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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发展 ＳＷＯＴ
分析及对策探讨

李　波１，柯雯静２

（１．广元市林业和园林局，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００；２．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四川 广元　６２８０００）

摘　要：以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运用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分析了该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内部优势、
劣势和外部机遇、威胁，得出了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属于ＳＯ型，宜采取增长型战略，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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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地是地球上水体和陆地相互作用融合形成的
独特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

“文明的发源地”和“物种的基因库”［１］。城市湿地

公园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人们

提供游憩、康乐的场所，而且在涵养城市水源、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湿地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２］。近年来，随

着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城市湿地公园生态旅游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为湿地生态旅游研究的重要方

向。运用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分析四川南河国家湿地
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并提

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１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概况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广元市利州区东城

片区南河河畔，背靠大南山生态屏障，地处嘉陵江上

游和中游重要生态节点，是嘉陵江一级支流南河与

万源河交汇区域，是集湿地保护保育、湿地恢复、湿

地科教宣传和湿地休闲为一体的大型城市湿地公

园，总面积１１１ｈｍ２，其中湿地面积６８ｈｍ２，湿地率
为６１２６％。公园于２００６年３月开始建设，２００７年
元月建成正式向市民开放，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被国家林
业局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被国



家林业局正式授牌“中国国家湿地公园”，是四川省

建成的首个国家湿地公园。该湿地公园水域辽阔，

水质优良，湿地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环

境良好，湿地景观资源别具特色，形成了以 “二轴”、

“四带”、“十大景观”为主骨架的湿地生态景观。同

时，发挥着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湿地生物多样

性和调节局域气候等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２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的
ＳＷＯＴ分析

　　ＳＷＯＴ分析方法（又称 ＴＯＷＳ分析法、道斯矩
阵）即态势分析法，它是由美国旧金山大学教授韦

里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的一种从竞争主体内外
部环境要素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和战略组合，并根据

不同时期的情况，制定和采取相应的战略决策的分

析方法［３］。其中，Ｓ代表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Ｗ代表劣
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Ｏ代表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Ｔ代表威
胁 （ｔｈｒｅａｔ）。Ｓ、Ｗ是内部因素，Ｏ、Ｔ是外部因素。
采用这种分析方法能够为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在

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如何发挥优势、克服劣势、抓住

机遇、避免威胁提供参考。

２．１　优势（Ｓ）
２．１．１　区位优势明显

广元地处成都、西安、兰州、重庆四大省会城市

的几何中心，旅游客源市场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已

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五位一体”贯

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立体综合交通枢纽。

京昆、兰海、广巴达３条高速公路和宝成、兰渝、广巴
达３条铁路在境内交会，渝新欧铁路、蓉欧快铁均经
过广元，兰渝铁路、西成客专 ２０１７年将全线通车。
广元机场已开通北京、杭州、广州、深圳、上海五条航

线。“千里嘉陵第一港”广元港已经开港，完全通航

后１０００ｔ轮船可直抵重庆、上海等地，届时广元将
成为距大西北最近的内河港口城市。

２．１．２　湿地资源突出
２．１．２．１　湿地类型丰富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规划范围内有南河、万

源河两大自然水系，有北湖、中湖、南湖、对望湖四大

湖泊，有１３万ｍ２的退耕梯田，有登山广场、南山观
景台等３处蓄水库塘，有７条连接河流、湖泊、库塘、
梯田的生态小溪，形成了天然的湖泊湿地、湿地梯

田、林泽湿地等，湿地类型十分丰富。

２．１．２．２　生态系统独特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突出特点是湿地、森

林、水系、城市紧密联系，相互依存，湿地紧邻市中心

城区，背靠大南山生态屏障，南河、万源河穿腹而过，

处在大山、大水、大森林和中心城区的紧密环抱之

中。大面积的松林类森林生态系统、湿地多塘生态

系统、河流生态系统及城市生态系统紧密结合，形成

“森林、湿地、水和城市息息相关”的综合展示地，在

四川省具有独特性。

２．１．２．３　物种多样性丰富
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现有植

物１２３科３２５属４５２种，其中包括国家级重点保护
植物银杏、楠木、杜仲等１３种；脊椎动物２９目７３科
２４５种，包括鱼类４目９科４５种，哺乳类５目１０科
２４种，爬行类２目９科１９种，两栖类动物２目６科
１８种，鸟类１６目３９科１３９种。其中，国家保护动物
小天鹅、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的冠

鱼狗、主要湿地鸟类小
'(

、白鹭等在湿地公园均有

分布；无脊椎动物中以蝴蝶为调查对象，分布有８科
４１属６３种。与四川及周边湿地公园相比，是生物
多样性比较丰富的国家湿地公园。

２．１．３　文化内涵丰富
唐宋时期就在湿地公园西入口对应的南河河畔

修建了古利州著名渡口———利州南渡；清道光七年

以前，公园西入口又是接送官员和历届官员迎来送

往的重要场所———南接官亭；湿地公园亲水平台、码

头一带相传曾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时

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少年时的梳洗台；武则天

“乌龙感孕、凤凰催生”的动人传说流传至今；纪念

武则天生日而延续至今并演变成中国（广元）女儿

节的民间习俗，就在湿地公园规划范围内的南河水

面上举行。同时，湿地公园围绕武则天出生地做文

章，设置了以茶文化和餐饮文化为主的民俗文化景

区，并修建了连接南河两岸的仿唐建筑———景观廊

桥，气势恢宏，又不失轻盈纤巧，充分展示了女皇文

化的深厚底蕴。

２．１．４　景区联动优势明显
广元市旅游资源富集，境内名胜古迹众多，城区

内有以千佛崖—皇泽寺—天?山—凤凰楼—川北民

俗文化园为旅游路线的女皇故里文化游、汤山温

泉—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龙潭山地农业公园—

黑石坡森林公园山水生态游、红军文化园—红星公

园红色经典缅怀游等，形成了吸引国内外旅游者的

重要旅游资源，同时通过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带动其他旅游资源的发展，凭借景区联动提升湿地

公园生态旅游的知名度，满足旅游者日益变化的综

合性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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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作为四川省首家国家正

式挂牌成立的国家湿地公园，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

在服务于全省湿地公园建设中具有典型示范地位；

同时，又因其处于城市中心，属于典型城市湿地公

园，在具有城市性质的湿地公园建设与保护中，更具

独特性和代表性，已成为城市湿地公园保护与合理

利用的先行、示范与引领者。

２．２　劣势（Ｗ）
２．２．１缺乏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生态旅游对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要

求较高［４］，其管理理念和专业水平直接影响着湿地

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

虽有在编人员２０人，但其专业化的人才极少，大部
分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都是“半路出家”，综合素质

能力整体偏低，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更是缺乏，严重制

约了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

２．２．２　生态旅游基础薄弱
目前，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开发还

处于起步阶段，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接

待水平较低；旅游产品仍以大众观光为主，旅游产品

开发种类和深度不足；知名度不高，对游客的吸引力

不够，市民休闲娱乐较多，规模旅游较少。

２．２．３　生态功能区划不完善
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城市中心，横跨东

坝、南河、万缘３个主城区，不仅是广元市民休闲娱
乐健身的主要场所，而且还发挥着优化城市生态环

境的重要作用。据笔者统计，该湿地公园内有贯穿

全园大小建筑物１０余栋（包括在建建筑）、主要通
道２条、大小游步道１００余条，高峰期人流量每天高
达８－９万人次。在较小的区域内（该湿地公园陆
地部分４３ｈｍ２）如此频繁的人类活动，加快了湿地
环境演变的进程，并使之逐渐偏离原来的自然演化

轨迹，所引起的生境破坏或片段化是无法挽回的。

有研究表明，随着人类干扰活动的加强，湿地生态系

统健康状态逐渐下降，湿地生态系统生产能力下降，

组织结构混乱，水文调节、水质净化等功能日益减

弱［５］。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涌

入城市，处于城市中心的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应

进一步拓展保护范围，加速完善生态功能定位区划，

以减少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伤害。

２．３　机遇（Ｏ）
２．３．１　有利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

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这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同时，生态旅游的发展理念符合

世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大方向，对自然和本色的追

求已逐渐成为现代旅游的一项基本特征。既保护旅

游区的生态环境，又能保留旅游资源全貌的生态旅

游方式越来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６］。在这样的时

代大背景下，为湿地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契机。

２．３．２　建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推动生态旅游
发展

广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

旅游发展，把“生态立市、文旅兴市”写入全市发展

总体思路，并作出了推进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崛起、

建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的决定。这个决定既是

广元践行绿色发展新理念的务实行动和广元实践，

也是广元在更高层次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跨越发展、

实现绿色崛起的战略需要。通过建设生态康养旅游

名市，突出全域旅游带动，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建

设有机地融合起来，经济发展为生态环境提供保障，

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效能［６］。以建设生态康

养旅游名市为契机，湿地资源为基础，大力推动湿地

生态旅游发展。

２．３．３　生态旅游逐渐成为全球潮流时尚
“绿色浪潮”在全球风起云涌，以森林自然环境

为依托的生态旅游悄然兴起，已逐渐发展成为全球

潮流时尚。湿地生态旅游是生态旅游发展的新领

域，它强调的是以湿地生态环境为依托，以湿地生态

系统为观光游览对象，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

环境保护为核心理念，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的一种旅游形式。加之其本身具有独特的生态景观

资源，因此生态湿地旅游更能引领全球潮流时尚。

２．４　威胁（Ｔ）
２．４．１　周边市场竞争激烈

虽然湿地生态旅游前景广阔，但是近年来广元

生态旅游发展迅猛，已有１个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
和１６个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国家湿地公园２处，这
无形对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构成了客源

压力。再者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开发尚

处于起步阶段，与周边成熟旅游景区相比，竞争优势

极不明显，湿地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

挑战。

２．４．２　湿地生态退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四川南河国家湿

地公园规划范围内的南河、万源河，面临着水体营养

化程度逐渐上升的危险；外来入侵物种加剧，福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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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牛蛙、空心莲子草、白车轴草等在湿地公园内已

有发现，严重排斥着湿地乡土物种，对湿地公园的生

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另外，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

背靠的大南山生态屏障未划入公益林，大部分林权

归集体和个人所有，人为砍伐林木的现象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平衡。针对上述这些问

题，如何有效解决，是摆在湿地生态旅游发展道路上

的重大挑战。

２．４．３　旅游需求的日益多样化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标准化的旅游产品和

服务已经难以满足旅游消费者日益变化的旅游需

求，旅游消费者需求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和个性

化［６］。目前，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旅游产品种类

过于单一，无法满足旅游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旅

游需求。在以后的湿地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四川

南河国家湿地公园更应注重创新，避免雷同的旅游

项目，积极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

３　四川南河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对策建议

　　通过对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发展
ＳＷＯＴ分析表明，其内部劣势（Ｗ）可以通过抓住广
元建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的有利时机，加大资

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引进专业人才，拓展湿地保

护范围等措施，化劣势（Ｗ）为优势（Ｓ）；外部威胁
（Ｔ）可以利用内部优势（Ｓ），通过深度挖掘湿地旅游
资源，整合资源特色，打造湿地生态旅游品牌，构建

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创意创新开发湿地生态旅游产

品，全方位、多角度的加强湿地生态旅游产品营销，

提升湿地公园知名度，全面化解外部威胁（Ｔ）。因
此，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内部优势

（Ｓ）大于劣势（Ｗ），外部机遇（Ｏ）大于威胁（Ｔ），属
于ＳＯ型，宜采取增长型战略。
３．１　整合资源特色，打造湿地生态旅游品牌

依托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突出的湿地资源，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周边景区的联动优势，整合资

源，创意开发以湿地公园为主线的生态科教旅游产

品、女皇文化旅游产品、体验参与旅游产品等特色产

品，打造湿地生态旅游品牌，提升湿地生态旅游品牌

的市场竞争力。

３．２　完善基础设施，重视人才培养
由于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才刚刚起

步，现有设施难以满足湿地生态旅游的需要，应进一

步加大力度争取项目资金，合理规划配置要素，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档次。同时，要不断完善旅

游服务体系，加强员工综合素质培养。通过专家讲

座、脱产进修、人才引进等方式提高湿地公园整体的

管理和服务水平。

３．３　合理规划布局，拓展湿地保护范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处于城市中心的四川

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人类活动会越来越频繁，为减少

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伤害。建议围绕建设中

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的目标，合理规划布局，把四川

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管辖范围拓展到广元市城市规划

区内的嘉陵江、南河、万源河流域及南山纵深处。按

照适合区域自身发展模式，积极做好旅游景观功能

分区及旅游景观生态规划，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

试验区，形成生态功能区划更为完善的湿地保护格

局。同时，积极开展水源污染治理、外来入侵物种治

理、河流湿地修复、水体生态链修复等湿地生境恢复

工程，使湿地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

３．４　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湿地公园知名度
旅游营销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将旅

游产品推向市场、提升产品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直接手段［７］。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应借建设中

国生态康养名市东风，以绿色康养营销、历史文化营

销为指导，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介进

行宣传推广，制作精美的宣传片和宣传手册，积极参

加各种旅游博览会，邀请旅游推介商、新闻记者和网

红实地考察旅游线路，举办大型的节庆活动（如广

元女儿节），开展与湿地生态旅游相关的研讨会，全

方位、多角度的加强湿地生态旅游宣传促销，进一步

提升四川南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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