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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温泉开发经历了“疗养—保养—休养—休闲—娱乐”的历史阶段，西欧温泉疗养的发展遵循“疗养、洗浴—保养、

休闲—综合温泉度假观光”的历史轨迹。从各时期温泉发展的内在动力看，温泉开发市场需要开发商具有规模优势和提供差异性温泉

服务产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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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ttern of Development of Hotspring in China/Huang Xiang,Xu Wenxiong 

[Abstract] Hotspring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recuperation-culture-leisure-

entertainment".Hotspring recupe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has followed the path of "recuperation,bathing-

culture,leisure-hotspring holiday making" in its development.Judging by the inherent drive for hotspring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stages,the market for hotspring development requires that the developers have the advantages in 

development scale and capability in providing different hotspring services. 

[Key words] hotspring development,pattern,tourism planning

  我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温泉资源的国家，利用温泉治病已有悠久的历史，史料中关于温泉的记载也相当多。我

国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所著的《温泉赋》中就说：“有疾病兮，温泉泊焉。”《水经注》中亦载：“大融山兮出

温汤，疗治百病。”温泉浴不但能治病去疾，而且还有独到的养生保健功用，自古就深受人们的喜爱。  

  就我国温泉旅游业的发展过程而言，温泉的开发模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开发温泉才

能吸引或者更加吸引国内的游客。现存的中文学术文献中对此还没有相应的系统的讨论，虽然在经济建设实践

中，开发建设者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是落后于实践的，本文希望收集一些材料为这方面

的研究做一些努力。  

1、我国温泉开发的历史阶段概述  

  温泉旅游，以感受温泉沐浴文化为目的，即将原先温泉疗养单一的物质享受提升到符合现代消费的文化和精

神层面，使其成为一种以健康为主题、达到养生和休闲效果的时尚旅游。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温泉资源的利

用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健康疗养上，或作为配套项目出现在商务酒店中，其面向的群体范围非常狭小，更未能形成

温泉旅游的观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温泉开发方式已无法为人们带来全新的体验和享受，更无法

为投资者带来有效的回报。市场开始呼唤新的可适应温泉旅游快速发展的开发模式的出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改革开放为界，温泉的开发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以前。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及各部委建立了上百个冠以“工人温泉疗养院”等名

称的温泉疗养设施，主要接待工人、伤员等。同时，各地分散建设了一批以接待高级干部为目的的温泉疗养院，

其设施相对于工人温泉疗养院要好些。这个历史阶段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人们对温泉的需求仅仅局限于疗养。并

且这个阶段的温泉疗养消费绝大部分属于公费形式，疗养院的客源是规模基本固定的群体，各部门所属的疗养院

的客源几乎只能局限于本部门。也就是说，疗养院是旱涝保收的，因此也就没有扩大盈利的利益驱动。因而，疗

养院缺乏通过更好的服务来吸引顾客的动力。这些都是该阶段温泉开发模式产生的内在原因。  

  第二个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小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室内温泉为主，以温泉宾馆和温泉医院为主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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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形式，休闲因素开始初步融入温泉开发，如增加新的理疗设备，提高温泉池的装修标准，提高食宿的服务水平

等。在这个阶段，温泉开发模式产生变化的原因有：①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市场经济给疗养院带来了扩大顾客群体的机遇，也带来了竞争的压力。②医疗制度开始改革，公费温泉治疗者大

幅度减少，固定顾客群体开始消失，疗养院开始出现生存危机。这种危机迫使既存的温泉疗养院开始走多种方式

经营的路子，开始向社会开放，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③在此历史阶段温泉消费属于高消费，消费者除了少部分

的公费者外，其余的皆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之所以到温泉去消费，一是为了显示身份

和地位，二是为了通过舒适的温泉体验来缓解紧张的工作压力。正是这一点成为此历史阶段休闲因素开始初步融

入温泉开发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个小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以露天温泉为主要特色，以较大型的温泉度假村为开发形式，温泉

开发除了继续深入开发保健功能外，更加突出了休闲功能，如建设个性化的温泉池，提供专业的美容和理疗服

务，建设设备精良的健身馆和其它体育运动场地，提供专业健身教练等。在这个阶段，温泉开发模式产生变化的

原因有：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渐完善，温泉消费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对成熟，温泉开发地之间的竞争更加

激烈。②改革开放十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对温泉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在经济发达地

区(如珠三角地区)，温泉消费更成为较高收入的都市人群的一种时尚休闲方式。③早期的温泉消费者在享受传统

的温泉服务多年以后对温泉开发地提供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④由于温泉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一些巨额的

境内外资本开始进入温泉开发的投资领域，雄厚的资金使温泉开发地能在一开始就建设高起点的温泉度假村(图

1)。  

  我国的温泉开发模式的演变可以以广东为例。20世纪50年代从化温泉疗养院是面向高级干部开放的，当时接

待了许多国家级的高级干部，该地疗养院的既存设施质量比较高。改革开放以后，依托疗养院建设新的项目，加

上既有的历史声誉和特殊地位，从化温泉发展得比较好。与此同时，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温泉作为一种具有高

附加值的旅游资源，被投资者看好，全省形成了一大批温泉旅游点，如南华温泉、新兴温泉、中山温泉、银盏温

泉等，这些温泉都是当时的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对开发经验的积累，广东

的温泉开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97年试业的江门金山温泉开创了第二代温泉产品，引起度假市场的广泛关

注。同时期较具代表性的还有珠海御温泉，以及其后开发的中山沐浴园、梅州五华泥浴、江门帝都温泉、锦江温

泉、从化碧水湾等。受第二代温泉产品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温泉成为广东旅游投资的热点之一。目前，梅州、

阳江、广州、珠海、惠州等地尚有一批温泉旅游区(点)正在兴建或蓄势待发，这些温泉开发的设计融入了越来越

多的休闲游乐的因素。  

2、国外温泉开发模式的演变  

  西欧温泉疗养的发展遵循“疗养、洗浴—保养、休闲—综合温泉度假观光”的历史轨迹。以英国著名的温泉

城市Bath为例。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就在该城利用温泉建设了一个罗马式的浴池，当年这个浴池的用途是

大众浴池，无任何休闲娱乐方面的设施。17世纪晚期以后，伴随着英国国家经济的增长及都市人群对闲暇生活的

需求多样化，此处的温泉开发逐渐兴盛。最初去那里的是相对富有的人们，他们需要特殊的住宿也需要特殊的设

施来显示他们的身份与地位，个性化的服务设施开始出现。18世纪以后，随着对温泉资源的开发，Bath逐渐成为

英国著名的消费性城市。现在的Bath已经是世界著名的温泉观光城市。2003年2月，Bath城内新建的Thermae Bath 

Spa正式开放，成为英国惟一拥有天然温泉的spa。Thermae Bath Spa内含18世纪就有的Hot Bath及Cross Bath等5

座古澡堂及全新的以玻璃及石材为主的温泉馆。顶楼有露天温泉池，其它设施包括室内温泉池、蒸汽室、按摩

室、理疗室、豪华餐厅及旅客中心等。可以说Thermae Bath Spa是英国最先进的spa，也是世界最新一代温泉产品

的代表。在Bath漫长的温泉开发史中，现在的温泉开发已经朝着提供综合性温泉、观光产品的方向发展。  

  德国是中欧的代表，强烈的服从意识使得德国温泉具有浓厚的疗养、保养功能，在那里看不到西欧那种强烈

的消费现象。早在 1972年，德国温泉治病的费用就占GNP的2％，所有温泉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德国洗浴文化

是伴随18世纪～19世纪罗马人的入侵而开始盛行的。20世纪初，温泉疗养院发展到极盛时期。17世纪，德国人在

温泉区建设了供病人用的“温泉保养馆”，德文名为Kurhaus。由于温泉对治疗人体酸痛具有显著功能，由此

Kurhaus在18世纪时便风靡欧洲各国，德国政府甚至斥资兴建Kurhaus，极力鼓励国民前往度假、疗养，并由政府

提供保险费，当时德国平均每年有8 200万人次受惠。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去温泉治疗的人数

开始减少，一些面向女性美容等的新“温泉产品”被大肆宣传。但是，总的来说，德国保持了温泉疗养风格[1]。

尽管如此，德国的温泉开发也融入了不少的娱乐因素和休闲因素。如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市Wiesbaden早在公元829

年就以“草地温泉”(Bad in den Wiesen)命名的温泉产品首次出现。1816年，威斯巴登成为纳绍公国的首都，温

泉被进一步开发利用。城内共有26座温泉，其中的Kurhaus Wiesbaden过去是温泉中心，现在是德国最美丽的会议

中心之一。今日的Wiesbaden城内的温泉产品仍然以疗养、保养功能为主，并有少量的娱乐设施。  



  东欧在温泉利用方面历史悠久，匈牙利早在罗马时代到17世纪就已建有面向贵族、妇人、吉普赛人、农民的

温泉治疗设施，如今的匈牙利依然被称为“世界温泉的故乡”。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同样有着丰

富的温泉资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温泉在工会组织的团体休养及市政温泉热量利用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进入20世纪60年代，通过温泉疗养来获取外汇成为当时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冷战时期温泉开发一时呈现停滞状

态。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温泉开发再次兴起，并出现了机能区划效果—不同的温泉地有着治疗不同疾

病的效果，吸引了来自德国、奥地利及中东的患者。东欧的温泉开发也逐渐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单纯洗浴、疗

养功能转向开发综合温泉旅游产品。如在匈牙利，由于政府的重视，该国的温泉旅游产品已初具规模。近两年

来，该国已经投入了1.55亿美元用于温泉旅游产品的开发，并斥资4.5亿美元兴建了82座温泉设施和8座酒店。

2003年年初，一座温泉度假主题公园在东部的德布勒森开业，投资金额高达1 000万美元。  

  中国、日本、韩国是亚洲温泉地发展的代表。日本温泉地已经历了从汤治到保养、休养、观光、欢乐的全过

程。日本学者山村顺次在总结了日本温泉地的发展状况和特点的基础上，将日本温泉地划分为疗养型、中间型和

观光型3种类型，并指出那些作为近程疗养地的温泉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远距离的游客也能达到，而逐渐由疗养

型温泉地转变为观光游憩型目的地。目前观光型温泉地在日本所占比例已经达到83％，因此观光型温泉地也被认

为是温泉旅游发展的主流。韩国在被日本占领时期，温泉地得到了开发，但因其温泉资源贫乏，以及战后着手经

济建设，所以温泉开发几乎停滞。进入20世纪70年代，韩国国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全国各地人工掘出的温

泉大量增加，但都属娱乐性质。现代韩国温泉产品可以以“思帕比斯”为代表，它号称东方规模最大的保健主题

温泉，也是韩国第一座引入“保健”概念，并依据此主题设计建设的全新温泉。从日本与韩国对温泉的利用状况

看，亚洲温泉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向着娱乐方面发展。  

3、我国温泉开发模式的选择探讨  

3.1我国温泉产品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工人疗养院”和“干部疗养院”阶段，温泉开发注重的是温泉“疗”的方面，此时的温泉疗养地功

能单一。在设施上单纯为了“泡”温泉而设计，建设上表现为温泉室内化，在气氛上更多偏向于医院。这是温泉

资源开发模式在特殊历史阶段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依托疗养院建设起来的温泉，开始突破“疗”的局限，加入了“休闲”的因素，其目的是吸引更

多的人享受温泉资源。这一阶段温泉开发的主要特点为规模小、面向高消费阶层，在建设上表现为温泉室内化、

硬件别墅化，但功能较为单一与雷同，不注重旅游环境营造，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温泉文化和温泉生活方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第二代温泉产品在开始注重环境风格、加强室外个性化浸浴的同时，还不断增

加了保健康体、休闲文化与娱乐等功能，并结合自然旅游、体育旅游、民俗旅游、美食旅游等，逐渐扩大以温泉

为核心的度假产品。如1996年兴建的珠海御温泉，其定位是“大型多功能露天温泉”。该度假村建有四星级度假

酒店和多种餐饮、娱乐、休闲、保健配套设施。御温泉作为第二代温泉产品的代表有如下特色：首先，御温泉提

供了跟以往以疗养为主的温泉产品完全不同的产品，开设了40余个不同配方、不同功能、不同风格、不同特色的

温泉浴池，如名花汤、名木汤、名酒汤，并独创了“六福汤N次方”(六大系列中药配制的特质温泉无数次的变化)

温泉沐浴新概念。其次，御温泉建设了具有中华盛唐时期田园风格及现代环保理念的度假酒店，度假酒店和露天

温泉造型新颖别致，吸引了大批宾客入住。再次，御温泉提供的天然、丰富的绿色食品，成了其吸引游客的重要

支柱。御温泉发动当地农民开发具有地方风味的绿色原味食品，推出了具有“斗门特色、田园风味”的健康营养

套餐系列。这些原汁原味的绿色食品，深受都市度假者的喜爱。御温泉自1998年开业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300多

万人次，创旅游毛收入2亿多元，其温泉度假酒店投资回收率、游客入住率创我国星级酒店最高指数，高峰时客房

利用率在100％以上(表1)。  

  表1反映出我国温泉产品发展的一种趋势—温泉产品从过去只面向工人、伤员和高级干部逐渐转为面向社会大

众。温泉的形式从室内温泉到露天温泉，再发展成为消费高低层次结合，露天、室内结合，分别突出个性化和大

众化的各式温泉。温泉的开发形式从疗养院到温泉宾馆和温泉医院，再发展到温泉度假村，今后将朝着大型温泉

度假休闲区的方向发展。温泉产品的功能从注重疗养到疗养与度假结合，再到疗养、度假与观光三者的结合。温

泉文化从单一向多元和综合方向发展。温泉产品所发生的改变是因为设计理念的改变—以往的设计只是从疗养的

角度考虑，之后逐渐注入度假休闲的因素，今后的理念将不仅仅着眼于疗养，而是使温泉消费成为一个都市高收

入人群的生活方式，使温泉产品与众多附加产品一起形成一个综合体。温泉产品与温泉开发设计理念的改变要求

新载体的出现，即需要一种新的温泉开发模式。  



3.2我国温泉开发模式的选择  

  国际旅游科学家协会(AIEST)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召开第39届年会专门讨论了温泉地的再开发问题，认为传统

的温泉疗养地正在向新型的保健旅游(health tourism)转变。从以上西欧、中欧、东欧和东亚各国的情况看，尽

管各国的情况不同，但是将愈来愈多的休闲和娱乐因素加入到温泉开发中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我国的温泉

开发模式是不是也会走或者适合走这样的路呢？  

  本文第一部分在分析我国温泉开发各个阶段的发展时已经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温泉开发模式选择的内在动

力。21世纪初以后温泉开发模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有：①温泉消费市场将逐渐成为完全竞争市场；②小康社会的建

设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温泉消费将面临与其它闲暇消费方式的激烈竞争；③不断

扩大的市场需求将吸引更大的资本参与开发，使建设大型或超大型主题温泉度假观光区成为可能；④温泉开发商

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因为只有提供差异性的温泉服务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顾客。  

  从各时期的内在动力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温泉消费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温泉消费者越来

越成熟这三个趋势不变，那么温泉开发市场就越来越需要开发商具有规模优势和提供差异性温泉服务产品的能

力。而这个基本要求的存在就促使温泉开发商寻找一个新的开发模式来顺应市场和形势的发展。另外，世界各地

的温泉开发都是先以“疗养、洗浴”为目的，然后才逐渐扩大温泉产品的功能，虽然各国的温泉产品形式各有不

同，但享用温泉资源作为现代社会富裕阶层享受生活方式的趋势却在逐渐加强。也就是说，温泉开发从“治病、

澡堂”逐渐转向休闲娱乐。而为了增强“度假休闲型温泉产品”的吸引力，开发商势必会开发越来越多的附加产

品，如依托温泉地开展的观光、体育、节事等各种项目，建设参与性游乐场所等，最后形成一个大型的能满足各

层次需求的温泉产品及附加产品的综合区。  

  “大型主题休闲游乐温泉”这种开发模式是基于以上的假设提出来的。“大型”是针对要达到规模优势这个

要求提出的，“主题”是针对提供差异性服务这个要求提出的，“休闲游乐”是针对国外温泉开发模式演变的经

验和需要开发越来越多温泉附加产品的假设成立提出的。这种温泉开发模式以度假功能为主，观光功能为辅，以

大型或超大型温泉主题休闲区为开发形式，将温泉资源与周边的资源充分结合，以主题休闲游乐设计为核心，融

观光、度假、休闲、娱乐、保健于一体。  

  温泉主题度假休闲区针对不同目标顾客群应制定不同的主题，如“健康”“尊贵生活”“短暂自我空间”

“神秘”“周末家庭乐园”等，围绕主题建设相应消费档次的温泉产品。温泉主题度假休闲区的建设除了提供各

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温泉产品外，还应与当地景观结合，融入各地人文或自然资源，随着周边旅游及配套设施不

断齐备，推出旅游、观光、养生、美容等综合服务吸引度假休闲游客。  

  国外的度假spa是一种比较新型的温泉开发模式。这种开发模式因突出“主题”和“度假”而逐渐成为全球极

为热衷的一种流行活动，英国的BATH Spa、以色列死海Spa、印尼秘境Spa都是著名的度假Spa。这些都是值得学

习、借鉴的新型温泉开发模式，是我国建设大型主题休闲游乐温泉的有价值的参考。  

  如果“大型主题休闲游乐温泉”在国内能出现标志性产品，那么我国的温泉开发就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具体

如图1中右边时间轴21世纪初以后所对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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