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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评价及开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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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前提和依据。在对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进行详细调查的

基础上，借鉴专家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评价模型，对该区的乡村旅游资源整体质量进行评价与分析，

结果表明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的综合得分为7．9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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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对旅游资

源科学、正确的认识，是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

它关系到资源的开发模式、开发程度、利用方式及

建设规模等．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11T72-75

黄山区作为安徽省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在当前国内

外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其乡村旅游的开

发也日益受到重视。正确认识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

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是制定该区乡村

旅游总体规划的基础，也将为乡村旅游景区、景点

和各项旅游设施的安排提供科学的依据。

二、研究区域概况

黄山区(原太平县)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

年)设立县制，建制沿袭干余年。1983年，撤销县建

制设立县级黄山市；1987年，撤销县级黄山市改为

黄山区．隶属现地级黄山市。该区位于安徽省南部

腹地，黄山、宣城、贵池三市交接地带。地理坐标东

经117。507—11802l 7、北纬30000’～30032’之间。总面

积1669km2。境内山脉纵横，峰峦密布，南有黄山山

脉耸峙，北有九华余脉蜿蜒。全境河流溪谷众多，安

徽省最大的人工湖泊——太平湖位于该区。黄山区

生态环境绝佳，是首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水

土保持示范区，空气和水质常年达到国家一级、一

类标准。森林总面积12．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79％，是安徽省重点林业县和三大毛竹县之一。全区

物产极为丰富，是中国十大名茶“太平猴魁”、“黄山

毛峰”的原产地。土特产和野生动植物种类也极为

繁多。目前，全区辖14个乡镇，116个行政村，总人

口16．3万，其中农业入口12万。

三、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特点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

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吸引

旅游者前往休闲、观光、体验及学习等旅游活动。t印2-19

而这些吸引物即是乡村旅游资源。黄山区乡村旅游

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一)数量丰富、类型齐全

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共分为6大主类。包括亚

类20种，基本类型44种，资源单体127种，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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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价值的旅游资源单体计30多个(表1)。其中既有

自然旅游资源。又有人文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生态

类旅游资源居多，尤其是田园风光、水域风光最为突

出。如位于黄山北大门的城澜万亩名优茶基地、芙蓉

观光农业国家级实验区、太平猴魁基地以及太平湖

沿岸的原生态村庄等，这是开发观光旅游、休闲度

假、生态旅游的良好基础。黄山区乡村人文类旅游资

源以古村、古民居、古街道等乡土建筑与民俗节庆等

为主，以地方习俗、宗教场所、名优特产等为辅，是体

验和研究徽州悠久地方文化，开展文化旅游、民俗旅

游、宗教旅游、修学旅游的重要载体。

表1 黄山区主要乡村旅游资源

主类 亚类 典型代表

肖黄山、翡翠谷、黄帝源洞群、黄
乡村自然 山地生态AA

金岛
生态景现

水域风光AB 太平湖、麻川河、九龙瀑、普仁滩
A

生物生态AC 古杉、玫瑰花基地、猴谷

乡村田
农业生产景

芙蓉观光农业国家级实验区、黄

山中国大鲵繁育科技园、麦地与

园景现
现BA

稻田

B 山核桃基地j竹海、桑园、十里板
树木景现BB

栗林

乡村历史遗
新四军兵站纪念碑、翠微寺、五

福庙、程氏宗祠、苏氏宗祠、焦村
迹和遗址CA

祠堂、西峰庵、广仁寺

聚落文化CB 兴村、芳村、罗村

居住地与社 大夫第、希范堂、苏雪林故居、树德

区CC 堂、中宪第、知还山庄、孝子牌坊

乡村遗产 景现建筑与 北驿文化展示中心、黄山国际演

与建筑景现 附属型建筑 艺广场、六角楼、海宁学舍、青山

C CD 塔、巽峰塔

游憩场所 肖黄山度假区、东黄山旅游度假

CE 村、叶老根山庄

归葬地CF 龙裔公墓

太平湖“双桥”、辟凤桥、永济桥、
交通建筑CG

胜虹桥、麟趾桥

水工建筑CH 石门峡电站、长坦电站、毛坦水库

乡村旅游
太平猴魁、黄山毛峰、樵山香榧、

商品与工艺
乡村旅游商 山核桃、猕猴桃、荼干、豆腐乳、

品DA 开锅香大米、饺儿面、各种农家
D

土菜

人物记录队 李白、朱熹、苏雪林、用恩来

艺术与文化

EB
茶叶协会、三不管

乡村人文 轩辕车会、南坛盛会、五福会、打
活动和民俗 民间习俗EC 莲枪、狮子灯、华严法会、龙赠

文 化
牌、手狮、跑马灯、抬阁、竹马

E
农家乐厨艺大赛、太平盛世狂欢

节、太平猴魁茶文化旅游节、黄
现代节庆ED

山西大门健走节、黄山旅游商品
设计大赛

乡村景观通 十里山绿色长廊、景色优美的乡

乡村景观 道FA 村公路及林闻小道、水域通道

意 境
特色乡村景

复兴村、入翠村、江家农庄、翡翠
F 新村、凤凰山庄、西文村、庄里

现FB
村、浮溪村

(二)质量优良、品位较高

黄山区拥有一批高品位的旅游资源，有些具有

相当高的科学、历史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太平湖

及大部分河段如麻川河、浦溪河等的水质常年达国

家一级标准，是国内唯一的旅游型生态示范区；位

于汤口镇浮溪村的黄山短尾猴基地是世界上唯一

的短尾猴研究基地。另外，新农村乡村旅游资源质

量很高。翡翠新村、江家农庄、太平湖凤凰山庄均为

省级农家乐示范点，影响力较大。且翡翠新村是全

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有着很好的示范效

应。在乡村人文旅游资源中。较为突出的是轩辕车

会、翠微寺等。轩辕车会是黄山脚下先民为纪念中

华人文始祖、车的发明者轩辕黄帝而流行于民间的

一项大型民俗活动。自唐天宝年间设太平县以来流

传至今已有1200余年。是黄山区特有的地方民俗

文化活动。该民俗活动已于2006年申报为安徽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翠微寺是黄山迄今为止仅存的唯

一一所寺庙，始建于唐中和三年(883年)，历史悠

久，香火旺盛，一年一度的华严法会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香客。目前。该寺正在筹建国内唯一的“千

尊玉佛塔”。‘

(三)相对集中、组合较好

全区乡村旅游资源在各乡、镇、村广泛分布。但

又呈现相对集中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太平湖沿岸、

黄山景区四门及甘棠镇周边。形成了几个旅游资源

相对密集、组配较好的区域。且各区域内部自然和

人文景观组合较好。资源的互补性较强。主要表现

在人文景观丰富的吉村落有乡村田园风光和良好

的生态环境。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包涵了

乡村农耕活动、历史事件等人文旅游资源．体现了

自然与人文、生态与文化的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如

位于谭家桥镇西文村的上海茶林场，文革时期曾有

8000名知青在这里劳作过，至今他们住宿的地方和

用过的物品都保存完好。这本身是知青文化的体现

和中国特定时期历史的反映。同时这里作为一个林

场又是较好的自然旅游资源。

(四)区位优越、开发条件好

首先，黄山区境内拥有黄山、太平湖这两个在

国内外都享誉盛名的风景区。这将为该区的乡村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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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提供丰富的客源．也提高了黄山区乡村的知名

度。另外，该区虽然位于皖南山区，交通条件无法与

很多大城市城郊的乡村旅游地相比，但有多条主干

道穿境而过．如国道205、省道103、218、322等。近

年来，徽杭(屯溪一杭外I)、屯黄(屯溪一黄山)、合铜

黄(合肥一铜陵一黄山)、婺黄(江西婺源一黄山)、

扬绩黄(扬帅I一绩溪一黄山)等高速公路的陆续贯

通，将大大增强该区的可进人性。再次，国家对乡村

根据黄山区特定的条件对该模型和评价内容稍加修

订，使其能够更加适用于本区特征。为了使旅游资源

的评价趋于合理。我们在对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进

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广泛征求专家和学者的意

见。并在当地为期10天的考察期间对游客进行调

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24份，收回419份，其中

有效问卷401份。统计时取平均值，最终得出评价

结果见表2。

图1 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模型礴

公路的投资也将使得各乡、镇、村内部通达性不断

增强。

四、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综合评价

(一)评价模型

运用专家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根据乡村旅游资

源所包括的类型，旅游地属性状况，遵循所选因子能

够充分反映旅游资源各方面、突出基本类型特征数

据等原则。选取外围吸引物、可进入性、乡村资源、设

施和乡村性建立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模型(图1)。印蛳

在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啪删5p4鲫嘲12笔者

(--)评价结果

表2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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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分析得到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的综合得

分为7．94分。可见黄山区乡村旅游资源的整体质量

较高，开发潜质很大。从外围吸引物来看，因本区的

多数乡村均坐落在黄山脚下或太平湖畔，名山秀水

铸就了乡村优美的风光、宁静质朴的氛围。能够对游

客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大多数游客都是通过游玩黄

山、太平湖等风景区才认识到黄山区的乡村。黄山

区乡村的可进入性得分为7．224分。本区虽有多条

国道、省道贯穿，但因距离铁路和航空港较远．外部

通达性一般。且山区公路路窄弯急、等级较低．而很

多坐落在太平湖畔的乡村还必须要换乘船只、快艇

等才能到达，这均使得乡村内部通达性较差。从乡

村旅游资源来看，黄山区乡村不仅拥有独特、原生态

的山水风，匕，也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因本区处

于徽文化的边缘区，乡村的文化底蕴不够深厚。徽文

化特色也不够明显，在今后主体文化风格的选择上

也面临困难。设施方面，近年来，政府加大乡村道路、

通讯、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但若要开发出高品质的乡

村旅游地，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建设仍待加强。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文脉，是乡村旅游地整体推销的

核心和独特卖点，也是开发乡村旅游的主要依据。

黄山区乡村性指数得分为7．61．参照很多发达国家

对乡村阶段类型的衡量，应为中等乡村，乡村旅游开

发潜力很大。

五、黄山区乡村旅游开发建议

(一)全面规划、整合资源

黄山区的乡村旅游发展缺少总体规划。各乡镇

也未进行旅游发展规划。更谈不上乡村旅游的专项

规划。这样造成很多自发的农家乐发展盲目性较大，

市场风险较高。这就需要在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科

学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规划。确定近、中、远期发

展目标，整合优势资源，串点成线，将乡村旅游资源

和传统旅游资源联成一体，走“景区依托型”的路线。

并在传统观光旅游的基础上，开发出具有参与性和

体验性的乡村旅游产品和旅游项目，促进旅游活动

的多样化和综合化，以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

(二)集中优势、体现特色

黄山区处于徽文化的边缘区．在文化底蕴上不

及周边的黟县、歙县等老徽州地区深厚。这对于该

区乡村旅游的开发而言是劣势。但该区坐拥黄山、

太平湖两大著名风景区。也是十大名茶当中“太平猴

魁”、“黄山毛峰”的原产地，拥有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和地方特色文化。因此，旅游开发应注意控制投资

规模，坚持“绝色山水、田园生态”的风格，将原生态

山水与乡土文化、茶文化相结合打造成本区的精品

旅游卖点，塑造自身独特的品牌。开发的同时，要保

持乡村的原真性和民俗的传统性、特色性。

(三)改善设施、提升档次

目前，该区的乡村旅游呈散点状、自发简易的发

展状态。要在国内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

抓住近年来国家对农村道路、供水、广播电视、通信

等基础设施方面大力投资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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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契机，搞好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加快乡村

的综合改造，完善配套设施，加强生态保护，为旅游

者营造安全、文明、舒适、优美的旅游环境，打造出

精品乡村旅游地，提升该区乡村旅游的档次。一+

(四)加强宣传、拓宽市场

现在黄山区的乡村旅游更多是依赖在黄山、太

平湖游玩过路的游客，客源市场狭窄。要充分利用

各种媒体，精心组织宣传促销。推介乡村旅游产品

和品牌。如可以邀请剧组进行乡村旅游地风景的拍

摄，举办各种乡村农事节庆活动。扩大该区乡村的

知名度。加强与国内外旅游企业的合作，不断拓宽

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另外，还可以针对不同阶层、

不同年龄段的客源。设计专项旅游产品，有针对性

地促销。

(五)政府主导、规范经营

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地

方政府的主导作用。由政府制定出一系列的优惠政

策，提高农民办旅游的积极性，引导农民从农业耕

作向市场经营转变，降低农民办旅游的风险。并从

本区的实际出发。借鉴国际和国内的相关先进经

验：制定各项乡村旅游经营的标准和法规制度，促

进乡村旅游不断向规范化和可持续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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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or Evaluating and Exploiting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Il Huangshan District in South Anhui

Lv Zhenting,Luo Shijun，Xie Jingjing

(College of 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Tour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24 1000，China)

Abstract：Evalu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s the premise and base for rural tourism exploitation．

Based on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the rural tourism resources，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angshan District，evaluates them by using a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Delphi

method and AHP．The result shows that comprehensive score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s 7．94．Then the

writ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f rural tourism exploitation in Huangshan District．

Key words：evalu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suggestions for exploitation；Huangshan District；

SOUth 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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