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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和网络优化方法 , 对浙江省临安市旅游资源中人文和自然资源利用

现状与潜在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和汇总分析 , 建立了旅游行为系统分析 、 旅游资源综合评价 、

经济效益预测 、 旅游地规划等一套完整的分析模型 , 并将该模型应用到临安市旅游资源优化

开发的实践中 , 尝试提出临安市旅游业的定位:以发展观光 、 休闲健身 、 康娱度假生态旅游

为主 , 与吴越文化 、 宗教文化 、科学考察 、 商务 、探险旅游相结合 , 视临安为上海 、杭州等

城市的后花园 , 将临安市建成长江三角洲有影响的避暑 、 康娱中心和城市人理想的度假胜

地。图1参 8

关键词:旅游资源;生态旅游;综合评价;网络优化;经济效益预测;旅游地规划

中图分类号:F590;Q149　　　文献标识码:A

1　临安市旅游资源优势及优化开发思路

浙江省临安市东临杭州 , 西接黄山 , 是长江三角洲的一颗绿色明珠。临安在历史上就是一座山水

名城 , 这里山青水秀 , 风光迷人 , 山水面积占总面积的 89.3%, 森林覆盖率达 72%。境内有长江 、

钱塘江两大水系的溪流分布;有神龙川 、 浙西天池等夏季最高气温不超过 28℃的休闲避暑胜地;有

天目山和清凉峰两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其中作为两大水系分水岭的天目山还被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

圈网络成员;还有青山湖国家级森林公园 、 大明山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及数十处名胜景点。山色 、 湖

光 、 巨树 、溶洞 、峡谷 、 温泉等形成了临安独特的自然风光 , 真山真水真空气的自然资源成为城市人

的理想度假胜地 。临安历史悠久 , 文化璀璨 , 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许多历代文人墨客 、官人雅士在

此留恋山水 , 留下许多古迹 、 咏唱的诗歌;宗教文化 、古代建筑 、 吴越文化自成一脉。所有这些 , 形

成临安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多年努力 , 临安市的旅游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 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

2001年荣获第二批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称号
[ 1]
, 然而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笔者运用

经济效应分析模型和主因素分析方法 , 对照各评价指标的均值和方差 , 对临安市旅游资源中现有人文

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现状进行分析 , 认为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旅游景点开发深度不够 ,

不少景点规模小 , 活动项目不尽兴 。②偏重于自然景观开发 , 忽略人文资源的开发 、整理 、 标识和利

用 , 许多人文景观未与游人见面 , 或见而不识 , 更未形成规模 。③对资源保护力度不够 , 导致部分景

区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④信息管理系统不够完善 。⑤旅游商品过少 。⑥客流量不稳定。 ⑦宣传材料的



科技文化含量有待提高 , 等等 。这说明临安的旅游业要达到可持续发展 , 尚有大量的文章可做。

为了综合 、 优化 、合理开发临安的旅游资源 , 打造生态旅游文化品牌 , 笔者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

计分析 , 建立经济效益预测 、 旅游地规划 、 旅游环境控制管理等一套完整的分析模型 , 来研究优化开

发旅游资源 , 科学发展旅游业 ,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总体思路见图 1。

图1　临安市特色旅游优化开发研究的总体思路
Figure 1　Overall strong development of distinguishing ecotourist resources in Linan City

　　一是收集临安市所处地理位置 、社会环境 、 地质地貌和人文环境等材料;获取各景点(区)游客人

数 、游客来源 、 旅游时间和停留时间等第一手资料;参考文献[ 2 ]中的评价指标 , 搜集各景点(区)地

理 、 植物 、人文和建筑等景点的介绍材料和主要的旅游服务设施资料
[ 3]
;调查各景点(区)的旅游资

源;建立旅游产品数据库等。

二是通过对指标集的聚类分析来校验调查数据的一致性并对失真严重的数据进行修正;应用综合

评价模型 、灰色相关性分析和评价方法获得各景点(区)的总体评价指标和特色评价指标;通过设定阀

值入选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区);应用模糊聚类方法 、 灰色聚类方法对入选各景点(区)进行分类 , 同时

结合游客的分类 , 归纳出旅游资源类型 。

三是应用模糊统计方法进行客源市场结构分析;应用灰色系统分析模型和时间序列分析模型预测

客流量 , 并作为优化设置旅游线路 , 优化开发景点(区)的权值 , 提出客源市场开拓的策略。

四是应用模糊信息检索方法将所有景点(区)归入旅游资源类型的分类中(一个景点可归入多类型

旅游资源), 获得旅游资源分布概况;结合旅游服务设施 , 以各景点(区)为顶点 , 依据旅游资源分布

概况构造旅游信息网络;分析游客的旅游行为 , 应用网络优化方法设置旅游线路 , 进行景点(区)和服

务设施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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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应用模糊控制和神经网络讨论景点(区)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 进行旅游地的区域规划和

整体优化 , 获得旅游资源优化开发的方案 , 提出具体景点(区)开发和经营的建议 , 特色旅游线路经营

的建议 , 景点(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的建议。

以此思想为出发点 , 笔者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和网络优化方法 , 较好地分析了游客的旅游行为和旅

游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 , 预测了客流量 , 综合评价了各景点(区)的旅游资源 , 探讨了旅游资源的分

布 , 研究了各景点(区)的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旅游线路优化 、旅游产品设置等问题 , 为临安特色旅

游的定位 、旅游区域的整体规划 、 旅游客源市场的开拓 、 环境生态保护 、 游客流量的调度控制等问题

提出了一些建议 。

该文试从中举出一个模型的建立和实践进行说明 , 其他模型另文再述 。

2　临安市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人为设置的表达旅游资源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不独立的和分布不均匀的。为了使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尽

可能均衡 , 应用观察对象的调查结果 , 用聚类分析方法对人为设置的旅游资源评价指标进行适当的归

并 , 删去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指标 , 使某些重要因素突现出来 , 同时可修正一些失真严重的调查数据。

由于调查时评分的模糊性 、时变性 、信息的不完整性和游客旅游行为的多样性和随机性 , 许多文

献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证明了模糊系统 、灰色系统在旅游资源评价 、旅游规划和客流量预测等方面均

优越于常用的数理统计方法
[ 4 ～ 6]

。为了更好地发挥模糊系统评价模型和灰色系统评价模型的优势 , 笔

者将 2个模型进行组合得出综合评价模型 。

2.1　模糊系统评价模型
[ 7]

设评判指标权值为 c =(c1 , c2 , … , cr),评判对象 i的指标值为 , xi =(xi1 , xi2 , … , xir),评价级别为

4类:{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a1 , a2 , a3 , a4}。其评判步骤如下。

第1步:从属函数的建立 。根据评价指标的评分制 , 参考各指标的平均值及标准差建立从属函

数。如5分制的评分标准可建立如下的从属函数:

μa
1
(x)=

1　　　　　　4.0 ≤ x <5.0

2(x -3.5)　　3.5 ≤ x <4.0

0　　　　　　　　其他

;

μa
2
(x)=

-2(x -4)　　　3.5 < x ≤4.0

1　　　　　　　2.5 < x ≤3.5

2(x -2)　　　　2.0 < x ≤2.5

0　　　　　　　　　其他

;

μa
3
(x)=

-2(x -2.5)　　2.0 < x ≤2.5

1　　　　　　　1.0 < x ≤2.0

2(x -0.5)　　　0.5 < x ≤1.0

0　　　　　　　　　其他

;

μa
4
(x)=

1　　　　　　　x ≤0.5

2(x -3.5)　　　0.5 ≤ x <1.0

0　　　　　　　　其他

。

第2步:令 R =
μa

1
(xi1)　μa

2
(xi1)　μa

3
(xi1)　μa

4
(xi1)

μa
1
(xir)　μa

2
(xir)　μa

3
(xir)　μa

4
(xir)

;

c =
c1 xi1

c1 xi1 +…+crxir
, …,

crxir

c1 xi1 …+crxir
。

a
i
= c 。R ,若 a

i
k0 =max(a

i
),则 i为 k 0级 。

2.2　灰色系统评价模型
[ 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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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模型的符号说明同(2.1), 其步骤如下。

第1步:依评价指标的评分制 ,参考各指标的平均值及标准差将指标的取值划分为 4个区间:[ a1 ,

a2 ] ,[ a2 , a3] , [ a3 , a4 ] ,[ a4 , a5] 。

第2步:令第 j指标关于 k 灰类的白化权函数为

fj
k
(x)=

x -ak-1

λk -ak-1
　x ∈ [ ak-1 , λk ]

ak+2 -x

ak+2 -λk
　x ∈ [ λk , ak+2]

0　　　　　　　　　其他

。

其中 , λk =(ak +ak+1)/2。

第3步:求对象 i关于灰类 k 的综合聚类系数。

δs
i
= 

r

j=1
f j

k
(xij)cj 。

第4步:由max
1≤k≤s

{δk
i
}=δ

i

k
0
判得对象 i属于灰类 k0 。

2.3　综合评价模型

设对第 j个指标类 ,应用模糊系统和灰色系统评价模型得第 i个评价对象的结果为a
i
k
0
(j)与δ

i
k
0
(j),

应用加权平均法建立如下综合评价模型(以下的[ ＊] 为取整函数)。

点综合评价向量 Z i
d
为:Z ij

d
=ρja

i
k
0
(j)+(1-ρj)δ

i
k
0
(j)。其中 ,综合数值向量ρ=(ρ1 , ρ2 , …, ρp)的

确考虑到该评价结果主要应用于旅游规划中 ,对口的评价结果应该能体现具体景点(区)的特色 ,所以

其权值以评价结果区分度大的模型对应的权值较大为合理 。如

ρj =
0.1 +max

i
a

i

k
0
-min

i
a

i

k
0
(j)

0.1+max
i

a
i
k
0
(j)-min

i
a
i
k
0
(j)+(max

i
δ
i
k
0
(j)-min

i
δ
i
k
0
(j))

。

加0.1起到了防止数据溢出的作用 。

区间性综合评价向量 Z i

q
为:若[ Zij

d
] =k ,则 Z ij

q
=[ ak , ak+1] 。i =1 , 2 , …, n , j =1 ,2 , …p 。

综合评价等级为:对向量 Z i
d
,依分量值的大小降序排列为 Z

d
＊

i ,取[ 0.7Z
d
＊

i1 +0.2Z
d
＊

i2 +0.1Z
d
＊

i3 ] 为

景点(区)i 的综合评价等级。若要排序 ,对于属同一级别的多个对象 ,用 Zi

d
＊

中从前往后第一个不相等

的分量值的大小比较来确定它们的顺序 。

3　临安市旅游资源优化开发的实践效果

笔者将临安市有一定规模的旅游景点(区)归纳为 22个 , 应用综合评价模型求得临安市旅游资源

现状与潜在的综合评价等级及其分布概况。其中 , 西天目山 、 瑞晶石花洞 、浙西大峡谷 、清凉峰 、太

湖源等景区综合评价等级为一级。主要特点有:格局明显 , 组合状况良好 , 观赏性强 , 景观自然性

强 , 生态环境优良。

结合客源市场分析结果 , 可得出临安市旅游开发策略结论 。通过客源市场游客流量分析 , 旅游资

源主成分分析 , 区位条件和社会环境主因素分析等 , 归纳出临安市旅游资源开发宜定位为:以发展观

光 、 休闲健身 、 康娱度假生态游为主 , 与吴越文化 、 宗教文化 、 科学考察 、商务 、探险旅游相结合 ,

视临安为上海 、 杭州等城市的后花园 , 将临安建设成为长江三角洲有影响的避暑 、 康娱中心和城市人

理想的度假胜地 。

从此定位出发 , 尝试为临安市旅游业发展在客源市场开拓 、旅游地整体规划与旅游景点优化开发

和景点(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设性建议:提高旅游宣传的科技含量 , 提供度假旅游地与

相邻城市的空气负离子含量 、 空气中各种菌的含量和植物精气等指标的对照表 , 适宜避暑的气候指

标;以各种宣传媒体方式展示天目山垂直变化的森林奇观和珍稀野生动植物标本图片 , 展示钱王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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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大石谷 、柳溪江漂流 、瑞晶石花洞等独特的吴越文化 、民间风情 、地质地貌和吴越文物资料 , 来

吸引观光与科考游人;搞好旅游信息系统建设 , 展现服务 、监督 、 投诉齐全 , 功能完善的网络化管理

体制;培养一批适应现代旅游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可以利用天目山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和吴越文化特

色 , 临安的宗教渊源 、民间风情和地质地貌 , 发挥上海作为旅游集散地和黄山 、 杭州的旅游窗口作

用 , 与上海 、南京 、 杭州和黄山等联合进行旅游区域规划 , 统一形象 , 整体包装 , 联手打造旅游精

品。具体的景点保护意见有:景点设计上尽量使用环行道 , 景点建设时少开山挖土 , 小体量 、 分散

式 、隐蔽式施工 , 开放时彻底搞好卫生;践踏严重的地方 , 设立栅栏;进行旅游资源普查 , 先论证 ,

后开发。避免先污染 , 后治理的路子。已经破坏的要进行恢复(修复)性攻关;采用浮动票价制 , 考虑

推出淡季票 、淡月票 、专线票和特种旅游项目票等来调节游客流量;建好旅游信息系统 , 做到超前规

划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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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vestigations and analyses have been made by using a complicated systematic theory and an optimized

network of status quo of utilized humanistic and natural elements of the tourist resources and potential tourist

resources in Linan , Zhejiang , based on which a complete set of models for systematic analyses of tourist behavior ,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ourist resources , prediction of economic return , planning of scenic spots , etc.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applied to practical optimal development of tourist resources of Linan City.It has been tried to

suggest the orientation of tourist industry in Linan , viz.developing ecotourism that is focused on sightseeing , a life

of leisure and health , recreation and holiday making in combination with cultures of the Wu and Yue States ,

religious cultures ,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 business and exploratory tourism , taking Linan as a backyard of

Shanghai and Hangzhou , and constructing Linan into an influential summer resort and a recreation center in the

Yangtze delta and an ideal holiday-making resort for people living in the city.[Ch , 1 fig.8 ref.]

Key words:tourist resources;ecotourism;comprehensive evaluation;network optimization;prediction of

economic return;planning of 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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