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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根据四川旅游资源的现状 , 对其进行了旅游价值和旅游条件的客观特征归纳 , 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旅游资源的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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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对旅游资源的科学认识、正确分析是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的前提 ,也是区域旅游规划工作的首要环节。国外旅游资源分析工作始于上个世纪 70年代 ,

以定量分析为主。国内分析工作则在该世纪 80年代后期应旅游资源开发的要求而迅速发展起来

的 ,注意了定性与定量的结合。这里对四川旅游资源的价值、条件与潜力的定性与定量的初步分析 ,

有助于辨析四川旅游资源的性质、 地位 , 从而明确开发目的和方向。

1　四川旅游资源概况

四川省地处中国西南腹地、 长江上游 , 东邻重庆 , 南接云南、 贵州 , 西连西藏 , 北壤青海、 甘

肃和陕西 ,是沟通西南、 西北和华中三大地区的中枢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全省面积 48. 5万 km
2 ,

居全国第 5位。全省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年降水 1000毫米左右。从地形地貌来看 , 全省地

跨四川盆地、 青藏高原、 横断山区、 云贵高原和秦岭山地 ,境内山岭、 盆地、丘陵、 平原纵横交错 ,

江河湖泊网罗密布。全省辖 18市 3自治州 , 人口 8357万 , 但分布畸偏。盆地面积不到全省的 1 /

3却居住着全省人口的 90%。四川少数民族 13个 , 为全国第一大彝族聚居区、 唯一羌族聚居区和

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四川有丰富的各色旅游资源 ,如有 66个主要景区 (其中含 2处世界自然遗产、

1处世界文化遗产、 1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9处国家级风景区 )、 7座国家级和 24座省级历史文

化名城、 40处全国重点和 268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4所博物馆 (含陈列馆、 纪念馆 )、 56个

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 37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 重要名胜景区 (点 ) 263个。可见全省旅

游资源可谓种类齐全、数量众多、各具特色 ,因此对四川旅游资源评价研究很有必要 ,可为四川旅

游深入发展理清思路和明确方向。

2　四川旅游资源表征

2. 1　旅游价值

首先是自然景观的观赏价值。四川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区内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即造就出了一

大批原始绚丽的自然景观。如有 “天下秀” 的峨眉山 , “天下幽” 的青城山 , 原始古朴的九寨沟 ,

“人间瑶池”的黄龙沟 ,青风绿骨的蜀南竹海 ; 有亚洲大陆位置最东、海拔最低的海螺沟冰川公园 ,

以保护国宝大熊猫为主的蜂桶寨、唐家河和卧龙自然保护区 ,奔腾不息的金沙江峡谷等 ,都向人们

展现出西部特有的天姿神韵 , 具有很大的观光旅游价值。

其次是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价值。四川因其独特的发展历程而拥有灿烂的历史文化。资阳市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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鳝溪出土的 “资阳人” 头骨化石、 资阳鲤鱼桥遗址、 汉源富林镇遗址、 成都羊子山遗址等 ,均是四

川先民生息劳动的证据 ;在盐亭县至今还有许多黄帝的元妃嫘祖的传说 ,还有谜底待解、神秘离奇

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 (可能是鱼凫王族先后建立的早蜀王国的都城 ,其青铜文明是古

蜀文化最集中的代表 ) , 以及李冰治水、 文翁兴学、 诸葛亮治蜀等的名人遗存 , 有中国道教发祥地

和藏传佛教的发展 ,还有八大王与大西政权、保路风潮等历史事件。四川也是一个文化积淀丰厚的

省份 , 如有西汉文学三大家、 陈寿与 《三国志》、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 “文章之宗” 苏轼、 黄荃与花

岛画、 明代状元杨慎、 落下闳与太初历、 唐慎微与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秦九韶与 《算学九章》、

张宗法与 《三农记》等。这些历史文物古迹是四川省境内文明发展、历史长河呛桑变化的真实记载 ,

蕴含着深重的历史文化价值。

第三是科学考察研究价值。四川许多旅游资源不仅具有旅游观赏价值 ,而且还具有巨大的科学

和研究价值。四川盆地是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 ,有着丰富和多样化的动植物物种 ;源远流长的巴蜀

文化 ,铸就了四川深厚的地域色彩。从科学考察与研究方面来开展旅游活动 ,可进行从平原到高山

草地过渡地带的植物种群考察研究 ,观赏植物和珍稀植物考察研究 ,山区中草药的考察研究 ,稀有

濒危物种如大熊猫等的研究 , 四川佛教和道教的专题考察研究 , 四川汉族民俗和少数民族文化研

究 ,成都及川内各地工艺美术研究 ,川菜及茶馆文化、酒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毫无史料记载的三星

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研究 , 对泸州张坝桂圆林 “桃花水母” 的研究 , 对黄龙沟的世界最大钙华滩、

最大彩池群的研究等等 , 更能旅游活动的科学意义。

2. 2　旅游条件

首先从位置和交通条件看 ,四川的地理位置虽然有其劣势 ,也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不足在于地

处我国西部、 地貌上的第二级阶梯 ,且深居大陆内部 ,距东、 东北、 东南部广大客源市场较远 ,联

系不便 ,旅游资源的物理吸引力弱 ,因此成为客源市场开发的制约因素。而优势在于其枢纽位置。

四川在西部 12省市区中 ,除广西、 内蒙古、青海和宁夏外都地界接壤 ,与西部各地联系十分方便。

从全国范围来看 ,四川邻近全国地理中心和西部东缘 ,向东辐射比西部其他省市区更为容易 ,为四

川实现西西合作和东西合作的经济发展的 “龙头”和 “桥头堡” 提供了位置保障。国家经济重心西

移下的西部大开发、外资对西部的关注以及加入 WTO后国际经技术的频繁交流 ,必然带来西部国

际旅游业的发展与繁荣 ,四川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和地缘优势 ,大力开展跨省旅游和跨国旅游 ,拓

宽旅游客源市场 ,推动四川旅游跃上一个新台阶。在交通通讯方面 ,四川现已初步形成航空、铁路、

公路、内河等技术设备较为先进、纵横交错的综合运输网和各种形式的邮电通讯网。当然不可否认

的是 ,与西部一些省份比较 ,四川 “蜀道难” 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还有许多景区 ,由于位

置偏僻、 路途遥远、 开发较迟 ,交通运输条件落后 ,可进入性较差 , 影响了景区的建设和当地旅游

业的发展。

其次从景象的地域组合条件来看 ,四川地域辽阔 ,旅游资源比较分散 ,加之开发时缺乏科学规

划及系统建设因素 ,总的来说景象的地组合不理想 ,许多景区内容单调 ,缺乏自然与人文资源的互

补性 ,缺乏特征与品味。这是四川有些旅游资源知名度不高、吸引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

不乏有组合条件较好的景区 ,如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峨眉山—— 乐山大佛景区 ,既有 “螓首峨

眉 , 细而长 , 美而艳” 的延绵山体 ,山上动植物种类繁多 , 有动物 2000余种、 植物 3000余种 , 其

中枯叶蝶、凤蝶、 髭蛙、 弹琴蛙、 树蛙、大蚯蚓为峨眉山特有 ,有三纪孑遗植物木共桐、 银杏、 洪椿、

桫椤等 ,以雄秀奇幽著称于世 ;还有 “山是一尊佛 ,佛是一座山”的世界最高的弥勒坐像乐山大佛 ,

以及汉代崖墓、唐代凌云寺与灵宝塔、宋代东坡楼及碑林、佛国天堂等人文名胜荟萃。正因为如此 ,

才使得峨眉山—— 乐山大佛景区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 , 成为中外驰名的中国旅游 40佳和首批 4A

景区之一。

第三从环境容量条件来看 ,它是风景区的规模和效益的总标志。其主要指标包括容人量和容时

量。四川地域辽阔 ,东西差异大。广大川西高原人烟比较稀少 ,大部分景区环境容人量大 ; 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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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由于资源比较单一 ,旅游活动内容贫乏 ,服务设施不足 ,因此容时量较差 ,这也是当地旅游效

益和创汇不能很快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九寨沟风景区多年来是四川旅游业的一个品牌产品 ,但却

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环境容量问题。虽然整个景区面积 720平方公里、外围保护区 600平方公里 ,且

其中还有 3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 , 但目前已开放宝镜岩、 树正、 诺日朗、 剑岩、 长海、 扎如 6个

风景区 , 游人只能涉足到狭窄的 60余公里的山沟谷地 ,活动空间大为受限。据测算九寨沟最佳日

容人量为 8000余人 , 满负荷为 12000余人。而实际上每到旅游旺季游人可达数万人之多 , 不仅人

流拥挤、影响观赏 ,而且在清洁卫生管理和接待服务设施及水平大打折扣 ,故景区已开始采取了限

量旅游的措施 ,但每到旺季仍显狭小、 疏散能力较差 ,导致容人量较少。同时 ,景象具有很强的季

节性 ,主要限制在夏秋两季 ,冬季游人较少 ,加之目前游览活动内容较单调 ,其容时量就必然相对

减少。对于川东盆地而言 ,有些景区景点较为分散 ,路程叠绕 ,知名度不够 ,缺乏引导与组织 ,因

而游人又嫌稀少 , 没有达到应有的接待能力 , 造成旅游资源浪费。

第四从投资条件来看 ,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作保障。四川境内知名度较高、

具有多种功能的旅游风景区并不少 ,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旅游业资金投入不足 ,旅游景区的

建设及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远不能适应现代旅游发展的需求。如果要形成一定的产业化规模 ,尚需

巨额投资。投资条件欠佳是四川旅游业过去一直处于较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 ,这种状况

正在得到改善 ,一方面借助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国家加大了对西部的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随着加入

WTO, 四川省已废止了不相适应的政策法规 , 正努力营造入世开放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同时四川

正加强改革开放力度 ,如今年年初四川向海内外公布出让九寨沟、四姑娘山等 10大景区经营权 ,汉

龙集团五年投资 20亿元开发包装四姑娘山 , 林凤集团 13亿打造 “自贡恐龙王国” ,年末又推出包

括大邑刘氏庄园、广汉三星堆在内的 100个旅游招商项目。这些表明四川的旅游业投资环境正逐步

好转起来了。

第五从施工条件来看 ,四川地跨四川盆地、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秦巴山地五大地貌单元 ,地

貌类型复杂多样 ,以多山和多高原为特色。约占全省 2 /3的川西高原是青藏高原的边缘部分 ,海拔

3000- 4900米不等。由于高原气候特点 , 全年气温较低 , 冬季寒冷漫长 , 因此适宜施工的期限很

短 ,加之考虑防寒的需要 , 施工量很大。尤其是川西北高原区 ,有的地方由于经济技术落后 ,交通

条件差 ,建筑材料、 生活用品难以供应 ,更增加了施工难度 ,使这些地区的工程量、 投资额、 技术

难度比其它地区要大得多。而对于四川盆地 ,除 6000平方公里的成都平原外 ,其余的盆中万山丘

陵、 盆东平行岭谷区和盆周山地 ,施工条件都比较困难。盆底由于人口密度、 农业密度较大而投资

率高。

第六从开发后的效益条件来看 ,四川省旅游资源开发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全

省而言 ,由于旅游资源的大力开发 ,促进了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而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全省

其它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旅馆、 饮食、 商业、 交通运输、 邮电等第三产业的壮大。新世纪首届全国

旅游盛会—— 全国旅游交易会在成都召开 ,来自全国 39个代表团近万人参加了这些盛会 ,众多中

外旅游商家都一致看好四川旅游业的潜力与前景。经过近 20年的发展 ,四川旅游业已初具规模 ,创

造了较为可观的宏观经济效益。 2001年旅游业总收入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 44% ,相当于第

三产业总值的 18. 93% ,旅游外汇收入已占全省非贸易外汇收入的 42. 30%。 2001年 ,全省接待国

际旅游人数达 57. 48万人次 ,列全国 14位 ,比上年增长 24. 4% ; 旅游外汇收入 1. 6579亿美元 ,列

全国 16位 ,比上年增长 36. 0%。国内旅游方面 , 2001年全省接待 6335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 17. 3% ,

旅游收入 300亿元 ,比上年增长 21. 0%。旅游业的发展 ,也拓宽了就业门路 ,增加了就业人数 ,促

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稳定 , 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　四川旅游资源分析

3. 1　选项与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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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四川旅游资源时可先确定资源、环境和旅游条件三个综合评价层次 ,以及 10个项目评价

层、 11个因子评价层 , 有关专家参与咨询打分 , 结果经处理后得出四川旅游资源权重值。从权重

值排序来看 ,在综合分析层中资源条件的权重最大为 0. 663,这表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以资源

为基础和前提的。某地旅游资源吸引力的大小及开发价值决定了该地旅游业的发展规模与方向。其

次是旅游条件和环境条件 , 其权重值分别是 0. 207和 0. 13。它们对景区的开发影响较大 , 因为再

好的旅游资源如果没有旅游条件和环境条件也不会得到市场与社会的认可 ,也就没有开发价值。从

具体参数来看 , 上述三者的分值 (按权重乘 100所得 ) 分别为 66、 21、 13; 在资源条件中又分为

观赏特性 (含愉悦度、 奇特度、 完整度三个评价因子 )、 科学价值 (含科学考察、 科普教育两个评

价因子 )、 文化价值 (含民族风情、 历史文化、 疗养娱乐三个评价因子 ) 三个项目评价层 , 分值分

别为 36、 7、 23; 在旅游条件中又分为交通通讯条件 (含便捷性、 安全可靠、 费用三个评价因子 )、

接待国外游客的可能性、距国内客源市场的远近、住宿条件、旅游服务与管理五个项目评价层 ,分

值分别为 6、 5、 5、 2、 3; 在环境条件中又分为景观组合、 环境容量二个项目评价层 , 分值分别为

10、 3。这样我们可以判断出在三个评价层次中各项目的重要程度 ,因而可指导旅游资源的开发、旅

游条件与旅游环境的改善。

3. 2　开发潜力

一般采用模糊计分法将各相关评价因子按 “优、 良、 中、 次、 差” 划分为 5个等级 , 其分值范

围分别是 0. 8～ 1、 0. 6～ 0. 8、 0. 4～ 0. 6、 0. 2～ 0. 4、 0. 2～ 0, 这里对四川旅游资源景区 (点 ) 进

行分项打分 ,用加权求和法计算出各景区 (点 )得分值。我们将得分为 78～ 100分的归为具有国际

吸引力的景区 , 这些景区旅游品位高 , 对海内外的吸引力都很高 , 形成了品牌效应。其中 73～ 78

分的资源为二级国际吸引力资源 , 78分以上的为一级国际吸引力资源。得分为 70～ 73分的旅游资

源归为具有国内吸引力的景区 ,这些旅游资源品位中等 ,对全国范围内的游客产生较大的吸引力。

得分 62～ 70分的旅游资源为具有边缘吸引力的旅游景区 ,它能够对四川周边省市的游客产生吸引

力 , 这些资源相对一般 , 辐射范围不大。而 62分以下的旅游资源则是具有省内吸引力的景区 (表

1)。

　　表 1　四川旅游资源潜力初步判断

吸引范围 潜力分值 自然资源类 文化资源类

国际吸

引力
78- 100

九寨沟、 黄龙沟、 峨眉山、 四姑娘山海

螺沟、 蜀南竹海、

乐山大佛、都江堰、自贡史前恐龙化石资源、三

星堆遗址、 金沙遗址、 青城山、

73- 78 西岭雪山、 贡嘎山、 蜂桶寨、 卧龙

国内吸

引力

70- 73 龙池、 黄龙溪、 天台山、 瓦屋山、

蓥华山、 牟尼沟、 跑马山、

西昌邛海、 泸沽湖、 花水湾、 富乐山

碧峰峡

老君庙、 宝光寺、 刘氏庄园、 剑门关、 邓小平

故居、 安岳石刻、 杜甫草堂、 武候祠、 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 泸定桥

边缘吸

引力

60- 70 达州真佛山、 兴文石林、 玉蟾山、 若尔

盖草原、 诺河风景区、 简阳三岔湖翠屏

山、 螺鬃山、 金华山、 凤凰山

德格印经院、 报恩寺、 皇泽寺、 千佛崖摩崖广

德寺、 棘人人悬棺、 大佛寺、 朱德故居、 西昌地

震碑林、 二滩水电站

省内吸

引力

62以下 九龙沟、 温江生态旅游区、 龙泉、 朝阳

湖银厂沟、 北川猴王洞、 梓潼七曲大庙

山、 安县白水湖、 江油窦湍山、 桫椤谷、

纳溪方山、 佛宝风景区、 桂圆林、 内江

大自然景园、资中重龙山、隆昌古宇湖、

宜宾流杯池、 百丈湖、 仙女山、 黑龙潭、

彭祖山新都桂湖

世界乐园、 云顶石城、 望丛寺、李白纪念馆、 盐

业博物馆、 鑫岛游乐城、 德阳石刻艺术墙、 内

江张大千纪念馆、 灵山寺、 三苏祠、文殊院、 青

羊宫、 成都动物园、 鹤鸣山、 荣县大佛、 西林

寺、 乐至卧佛、 郭沫若旧居、 阆中大佛、 土司

官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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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旅游资源分析是进行旅游规划、明确开发的基础性工作 ,本文仅是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要想

深入地进行更科学的评价还有许多新知识要学习、许多新技术要采纳。譬如在研究内容上 ,不仅要

关注旅游资源的视觉质量分析 ,更应注意其人类文化遗产价值和货币价值分析 ;在研究技术和方法

上 , 还可充分采用国外已普遍应用的 3S技术、 因特网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等 ,并且能够将相关学

科如经济学、 社会学、 行为学、心理学、 地理学、 考古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地吸收到旅游资源

的分析研究中来 ,这样的旅游资源分析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才能够真正比较科学而准确地作出分析

结论 , 指导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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