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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聚类的区域旅游资源评价及开发对策研究
＊

———以甘肃省平凉市为例

张志斌,樊芳卉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730070 )

　　提　要:科学的旅游资源评价是区域内旅游资源优化组合和合理开发规划的重要基础。文中以甘肃省平

凉市为例, 运用模糊聚类的相关知识,采用单体总量 、单体密度 、类型丰度 、储量丰度 、平均品质 、优良级单体数

量 6种评价指标,对平凉市七个县 (区 )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崆峒区资源条件高居首位,泾

川 、崇信 、华亭 、庄浪发展良好,灵台 、静宁较为滞后,得出的结论比较客观, 完善了对区域旅游资源的定性认识。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开发对策, 旨在为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进而促进平凉市旅游业的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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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平凉市旅游资源的评价有较多研究
[ 1, 2]

, 但从学科进步以及平凉市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趋势来看,

这些研究成果尚有许多需要更新和改进之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 在涉及区域旅游资源的比较中,

较少采用统一标准选取可比性强的内容进行研究, 缺少横向可比性,其结果往往缺乏说服力;其次,研究多

属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少, 不能更好地说明各地旅游资源的赋存状况, 其结论主观性较强;第三,这些研究

的共同特点是针对某一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策略进行研究,缺乏对整体旅游资源的全面评价,难以直观

地说明整体旅游资源的分布状况及区域旅游资源差别, 而且所做工作模式化 、套路化倾向较为严重。旅游

资源评价关系到资源的开发程度 、开发规模 、开发方向, 是进行旅游区划, 规划及具体旅游线路设计的前

提
[ 3]

。鉴于此,文中采用模糊聚类方法, 对平凉市旅游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 。其原因在于旅游资源评价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评价的因素很多,结构十分复杂
[ 4]

。以便得到合理的评价结果, 更好的

处理好模糊性和随机性这两类不确定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

模糊聚类是 20世纪 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评价技术 。它是采用模糊数学方法,依据客观事

物间的特征 、亲疏程度和相似性,通过对客观事物建立模糊相似关系, 运用模糊等价关系进行聚类分析的

一种多元技术
[ 5]

。模糊聚类克服了评价标准边界过于明确的弊端, 实现了指标数量化 、评价模型化 、标准

评定公众化
[ 6]

,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客观 、准确 。现在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规划 、天气预报 、环境保护等领

域中
[ 7]

。在旅游资源评价及旅游业的发展研究中也有应用, 如傅培华己构建了基于模糊聚类法的旅游资

源评估系统,并提出了首选的八项指标
[ 8]

;张结魁运用模糊评判法和聚类分析法对西安市旅游资源进行

了系统评价
[ 9]

;王茂强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聚类分析法对贵州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共性进行科学评

价
[ 10]

;方幼君采用模糊聚类方法对杭州市旅游资源进行了综合等级评定
[ 11]

;何昭丽等运用因子分析法 、

模糊聚类法对新疆各地州市的旅游经济驱动因子及其相似性进行了量化的综合分析
[ 12]

;黄耀丽采用聚类

分析对珠江三角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了类型划分等等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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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凉市旅游资源评价

1.1　旅游资源概况

平凉市位于陕甘宁三省 (区 )交汇处, 是西安 、银川 、兰州三大省会城市的几何中心, 古"丝绸之路"的

必经重镇,素有陇上"旱码头"之称, 发展旅游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 它在甘肃旅游功能区划中与天水 、庆

阳共同构成东部经济区,成为甘肃东部旅游的门户 。平凉旅游资源优势也比较明显,现阶段基本形成了"
八大"旅游区:道元圣地崆峒山旅游区 、西王母朝圣旅游区 、静宁成纪文化旅游区 、古灵台周文化和黄甫谧

针灸学文化旅游区 、庄浪梯田建设生态旅游区 、云崖寺人文自然景观旅游区 、莲花台人文自然民俗旅游区

和龙泉寺 -五龙山人文自然景观旅游区
[ 14, 15]

。根据国家旅游局制定的 《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标准

( GB/T18972-2003) ,通过对平凉市七县 (区 ) 85个旅游资源区 (点 )的实地考察和相关资料的全面分析

整理, 平凉市共有旅游资源单体 509个 (处 ) ,涵盖旅游资源的 8个主类, 分布于 26个亚类和 91个基本类

型中。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为 154个 (处 ) ,占全市旅游资源单体的 30.3%;人文旅游资源单体 338

个 (处 ) ,自然旅游资源单体为 171个 (处 ), 总体上是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 但在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中,

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量分布较为均衡。所得结果为平凉市旅游资源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客观依据 。
1.2　指标体系构建

正确确定能综合反映区域旅游资源各方面特性的指标,对于聚类的合理性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依据

《平凉市旅游业发展规划》的相关数据
[ 16]

,本着简明科学性 、系统整体性 、可比可信可量的原则
[ 17]

,在旅游

资源单体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评价要求,采用旅游资源单体总量 、单体密度 、类型丰度 、储

量丰度 、平均品质 、优良级资源单体数量六个指标来构建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 18]

1.2.1　单体总量
指一个区域内 (县 、区 )的旅游资源单体数量。

1.2.2　单体密度

指一个区域 (县 、区 )单位面积上所拥有的旅游资源单体数量, 单位为个 /km
2
。

1.2.3　旅游资源的类型丰度

这里的资源类型丰度是用区域内 (县 、区 )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数量与平凉市基本类型数量的比例。
1.2.4　旅游资源的储量丰度

指区域内 (县 、区 )旅游资源储量与平凉市旅游资源总储量的比例 。这里的旅游资源储量指将区域内

各等级旅游资源单体数量分别乘以 10(五级 ) 、7(四级 ) 、5(三级 ) 、3(二级 ) 、1(一级 ), 未获等级不包括在

内,其总和即为某一区域的旅游资源储量 。

1.2.5　旅游资源的平均品质

指将区域内 (县 、区 )旅游资源储量除以各等级旅游资源的单体总数:　 p=
1

n
∑
5

i=1
wiai

其中  p为旅游资源的平均品质分值, n为资源单体总数, wi为各等级资源单体的权值, ai为各等级单

体的数量。
表 1　平凉市各区域旅游资源指标分值

Tab.1 TourismresourceindicatorsinPingliang

序号 区　块
单体总量

(个 )

单体密度

(个 /km2 )

类型丰度

( % )

储量丰度

( % )
平均品质

优良级单体的

数量 (个 )

1 崆峒区 113 0.058 64.83 25.54 3.58 42

2 泾川县 67 0.045 40.66 13.70 3.19 19

3 崇信县 70 0.082 43.96 13.12 2.93 20

4 灵台县 49 0.024 28.57 7.87 2.51 10

5 华亭县 74 0.058 51.65 15.69 3.31 27

6 庄浪县 91 0.058 56.04 17.03 2.92 25

7 静宁县 45 0.020 34.07 7.68 2.67 11

8 全 市 509 0.045 100 100 3.07 154

1.2.6　优良级资源单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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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区域内三级及三级以上的旅游资源单体数量 。

　　根据相关数据和调研结果,计算出平凉市各区域的旅游资源指标数据 (表 1) 。
1.3　建立模糊等价关系

1.3.1　建立模糊相似矩阵 R

在实际问题中,为了使有不同量纲的量能进行比较,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通过标准差变换对
表 1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x
'
ij=

xij- xj
Sj

　( i=1, 2, , m;j=1, 2, , n)

其中　 xj=
1

m
∑
m

i=1
xij　　Sj=

1

m
∑
m

i=1
( xij- xj)

2

依据标准化后的数据矩阵,采用相关系数法确定模糊相似矩阵,建立 X上的模糊相似关系 R。 R可表
示为 R=( rij)n×m, 其中 rij为 xi和的 xj相似度:

rij=
∑
n

k=1
( xik- xi) ( xjk- xj)

∑
n

k=1
( xik- xi)

2
∑
n

k=1
( xjk- xj)

2

　 (i, j=1, 2, …, m)

 xi,  xj分别代表第 i个和第 j个分类对象的各个指标的平均值 。根据 rij建立模糊相似矩阵 R:

R=

1

0.36 1

0.35 0.72 1

0 0.59 0.47 1

0.55 0.78 0.73 0.40 1

0.55 0.69 0.71 0.40 0.79 1

0.04 0.64 0.48 0.90 0.44 0.42 1

1.3.2　改造模糊相似矩阵 R为模糊等价矩阵 R
＊

模糊相似关系 R不一定具有传递性,即 R不一定是模糊等价矩阵。为了进行分类, 需要将模糊相似

矩阵 R改造成模糊等价矩阵 R
＊
。这里用平方法求 R的传递闭包 t(R):R※R

2
※R

4
…, 使得 R

2k
=R

k
×R

k

=R
k
。经过自乘计算可以验证:R

＊
=R

4
· R

4
=R

4
,得到模糊等价矩阵 R

＊
:

图 1　平凉市七县 (区 )旅游资源模糊聚类谱系

Fig.1 Hierarchicalclusteroftourism

resourcein7regionsofPingliangCity

R＊ =

1

0.55 1

0.55 0.73 1

0.55 0.64 0.64 1

0.55 0.78 0.73 0.64 1

0.55 0.78 0.73 0.64 0.79 1

0.55 0.64 0.64 0.90 0.64 0.64 1

1.4　模糊聚类分析

得出模糊等价矩阵 R
＊
后, 选取分类置信水

平 λ( λ∈ ( 0, 1 ) ) , 计算模糊 λ截矩阵 R
＊
λ =

( λrij) ,进行模糊聚类分析。在不同的截集水平

下进行聚类,分别取 λ等于 0.90、0.79、0.78、0.
73、0.64、0.55。随着 λ从大到小的变化, R

＊
λ确

定的分类也随之由细到粗变化, 逐步归并, 形成

一个动态的聚类图 (图 1) 。
从图 1中可以看出, 随着 λ的变化会出现不

同的聚类。为了确定最好的聚类, 利用下述公式

确定最佳 λ值,然后得出对应的聚类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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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7 -r) ∑

r

j=1
nj∑

6

k=1
( x

(j)
k ) - xk)

2

( r-1) ∑
r

j=1
∑
n
j

i=1
∑
6

k=1
(  x

( j)
ik - x

(j)
k )

2

令  xk=
1

7
∑
7

i=1
 xik( k=1, 2, …, 6) 　 x

(j)
k =

1

nj
∑
n
j

i=1
 x
(j)
ik ( k=1, 2, …, 6)

其中  xk为总体样本的中心向量,  x
(j)
k 为第 k个特征的平均值 ( nj代表第 j类的样本数 ), r为对应于 λ

值的聚类数 。

F值越大,说明类与类之间的距离越大,差异越明显,聚类也越合理 。通过分别计算各个 λ所对应的
F-统计量,只有当 r=3时, F>Fa(r-1, 7-1) ( a=0.05),聚类效果比较好 。取 λ=0.73,得到 R

＊
0.73,聚类

数为 3类。此时,崆峒区独自为一类,泾川 、崇信 、华亭 、庄浪聚为一类, 灵台 、静宁为一类。

　　R＊
0.73 =

1 0 0 0 0 0 0

0 1 1 0 1 1 0

0 1 1 0 1 1 0

0 0 0 1 0 0 1

0 1 1 0 1 1 0

0 1 1 0 1 1 0

0 0 0 1 0 0 1

1.5　评价结果
通过对平凉市旅游资源的总体评价, 可以看出各区域在全市中的地位, 所得结果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

区域旅游资源的优劣与资源丰度成正比, 且与当地经济发展等有很大关系
[ 20]

。

1.5.1　崆峒区旅游资源优势明显
崆峒区旅游资源单体占全市的 22.2%, 优秀旅游资源单体占 27.3%,五级旅游资源单体有 4个 。此

处不仅资源赋存较好且通达性强,周边旅游景点丰度高且联系较紧密,开发条件比较成熟, 它是平凉市旅

游发展的龙头和旅游中心 。旅游资源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优良旅游资源单体数量上, 都是第一位的 。区内
人文生态旅游胜地 、国家 5A级风景名胜区 —崆峒山是平凉市旅游的代表,加之每年举办的崆峒文化旅游

节 、"崆峒杯"全国武术比赛等大型节会也有效地开拓了客源市场。

1.5.2　泾川 、崇信 、华亭 、庄浪旅游发展潜力较好
泾川旅游资源单体数量虽然较少,但资源品味高。以温泉为代表的休闲旅游资源对构建平凉城市休

闲旅游圈有重要作用,王母宫 、温泉 、南石窟寺 、田家沟四大精品空间组合良好, 资源和产品互补优势突出

且交通条件良好 。庄浪是平凉山水旅游和民俗旅游的代表, 其旅游资源单体数量仅次于崆峒区,是平凉市

旅游发展颇具优势的区域之一, 是全国第一个"中国梯田化模范县", 对崆峒区有较好的支撑和补充作用 。

其境内有云崖寺国家森林公园, 集石窟艺术与天然美景于一身,千年寺观紫荆山和关山天池—朝那湫等
等 。

1.5.3　灵台和静宁两县旅游资源赋存相对匮乏

灵台的优秀旅游资源单体占全市的 6.5%,静宁占 7.1%, 这两个地区的旅游资源单体数量相对较少,

载体可视性不足,资源开发力度较小 。但他们也有自身突出的资源优势 。灵台作为甘肃省历史文化名城,

黄甫谧文化旅游资源独一无二,还有天下祭台第一台—古灵台;静宁围绕伏羲诞生地这一文化内涵开发的
成纪文化目前有一定的吸引力 。

2　开发对策

2.1　实施"大鹏展翅"战术,使旅游资源得以有序开发

基于现有的旅游资源条件,各地区需要有准确的市场定位。全市旅游现已初步形成了"三区一带一

龙头"的旅游格局:即东部功能区 、中部功能区和西部功能区, 312国道"绿色旅游带", 也是黄金旅游带, "
一龙头"即道源圣地崆峒区 。在旅游资源开发时序安排上, 应根据平凉市旅游资源的分布 、功能 、品质 、密

度等特点,以及交通条件和合理组合等情况,建议实施"大鹏展翅"战术, 即"抬头"(崆峒区 ), "挺胸"(泾

川 、庄浪 ), "展翅"(华亭 、崇信 ), "摆尾"(灵台 、静宁 ) 。近期开发以崆峒区为突破口,集中力量,完善配

套,尽快形成全市旅游产业,从而带动和联动其他景区景点的开发,充分发挥其"核"动力作用 。泾川 、庄

·185·第 10期 张志斌等　基于模糊聚类的区域旅游资源评价及开发对策研究



浪 、华亭 、崇信应择优开发旅游项目, 旅游市场合理分成,旅游发展方向定向为优化发展旅游地区 。灵台和

静宁与前两类存在明显差异,旅游资源分布比较分散, 应特别重视中长期开发规划,避免小规模低效益的

经营, 规划中应以控制为主,适当发展 。目前重点要放在提升关键旅游景区的规模 、质量以及旅游服务功

能上。
2.2　借助崆峒山正的"近因效应",走出阴影区

崆峒山是平凉的核心旅游资源, 是平凉旅游业发展的龙头 。近几年, 崆峒区的旅游业发展很快, 其知

名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游客数量屡创新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整个平凉市旅游业的发展,

但也无疑给其他县 (区 )带来"冷效应"。因此, 平凉市各区域要紧扣崆峒区旅游的这个龙头,打造自身特

色,围绕其每年数十万的游客做文章 。具体思路是:1)依托平凉市区更加全面丰富的旅游资源功能, 开发

差异化的旅游产品,相互补充, 以产生叠加效应,利用其综合引力吸引部分上崆峒山的游客去其他县区旅

游 。 2)在崆峒山 、王母宫及泾川温泉等各景区景点醒目位置树立平凉旅游的广告宣传牌, 向游客提供市

区旅游服务宣传手册,加强平凉旅游的宣传, 将各县区的资源景观展现给大众 。 3)大力开发连接崆峒山

和整个平凉市的专项旅游产品,如丝绸之路精华游 、始祖文化寻根游 、陇上民俗体验游 、山水奇观游 、红色

旅游 、生态休闲游等, 努力实现山上和山下旅游产业的互动。
2.3　利用旅游资源功能多样性,开发多种新型旅游产品

对于成纪文化 、黄甫谧文化 、周文化 、民俗文化等的传统旅游产品,需要深化提升, 即将常规文化旅游

向高品位的经典文化旅游转化,丰富文化的表现力,倡导"旅游体验"为核心的经营模式
[ 21]

,增强游客的感

受和体验。随着社会的发展,关山林区的莲花台 、朝那湫等景观奇特 、物种多样 、文化底蕴深厚 、开发潜力
大的优良旅游资源应加快发展,形成平凉新的特色生态旅游产品 。文化和生态旅游产品升级最重要的一

点是加强相互之间的联动,即历史文化和乡土文化较好地融合到生态景区里 。同时, 平凉工农业的建设成

就,如庄浪梯田 、泾川水土流失治理 、华亭瓷窑煤城等, 可以开发优良的工农业旅游产品。以泾川"红军

楼"、吴焕先纪念馆,静宁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旅游产品也是平凉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

应该大力开发。

2.4　改善投资环境,树立旅游"六大要素"配套发展的观念
平凉市旅游发展起步较晚,交通和购物环境的滞后 、城市旅游服务功能及设施的不完善严重影响着该

地区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而要发展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有较大的资金投入,资金不足一直是制约

该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因素 。因此,平凉的发展应在资金的投入上下功夫。首先, 广开各种筹资渠道,

多形式多层次筹资,同时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吸引外来资金 。张家界的旅游开发在这方面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其宝峰湖 、龙宫洞的开发就是由日本人经营和管理的,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其次,在保证

好资金投人的情况下,完善区内交通网络,提高可进入性和区内连接性与通达性
[ 22]

。大力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 改善旅游区本身形象 。最后,在服务系统方面, 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建立和完善平

凉市的旅游解说系统 。 2)在市中心区 、汽车站 、火车站等设立散客旅游集散中心,为游客提供旅游信息 、
旅游咨询等服务 。 3)设立旅游服务热线电话,能够 24小时用中 、英文解答游客咨询, 受理游客投诉。 4)

市区道路一律使用中 、英文路标及指示标牌,大型公共场所要按照国家标准设置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2.5　以战略联盟思想整合旅游支撑系统,实现"共赢"

在今后的旅游发展中,平凉市不仅要注意区内协调 、开发次序及各地发展方向和功能, 而且更要注意

与外部的联系
[ 23]

。首先,打破"自我为中心"、"各自为政"的现状,在省内与周边的天水 、庆阳等确立起共
同利益基础上的"协同"意识和"共赢"思维,同时明确与西安 、银川等周边城市间的差距。通过联盟, 组建

一批旅行社 、旅游饭店 、旅游购物企业 、旅游餐饮企业 、旅游景区及旅游娱乐企业等大公司 、大集团,彻底改

变平凉旅游企业小 、散 、弱 、差的现状,以适应旅游企业间的强烈竞争。其次,在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 、旅游

项目和线路的安排 、旅游信息的共享等方面相互合作, 以期优势互补,发挥出集中和合并的整体优势 。最
后,促使旅游要素与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实现旅游要素一体化经营, 形成开发 、销售 、服务一体化的完整

区域旅游产业体系,使区域内的旅游业真正"上规模 、成体系 、出品牌", 直至建立起统一无障碍的大旅游

区,真正实现合作中的"正和博弈"。

3　结语

　　从评价的过程和结果看,模糊聚类在旅游资源评价中的应用是科学可行的 。通过建立旅游资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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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 、模糊聚类数学评价模型,减小了主客观差异,摒弃了定性凭主观印象的片面性 。提高了旅游资

源评价的准确性,验证了模糊聚类评价法对旅游资源的适用性,对影响因素复杂的其他领域评价也具有普

遍指导意义 。当然,区域旅游资源是由各资源要素及其运动过程所形成的复杂系统
[ 24]

, 旅游开发涉及社

会 、经济 、环境各部门,是一项多领域的综合性工程,旅游资源的赋存条件并不是决定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唯

一因子 。区域旅游业现有的基础 、区域经济社会条件 、区域自然环境条件 、区域区位特性等等都在很大程
度上制约着区域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度 、功能发挥度以及开发模式 、开发等级与序列等 。关于这些因素在区

域旅游资源影响和作用将在以后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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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zzy-cluster-analysisbasedevaluationofregionaltourism resourcesand
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s

———AcasestudyonPingliangcity

ZHANGZhibin, FANFanghui
( College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alScience, 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 Lanzhou730070, P.R.China)

Abstract:Thescientificappraisesoftourismresourcesistheimportantbasisforoptimizingandrationaldevelop-
ment-planofregionaltourismresources.TakingPingliangcityofGansuProvinceasexample, usingfuzzyclus-
termeghodandrelevantknowledge, adoptionquantityofallmonomer, monomerdensity, typeabundances, re-
servesabundances, averagelevelandquantityofthebestmonomerqualityasindexes, tourismresourcesofseven
countiesinPingliangcitywereanalyzed.TheresultsindicatedresourcesconditionofKongtongareastoodhighly
atthefirstplace.ThatinJingchuanCounty, ChongxinCounty, HuatingCounty, ZhuanglangCountydeveloped
well.ThatinLingtaicounty, Jingningcountylaggedcomparatively.Theconclusionwascomparativelyobjective,
perfectingtheareacognitionofregionaltourismresources.Basedonthatsomedevelopmentstrategiesaboutex-
ploitingtouristresourcesofPingliangcitywereputforwardsoastooffersomescientificevidencesfortherational
exploitationoftouristresourcesandtherebypromotethetourismindustrysustainabledevelopment.
Keywords:tourismresources;fuzzyclustermathematics;Pingliangcity;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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