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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利用 SWOT-AHP 模型定量分析贵州省六盘水市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开发康养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

威胁，提出适合其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对策。【方法】对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发展康养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

威胁进行定性分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其发展康养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定量分析，

确定指标权重及加权分数，通过计算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的总优势力度，绘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战略四

边形，确定战略四边形重心坐标 P(x，y)、战略类型方位角 θ 和战略强度系数 ρ，选择适合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的

发展战略和战略强度。【结果】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发展康养旅游的优势＞机会＞威胁＞劣势，战略四边形重心坐标

P(x，y)=P(0.553 6，0.729 1)，战略类型方位角 θ 为 π/4~π/2。确定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发展康养旅游是属于机会型，应采取

增长型战略；战略强度系数 ρ=0.966 5＞0.5，应采取正强度发展战略。【结论】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的发展应采取

积极的增长型发展战略，生态环境优势 (0.247 4) 是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发展康养旅游的最大优势条件，基础设施薄弱

(0.024 1) 是影响森林公园发展康养旅游的主要劣势，贵州旅游业的发展机遇 (0.150 7) 是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

的重大机遇，但也要应对来自周边康养旅游产品的挑战 (0.068 8)。图 2 表 2 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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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imed at a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at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an analysis was made of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with  SWOT-AHP  model  employed.  [Method]  To  be  specific,  a  qualitative  analysis  is  first  conducted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efor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se  factors,  an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and the  weighted scores.  Afterwards,  by
calculating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in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the  quadrangle  was  drawn of  the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in  Forest
Park with the strategic quadrangle coordinate P(x, y), strategic type azimuth θ, and strategic intensity coefficient
ρ  determined,  and  a  suit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strategic  intensity  selected  for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Result] It was found that in developing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in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the  opportunities  threats  and  disadvantages  (A＞O＞T＞D)  with P(x, y)  = P  (0.553  6, 

收稿日期：2019-08-03；修回日期：2019-10-3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2016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2572015CB05)
作者简介：张彩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森林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E-mail: 984594571@qq.com。通信作

者：薛伟，教授，从事森林工程研究。E-mail: 407879929@qq.com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2020，37（4）：769–777
Journal of Zhejiang A&F University
doi: 10.11833/j.issn.2095-0756.20190463

mailto:984594571@qq.com
mailto:407879929@qq.com
https://doi.org/10.11833/j.issn.2095-0756.20190463


0.729 1) as the strategic quadrilateral barycenter coordinate and, the strategic type azimuth θ between π/4~π/2.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in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belong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ype, and growth strategies with a positive intensity (the strategic strength coefficient ρ =
0.966 5＞0.5) should be adopted.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in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should adopt a positive growth strategy. Favorabl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0.247 4) are the biggest advantage while the weak infrastructure (0.024 1) is the main disadvantage.
The  favor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Guizhou  Province(0.150  7)  offer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in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however, it  is also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other tourist products from surrounding areas (0.068 8). [Ch, 2 fig. 2 tab. 20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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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产业，将成为未来旅游业发展的主旋律。《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

准》将康养旅游定义为通过养颜健体、营养膳食、修心养性、关爱环境等各种手段，使人在身体、心智

和精神上都能达到自然和谐的优良状态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和。中国森林康养目前还处于探索起步阶

段，贵州以建设“全国森林康养胜地 (基地)”为目标，提出力争到 2020年建成森林康养基地 100处，

年服务 5 000万人次[1]。目前，中国森林公园康养旅游的发展尚未形成一个可供参考的体系，都是在自

身实际情况基础上进行探索式发展。对于森林公园发展旅游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森林公园的旅游资

源评价、景观规划研究、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资源分类、公园建设评价体系等方面[2−7]，

而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hreats，SWOT)分析方法在旅游方面

广泛应用于城市战略规划、生态旅游、运动旅游、探险旅游、文化旅游等领域[8−11]，并且大多是定性分

析，随意性和主观性大。本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玉舍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构建其康养旅游可持

续发展的 SWOT-层次分析 (AHP)模型，定量分析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开发康养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

和威胁，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适合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对策。

1    研究区概况

六盘水市地处贵州省西部的乌蒙山区，历史悠久，文化丰富，自然景观多姿多彩，民间文俗底蕴深

厚，是新兴旅游度假目的地。六盘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境内有玉舍国家森林公园、乌蒙山国家地质公

园、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月亮河夜郎布依文化生态园等景点。全市森林覆盖率为 48.5%，生物多样性保

存完好，境内药用植物 1  512种，其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植物 73种，有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秃杉 Taiwania  flousiana 等国家一级保护树种和银杏 Gingkgo  biloba、珙桐 Davidia
involucrata、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 等国家二级保护树种，被誉为中国野生猕猴桃之乡、中国红豆杉之

乡、中国野生刺梨之乡[12]。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水城县南部，26°27.508′~26°27.881′N，104°47.813′~104°50.385′E，地处低纬

度、高海拔的亚热带大斜坡地带，海拔 1 700~2 503 m，相对高差达 803 m[12]，立体气候明显，冬冷夏

凉，云雾多，雨日多，日照少，空气湿度大，总面积 3 342 hm2，已规划面积 800 hm2，有林面积 2 712 hm2，

有 20 hm2 保存完好的原始林，有“西南林海”之称。

2    SWOT 因素分析

康养旅游以森林公园内部的风景资源为依托，从旅游者“身”“心”两方面着手，更倾向于“养

眼”“养生”“养心”，以健康养生为主要目的。赵庆等[13] 研究了不同林分不同时间段对人体康养效果

的不同，提出了林分保健功能分析方法，为森林康养的建设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分析玉舍国家森林

公园康养旅游 SWOT影响因素时，公园自身的资源、景观、环境、交通等因素是发展康养旅游必要的基

础条件。罗芬等[14] 研究发现：人们对森林旅游解说信息的需求存在差异，而康养旅游需要配备更加专

业、多元的服务人员，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情况、自身目标定位是否明确等内部影响因素是决定能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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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养生”“养心”的潜在条件。贵州康养旅游业发展机遇，地方政策对发展康养旅游的扶持，人们

对康养的需求以及康养需求的多样性，周边康养旅游景点的威胁等外部影响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康养旅游

的发展。

2.1    内部优势分析

2.1.1    动植物资源优势 (S1)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有六盘水市境内唯一保存较为完好的原始天然森林植

被。境内植物资源丰富，森林郁闭度为 0.82~0.96，人工林、天然林交错分布，植物种类多达 1 000余

种。此外，公园内还有国家保护动物香獐 Moschus moschiferus、白腹锦鸡 Chrysolophus amherstiae、红腹

锦鸡 Chrysolophus pictus、小灵猫 Viverricula indica 等。

2.1.2    自然景观优势 (S2)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由森林游览区、森林游乐园、森林生态保护区、综合服务

区、森林探险区、发展区等 6个景区组成，景区以森林及溪水景观为主要特征，还有一条“古驿道”，

是当时连接云南、四川和贵州的通道。景区内有天然草场、实弹射击场、栓马场、夜郎湖、樱花林、紫

杉园药浴、梅花林、夜郎谷等著名景点，还有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冬季高山滑雪场，解决了冬季旅游淡

季的问题。

2.1.3    生态环境优势 (S3)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境内山系地形复杂，小气候条件多样，年平均气温在

12.0 ℃ 左右，最热月平均气温 24.1 ℃，最冷月平均气温−0.3 ℃，绝对最低气温−12.2 ℃，年降水量

1 379.1 mm，月最大降水量 291.1 mm，活动积温为 3 391.1 ℃，≥10 ℃ 的天数为 204 d，属省内少有的

温凉湿润区[12]。

2.1.4    交通区位优势 (S4)    六盘水市地处川滇黔桂结合部，与周边几个省会城市的直线距离均在 500 km
以内，素有“四省立交桥”之称，是 66个区域流通节点城市和全国 196个公路交通枢纽城市之一，贵

昆、南昆、内昆、水红铁路在此交汇，沪昆、杭瑞、都香、水盘等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六盘水月照机场

建成通航。随着立体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六盘水的区位优势将更加凸显。玉舍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六盘

水市水城县南部，属乌蒙山支脉，地处珠江水系上游，与水城县玉舍、勺米、杨梅、米箩四乡接壤，距

六盘水市中心 30 km，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有水柏铁路和两水线可到达景区，客源市场丰富。

2.1.5    民俗文化优势 (S5)    六盘水市民俗文化多元，有神秘的古夜郎文化、长征文化、“三线”精神

等。居住的彝、苗、布依等 38个民族，孕育了农耕文化、服饰文化、婚俗文化、歌舞文化等多姿多彩

的民族民间文化[14]。

2.2    内部劣势分析

2.2.1    生态保护与开发的限制 (W1)    贵州省旅游条例第 3条明确指出：“发展旅游业应当坚守发展和生

态 2条底线，突出多彩贵州山地公园特色，实行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推进全域旅游，坚持

与多元文化保护传承、生态环境保护、城镇化进程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玉

舍森林公园内部开展康养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威胁，如过度开发旅游资源也会造成生态

环境的恶化以及旅游资源的破坏，同时对生态物种的多样性也会造成威胁，所以该地区康养旅游的开发

必会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限制。因此，玉舍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的易破坏性及脆弱性也成为发展康养

旅游的最大劣势。

2.2.2    基础设施薄弱 (W2)    森林康养旅游作为一个复合旅游方式，必然离不开与其紧密相关的交通、住

宿、餐饮、产品等各种设施和服务。玉舍国家森林公园所属的玉舍镇总体接待能力较弱，服务设施不尽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旅游专项经费的缺乏，景点建设很难得到全面的改进，各项基础设施及

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也导致了其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2.2.3    专业人才稀缺 (W3)    森林讲解员、森林引导员、自然体验师等是人们体验森林康养旅游的关键，

他们可以对人们进行森林教育并引导人们进行森林体验活动，所以森林康养专业人才的缺失是发展森林

康养、森林教育的突出问题之一[15]。玉舍国家森林公园由于技术力量不足，技术队伍参差不齐，不能满

足康养旅游的需要。

2.2.4    宣传不到位，定位不明确 (W4)    知名度决定了一个旅游景区的发展前景。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冬季

高山滑雪场在全国知名度不高，吸引的只是周边地区的游客。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内丰富的康养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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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并未形成针对性的康养项目，旅游产品太单一，还停留在走马观花的旅游方式，没有对游客有强吸

引力的具有养身休闲作用的康养旅游产品。缺乏强有效的康养旅游项目品牌，不能给游客鲜明的康养旅

游品牌形象。

2.3    外部机遇分析

2.3.1    贵州旅游业发展机遇 (O1)    近年来，针对消费者对健康养生的多元化需求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国家层面多个部门自 2016年以来陆续发布了康养旅游、森林养生等相关康养旅游政

策，其中《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重点强调大力发展森林康养和养老产业，构建以森林公园为主体的

森林旅游休闲体系；《“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健康医疗旅游目的

地，大力发展健康旅游。旅游产业成为贵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成为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贵州经济

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决胜脱贫攻坚的有效路径、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

风”已成为贵州康养旅游的形象品牌。六盘水市通过转型发展，已成为“三池三湖六盘水，千岩万壑一

凉都”康养度假生态旅游胜地，年接待游客数量达 2 000万人次以上。目前，六盘水市正积极推进医、

养、健、管、游、食大健康产业链全链条发展，加快建设健康养生、健康医药和健康养老基地，打造全

国重要的康养胜地。

2.3.2    对森林康养旅游业的需求日益提高 (O2)    近年来，医学界一致认为引起成人病的主要元凶是压迫

感，而森林是释放压迫感的最佳场所[16]；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

列问题，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也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问题，森林康养能从精神层面使人放松心情；养老已成

为中国面临的难题，现在的各类养老模式均存在不少问题，而森林康养将为中国的养老事业提供一条新

途径。

2.3.3    政策扶持提供保障 (O3)    贵州重视山地旅游的发展是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康养旅游的有利大背

景。《六盘水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2016−2020)》明确指出：山地旅游方面，围绕打造大健康旅游

目的地城市，提升凉都特色山地旅游业品牌，推进以大健康山地旅游为引领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近

年来，国家对西部交通建设投入力度加大，贵州交通格局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通用航空、铁路尤其通往

全国各地的高铁以及正在建设串联各市州的城际高铁环线；已在全国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能

通达所有 3A旅游景区的“通乡连县”的加密路网等重要交通运输设施，都为发展森林康养旅游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

2.4    外部威胁分析

2.4.1    周边开展康养旅游产品的竞争威胁 (T1)    六盘水及周边地区旅游景点较多，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并

未处于优势地位。如安顺西秀九龙山森林康养基地，已建立了森林浴文化游、屯堡风情游、休闲度

假游、野外生存游等旅游项目，是领略民族风情、享受大自然生态景观的好去处[17]，该景点已打响自己

的康养旅游品牌，特色突出。而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尚未形成康养旅游产品链，没有特色康养旅

游产品。

2.4.2    招商、融资比较困难 (T2)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基础设施薄弱、专业人才稀缺、定位不清晰、宣传

不到位等劣势导致了景点知名度不高，吸引力不强，同时发展康养旅游项目短期内成效不可见，投资周

期长并且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导致了招商融资困难。

2.4.3    康养旅游需求多样性 (T3)    人们的养生需求越来越高，简单的观光式旅游已难以满足需求。具有

生理医疗自然功能的森林康养旅游更加迎合了大众的需求，集生态旅游、休闲运动与健康长寿于一体的

康养旅游项目，让人们能够从中体会到生命的乐趣，达到教育和修身养心的目的。需根据森林康养需求

对旅游市场进行细分，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3    战略层次分析模型

3.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3.1.1    AHP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对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内外部影响因素分析，构建了玉

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战略层次分析模型 (图 1)。
3.1.2    构造判断矩阵并确定权重    通过阅读森林康养旅游相关文献，根据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

772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2020年 8月 20日



展战略 SWOT分析的 4个因素，制定调查问卷，向林学、生态学、旅游管理等相关的专家学者进行咨

询。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 30份问卷并有效收回 28份，统计出各位专家学者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评

分，得出平均得分，作为判断指标重要性的参考依据。然后，比较各层次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根据层

次分析方法 (AHP)中 1~9比例赋值表构建各指标的判断矩阵，计算出每项指标相应的权重。通过判断一

致性比率是否小于 0.1来检验各层次指标是否通过一致性检验。具体如表 1所示。

3.1.3    评价指标体系的组合权重及加权分数    经过对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开发的各级指标权重的

运算，得出了该层元素相对上一层元素的重要性，因此计算所有指标的组合权重也具有重要意义。将玉

舍国家森林公园发展康养旅游对指标层各因素的有效反应程度进行评分，分值取±5~±1，“±5”依次递

减分别代表反应极敏感、较敏感、敏感、轻度敏感、不敏感，优势和机会为正数，劣势和威胁为负数，

然后用每个因素的组合权重乘以它的因素得分，即得到每个因素的加权分数 (表 2)，将所有因素的加权

分数相加，以得到总加权分数[18]。分值越大，代表其强度越大。

3.2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战略分析

对玉舍国家森林公园进行 SWOT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 1~9比例赋值表以及德尔菲法确定各要素

的权重以及评分强度，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定量分析以及四象限坐标法[19]，得出：

S =
∑

S i/ns = 2.429 0 W =
∑

Wi/nw = −0.214 8 O =
∑

Oi/no =

T =
∑

Ti/nt = −0.472 1

· · ·

总优势力度 ，总劣势力度 ，总机会力度

1.201 2，总威胁力度 。其中：ns、nw、no、nt 分别表示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因

子的总数量；Si、Wi、Oi、Ti 表示第 i 个因素的优势力度、劣势力度、机会力度和威胁力度，i=1，2，
3， ，ns。
3.2.1    战略评估矩阵图绘制及战略方位角 θ 的计算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战略评估矩阵图的

绘制，是以总优势力度 S、总机会力度 O、总劣势力度 W 和总威胁力度 T 作为半轴变量，按照逆时针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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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开发评价指标体系
Figur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wellnes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第 37卷第 4期 张彩红等：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可持续发展因素分析 773



=
( ∑

xi/4,
∑

yi/4
)序构成四半维坐标系，分别找出 4个力度对应的坐标点 S、O、W、T，并顺次连接 4点 (图 2)。对于战

略评估矩阵图中重心坐标 P(x, y)，由公式 P(x, y) 给出，xi 和 yi 分别是 S、W、O、T 在

战略四边形中的坐标[18]。可得重心坐标 P(x, y)=P(0.553 6，0.729 1)，由 P 点在图 2坐标位置或者通过计

算战略类型方位角 θ，tgθ=y/x，其中 0＜θ＜2π，可得 θ 取值范围为 π/4~π/2，根据 θ 所在区间，确定玉舍

国家森林公园发展康养旅游是属于机会型，应采取增长型战略。

3.2.2    战略强度系数 ρ 的计算    根据战略四边形重心坐标 P 的位置，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可

以凭借自身内部优势和外部机会开展增长型战略，但同时也要结合战略强度来确定最终的发展战略。战

略强度又分为战略正强度和战略负强度[19]。战略正强度受外部机遇和内在优势 2个因素共同影响，其计

算公式为 U=S×O=2.917 7，其中：U 为战略正强度，S 和 O 表示总优势力度和总机遇力度[19]。战略负强

度受外部威胁与内在劣势 2个因素共同影响，其计算公式为：V=W×T=0.101 2，其中：V 为战略负强

表 1    各因素层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Table 1    Determination matrix and consistency test for each factor layer

因素层 判断矩阵 wi λmax IC RC 一致性

评价层　 A =


1 8 3 6

1/8 1 1/6 1/3
1/3 6 1 4
1/6 3 1/4 1

 [ 0.567 1 0.049 9 0.279 5 0.103 5 ]T 4.146 6 0.048 9 0.054 3 通过

优势指标 S =


1 1/2 1/3 3 4
2 1 1/2 2 3
3 2 1 5 6

1/3 1/2 1/5 1 2
1/4 1/3 1/6 1/2 1

[ 0.185 9 0.224 7 0.436 3 0.093 8 0.059 3 ]T 5.148 8 0.037 2 0.033 2 通过

劣势指标 W =


1 1/5 1/3 1/2
5 1 3 2
3 1/3 1 2
2 1/2 1/2 1

 [ 0.087 3 0.482 7 0.251 8 0.178 2 ]T 4.107 7 0.035 9 0.039 9 通过

机遇指标 O =

 1 2 3
1/2 1 2
1/3 1/2 1

 [ 0.539 0 0.297 3 0.163 8 ]T 3.009 2 0.004 6 0.007 9 通过

威胁指标 T =

 1 2 3
1/2 1 2
1/3 1/2 1

 [ 0.665 1 0.231 1 0.103 8 ]T 3.086 9 0.043 5 0.075 0 通过

　　说明：wi为指标权重值，T为矩阵转置，λmax为最大特征根，IC为一致性指标，RC为一致性比率

表 2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开发评价指标体系组合权重及加权分数
Table 2    Combined weights and weighted scores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wellnes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目标层 评价层 组内权重 准则层 组内权重 组合权重 因素得分 加权分数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

开发评价指标体系

优势S 0.567 1

动植物资源优势S1 0.185 9 0.105 4   4   0.421 7
自然景观资源优势S2 0.224 7 0.127 4   4   0.509 7

生态环境优势S3 0.436 3 0.247 4   5   1.237 1

交通区位优势S4 0.093 8 0.053 2   3   0.159 6

民俗文化优势S5 0.059 3 0.033 6   3   0.100 9

劣势W 0.049 9

生态保护与开发的限制W1 0.087 3 0.004 4 −4 −0.017 4

基础设施薄弱W2 0.482 7 0.024 1 −5 −0.120 4

专业人才稀缺W3 0.251 8 0.012 6 −4 −0.050 3

宣传不到位，定位不明确W4 0.178 2 0.008 9 −3 −0.026 7

机会O 0.279 5

贵州旅游业发展机遇O1 0.539 0 0.150 7   4   0.602 6

对森林康养旅游业的需求日益提高O2 0.297 3 0.083 1   5   0.415 5

政策扶持提供保障O3 0.163 8 0.045 8   4   0.183 1

威胁T 0.103 5

周边开展康养旅游产品的竞争威胁T1 0.665 1 0.068 8 −5 −0.344 2

招商融资比较困难T2 0.231 1 0.023 9 −4 −0.095 7

康养旅游需求多样性T3 0.103 8 0.010 7 −3 −0.0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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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W 和 T 分别表示总劣势力度和总威胁力度[19]。

战略强度系数是判断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

游发展态势的依据，其计算公式为 ρ=U/(U+V)=
0.966 5。其中：ρ 为战略强度系数，其大小反应战

略类型的实施强度，ρ 取值范围为 [0, 1][19]。随着

战略正强度 U 的增大，ρ 也随之增大，康养旅游

战略强度增强；若战略负强度 V 增大，ρ 随之减

小，康养旅游战略强度减弱。以 ρ=0.5作为临界

点，当 ρ＞0.5时，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

展应采取增长型发展战略；当 ρ＜0.5时，应采取

防御型发展战略[19]。经过计算玉舍国家森林公园

发展康养旅游的战略强度系数 ρ=0.966 5＞0.5，所

以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的发展应采取积极

的增长型发展战略。

4    结论

对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影响程度

从大到小为优势＞机会＞威胁＞劣势，各指标对

其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的影响则各异。生态环境优势 (0.247 4)是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发展康养

旅游的最大优势条件，基础设施薄弱 (0.024 1)是影响森林公园发展康养旅游的主要劣势，贵州旅游业的

发展机遇 (0.150 7)是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的重大机遇，但也要应对来自周边康养旅游产品的

挑战 (0.068 8)。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的发展应采取积极的增长型发展战略，即依据贵州省旅游发

展的政策支持与指导的外部机遇，凭借自身的动植物资源优势、自然景观资源优势、生态环境优势、交

通区位优势和民俗文化优势，以保护生态优先，加强公园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康养专业人才，加强

宣传，形成自己的康养旅游特色。

根据以上结果，本研究提出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发展策略：①利用自身优势建立特色康养旅游基地。

第一，挖掘特色森林康养项目，建立森林康养旅游基地。玉舍国家森林公园是天然氧吧，适宜旅游疗

养。应积极发展森林浴、丛林穿越、森林冥想、森林漫步、森林瑜伽等康养项目，并提供数量充足、分

布合理、档次合理的康养餐饮设施和住宿设施，建立森林康养旅游特色基地。第二，利用现有旅游资

源，建立运动保健康养基地。利用玉舍国家森林公园现有的实弹射击场、天然草场、滑雪场作为野外拓

展区，开展模拟设计游戏、滑草、滑雪等运动健身项目。第三，开发紫山庄园温泉水疗，建设温泉养生

基地。温泉水疗可以作为一种医疗康复手段用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改善身体器官功能状态，提高人

们的生活质量[20]。利用玉舍国家森林公园紫山庄园内的温泉泉水，打造特色温泉小镇和多样化的温泉水

疗项目。第四，发展玉舍赏花旅游，建设园艺养生基地。玉舍国家森林公园有杜鹃花海、樱花林、梅花

林，建设植物专类展览园，可作为有机农产品和花卉林木供应基地，利用花卉资源的颜色、气味等引起

人们的心境变化，陶冶情操，实现园艺治疗。②分阶段、有计划地开展康养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初

期，可以以增强景区的可进入性与吸引力为导向，重点建设景区内部的综合基础设施以及配套服务设

施，以游客的基本需求为主；建设中期，结合公园自身特色，打造森林人家、森林客栈、森林温泉、养

生步道等独具特色的高端康养旅游产品；建设远期，通过完善养生养老基础设施，提供独具森林康养特

色的生态养老、生态保健、美体健身等医疗养生服务。③采取多举措招商引资，引进人才。充分利用国

家、贵州省、六盘水市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组织招商活动，做好项目对接，提高招商项目的对

接率和成功率，争取资金支持和财政项目支持。另外，可通过校校合作、校企合作等方式，注重产学研

相结合，提升康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康养旅游产业输送复合型高素质专业人才。④加大宣传力度。

重视和利用好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等新兴媒体对玉舍国家森林公园进行宣传，也可通过联办康养旅游专

项活动，设计游戏卡等活动加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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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康养旅游发展战略评估
矩阵图及方位角 θ 与战略类型对应关系图

Figure 2    Strategic assessment matrix of wellness yourism development

in  Yushe  National  Forest  Park  and  corresponding  graph  of

azimuth θ and strategic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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