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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介绍层次分析法的特点及思路的基础上，建立了广西乡村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的层次结构模型，并用 

该模型定量评价阳朔乡村旅游资源，以验证其应用价值，结论是该模型具有较高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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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朔旅游情况概述 

阳朔旅游业起步于上个世纪 70年代末，自2001年以来，阳朔实施“旅游立县”战略，全力打造中国 

深度旅游第一县、中国休闲度假旅游第一镇、全球休闲度假旅游第一村． 

阳朔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从阳朔乡村旅游的依托城市桂林市来看：经过 2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 

济的发展，给桂林城市居民有条件外出旅游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桂林是著名的旅游城市．阳朔作为大 

桂林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田园风光与桂林山水相映相衬，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阳朔旅游资 

源十分丰富，除著名的漓江外，县内乡村旅游遍布于“一环、二带、五景区”之中⋯．一环：即沿桂林—— 

雁山——阳朔公路(西线)和桂林——草坪——兴坪——阳朔公路(东线)所构成的环形乡村风景带．二 

带：即漓江风景带和遇龙河风景带．五景区：即县城景区，大榕树月亮山景区，兴坪景区，福利景区，葡萄 

景区和白沙景区．以上“一环、二带、五景区”所包含的景点近 250个，在这些旅游资源单体中，有大量的 

乡村田园景观、乡村村落景观、乡村古建筑景观、乡村农耕文化景观和乡村民俗文化景观等，为发展乡村 

旅游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广西乡村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模型 

旅游资源评价是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理论依据，是进行旅游规划的前提．早期的旅游资源评价是以 

定性描述为主，近 20年来，国内外对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在方法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旅游界与地学界的 

专家学者探索新的科学方法，由定性描述走向定量评价，具有指标数量化、评价模型化、标准评定公众化 

等特点 ．本文应用层次分析法对广西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定量评价模型的构建．层次分析法的特点是对 

非定量事物作出定量分析，对人们的主观判断作出客观描述，是一种简洁而实用的定量评价方法． 

2．1 建立 模型 

应用层次分析法来分析研究旅游资源，首先应确定影响旅游资源开发的因素．就某一地区而言，影 

响因素复杂多样，而且因素之问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影响旅游资源开发的因素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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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少工作，结合广西的地理环境与日前乡村旅游开发的水平，笔者认为这些影响因素可概括为旅游资 

源价值因素、景点规模因素和旅游开发条件因素．旅游资源价值因素可从乡村性、古悠度、奇特度、审美 

度、知名度等方面考察；景点规模因素可从完整度、组合度、规模度等方面考察 ；旅游开发条件因素可从 

交通通讯、餐饮住宿、旅游费用等方面考察．在此基础上建立广西乡村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即将 

影响广西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划分为不同层次，用框图形式说明层次的递阶结构与因 

素的从属关系，建立广西乡村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模型树(图 1)． 

图1 广西乡村旅游 (地)资源评价层次结构模型 

2．2 评价 因子权重值的确定 

为了确定评价因子的权重值，笔者向11家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发出征询问答卷．在征询问答卷中 

以j=lll表方式按9个级别进行判断，分别以1，3，5，7，9或其倒数作为量化标准，对同一层次中的各因子 

问对于上一层次某项因子的相对重要性给予判断，提出自己的意见．共发出征询问答卷 100份，回收78 

份，回收率为78％．对上述数据进行综合整理，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及对应的正规化向量 

w，得出同一层次相应因子对于上一层次某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重值．为使排序结果具有满意的一 

致性，进行了随机一致性比率 CR=CI／RI检验，其中 CI=( 一n)／(n一1)，RI为已知的平均随机一致 

性，当CR<0．1时，则为符合实际，否则不符合．得出某一层次相对于上一层次 子因子单排序权重值 

后，用上一层次因子本身的权重值，加权综合，得出总排序．并对总排序进行检验，当CR<1．0时，认为 

总排序符合实际，否则不符合．在上述数据的处理过程中CR值均小于0．1，说明问答卷中所选择的答案 

符合实际．根据以上数据处理，同时参照国内有关成果，给定广西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指标权重并分析出 

准则层权重及位次、子准则层权重及位次，从而得出广西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指标权重表(表 1) 

表 l 西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指标权重表 

从排列位次情况来看，在 A—C层中旅游资源价值所占权重最大，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景点规模和第 

三的旅游条件．反映对广西来说，目前一个地方能否发展乡村旅游业，首先取决于该地方有没有高质量 

的乡村旅游资源，对游客是否有强烈的吸引力，就总体而言，广西 目前属于资源型的旅游地．具有发展乡 

村旅游的资源优势．另外，由于乡村旅游的特殊性，人们还不是特别注重于当地的旅游条件．在 C—P层 

中，就旅游资源价值而言，首先是知名度，次为乡村性，再次为古悠度、奇特度和审美度．反映知名度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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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是乡村旅游资源游览价值的重要内容．说明乡村旅游资源(地)的宣传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乡村性 

是针对乡村旅游资源专门加上的一个因子，它在乡村旅游资源评价中占据的重要性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同一层次中，就旅游开发条件而言，首先是旅游费用，次为交通通讯，再次为餐饮住宿．反映了旅游费 

用和旅游资源所处的区位条件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占重要地位，而现有的基础服务设施(住宿、饮食等)则 

稍居次要地位．以上排名基本符合广西乡村旅游资源的实际．例如：广西的乡村旅游资源以独具特色的 

“自然山水+田园风光”为主体，尤其以闻名世界的阳朔为主，故知名度、乡村性在广西乡村旅游资源价 

值中占重要位置．广西历史悠久，又是多民族地区，故历史文化与民族风情资源丰富，因此古悠度在资源 

价值中也占重要地位．广西地处祖国南疆，距国内游客主要客源地和国外游客主要入境口岸较远，因此 

旅游费用以及交通通讯在旅游开发条件中占重要地位． 

3 阳朔乡村旅游资源定量评价 

3．1 评分指数的确定 

将上述广西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模型树和各评价指标权重值用于阳朔乡村旅游资源调查与研究，以 

验证此模型的实际参考价值．为做到评分公众化，笔者设计了阳朔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指标模糊评分标准 

和调查表，对阳朔 13个主要乡村旅游景点(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对象以游客为主，共收回有效调 

查100份，使用微机综合整理成阳朔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指标得分表，再将各指标权重乘以得分，最终结 

果为表 2． 

表 2 阳朔乡村旅游资源评价综合评分 

3．2 评价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的阳朔乡村旅游资源(景点)中，综合评分指数最高的是漓江(7．758)，其次是菩萨水岩洞 

(7．512)，西街(7．461)，渔村(7．355)，世外桃源(6．929)，月亮山(6．705)，大榕树(6．600)，《印象刘三姐》 

(6．470)，遇龙河(5．909)，旧县村(3．674)，莲花岩(3．450)，蝴蝶泉(1．661)，金猫洞攀岩基地(0．946)．以 

上排名基本符合阳朔乡村旅游资源(景点)的实际． 

漓江是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其知名度和独特性在国内外都是首屈一指的，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因此，排名第一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地区旅游吸引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品的品牌效 

应．乡村旅游地区也不例外．在这方面，高田历村的“菩萨水岩洗泥浴”旅游项目就十分成功．目前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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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村旅游收入最高的项目．菩萨岩洞是阳朔最大和最著名的地下河水岩洞．该项目在全区没有，在全 

国也罕见，投入使用后给人一种新奇感 ，很快成为阳朔旅游项目的一个品牌，至今不衰 J．西街的独特性 

离不开其中西合璧的文化意境，排名靠前自是应该，此处不再赘述，渔村作为中国第一位总统孙中山、美 

国总统克林顿均访问过的村庄是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那里还有典型的明清时期桂北民居．这些都决定 

了它在阳朔乡村旅游资源中的地位．世外桃源景区是结合当地的田园风光所设计开发的首批国家 

AAAA景区，并通过了ISOI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Isog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是世界 

旅游组织推荐旅游目的地，被评为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位居第五的排名 自然也是不容质疑．月亮 

山是阳朔最早，也是最具吸引力和有特色的自然攀岩场．附近的大榕树，已有l 400多年树龄，传说为广 

西壮族歌仙刘三姐与情人阿牛哥的定情处，电影《刘三姐》很多画面就是在此拍摄．投资上亿元、由张艺 

谋任总导演的《印象刘三姐》是全国第一部全新概念的“山水实景演出”，该项目一经上市便具有极强的 

吸引力，让到阳朔的游客旅游时间增加了0．3天，目前此项目已成为仅次于漓江收入的重大项目．遇龙 

河是阳朔仅次于漓江的第二大河流，素有“小漓江”之称，是阳朔县部分重点文物古迹和主要田园山水风 

景所在地．进入旧县村，沿着村道行走右边便是一排清水砖墙大宅，颇具典型的明清封闭式庄园风格．莲 

花岩内有已经命名的景观十余处，因洞内积水多，盘石象浮在水面的莲叶而得名．蝴蝶泉有阳朔唯一的 

原始吊桥、高山音乐流水瀑布，还有“岩壁上的芭蕾舞”——攀岩、“空中飞人”的体验——滑降、速降等最 

时尚的户外运动项目．阳朔攀岩场都集中在阳朔至高田方向公路附近．交通都比较方便，都可以到阳朔 

汽车站乘坐高田方向的小巴到达．离县城最近的是金猫洞．阳朔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无数的悬崖峭 

壁，加上阳朔美丽的风光，阳朔被称为中国的“攀岩胜地”． 

4 小 结 

本文应用层次分析法对广西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定量评价，首先建立广西乡村j 游资源定量评价模 

型树，通过专家咨询确定评价因子权重值，并将此模型应用于阳朔乡村旅游资源的定量评价，评价结果 

基本符合实际情况，说明模型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进一步验证了此模型在乡村旅游评价中的应用 

价值．由于本文是笔者初次探讨乡村旅游评价模型的构建，因子选择上存在争议再所难免，今后笔者会 

进一步改进和优化该模型，使其更好的应用于广西乡村旅游资源的评价之中．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以 

求教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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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Guangxi 

· - - · - — · - · - - - · - -— — Take Yangshuo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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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uangxi General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Propecting，Nanning 530002，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ques of anal 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this article set up an AHP modeling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Guangxi rural tourism remurces， 
and in order to test its application value，applied it to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YangshLIO’S rural tour— 

ism resources．And the conclusion validated this modeling’s dependability and veracity． 

Key words：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rural tourism resources；quantitative ewaluation；Yang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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