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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HP的桂林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研究
3

原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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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旅游作为现代旅游的一大趋势 ,已经成为社会所倡导的最有市场潜力的旅游

方式。桂林作为我国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其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运用层次分析法

这种比较成熟的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方法 ,选取最能代表桂林生态旅游资源质量的九个自然保

护区 ,对其进行了定量的评价。结果表明 ,在桂林生态旅游的发展过程中 ,生态旅游环境条件

已经成为最能吸引游客的因素之一 ,发展生态旅游要在要注重其生态旅游资源条件和旅游开

发潜力的同时 ,更加注重生态旅游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并提高生态旅游的生态休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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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 11月 7日 ,国家旅游局下达了关于将

2009年全国主题旅游年确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 ”

的通知 ,主题口号为“走进绿色旅游、感受生态文

明 ”。这是继 1999年我国生态旅游年及 2002年

“国际生态旅游年 ”之后 ,国家旅游局又一次将生

态旅游提上日程。举办 2009中国生态旅游年 ,旨

在进一步加大生态旅游产品推广力度、广泛宣传环

境友好型旅行旅游理念、大力倡导资源节约型旅游

经营方式、切实满足不断升级的旅游消费新风尚 ,

把我国旅游业建设成为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绿

色产业。可以说 ,生态旅游已经成为现代旅游业发

展的一大趋势。

广西特定的地形、气候条件及海陆位置等 ,使

其具有丰富的自然环境资源 ,环境质量相对较高 ,

故生态旅游资源相当丰富。桂林作为世界闻名的

旅游城市和广西旅游业的龙头 ,其所属各县生态旅

游资源十分丰富 ,但开发层次不够深入有序 ,在新

的旅游形势下 ,有必要对桂林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

比较系统完整的评价 ,以顺应旅游市场的需求 ,充

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 ,加快生态旅游发展。本文结

合目前已有的旅游资源综合评价研究文献 ,采用多

学科综合分析方法 ,对桂林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进

行了定量研究 ,以期对桂林生态旅游的规划及开发

提供借鉴。

二、相关文献综述

自 90年代国内生态旅游的研究兴起以来 ,诸

多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笔者在对

国内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文献搜索整理中发现 ,较

早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主要标准和方法多侧重

于对资源本身属性的评价 ,运用的定量评价方法也

十分简单 ,还没有较完整的定量评价方法被运用到

实践中去。如马乃喜 (1996)将生态旅游资源的评

价分为质量评价和外部开发条件评价两个方面内

容。袁书琪 (2004)指出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应在

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专家评价和游客评价 ,并建

议用两者评价的定量分值相乘得出综合分值。魏

延军等 (2005)提出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应从资源

要素、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资源影响力、公众参

与、地理气候条件等五个方面展开。随后 ,结合我

国生态旅游资源的实际 ,很多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

的系统研究和定量探讨 ,并在一些开发规划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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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运用和验证。如彭立圣等 (2006)提出生态旅

游资源的评价应着眼于整体价值的评估 ,提出运用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生态旅游景区进行综

合评价 ,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简单的评价模型。

周文丽 (2007)将生态旅游评价系统中的各指标计

权重 ,采用加权求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计算了龙

胜县四景区的生态旅游资源综合评价值。黄震芳

(2008)等在综合考虑旅游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条

件、旅游条件与发展潜力的基础上 ,尝试建立了新

的生态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的指标体系。

从以上对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中笔者发

现 ,从最初的简单定性评价到定量评价体系的建

立 ,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方法正逐渐的走向成

熟 ,而层次分析法作为旅游资源评价的主要定量方

法之一 ,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和适用性并在逐渐完善中走向成熟。但是针对桂

林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来说 ,并没有学者运用这一

科学方法对其进行完整的定量评价 ,只有少数学者

对桂林的生态旅游资源作了定性的评价。如高振

雯 (1999)对桂林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简单的定

性评价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 李秀娟等

(2008)对桂林开展生态旅游的可行性进行了定性

分析 ,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还有学者将层

次分析法运用到广西具体的区域进行了实证研究 ,

如王力峰 (2006)等综合运用模糊评价法和层次分

析法 ,得出了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模型 ,并以广西金

秀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至今为止没有发现有学

者运用较成熟的层次分析法对桂林的生态旅游资

源进行较完整体统的定量分析。另外 ,在总结运用

层次分析法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基础上发现 ,生

态旅游资源的评价仅仅对资源本身属性进行评价

是不够的 ,还应包括生态环境条件与市场开发潜

力。笔者在广泛搜集、调查桂林的生态旅游资源

的基础上 ,探索性地构造了桂林生态旅游资源的

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作了比较完整科学的评价 ,

希望可以为桂林的生态旅游开发提供有益的

参考。

三、桂林生态旅游资源概况及研究范围

界定
1. 桂林生态旅游资源分布概况

桂林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 ,具有无霜期长、

四季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动植物种类繁多的

特点 ,有发展生态旅游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优

势。桂林地市合并组建而成新桂林市后 ,生态旅游

的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难得的历史机遇。

以甲天下的山水为依托 ,以桂林市城区为核心 ,辐

射 12个县的生态旅游区不仅有以峰林、峰丛、溶洞

和漓江水体为主导的“桂林山水 ”资源 ,而且有很

多国家级、自治区级和市级的著名生态旅游区。有

石灰岩、花岗岩、红色砂砾岩所形成的地貌景观资

源 ,同时还有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历史所沉积的以

桂林山水文化为主导的人文旅游资源和以壮、瑶、

苗族为主的民族风情资源。其主要的生态旅游资

源类型列举如下 (表 1)。

表 1　桂林发展生态旅游的资源类型列举

主要生态旅游

资源类型列举

主要生态旅游

资源代表概括

世界独特的

山水自然生

态系统

以桂林至阳朔旅途景色为代表 ,包括桂林

市区各主要喀斯特地貌景区 ,如 ,七星景

区、芦笛岩、象山景区、月亮山等

大面积的典

型常绿阔叶

林及自然保

护区

花坪、猫儿山国家级综合保护区 ;银竹老

山、建新鸟类保护区 ;青狮潭、海洋山、架

桥岭、寿城、五福宝顶、银殿山、千家洞水

源林保护区 ;独特的大瑶山自然保护区、

贺县大桂山、资源八角寨、龙胜温泉、桂林

龙泉国家级森林公园

风景优美的

江 河 生 态

系统

资江生态系统、漓江生态系统

果树林和土

特产基地

兴安、灵川、全州白果之乡 ;永福、临桂罗

汉果 ;阳朔、恭城沙田柚 ;临桂、灵川等地

的毛竹 ;三江油茶林

鸟类栖息地

花坪、猫儿山、建新、海洋山、青狮潭、资源

打鸟界、雁山莫家大鱼塘等 ,如建新的红

腹角鸡、红腹锦鸡、穿山甲、小灵猫等珍稀

动物 ;海洋山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保护动

物黄腹角雉等鸟类 ;雁山莫家大鱼塘的

水鸟

园林、科研

和苗圃基地

广西植物研究所、桂林黑山植物园、桂林

市林科所等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参考文献 [ 9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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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范围的界定

桂林生态旅游资源数量众多 ,品位高低不一 ,

资源质量等级差异明显 ,本研究选择桂林范围内的

九个主要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作为对象 (见

下表 2) ,基本能反映桂林生态旅游资源的现状和

概况 ,并侧重于自然景观资源和环境质量 ,同时考

虑了景区的旅游市场开发潜力 ,而对生态旅游景区

的经营管理、服务质量、市场策划和营销等人为因

素暂不涉及。选取桂林知名度和影响力较大的九

个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旅游评价主体 ,在运用层次

分析法得出权重的基础上 ,运用综合评价方法把所

有的评价因子结合起来 ,对桂林的生态旅游资源进

行评价。

表 2　桂林主要生态旅游资源研究范围界定

主要生态

旅游资源
所属县市 面积 ( km2 ) 级别

花坪自然保护区 临桂、龙胜 17400. 0 国家级

猫 儿 山 自 然 保

护区
兴安、资源 15751. 9 国家级

银竹老山自然保

护区
资源 28670. 0 自治区级

青 狮 潭 自 然 保

护区
灵川 47362. 4 自治区级

海洋山水源林自

然保护区

灵川、恭 城、

灌阳、阳 朔、

全州、兴安

90400. 0 自治区级

架桥岭水源林自

然保护区

阳朔、永 福、

荔浦、临桂
67000. 0 自治区级

五福宝顶水源林

自然保护区
全州 8567. 0 自治区级

遇龙河岩溶峰林

峰丛谷地地貌自

然保护区

阳朔 4100. 0 自治区级

八角寨丹霞地貌

自然保护区
资源 2000. 0 自治区级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 15 ]

四、桂林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体系的构建
1. 研究方法简介

本文采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对桂林的生

态旅游资源作比较性的定量评价。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 ierarchy Process)亦称 AHP,是美国著名

运筹学家 T. L. Satty教授于 20世纪 70年代提出的

一种系统分析方法。它通过将定性、半定量问题转

化为定量计算 ,从而使人们的思维过程层次化 ,逐

层比较多种关联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为分析、

决策、预测或控制事物的发展提供定量的依据。其

基本思路是先按问题要求建立起一个描述系统功

能或特征的内部独立的递阶层次结构 ,然后通过两

两比较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给出相应的比例标度 ,

构造上层某因素对下层相关因素的判断矩阵 ,以确

定相关因素对上层因素的相对重要序列。在满足

一致性 (通过检验 )原则前提下 ,进行目标下的因

素单排序 ,最后将各子目标下因素的排序逐层汇总

后 ,给出总目标下各因素的总排序。旅游开发的实

践表明 : AHP法是较成熟且常用于旅游资源评价

的传统方法。

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生态旅游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科学性、完备

性、导向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和关联性原

则。在对相关科学理论和旅游区域社会、经济、生

态、市场等系统充分认识、研究的基础上 ,考虑指标

的可比性、代表性、通用性和数据可获得性 ,从不同

角度反映生态旅游资源的本质特征、环境资源生态

价值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 ,客观、全面、准确地

反映旅游目的地生态旅游资源现状及开发潜力 ,反

映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目标的实现

程度。

依据以上原则 ,笔者在对桂林的生态旅游资源

进行定性评估的基础上结合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

评估进行具体应用。首先根据桂林生态旅游资源基

本类型的性质和特点 ,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学者意

见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

价 ( GB /T 18972 - 2003) 》及参照相关文献评价体系

与标准 ,参照王力峰 (2006)和黄震方 (2008)及王建

军等 (2006)构建的生态旅游景观资源与生态旅游环

境资源相结合的定性与定量综合评价基本框架 ,构

建了新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生态旅游资

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为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旅

游开发条件与发展潜力 3个方面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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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桂林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指标体系

　　3. 构造判断矩阵 ,用和积法求取因素权重

在建立总目标评价模型树的基础上 ,首先按标

度定量化 ,对同一层次的各因子间相对于上一层的

某项因子的相对重要性给予问卷评分 (专家打

分 ) ,然后按照层次分析法标定系列得出相应的标

定值 ,将定性指标定量化。该评价运用了 1 - 9标

度方法 (见表 4) ,并以 C1和 C2为例说明了 1 - 9

标度法的含义。

表 3　运用“两两比较法 ”对评价因子的定量化标度

重要性标度 评定与解释

1 C1和 C2相比 ,同等重要

3 C1和 C2相比 ,稍微重要

5 C1和 C2相比 ,明显重要

7 C1和 C2相比 ,非常重要

9 C1和 C2相比 ,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注 :以上标度的倒数表示 C2与 C1相比的值

第三步 ,列出各因子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标定值

矩阵 (表 4) ,并计算判断矩阵的每一行元素乘积的

n次方根 Ti:

Ti =

n

∏
n

i =1

X ik ( i = 1, 2, . . . , n)

　　其中 : n为评价因子数目 ; X ik ( i = 1, 2, . . . , n;

k = 1, 2, . . . , n) 为第 i个因子与第 k个因子相对

重要性比较而获得的标定值。

表 4　因子重要性的标定值矩阵

X1 X2 X3 ⋯⋯ Xn

X1 1 X12 X13 ⋯⋯ X1n

X2 X21 1 X23 ⋯⋯ X2n

X3 X31 X32 1 ⋯⋯ X3n

⋯ ⋯ ⋯ ⋯ ⋯⋯ ⋯

Xn Xn1 Xn2 Xn3 ⋯⋯ Xnn

注 : X r ( r = 1, 2, ⋯, n)为第 r个评价因子 , X ik ( i = 1, 2, ⋯, n; k = 1,

2, ⋯, n)为第 i个因子与第 k个因子相对重要性比较而获得的标

定值

第四步 ,求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 Q i :

Q i =
Ti

∑
n

i =1
Ti

( i = 1, 2, . . . , n)

最后 ,计算最大特征根λmax :

λmax = ∑
n

i =1

1
nQ i

∑
n

j =1
X ijQ j

进行一致性检验 :

C I =
λmax - n

n - 1
其中 , C I < 0. 10时可通过一致性

检验。

为了确定各评价因子的相对重要性 ,笔者对高

校相关旅游学、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

园林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问

卷调查 (发出问卷 30份 ,收回 28份 ,问卷采用模糊

打分准则 ,将各级指标重要性分为非常重要、重要、

一般重要、不重要和很不重要 5个等级 )。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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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桂林九个主要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点及优

势 ,参考相关参考文献中生态旅游指标体系因子的

重要性选择对比 ,通过对原始有效数据的整理 ,根

据上述方法用计算机进行处理 ,得出各评价指标的

权重值和各因子的位次 ,并进行了一致性检验分

析。结果表明该排序结果可接受上述判断矩阵的

结果 ,评价因子权重的计算结果如下 (表 5)。

表 5　桂林生态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因子权重表

总目标层 权重 综合评价层 权重 因子评价层 权重 排序

桂林生态

旅游资源

定量评价

(A)

1

生态旅游资

源条件 ( B 1 )

生态旅游环境

条件 ( B 2 )

生态旅游

开发潜力 ( B 3 )

0. 344

0. 363

0. 293

资源独特性 C1 0. 108 1

资源聚集度 C2 0. 086 6

资源美誉度 C3 0. 048 11

历史文化价值 C4 0. 006 14

科研教育价值 C5 0. 004 15

生态休闲性 C6 0. 092 5

生物多样性指数 C7 0. 106 2

绿化覆盖率 C8 0. 105 3

大气与水体质量 C9 0. 100 4

适游期长短 C10 0. 024 13

生态工程建设 C11 0. 028 12

旅游产业政策 C12 0. 069 9

旅游市场潜力 C13 0. 071 8

产品开发潜力 C14 0. 068 10

环境优化潜力 C15 0. 085 7

　　五、数据分析及对策建议
从旅游资源系统 B层排序结果来看 (表 5) ,在

生态旅游资源条件、生态旅游环境条件、生态旅游

开发潜力三个方面 ,生态旅游资源条件和生态旅游

环境条件占的权重值分别为 0. 344和 0. 363,表明

与传统的大众旅游不同 ,生态旅游更注重突出生态

环境质量 ,以及旅游与生态环境的和谐 ,是一种在

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的视觉、文化、自然和精

神享受。生态环境是生态旅游的绝对吸引因素 ,因

此毫无疑问应该将其纳入旅游资源范畴。桂林的

生态旅游环境条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是吸引游人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生态旅游环境资源以自然

环境为主 ,突出生态系统及各环境要素的原生性、

脆弱性、稀缺性、多样性和健康性。因此生态旅游

环境和生态旅游景观是同时作为旅游吸引因素 ,对

旅游者产生感知吸引力 ,并为旅游业开发利用 ,从

而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在发展

桂林生态旅游的过程中 ,应该更加注意对旅游环境

的维持和保护。

生态旅游开发潜力所占比重为 0. 293,可见生

态旅游在实现经济、社会、美学与生态价值的同时 ,

还应考虑未来旅游发展潜在价值的挖掘和维护。

事实上 ,旅游资源是在不断发展的 ,原来对游客吸

引力不大的资源 ,随着市场需求和开发条件的变

化 ,对游客的吸引力可能不断增强 ,从而具有越来

越大的开发潜力。因此 ,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仅仅

对资源本身属性进行评价是不够的 ,还应包括生态

环境条件与市场开发潜力。从对桂林的生态旅游

资源评价结果来看 ,要把生态旅游作为一个长期的

旅游发展战略来实施 ,其开发潜力条件不可忽视。

从评价项目 C层 15个因子的权重值排序结果

看 ,资源独特性排在第一位 ,说明桂林的生态旅游

资源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其资源独特性 ,它

是一个旅游地产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生物多样性

指数、绿化覆盖率及大气与水体质量权重相差不

大 ,分别排其次 ,这再次说明了生态旅游的一个特

点就是注重生态环境质量的高低 ;生态休闲性比重

为 0. 092,成为桂林生态旅游的一个重要吸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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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这是桂林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

意的地方 ,本文研究的自然保护区有很大的开发潜

力去充分挖掘其生态休闲性。资源聚集度、环境优

化潜力、旅游市场潜力、产业政策等支持生态旅游

发展的一些外部条件所占权重排在其后 ,是桂林在

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一些因素 ,说明

发展生态旅游不仅要考虑资源本身的条件基础 ,还

要打开发展生态旅游的外部条件 ,各方面统筹

兼顾。

本文建立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考虑

了旅游资源属性特征、生态旅游资源与环境的特点

及开发潜力等 ,吸收了其他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的优点 ,但如何更科学的选择确定评价因子 ,仍有

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在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上

联合运用了专家打分法、主观经验判断法等方法确

定权重 ,但其合理性仍需大量实际样本数据进行

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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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to the eva lua tion on Gu ilin’s ecotour ism resources ba sed on AHP
YUAN Q ing2lan

( Econom ics and M anagem ent D epartm ent, Guangxi N orm al U niversity, Guangxi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Ecotourism has become the most potential tourism market as a major trend of modern tourism. A s an important desti2

nation in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Guilin’s ecotourism resources are abundant. This paper selects nine rep resentative natural re2

serves of Guilin, and gives the evaluation on Guilin’s eco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AHP Quantitative App rais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have become the most attra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ilin’s ecotourism, and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 rotecting and imp roving the ecotourism environment and to their ecological recreation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should emphasize ecotourism resources condition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potential.

Keywords: analytic hierarchy p rocess; Guilin; eco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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