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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SWOT 分析法对秦岭北坡森林公园的开发现状进行了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分析 , 进一步认识到秦岭北坡森林公园发展的
优势和不足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 以期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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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orest parkon the north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s were analyzed onthe advantage , disadvantage , opportunity and
threat by SWOT analysis .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park onthe north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s was learnt further .
Based onthese , the relative countermeasures were suggested to make it develop into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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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岭北坡森林旅游概况

秦岭被誉为我国的龙脉, 它的西端在甘肃省境内, 东段

到河南省西部, 主体位于陕西省的南部与四川省交界处, 长

约1 500 km, 是昆仑山脉的延伸, 也是我国自然地理的重要分

界线。秦岭森林旅游资源丰富, 特别是秦岭北坡, 地理位置

优越, 地质地貌特殊, 动植物区系复杂, 物种丰富, 被覆良好 ,

人文遗迹众多, 且距西安、渭南、咸阳、宝鸡等旅游客源市场

较近, 具有发展森林旅游业的天然优势和巨大潜力。据调

查[ 1] ,1982 年以来 , 陕西省在秦岭北麓建起了仅次于湖南张

家界的全国第二个森林公园———楼观台森林公园后, 到2002

年已建立了17 个国家森林公园, 近几年亦在不断增加, 从而

使秦岭旅游业得以飞速发展。因此, 在森林旅游人数持续增

长, 市场对“回归自然”的森林旅游产品需求逐渐扩大的机遇

下, 秦岭北坡森林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将面

临哪些威胁和挑战 ,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  S WOT 分析法在秦岭北坡森林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

SWOT 分析法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企业战略决

策教授安德鲁斯( KAndrens) 在20 世纪60 年代提出。SWOT

分析法指一种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各种因素, 并对其进

行系统评价, 从而选择最佳经营战略的方法[ 2] 。S 是指企业

内部的优势( Strength) , W 是指企业内部的劣势( Weakness) ,O

是指企业外部环境面临的机会( Opportunity) ,T 是指企业外部

环境面临的威胁( Threat) 。

2 .1 优势分析

2 .1 .1 自然优势。秦岭北坡自然景观的主体以山岳为主 ,

多奇峰峻岭 , 且气势雄伟, 山体庞大 , 有森林苍郁、风景秀丽

的少白山、郦山、翠华山、南五台、楼观台、王顺山、天台山、大

兴山等, 尤其是作为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分水岭的秦岭主脊 ,

高低起伏 , 绵延数百里, 是不可多得的山岳景观。另外, 由于

秦岭南北在地理、气候、自然等各方面的明显差异, 从而使区

域内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在动物地理区划上, 该区域是

古北界与东洋界的分水演替区, 这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未见的

生物种类特别纷繁的地区。据记载, 分布在森林公园和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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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内的森林植物达3 300 多种, 野生动物有769 种, 其中

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达43 种 , 珍贵野生动物80

种, 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1鸟被誉为“四大国宝”。丰富的

森林动植物资源与奇峰耸峙、怪石嶙峋、沟谷幽深、飞瀑碧

潭、时急时缓, 变化万千的自然景观, 构成“纳千顷之汪洋, 收

四时之烂漫”的迷人风光, 使秦岭山区不仅成为不可多得的

旅游胜地, 同时也为科普考察提供了依据。

2 .1 .2 人文优势。宗教寺庙建筑与传统的宗教活动在秦岭

北坡较普遍。楼观台内的“老子说经台”, 道教史称“仙都”、

“洞天之冠”、“天下第一福地”, 是我国道教文化发源地; 终南

山国家森林公园中的南五台、王顺山上的悟真寺都是古时著

名的佛教圣地; 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留有李白的诗篇、孙思

邈的足迹, 文人墨客的传说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 几乎每

个森林公园都有大量的宗教和历史文化遗迹, 它们已成为普

通市民休闲度假、观光游览的好去处。陕西的人文景观则更

为丰富 , 古文化遗迹和近代革命纪念地吸引着大量的中外游

客, 为森林旅游提供了充实的客源市场。

2 .1 .3 地热优势。秦岭山地在断块抬升过程中, 与渭河地

堑之间形成许多断层构造。这里地层破碎, 多处地下水露出

地表形成温泉, 著名的有临演的华清池和蓝田的汤峪温泉。

华清池作为皇家宫苑, 始建于秦代, 唐时极盛, 古时是帝王、

达官贵人游憩、沐浴、休养的场所; 汤峪温泉在全省久负盛

名, 唐初已被开发 , 距今约1 350 余年, 唐玄宗赐名“大兴汤

院”, 现已成为有关行业职业病和民众疗养的度假胜地[ 5] 。

2 .1 .4 区位优势。秦岭位于我国中西结合地区, 南通北达, 承

东启西, 东可抵中原大地, 西通丝绸占道, 南依巴山蜀水, 北接

关中平原, 和西安、咸阳、宝鸡、渭南等大中城市相距甚近[3] 。

众多的普通公路和两条高速公路( 西安—宝鸡, 西安—潼关) 以

及陇海线、宝成线和正在修建的西康铁路构成了一幅纵横交错

的交通网加强了区内联系, 扩大了对外交流, 使秦岭森林旅游

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如太白山每逢节假日游人如织,2004

年游客达20 万人次, 经济收入达1 408 万元[6] 。

2 .2 劣势分析

2 .2 .1  资金短缺问题严重。秦岭北坡森林公园是依托原来

的国有林场或县( 市) 林业局而建 , 基础配套设施落后, 经济

基础十分薄弱[ 4] , 为满足游客多层次的、综合性的需求,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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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设施、供排水设施、通讯实施、供电设施、住宿设施等

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和建设 , 这需要大量的资金。近年来 ,

各级政府虽不断加大了对秦岭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投资力

度, 社会各界也纷纷投资这一事业, 但陕西旅游市场经济实

力有限, 与所需资金仍有较大差距, 这已成为制约旅游资源

开发与建设的“瓶颈”。

2 .2 .2 基础设施薄弱, 服务质量差。近年来大大小小的森

林公园相继在秦岭北坡建起, 但由于该区经济相对落后, 资

金投入有限, 交通设施还不完备 , 多数景区的客房少、设备陈

旧、档次低 , 接待大批中外游客的能力有限, 再加上森林公园

缺乏高素质管理人员和高水平的服务设施 , 宣传力度不够 ,

造成许多景区不为人所知, 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2 .2 .3 综合开发程度低, 资源破坏严重。相当多的景区缺

乏总体规划和系统设计 , 建设盲目无序, 这直接影响了旅游

资源的开发, 也很难满足森林旅游业发展的要求。不少森林

公园和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各行其事, 建筑物千篇一律, 无个

性特色。景点综合利用差 , 未形成集团优势, 显示不出森林

旅游业的真正实力, 尤其受季节影响, 许多资源和设施只能

发挥1/ 2 的功效[ 3] 。另外 , 秦岭北坡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

重建、乱建庙宇和亭台楼阁的现象屡见不鲜, 部分铭刻词句

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 如“奈何桥”、“鬼门关”等, 这与高

雅的书法艺术、文人佳句极不相称, 破坏了景观原有风貌, 给

人以极不协调和矫揉造作之感, 同时部分文化古迹年久失

修, 满目疮痍, 已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从而给森林旅游业带来

极大的损失。

2 .3 机遇分析

2 .3 .1 国内外森林旅游发展热潮带动了该地旅游的快速发

展。我国加入 WTO, 为国际客源市场的开拓提供了良好的机

遇。因此秦岭森林旅游应依据自身优势抓住机遇, 开拓客源

市场, 利用自身良好的绿色植被和野生动物天堂的优势, 借

鉴国内外开发森林旅游发展的先进经验, 吸取青藏铁路环保

和华山旅游开发的成败教训, 坚持秦岭开展、保护与发展共

进的基本原则, 用全新的理念有效、合理、前瞻性的去保护秦

岭、发展秦岭, 将秦岭建设成为国家乃至国际的生态旅游示

范区, 从而使之真正成为我国的中央国家公园。

2 .3 .2 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机遇。陕西省政府充分认识到

秦岭北坡发展森林旅游的优势, 已将其作为重点发展产业之

一, 这极大推动了该省森林旅游的发展; 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

发战略配套也出台了很多利于西部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 这无

疑会改善陕西省森林旅游发展条件, 并提供市场机遇。

2 .4 威胁分析 近年来, 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园陆续建立, 但

在开发过程中因盲目进行, 对一些自然和人文资源又产生了

一定破坏作用, 加上导向不利致使热点过热、人满为患, 冷点

过冷、游客稀少 , 从而给秦岭北坡森林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

一定的威胁。另外各个地方的旅游产品类型雷同, 缺乏对旅

游产品的深度开发, 工艺品、宣传品制作粗糙, 千篇一律, 未

突出个性和地方特色, 从而减弱了游客的购买欲望, 给旅游

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3  对策

3 .1 森林旅游业的发展需资金作后盾 秦岭北坡森林公园

的开发需要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扶持, 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

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同时要拓宽融资渠

道, 广泛向社会集资, 建立多种经济成分的运作机制 , 加快建

设步伐。目前资本市场要有效化解旅游资源开发的融资障

碍, 前提须深化旅游体制的改革, 放开部分旅游资源开发

市场。

3 .2  形成集团优势, 进行统一经营管理  有的森林公园如

朱雀国家森林公园、楼观台国家森林公园、终南山国家森林公

园、骊山森林公园等起步较早, 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 在经济上具有相对优势。因此, 这些森林公园在发展

过程中应带动那些开发较晚具有丰富开发资源但经济实力差

的森林公园, 形成强弱联合, 使其在资金和资源各方面形成优

势互补, 把大多数分散的景点联系起来, 形成一条旅游景观带,

使游客既能享受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景观, 又能节约时间, 提

高旅游密度, 满足旅游需求。此外,还可共同推出联合精品, 使

市场向外拓展, 形成良好的优势。

3 .3  提高员工素质 , 完善服务设施 从国内外旅游发展的

成功范例来看, 软件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作用是硬件无法比

拟的。秦岭北坡森林公园缺乏软件设施, 主要表现为缺少高

层次的管理人才和高水平的服务设施。因此, 应大力培养旅

游管理人才 , 并使其进行系统的旅游理论和实践学习, 全面

认识秦岭北坡旅游资源及旅游区的性质管理部门应制定出

相应的战略规划, 加强对旅游业发展形势、动态的分析研究 ,

要有办大办好旅游的思想。同时, 要改善基础设施, 包括修

建一定档次的宾馆, 整修路面, 完善通讯设备等, 以提高服务

水平和服务质量, 增强竞争力。

3 .4  深层次开发旅游产品和旅游购物品  秦岭北坡森林公

园目前的森林旅游产品主要是森林旅游观光产品, 品种单

一, 缺乏特色, 以观赏游览为主要内容, 旅游活动过于单调。

秦岭北坡森林公园应根据自身的综合优势深度开发产品, 利

用其山、林、水、色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围绕生态旅游这

一主题相应开发饶有趣味的森林旅游观光、度假和疗养旅游

产品和极富参与性功能的旅游活动类型, 如登山、攀登、探

险、野营等, 让人们更亲近自然, 享受回归大自然的乐趣。另

外, 可根据秦岭森林这一广阔的资源背景开发和发展旅游购

物品, 如森林特产、森林旅游纪念品和森林旅游工艺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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