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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康养产业主要服务于人类全生命周期过程，以延长人的预期寿命，丰富人的精神层面，提高

人的生命质量三个维度为目的，注重个体生命全周期&ldquo;健康、养生、养老&rdquo;，提供

的产品主要有医疗服务、健康咨询、营养食品、休闲保健、健康管理、康复治疗等，发展过

程中集科技、医疗、政策支撑、资本注入、人力资本等多种资源为一体，最终形成具有持续

性、系统性并与多部门业态整合的产业链。

康养产业在扩大内需、改善民众健康需求、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022

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占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8万人，

占14.9%。与2021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1268万人，比重上升0.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

人口增加922万人，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也导致养老供给与需

求之间存在巨大真空，这一形式势必推动中国养老产业走向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疫情

促使消费结构转型，民众健康意识提升，进一步释放了健康消费需求和康养意愿。在&ldquo;

十四五&rdquo;规划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下，国家关于&ldquo;健康产业将发

展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rdquo;的定调以及近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规范支持，都表明

康养产业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幅上升，将成为国家重点发展领域。  

2022年3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健康老龄化规划》

，提出到2025年，老年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

系基本建立，老年健康保障制度更加健全，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社会环境更加友善，老年人健

康需求得到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健康预期寿命不断延长。2022年9月2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中国健康老年人标准（WS/T 802-2022）》《居家、社区老年医疗护理

员服务标准（WS/T 803-2022）》2项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2022年10

月31日，民政部印发《养老机构行政检查办法》及配套文书，民政部门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实施行政检查，可以参照适用本办法相关规定。2023年1月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救治组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口协同做好养老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老年人医疗服务工作

的通知》，要求做好养老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老年人就医保障工作。2023年2月，市场监管总

局（标准委）、民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方案》，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养老和家政服务行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对近3年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并发出通知

，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效率方面提出，要加强养老服务质量标准与评价体系建设，扩大日间

照料、失能照护、助餐助行等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积极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相关国家政策对康养产业的大力支持，推动了社会资本和各方资本进入文旅康养产业，推动



健康消费和康养产业的有序、高效发展。健康产业迅速发展将为健康消费市场提供更优质的

健康产品和更专业的健康服务，进一步满足消费者逐渐升级的健康消费需求，逐步实现健康

消费市场的供需平衡，促进健康消费市场向良性、高质量发展。  

我国康养产业以政府顶层设计、企业参与建设的模式正加快探索，挑战与机遇并存：资金侧

，我国制度性养老金存在缺口，对第一支柱依赖性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出台为以理财、商

保为代表的第三支柱提供发展机遇。供给侧，我国养老服务有效供给存在缺口，政府长护险

试点推动建立老年护理行业标准与规范，引导扶持第三方护理机构发展，其保障范围和力度

有待提升，&ldquo;康养服务+商业保险&rdquo;未来大有可为。随着我国社会化养老需求的逐

渐释放，康养产业加快赛道联动，积极打造一站式养老解决方案，如何把握机遇是大型企业

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康养行业分析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共二十一章。首先

介绍了康养产业的概念、特征以及国际康养产业发展状况，并详细解析了国内康养产业发展

环境、总体概况以及智慧康养发展，并重点分析了大健康、养生、养老三大细分领域的发展

。接着，报告深入分析了康养产业业态分布、康养产业融合基地建设、康养会展业、康养景

观设计行业、康养农业、康养制造业、康养服务业的发展状况。随后，报告对国内区域市场

、典型康养小镇案例、重点企业运营状况以及其他领域企业布局情况作了详细分析。最后，

报告对中国康养产业投资价值做了细致的评估，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

政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

、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

贵单位若想对康养产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康养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

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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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医养结合的必要性  

8.4.4　医养结合发展现状  

8.4.5　医养结合机构竞争力建设  



8.4.6　医养结合实践案例  

8.4.7　主要存在问题分析  

8.4.8　医养结合发展建议  

8.4.9　医养结合发展趋势  

   

第九章　2021-2023年中国康养产业多元化业态分布结构及开发模式分析  

9.1　旅居康养  

9.1.1　旅居康养发展基本概述  

9.1.2　旅居康养产业发展历程  

9.1.3　旅居康养发展支撑条件  

9.1.4　旅居康养目标人群分析  

9.1.5　旅居康养主要发展模式  

9.1.6　旅居康养区域发展分析  

9.1.7　旅居养老市场发展情况  

9.1.8　旅居康养主要发展误区  

9.1.9　旅居康养典型案例借鉴  

9.2　运动康养  

9.2.1　运动康养产业发展价值  

9.2.2　休闲体育与康养产业融合  

9.2.3　一站式运动康养发展分析  

9.2.4　运动休闲康养综合体构建  

9.2.5　运动康养区域发展分析  

9.2.6　康养百强县体育赛事分析  

9.3　疗愈康养  

9.3.1　疗愈康养的概念及分类  

9.3.2　疗愈康养业态发展背景  

9.3.3　疗愈康养发展政策环境  

9.3.4　主要疗愈康养业态发展  

9.3.5　疗愈康养区域发展分析  

9.3.6　疗愈康养发展趋势及建议  

9.4　研学康养  

9.4.1　研学康养发展基本概述  



9.4.2　研学康养产业主要分类  

9.4.3　研学康养产业发展特征  

9.4.4　研学康养发展环境分析  

9.4.5　研学康养主要业态发展  

9.4.6　研学康养区域发展分析  

9.4.7　研学康养发展前景展望  

   

第十章　2021-2023年中国康养产业融合基地建设状况分析  

10.1　气候康养基地  

10.1.1　气候康养产业发展概况  

10.1.2　气候资源旅游经济分析  

10.1.3　气候与健康的关系分析  

10.1.4　气候的康养价值分析  

10.1.5　康养气候资源主要类型  

10.1.6　气候康养的适宜性评价  

10.1.7　候鸟式旅居气候康养分析  

10.1.8　气候康养未来发展展望  

10.2　森林康养基地  

10.2.1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基本概述  

10.2.2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经营业态  

10.2.3　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  

10.2.4　森林康养产业主要发展成就  

10.2.5　森林康养产业生态基本模式  

10.2.6　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热点事件  

10.2.7　森林康养生态产业发展问题  

10.2.8　森林康养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10.2.9　森林康养产业未来发展潜力  

10.3　海洋康养基地  

10.3.1　海洋康养产业发展概况  

10.3.2　海洋康养产业区域布局  

10.3.3　海洋温泉医疗建设动态  

10.3.4　海岛禅修典型项目案例  



10.4　温泉康养基地  

10.4.1　温泉康养产业发展概况  

10.4.2　温泉康养基地业态模式  

10.4.3　温泉康养目的地的发展  

10.4.4　温泉康养典型案例分析  

10.5　中医药康养基地  

10.5.1　中医药康养基地基本概念  

10.5.2　中医药康养基地发展情况  

10.5.3　中医药康养基地主要功能  

10.5.4　中医药康养基地主要类型  

10.5.5　中医药康养基地业态模式  

   

第十一章　2021-2023年中国康养会展业发展状况分析  

11.1　中国会展业发展状况分析  

11.1.1　行业发展热点  

11.1.2　展览场馆建设  

11.1.3　展览规模情况  

11.1.4　展览省份分布  

11.1.5　城市发展格局  

11.1.6　展览规模分布  

11.1.7　展览行业分布  

11.2　中国康养会展业发展综述  

11.2.1　康养会展业发展概述  

11.2.2　康养会展数量与规模  

11.2.3　康养会展的区域分布  

11.2.4　康养会展影响力分析  

11.2.5　康养会展业主要展会  

11.3　四川省会展业与康养产业融合分析  

11.3.1　产业融合发展背景  

11.3.2　产业融合发展优势  

11.3.3　产业融合发展劣势  

11.3.4　产业融合发展机遇  



11.3.5　产业融合发展威胁  

11.3.6　产业融合发展路径  

   

第十二章　2021-2023年中国康养景观设计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2.1　康养景观发展概况  

12.1.1　康养景观概念的产生  

12.1.2　康养景观的理论基础  

12.1.3　康养景观的主要类型  

12.2　典型康养景观设计案例分析  

12.2.1　重庆龙湖颐年公寓康复花园  

12.2.2　蔚蓝海岸SEATOPIA中央公园  

12.2.3　成都锦瑭养老机构  

12.2.4　禅泉度假酒店  

12.2.5　金茂南京汤山康养小镇  

12.3　康养景观设计中药用植物应用状况分析  

12.3.1　药用植物的概念介绍  

12.3.2　药用植物的选择原则  

12.3.3　药用植物的配置要点  

12.3.4　药用植物的应用前景  

   

第十三章　2021-2023年中国康养农业发展状况分析  

13.1　康养农业发展概况  

13.1.1　康养农业基本介绍  

13.1.2　康养农业融合发展  

13.1.3　康养农业发展模式  

13.1.4　康养农业可行性分析  

13.1.5　康养农业发展建议  

13.2　特色农业康养发展分析  

13.2.1　特色农业康养发展概况  

13.2.2　特色农业康养业态模式  

13.2.3　特色农业康养典型案例  

13.2.4　特色农业康养发展展望  



13.3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康养产业发展分析  

13.3.1　乡村发展康养产业优势  

13.3.2　农村康业发展现状分析  

13.3.3　农村康养产业发展模式  

13.3.4　农村康养主要发展问题  

13.3.5　农村康养发展对策分析  

13.3.6　乡村康养产业发展思路  

   

第十四章　2021-2023年中国康养制造业发展状况分析  

14.1　康养医疗器械  

14.1.1　医疗器械行业发展阶段  

14.1.2　医疗器械行业发展规模  

14.1.3　医疗器械细分市场结构  

14.1.4　医疗器械区域布局状况  

14.1.5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数据  

14.1.6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数据  

14.2　康养食品制造  

14.2.1　食品行业产销情况  

14.2.2　食品行业经济效益  

14.2.3　食品工业投资情况  

14.2.4　食品价格指数分析  

14.2.5　食品工业发展问题  

14.2.6　食品工业政策建议  

14.2.7　食品工业发展展望  

14.3　康养智能制造  

14.3.1　智能制造行业政策环境  

14.3.2　智能制造行业运行特征  

14.3.3　智能制造行业人才需求  

14.3.4　康养机器人项目发展  

14.3.5　智能制造发展发展举措  

   

第十五章　2021-2023年中国康养服务业发展状况分析  



15.1　康养旅游业  

15.1.1　康养旅游发展概况  

15.1.2　乡村康养旅游产业分析  

15.1.3　康养旅游典型案例  

15.1.4　康养旅游前景展望  

15.2　康养地产业  

15.2.1　康养地产行业发展概况  

15.2.2　国有企业项目经营模式  

15.2.3　康养地产项目融资模式  

15.2.4　康养地产发展前景展望  

15.3　康养金融业  

15.3.1　康养金融结合发展背景  

15.3.2　康养金融结合发展模式  

15.3.3　养老金融行业发展现状  

15.3.4　&ldquo;金融+康养&rdquo;发展方向  

   

第十六章　2021-2023年中国康养产业重点区域发展状况及规划目标分析  

16.1　河北省  

16.1.1　河北康养产业发展基础条件分析  

16.1.2　&ldquo;十三五&rdquo;河北康养产业发展成就  

16.1.3　河北康养产业发展中的短板和不足  

16.1.4　河北省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6.1.5　&ldquo;十四五&rdquo;河北省康养产业发展规划  

16.2　南京市  

16.2.1　南京养老需求情况分析  

16.2.2　南京现行康养产业支持政策  

16.2.3　南京康养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16.2.4　南京开发企业康养产业发展情况  

16.2.5　南京开发企业康养产业发展建议  

16.3　重庆市  

16.3.1　重庆市森林康养产业SWOT分析  

16.3.2　重庆市石柱县康养产业发展特点  



16.3.3　重庆市石柱县康养产业发展规划  

16.4　山西省  

16.4.1　山西省支持康养产业发展意见  

16.4.2　山西省激励文旅康养市场发展  

16.4.3　山西省森林康养产业发展思路  

16.4.4　山西省康养产业发展规划目标  

16.5　海南省  

16.5.1　海南康养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  

16.5.2　海南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分析  

16.5.3　五指山市建设生态文旅康养示范区  

16.5.4　保亭康养旅游目的地发展状况  

16.5.5　三亚市森林康养产业发展规划  

16.6　云南省  

16.6.1　云南省康养产业需求分析  

16.6.2　云南省森林康养发展分析  

16.6.3　云南省康养产业发展问题  

16.6.4　云南省康养产业体系培育建议  

16.7　贵州省  

16.7.1　贵州康养服务技能人才培养措施  

16.7.2　贵州大生态背景下森林康养模式  

16.7.3　贵州康养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6.7.4　贵州省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对策  

16.8　内蒙古  

16.8.1　内蒙古康养产业发展背景  

16.8.2　内蒙古康养产业发展困境  

16.8.3　内蒙古康养产业发展路径  

16.9　河南省  

16.9.1　河南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  

16.9.2　河南省康养休闲农业发展  

16.9.3　河南省康养产业规划目标  

16.10　其他地区  

16.10.1　福建省  



16.10.2　四川攀枝花  

16.10.3　江西瑞金市  

16.10.4　广西河池市  

   

第十七章　中国典型康养小镇建设案例分析  

17.1　康养小镇相关概述  

17.1.1　康养小镇基本介绍  

17.1.2　康养小镇发展思路  

17.1.3　康养小镇功能构成  

17.1.4　康养小镇建设标准  

17.1.5　康养小镇开发类型  

17.1.6　康养小镇规划要点  

17.2　文旅康养小镇建设分析  

17.2.1　小镇选址要素  

17.2.2　小镇定位依据  

17.2.3　小镇开发模式  

17.2.4　典型案例分析  

17.3　中医康养小镇建设分析  

17.3.1　小镇建设背景  

17.3.2　小镇建设现状  

17.3.3　小镇建设困境  

17.3.4　小镇发展建议  

17.4　田园康养小镇建设分析  

17.4.1　小镇建设优势  

17.4.2　小镇建设要点  

17.4.3　小镇建设思路  

17.4.4　小镇建设路径  

17.4.5　典型案例分析  

17.5　旅居康养特色小镇建造技术方法  

17.5.1　村落选择  

17.5.2　民居改造  

17.5.3　筑山理水  



17.5.4　植物配置  

17.5.5　游道修建  

17.5.6　发展前景  

   

第十八章　2020-2023年中国康养产业典型企业布局状况分析  

18.1　泰康之家（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18.1.1　企业发展概况  

18.1.2　主营业务分析  

18.1.3　市场运营现状  

18.1.4　企业布局状况  

18.1.5　企业投资动态  

18.2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8.2.1　企业发展概况  

18.2.2　经营效益分析  

18.2.3　业务经营分析  

18.2.4　财务状况分析  

18.2.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2.6　未来前景展望  

18.3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3.1　企业发展概况  

18.3.2　经营效益分析  

18.3.3　业务经营分析  

18.3.4　财务状况分析  

18.3.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3.6　未来前景展望  

18.4　无锡朗高养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4.1　企业发展概况  

18.4.2　经营效益分析  

18.4.3　业务经营分析  

18.4.4　财务状况分析  

18.4.5　商业模式分析  

18.4.6　风险因素分析  



18.5　北京爱侬养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8.5.1　企业发展概况  

18.5.2　经营效益分析  

18.5.3　业务经营分析  

18.5.4　财务状况分析  

18.5.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5.6　风险因素分析  

18.6　北京雅达养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8.6.1　企业发展概况  

18.6.2　经营效益分析  

18.6.3　业务经营分析  

18.6.4　财务状况分析  

18.6.5　核心竞争力分析  

18.6.6　风险因素分析  

18.7　山东盛泉养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7.1　企业发展概况  

18.7.2　经营效益分析  

18.7.3　业务经营分析  

18.7.4　财务状况分析  

18.7.5　商业模式分析  

18.7.6　风险因素分析  

   

第十九章　2021-2023年中国其他领域企业跨行业介入康养产业案例分析  

19.1　保险企业布局状况  

19.1.1　中国平安  

19.1.2　中国人寿  

19.1.3　泰康保险  

19.1.4　新华保险  

19.2　房产企业布局状况  

19.2.1　远洋地产  

19.2.2　万科集团  

19.2.3　绿地集团  



19.2.4　招商蛇口  

19.3　旅游企业布局状况  

19.3.1　康旅集团  

19.3.2　携程集团  

19.4　互联网企业布局状况  

19.4.1　腾讯  

19.4.2　阿里  

19.4.3　百度  

   

第二十章　2022-2026年中国康养产业投资价值评估及建议  

20.1　中国康养产业投资机会  

20.1.1　政策持续助力康养企业  

20.1.2　康养产业需求更加多样  

20.1.3　康养相关技术快速发展  

20.1.4　金融创新助推康养产业  

20.2　中国康养产业投资价值  

20.2.1　康养产业进入时机  

20.2.2　康养产业投资空间  

20.2.3　康养产业投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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