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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南位处秦巴山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安康市作为南水北调工程水源保护地,康养旅游成为

最佳生态旅游产业。 结合各地康养旅游研究成果和经验,在对陕南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进行

SWOT 分析的基础上,从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外部挑战选取 14 个指标层,采用 AHP 分

析法构建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出评价指标权重。 评价结果表明,战略点 G
(0. 005,0. 002 8)位于第一象限,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选择增长型战略,以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助

力美丽安康建设。 提出建立“安康康养旅游生态区”,打造安康市康养旅游品牌等增强安康市康养

旅游竞争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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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ern
 

Shaanxi
 

is
 

located
 

in
 

the
 

Qinba
 

Mountains
 

and
 

is
 

very
 

rich
 

in
 

natural
 

resources.
 

As
 

a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area
 

for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Ankang
 

City
 

is
 

a
 

good
 

place
 

for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experience
 

of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in
 

various
 

places
 

and
 

the
 

SWOT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in
 

Ankang
 

City,
 

this
 

study
 

used
 

the
 

AHP
 

analysis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Ankang
 

City′s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with
 

14
 

index
 

layers
 

from
 

internal
 

ad-
vantages,

 

internal
 

disadvantages,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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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d
 

that
 

the
 

strategic
 

point
 

G
 

(0. 005,
 

0. 002 8)
 

was
 

located
 

in
 

the
 

first
 

quadrant,
 

and
 

the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of
 

Ankang
 

City
 

selected
 

the
 

growth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Ankang
 

supported
 

by
 

the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industry.
 

This
 

paper
 

proposed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nkang′s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such
 

as
 

establishing
 

an
 

“Ankang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Ecological
 

Zone”
 

and
 

building
 

a
 

brand
 

of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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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2009〕41 号文件确定了旅游业在我国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1] 。 安康市重点是建设旅

游城市,打造精品景区,建设特色小镇,发展乡村旅

游。 对安康旅游发展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

有:赵临龙(2019) 基于中西部南北旅游大通道的

“盐道文化”廊道的旅游发展[2] ,芮旸(2018)山地城

市旅游景区空间结构分形研究———以安康市为

例[3] ,崔晓明(2017)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

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4] ,赵临龙

(2015)我国中西部南北旅游大通道构建的思考[5] ,
李文正(2014)陕南 A 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演变特

征及内在机理研究[6] ,陈绪敖(2014)基于旅游产业

链整合视角的旅游资源非优区开发研究[7] 等。 本

文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以及 SWOT 与 AHP 相结合

的分析法对陕南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进行研究,
旨在以此分析方法找到旅游发展新突破点。

1 旅游发展优势

1. 1 独特的气候为安康市康养旅游提供天然保障

安康市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
承担着“一江清水供北京”的光荣使命和政治责任。
安康是中国十大宜居小城、国家森林城市。 安康市

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湿润温和,四季分

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年均降水量 1 050 mm,年均

降雨日数 94 d[8] ,气候特点适宜于发展康养旅游。
1. 2 康养特色旅游景区

香溪洞始建于盛唐,鼎盛于明初,位于安康中心

城市,是国家 AAA 级风景名胜区、省级风景名胜区。
景区内群山环抱,翠屏相列,有香溪八洞、天梯、三清

殿、纯阳楼、荷花池、驾云桥、镜儿湖、凌宵亭、玉皇

阁、古钟亭、香溪湖、鼓亭、残棋等景点文物,景点多

达 50 余处,自古以来就是道家修身养性之地,更是

广大游客及市民观光、旅游、休闲、健身、陶情冶性的

“洞天福地” [9] 。
天宝梯彩农园景区位于白河县仓上镇,保持现代

化农业与农村旅游紧密结合,是集农牧业产业园区、
旅游观光、农旅融合为一体的综合型旅游景区[10] 。

登南宫山,春看百花,夏观云海,秋赏红叶,冬戏

冰雪。 南宫山以“一绝五奇” 闻名,一绝是:火山地

貌形成的火山石林;五奇是:百年高僧真身不腐、千
年古栎佯死复活、万年法螺呼风唤雨、亿年佛掌感应

丰欠,无源方池去病强身。
中坝峡谷占地 21 km2,进入大峡谷尤如溶于大

自然,山青水秀,花香鸟语,登高望远一览无遗,山
景、水景、石景相映交辉,十分壮观。 景区内奇石叠

立,山泉潺潺,竹木蓊郁,是休闲纳凉、寻奇探幽的好

去处。
汉江石泉古城景区位于石泉县城,现保存有始

建于唐代的禹王宫以及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 石泉

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人文荟萃,岁月把古

城积淀得深厚凝重,时代则把古城打扮得靓丽纷呈,
传统与现代在此交汇融合。

2 康养旅游竞争力分析

2. 1 康养旅游发展战略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法,就是利用内部优势、内部劣势、
外部机会、外部威胁等要素的列举,采用矩阵形式排

列,把 4 类要素作为底层因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由目标层、准则层、因子层构成。 通过调研、文献研

究、专家打分等方法得到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的

SWOT 分析(表 1)。
2. 2 康养旅游竞争力的 AHP+SWOT 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因素的重要程度,采用层次分析

法(AHP),将 SWOT 中各要素进行两两比较,并采

用特征值方法进行分析。 构建两两比较的评价矩

阵,SWOT 矩阵中 w i 由 s1 到 t3
 14 个指标的权重组

成。 以内部优势 S 为例构建如下判断矩阵 Ck(表 2),
其中 c1,c2,…,cm 表示各因子,cij 表示第 i 个因子与

第 j 个因子相比较的结果。
对矩阵中 14 个指标进行专家打分,得到指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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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求解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判断矩

阵元素 cij 的标度方法如表 3。

表 1　 陕南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的 SWOT 矩阵

Tab. 1　 SWOT
 

matrix
 

of
 

competitiveness
 

of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in
 

Ankang
 

City
 

of
 

Southern
 

Shaanxi

内部优势(s) 外部机遇(o) 　

自然风光优美,生态旅游
资源丰富 s1

西部大开发机遇 o1

独特的气候环境为康养提
供保障 s2

西咸新区带动区域经济 o2

风俗文化便于文化交流 s3 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加快
旅游产业转型 o3

古镇游古建游茶文化节等
垄断性旅游资源 s4

南水北调工程 o4

内部劣势(w) 外部挑战(t) 　

区位条件差等制约旅游发
展 w1

市场需求多变与康养旅游
建设周期形成矛盾 t1

品牌效应弱,旅游资源不突
出 w2

国内同质化竞争激烈 t2

缺乏人才和技术 w3 旅游市场季节性强 t3

表 2　 判断矩阵

Tab. 2　 Judgment
 

matrix

ck c1 c2 … cm

c1 c11 c12 … c1m

c2 c21 c22 … c2m

… … … … …

cm cM1 cM2 … cmm

表 3　 比例标度

Tab. 3　 Proportion
 

criteria

因素 i 比因素 j 量化值 因素 i 比因素 j
 

　
 

　 量化值

同等重要　 　 1 强烈重要　 　 　 　 　 7　 　

稍微重要　 　 3 极端重要　 　 　 　 　 9　 　

较强重要　 　 5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2,4,6,8

2. 3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前述 SWOT 分析结果,建立目标层(安康

市康养旅游竞争力评价)、准则层(优势、劣势、机
遇、挑战)和因子层特征要素,构建安康市康养旅游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4)。
2. 4 评价指标权重

本研究专家组成员由陕南生态研究中心和乡村

表 4　 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 4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in
 

Ankang
 

City

目标层 c 准则层 ci 因子层 cij

安康市
康养旅
游竞争
力评价

内部优势 c1 自然风光优美,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c11

独特的气候环境为康养提供保障 c12

风俗文化便于文化交流 c13

古镇游古建游茶文化节等垄断性旅游
资源 c14

内部劣势 c2 区位条件差等制约旅游发展 c21

品牌效应弱,旅游资源不突出 c22

缺乏人才和技术 c23

外部机遇 c3 西部大开发机遇 c31

西咸新区带动区域经济 c32

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加快旅游产业转
型 c33

南水北调工程 c34

外部挑战 c4 市场需求多变与康养旅游建设周期形
成矛盾 c41

国内同质化竞争激烈 c42

旅游市场季节性强 c43

振兴学院部分专家组成。 通过专家打分法和文献研

究法进行评价指标权重赋值。 最终构建各层评价因

子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计算过程如公式(1 ~ 4)所

示。 通过计算,因子层权重值如表 5 所示。
 

pij =
pij

∑
m

k = 1
pij

,
 

i,j = 1,2,…,m (1)

　 wi = ∑
m

j = 1
pij,

 

i = 1,2,…,m (2)

w i =
wi

m
(3)

λmax = 1 / m∑
m

i = 1

(Pw) i

w i
(4)

式中:(Pw) i 表示向量 pw 的第 i 个分量。
2. 5 评价结果

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优势明显,独特的气候

环境(c12)、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c11 ) 是排在前两位

的重要优势,其中气候环境优势是安康市康养旅游

最为重要的优势。 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劣势并不

严重,表现在各因子的权重均不高,品牌效应弱

(c22)、区位条件(c21)是2个主要劣势,其中品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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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权重

Tab. 5　 Weights
 

of
 

evaluation
 

indexes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health
 

preservation
 

tourism
 

in
 

Ankang
 

City

目标层 c
准则层

ci 及权重
因子层 cij 及权重

安康市
康养旅
游竞争
力评价

内部优势
c1

(0. 312)

自然风光优美,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c11

(0. 082)

独特的气候环境为康养提供保障 c12

(0. 104)

风俗文化便于文化交流 c13(0. 054)

古镇游古建游茶文化节等垄断性旅游
资源 c14(0. 072)

内部劣势
c2

(0. 176)

区位条件差等制约旅游发展 c21(0. 058)

品牌效应弱,旅游资源不突出 c22(0. 082)

缺乏人才和技术 c23(0. 036)

外部机遇
c3

(0. 312)

西部大开发机遇 c31(0. 123)

西咸新区带动区域经济 c32(0. 054)

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加快旅游产业转
型 c33(0. 034)

南水北调工程 c34(0. 101)

外部挑战
c4

(0. 2)

市场需求多变与康养旅游建设周期形
成矛盾 c41(0. 085)

国内同质化竞争激烈 c42(0. 061)

旅游市场季节性强 c43(0. 054)

应弱是最大劣势。 同时也提醒安康市康养旅游产业

链建设尚有很大潜力。 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面临

重大机遇,其中西部大开发机遇( c31 )、南水北调工

程(c34)是 2 个关键机遇。 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

面临挑战,市场需求多变与康养旅游建设周期形成

矛盾(c41)、国内同质化竞争激烈( c42 )是 2 个最主

要的挑战。 其中,国内同质化竞争对当地康养旅游

产生很大压力,需要迅速建设特色康养旅游,并推动

康养旅游品牌建设。
从平均权重值可知,若 P 点位于第一象限 SO,

旅游产业处于增长型战略,若在[0, π
4

)区域,内部

优势大于外部机遇,若在( π
4

, π
2

]区域,外部机遇大

于内部优势;若 P 点位于第二象限 WO,旅游产业处

于扭转型战略;若 P 点位于第三象限 WT,旅游产业

处于防御型战略;若 P 点位于第四象限 ST,旅游产

业处于多种经营战略。

2. 6 康养旅游竞争力态势分析

2. 6. 1 基于总体特征强度的趋势判断

趋势判定,需要计算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的

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强度。 一般以平均权重值表

示总特征强度。
 

内部优势 S =
∑w1j

n
,

 

j = 1,2,…,n;

则: S = 0. 312
4

= 0. 078

内部劣势 W =
∑w2j

n
,

 

j = 1,2,…,n;

则: W = 0. 176
3

= 0. 059

外部机遇 O =
∑w3j

n
,

 

j = 1,2,…,n;

则: O = 0. 312
4

= 0. 078

外部挑战 T =
∑w4j

n
,

 

j = 1,2,…,n;

则: T = 0. 2
3

= 0. 067

　 　 在平面座标系内四大因素共同作用,每个角的

项点分别用 S1、 W1、 O1、 T1 表示; 四边形重心 G
(0. 005,0. 0028) 的具体位置反映安康市康养旅游

竞争力趋势(图 1)。

图 1　 SWOT 总体特征强度分析

Fig. 1　 SWOT
 

overall
 

feature
 

strength
 

analysis

　 G(x,y) = ∑xi

4
,

 ∑yi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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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78 - 0. 059
4( ,

 0. 078 - 0. 067
4 )

= (0. 005,
 

0. 0028)

　 　 从平均权重值可知,战略 G 点(0. 005,0. 0028)

位于第一象限[0, π
4

)区域,从整体特征强度来看,

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处于增长型战略区,安康市

旅游产业可以应用自身内部优势来撬动外部机会,
实现旅游产业增长态势。
2. 6. 2 基于关键要素特征强度的趋势判断

上述结果表明,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最大优

势是 c12,独特的气候环境为康养提供保障,权重

0. 104;最大劣势是 c22,品牌效应弱,旅游资源不突

出,权重 0. 082;最大机遇是 c31,西部大开发机遇,权
重 0. 123;最大挑战是 c41,市场需求多变与康养旅游

建设周期形成矛盾,权重 0. 085。
关键要素特征强度值用具体因素的权重值来表

示,将 S1,W1,O1,T1 描点于坐标轴上,连接四点成

四边形,横纵轴将四边形划分为 4 个三角形,其中面

积最大的三角形所在的斜边为战略态势选择

依据[11] 。
则 S1 = c12 = 0. 104;W1 = c22 = 0. 082;O1 = c31 =

0. 123;T1 = c41 = 0. 085
如图 2 所示

 

,显然三角形 GS1O1 面积最大,应
采取增长型战略,与总体特征强度判断结果一致。
但是,机遇特征强度大于优势特征强度,说明安康市

康养旅游竞争力需要发挥自身旅游优势的同时,还
需抓住外部发展机遇,利用独特的气候环境打造康

养旅游生态特区。

图 2　 SWOT 关键要素特征强度分析

Fig. 2　 SWOT
 

key
 

element
 

feature
 

strength
 

analysis

　 　 解析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各因素, 基于

SWOT-AHP 分析,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安康市康养

旅游选择增长型战略,以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助力美

丽安康建设。
3 提高安康市康养旅游竞争力策略

3. 1 抓住南水北调机遇,建立“安康康养旅游生态区”
安康市旅游景点丰富。 秦巴水乡石泉“石泉十

景”,石泉县地处秦巴腹地和汉水之滨,北依秦岭,南
依枕巴山,总面积 1 525 km2,森林覆盖率达 78. 8%,
森林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石泉鬼谷岭国家森林公

园,石泉饶峰生态驿站,石泉中坝作坊小镇,鬼谷岭

公园的秦楚走廊。 镇坪县,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88. 81%,县域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1. 4%,村庄林

木覆盖率 90. 23%,生态环境质量在全省处于前列,
空气质量保持良好,年总降水量 1 227 mm。 安康市

旅游资源主要有飞渡峡景区、化龙山自然保护区、镇
坪县曙河源湿地、三道门森林公园等,在安康市区域

内这类景区还有很多,将这些景区串联起来构建

“安康康养旅游生态区”。
3. 2 打造安康市康养旅游品牌

安康市康养旅游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不断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安康生态旅游品牌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如安康“春来早”特色旅游品牌,已连

续推广十几年,推出了一批精品旅游线路,“春来

早”已成为安康文化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在省内

外影响较大。 如宁陕“秦岭之心绿都宁陕”旅游品

牌,以生态观光、研学旅游、康养宜居、休闲度假为一

体的旅游发展模式,成功打造了悠然山、上坝河、秦
岭峡谷乐园等一批核心旅游产品;打造渔湾逸谷田

园综合体、守拙园、漫林山舍等一批精品民宿。
3. 3 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春来早”特色旅游活动季,全市各县区举办富

有地域特色的文旅活动,市文旅广电局主办“文化

润民心·演出惠民生” 文化演出系列活动;岚皋县

举办“巴人美食·岚皋味道”长街宴活动;汉滨区举

办黄洋河之春旅游推介活动;瀛湖举行瀛湖踏青季

植树节和采茶节活动;平利县举办“茶之旅”文化旅

游季活动;汉阴县举办油菜花旅游季活动;白河县举

办旅游文化节;紫阳县举办“春之茶”开园节。 这些

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安康“春来早”活动内容,同时也

宣传了安康市康养旅游,扩大了安康市康养旅游在

省内外的影响力。 (下转第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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