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研究 
   —以天津市蓟县为例 

文/闫守刚 

   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性旅游的提出和普及，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理想的可持续性旅游模
式，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许多经营者热衷于利用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然而，在生态旅游实际发展过
程中，却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持续问题。生态旅游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面临困惑。 
   面对生态旅游的困惑，我们需要一种机制和标准来引导中国生态旅游的发展，来判断究竟什
么是真正的生态旅游。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一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
模型。 
1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与框架模型 
   在设计指标体系时，以科学性、整体性、可操作性、引导性、层次性、动态性、稳定性、侧
重性为原则，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按照可持续发展“社会——经济——环境”三分量模式，提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三分量框架模型。 
   根据生态旅游的定义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模型，在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程度因素
的基础上，遵循指标体系建构的原则，参照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提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包括环境、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共37个指
标。 
2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专家对各指标的重
要程度做出的判断，建立判断矩阵，分层次对指标进行比较打分。根据层次分析法的标度，汇总各
专家的判断结果后，构造出11个判断矩阵。 
   权重度分5级：1，3，5，7，9分别代表两个因子同样重要、一个因子比另一个稍重要、较重
要、很重要、绝对重要。 
   运用计算机软件，求解各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和对应的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并进行一
致性检验，即引入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以外的其余特征根的负平均值，作为度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
性的指标，记作 
           Ci =  
   当阶数大于2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与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之比，即随机一致性
比率，记为： 
Cr = 
   当Cr＜0.10时，认为其排序权重的结果具有满意一致性。将层次单排序中得到的数据由上层
到下层逐层顺序进行计算，结果得出最低层次元素的相对权重。 
3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模型的建立 
   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建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模型： 
S = 
   根据相关资料和专家意见，将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程度分成以下几个阶段（表1），这样就将
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分割成了可操作的具体阶段性目标，有利于进行评估，也为得分较低的生态旅
游区找到了改进的途径。 
表1 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程度评价标准 

4蓟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4.1生态旅游资源概况 
   作为天津市的“后花园”， 蓟县被列为全国生态示范县和全国首家绿色食品示范区。区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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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旅游资源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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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上（名山、洞穴、森林、长城、古树名木、典型地质
构造等），而且有较高品味。现已形成盘山、黄崖关长城，翠屏湖、县城古文物、中上元古界、八
仙山和九龙山等一批重点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其中黄崖关长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盘山列为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中上元古界被国务院批准设立为国家级地质公园,八仙山列为国家级原始次生林自然
保护区，九龙山列为国家森林公园。县城内还有国家重点保护的千年古刹——独乐寺和白塔寺等文
物古迹。这些景区与周边地区旅游资源组合在一起，具有明显的旅游集聚效应。 
4.2蓟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按照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将每一评价因子分为4
个档次，其因子分值相应分为4档，依次是100—80分、79—50分、49—30分、29—0分。根据专家
意见，取每个指标专家打分的算术平均值，利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计算评估得分（表2）： 
    
表2 蓟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得分 

经过计算，蓟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得分为26.5847分，与评价标准（表1）相比较，蓟县生态旅游
处在可持续发展中期准备阶段。(作者单位：白城师范学院地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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