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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资源开发潜力 评 价!是 对 旅 游 资 源 是 否 具 备 发 展 旅 游 业 的 条 件 并 进 而 获 取 经 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的能力的衡量&其评价不 仅 着 眼 于 旅 游 资 源 的 本 体 价 值!还 关 注 对 旅 游 资 源

开发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和开发效益等&文 章 在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潜 力 评 价 方 法 上 进 行 创 新!将

灰色理论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以洪泽县 老 子 山 风 景 区 为 例!对 其 六 个 景 区 的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潜力进行了评价和排序&研究表明!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所需样本量小!
灰色评价过程有助于解决层次分析法评价 中 出 现 的 信 息 不 完 备 和 不 确 切 问 题!使 评 价 结 果 更

加客观可信&与传统的旅游资源评价方法 相 比!此 方 法 能 够 有 效 解 决 旅 游 资 源 等 级 与 开 发 潜

力之间的错位问题!从而对旅游开发实践更具科学指导意义&

关 键 词"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多层次灰色方法#老子山风景区

文章编号"<$$$:$&;&$!$$%%$#:$"!&:<<

!!旅游资源评价是旅游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是旅游开发的基础性工作,<"&-!但在旅

游资源评价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中还存在诸多盲点!已引起旅游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旅游资源等级与其开发潜力之间的错位问题,=!<$-&本文重点探讨旅

游资源评价时有关资源开发潜力及其评价方法&

<! 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研究进展

!!!$世纪%$年代以来!我国旅游资源评价研究!在美感评估’技术性评价等方面取得

了较大 进 展,<<!<!-#在 实 践 操 作 层 面!国 家 标 准 *旅 游 资 源 分 类’调 查 与 评 价+$’V/

O<;=%!:!$$#%的颁布和实施为旅游资源评价提供了规范和指导!并成为旅游规划中主要

的评价方法&由于其评价主要围绕旅游资源的本体价值展开!有时会出现禀赋较高的旅游

资源却难以开发出有竞争力的旅游产品,<$-&而在一些传统旅游资源弱势地区!虽然旅游

资源赋存及品位并不看好!但由于优惠的旅游开发政策’居民和开发商的积极参与!旅游

产品显示了良好的市场竞争力&以上现象使得一些旅游研究者对现有旅游资源评价的不足

进行思考!如何科学评价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日益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

!!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是对旅游资源是否具备发展旅游业的条件并进而获取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的能力的衡量&同旅游资源评价中常用的美学评价或适应性技术评价相

比!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不仅关注旅游资源质量!还将旅游资源开发不可或缺的环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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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开发效益等纳入评价的范畴!因此是对旅游资源评价的深化&作为开发和规划的重要

环节!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有助于旅游地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科学地对旅游资源的

开发时序进行安排!从而为旅游地管理和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在国外!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开始于上世纪%$年代后期&’RBB等从水文’气候’
历史及民俗’交通运输等=个方面对德克萨斯州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进行了评价!并 通 过

19B>8I计算机制图系统绘制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分布图,<#-&08QGBHA34等将承载力’可

进入性’可利用性作为评价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重要因子,<D-&’RBB等在伊利诺伊州旅游

规划中!把旅游资源分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两大系列!分别对其开发潜力进行评价!并

通过+L@?BJ3系统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开发潜力评价结果进行叠加合成!划分出不同

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等级,<&-&,L?MF?B尝试运用矩阵分析方法对澳大利亚西部海滨地

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从吸引力’可进入性’旅游设施’环境质量D个方面进行了评价,<"-&

!!在国内!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研究在内容上以探讨评价指标体系为主!保继刚’楚义

芳先后做过一些富有成果的工作!以后的相关研究以跟随性居多 $表<%#在评价方法上

较为单一!主要使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定量评价&

表!!国内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研究中的主要评价指标及其方法

"#$%!!I#)3.#;(-12#3+#BB1-#;0,2)3(0,2(*+8-.+-<,2();(-*1)2<1,2-*1;,2,GB’-1#()-3B-(,3()#’

学者 主要评价指标 评价方法

保继刚!楚义芳,<- 旅游资源质量及规模’区域条件’区位特性 层次分析法

李新运等,<%- 资源价值’旅游效益’开发条件’ 层次分析法

毛明海等,<;- 景观质量’景观数量’水质’大气’植物’客源市场’交通’地区经济条件 层次分析法

李瑞’刘长运,<=- 旅游资源质量’旅游资源条件’旅游效益条件’开发利用条件 层次分析法

齐德利等,!$- 可进入性’地方经济能力’接待水平’融资能力’环境质量 层次分析法

杨学燕’戴瑜靖,!<- 区位特性’旅游资源’开发条件 层次分析法

屈小斌,!!- 旅游资源’区位条件’区域特征 层次分析法

魏长晶等,!#- 森林风景资源质量’森林公园区域环境质量’旅游开发利用条件 层次分析法

!!虽然层次分析法识别问题的系统性较强!但也存在两点明显不足"$<%在使用专家征

询时!容易因不满足传递性公理而使得部分评价信息丢失,!D-!导致评价信息不完备#$!%
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是建立在评价者的个人偏好’文化背景’体验经历和认识能力的基

础上的!难以排除许多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致使评价信息不甚确切&解决以上旅游资源

开发潜力评价中出现的信息不完备’信息不确切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把灰色系统理论同层次

分析法相结合!灰色系统理论以 (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 (小样本)’ (贫信

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优点在于,!&!!"-" $<%对于信息不确切’不完全确

知的系统具有明显的分析优势#$!%所需的样本量少!计算过程简单&将灰色理论与层次

分析法相结合曾多次用于生态城市’灌溉管理’投资风险等方面的评价,!%"!=-!结果客观

可信&目前!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尚未在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中使用!本文在旅游资源

开发潜力的评价上尝试运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以江苏省洪泽县老子山风景区为例进行

实证研究!以期为提高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的科学性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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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在相关文献中已有较多的介绍!本文在此不详细赘述&概 括 地

图<!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流程

E?C5<!E43K@A8LH3J>R4H?:4GQG4CLG9GQ84R8H?3B3J
H3RL?M>LGM3RL@GMGUI43L8H?3BI3HGBH?84

说!旅 游 资 源 开 发 潜 力 的

多层 次 灰 色 评 价 主 要 按 照

以下两个步骤来 进 行"$<%
分析 影 响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潜

力 的 关 键 因 素!在 此 基 础

上构 建 递 阶 多 层 次 评 价 指

标 体 系!然 后 制 定 评 价 指

标 的 评 分 等 级 标 准!再 利

用层 次 分 析 法 计 算 出 各 评

价指标的权重#$!%依 据 灰

色评 价 过 程 确 定 评 价 样 本

矩 阵 和 评 价 灰 类!求 得 灰

色 评 价 权 向 量!计 算 出 各

评价 对 象 的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潜力综合评价值并排序,!&-!
其具 体 流 程 及 方 法 如 图<
所示&

!!本 研 究 在 使 用 多 层 次

灰色方法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的过程中!还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确

定’运用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价指标的量化’使用专家评价法对评价对象进行打分!多种研

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是为了使评价过程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客观&

#!实证研究

!!老子山风景区位于江苏省洪泽县!近年来!随着温泉地热资源的开采!旅游开发不断

升温!地方政府因此制定了旅游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决定以温泉为龙头产品!全面开发当

地各类旅游资源&目前国内有很多类似老子山的旅游地!对于这类生命周期正处于参与阶

段$?BQ34QG>GBHMH8CG%的旅游地而言!如何科学评价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进而确定开发时

序!从而实现旅游地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老子山风景区面积#$$F>!!旅游资源以温泉地热’湖滨风光’水乡风情’宗教文化

为主!地域组合较好&由于市场知名度低’基础设施落后’旅游业发展缓慢!年游客接待

量仅&万人次&!$$D年以来随着温泉休闲度假旅游的开发!风景区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

的阶段!外来投资日趋活跃!接待设施不断改善!目前年接待游客量约!$万人次&

!!根据旅游资源特色’交通区位和旅游市场需求!把老子山风景区划分为老子山’淮仁

滩’丁滩’杨圩滩’新滩’龟山六个景区!下面将利用多层次灰色方法对上述六个景区的

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进行评价并排序&

=%!!评价指标体系

!!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的难点之一是评价指标的遴选!评价指标不全面’不准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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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目前尚无一个较为成熟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指

标体系!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全面 性’层 次 性’可 测 性’可 行 性 的 原

则!综合参考文献 ,<#"<%-和文献 ,#$"#!-的研究成果!首先遴选出!#项评价旅游资

!表9!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9!@A#’*#()-3)3+,G282(,<-.(-*1)2<1,2-*1;,2
,GB’-1#()-3B-(,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旅游资源

开发潜力$2%

旅游资源 资源品位$2<<%

价值$2<% 规模$2<!%

特色$2<#%

旅游资源 自然可进入性$2!<%

开发条件$2!% 市场可进入性$2!!%

施工条件$2!#%

景区容量$2!D%

融资条件$2!&%

政府政策及居民态度$2!"%

旅游资源 经济效益$2#<%

开发效益$2#% 社会效益$2#!%

环境效益$2##%

源开发潜力的预选指标!然后运用因子

分析方法对预选指标进行筛选!最终确

定了旅 游 资 源 开 发 潜 力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表!%&该指标体系包括#个层次<!个

指标!从旅游资源价值’旅游资源开发

条件’旅游资源开发效益三个方面对旅

游资源开发潜力进行全面系统的测量&

=%9!制定评分等级标准

!!采 用 李 克 特 五 级 量 表 $J?QG:I3?BH
0?FGLHM@84G%对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

指标进行测 量!评 价 值 为&’D’#’!’

<!分别表示旅游资源价值$开发条件或

者开 发 效 益%很 好’好’一 般’不 好’
很不好!当指标等级介于两相邻等级之

间 时! 相 应 评 分 为 D5&’#5&’

!5&’<5&&

=%=!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采用间接专家征询方法!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对评价指标权重进行计算&在对评价因

子的重要性进行比较时!用数值<’#’&’%’=标度两指标相比较时前者较后者同等重要’稍

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D’"’;则表示它们之间的过渡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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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倒数表示&鉴于不同专家对指

标间相对重要性的看法存在差异!经过两轮反馈后!确定了指标间相互比较的最 终 标 度

值!并通过了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由于篇幅有限!具体计算过程略%!最终求得各级

评价指标 的 权 重!其 中!二 级 评 价 指 标 2?$4X<!!!#%的 权 重 向 量 +X$8<!8!!8#%X
$$5D#<!$5#$!!$5!"%%#三级评价评价指标2<d$=X<!!!#%的权重向量+<X$8<<!8<!!8<#%

X$$5&&D!$5!$=!$5!#%%’2!d$=X<!!!1!"%的权重向量+!X$8!<!8!!!1!8!"%X$$5!%!

$5<D%!$5<#=!$5<$"!$5<&&!$5<;#%’2#d$=X<!!!#%的权重向量+#X$8#<!8#!!8##%X
$$5D##!$5##!!$5!#&%&从权重的排序来看!旅游资源价值所占权重最大!为$5D#<!这

说明旅游资源价值是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同时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和旅

游资源开发效益也是旅游资源开发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

=%C!确定评价样本矩阵

!!与数理统计所要求的大样本量’且数据必须服从某种典型分布不同!灰色系统理论着

重解决 (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其特点是少数据建模!对于观测数据及其分

布没有特殊的要求和限制,!&!!"-&只要原始数据列有D个以上数据!就可以通过变换实现

对评价对象的正确描述,##-&在现有运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的文献中!一般采用&个数

据列对评价对象进行分析!即可得到客观可信的评价结果,#D"#"-&

!!根据灰色评价方法对数据样本量的要求!本研究采用专家评价法确定评价样本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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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五位专家按照评分等级标准对老子山’淮仁滩等六个景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指标

进行打分!设第F个专家对第M个景区的评价矩阵为H$I%&

H$老 子 山%X

D5& D D D5& D
& D5& D5& & D
D5& D5& D D5& D
D5& D5& D5& D5& D5&
D5& D5& & D D5&
D D5& D5& D D
D D D D D
D D D D D5&
D D5& D5& D D
D D D D D
D5& D D5& D D5&

0

1

2

3D D D D5& D

!!!H$淮 仁 滩%X

D5& D D5& D5& D
D5& D5& D D5& D5&
D5& D5& D D5& D
D D D5& D5& D
D5& D5& D D D5&
D D D D D
#5& D #5& D #5&
D D D D D5&
D5& D D5& D D
D D D D5& D
D D D D D

0

1

2

3#5& #5& #5& D #5&

H$丁 滩%X

# #5& #5& #5& #5&
D D D D D
# #5& #5& #5& #
# # # # #
#5& # # #5& #
# # # # #5&
# # # # #
# #5& #5& # #5&
#5& # # #5& #
#5& #5& # #5& #
# # #5& # #5&

0

1

2

3# # # # #

!!!H$杨 圩 滩%X

#5& #5& D #5& D
D #5& D D D
# #5& #5& D #5&
#5& D #5& # #5&
D #5& D #5& D
#5& D #5& D D
#5& #5& #5& #5& #5&
#5& # #5& # D
#5& #5& D #5& #5&
#5& D #5& D #5&
D D D D D

0

1

2

3D D D D #5&

H$新 滩%X

D #5& D #5& #5&
D D #5& D #5&
D #5& D #5& D
#5& # # #5& #5&
#5& # #5& #5& #5&
#5& #5& D #5& #5&
# D #5& #5& D
#5& D #5& #5& D
D #5& #5& D #5&
#5& D #5& D #5&
#5& #5& #5& D D

0

1

2

3#5& D #5& #5& #

!!!H$龟 山%X

D D #5& D #5&
D D D #5& D
#5& #5& #5& #5& D
#5& #5& # # #5&
#5& #5& D #5& #5&
D #5& D #5& D
D #5& #5& D #5&
#5& #5& #5& #5& #
#5& D #5& #5& #5&
#5& D #5& D #5&
D #5& #5& #5& D

0

1

2

3#5& #5& #5& 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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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确定评价灰类

!!设JX&!有&个评价灰类!即9X<!!!#!D!&&其相应的灰数及白化权函数如下"

!!第一灰类 (很好)$9X<%!灰数4<+,&!r%!其白化权函数为%< $图!8%&

!!第二灰类 (好)$9X!%!灰数4!+,$!D!;-!其白化权函数为%! $图!P%&

!!第三灰类 (一般)$9X#%!灰数4#+,$!#!"-!其白化权函数为%# $图!@%&

!!第四灰类 (不好)$9XD%!灰数4D+,$!!!D-!其白化权函数为%D $图!T%&

!!第五灰类 (很不好)$9X&%!灰数4&+,$!<!!-!其白化权函数为%& $图!G%&

图!!灰数与白化权函数关系图

E?C5!!a?8CL8>MMA3K?BCHAGLG48H?3BMA?IM3JCLG9BR>PGL8BTKA?HGBGTKG?CAHJRB@H?3B

=%J!计算灰色评价系数

!!对于评价指标2<< $资源品位%!第<个评价对象老子山景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属

于第9个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系数为-$<%
<<9"

90<!-$<%<<<0%
&

10<
%<$($<%<<1%0%<$($<%<<<%0%<$($<%<<!%0%<$($<%<<#%0%<$($<%<<D%0%<$($<%<<&%

!!X%<$D5&%\%<$D%\%<$D%\%<$D5&%\%<$D%X$5=\$5;\$5;\$5=\$5;XD5!

!!同理"9X!!-$<%<<!XD5%&#9X#!-$<%<<#X##9XD!-<<<DX$#9X&!-$<%<<&X$

!!对于评价指标2<<!老子山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属于各个评价灰类的总灰色评价系

数-$<%<< 为"!-$<%<< 0%
&

90<
-$<%<<90-$<%<<<?-$<%<<!?-$<%<<#?-$<%<<D?-$<%<<&0<<5=&

=%̂ !计算灰色评价权向量

!!就评价指标2<<!所有评价者对老子山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主张第9个评价灰类的灰

色评价权向量记为2$<%<<9!

90<!2$<%<<< 0-
$<%
<<<

-$<%<<
0 D5!
<<5=&0$5#&<

!!同理"2$<%<<!X$5#=%#2$<%<<#X$5!&<#2$<%<<DX$#2$<%<<&X$

!!所以!老子山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指标 2<<对于各灰类的灰色评价权向量

2$<%<< 为"!2$<%<< X$2$<%<<<!2$<%<<!!2$<%<<#!2$<%<<D!2$<%<<&%X$$5#&<!$5#=%!$5!&<!$!$%

!!同理可计算出2$<%<! ’2$<%<# ’2$<%!< ’2$<%!! ’2$<%!# ’2$<%!D !2$<%!& ’2$<%!" ’2$<%#< ’2$<%#! ’2$<%## !老子山景区旅游资源

开发潜力2<所属指标2<d$=X<!!!#%’2!所属指标 2!d$=X<!!!#!D!&!"%’2#所

属指标2#d$2#dX<!!!#%对于各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权矩阵8$<%< ’8$<%
! ’8$<%# 为"

8$<%
< X

2$<%<<
2$<%<!
2$<%

0

1

2

3<#

X
$5#&< $5#=% $5!&< $ $
$5D<< $5#; $5!$= $ $
0

1

2

3$5D<" $5DD%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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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X

2$<%!<
2$<%!!
2$<%!#
2$<%!D
2$<%!&
2$<%

0

1

2

3!"

X

$5#=" $5#;& $5!! $ $
$5#=" $5#;& $5!! $ $
$5#&< $5#=% $5!&< $ $
$5#!D $5D$& $5!% $ $
$5##; $5D$< $5!"< $ $

0

1

2

3$5#&< $5#=% $5!&< $ $

8$<%
# X

2$<%#<
2$<%#!
2$<%

0

1

2

3##

X
$5#!D $5D$& $5!% $ $
$5D<" $5DD% $5<#% $ $
0

1

2

3$5##; $5D$< $5!"< $ $
=%D!对各级评价指标作综合评价

=%D%!!对二级指标_!&_9&_=作综合评价!对老子山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二级指标

2<’2!’2#作综合评价!计算出综合评价结果K$<%
< ’K$<%

! ’K$<%
# 为"

K$<%
< XL<Z8$<%< X$$5#%;=!$5D$&!!$5!<&!!$!$%

K$<%
! XL!Z8$<%! X$$5#"D;!$5#=#D!$5!D<"!$!$%

K$<%
# XL#Z8$<%# X$$5#&%;!$5D<;<!$5!!#%!$!$%

!!由K$<%
< ’K$<%

! ’K$<%
# 得老子山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总灰色评价权矩阵8$<%"

8$<%X
K$<%
<

K$<%
!

K$<%

0

1

2

3#

X
$5#%;= $5D$&! $5!<&! $ $
$5#"D; $5#=#D $5!D<" $ $
0

1

2

3$5#&%; $5D<;< $5!!#% $ $
=%D%9!对一级指标_作综合评价!对老子山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一级指标2作综合

评价!得其综合评价结果K$<%"

K$<%XLZ8$<%X$$5#"=$!$5D$&<!$5!!&D!$!$%

=%N!计算综合评价值并排序

!!各评价灰类等级值化向量/X$&!D!#!!!<%!老子山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综合评价

值E$老 子 山%为"

E$老 子 山%XK$<%ZM!X$$5#"=$!$5D$&<!$5!!&D!$!$%$&!D!#!!!<%!XD5<D!
同理可求得"E$淮仁滩%XD5$D<#E$丁滩%X#5!$&#E$杨圩滩%X#5"$##E$新滩%X#5&D##E$龟山%X#5&"!
!!六个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综合评价的排序为"

E$老 子 山%"E$淮 仁 滩%"E$杨 圩 滩%"E$龟 山%"E $新 滩%"E$丁 滩%

!!根据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值!可以把老子山风景区六个景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划

分为三个级别*"一级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区000老子山’淮仁滩!为最佳可开发区域#二

级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区000杨圩滩’龟山’新滩!为次佳可开发区域#三级旅游资源开发

潜力区000丁滩!为欠佳可开发区域 $图#%&根据以上评价结果!老子山风景区近期应

重点建设资源价值高’开发条件好’旅游效益高的老子山’淮仁滩等景区#杨圩滩等次佳

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区则应按照评价得分的高低适时依次进行开发#丁滩属于欠佳可开发区

域!其开发应持谨慎态度&

*依据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得分!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级别"一 级 旅 游 资 源 开 发 潜 力 区!得 分 值 域$D分#二

级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区!得分值域为#5!&"D分#三级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区!得分值域##5!&分&一级旅游资源开发

潜力区为最佳可开发区域#二级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区为次佳可开发区域#三级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区为欠佳可开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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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老子山风景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空间等级分布

E?C5#!1I8H?84L8H?BCT?MHL?PRH?3B3JH3RL?M>LGM3RL@GMGUI43L8H?3BI3HGBH?843J
083e?73RBH8?BH3RL?M>+HHL8@H?3B

=%!?!评价结果检验

!!为检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的可靠性!使用特尔菲法请地方政府旅

游管理人员’旅游规划专家对老子山’淮仁滩等六个景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进行评价!
评价结论与多层次灰色评价结果一致!这说明将多层次灰色方法应用于旅游资源开发潜力

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可以为其他旅游地提供参考和借鉴&

D!对比分析

!!当前在我国旅游规划及开发实践中!旅游资源评价主要围绕旅游资源的本体价值展

开&为了把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同旅游资源评价结果相比较!同样运用多层次灰色方法

对老子山风景区六个景区的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国家旅游局 *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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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分类’调查与评价+$’V/O<;=%!:!$$#%中的标准!从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附

加值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见图D&

图D!老子山风景区旅游资源评价与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排序对比

E?C5D!/3>I8L?M3B3JGQ84R8H?3BMGCRGBH?843LTGLPGHKGGBH3RL?M>LGM3RL@GM8BT
H3RL?M>LGM3RL@GMGUI43L8H?3BI3HGBH?843J083e?73RBH8?BO3RL?M>+HHL8@H?3B

!!分析图D!对旅游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发现二者的

不同&对旅游资源的评价结果进行排序为"淮仁滩"老子山"龟山"新滩"杨圩滩"丁

滩#而对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结果进行排序为"老子山"淮仁滩"杨圩滩"龟山"新

滩"丁滩&虽然淮仁滩的旅游资源价值得分在六个景区中最高!但由于可进入性’施工条

件欠佳!景区容量有限!总体而言其开发潜力要逊于老子山景区&杨圩滩的旅游资源价值

不及龟山和新滩!在六个景区中仅列第五!但是在市场可进入性’环境效益等方面更具优

势!因此在开发时序上要优于龟山和新滩&丁滩旅游资源价值同杨圩滩较为接近!但由于

自然可进入性欠佳!同时其水文和地质条件会对施工条件’景区容量产生制约!因此属于

欠佳可开发区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为旅游地确定开发时序提供以下两点启示和借鉴"$<%旅游资源

评价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高等级的旅游资源并不等于有良好

的开发潜力&相比之下!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更加系统全面!应该为旅游地确定开发

时序时优先使用#$!%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时!应从系统的角度进行统筹考虑!
除了考虑旅游资源的价值等级之外!还应综合评价其开发条件’内外环境及综合效益!从

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结论

!!本研究在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方法上力求创新!将层次分析法和灰色系统理论相

结合!从旅游资源价值’开发条件’开发效益三个方面对老子山风景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潜

力进行了评价并排序!研究结果表明"

!! $<%旅游资源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所需样本量小!评价结果客观可信!有助于解决

以往层次分析法中出现的信息不完备和不确切问题&

!! $!%旅游资源评价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高等级的旅游

资源并不等于有良好的开发潜力&相比之下!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更加系统全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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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解决我国当前旅游开发中出现的资源价值等级同开发潜力相错位的问题更具指导意义&

!!当然!本研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如评价指标的选取和完善’
合理样本量的确定等!今后的研究将继续探讨多层次灰色方法在不同类型旅游资源开发潜

力评价中的应用!以使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研究更具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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