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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黄钟浩，方旭红，张! 宁，张! 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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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总结国内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的研究现状，在现有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概念分析的基础上阐述生态旅游

目的地竞争力的内涵，概括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构成要素。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环境

竞争力 % 个方面构建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获得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各层

评价指标的权重。研究发现潜在竞争力、环境竞争力、现实竞争力指标分别为 #) I"*、#) %%%、#) $J#，表明潜在竞争力

是生态旅游目的地的主要竞争力，旅游人才、区位条件、资源质量等方面的改进对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提升有

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KID#) %；B"D 文献标识码：L! ! ! 文章编号：$EG"H EED%（"#$$）#"H ##GIH #J

! !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旅游目的地的不断涌

现，旅游业日益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

是生态旅游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正逐渐成为旅游

业发展的主流，如何提升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就

成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

力评价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与衡量生态旅游目的地竞

争力的强弱，理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竞争优势与劣

势，不断采取措施培育竞争优势，进而提高旅游竞争

力，对于促进生态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 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研究现状

我国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研究起步较晚，旅游目

的地竞争力评价研究文献数量较少。史春云等人从

旅游 目 的 地 竞 争 力 的 主 要 评 价 模 型（ 1(,-?2 M
N5<?25: 模型和 AO=:( M P57 模型）、变量选择（ 价

格、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游客偏好与需求以及环境

管理因素等）、模型应用等方面对旅游目的地竞争

力定量评价进行了综述［$］。易丽蓉等就旅游目的地

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旅游

支持因素、旅游资源、目的地管理、需求条件、区位条

件 I 个因素与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I 个影响因素之间也呈正相关关系［"］。朱明芳

分析了国内外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相关研究，归纳现

行主要测评指标和方法的特点，寻求更准确地衡量

旅游竞争力的模型和方法［%］。田里，李柏文，周小坤

构建了适合中国实际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的指标

体系，运用重要性—绩效分析方法（ CQL），实现对某

一特定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因素进行实证分析［J］。

冯学钢，沈虹，胡小纯构建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的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差异驱动原理，对中

国 %$ 个省市自治区的竞争力展开量化研究，得出了

中国 %$ 个省市自治区的旅游投入产出效率呈现东

强西弱的格局，且大多数旅游目的地对其所占资源

的利用效率不高的结论［I］。臧德霞从旅游目的地竞

争力影响因素入手，借助因子分析选取分析性评价

指标并设定相应指标权重，结合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表现形式构建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得出了旅

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多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E］。

纵观以上文献可以看到，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测

评方法从定性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发

展到多元定量方法，评价方法更加多元化，但是对

于专项旅游产品的评价较少，仅有柴寿升、付艳慧、

郭晶，董亚娟、马耀峰和于锦华对滑雪旅游目的地竞

争力、山岳型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和体育旅游目的地

竞争力做了相应的研究［GHD］。竞争力在本质上是一

个比较的概念，就竞争力本身的泛泛而谈并无太大

的实际意义，因此，本文尝试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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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为生态旅游

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评价标准。

! 生态旅游地的内涵及竞争力分析

!" # 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内涵

生态旅游具有两层含意：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

环境，旅游方式是不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它

是指旅游者基于回归自然、体验古朴文化、保护自然

生态和传统文化等动机，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前提下，到自然环境优美或人文气息浓郁的

地区进行的以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为客体，并促进

旅游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协调发展的一种新

型的可持续性旅游活动。由此可以得出生态旅游目

的地是指对游客有吸引力、相对未受旅游以外人类

营利活动干扰的原赋景观地区［#$］。

!" !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概念

臧德霞认为旅游地竞争力就是旅游目的地能够

持续的为旅游者提供满意的旅游经历，并且能够不

断提高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质量以及旅游目的地其

他利益相关者福利的能力，其表现形式为具有共同

目标市场的旅游目的地之间市场占有率的大小和旅

游收入的高低［##］。竞争力强调的不仅仅是一种“经

济能力”，更包含着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旅

游目的地竞争力的主体是旅游目的地，其最直接的

目标是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为其提供满意的旅游经

历，从而实现目的地的经济目标。然而，旅游目的地

不同于一般的制造性企业，经济目标并非是其首要

的、唯一的目标。一个旅游目的地可以借助发展旅

游业展示自己是一个理想的生活之地、贸易伙伴或

者投资场所，或者借此去保护生态资源和文化。而

旅游目的地竞争力除了强调经济意义上的能力之

外，还包含实现其社会意义、环境意义等方面的能

力。除了强调现有的发展能力，还要注重挖掘其未

来的发展潜力。所以本文将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界定为：生态旅游目的地能够持续地为旅游者提供

满意的旅游经历并且获得经济、环境、社会等综合效

益的能力。

!" %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分析

综合生态旅游地竞争力的概念可以从 % 个层面

方面剖析其构成要素，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是由

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这 % 个层面构

成，这 % 种竞争力的位置表明了其与旅游业相关性

的大小。其中，潜在竞争力位于核心地位，最大的好

处在于它揭示了在生态旅游目的地中除拥有现实竞

争力外，还存在着潜在竞争力和竞争环境支持力，从

而将旅游目的地竞争力与单纯的目的地旅游业综合

实力区分开来，清楚地表明前者综合反映了不久的

将来竞争力可能达到的水平，而后者则是旅游目的

地旅游业发展的结果，是事实的竞争力。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包括现实竞争力、潜在

竞争力、环境竞争力。其中，分析现实竞争力可用旅

游竞争业绩来评价，但其只能反映某地旅游业过去

和现在竞争行为的结果，不能反映该地区旅游业未

来的竞争态势。对旅游竞争业绩的评价主要通过现

在的旅游收入、旅游人数和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等

来进行评价［#!］。潜在竞争力是旅游竞争力的主要

源泉。旅游竞争潜力主要测评旅游竞争过程的输入

和竞争力的后续能力，可从旅游资源质量、旅游区位

条件和旅游技术人才等 % 个方面来评价。旅游竞争

业绩反映了旅游地的现有竞争能力，竞争潜力反映

的是旅游目的地未来发展的后续能力。若竞争力很

强而现有竞争实力太弱，则要花很长时间去培养竞

争力来发挥潜在的竞争优势。若竞争潜力弱，现有

竞争实力强，该旅游目的地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会被淘汰。因此，只有对旅游

目的地现实竞争力、竞争潜力和环境竞争力进行综

合分析，才能得出旅游目的地综合竞争力的评价。

% 生 态 旅 游 地 竞 争 力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构建

%" #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

力指标体系权重。层次分析法（&’()*+,- .,/0(0-.*
102-/33，&45）是 #67$ 年美国 8" 9" :((+* 提出的，它

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层次化分析方法，它将

复杂问题分解成若干有序层次，并形成多层结构，

逐层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由专家和决策者对所列指

标通过两两比较重要程度来逐层进行判断评分，通

过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值和它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来得出该层指标对上一层指标的贡献程度，从而得

到基层指标对总体目标或综合评价指标的重要性排

列结果。主要用以解决经济、环境、能源等各种方案

的评估问题。该方法大体上分为 ; 个步骤进行：#）

明确问题；!）建 立 层 次 结 构 模 型；%）构 造 判 断 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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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层 次 单 排 序；"）层 次 总 排 序；#）一 致 性 检

验［$%］。在 &’( 分析方法中，最根本的计算任务是

求解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其所对应的特征向

量。本文采用 )&*+&,-. $ 近似计算特征值 !" 和

最大特征根。

%. / 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合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并通过

专家讨论，构建了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系，如图 $。

图 $0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 构造判断矩阵

根据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图，可将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指标分成 &、,、

1 等 % 层，&；,$，,/，,%；1$，1/，1%，1!，1"，1#，1-，

12，13。然后采用 $ 4 3 标度方法进行每两元素间

的相对比较，构造判断矩阵 # 5（$"%），并进行计算。

表 $ 列出了标度及其含义。

%. ! 计算指标权重

依据以上的指标体系，笔者邀请专家给予打分

得出的判断矩阵，然后计算指标权重。生态旅游目

的地竞争力评价的指标权重：其数据见表 /。权重

是指评价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或评价指标在

总分中所应占的比重，其数量表示即为权数。而权

重在本文中特指各种指标对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影响的程度。

表 $0 标度的含义

标度 含 义

$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3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元素 " 与 % 的重要性之比为 $"%，那么元素 % 与元

素 " 重要性之比为 $%" 5 $ & $"%。

表 /0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各层判断矩阵及其权重

& ,$ ,/ ,% !"

,$ $ $ 6 % $ 6 % 7. $!7

,/ % $ / 7. "/2

,% % $ 6 / $ 7. %%%

,/ 1! 1" 1# !"

1! $ / $ 6 / 7. /3-

1" $ 6 / $ $ 6 % 7. $#%

1# / % $ 7. "!7

,$ 1$ 1/ 1% !"

1$ $ % $ 6 / 7. %/7

1/ $ 6 % $ $ 6 ! 7. $//

1% / ! $ 7. ""2

,% 1- 12 13 !"

1- $ $ 6 % $ 6 " 7. $77

12 % $ $ 6 % 7. /#7

13 " % $ 7. #!7

%. " 一致性检验

%’ "’ $ 一致性检验的步骤 0 对判断矩阵进行计算

后，必须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指标 () 和一致性

比例 (* 的计算公式为

() 5
!89: ; +
+ ; $ ，(* 5 ()

*)
其中 *)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可查表获得）见表

%，!89:为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当一致性比例 (*"
7’ $7 时，表明矩阵通过了一次性检验，否则需要重

新构造成对比较矩阵。

表 %0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
矩阵阶数 $ / % ! " # - 2

*) 7 7 7’ "/ 7’ 23 $’ $/ $’ /# $’ %# $’ !$

%’ "’ /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一致性检验

0 , 层对 & 层

!89: 5%’ 7"!，() 57’ /-，*) 57’ "27，(* 57’ 7!# <7’ $7
1 层对 ,$ 层

!89: 5%’7$2，() 57’773，*) 57’"27，(* 57’7$" <7’$7
1 层对 ,/ 层

!89: 5%’ 7$，() 57’ 7"，*) 57’ "27，(* 57’ 773 <7’ $7
1 层对 ,% 层

!89: 5%’ 7!，() 57’ 7/，*) 57’ "27，(* 57’ 7% <7’ $7
经检验可知，计算结果均达到一致性要求，生态

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可以接受。

%’ "’ %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的权重0 经

过采用层次分析法，得出了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评价指标权重（见表 !）。

表 !0 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生态旅游目的地

竞争力评价指标

&

现实竞争力

,$（7. $!7）

潜在竞争力

,/（7. "/2）

环境竞争力

,%（7. %%%）

旅游人数 1$（7. %/7）

食宿零售额 1/（7. $//）

旅游收入 1%（7. ""2）

旅游人才 1!（7. /3-）

区位条件 1"（7. $#%）

资源质量 1#（7. "!7）

社会环境 1-（7. $77）

经济环境 12（7. /#7）

自然环境 13（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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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在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体系中，" 层（评

价因素层）降次排位序为潜在竞争力、环境竞争力

和现实竞争力，潜在竞争力占据着主导地位，其竞争

力指标达到了 #$ %&’。因此生态旅游地应注重提升

潜在竞争力，加强生态旅游人才的建设，培养高素质

的服务人才，重视对生态旅游目的地自然环境的保

护，不断提高生态旅游目的地的资源质量。

本次研究在实际运用中由于受到选择的专家人

数的多少以及专家组成员学术背景差异的影响，使

评判数据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不

断完善，以进一步提高该方法的科学性。同时还要

不断引进新的方法，例如方差分析、结构方程和回归

分析［(!］，深化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研究深度，

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生态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评价标

准，为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评价提供有力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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