作项目的指引下，实现合作资源的深度

挖掘，以此来助力于体医实现更好的发展。为此，可以按照体医融

合发展目标追求，邀请当地政府、医院、科研、高校等多部门，一

同参与到体育服务机构与康养服务机构的合作当中，通过各方在健

身、健康、医疗等方面优势功能的发挥，在运动损伤诊疗、身体机

能评估、体医教育培训、疾病治疗康复等多领域，展开合作活动。

在强调多方协作的基础上，实现合作方式、合作领域的全面拓展，

以此来满足康养客群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健身需求。 

（三）打造品牌项目 

康养产业本身就面临发展时间较短，社会影响力不足的现实瓶

颈，加之健身康养项目开发速度缓慢情况的存在，更是严重抑制了

体医融合发展速度。为加快康养产业发展速度，使之能够获得健身

产业更多的助力与支持，我们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打造品牌体医融

合项目上。为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以健身、康养为

关键词，大力挖掘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构建“体育+康养+传统文化”

的特色项目。将适合康养的气功、太极拳、五行拳等纳入到健身与

康养结合的重点对象中，进行传统康养体育项目的开发。利用这些

传统体育项目，协调的肢体动作、规范的呼吸方式、积极的心理暗

示，来达到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增强肌肉张力、调节身心平衡、释

放心理压力的效用；二是，以健身、康养为核心内容，积极采用现

代信息技术，构建“体育+康养+科技”的特色项目。积极构建极具

现代科技感的多功能智慧健身房，利用物联网技术、AI 智能技术、

移动互联网技术等，对重点康养服务客群的健身数据进行自动化记

录、上传，并结合其医学体检、治疗信息，辅助其甄选出最佳的健

身项目、器械、时间以及运动时长、运动量等。使康养机构的“运

动处方”更具科学价值。 

（四）制定融合标准 

建立在健身与康养结合基础上的体医融合，其本质是要服务于

社会大众，为国家健康、疗养事业做贡献的。因此，在融合发展的

过程中，必须在明确标准的指引下，将体医融合落实到实处，切勿

仅仅将其作为康养产业的噱头，使之沦为一句空口号。为此，相关

部门要加强对体医融合康养机构服务工作的评估与监督，制定明确

的服务要求，包括体医融合需要配备详实的应急预案、制定流程化

的执行方案、要求体医结合服务指导人员持证上岗、体医融合设备

设施标准化购置，并要求体育融合空间面积必须＞40 ㎡且配备有专

门的休息座椅、饮水机、储物柜、更衣室等，且整体环境整洁、通

风良好、地面平整防滑等。确保康养服务客群的体育健身活动能够

始终处于空间适宜、设施完善、环境良好的境况当中。此外，还必

须要求康养机构能够针对其所开展的健身康养项目，提供充足的科

学依据，从养生、保健、运动、医学、心理等方面进行理论说明。

使中医推拿、熏蒸、针灸、拔罐、药膳，儒家颐养身性、返璞归真

等，传统康养方式、康养理念，能够被充分运用到体医融合当中。 

五、结语 

综上所述，健身与康养结合下的体医发展，是健康中国发展规

划的题中之义，有助于帮助我们有效解决困扰各地的人口老龄化问

题，使康养产业能够在体育健身产业的助力下，实现发展规模、功

效的全面提升。在未来的发展中，各地康养机构需要在以往体医融

合发展成效的基础上，按照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部署、要求，积极

做好健身与康养的融合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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