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蓟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文/李玉波 闫守刚 

   蓟县位于天津市最北部，地处京、津、唐、承四市之腹心。面积1470平方公里，管辖城关、
邦均、下营、官庄等41个乡镇、949个村。县城所在地城关镇。全县总人口77.8万人。  
   1 蓟县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旅游业一直被作为蓟县最为重要的产业部门进行培育，近些年来得到快速发展。
“十五”前四年累计接待中外游客846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4.36亿元，综合收入21.8亿元，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14%和30.5%。2004年接待中外游客203万人次，实现旅游直接收入1.2亿元，综合收入
6亿元，占全县GDP的比重达到5%。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对全县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旅游业直接收入的上升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产值对地区GDP贡献率不断上
升。 
   2 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 
   虽然蓟县生态旅游发展迅速，旅游业成为蓟县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但在其发展中还存在
着许多问题或不足。 
   2.1旅游资源开发具有盲目性，环境保护意识淡薄。 
   在多数旅游景区在利用旅游资源过程中，时空利用上比较单一，资源挖掘深度不够，开发力
度不足，资源整合开发不够，存在着许多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各景区的环境缺乏有效治理，
开山采石、滥伐林木、私搭乱建、乱摆摊设点现象严重。 
   2.2旅游资开发缺乏全面的分析论证，旅游线路缺乏合理的组织。 
   旅游资源开发为了减少盲目性，要全县范围的统一全面地对各景区的品位等级进行认定和对
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的论证。目前，缺乏全县的通盘考虑，虽然已经形成相应的规划文本，但不够详
细，对全县范围的开发缺乏现实指导性。由于缺乏统一的安排，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不完备，
吃、住、游、娱乐等尚未形成配套体系。 
   2.3景区开发建设滞后、投资不足，许多有价值的景点未得到有效利用。 
   目前形成的“四区一园”的旅游体系，即古城历史文化观光区、盘山名胜观光区、长城游乐
度假区、九龙山八仙山翠屏湖休闲度假区、以及国家地质公园。由于投资不足，景区许多有价值的
景点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总的来看，蓟县各旅游景区还较大的开发潜力。 
   2.4经营主体在经营上的低效率。 
   目前蓟县现有的旅游经营仍主要是个体经营，尚没有形成有规模的以旅游开发与经营为主的
现代企业，更没有形成企业群体，部分宾馆，餐饮等娱乐设施不能及时更新，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
游客的需求。旅游经营的低层次化明显，企业化运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管理体制不协调、市场运
作机制不完善，融资渠道单一，缺乏高效可行的区域经营制度和操作环境。 
   3 蓟县生态旅游评估 
   对天津蓟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有利于促进其生态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引导生
态旅游健康发展。 
   3.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权重确定 
   建立针对蓟县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
重，并计算每一个层次所有元素相对于总目标的相对权重值。经检验指标单排序和总排序均具有满
意一致性。 
   3.2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 
   笔者请了15位专家对天津蓟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情况进行评估。然后取每个指标的15位
专家得分的算术平均值，后评估得分如下： 
   利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计算评估得分，见表1：  



    
   4 评估结果分析 
   4.1环境方面： 
   蓟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在环境方面得分最高，尤其在资源环境质量方面。这说明蓟县在生
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上资源优势相当明显。目前世界的旅游资源共分为6大类74种，蓟县拥有的旅游
资源在4大类（水域风光、地文景观、生物景观和古迹建筑）24种以（名山、洞穴、森林等），而
且具有相当高的品味[。 
   4.2经济方面： 
   在三项得分中，蓟县生态旅游发展在经济方面得分最低，尤其在生态旅游经营方面。这说明
蓟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吃、住、行、游、沟、娱乐尚未形成配套体系。各旅游景区开发建设
滞后、投资不足，许多有价值的景点未得到有效利用。另外，微观经营主体经营上的低效率问题严
重。 
   4.3社会方面： 
   旅游管理体制问题亟待解决。蓟县生态旅游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经营体制对旅游产业整体功能
的发挥有一定的制约性。旅游资源开发具有盲目性，环境保护意识淡薄。自然保护力度不够，保护
范围有限。 
（作者单位：白城师范学院地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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