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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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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五省区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区域，科学地评价该区域旅游资源，有利

于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挖掘旅游发展潜力，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的发展。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即中国

西北五省区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对旅游资源群的开发

潜力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高品位的旅游资源与丝路

文化紧密相关，空间分布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大体一致。在空间上，三类旅游资源群呈现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向的

一致性，体现出各具特色的空间集聚优势，即自然风景旅游资源群主要以兰州和西宁为中心，呈现椭圆状分布；遗

址遗迹旅游资源群主要以西安为中心，呈现放射状分布；综合风景旅游资源主要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呈现带状分

布。旅游资源的数量、类型、级别和开发程度呈现“整体分散”与“局部集中”并存的特点，但许多高品位的旅游资

源还处于原生态，尚未进行规模化开发，以此为丝绸之路沿线旅游资源利用及区域旅游合作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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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

近平于２０１３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
讲时首次提出，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

一个连接中亚、中欧的经济发展区域，大致与古丝绸

之路空间分布范围相一致。在中国境内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西段，主要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

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个省区，也是我

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建设区域，其中开发旅游

资源和发展旅游业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深居内陆，来自海洋的

湿润气流很少能够到达大陆的腹地，形成我国最干

旱的地区。该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山地、高原、盆

地相间分布；气候干旱少雨，降水自东向西、自南向

北递减。因此，中国西北五省区不但具有丰富多样

的自然风光，而且也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及

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及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尤其

在夏季，该区域是近年来国内外游客的主要旅游目

的地之一。由于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分布又比较广

泛，在空间上对这些资源进行梳理分析和主题的挖

掘提升，有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资源的开发，实

现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本文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

段五省区作为一个整体，将其１０２个旅游资源，按照
属性划分为三类（自然风景、遗址遗迹和综合风

景），由此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群进行研究。

旅游资源群是指占据一定地理空间同类旅游资

源的集合体，是旅游资源分类体系中某一类旅游资

源单体的集群［１］。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

础，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是评价是否具备发展旅

游业条件的关键，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评价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关系到旅游发展决策的成败［２］。二十

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冈恩［３］（Ｇｕｎｎ）等从水文、气候、
历史、民俗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对得克萨斯州旅游资

源群开发潜力进行评价；普里斯金［４］（Ｐｒｉｓｋｉｎ）尝试
运用矩阵分析方法从吸引力、旅游设施和环境质量

等方面对澳大利亚西部海滨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潜

力进行评价；王灵恩等［５］从资源特性和区域旅游发

展适用性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

法对澜沧江流域进行开发潜力评价；熊鹰等［６］通过

实地调查法、面积法和线路法对城市山岳型旅游地

进行开发潜力评价；汪侠等［７］以洪泽区老子山风景

区为例，将灰色理论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对旅游资

源群开发潜力进行评价和排序；蒋勇军等［８］借助

ＧＩＳ技术，运用层次分析法定量地对重庆市的旅游

图１　研究区的区位与旅游资源群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ｏｕｐ

资源群进行综合评价。

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在构建指标体系、

专家打分、层次分析法［９］、典型样本调查［１０］、系统分

类［１１］或承载力评估模型［１２］等单一方法或几种方法

相结合对单一省域旅游资源或旅游景点的开发潜力

进行评价，而综合采用ＡｒｃＧＩＳ和多层次灰色评价法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评价

研究还比较鲜见。因此，本文拟以丝绸之路经济带

西段五省区旅游资源群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资源

群的开发潜力评价体系，通过量化方法进行评价。

本研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以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和国际旅游合作提供有益的

参考。

１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旅游资
源群空间分布

　　本文以国务院公布的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名
录、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录、中国５Ａ和４Ａ级景区
名录、中国国家森林公园名录、中国“世界无形遗

产”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主体，以西北地

区《地方志》和《文物志》记载为补充，最终确定丝绸

之路西段五省区１０２个（其中５Ａ级１０个，４Ａ级９２
个）旅游资源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西北地区旅游资

源的基本特征，将旅游资源分为自然风景旅游资源

群（４２个，占４１．１８％）、文化遗址遗迹旅游资源群
（３０个，占２９．４１％）和综合风景区旅游资源群（３０
个，占２９．４１％），其空间分布见图１。

２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分析

#"!

　研究方法

多层次灰色评价法［１３－１５］是运用灰色理论将评

价专家的分散信息处理成一个描述不同灰类程度的

权向量，对其进行单值化处理，即得到旅游资源群开

发潜力的综合评价值。该模型结合了定性与定量评

价的优点，同常用的模糊综合评价和加权平均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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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比，多层次灰色评价法简便易用，结果直观、准

确，为客观科学地评价和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具体模

型在相关文献论述较多，不再赘述。其主要流程如

下：

（１）依据指标评分等级标准实现指标的定量
化，通过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ＨＰ）构建判断矩阵对指标进行比较，最后用解矩阵
特征值的方法求出权重；

（２）制定专家评分表，邀请旅游方面专家进行
评分；

（３）求解评价样本矩阵；
（４）确定评价灰类，将其分为五类；
（５）计算灰色评价系数和权向量；
（６）对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一级指标Ｖｉ做综合

评价；

（７）对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Ｖ做综合评价；
（８）计算综合评价值，根据受评对象综合评价

值的高低依次排序。

#"#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评价指标与权重

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区域旅

游资源群开发潜力进行评价的基础，本文参考有关

文献中的评价指标体系［１６－１８］，从旅游资源价值、旅

游资源开发条件和旅游资源效益３个方面进行旅游
资源开发潜力评价，该体系包括１个总目标层、３个
综合评价层和１５个指标评价层（见表１）。

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后，邀请该领域３０位权威
专家打分，利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最终得到各级评

价指标的权重（表１）。其中：
二级评价评价指标：

Ｖ１ｊ为一级指标 Ｖ１的二级指标权重向量，其中
ｊ＝１，２，…，６；

Ｖ１＝（Ｖ１１，Ｖ１２，…，Ｖ１６）＝（０．１７，０．２５，０．０５，
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９）

Ｖ２ｊ为一级指标 Ｖ２的二级指标权重向量，其中
ｊ＝１，２，…，６；

Ｖ２＝（Ｖ２１，Ｖ２２，…，Ｖ２６）＝（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２，
０．０３，０．０２，０．０９）

Ｖ３ｊ为一级指标 Ｖ３的二级指标权重向量，其中
ｊ＝１，２，３；

Ｖ２＝（Ｖ３１，Ｖ３２，Ｖ３３）＝（０．０６，０．０４，０．０３）
一级评价指标：

表１　旅游资源群评价指标权重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ｏｕｐ

目标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旅

游

资

源

群

开

发

潜

力

（Ｖ）

旅游资源价值

（Ｖ１）

旅游资源

开发条件

（Ｖ２）

旅游资源效益

（Ｖ３）

０．６５

０．２３

０．１２

知名度（Ｖ１１） ０．１７

奇特度（Ｖ１２） ０．２５

聚集度（Ｖ１３） ０．０５

规模度（Ｖ１４） ０．０４

历史文化科学价值（Ｖ１５） ０．０５

艺术观赏价值（Ｖ１６） ０．０９

交通位置（Ｖ２１） ０．０２

客源市场（Ｖ２２） ０．０５

施工条件（Ｖ２３） ０．０２

景观容量（Ｖ２４） ０．０３

投资条件（Ｖ２５） ０．０２

地域组合（Ｖ２６） ０．０９

经济效益（Ｖ３１） ０．０６

社会效益（Ｖ３２） ０．０４

环境效益（Ｖ３３） ０．０３

Ｖｉ为一级指标的权重向量，其中ｊ＝１，２，３；
Ｖ＝（Ｖ１，Ｖ２，Ｖ３）＝（０．６５，０．２３，０．１２）
结合表１，从权重的排序来看，旅游资源价值所

占权重最大，为０．６５，其次是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为
０．２３，最后是旅游资源效益为０．１２，体现了强调资
源条件，重视开发条件，注重开发效益的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思想想法。

２．２．２　旅游资源群的综合评价值及排序
根据各级指标的权重，利用多层次灰色分析法

计算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旅游资源群的综合

评价值，即实现对该地区旅游资源群的开发潜力评

价（表２）。
从表２中不难发现，自然风景旅游资源群中天

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排名第一，以高山湖泊为中心，雪

峰倒映、云杉环拥、碧水似镜、风光如画；沙坡头旅游

景区排名第二，大河滔滔、沙山陡峭、白云碧空、沙海

绿洲，是集沙与水为一体的绝景。遗址遗迹旅游资

源群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位居遗址遗迹旅游资源

之首，南倚骊山、北临渭水、气势宏伟，是全国重点的

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综合风

景旅游资源群中华山风景名胜区是我国著名的五岳

之一，凭借大自然风云变幻的装扮，千姿万态被有声

有色地勾画出来，其综合评价值排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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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综合评价值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Ｆｉｖ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

名次 名称 综合评价值 名次 名称 综合评价值

自
然
风
景
旅
游
资
源
群

１ 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 ２．１１ ２２ 万象洞风景区 １．１９

２ 沙坡头旅游景区 ２．１０ ２３ 大峪沟景区 １．１５

３ 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 ２．１０ ２４ 官鹅沟风景区 １．１２

４ 沙湖旅游景区 ２．１０ ２５ 宁夏六盘山旅游区 １．０８

５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 ２．０３ ２６ 黄河三峡风景名胜区 １．０５

６ 青海湖景区 １．９７ ２７ 康县阳坝风景区 １．０２

７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１．９１ ２８ 武威神州荒漠野生动物园 ０．９８

８ 骊山森林公园 １．８５ ２９ 武威沙漠公园 ０．９５

９ 青海金银滩景区 １．７９ ３０ 松鸣岩森林公园 ０．９２

１０ 黄河石林风景旅游区 １．７３ ３１ 循化撒拉族绿色家园 ０．９０

１１ 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６８ ３２ 海北州青海祁连风光旅游景区 ０．８７

１２ 海北州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景区 １．６３ ３３ 果洛州久治县年宝玉则景区 ０．８４

１３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 １．５８ ３４ 水磨沟风景区 ０．８１

１４ 和硕县金沙滩旅游景区 １．５３ ３５ 盐湖城景区 ０．７９

１５ 新疆那拉堤旅游风景区 １．４８ ３６ 兰州吐鲁沟国家森林公园 ０．７７

１６ 塔里木昆仑旅游区 １．４４ ３７ 西安翠华山旅游风景区 ０．７４

１７ 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 １．３９ ３８ 吐鲁番库木塔格沙漠公园 ０．７２

１８ 克拉玛依市魔鬼城景区 １．３５ ３９ 苜蓿台生态公园 ０．７０

１９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野核桃沟景区 １．３１ ４０ 农五师怪石峪风景区 ０．６７

２０ 漳县贵清山／遮阳山旅游风景区 １．２７ ４１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思湖景区 ０．６５

２１ 冶力关风景区 １．２３ ４２ 阿勒泰地区布尔津五彩滩景区 ０．６３

遗
址
遗
迹
旅
游
资
源
群

１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２．１１ １６ 银川贺兰口岩画景区 １．３７

２ 华清池景区 ２．０８ １７ 马蹄寺风景名胜区 １．３３

３ 嘉峪关文物景区 ２．０６ １８ 西汉酒泉胜迹 １．２９

４ 黄帝陵景区 ２．０３ １９ 敦煌阳关文物景区 １．２５

５ 法门寺旅游区 １．９７ ２０ 茂陵博物馆 １．２１

６ 乾陵博物馆 １．９０ ２１ 大慈恩寺大雁塔风景区 １．１７

７ 秦始皇陵 １．８４ ２２ 陕西历史博物馆 １．１３

８ 西安城墙 １．７８ ２３ 武侯墓景区 １．０９

９ 雷台公园 １．７３ ２４ 宁夏固原博物馆 １．０６

１０ 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１．６７ ２５ 库车王府 １．０２

１１ 武威文庙 １．６２ ２６ 西山老君庙 ０．９９

１２ 张掖大佛寺 １．５７ ２７ 马步芳公馆景区 ０．９６

１３ 拉卜楞寺 １．５１ ２８ 崇信县龙泉寺 ０．９３

１４ 塔尔寺旅游区 １．４７ ２９ 西峡颂风景区 ０．９０

１５ 西夏王陵名胜区 １．４２ ３０ 哈密巴里坤古城景区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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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名次 名称 综合评价值 名次 名称 综合评价值

综
合
风
景
旅
游
资
源
群

１ 华山风景名胜区 ２．１１ １６ 黄南州同仁县热贡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区 １．４１

２ 崆峒山风景名胜区 ２．０８ １７ 红山公园景区 １．３６

３ 葡萄沟风景区 ２．０３ １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 １．３２

４ 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 １．９６ １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１．２７

５ 红军会宁会师旧址 １．９１ ２０ 新疆民街民俗博物馆 １．２２

６ 延安革命纪念馆 １．９１ ２１ 艾提尕民俗文化旅游风景区 １．１８

７ 延安枣园革命旧址 １．９０ ２２ 昌吉回族自治州杜氏旅游景区 １．１４

８ 互助土族故土园旅游区 １．８９ ２３ 农十二师九龙生态园 １．１０

９ 西安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 １．８２ ２４ 哈密市哈密王景区 １．０６

１０ 兰州水车博览园 １．７６ ２５ 西安大唐芙蓉园 １．０２

１１ 西安碑林博物馆 １．６９ ２６ 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 ０．９８

１２ 西安曲江海洋馆 １．６３ ２７ 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 ０．９５

１３ 西安秦岭野生动植物园 １．５８ ２８ 中国彩棉科技园 ０．９２

１４ 兰州五泉山公园 １．５２ ２９ 察布查尔县锡伯民俗风情 ０．８８

１５ 青海省博物馆 １．４７ ３０ 龟兹绿洲生态园 ０．８５

２．２．３　评价结果可靠性的验证
为检验采用多层次灰色方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西段五省区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评价应用中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依照国家标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

划分与评定》与《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

法》，经省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初评和

推荐，由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的；

其中，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崆峒山风景区为国家 ５Ａ级风景区。在评价结果
中，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自然风景旅游资源群中

排列第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遗址遗迹旅游资

源群中排列第一）、崆峒山风景区（综合风景旅游资

源群中排列第二）均位居不同旅游资源群中评价结

果的前列，表明多层次灰色方法在旅游资源开发潜

力评价中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３　结论与讨论

$"!

　结论
依据旅游资源综合评价值，根据旅游资源群开

发潜力综合评价结果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

不同旅游资源群划分为四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

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从表３中发现，自然风景

旅游资源群中四级旅游资源４个，占９．５２％；三级
旅游资源１０个，占２３．８１％；二级旅游资源１３个，
占３０．９５％；一级旅游资源１５个，占３５．７２％，一级
和二级旅游资源占据主导地位。遗址遗迹旅游资源

群中四级旅游资源４个，占１３．３３％；三级旅游资源
９个，占３０．００％；二级旅游资源１２个，占４０．００％；
一级旅游资源５个，占１６．６７％，二和三级旅游资源
占据主导地位。综合风景旅游资源群中四级旅游资

源 ３个，占 １１１１％；三级旅游资源 ９个，占
３３３３％；二级旅游资源１３个，占 ４８．１４％；一级旅
游资源５个，占１８．５２％，二和三级旅游资源占据主
导地位。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各旅游资源群中

二级和三级的旅游资源占７０％左右，表明在丝绸之
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的旅游资源具有广泛分布而在

空间上又相对集中的特点，既有利于旅游业的协同

发展，又有利于区域旅游的特色发展。

为了能够表达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旅游

资源群开发潜力评价的空间格局，运用 ＧＩＳ进行可
视化处理（图２）。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拥有
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高品位的旅游资源与丝路文

化紧密相关，空间分布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基本一致；

在空间格局上，旅游资源的类型、数量、级别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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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旅游资源群等级评价表
Ｔａｂ．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Ｆｉｖ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ｌｔ

等级 自然风景 遗址遗迹 综合风景

四级

旅游

资源

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沙坡头旅游景区、阿勒泰地

区喀纳斯景区、沙湖旅游景区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华清池景

区、嘉峪关文物景区、黄帝陵景区

华山风景名胜区、崆峒山风景名胜区、葡

萄沟风景区

三级

旅游

资源

敦煌鸣沙山 －月牙泉风景名胜区、青海湖景区、敦

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骊山森林公园、青海金银滩

景区、黄河石林风景旅游区、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海北州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宁夏贺兰山

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和硕县金沙滩旅游景区

法门寺旅游区、乾陵博物馆、秦始

皇陵、西安城墙、雷台公园、麦积

山风景名胜区、武威文庙、张掖大

佛寺、拉卜楞寺

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互助土族故土园

旅游区、西安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兰州

水车博览园、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曲江

海洋馆、西安秦岭野生动植物园、兰州五

泉山公园、红军会宁会师旧址

二级

旅游

资源

那拉堤旅游风景区、塔尔木昆仑旅游区、太白山国

家森林公园、克拉玛依市魔鬼城景区、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巩留县野核桃沟景区、漳县贵清山、遮阳山

旅游风景区、冶力关风景区、万象洞风景区、大峪沟

景区、官鹅沟风景区、宁夏六盘山旅游区、黄河三峡

风景名胜区、康县阳坝风景区

塔尔寺旅游区、西夏王陵名胜区、

银川贺兰口岩画景区、马蹄寺风

景名胜区、西汉酒泉胜迹、敦煌阳

关文物景区、茂陵博物馆、大慈恩

寺大雁塔风景区、陕西历史博物

馆、武侯墓景区、宁夏固原博物

馆、库车王府

青海省博物馆、黄南州同仁县热贡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区、红山公园景区、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博物馆、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街民俗博物馆、艾

提尕民俗文化旅游风景区、昌吉回族自治

州杜氏旅游景区、农十二师九龙生态园、

哈密市哈密王景区、西安大唐芙蓉园、延

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

一级

旅游

资源

武威神州荒漠野生动物园、武威沙漠公园、松鸣岩

森林公园、循化撒拉族绿色家园、海北州青海祁连

风光旅游景区、果洛州久治县年宝玉则景区、水磨

沟风景区、盐湖城景区、兰州吐鲁沟国家森林公园、

西安翠华山旅游风景区、吐鲁番市库木塔格沙漠公

园、乌鲁木齐市苜蓿台生态公园、农五师怪石峪风

景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思湖景区、阿勒泰地

区布尔津五彩滩景区

西山老君庙、马步芳公馆景区、崇

信县龙泉寺、西峡颂风景区、哈密

市巴里坤古城景区

银川中华回乡文化园、青海藏医药文化博

物馆、中国彩棉科技园、察布查尔县锡伯

民俗风情园、龟兹绿洲生态园

程度呈现“整体分散”与“局部集中”并存的特点；在

空间分布上旅游资源群在每个省（区）中都有广泛

分布，数量、类型、级别和开发程度具有“整体分散”

和“局部带状集中”并存的特点。以行政区域为视

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各个旅游资源群中表现为

点多面广、分散布局的特点；甘肃地貌复杂多样，河

谷、平川、山地、高原、沙漠、戈壁交错分布，自然风景

旅游资源群集中分布；遗址遗迹旅游资源群在陕西

省相对集中分布，西安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

化内涵的展示是人文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任务。从

总体来看，但许多高品位的旅游资源还处于原生态，

尚未进行规模化开发，承载的文化尚未深入挖掘展

示，同时旅游资源的保护任务也是非常艰巨。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五省区旅游资源群的整

体分布中，自然风景旅游资源群主要以兰州和西宁

为中心，呈现椭圆状分布，但其旅游环境容量大，品

位高，符合现代人亲近自然的需求；遗址遗迹旅游资

源群主要以西安（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为中心，呈现

放射状分布；综合风景旅游资源主要以乌鲁木齐为

中心，呈带状分布，旅游资源的相对集中有利于旅游

开发利用，将来旅游资源应以旅游资源群为中心的

带动下开发与发展。在空间上，三类旅游资源群呈

现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走向的一致性，并体现出各有

特色的空间集聚优势。

$"#

　讨论
科学地评价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资源群，有利

于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挖掘旅游资源发展潜力，促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旅游资源发展。本文以丝绸之路

经济带西段五省区为例，通过多层次灰色评价法初

步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旅游资源群的发展潜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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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评价分布格局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ｏｕ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行评价，对其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后续研究可在此基

础上进一定深度探讨丝绸之路沿线旅游资源利用及

区域旅游合作以及旅游产业发展与市场对接。

旅游资源群开发潜力评价是一项相对复杂的系

统工程，虽然作者力求构建全面且创新的指标体系，

但受资料来源的限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何科学

合理地确定指标体系，表征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还

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本研究通过旅游资源群的分

析梳理了类型丰富、形态复杂多样的旅游资源，其结

果反映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段的旅游资源禀赋情

况，科学直观，探索了新的研究思路，对于丝绸之路

经济带西段区域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提供了理论支

持和实践指导。

另外，从旅游资源的属性分类以“旅游资源群”

为研究对象进行跨区域综合评价，不难发现交通已

经成为旅游开发中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以此三个

节点区域作为各类旅游资源群的中心，可以进一步

依托旅游资源群的特色与优势，充分利用各自的区

位优势，通过跨国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共同建设旅游

专线，创造出旅游的品牌。这也是今后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跨国旅游合作和开发的重要战略思路和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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