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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ＳＷＯＴ分析的重庆市江津区云雾坪城郊
森林公园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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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郊森林公园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员前往
休闲、观光、游览。城郊型森林公园的发展方向与一般的森林公园不尽一致，因此寻找合适的发展方向十分重要。

本文运用 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对重庆市江津区云雾坪森林公园进行优势（Ｓ）、劣势（Ｗ）、机会（Ｏ）和威胁（Ｔ）分析，森
林公园的持续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参考，为实现城郊型森林公园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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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和机动车数
量的剧增，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环

境问题，如空气污染（ＰＭ２．５）、热岛效应等。加上人

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类已经不再仅仅满足物

质上需求，而转向追求更高精神层面的享受生活。

走出家门，远离城市的喧嚣，走进大自然，短途的休



闲娱乐成为大家的重要选择。城郊型森林公园以其

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生态环境良好、基础设施

完善等特点吸引着众多的城市居民前往游览、休憩、

娱乐、健身［１］。但如何合理利用森林景观资源，科

学指导、合理布局、有序推进、规范建设、有效管理城

郊森林公园，使其在保护资源的前提下，能充分发挥

其效益成为管理者关心的问题［２］。本文通过对重

庆市江津区云雾坪森林公园的 ＳＷＯＴ分析［３］，在明

确该公园在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优势、机遇以及面

对的问题和挑战，并通过系统的分析和比较，使得优

势和机会最大化，劣势和威胁最小化的原则，制定相

应的发展策略，为森林公园管理者和上级林业主管

部门提供参考。

１　城郊型森林公园的定义

城郊森林公园是指地处城镇或城镇周边，以森

林景观为主体，生态环境良好，休憩健身设施完善，

开展公众游览、休憩、健身、科普、文化等活动的户外

特定区域，免费或低价门票向公众开放，具有公益

性、基础性、社会性等特点。判断一个公园是否可以

定义为城郊型森林公园，目前主要依靠公园距离城

市的远近来确定。现阶段普遍比较认可的城郊型森

林公园是指离城市辐射半径小于５０ｋｍ，风景资源
评价相对较低，以人工自然为主体，能满足居民休闲

活动的森林公园［４］。

２　江津区云雾坪森林公园概况

重庆市江津区云雾坪森林公园是经四川省林业

厅批准建立的省级森林公园（川林造［１９９２］３９６号
文件），由云雾坪林场管理。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

北部，距离重庆市中心城区约４０ｋｍ，距江津城区３４
ｋｍ，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０５°５５′３４″～１０６°２５′３７″、北纬
２９°０６′４０″～２９°１７′１６″，海拔２５０ｍ～７１０ｍ。公园所
在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森林公园包括石笋山、黑炭沟和碑槽

三大景区，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既有精巧奇异的山

岳，高峻雄浑的峰岭，形象生动的山石，又有清波涟

漪的平湖，幽深神秘的溶洞，层次如画的田园风光，

云遮雾绕的天象景观，古朴敦厚的民风民俗，香火鼎

盛的寺庙。由于自然环境优美，交通便捷，成为周边

城市人们生态休闲、森林体验的天然胜地。

３　江津区云雾坪森林公园ＳＷＯＴ分析

３．１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３．１．１　区位优势

（１）地理区位优势
从国家总体布局看，江津区地处一带一路渝新

欧铁路联运大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的连接点。从重

庆城市城镇建设总体发展看，云雾坪森林公园距重

庆市中心城区４０ｋｍ，仅０５ｈ的车程，交通便利，可
进入性强，居民可当日游览并往返，是直接服务于江

津区和重庆市城镇建设的城郊森林公园。森林公园

周边还有贵州省习水、四川省合江等城市，具有无可

比拟的区位优势。

（２）旅游区位优势
在全国旅游线路中，江津区的旅游区位优势突

出，位于渝川黔生态旅游金三角（贵州、重庆、四川）

的中心位置，是川渝长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重庆市主题旅游线路中，不仅是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重要节点；也是重庆“爱情旅

游环线”的重要节点。

（３）交通网络优势
渝黔铁路、成渝铁路、渝昆铁路、渝黔新线、铁路

枢纽环线、渝长铁路、永川 －江津 －綦江铁路，轨道
交通五号线、七号线和十七号线，重庆绕城高速公

路、渝泸高速公路、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渝习高速公

路、渝泸复线高速公路、合川 －璧山 －江津高速公
路、永川－江津高速公路联络线以及江津高速公路
北环线，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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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在共同构成了江津区内发达的铁路、公路和航

运交通网络，增强了云雾坪森林公园的通达性，交通

优势明显。

３．１．２　政策优势
继党的十八国家把生态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总布局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研究森林生态安全工作会议

上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

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森林公园的建设发展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

家实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区、渝黔

经济区等的战略，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成渝城

市群等多重政策优势为云雾坪森林公园建设与发展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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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资源优势
１）环境资源优势
公园内植被茂密，森林覆盖率高达 ９２６０％。

境内环境优雅，气候温和适宜。森林公园年平均气

温１７℃～１８℃左右，夏季平均气温比江津城区和重
庆市区低３℃～５℃。据测定，森林公园负氧离子平
均含量为１５１５个·ｃｍ－３，根据重庆市空气负离子等
级划分标准，达到了一级水平。郁郁葱葱的森林植

被不仅释放出浓郁的有益于人们健康长寿的负氧离

子，还释放出大量可以杀灭有害细菌，消除病毒，对

高血压、冠心病、神经官能症、哮喘、气管炎等多种疾

病有辅助疗效。

图１　云雾坪森林公园土地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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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动植物旅游资源优势
云雾坪森林公园区域内植被丰富，森林植被以

人工营造的马尾松纯林为主，另有少量多代散生萌

芽而成，以栎类为主的天然次生林。常见植物有松、

杉、丝栗、香樟、米槠、木荷、桉树为主，灌木有山茶、

油茶、杜鹃、
%

木等。森林公园野生动物丰富、种群

数量稳定。据资料记载、访问和实地调查，森林公园

范围内有脊椎动物２１目６５科１５０多种，其中国家
和重庆市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约１２种。
３）人文景观资源
云雾坪森林公园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主

要有明朝时的古寨墙（门）、“三教合一”（佛教、道

教、儒家）的古寺庙，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八仙

之一“铁拐李”得道成仙的神话传说等。

３．２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３．２．１　公园内林相结构单一，季相变化单调

森林公园内虽然植物众多，但主要以人工马尾

松林和次生林为主，林相结构单一，季相变化不明

显，满足不了大多数游客对多样季相变化、色彩丰富

的景观的喜爱。这是由地理环境气候的限制和公园

本身建设初衷的问题所造成，必然会导致游客游赏

公园的时间相对集中，偏好的游赏景点也相对有限。

３．２．２　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云雾坪森林公园由云雾坪林场代管，实行的是

“一套班子，两个牌子”，目前没有设立专门的森林

公园管理处。目前管理工作逐渐需要投入更多的人

力和财力，服务水平也应随着人们的需求而不断提

高。完善和补充现有的机制体制，优化人才配备和

健全服务管理体系都是目前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３．２．３　森林旅游产品结构单一，特色不明显
目前云雾坪森林公园旅游初级阶段特征明显，

产品结构单一、旅游消费水平低、过夜游客比例不

大、旅游拉动效应不明显等问题依然突出。产品结

构还是以观光为主导，休闲旅游产品缺乏多元性，休

闲旅游产品体系尚未形成，科普、学习、探险、运动、

竞技等针对年轻人群体的专项旅游项目缺乏；商务

会议、康体养生、婚庆蜜月、休闲度假等尚未形成体

系。与周边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相比，竞争力不

强，很难吸引更多来自远方的游客。

３．３　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３．３．１　国家和政府的有利政策的支持

继党的十八国家把生态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总布局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研究森林生

态安全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国家公

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森林公

园的建设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大
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

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２０１３年，重庆市
出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建设旅游

度假区的意见》（渝府办发〔２０１３〕２１３号）文件，为
加快森林旅游建设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政策支持。

３．３．２　森林旅游的市场机遇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形成

城市环境严重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人们回

归自然的愿望凸显，森林公园为载体的森林旅游快

速兴起并发展成当今旅游界的热点。２０１０年我国
就已跃居全球第３大入境旅游接待国。２０１５年中
国国内旅游突破４０亿人次；旅游收入过４万亿元人
民币；而每年的节假日，全国主要旅游景点告急，旅

游地出现短缺。《２０１５年中国旅游城市吸引力排行
榜》重庆排名第１，成为最具吸引力旅游城市。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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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接待海内外游客３９１６７６３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２２５１３１亿元。旺盛的旅游市场需求为森林公园
的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３．３．３　社会投资机遇
随着国内旅游业快速增长，选择投资旅游业成

了社会资本的一个很好选择，同时也给森林公园带

来极好的发展机遇。森林公园拥有良好的景观资

源、交通网络、旅游区位和生态环境优势，应及时抓

住机遇，高起点、高标准和长远性规划公园蓝图，灵

活多变的管理方式和融资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本，

解决旅游业投入不足的问题。

３．４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ｓ）
３．４．１　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森林公园是一种以保护为前提，提利用森林的

多种功能为人们提供各种形式的旅游服务的可进行

科学文化活动的经营管理区域，具有游憩［５］、疗养、

林木经营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其主要功能一是保

护森林风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功能，二是普

及生态知识，弘扬生态文明的环境教育功能，三是开

展森林生态旅游活动的旅游功能。在森林公园开发

建设过程中，存在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具体主要

表现在：旅游开发建设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过度旅游

者进入对环境承载产生很大压力。因此，必须协调

好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充分考虑资源的脆弱性、环

境的敏感性和空间的承载性，防止建设性破坏，尊重

林农意愿，走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３．４．２　同类型旅游目的地竞争
重庆市旅游资源丰富，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态势

良好，现已建成多处较为成熟的生态旅游区如金佛

山国家森林公园、武隆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

市场竞争激烈。截止２０１５年，重庆市有８４个市级
以上森林公园，其中已批准建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２６个。其中距离云雾坪森林公园较近的森林公园
或景区多达１０余处，各具特色（表１）。随着重庆市
生态旅游的迅速发展，不管是国家森林公园，还是市

级森林公园，甚至市、县级森林公园都十分注重旅游

资源的独特性和旅游项目开发的鲜明性，对江津云

雾坪森林公园的开发带来巨大的挑战。

表１ 江津区周边森林公园及景区主要优势与特色对比分析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ｉｎ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ｐａｒｋｓ＆ｓｃｅｎｉｃａｒｏｕｎｄ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序号 公园名称 所属区县
面积

（ｈｍ２） 等级
与重庆城区
距离（ｋｍ） 主要特色

１ 大圆洞国家森林公园 江津区 ３４５９ 国家级 １２０ 地质、水文景观极具特色

２ 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 永川区 ９９７９ 国家级 ６３ 万亩茶园和天然竹林相互缠绕

３ 重庆市滚子坪森林公园 江津区 ２６６ 市级 １００ 流霞飞瀑、岩洞众多

４ 重庆市临峰山森林公园 江津区 １２０４ 市级 ４０ 丰富的地热水资源

５ 重庆市石笋山森林公园 永川区 ６６７ 市级 ９０ 与云雾坪森林公园资源相近

６ 四面山风景名胜区 江津区 ２１３００ ５Ａ １３０ 瀑布成群、爱情天梯

４　发展战略

从上述分析可知，云雾坪森林公园既有自身的

特色和优势，但更多的是存在不足，只有对其有一个

全面的分析评价，才能寻找最佳的发展策略。本文

采用ＳＷＯＴ分析法，对云雾坪森林公园通过内部条
件的优势与劣势，外部发展环境的机会和挑战４个
因素来进行两两交叉分析［６］，制成制成 ＳＷＯＴ分析
矩阵表（表２），以此来寻求有效的发展策略。云雾

表２ 重庆市江津区云雾坪森林公园 ＳＷＯＴ分析矩阵
Ｔａｂ．２　 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ＳＷＯ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Ｙｕｎｗｕｐ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Ｐａｒｋｉｎ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优势（Ｓ） 劣势（Ｗ）

１．区位优势
２．政策优势
３．资源优势

１．林相结构单一，季相变化单调
２．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３．森林旅游产品结构单一，特色不明显

机会（Ｏ）
１．国家和政府的有利政策
２．森林旅游的市场机遇
３．社会投资机遇

ＳＯ策略
１．充分发挥资源、区位优势，注重
市场需求
２．利用好政策，拓宽融资渠道

ＷＯ策略
１．合理利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禁止开发区补助资金进行
景观林建设
２．积极引进资金，健全机制体制改革，优化人员配置
３．争取社会资金，创新旅游产品

威胁（Ｔ）
１．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２．同类型旅游目的地竞争

ＳＴ策略
１．坚持保护性开发原则，统筹规划
２．推进品牌建设，弱化同质化

ＷＴ策略
１．与周边森林公园及景区合作，互利共赢
２．创新宣传营销模式，提高森林公园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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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森林公园的旅游开发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

制约，两两组合后，可以采取 ＳＯ战略、ＳＴ战略、ＷＯ
战略、ＷＴ战略［７］等多种发展战略对面临的问题采

取措施。

根据对云雾坪森林公园旅游开发的 ＳＷＯＴ分
析，不难得出，为取得森林公园的持续健康发展，公

园必须依靠自身的资源优势，抓住机会，趋利避害，

弱化和转变劣势和威胁，从根本上提升景区的核心

竞争力。

４．１　加强规划管理，提升景观价值
城郊型森林公园的景观规划设计实质是公园的

景观规划和管理的过程。公园管理方必须把云雾坪

森林公园规划作为顶层项目进行把控，结合自身的

特色，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对景观格局进行定性和定

量的分析，确定功能分区、组织路线、环境承载力等。

在充分利用现有景观价值的条件下，挖掘其文化资

源，创新旅游产品，进行林相改造等森林景观质量提

升等和创新旅游产品，形成游客满意、生态和谐的新

形象。

４．２　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
森林公园的管理和建设属于一项系统的工程，

应当完善现有的体制机制，形成一套可持续发展的

管理方法。既要加强对现有从业人员的管理，建立

内部管理体制，更要实现自身身份从管理者向服务

者的转变，坚持以游客为核心，以游客利益和游客需

求为核心的管理运作模式，建立森林公园建设投入

的长效机制。

４．３　加强自身品牌建设，弱化同质化
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精髓。一方面在景观建设过

程中应当充分整合自身资源条件，结合文化历史，开

拓出别具一格、无法替代以及竞争性强的项目。从

表１分析可知，云雾坪森林公园的竞争对手主要是
永川石笋山森林公园和四面山风景５Ａ级景区，同
质化的景观是地文景观、天象景观和爱情文化。云

雾坪森林公园与紧临永川石笋山森林公园，可与其

合作，形成旅游环线，充分挖掘古寨文化寻踪和以道

教为主的宗教养生文化，开发出文化旅游产品；而与

四面山相比，“爱情天梯”表现的情侣间长相斯守，

永不分离的情感，而云雾坪石笋山则表现的爱侣间

天各一方，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另一方面要创新

宣传营销模式，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旅游推广。

４．４　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
森林公园被纳入国家文化与自然遗产地范围，

属于国家禁止开发区，但同时也具有生态教育、游览

休憩与康养的功能。因此森林公园的建设必须遵循

“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８］。景区的开

发建设首先要统筹整体规划、合理开发，做到天人合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要制定

和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制的手段遏制破坏环境

的行为，并且积极宣扬保护自然环境，提高游客的环

保意识。

５　结语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位于城镇

及城镇周边的森林公园建设和发展得到社会各界的

普遍关注，已逐步成为森林公园发展的新亮点。城

郊森林公园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绿色推进器，其建

设必须从全局出发，形成全城绿地模式，发挥城郊型

森林公园的环境、生态、人文和社会价值。为了更好

地规范建设云雾坪森林公园，加快其绿色发展，必须

充分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根据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认真研究应对策略，提高竞争力，与临近公园或景区

合作，合力打造形成独树一帜的创新品牌，立足于市

场的更高要求和标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公

园环境效益的持续化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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