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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构建水利旅游资源分类体系的水利旅游
资源群综合开发潜力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喻摇 皓,姜洪涛,侯松岩,周佳梅,丁凤琴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摇 210046)

摘要:在构建水利旅游资源分类体系的基础上,结合 2014 年江苏省水利旅游资源最新普查数据,利
用统计分析方法和 GIS 技术,建立水利旅游资源群综合开发潜力评价模型,由规模度、优越度、集聚

度、交通可达性、人口数 5 个影响因子来对江苏省水利旅游资源群的资源开发潜力、市场开发潜力

以及综合开发潜力的特征进行探讨。 分析结果表明:淤江苏省水利旅游资源群的资源开发潜力呈

现西高东低的态势,空间自相关性较弱;水工建筑单体类资源群的开发潜力最高,泉类资源群最低。
于市场开发潜力呈现南高北低的态势,且空间自相关性强;水工建筑综合体类资源群的开发潜力最

高,而水工建筑单体类资源群最低。 盂苏南地区综合开发潜力大于苏北地区,水利工程类的综合开

发潜力高于自然景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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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水利旅游资源是指具有旅游吸引功能的自然水

域景观和人文水利工程类景观,水利旅游由于其自

身的独特性,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 国内学者围绕

水利旅游资源的内涵[1鄄2]、分类[3鄄4] 和开发利用[5鄄7]

进行研究。 旅游资源开发潜力一直是国内旅游资源

研究热点,但涉及水利旅游大多做区域性总体旅游

资源开发潜力的研究:毛明海等[8] 将浙江水利旅游

资源分为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水利资源,又根据其

开发潜力分为 4 个等级,得出开发潜力等级越高,资
源数量越少的结论;杨淑琼等[9] 对湖南省水利旅游

资源开发潜力进行了评价,得到其环境因子得分较

高,而管理因子得分较低的结论。 汪建等[3] 认为杭

州市水利旅游资源丰富,类型齐全,价值较高,具有

良好开发前景。 除了对水利旅游资源整体进行研究

外,最近也陆续出现了对某一类型水利旅游资源的

研究:海岛型旅游环境容量普遍较高,资源价值潜力

主要与气候相关[10];钟林生等[11] 计算了西藏温泉

类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并分为 3 个等级,其中阿

里、那曲和山南地区为低潜力区,昌都地区为中潜力

区,日喀则、拉萨地区、林芝地区为高潜力区。
可以看出,我国水利旅游资源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注重对某些水利风景区的资源开发潜力进行

分析,而对于水利旅游资源群的研究较少,水利旅游

资源的分类体系亦有待完善。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水利旅游资

源的内涵、分类体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系统梳理,并
提出水利旅游资源群的概念;其次,构建了水利旅游

资源群综合开发潜力的理论模型,并从所得资源分

类体系和行政区划 2 个角度结合江苏省水利旅游资

源进行其开发潜力的比较;最后,对江苏省水利旅游

资源群开发潜力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进行了分析

探讨,以期对水利旅游资源的开发评价提供一定理

论和技术上的支持。

1摇 水利旅游资源分类体系的构建

1. 1摇 水利旅游资源的定义

关于水利旅游资源的概念有一些不同的阐述,
国家水利部 2004 年颁布的《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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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水利风景资源是指水域(水体)及相关联的岸

地、岛屿、林草、建筑等能对人产生吸引力的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黄显勇等[12]认为水利旅游资源指在

水工程管理范围内凡是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可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

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袁林[13]提出水体资源包括江

河、湖泊、瀑布、海洋、温泉、冰川等自然水体和各类

水库、游泳场、海底世界、园林涉水池等人工水体,并
指出并非所有的水体都可以成为旅游资源,只有那

些具有旅游吸引功能,能够为当地带来经济、社会、
文化效益的水体才可以称为水体旅游资源。 结合前

人研究和实践工作经验,笔者提出水利旅游资源的

概念:水利旅游资源是指具有旅游吸引功能的自然

水域景观和人文水利工程类景观,即只要具有旅游

吸引力并能带来经济、社会、文化效益的水利资源,
都属于水利旅游资源的范畴。
1. 2摇 水利旅游资源分类的依据和原则

目前国内关于水利旅游资源的分类体系种类较

多,如张忠旺[14]将水文化旅游资源划分为生态水文

化、传统水文化、现代水文化 3 类;付景保[15]按旅游

资源的属性将自然水域旅游资源划分为江河、湖泊、
泉水、瀑布等类型;毛明海等[8] 按时间因素将人文

水利旅游资源分为古代水利设施、现代水利工程等

类型;丁枢[4]按旅游资源的工程属性将人文水利旅

游资源分为工程设施、水库、城市堤防等类型;
GB / T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
将自然水域风光归为一个主类,而将水工建筑亚类

划归建筑与设施主类。
笔者提出水利旅游资源分类的依据是水利旅游

资源的概念和国家颁布的国标,并将水利旅游资源

划分为主类、亚类、基本类型 3 个层次。 为保证分类

体系的完整性、有效性和易评价性,主要遵守以下原

则进行分类:
a. 共轭性与排他性原则。 划分出的同级同类

型的水利旅游资源必须具有共同属性,不同类型之

间应具有一定的差异。 在明确景观属性的前提下,
根据水利旅游资源的成因、形态等基本特征确定水

利旅游资源的基本类型差异,进一步对水利旅游资

源的类型进行更细的划分。
b. 标准的统一性原则。 划分类型所采用的原

则必须用同一标准,区分类型才能合理。
c. 系统性原则。 水利旅游资源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它可以分为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亚系统。 分

类时应逐级进行分类,避免出现越级划分的逻辑性

错误。
d. 有利于旅游规划和开发的原则。 既要考虑

到水利旅游资源的评价,也应考虑到对应的旅游产

品的开发。
1. 3摇 水利旅游资源分类体系

依照上述的分类依据和分类原则,笔者建立了

一个完整的水利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包括 2 个主类、
9 个亚类及 26 个基本类型,见表 1。

表 1摇 水利旅游资源分类体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自然
水域
景观
A

水利
工程
景观
B

江河段 AA 观光游憩河段 AAA,暗河河段 AAB,古
河道段落 AAC

天然湖泊与
池沼 AB

观光游憩湖区 ABA,沼泽与湿地 ABB,
潭池 ABC

瀑布 AC 悬瀑 ACA,跌水 ACB
泉 AD 冷泉 ADA,地热与温泉 ADB
河口与
海面 AE

观光游憩海域 AEA,涌潮现象 AEB,击
浪现象 AEC

冰雪地 AF 冰川观光地 AFA,常年积雪地 AFB

水工建筑物
单体 BA

水库观光游憩区段 BAA,港口渡口与码
头 BAB,水井 BAC,运河与渠道段落
BAD,堤坝段落 BAE,水闸或船闸 BAF,
泵站 BAG,船坞与涵洞 BAH

水工建筑物
综合体 BB 水利枢纽与水电站 BBA,灌区 BBB

其他水利文化
景观 BC

与水利工程相关的无法归类的其他景
观 BCA

1. 4摇 水利旅游资源群的定义

水利旅游资源群是某一类型水利旅游资源单体

的集合,能够表现出旅游资源个体所不具备的系统

性的水利功能以及观光功能。 笔者根据江苏省水利

旅游资源的现状,将资源单体数量不足的瀑布和冰

雪地 2 类剔除,将水利旅游资源群分为江河段、天然

湖泊与池沼、泉、河口与海面、水工建筑单体和水工

建筑综合体等 6 个亚类。

2摇 水利旅游资源群综合开发潜力模型构建

对于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前人已做过较多

研究,学者们根据不同旅游资源类型分别提出各自

的开发潜力评价体系:自然生态保护区开发潜力评

价指标被分为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市场潜力及生态

环境 4 类[16];森林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指标被分成旅

游资源、区域条件和区位特征 3 个基本类型[17];滨
海旅游城市开发潜力评价体系被分为资源禀赋、市
场开发潜力、区位交通、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五大

类[18]。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主

要从资源、市场、环境 3 个大的角度来进行评价,但
大多是通过打分的方式进行分析。

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的评价模型首先由席建超

等[19]首先提出,其认为从长远来看,旅游资源群的

开发潜力应和资源的空间组合方式相关,而不考虑

交通,资金和基础设施等社会制约条件。 张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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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萍[21]和田慧然等[22] 做的旅游资源开发研究都

沿用了席建超等[19]的理论模型。
笔者重点探讨水利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结

合前人研究成果,认为水利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

与资源的空间相互作用有关,但是这里的空间除了

表示简单地域空间的概念外,还有人类活动场所的

含义。 旅游活动是指人类除工作或移民以外,离开

常住地外出的活动,人类是旅游活动的承载主体和

服务客体。 所以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除了体现在

旅游资源群自身禀赋上,还应体现在旅游者与旅游

资源的空间关系上。 综上所述,水利旅游资源综合

开发潜力应包括 2 个部分,一是基于水利旅游资源

自身空间相互关系的资源开发潜力,二是基于水利

旅游资源与城市居民空间相互关系的市场开发潜

力,见图 1。

图 1摇 理论模型

2. 1摇 资源开发潜力
2. 1. 1摇 理论基础

在席建超等[19] 对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研究的
基础上,笔者认为水利旅游资源群的资源开发潜力

主要受其资源禀赋和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包括规

模度指数、优越度指数和集聚度指数 3 个指标。 由

于水利旅游资源必须处在水系周围的空间限制下,
不能简单借用前人的等权法构建的计算公式,这里

运用熵权法计算权重从而得出结果。
2. 1. 2摇 计算方法

a. 规模度指数:指单位面积的旅游资源单体数
量,它是衡量某区域旅游资源群规模的重要指标。
计算公式为

Di =
Ni

Ai
(1)

式中:Di 为某区域 i 类旅游资源群的规模度指数;
Ni 为某区域 i 类旅游资源群的旅游资源单体个数;
Ai 为 i 类旅游资源群区域面积。

b. 优越度指数:指衡量某类旅游资源群质量的

指标,表示某一地域空间资源本身的禀赋。 优越度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Si =
移Hi

N (2)

式中:Si 为区域内 i 类旅游资源群的优越度指数;
Hi 为 i 类水利旅游资源群中各个单体在该次普查中

资源得分总和;N 为某类旅游资源群的旅游资源单

体总数。
c. 聚集度指数:表示旅游资源群的个体在空间

分布的聚集程度,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旅游资源群中

单体之间的联系程度。 旅游资源单体在空间分布上

的聚集程度越大,单体间的屏蔽效应或竞争效应就

越大。 区域某类旅游资源群的聚集度指数 R i 可以

用最邻近点指数来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R i =
軃r1
re

= 2 D軃r1 (3)

式中:軃r1 为最邻近点之间实际距离的平均值;D 为点

密度;軃r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可用以下公式来计算:

軃re =
1

2 n
A

= 1
2 D

(4)

式中:A 为区域的面积;n 为点数。 R 值越小时,说明

某类旅游资源群在区域上的分布越集中。
d. 综合计算。 一般而言,一个旅游资源群中旅

游资源点的规模度越大,优越度指数越高,旅游资源

点在空间越聚集,资源群资源开发潜力就越强。 考

虑到集聚度指数与资源开发潜力呈负相关,运用

max-min 标准化法使各项指标得分无负值,设旅游

资源群的规模度指数、优越度指数和集聚度指数评

价指标的 j 值为 1,2,3。 则得到 i 类旅游资源群

3 类指标的标准化得分 ri1,ri2和 ri3。
j 为正指标

rij =
r忆ij - min( r忆ij)

max( r忆ij) - min( r忆ij)
(5)

摇 摇 j 为负指标

rij =
max( r忆ij) - r忆ij

max( r忆ij) - min( r忆ij)
(6)

摇 摇 熵权法是一种可以用于多对象的权重计算方法,
其评价值依据客观资料而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运用

熵权法求出各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得到规模度指

数、优越度指数和集聚度指数的权重 w1,w2,w3。
计算第 j 个指标下第 i 个项目比重 P ij:

P ij =
rij

鄱
m

i = 1
rij

(7)

摇 摇 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

ej = - k鄱
m

i = 1
P ij lnpij

其中 k = 1
lnm (8)

摇 摇 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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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j =
1 - ej

鄱
m

j = 1
(1 - ej)

(9)

摇 摇 根据所得权重计算 i 类水利旅游资源群资源开

发潜力:
E i = W1 ri1 + W2 ri2 + W3 ri3 (10)

2. 1. 3摇 数据来源

笔者借助 arcgis 软件,将 2014 年江苏省河道局

推行的水利旅游资源普查所得的资源点放在江苏省

地图上,计算各资源群的点密度和最邻近指数,优越

度依据各资源单体的实际情况由 4 位专家打分后累

计,计算出水利旅游资源群的资源开发潜力。
2. 2摇 市场开发潜力

2. 2. 1摇 理论基础

由于旅游资源群是某一地域空间内旅游资源单

体的空间集,所以某一区域的旅游资源群市场开发

潜力可以看作旅游资源群单体市场开发潜力的均

值。 市场开发潜力主要由其所在地理区位条件所决

定的,表现为和人的空间相互作用,不受资源单体本

身的强度影响,故笔者运用旅游资源对市场的吸引

力来表示市场的开发潜力。
2. 2. 2摇 计算方法

威尔逊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在一个区域系统中空

间相互作用具有指数衰减规律[23]。 由于文中一些

水利旅游资源单体和客源地县市距离较近,不适合

传统引力模型,笔者借鉴前人研究[24] 引入空间作用

力的距离指数衰减模型对吸引力进行估算。
f( r) = pRexp( - Ur) (11)

式中:f( r)为景点和城市之间的吸引力;p 为城市人

口数量;R 为水利旅游资源的资源强度,在文中取值

为 1;r 为旅游资源和城市交通距离;U 为阻尼系数。
由于水利旅游景区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没有门票或

关于休闲体验的盈利,故 f( r)与城市人口和交通距

离相关,最终得到水利旅游资源群市场开发潜力的

计算公式为

f ij = p jexp( - Uijrij) (12)
式中:i 为某一定条件下的水利旅游资源群单体;
j 为该资源单体所能辐射到的所有城市,借鉴李山

等[24]对空间阻尼作用的研究成果确定辐射半径为

300 km;f ij为 i 类某个水利旅游资源单体的市场开发

潜力;p j 为城市 j 的常住人口;Uij为资源单体 i 到城

市 j 的阻尼系数,参照李山等[24] 对旅游空间引力模

型的研究,跨地市、跨县、跨乡镇的阻尼系数分别为

0郾 0014、0郾 0044 以及 0郾 014;rij为资源单体 i 到城市 j
的交通距离。

F i = k
鄱

j
f ij

n (13)

式中:F i 为某类旅游资源群的市场开发潜力;n 为该

类型资源单体的总数目。
2. 2. 3摇 数据来源

笔者通过《江苏统计年鉴 2014》《安徽统计年鉴

2014》《山东统计年鉴 2014》 《上海统计年鉴 2014》
和《浙江统计年鉴 2014》获得 4 省市县的城镇人口

数量,运用 gis 软件的缓冲区与叠加分析得出每一

个资源点旅游吸引半径 300 km 范围覆盖县市,并通

过对百度地图 api 平台的 javascript 语言的数据挖掘

获取 1 390 个资源点到旅游吸引半径所覆盖市县中

心的交通距离,代入公式进行计算,最后得出旅游资

源群总体市场开发潜力值。
2. 3摇 综合开发潜力

综合开发潜力受资源开发潜力和市场开发潜力

影响,表示某一旅游资源群在一定时间段内发展的

可能性。 笔者利用熵权法计算出资源开发潜力和市

场开发潜力的权重 wE 和 wF,最后得出综合开发潜

力值。
Z i = E iwE + F iwF (14)

式中:E i 为某类旅游资源群的资源开发潜力。

3摇 研究结果与分析

3. 1摇 资源开发潜力特征

3. 1. 1摇 总体特征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得到了江苏省 6 类水利旅

游资源群的资源开发潜力值,见图 2。 从图 2 中可

以看出,水工建筑单体的开发潜力最高,为 0郾 687;
江河段和河口与海面这 2 类水利旅游资源群开发潜

力次之,分别为 0郾 415 和 0郾 409;天然湖泊与池沼、
泉和水工建筑综合体的开发潜力值相对较低,分别

为 0郾 267、0郾 217 和 0郾 216。

图 2摇 资源开发潜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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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摇 空间分布特征

依据公式计算出资源集聚度、优越度和规模度

的权重分别为 0郾 25、0郾 27 和 0郾 48,按照主城区和其

他区县将江苏省分为 64 个区域。 各主城区和其他

县区水利旅游资源群的资源开发潜力空间分布如图

3 所示。

图 3摇 资源开发潜力空间分布

从整体来看,全省水利旅游资源群的资源开发

潜力东高西低,南北高而中间低。 用 gis 计算出全

局莫兰指数为 0郾 234 4,说明资源开发潜力呈现弱空

间自相关性。 从行政区域来看,盐城市的响水县、滨
海县,连云港市全市,南通市的启东县,淮安市的洪

泽县、盱眙县,苏州市除主城区外其他县区及沿长江

流域泰州市的靖江市、泰兴市、扬中市,镇江市的主

城区、句容市和南京主城区的开发潜力较高。 而扬

州市的高邮市、宝应县、仪征市,南通市除启东市外

其他地区,常州市全市,南京市溧水区和苏州市主城

区的开发潜力较低。
究其原因有以下 4 点:淤盐城北部和连云港地

区处于故淮河和故黄河入海口的冲积平原,由于历

史治水和灌溉需要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设施;于洪

泽、盱眙以洪泽湖为基础,水利旅游资源丰富;盂长

江流域地区水利资源丰富且优越;榆苏州东部地区

处于太湖东部,而太湖的子湖泊绝大多都位于此,在
这基础上形成了高开发潜力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水利

旅游资源群。
3. 2摇 市场开发潜力特征

3. 2. 1摇 总体特征

市场开发潜力值如图 4 所示。 从图 4 中可以看

出,全省水利旅游资源群的市场开发潜力较为相似。
其中水工建筑综合体最高,为 98郾 830;水工建筑单

体最低,为 95郾 222。 自然水域景观类水利旅游资源

群的市场开发潜力之间相差较小,其中泉的市场开

发潜力较高为 96郾 534,其次是江河段 96郾 190,天然

湖泊与池沼和河口与海面这 2 个类型市场开发潜力

较低分别为 96郾 019 和 95郾 921。

注:由于运用资源开发潜力和市场开发潜力采取不同类型的计

算方式,所以计算结果的数量级有所差异,这里主要进行空间上

的比较,计算结果在之后的综合计算中会进行归一化处理。

图 4摇 市场开发潜力值

3. 2. 2摇 空间分布特征

江苏省 64 个主城区和其他县区水利旅游资源

群的市场开发潜力空间分布见图 5,和资源开发潜

力相比,市场开发潜力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全
局莫兰指数达到 0郾 797。 整体而言,市场开发潜力

具有南高北低的基本特征。 按市场开发潜力值可分

成 4 个梯次: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的市场开发潜

力最高;其次是长江沿线的南京市、镇江市、南通市

3 个地区;徐州主城区及周边的宿迁主城区、沭阳

县,连云港市的主城区和东海县为第三梯次;苏北其

他地区开发潜力较低为最后梯次。

图 5摇 市场开发潜力空间分布

究其原因有以下 2 点:淤苏南交通较为发达,沪
宁沿线高速网密布,而苏北地区面积虽大,但道路密

度较小;于由于苏南较为富庶,居民旅游意愿较强且

其整体的旅游客源地市场发展水平领先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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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摇 综合开发潜力特征

3. 3. 1摇 总体特征

由于资源开发潜力和市场开发潜力的计算方式

不同,需要将资源开发潜力和市场开发潜力经过归

一化处理后,依据 2郾 3 中的方法计算出综合开发潜

力值,见图 6。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水利工

程景观类旅游资源群的综合开发潜力高于自然水域

景观类。 分成 2 个大类来看,水利工程景观类中水

工建筑单体类(0郾 622)的资源群开发潜力略高于水

工建筑综合体类(0郾 608);而在自然水域景观类水

利旅游资源群中,江河段 (0郾 497) 和河口与海面

(0郾 464)资源群的开发潜力较高,泉(0郾 369)和天然

湖泊与池沼(0郾 356)的综合开发潜力值较低。

图 6摇 综合开发潜力值

3. 3. 2摇 空间分布特征

计算权重得到资源开发潜力与市场开发潜力的

权重分别为 0郾 59 和 0郾 41,以此计算各个县区的水

利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潜力得分,并作出江苏省水利

旅游资源综合开发潜力空间分布图,见图 7。

图 7摇 综合开发潜力空间分布

由图 7 可知,苏南地区水利旅游资源群综合开

发潜力整体高于苏北地区。 从区域看,启东、太仓、
昆山等地区综合潜力最高;苏州主城区、张家港、常
熟、无锡、江阴等地区处于第二梯队;其次是是沿长

江流域带,包括南京主城区、句容、镇江主城区、丹

阳、句容、扬中、泰兴和靖江。 而苏北地区则只有徐

州的沛县和连云港主城区的综合开发潜力较高,其
余县区则处于较低水平。

4摇 结摇 论

a. 江苏省水利旅游资源群的资源开发潜力呈

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空间自相关性较弱。 其中,故
淮黄入海口、长江流域和太湖东部群湖地区的资源

开发潜力值较高,都处于 0郾 4 以上,淮安南部、扬州

北部、常州南部以及南通中部地区资源开发潜力值

较小,处于 0郾 15 以下。 资源类型上,水工建筑单体

的资源开发潜力最大为 0郾 687,江河段和河口与海

面其次,为 0郾 415 和 0郾 409, 天然湖泊与池沼、泉和

水工建筑综合体的资源开发潜力值相对较低,分别

为 0郾 267、0郾 217 和 0郾 216。
b. 江苏省水利旅游资源群的市场开发潜力具

有南高北低的基本特征,且空间自相关性强。 苏南、
苏北市场开发潜力的峰值分别出现在苏州近上海县

区和徐州主城区,分别为 113郾 62 和 96郾 321。 资源

类型上,水工建筑综合体的市场开发潜力最大,为
98郾 830,其次是泉为 96郾 534、江河段为 96郾 190、天然

湖泊与沼泽为 96郾 019、河口与海面为 95郾 921,水工

建筑单体最小为 95郾 222。
c. 苏南地区水利旅游资源群的综合开发潜力

高于苏北地区。 其中,苏南地区的太湖流域及长江

流域较高,处于 0郾 52 以上;苏北地区普遍较低,除丰

县和连云港主城区少部分地区以外,其他地区都处

在 0郾 34 以下。 水利工程景观类的开发潜力值高于

自然水域景观类。 水利工程景观中,水工建筑单体

综合开发潜力值为 0郾 622,高于水工建筑综合体的

值 0郾 608。 自然景观类中,江河段和河口与海面类

较高,分别为 0郾 497 和 0郾 464;泉和天然湖泊与池沼

类较低,分别为 0郾 369 和 0郾 356。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江苏省应重点打造水工建

筑单体、河口与海面及江河段 3 类水利旅游资源。
各地级市在开发时,应重点发展苏州东部和沿长江

流域区域,同时应避免各地级市对相同类型的水利

旅游资源重复开发,造成水利旅游特色雷同所带来

的屏蔽效应或竞争效应,以实现江苏省水利旅游特

色互补、错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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