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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森林生态旅游是正在兴起的一种新型旅游产业，而广元市拥有丰饶而独特的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并且具有

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本文借助 SWOT 方法，阐明了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

威胁，提出了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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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est eco-tourism，a new type of tourism industry，is on the upgrade internationally． There are
rich and unique resources and special advantage for developping forest eco-tourism in Guangyuan City． In
this paper，analysis is mad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threats of
forest ecological tourism by using the SWOT method in Guangyuan City． Furthermore，som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promoting forest eco-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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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1，2］，是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

践形式，已成为 21 世纪国际旅游的主流［3，4］。森林

生态旅游是指以森林旅游资源为主体，以森林、湿地

等多种类型的旅游资源为依托，在特定的森林等自

然生态地域为旅游者提供游览观光、休闲度假、狩猎

探险等产品与服务的特色旅游活动，是满足人们回

归大自然愿望的一种特殊旅游方式［5，6］。发展森林

生态旅游对促进林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是林区

的必然选择［7，8］，可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利

益最大化［1］。近年来，广元市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

游，其产值逐年增加，已成为广元市旅游业新的经济

增长点和林业产业的支柱产业。
SWOT 分析法，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

企业战略决策教授安德鲁斯( K Andrens)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来的［9］，即通过调查研究对象的优势、
劣势、机会和威胁，制定出相应的战略对策。本文利

用 SWOT 分析法对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优

势、劣势、机会、威胁进行分析，结合实际，以可持续

发展为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适宜于广元

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建议及对策，对合理开发利

用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和繁荣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具有

十分重要意义。

1 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 SWOT 分析

1． 1 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势分析
1． 1． 1 区域优势

广元市地处四川盆地北部、秦岭南麓，位于嘉陵

江上游，毗邻陕西、甘肃两省，是四川、陕西、甘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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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结合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是成都、
西安、重庆、兰州 4 大城市交通线的交汇点，素有

“川北门户、蜀北重镇”之称。境内宝成铁路、广乐

铁路在市区交汇，国道 108 线、212 线纵横交错，嘉

陵江水运直达重庆，广元飞机场开通国内多条航行，

成广高速公路全线通车。随着兰渝铁路、兰渝高速、
川陕高速、广巴高速，西成高铁专线等一批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广元将成为西部唯一拥有铁

路与高速公路双十字交叉的地级市，形成连接大西

南大西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区域性经济中心。
1． 1． 2 资源优势

广元市拥有丰饶而独特的森林生态旅游资源，

全市林业用地面积达 101 万 hm2，森林面积 88 万

hm2，森林覆盖率达 54. 6%，被誉为“天然氧吧”和嘉

陵江上游的天然生态屏障。2013 年荣获“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境内分布野生植物2 900多种，其中珍

贵野生木本植物 832 种，包括珙桐、水青树、连香树、
剑阁柏等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 34 种。而列入联合

国《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红皮书的野生

植物有 40 余种。广元市现有林场、森林公园和自然

保护区等见表 1。

表 1 广元市现有国有林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及

湿地公园列表

Table 1 State-owned forest farms，Forest Parks，nature
reserves and Wetland Parks in Guangyuan City

森林资源
种类

具体资源

数量( 个) 具体名称

国有林场 9

青川县天池林场、国营剑门关林场、苍
溪县三溪口森林经营所、旺苍县国营林
场、旺苍县森林经营所、利州区国有森
林管理所、利州区飞播站、广元市天瞾
山林场

森林公园 9
天曌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剑门关国家级
森林公园、四川苍溪国家级森林 公 园
( 国家级)

四川省雪峰森林公园、四川省鼓城山森
林公园、四川省栖凤峡森林公园( 省级)

广元市南山森林公园、广元市曾家鸳鸯
池森林公园、广元市松米山森林 公 园
( 市级)

自然保护区 10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米仓山自然保护区
( 国家级)

青川东阳沟省级自然保护区、青川毛寨
省级自然保护区、翠云廊省级古柏自然
保护区( 剑阁段) 、翠云廊省级古柏自然
保护区( 昭化段) 、苍溪九龙山省级自然
保护区、朝天水磨沟省级自然保 护 区
( 省级)

西河湿地、嘉陵江源湿地( 市级)

湿地公园 2 南河国家湿地公园( 四川省唯一两个国
家级湿地公园之一)

柏林沟湿地公园

另外，据调查，广元市野境内分布野生动物有

400 种，其中大熊猫、金丝猴、牛羚等国家和省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达 69 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哺乳

动物共有 3 目 10 科 21 种，国家一级保护有 6 种，分

别为大熊猫、金丝猴、豹、云豹、扭角羚、林麝; 二级保

护有猕猴、小熊猫、黑熊等 15 种; 鸟类 5 目 7 科 4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斑尾臻鸡、绿尾虹雉、
雉鹑、白尾海雕、胡秃鹫、金雕 6 种，二级保护动物

有红腹锦鸡、红腹角雉、蓝马鸡、鸳鸯等 34 种; 两栖

类 1 目 2 科大鲵、文县疣螈两种种为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省级保护动物 6 种。
1． 2 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劣势分析

1． 2． 1 专业人才缺乏

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时间尚短，也是近年

来开始重视和加快森林生态旅游的发展。森林生态

旅游建设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以及专业导游和解说

员严重缺乏。人才的缺乏严重制约着广元市森林生

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1． 2． 2 发展资金短缺

长期以来，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过

程中一直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

景区多依托国有林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

公园建成，基础条件较差。省、市一级的国有林场、
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建设资金短缺，其

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基础设施整体建设水平低，

严重限制了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的长足发展。
1． 2． 3 季节性制约

森林资源为基础，不同季节森林的生长状况不

同，致使森林生态旅游旺淡季对比十分明显，具有明

显季节性波动。夏秋时节，森林生态旅游景区气候

宜人，景色秀丽，为旅游旺季，旅客量大，旅游效益较

好; 而冬春时节，森林生态旅游景区气候寒冷干燥，

为旅游淡季，游客量相对较少，旅游资源和宾馆饭店

设置大部分闲置，收益相对较差些，资源利用不充

分，未能最大限度发展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
1． 2． 4 品牌建设不足

在品牌建设方面政府投入不足，宣传力度不够，

营销方式方法缺乏新颖，专业的营销队伍缺少。且

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开发不够全面，深度有待进一步

提高，不能形成强大的特色品牌吸引更多的游客，森

林生态旅游收入与森林生态旅游发达地区收入差距

很大。
1． 3 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机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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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市场机遇

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森林生态旅游人数都保

持 30%的高增长率，越来越多的人青睐森林生态旅

游。2013 年广元全市森林生态旅游共接待游客达

856 万人次，实现森林生态旅游总收入 22. 4 亿元;

2014 年度，全市森林生态旅游共接待游客1 054万人

次，实现森林生态旅游总收入 29. 22 亿元。广元市

森林生态旅游游客数和收入呈良好的发展势头，拥

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前景。
1． 3． 2 政策机遇

近年来，广元市紧紧抓住天然林保护、退耕还

林、灾后恢复重建、欧投德援项目等机遇，着力建成

嘉陵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为广元市发展森林生

态旅游奠定良好基础。广元市坚持“生态立市、工

业强市、文旅兴市、统筹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生

态立市”被放首位，必然促进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

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四川省林业发展“坚持一个统

领、建设六个林业、实现两个跨越”的“162”总体思

路，“坚持一个统领”即“坚持以建设生态文明美丽

四川为统领”，“建设六个林业”包括“建设生态林

业”，“两个跨越”包括“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由基本建

成向全面建成跨越”，这些都为广元市发展森林生

态旅游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
1． 4 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的威胁分析

1． 4． 1 其他旅游产品和周边旅游景区的竞争

广元市还具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 － 三国文

化、女皇文化以及红色文化等。皇泽寺、昭化古城、
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千佛崖等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也十分受大家的喜爱。广元市，在省内紧邻绵阳

市、南充市、巴中市，在全国处于川甘陕 3 省交界，相

邻省市也有着大量森林生态旅游景区以及其他旅游

景区，均给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的发展带来竞争压

力。
1． 4． 2 森林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随着森林生态旅游景区的开发和旅游者数量的

增加，人的生态意识和素养参差不齐，难免产生大量

生活垃圾或其他废弃物，一旦废弃的物质和能量超

出旅游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将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给环境治理带来巨大压力［10］。随着森林生态旅游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也容易超过旅游环境容量

的负荷，从而对生态环境带不利影响。

2 发展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的对策及建议

2． 1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森林生态旅游规划和开发要紧紧围绕生态主

题，严格遵循整体优化、生态优先、生境 ( 景观) 完

整、容量控制原则，以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特有自

然景观为核心吸引物，科学规划，突出资源节约和环

境友好，实现了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依据广元

市的区位、地理形势、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分布特

点和交通现状，将全市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规划结构

分为:“一条主轴线、两大片区”。一条主轴线: 即剑

门蜀道观光休闲区，以剑门关国家森林公园为中心

景区，以古蜀道为主线，将森林旅游同历史文化观光

旅游相结合，包括剑阁县、昭化区、利州区、朝天区;

两个片区为: 西部和北部自然生态旅游区、东部生态

农业和庭院式森林观赏休闲旅游区。分区施策，重

点打造，突出特色。
2． 2 制定优惠政策，扩宽建设资金渠道

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开发森林资源，需要相应的

保护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政府将自

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有林场的基础性

设施纳入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项目; 制定投资、融
资优惠政策，吸收社会资金和外资; 容许利用贷款、
捐赠、发行债券或福利彩票等形式，筹措建设资金;

鼓励企业、社团、个人，以独资、合资或参股合作等方

式投资建设，扩宽建设资金渠道，使森林生态旅游投

资的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
2． 3 培养和引进森林生态旅游的各类人才

科技进步与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决定因素。要搞好森林生态旅游，必须要做好培养

和引进人才。首先，要培养和引进建设人才，吸纳知

名专家、教授作为我市生态旅游发展的顾问，为广元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献计献策，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重点打造，突出亮点，把广元市的森林生态旅游

资源开发好、使用好。其次，要培养和引进森林生态

旅游经营管理人才，对内强化管理，降低成本，提升

效率，提高水平; 对外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积极宣

传营销，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景区 － 旅游中介 －
游客市场”互动营销模式，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多

赢格局。最后，要培养和引进优秀森林生态旅游从

业人员和人才，推行“持证上岗”，提高服务技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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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务知识、规范服务程序，为游客提供更高质量的

服务，尤其是培养和引进专业导游和解说员，让游客

目睹广元市的发展新貌，了解广元市的历史文化，分

享广元市的文明成果，使广元市成为来了还想再来

的地方。
2． 4 突出地域特色，创造森林生态旅游的品牌效应

依托广元森林生态旅游资源，重点打造森林观

光、生态康养、野生动植物观赏及漂流、滑雪等特色

生态旅游产品品牌形象; 依托林业特色产业发展，开

发以朝天核桃、广元油橄榄、青川黑木耳等极具生态

属性和地方特色的系列旅游商品。突出地域特色，

创建森林生态旅游品牌效应，推动广元市森林生态

旅游的快速发展。
2． 5 加大宣教力度，坚持低碳环保理念

加大对森林生态旅游的宣教力度，扩大森林生

态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围绕建设国内外知名旅

游目的地、川陕甘结合部旅游集散中心和四川北部

旅游增长极目标，统筹林业、旅游等部门共同举办朝

天核桃文化旅游节、米仓山红叶节等系列林业生态

旅游节会活动，深入挖掘附着于自然资源上的历史

文化和人文民俗，如唐家河阴平古道、米仓山米仓古

道等古道遗存，唱山歌、住吊脚楼、开篝火晚会等川

北风情，妇女游河湾、赛凤舟等女儿习俗。在电视、
报刊、杂志、广告牌乃至互联网等广告媒体上进行宣

传。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要

坚持低碳、环保理念，充分利用地热、沼气、太阳能等

清洁能源，建立污水处理系统，电缆线路尽可能地

埋，游客限量进入景区，并换乘电动观光车，尽可能

减少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3 结束语

通过 SWOT 分析，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发展具

有明显区域优势、得天独厚的森林自然资源优势，拥

有政策、市场的发展机遇，但也有着专业人才缺乏、
发展资金缺乏、季节性制约、品牌建设不足等劣势，

以及面临其他旅游产品及外地旅游景区和森林生态

系统性的脆弱性的竞争压力。广元市只有做好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制定优惠政策、扩宽建设资金渠道，

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突出地域特色、创造森林生态

旅游的品牌效应，加大宣教力度、坚持低碳环保理念

等措施，才能促使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又好又快、健
康发展，才能早日建成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的“美丽

广元、幸福家园”和川陕甘结合部经济文化生态强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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