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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源评价是旅 游开发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旅游定位是制约旅 游开发 的重要主观导 向。 

针对辽西地区乡村旅游实际，提 出资源评价的多体系评价方法；并从形象定位与市场定位两 

方面，对辽西乡村旅游的定位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关东风情”的形象定位和动态的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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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赖以展开的物质基 

础．是旅游活动的客体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要 

得到合理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对旅游资源的适 

当开发和利用。而适当的开发利用，则又依赖于 

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正确的定位。这 

两项基础性的工作．对于辽西乡村旅游同样是 

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的。 

一

、辽西乡村旅游的资源评价 

(一)评价的意义和方法 

所谓旅游资源的评价．即是按照某些标准 

来确定某一旅游资源在全部或同类旅游资源中 

的地位．以确定其重要程度和开发利用价值。科 

学评价旅游资源，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和前 

提．其结果将直接影响到开发的前景和方向。辽 

西乡村旅游．从资源的角度来讲．有着相当优厚 

的基础和条件。但是，从全国各地的对比来看， 

我们的各项资源在全国同类资源中，又都处于 

并不突出的地位。如何正确评价这些资源，给旅 

游业的开发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确实是当前 

旅游业内人士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旅游资源评价，这项工作在国外开始于20 

世纪60年代，使用的方法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即 

指标数量化、评价模型化、标准科学化。我国则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为适应旅游资源开 

发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刚开始基本上以定性 

描述为主．后来又开始探索更具有科学性的定 

量评价方法。在旅游资源评价方面，尽管国内外 

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探讨．提出了多种评价 

标准和评价方法，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提出 

的是评价者和评价目的无差别的标准和方法。 

而我们知道，对旅游资源的评价，首先是要有一 

个明确的评价主体。评价主体不一样，当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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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和标准也就大相径庭。比如，作为旅游 

主管部门，如果要对各地不同景区进行级别评 

比，其评价的方法一定多采用比较法，评价标准 

更注重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和国内外影响，综合 

考虑旅游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作为旅 

游经营部门．对旅游资源评价则重在其经济效 

益，评价的标准重在量化。作为游客，对旅游资 

源评价．惯常利用比较法．在同类资源中进行比 

较．选择对自己来说最满意的资源作为旅游客 

体。评价的标准一般主要在猎奇性、文化性、 

舒适度、可参与性等方面，同时还要考虑经济 

上是否划算．时间上是否适合自己．沿途是否可 

以游览更多的景物等等。所以，只有从不同的 

旅游主体出发，制定出的旅游资源评价标准和 

评价方法，才更具有实践意义。 

(--)多体系的评价 

综上，辽西乡村旅游，其资源评价一定不是 
一 个体系的评价．而是多个体系的评价。具体 

说来．应该至少是三个体系的评价：即旅游主管 

部门的评价、旅游经营部门的评价、游客的评 

价。有了这三个体系的评价，再由相关部门或 

从业人员将三个评价体系做出统一整合．最后 

得出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价结果。只有这样 ． 

我们才能真正做好辽西乡村旅游的资源评价工 

作．我们的评价工作也才会有真正的实践价值。 

多体系的评价，这是一种创新的评价方法． 

这项工作不仅对辽西的乡村旅游意义重大．对 

旅游科学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也将是一个有 

意义的尝试和创新。 

(三)应用举例 

从不同的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出发，在实 

践中采用的评价方法也就有很大不同，因此就 

构成了不同的评价体系。以盘锦双台子河口为 

例．我们来看看不同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该 

景区位于盘锦市西南约30千米处的辽东湾北 

端．这里是辽河等五条河流人海口形成的沉积 

平原．形成大面积的沼泽和泥滩。这里不仅生 

长着大面积的芦苇，栖息着200多种鸟类 ，是有 

名的苇海鹤乡。而且在赵圈河乡约100平方千米 

的苇田湿地中，还有罕见的红海滩——碱蓬红 

地毯景观。它是全球保存得最好、规模最大的 

湿地资源之一，以芦苇荡为背景，以红海滩为亮 

点，构成一处独特、完美的绿色生态旅游系统， 

是辽西乡村旅游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对于这样一项资源，如何进行评价，评价结 

果如何．我们不妨用上文所说的三个评价体系 

来分别评价一下： 

1、旅游主管部门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往 

往采用专家评价。专家主体对旅游资源进行考 

察与等级评定时常用的方法是比较法和定性评 

价法。 

比较法，这一方法在对某一景区或某一旅 

游资源进行级别评定时经常使用。主要是在一 

定范围内．对相同类型的景区或旅游资源进行 

比较，有比较才会有鉴别，才会将它们分出不同 

的等级。比较的内容主要是旅游资源的知名 

度、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方面，对 

同类旅游资源进行比较和排名．设立等级标准． 

从而分出不同的等级。 

鉴于盘锦双台子河 口的知名度还比较小． 

经济一般，社会、环境效益比较好，目前这一景 

区被评为AAA级景区 

定性评价法，这是一种描述性的评价方法。 

但是 目前国内外学者用这种方法评价时．使用 

的标准有很大的差别。例如有的学者从旅游资 

源本身是否具有古、特、奇、美、名、用等特点来 

进行评价，有的学者则提出了其他标准．如刘振 

礼先生在其所著的《新编中国旅游地理》中，对 

旅游资源评价提出了10条标准：美学价值、文化 

价值、科学价值、历史价值、环境质量、旅游容 

量、组合状况、区位条件、适应范围和开发条件 

等。定性评价不仅标准不一样，有些标准在评 

价时还有很大的主观性．方法使用上也有一定 

局限性．其评定结果缺乏直观性。最大的问题 

还在于当某项旅游资源的某些因素非常优异． 

而另一些因素却很不理想的时候，这种矛盾就 

很难统一起来。比如。盘锦双台子河口在景观 

的独特性方面很优异，但是其他方面均不突出． 

这肯定使评价结果大打折扣。 

2、旅游经营部门的评价体系。旅游开发者 

与经营者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评价方法主要是 

定量评价法。此种方法比较适用于旅游开发和 

旅游经营为目的的评价。这种评价的结果是一 

系列比较精确的数值。量化是当今科学发展的 

趋势，定量评价的结果比较直观和准确。如果 

确定了某种模式后，就比较容易地评价某一特 

定类型的旅游资源了。至目前，在定量评价方 

法方面，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模式。但 

这些模式大多比较繁琐，也没有区分评价者的 

身份和评价的目的，加之主观因素造成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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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巨大差异，因此在实践上的意义一般不大， 

此不赘述。在此笔者认为，以盘锦双台子河口 

景区为例，定量评价应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以量化：(1)季节利用即一年中能够利用的天 

数：(2)环境容量即同一时间所能容纳的人数； 

(3)适应范围即可开展的活动种类和所能吸引 

的游客的种类：(4)每年客流量人次；(5)景区每 

人门票价值面额；(6)每年可净获利；(7)可解决 

就业人数。当然，如果有特殊需要，可随时增减 

定量评价的量化指标。 

3、游客的评价体系。游客主体选择旅游地 

时常用的评价方法是定性比较评价法。这是一 

种描述性的评价，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标准。在 

此本文认为．将以下几点作为评价内容，在实践 

中还是十分可行的。这就是：猎奇性、文化性、 

舒适度、可参与I生和经济性。如果把同类旅游 

资源中最好的作为满分标准比如 级，其他 

的就可以以此为标准进行比较．得出自己的分 

数值。当然这种分数值是比较粗略的。因此，这 

种方法最适宜于游客对其所选择的旅游地的初 

步判断。对于盘锦双台子河口景区，游客的评 

价也许会是这样：猎奇性 ： ；文化性 ： ；舒 

适度：$$ ；可参与性：$ ；经济性：$料。 

总之，对旅游资源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 

目前仍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探讨阶段，这 

种探讨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 ，对辽西乡村旅游资源的评价，首 

先一定要分清评价者的身份，分清评价的目的， 

然后才能论及其评价的方法和评价的标准，因 

此要建立多体系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否则，笼 

而统之地提出来的评价标准与方法，在实践中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二、辽西乡村旅游的定位研究 

要开发辽西的乡村旅游，还有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定位。这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个是形象定位．一个是市场定位。 

(一)辽西乡村旅游的形象定位 

辽西乡村旅游到底应该推出怎样的一个形 

象?这是要由辽西地区的地域特色决定的，而 

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但是对于辽西 

地域特色的了解与把握，对其宣传与弘扬，这就 

是开发的方向。这确实是由人的主观认识来完 

成和决定的 如果我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 

一 致．则实践中就能够取得良好的业绩，我们辽 

西乡村旅游的形象定位就是合适的，就是成功 

的，反之，则会招致旅游开发的失败，不仅仅是 

影响到经济效益．而且会对社会文化、区域发展 

产生严重影响。 

凸显地域特色，搞好形象定位，是乡村旅游 

发展的必由之路。综观中外乡村旅游发展成功 

的例子，概莫如此。江浙古镇树立的是水乡景 

象．西南乡村打响的是民俗品牌。澳洲的牧场、 

非洲的原野、欧洲的田园、美洲的国家公园、南 

洋的海滨⋯⋯这些地域品牌各有其基本固定的 

形象概念，而且一经定位，渐渐深人人心，即使 

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但其基本的形象定位是不 

轻易改变的。因为这种定位深受地域环境特色 

的影响与制约．绝非能完全由开发者的创意来 

形成。长期以来我们未能真正认清辽西地区的 

地域特色从而做到彰显个I生，扬长避短，因地制 

宜，是辽西乡村旅游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最主要 

原因。要使辽西地区的乡村旅游健康快步发展 

起来 ，形成当地的特色，打响地区的品牌，首先 

就要认真研究、认识其地域特色，树立一个良好 

的地域形象品牌 辽西乡村旅游的形象可以用 

最精炼的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关东风情。为什 

么要用这四个字呢? 

1、历史沧桑感。关东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 

的地域概念，自明朝洪武年间，修了明长城山海 

关关城之后，一道关城分出了关东、关西或称为 

关里、关外 ，再加上清朝历史上的闯关东，所以 

早在明清时期 ，关东就成了老百姓熟知并经常 

使用的地域概念，甚至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 

这样使用。悠悠五六个世纪，连着一个古老的 

长城及其天下第一关城，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历 

史沧桑感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很能够打动人的 

心灵的。 

2、浓郁的地域风情感。提到关东，即使是 

没有来过东北的人，也会有一些感性的印象：东 

北的大秧歌，东北的二人转，东北的酸菜猪肉炖 

粉条。东北的火炕。东北人的粗声大气，东北人 

的剽悍直爽⋯⋯ 关东这个词汇．就是这样强烈 

而直观。 

3、强烈的地理环境感。提到关东，人们会 

直接联想到那里的地理环境和山水景观：黑土 

地。老森林。冬天的风雪和严寒⋯⋯当然，这些 

关于关东的印象。有些并非是辽西地区所能拥 

有的。或者并非是辽西地区所特有的。但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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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关系，因为辽西是关东的一部分，就像江 

南水乡这样一个概念，它涉及的绝不仅仅是一 

个或几个周庄这样的小镇，可能对于长江以南 

很多省份都适用，但是周庄等不是一样打出这 

样的形象品牌吗?实践证明，这样的形象定位 

是成功的。所以，辽西乡村旅游的形象定位，用 

关东风情是最合适的。 

(二)辽西乡村旅游的市场定位 

笔者在 《辽西地区发展乡村旅游问题与对 

策研究》一文中，曾经探讨过辽西乡村旅游的市 

场定位问题，笔者认为：开发辽西乡村旅游，市 

场在哪里，市场有多大，市场未来发展趋势如 

何，这是我们在开发旅游资源，设计旅游产品 

时，必须要先行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问题。否 

则我们的开发与宣传就会出现盲目性，从而造 

成事倍功半，甚至全盘皆输的局面。 

1、动态变化的市场。对这个问题，笔者的 
一 贯看法是．这不是一个有静态结论的问题．而 

是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对于过 

去 ，对于现在，对于不远的未来，对于遥远的未 

来，这个市场定位永远不会一成不变，而是始终 

在不断变化着。辽西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将 

始终是一个动态的市场。人数上是一个由少到 

多的动态变化过程．范围上是一个由近及远的 

动态变化过程，客源构成上是一个由简单到复 

杂的动态变化过程。从目前来看，辽西乡村旅 

游客源以当地及省内的城市居民为主 每当节 

假El，家人或亲朋到乡间去，看看山水、田林、庄 

稼，以及城市里已经难得的蓝天白云、星光明 

月，再尝尝乡村饭菜，感觉其乐融融。这些人中 

多为上班族，尤其是有车族，经常愿意自驾车去 

近处乡村出游，车程一般在一、两个小时，太远 

吸引力就减小了。 

2、市场开发的预期设想。辽西乡村旅游的 

市场开发，笔者有一个大致的预期设想，这在 

《辽西地区发展乡村旅游问题与对策研究》一文 

中谈到过。从目前来看，辽西地区乡村旅游的 

起步阶段，应该把客源市场定位在周边的城市 

人群，不可能一开始就求做大做强，做大做强是 

要一步一步来的。要加大对城市客源的宣传力 

度。既要宣传你有什么，更要宣传城市里缺什 

么。辽西地区共有五个地级市，即锦州、朝阳、 

阜新、盘锦、葫芦岛。这些城市本身规模不大， 

但是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比较高，目前不仅有乡 

村旅游的欲望，也有经济实力和闲暇时问．这是 

我们市场开发的第一个，也是最初的目标。 

在旅游开发有了一定规模之后，道路通畅 

了，食、住、行、游等基础设施到位了，旅游产品 

比较成熟了，则立即走出省外。把宣传重点推向 

相邻省份尤其是京、津等地。目前京、津两地的 

城市居民．其实已经有一些在黄金周期间或其 

他节假El，来到辽西地区乡村旅游度假，不过规 

模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变，这 

个群体的数量肯定会有较大的增加。扩大到京 

津和相邻省份后，再渐次面向全国甚至海外。 

这并不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十一五阶段，走 

出省外．走向全国应该不成问题。实际上，目前 

辽西的一些乡村游产品在省内外就已经有一定 

的知名度．如闾山文化节、葫芦岛海滨休闲度假 

游等，只不过能够吸引的省外游客人数还比较 

有限。 

对于海外客源市场。也有一个由近及远的 

渐次发展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把目标重点放在 

港澳台同胞和东北亚国家，如俄罗斯、El本 、 

韩国。其次再向东盟国家发展，然后是欧美国 

家 

三、结 论 

综上所述，辽西乡村旅游要想有一个快速 

健康的发展，必须认真做好两件基础工作，一个 

是资源评价，一个是旅游定位。在资源评价过 

程中，应该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要进 

行多个评价主体的多体系评价，要有创新。对 

于旅游开发的定位，不仅要有一个准确的形象 

定位．也要注意搞好市场的定位研究，尤其要明 

确市场定位的动态变化性，提出一个预期目标， 

分阶段完成市场开发工作。只有做好这样一些 

扎实可靠的基础工作，辽西地区的乡村旅游才 

能健康稳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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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区划为界．分散经营着自己的旅游资源和旅 

游业．偶有区域联合(如从2000年开始，通过“北方旅 

游商品交易会”，共同推展辽西地方土特产品、民间 

收藏品和民间工艺品等旅游购物品)，也只是停留在 

表面层次。而不良竞争、畸形发展的现象倒有加剧的 

趋势。因此，辽西旅游的统一规划、联合开发、良性竞 

争、协调发展之路还很漫长。 

第四，“走廊文化”一般具有易变性特征，冈而辽 

西旅游开发必须以此为出发点，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观念，勇于吸收先进文化，使旅游产品日日添新 ，月 

月有异。 

如前所述，“走廊文化”的形象定位是建立在走 

廊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既然易变性是 “走廊文 

化”资源的一个基本特征．“走廊文化”的形象定位便 

不能不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辽西旅游开发应有创 

新精神和开放心态。创新出新品。开放现奇异。新与 

异是旅游者普遍的旅游需求，也是旅游资源和旅游 

产品的吸引力所在。目前，辽西旅游产品普品多、精 

品少，吸引力差，说明辽西旅游开发创新精神不足， 

开放心态不强。应依据“走廊文化”形象定位的要求， 

进一步解放思想，敞开胸襟，努力打造新品、精品，把 

辽西走廊建设成令游人叹为观止的文化长廊。 

当然，辽西旅游开发在保持创新精神和开放心 

态的同时，还要必须注意易变性与稳定性、传统性与 

现代性的平衡。因为保持本地文化的稳定性与传统 

性，不单为本地旅游开发所必需，也是本地社会文化 

发展的必需。须知．失去个性的文化是没有吸引力 

的，而且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多样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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