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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连云港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科学的旅游资源评价是其旅游资源优化组合和合理开发

规划的前提&在实地考察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连云港滨海旅游资源的特点$利用层次分析法!L\H法"

与特尔菲法!e4&U.2法"$建立了针对这种滨海旅游资源类型的评价体系$得到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分值及综

合评分值$最后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实现了连云港市滨海旅游资源的定量评价&结果表明连云港旅游资源类

型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景点等级较高$自然环境保护较好$整体级别较高$具有较广泛的旅游市场&但由于受

目前开发力度和深度等相关因素的影响$研究区吸引向性基本面向国内$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旅游资源&定量评价&L\H法&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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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带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势区域#也是发展旅游业的-黄金地段.

'A(

% 滨海旅游业已成为海洋

产业的龙头和支柱产业之一#发展滨海旅游业是提高海洋经济总产值和相关第三产业产值的最佳途径之

一'@(

% 江苏是我国重要的沿海省份之一#而连云港是江苏唯一拥有基岩海岸和沙质海岸的地区#因此连云

港滨海旅游资源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假日制度#增设了清明$端午节$中秋节#劳动节由原来的 ! ?改为 A ?#给短途旅游带了新的机遇% 据

@"A" 年江苏省国内游客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连云港游客的旅游时量为 @+AI ?o人#因此新的假日制度给连云

港带来了机遇% 连云港如何抓住机遇实现旅游跨越式发展是当务之急% 而旅游资源是旅游发展的基础#对

该市旅游资源进行正确的认识和分析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到目前为止#旅游资源的评价多仅限于对旅游地的定性与定量计算#且采用的方法多趋同#适合不同类

型旅游目的地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及量化研究不是很深入'!J#(

% 结合连云港滨海旅游资源的特点调整了评价

体系% 旅游资源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观赏特征!愉悦度$奇特度$完整度"$康娱价值!疗养娱乐$环境质量$

气候条件"$科学价值!科考价值$科普价值"$文化价值!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只适用于普通旅游资

源#而在评价海水浴场特色旅游资源时就无法体现% 因此#在评价海水浴场时#根据咨询专家的意见并参考

相关研究#笔者将评价内容相应调整为沙滩长度$海水与沙滩质量$沙滩面积及可浴面积等% 这样就能够较

为客观真实地体现$评价海水浴场的旅游资源价值%



A(研究区概况

A+A(区域环境

连云港市为江苏省省辖市#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经 AAEt@GsCAAItGEs和北纬 !GtA@sC!Dt"Bs之间#东濒

黄海#与朝鲜$韩国$日本隔海相望#北与山东郯城$临沭$莒南$日照等县市接壤#西与新沂市和沭阳县毗邻#

南与涟水和响水两县相连% 市域辖赣榆$东海$灌云$灌南 G 县和新浦$海州$连云 ! 区及一个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东西长 A@I ZO#南北宽约 A!@ ZO#总面积 B GGG ZO

@

#总人口 G#B+E 万!图 A"%

连云港地处暖温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受海洋调节#气候类型为湿润的季风气候#主导风向为东南

风% A 月平均气温C"+I n#B 月平均气温 @#+@ n#年平均气温 A!+@ n% E 月份近海水体表层温度为

@#+B n#底层为 @G+@ n% 历年平均降水量 I!" OO左右#雨量适中#雨热同季%

图 A(连云港主要景区

连云港市位于淮海经济区#北接环渤海经济区#南依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横贯我国大陆中部东西向的

陇海$兰新铁路大动脉的东起点和沿海南北航线的中心交汇点#也是我国的东大门和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

头堡#为我国最早开放的 AG 个港口城市之一%

A+@(旅游业发展概况

自对外开放以后#连云港市旅游业发展迅速#尤其近几年更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作为连云港市国

民经济的一支新兴产业#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愈来愈明显#成为促进该市经济持续$稳定和快速发

展的重要力量% 市域内现有风景名胜区 @" 多处#其中花果山$连岛度假区$渔湾风景区和孔望山景区$抗日

山风景区$东海国际水晶珠宝城为国家LLLL级旅游区#另外有 # 处 LLL级景区#AG 处 LL级景区#有风景

点 AA# 处#成为全国 GI 个重点旅游城市和江苏三大旅游区之一%

@"A" 年连云港市旅游总收入 A#!+G 亿元#旅游外汇收入 A" BG#+D 万美元#国内旅游收入 AD!+# 亿元人

民币% 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全市商贸$交通$餐饮等行业的兴旺#成为全市强有力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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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旅游资源定量评价

采用L\H法对连云港旅游资源系统进行定量评价% 首先建立总目标评价体系#然后结合特尔菲法#通

过征求专家的意见#建立目标层次结构#构建判断矩阵#计算评价因子权重)结合模糊积分法#得出连云港主

要旅游景点的综合得分#并对其划分等级%

@+A(建立目标层次结构

连云港旅游自然资源以海岛$山水为主要特色% 根据这一特色#在评价其旅游资源时对评价模型加以

修改和调整% 旅游资源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观赏特征!愉悦度$奇特度$完整度"$康娱价值!疗养娱乐$环境

质量$气候条件"$科学价值!科考价值$科普价值"$文化价值!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只适用于普通旅

游资源#而在评价海水浴场特色旅游资源时就无法体现% 因此#在评价海水浴场时#根据咨询专家的意见并

参考相关研究#将评价内容相应调整为沙滩长度$海水与沙滩质量$沙滩面积及可浴面积等% 这样就能够较

为客观真实地体现$评价海水浴场的旅游资源价值%

结合连云港旅游资源状况#通过征求专家的意见#构建出旅游资源评价层次结构!图 @"%

图 @(连云港旅游资源综合评价

@+@(根据判断矩阵'计算评价因子权重

假定评价目标为M#评价指标集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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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是表示因子的相对重要性数值#+

"9

的取值见表 A#后者与前者比较的重要性标度值用前者与后者比较

的重要性标度的倒数表示% 各两两比较标度通过特尔菲法求得%

表 A(重要性取值表

+

"9

意义

A

+

"

与+

9

同等重要

!

+

"

较+

9

稍微重要

D

+

"

较+

9

明显重要

B

+

"

较+

9

强烈重要

I

+

"

较+

9

极端重要

@#G###E 分别介于 A C!#! CD#D CB#B CI 之间的过度情况

+

9"

MA*+

"9

表示9比"不重要程度

参考国内外有关旅游资源评价方面的研究成果'B @̂"(

#利用特尔菲法向有关专家发出问卷 @" 份#用填表

的方式进行评分后得出各个因素之间比较标度值#全部有效回收% 据此构造判断矩阵#然后进行因子权重

计算#经上机运算$检验#从而得出连云港旅游资源评价因子的权重值!表 @"%

表 @(连云港旅游资源评价因子权重表

S层 $层 #层

因子 权重 排序 因子 权重 排序 因子 权重 排序

S

A

旅

游

资

源

条

件

"'#G@ A

观赏价值

!沙滩长度"

"'@!@ A

康娱价值

!海水海滩质量"

"'AAB @

科学价值

!沙滩面积"

"'"I" #

文化价值

!可浴面积"

"'"I! D

景点组合 "'AA" G

愉悦度 "'"IE A

奇特度 "'"D@ D

完整度 "'"E@ !

疗养娱乐 "'"D@ D

环境质量 "'"G@ E

气候条件 "'"@! A#

科学考察 "'"D@ D

科普教育 "'"!E A"

历史文化 "'"E! @

宗教文化 "'"A" @G

S

@

旅

游

开

发

条

件

"'!DE @

交通 "'AA! !

客源条件 "'"BE B

旅游基础设施 "'"## E

社会经济状况 "'"DD I

旅游服务与管理 "'"G# A"

通达性 "'"DE G

安全可靠性 "'"@E A@

费用 "'"@B AG

客源的规模 "'"G" I

客源的稳定性 "'"!E A"

区内交通 "'"A! @A

食宿条件 "'"@A AB

娱乐设施 "'"@" AE

水电通讯 "'"A@ @!

经济发达程度 "'"@E A@

开发政策与管理 "'"AG @"

社会治安 "'"A! @A

服务水平 "'"@# AD

管理水平 "'"@" AE

#D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权重结果分析

从排序来看#在综合评价层中旅游资源条件 S

A

的权重最大为 "'#G@#表明连云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是以资源为基础的#资源价值是应该考虑的最重要因素#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开发价值决定了旅游业的

发展% 其次是旅游开发条件#权重为 "'!DE#它对景区的开发影响较大#决定着资源开发的重要程度#再好的

旅游资源如果没有较好的开发条件也不会得到充分地利用%

在评价层 $的 A" 个因子中#连云港旅游资源观赏价值和康娱价值两因子权重最大#分别为 "'@!@$

"'AAB#说明了连云港旅游资源最能吸引旅游者是其海岛$山水风光#以及它们开展的康体娱乐活动% 在进行

旅游资源开发时#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可达性是影响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因素#开发条件中交通因子权

重为 "'AA!#充分体现了连云港交通的便捷% 景点组合权重为 "'AA"#排到了第 G 位#表示连云港旅游资源整

体质量较高% 客源条件权重仅为 "'"BE#这与连云港旅游在江苏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便捷的交通是不相称

的#这仍是该市发展旅游的薄弱环节% 社会经济状况和旅游服务与管理权重最低#也说明了该市目前经济

发展水平和旅游服务与管理水平不高#严重制约了其旅游的发展%

@'G(主要景点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

确定了旅游资源中各因子的权重后要给每一因子分等定级并给出计分标准% 采用模糊计分方法#计分

标准见表 !#综合得分计算模型采用下列数学模型&

M

"

,

%

/

9,A

M

"9

#M

"9

,U

"9

1`

9

AA""

式中&M

"

表示第"个评价单位综合得分)M

"9

表示第"个评价单位在第 9个评价因子的分值)U

"9

表示第 "个评价

单位的模糊系数值)`

9

表示第9个评价因子的权重值%

依据旅游资源定量评价参数表和旅游资源模糊计分表#请从事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旅游管理$地理

学$区域经济学及当地旅游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人员等相关专家对连云港市内主要旅游景点进行分

项打分#然后用上述数学模型进行计算得出各个景点的总值!表 G"% 根据资料收集情况#选取了能够代表连

云港旅游资源特色的 @I 处景区!景点"进行综合分析及开发评价%

为反映旅游区!点"吸引客源市场的区域范围#将综合评分结果分为三类#即国际旅游吸引向性! ]ED

分"$国内旅游吸引向性!B" kED 分"和地方旅游吸引向性! RB" 分"% 前者指旅游资源品味较高$吸引力较

大#不但吸引国内游客#而且对海外游客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中者指旅游资源品位吸引力中等#对国内旅游

者产生引力)后者指旅游资源品位一般#仅对本地及周边地区旅游者产生的吸引力% 为反映旅游资源的潜

力价值差别#依据主要旅游景区!点"的评价#划定 D 个开发潜力等级#

'

等 ]I" 分#

%

等 ED CI" 分#

&

等 BD

CED 分#

(

等 B" CBD 分#

)

等RB" 分%

!(结果分析

连云港滨海旅游资源吸引向性是以国内引向性为主#占 DA'B3#国际吸引向性资源 # 处#占 @"'#3#地

方吸引向性旅游资源占 @B'#3#说明市旅游资源整体级别较高#具有较广泛的旅游市场%

依据定量评价的结果#连云港滨海旅游资源开发潜力条件中#有
'

等旅游景区!点"! 处#花果山$东西连

岛和孔望山#占 A"'!3#这三个旅游区资源禀赋很高#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是花果山#属于不可

替代性旅游资源#它们是连云港重点建设景区#是该市拳头旅游产品%

%

等旅游景区!点"! 处#包括云台山森林公园$海州湾浴场$徐福故里#占比为 A"'!3% 云台山森林公

园属于林地类生物景观#占比面积广#生态功能强% 海州湾和徐福故里都分布于赣榆县境内#空间距离近#

资源类型具有互补性% 海州湾旅游度假区#拥有江苏最长的优质沙滩#海水质量好#但度假区经一段快速发

BD第 # 期 吴小伟#等$基于L\H法滨海旅游资源定量评价



展期后#出现了明显停滞#甚至衰落迹象% 近期该市又对其进行重复建设% 徐福文化是赣榆县旅游文化最

大的特色之一#再现了以徐福航海为代表的秦代海洋文化% 这些都可作为重点产品开发%

'

$

%

等应作为

目前加大力度#重点打造的景点% 但要注意合理规划#避免重复性建设%

&

等景区!点"AA 个#

(

等景区!点"G 个#分别占 !B'I3和 A!'E3#可作为
'

$

%

等重点旅游产品的延伸

与发展%

)

等景区!点"E 个占 @B'#3#总体来说#这类旅游资源旅游功能发展相对滞后#潜在观赏价值和吸

引力都较低#开发限制性因素较多#开发潜力较低%

从开发层次和时序来看#处于第
%

$

&

$

(

等级的旅游资源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是今后需要重点发展

的旅游景区%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连云港旅游资源类型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景点等级较高#自然环境保护较好#但由

于受目前开发力度和深度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吸引向性基本面向国内#这决定了连云港滨海旅游游客大部

分以国内#特别是省内游客为主% 有关部门可将最具发展潜力的旅游资源重点规划开发#而条件稍弱或发

展条件较差的区域#则可作为后备景区继续加以培育#从而实现连云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形成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表 !(连云港旅游资源评价模糊计分表

评分等级 A C"'E "'E C"'# "'# C"'G "'G C"'@ "'@ C"

旅

游

资

源

条

件

旅

游

开

发

条

件

观赏价值

愉悦度

奇特度

完整度

沙滩长度oZO

康娱价值

疗养娱乐

环境质量

气候条件

海水海滩质量

科学价值
科学考察

科普教育

沙滩面积!游客人均"oZO

@

文化价值
历史文化

宗教文化

可浴面积oZO

@

景点组合

旅游环境容量

交通

客源条件

旅游基础设施

旅游服务与管理

可达性

安全可靠

费用

客源的规模

客源的稳定性

区内交通

食宿条件

娱乐设施

水电通讯

服务水平

管理水平

很好 好 较好 一般 差

罕见 少见 较少见 常见 经常见

极大 很大 较大 一般 不大

A" CD D C! ! CA A C"+D "+D C"

优 良 中 差 劣

很好 好 较好 一般 差

优 良 中 差 劣

很好 好 较好 一般 差

很高 高 较高 一般 低

很高 高 较高 一般 低

A C"+A "+A C"+"D "+"D C"+"A "+"A C"

很高 高 较高 一般 低

很高 高 较高 一般 低

D C@+D @+D CA+D A+D C"+D "+D C"+@D "+@D C"

很好 好 较好 一般 差

很高 高 较高 一般 低

很高 高 较高 一般 差

很高 高 较高 一般 差

便宜 适中 高 较高 很高

很大 大 较大 一般 小

很稳定 稳定 较稳定 一般 差

很便捷 便捷 较便捷 一般 不方便

优 良 中 差 劣

很好 好 较好 一般 差

很好 好 较好 一般 差

优 良 中 差 劣

优 良 中 差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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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连云港旅游资源综合评分

序号 主要旅游景观综合体名称 总分
旅游

吸引向性

旅游开发

潜力等级

A 花果山与+西游记,文化 IG

@ 东西连岛 IG

!

孔望山!摩崖造像$石象$龙洞庵$桃花涧$将军崖岩画$石棚山碑刻$白

虎山石刻"

I"

G 云台山森林公园 EE

D 海州湾浴场 EB

# 赣榆徐福故里及首航港222龙王河口渔港风情 ED

B 大伊山!石棺墓葬$岩画$星象石" E!

E 藤花落遗址 BE

I 秦山岛与神路 BE

A" 前三岛 BE

AA 东海温泉 BE

A@ 东海水晶 BE

A! 抗日山烈士陵园 BB

AG 田湾核电 B#

AD 东磊!石海$玉兰花王$延福观" BD

A# 李汝珍故居与+镜花缘, BD

AB 渔湾!瀑布群" BD

AE 西墅与竹岛 BG

AI 海州古城 BG

@" 墟沟沙滩与鸽岛 BA

@A 连云港港口及桥头堡标志性建筑 BA

@@ 伊芦山 #I

@! 海滨公园 #I

@G 宿城!船山飞瀑$水库$保驾山" #B

@D 高公岛与羊山岛!凰窝" #G

@# 灌河口与开山岛 #!

@B 安峰山水库与鸟岛 #!

@E 连云港博物馆 #!

@I 连云港贝雕厂 #A

国际旅游

吸引向性

国内旅游

吸引向性

地方旅游

吸引向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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