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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 自然保护区乡村旅游资源评价 

于洪贤 宋红娟 
(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150040) 

摘 要 对三江自然保护区乡村旅游资源和开发条件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借鉴特尔菲法形成的乡村旅游 
资源评价模型，对这一区域的乡村旅游资源与发展务件进行 了科学评价和分析 ，评价结果表明：三江自然保护区乡 
村性指数特征为5．89，属于中等 乡村，开发 乡村旅游有一定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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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Sanjiang Nature Reserve／Yu Hongxian，Song Hon~uan(Wildlife Re— 
sources College of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Harbin 150040，P．R．China)／／Journal of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 

ty，一20o7，35(3)．一82～85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was made to study the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ir exploiting conditions in Saniiang Na— 
ture Reserve．The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n this area we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in 

terms of an evaluation model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by Delphi method．Resuh shows that the index of rurality for San— 

iiang Nature Reserve is 5．89，and it has certain potential to develop rural tourism as a middie class ru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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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地处中国的东北边陲， 

是我国现在最原始的湿地 自然保护区之一，是三江平原经过 

长期的农业开发后，目前仅存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块 

湿地，也是东北地区保留最完整的淡水生态系统 J。该区以 

当地乡镇为主要基地进行资源保护工作，旅游活动基本处于 

萌芽状态。该区的明显特征是农民居住在保护区内，这给以 

保护区为背景开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基本条件。笔者通过实地 

凋查(125份问卷调查和l6位专家访问)分析，并借鉴特尔菲 

法形成的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模型，对该区乡村旅游资源进行 

了评价，旨在为该地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依据。 

1 三江自然保护区概况 

三江自然保护区于 1994年 9月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 

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0年4月由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 

级 自然保护区。 

1．1 自然概况 

三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地处三江平原东北部，是黑龙江、 

乌苏里江汇合的三角地带。地理坐标：47。26 00”～48。22 50 

N．133。43 20 ～134。46 40”E。总面积 198 089 hm 。其中核 

心区：66 050 hm ，缓冲区面积 27 964 hm ，实验区 104 075 

hm 。属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 自然保护区，是东北亚 

鸟类重要繁殖栖息地和迁徙停歇地。该区淡水沼泽湿地面积 

大，生境原始且类型多样，属于典型的内陆高寒湿地，具有全球 

生态价值，所以被誉为“三江平原野生生物特有基因库”。保 

护区内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共有植物近500种，动物资源有 

兽类5目12科37种；鸟类 17目40科231种，爬行类3目4科 

7种，两栖类2目3科5种，鱼类 2l科77种⋯。其中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有：东北虎(Panthera tiger)、紫貂(Martes zibellina)、 

梅花鹿(Cervus nippon)、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中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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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鸭(Mergus squarrtatus)、金雕 (Aquila chrysaetos)、白尾海雕 

(Haliaeetus albicilla)、丹顶鹤(Grusjaponensis)等 12种。二级 

保护动物有：棕熊(Ursus arctos)、黑熊(Selenarctos thibetanus)、 

水獭(Lutra lutra)、猞猁 ( 似)、雪免 (却 泌 timMus)、马 

鹿(Cervus elaphus)、大天鹅(Cygnus cygnus)、鸳鸯(Aix galeric— 

ulata)、白枕鹤(Grus v／p／o)等 41种。 

1，2 社会经济状况 

1，2．1 行政 区域 

三江保护区涉及抚远县、同江市5个乡镇，26个村。即海 

青乡 13个村，鸭南乡5个村，抓吉乡 4个村，浓桥镇 2个村和 

同江市2个村，有农村劳动力5 375人，人均耕地 15 074 m。。 

1．2．2 地方经济概况 

保护区所在地的抚远、同江两县市地处偏僻，基础条件 

差，受历史 、体制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至今 

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市 。尤其是抚远县，地多人少，广种薄 

收，农业结构不合理，种植业比重大。该县种植业增加值在第 
一 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高达 94．1％。自我发展能力差， 

2001年底全县贫困乡镇9个，贫困村 53个、贫困户 8 750户， 

贫困人口3．32万人。其中：村均收入 1 000元以下的贫困村 

49个，占全县村屯总数的 72％；贫困户5 360户，贫困人口 1．8 

万人。全县农村人均收入仅为958元。 

1．3 乡村旅游源概况 

乡村旅游是一种旅游方式 ，它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原则、以 

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以村寨民俗文 

化和乡野农村风光活动为吸引物、以满足旅游者回归自然和 

娱乐休闲等为主要目的。乡村旅游资源则是引起人们进行乡 

村旅游活动的吸引物。三江 自然保护区拥有原始的乡村自然 

风光和古朴的乡村民情(表 1)。 

1．4 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现状 

三江自然保护区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着国内外游 

客，但是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经济基础差，旅 

游资源缺乏统一规划布局，交通条件较差 ，严重阻碍了旅游业 

的发展(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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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文化 同江口岸作为塞外明珠，是国家、省、地方三级对俄开展贸易的一类口岸，是通贸兴边试验区c获远县的俄岁研f}匀 一杀l仞，．母 

环境容量条件 

环境质量条件 

旅游市场条件 

投资条件 

施工条件 

开发后的效益条件 

地域广阔，容人量较大；旅游活动内容贫乏 ，服务设施不足，容时量较差 
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沿江有许多岛屿及各种自然风光，夏季花香草绿、鱼游鸟唱，气候湿凉，夏季避暑；冬季长、严寒，万 

里冰封，借助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开展冰上运动 
从目前保护区的客源看，省内游客占85％，省外国内游客占5％左右，国际游客占10％ 

旅游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旅游区(点)的建设及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还远不能适应现代旅游发展的需求 

气温低，冬季寒冷漫长，适宜施工的期限很短，施工条件相对很差 

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又解决社些回墅!查 王 全塑重i 堡 业 堡 童 ：塑 丝 i坐壁 堡：丝星堡些生查 

2 三江自然保护区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模型及其应用 

采用专家调查法 (特尔菲法)确定每个指标相对于另一 

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同时应用 AHP法(层次分析法)建立乡 

村旅游资源评价模型。 
根据当地旅游资源的特点 、旅游开发条件和乡村特征，采 

取旅游市场条件、外围吸引物(outer attraction)、可进入性(ac— 

cessibility)、乡村 资源 (rural attraction)设施、乡村性(ru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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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5个指标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模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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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模型[ 】 

天琢特 ‘ 

根据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模型(表 3、表 4)，广泛征求学黹 

和专家的意见，并对数据进行处理 ，得出结果如表 5、表 6，在 

此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资源评价体系。 

3 结论与讨论 

三江自然保护区地方经济落后，人类经济活动较少，保留 

了丰富、原始的乡村旅游资源。评价得出，三江 自然保护区乡 

村旅游资源特征指数为 lO．24，远远高于 8，可见三江 自然保 

护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原始乡村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文脉，是开发乡村旅游 的主要依据。 

评价结果表明：三江 自然保护区乡村性指数为 6．64，介于 5 

到 8之间，为中等乡村，具有一定的乡村旅游开发潜力。 
表 3 第一、--,~i．g价因子的权重[ 】 

评价因子 权 重 值 

三江自然保护区地处边远地区，可进人性比较差。分析 

结果为：该区内部可进人性特征指数为2．49，外部可进人性 

特征指数为 4．8，均低于5，可进人性均较差。尤其区内景点 

过于分散，连通性较差；外部交通条件好于内部，但选择性 d土 

较差。因此，交通条件是三江 自然保护区开发乡村旅游的主 

要限制因素。 
表4 乡村旅游资源分级评价[4,5】 

丽 

Ⅲ 进 入 性 ．一 一乡 资 源 

乡 村 旅 游 资 源 评 价 模 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3期 于洪贤等：三江 自然保护区乡村旅游资源评价 85 

人口结构(农业人口所占比例) 
3,U'~ (3,／km )(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比重) 
人口迁移 

居住条件 

土地利用(农林牧渔比重) 

20％ 

>801 

<5％ 

很好 
<20％ 

2】％ ～40％ 

800—6o1 

6％ 一】5％ 

好 
4o％ ～6o％ 

4】％～6o％ 

600 401 

】6％一25％ 

较好 

40％～6o％ 

6】％～80％ 

400 201 

26％～35％ 

一 般 
6】％～80％ 

>81％ 

<200 

>36％ 

差 
>8】％ 

垣垂丝I圭垂量直墅丛堕：国遵 宣堕2 三 二 

表5 三江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评价结果 

评分因子 因子权重[ ](总和取1) 因子评分(满分取 lO) 

外围吸 物 0。042 0．21 

重要性 0．833 5 

数 量 0 167 5 
可进入性 0。085 0．26 

内部可进入性 0 750 2．49 

连通性 0．275 3 

距离 0．074 3 

便利性 0．513 2 
选择性 0．138 3 
外部可进入性 0．250 4 80 

距离 0．109 6 

便利性 0．582 5 
选择性 0．309 4 

乡村资源 0．292 1．63 
文化资源 0．200 4．37 

乡 寸聚落 0．162 5 
乡 产业 0．051 3 
乡 j历史 0 089 5 
乡， 寸建筑 0 265 3 
乡， 寸遗产 0．433 5 

自然资源 0．800 5 87 

环境资源 0．167 5 00 
卫生条件 0 286 5 
舒适度 0．143 5 
安全性 0 571 5 
物质资源 0．833 6 04 
地形地貌 0 433 3 
水体特征 0 264 8 
植被特征 0，162 9 

动物特征 0．051 9 
天象特征 0 089 8 

施 0．046 0．24 

教育设施 

休闲设施 

基础设施 

0．64 8 

0．230 

0．122 

： ： ： 

表6 乡村阶段类型【 】 

乡村性指数特征值 乡村阶段类型 

F≤2 

2<F≤5 

5<F≤8 

F>8 

完全非乡村 

l{I等非乡村 

中等乡村 

完全乡村 

参 考 文 献 

[1] 周洁敏．对黑龙江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评价[J] 林业资源 

管理，2001(5)：61—65． 

[2] 张景群，陈诚，张兆胤．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与开发利用评价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O5，33(5)：45—52 

[3 J 杨达源，刘庆友，舒肖明，等．乡村旅游开发理论与实践[M]．南 

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4] 王雯雯，吴忠军 百色市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评价研究[J]．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0(1)：8O～83 

[5] 刘庆友．乡村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模型与应用研究[J]．南京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4)：94—98 

[6] Flelseher A，Pizam A．Rural tourism in Israel[J]．Tourism Man． 

agement。1997，18(6)：367—37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