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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旅游功能分区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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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考虑到海岛环境的特殊性、资源承载的有限性，从海岛旅游开发适宜性

角度，利用专家打分模型与层次分析模型构建海岛功能分区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海岛旅游

开发的适宜性评价因子及评价标准。根据旅游资源开发适宜性综合评分结果以及海岛旅游

开发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海岛功能分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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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分区是指对一定地理空间进行区域划

分，它是以地域分异规律学说理论为基础，以

地理空间为对象，按分区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

将研究目标划分为具有多级结构的区域单元。

功能分区是空间控制管理的方式之一，功

能分区通过将空间区域划分成若干亚区域进行

区别利用、管理和保护，从而更有效地保护有

价值资源和生物栖息地，高效科学地利用非敏

感区，是可持续利用的有效手段。海岛资源丰

富，环境优美，但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旅游

资源的区域性、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等条件制约

着海岛旅游的发展。因此对海岛进行功能分区

不仅可以实现对海岛土地资源和旅游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合理布局，保证海岛的可持续发展，

还有利于对海岛的进一步规划与管理。目前，

国内外对海岛功能分区的研究较少，还没有建

立起一套完整的海岛功能分区评价指标体系与

方法，但保护区、海洋管理等处的分区理论及

方法为海岛功能分区提供了借鉴。如周世强［１］

以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根据自然保护区

的结构理论和卧龙自然保护区的自然地理特征、

社会经济因素，提出了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分

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欧式最短距离法进行各景

观的聚类分析，绘制聚类图以及划分功能区。

李纪宏等［２］以陕西老县城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为

例，探讨了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指标体系的构

建方法，主要包括分区指标的选择、量化和权

重赋值等。

本研究在考虑海岛自然环境特征、资源环

境质量与价值、现有开发能力以及区位重要性

和发展潜力等的基础上，从海岛旅游开发适宜

性的角度，对海岛进行科学的功能分区，为海

岛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海岛功能分区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１１　海岛旅游开发适宜性指标体系构建

在统筹考虑海岛位置特殊性和海岛资源环

境脆弱性的基础上，选取自然环境、旅游资源

和开发条件这３个方面影响海岛旅游开发适宜

性程度的相关因素作为海岛功能分区的指标。

本研究将海岛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分

为４个等级：目标层、制约层、要素层和指标

层，共１５个因子。目标层：表现为海岛旅游

开发的总体目标、态势和总体成果。制约层、

要素层：由于涉及的指标种类繁多，范围广

泛，因此将众多指标划分为三大类。即Ｂ１为

自然环境，用于评价海岛旅游开发在地理条

件、环境方面的状况。Ｂ２为旅游资源，旅游资

源的质量与价值将决定开发的重点。因此将该

制约层又细分成资源质量和资源价值两个要素

层。Ｂ３为开发条件，该制约层又细分为交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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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旅游条件两个要素层。指标层：它是系统

层的支撑系统，选取的指标应具有可测性、可

比性和可获取性，同时既要面面俱到，又要减

少信息的重复。本研究建立了由１５个指标构

成的海岛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具体

见表１。

表１　各指标权重汇总

目标 制约层 权重 要素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总排序权重

海岛旅游

开发适宜

性评价

指标Ａ

自然环境

Ｂ１
０．４４

自然环境

Ｃ１
１

地形Ｄ１ ０．４３ ０．１８９

海岸地貌Ｄ２ ０．３２ ０．１４１

自然灾害Ｄ３ ０．１４ ０．０６２

植被盖度Ｄ４ ０．１１ ０．０４８

旅游资源

Ｂ２
０．４２

资源质量

Ｃ２
０．７５

资源的美观度Ｄ５ ０．２７ ０．０８５

资源丰度Ｄ６ ０．３９ ０．１２３

资源的知名度和吸引力Ｄ７ ０．１６ ０．０５０

资源的奇特性Ｄ８ ０．１８ ０．０５７

资源价值

Ｃ３
０．２５

文化历史价值Ｄ９ ０．４４ ０．０４６

娱乐体验价值Ｄ１０ ０．２６ ０．０２７

观赏价值Ｄ１１ ０．１９ ０．０２０

康体疗养价值Ｄ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１２

开发条件

Ｂ３
０．１４

交通条件

Ｃ４

旅游条件

Ｃ５

１

距旅游码头距离Ｄ１３ ０．２８ ０．０３９

食宿条件Ｄ１４ ０．２５ ０．０３５

旅游安全性Ｄ１５ ０．４７ ０．０６６

　　自然环境主要指海岛自身的地形地貌、自

然灾害等指标对旅游开发的影响。具体包括地

形、海岸地貌、自然灾害、植被盖度４项指标。

地形主要指海岛的坡度状况。海岛不同地区的

坡度影响着旅游开发的难易程度及成本等问题。

而对某一岛区的不同区域，在旅游开发评价过

程中受洪涝灾害及海岸侵蚀等自然灾害方面的

影响较大，因此对自然灾害预警和防范尤为重

要。植被盖度指植物群落总体或各个体的地上

部分的垂直投影面积与样方面积之比的百分数，

盖度大的较适宜开发。旅游资源包括资源质量

指标和资源价值指标两部分。旅游资源的奇特

性、美观度、观赏价值等决定着海岛旅游资源

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旅游条件包括食宿条件和

旅游安全。开发条件包括交通条件和旅游条件

两部分。距旅游码头越近、食宿条件越完善、

旅游安全系数高的区域，开发潜力越大。

１２　海岛功能分区评价方法及过程

层 次 分 析 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ＨＰ）属于系统分析法之一，是一种对复杂现象

的决策思维过程进行系统化、模拟化、数量化的

方法，又称多层次权重分析决策法，简称ＡＨＰ。

在本研究中，采用专家打分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首先根据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制作海岛旅游开发适

宜性评价指标重要性专家评判表，邀请２０位专家

对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做出判断。在专家意见的基

础上，对专家打分结果进行汇总计算，使用层次

分析法，并最终形成各指标权重。

１２１　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

针对上一层次元素，对每一层次各个元素

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 （表２），并给出判

断，这些判断用数值表示出来，写成矩阵形式，

则构成判断矩阵［３－４］。假设犅＝ （犫１，犫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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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狀）为评价因素集，对评价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得 到判断矩阵犅。

表２　重要性标度含义表
［５］

重要性标度 含义

１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

３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５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７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９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表示上述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元素犻与元素犼的重要性之比为犪犻犼，则元素犼与元素犻的重要性之比为犪犼犻＝犾／犪犻犼

１２２　求取因素权重

由上述判断矩阵，列出各因子间相对重

要性的矩阵，计算各行特征值；可求出犅的

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所求特征向

量即为各评价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归一化后

就是权重，对各评价因子权重值的一致性检

验其他各因子层步骤略，最后得出综合评价

指标权重值。本文使用方根法求解，步骤

如下。

（１）求解特征向量，其公式为

犠犻＝Π
狀

犼＝１

（犪犻犼）
１／狀 （狀为判断矩阵中的列数）

（１）

（２）进行归一化理，得出各因素指标的权

重值为

犆Ｒ ＝
犆Ｉ
犚Ｉ

（２）

　　然后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可计算出各因素指

标对上一级目标的权重值犠Ｂ犻、犠Ｃ犻、犠Ｄ犻

（３）一致性检验

为了保证矩阵两两比较的严谨，需要对矩

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第一步，计算一致性指标ＣＩ

犆Ｉ＝
λｍａｘ－狀

狀－１
（３）

λｍａｘ ＝
１

狀
×∑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犪犻犼×狑ｉ）×
１

狑ｉ
（４）

　　第二步，查表确定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

指标犚Ｉ （表３）。

表３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犚犐

阶数狀 犚Ｉ 阶数狀 犚Ｉ

１ ０ ８ １．４１

２ ０ ９ １．４５

３ ０．５８ １０ １．４９

４ ０．９０ １１ １．５２

５ １．１２ １２ １．５４

６ １．２４ １３ １．５６

７ １．３４ １４ １．５８

第三步，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

犆Ｒ ＝
犆Ｉ
犚Ｉ

（２）

　　当犆Ｒ＜０．１０时，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

致性，否则应重新进行比较来调整判断矩阵的

元素，直到达到满意的一致性为止。这时从判

断矩阵中计算出最大特征根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经过标准化后，即为各评价因素重要性排序，

也就是权重分配。

１２３　指标总排序一致性检验

犆ｒ＝
∑
犿

犼＝１

犪犼犆ｉ犼

∑
犿

犼＝１

犪犼Ｒｉ犼

（５）

　　当犆ｒ＜０．１０时，认为层次总排序结果具有

满意一致性。

经检验符合一致性。因此，海岛旅游开发

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总排

序权重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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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对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做出的判断， 可计算得出制约层各指标的相对权重 （表４）。

表４　判断矩阵犃—犅层排序结果

犃 犅１ 犅２ 犅３ 犠犻

犅１ １ １ ３ ０．４４

犅２ １ １ １０／３ ０．４２

犅３ １／３ １０／３ １ ０．１４

　　经检验犆Ｒ＝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符合一致性

检验。同理，其他各层指标权重均按照此方法

计算出，并逐一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均具有

一致性。将各指标权重汇总在表１。

１３　评价模型

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加权综合评价法是

综合考虑各个因子对总体对象的影响程度，把

各个具体的指标的优劣综合起来，用一个数量

化指标加以集中，表示整个评价对象的优劣。

因此，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对技术、决策或方

案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和优选，是目前最为常用

的计算方法之一［６］。加权综合评价法的计算公

式为：

犞犼 ＝
狀

犻＝１

犠犻·犇犻犼

　　式中：犞犼是评价因子的总值；犠犻是指标犻的

权重；犇犻犼 是对于因子犼的指标犻的归一化值；狀

是评价指标个数。

１４　评价等级

通过对海岛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 （用Ｓ表

示）计算，理论分值区间在１～５分，即最低分

数为１分，最高分值为５分，但是在实际中，最

低分值与最高分值是难以达到的。借鉴 《自然

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 （ＧＢ／Ｔ１４５２９－

１９９３）
［７］和 《森林旅游资源的分级》［８］，并结合

海岛的实际情况，进行总体适宜性等级划分。

分值不小于４．５分的，表明适宜旅游开发。

资源价值突出，具有世界意义，物种极为丰富，

观赏性极高；旅游基础设施很完善，具有很好

的开发条件；市场潜力很大，对国内外游客有

强烈吸引力，具有广阔的客源市场和巨大的经

济效益。

分值在３．５～４．５分之间，表明较适宜旅游

开发。资源价值突出，其价值具有全国意义，

物种丰富；旅游基础设施完善，具有较好的开

发条件；对国内游客有强烈吸引力；市场潜力

大，具有较大的客源市场和经济效益。

分值在２．５～３．５分之间，表明勉强适宜旅

游开发。资源价值一般，物种一般，其价值具

有省级意义；旅游基础设施一般，开发条件尚

不完善；市场潜力一般，对省域内游客有强烈

吸引力。

分值在１．５～２．５分之间，表明较不适宜旅

游开发。资源价值一般，物种较少，其价值在

本地区域较大；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开发条

件不高；对本区域内游客有吸引力。生态环境

较脆弱。

分值不大于１．５分的，表明不适宜旅游开

发。

１５　确定海岛功能分区类型与划分标准

根据功能分区的相关理论、海岛的特殊性

以及海岛旅游开发的实际情况，确定海岛功能

分区的类型，将其分为４部分：① 禁止开发区。

各类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建议划为禁止开发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禁止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

研究活动。② 限制开发区。指海岛旅游开发适

宜性评价中结果Ｓ≤２．５，不适宜或较不适宜进

行旅游开发的区域。③ 适度开发区。指海岛旅

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中结果为２．５＜Ｓ≤３．５，勉强

适宜进行旅游开发的区域。④ 重点开发区。指

海岛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中结果为Ｓ＞３．５，较

适宜或适宜进行旅游开发的区域。

２　海岛功能分区类型与开发对策

根据功能分区的相关理论、海岛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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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岛旅游开发的实际情况，确定海岛功能

分区的类型，将其分为４部分。

２１　禁止开发区

各类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建议划为禁止开发

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也不允许进入从事

科学研究活动。

２２　限制开发区

一是指自然环境较差、灾害较多、旅游资

源较少、开发条件不高、易受到人类活动干扰

而难以恢复的区域。二是指为保证游客安全而

需要严格限制进入的区域。根据限制开发区的

情况，在此区域应以保护和生态修复为主，加

强生态保护设施的建设。如在保护区域内现有

植被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建设可增强生态自我

平衡和修复的植被，加强生物物种的保护等。

２３　适度利用区

指具有一定的旅游资源，资源价值和开发

条件一般，生态系统相对比较脆弱，但具有一

定旅游开发价值的区域。适度利用区各项条件

适中，因此可开发建设一些永久性的设施，如

宾馆、饭店、广场、道路、水源地等。但为了

防止一些不可避免的干扰破坏，尤其是人类活

动对环境的潜在影响，适度开发区内的活动也

受到管制。在开发过程中要控制数量、规范标

准，时刻关注区域内正在进行的开发活动与其

对环境的影响。

２４　重点开发区

指资源价值较大、具有较好或很好的开发

条件，对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市场潜力大的

区域。重点开发区的各方面条件很好，其开发

应在利用现有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旅

游项目的开发。具体包括两方面：① 指资源十

分独特需要保护但没有列入自然保护区行列的

资源，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其邻近地区修建参观

小路等设施，只可进行环境影响不强的游览活

动，如徒步、摄影、野生动物观察等。② 指资

源丰富具有很强吸引力的区域，可根据其自身

特点开发配套旅游设施的建设。如有些海岛的

沙滩地区属于重点开发区，即可根据实际情况

配套开展度假旅游项目，如别墅、温泉会馆等；

或休闲旅游项目，如沙滩摩托、快艇、潜水活

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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