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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充分参与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成为推动和谐社区建设、构建可持续生态旅游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采用主成分分析和TOPSIS综合评价法构建了4级14项指标的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
河北省11市为研究单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综合空间分布，按照东北–西南方向，河北省社区

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呈“三级”趋势：石家庄、保定、唐山属强发展潜力型城市，承德、秦皇岛、张家口

属中发展潜力型城市，邯郸、邢台、廊坊、衡水、沧州属弱发展潜力型城市。河北省作为人口大省和生

态旅游资源大省，具备一定发展潜力，但各市间存在差异，因而结合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提出发展建议。

以期探索新型研究方法组合搭建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模型，为今后河北省乃至全国其他省市社区生态

旅游开发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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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with ful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ommunities and building a sustainable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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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environment.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TOPSIS Comprehensive Evalu-
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CBET) devel-
opment potential with 14 indicators at 4 levels,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11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from the Northeast 
to Southwest,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in Hebei Province shows 
a “three-level” trend: Shijiazhuang, Baoding and Tangshan are cities with strong development po-
tential, Chengde, Qinhuangdao and Zhangjiakou are cities with medium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Handan, Xingtai, Langfang, Hengshui and Cangzhou are cities with weak development poten-
tial. As a province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and ecotourism resources, Hebei Province has certain 
development potential;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cities. Therefore,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potential model of CBET by exploring new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hinking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BET in Hebei Province and other provin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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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的发展原则。而社区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态旅游发展方式，强

调将生态旅游的发展融入社区，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社区自然人文资源为依托，以生态旅游活动为基

础，将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以及社区建设相结合，是一种生态保护和促使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1]。
社区生态旅游的建设有助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体系，促进和谐社区建

设；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环保意识，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社区生态环境，提升人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促进自然人文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推动生态旅游业的可

持续性发展；同时与国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相契合。 

2. 文献综述 

“社区生态旅游”这一概念最早见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加拿大学者克劳德·莫林(Clande Molin)《有

当地社区居民与社团参与的生态与文化旅游规划》一文[2]。1993 年，Robert H. Horwich 等人进一步把社

区参与和生态旅游相联系，指出当地居民是旅游产品的设计者、旅游规划的实施者、经济利益的分享者，

同时是环境保护的倡导者、管理者及监督者，如此才能实现整个生态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3]。1998
年正式提出了社区生态旅游(CBET)的概念[4]。国外学者对社区生态旅游的研究多从微观切入集中于实践

层面，即影响层面和对主体参与性的评估方面等[5]。如 Z.A. Ogutu [6]、Susan Snyman [7]、Emmanuel 
Acquah 等[8]评估生态旅游对社区减贫、环境保护或文化保留的具体影响；Muhammad Mehedi Masud [9]、
Adrian Mendoza Ramos [10]等通过指标赋权探讨社区主体的支持与参与度，最大限度地提高社区参与管理

文化和自然资源以促进旅游业发展。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206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乙芸 等 
 

 

DOI: 10.12677/sd.2023.132065 624 可持续发展 
 

国内关于社区生态旅游研究始于 1998 年对卧龙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与自然保护、社区发展协调途径

的探讨[11] [12]。由于刚刚起步，第一阶段发展集中于西方经验的介绍和国内知识的普及[12]，且国内社

区生态旅游景区尚少，因此案例研究运用较少，侧重于对社区生态旅游内涵阐述、管理现状、现存问题、

发展模式等一般规律的探讨。如何艺玲[13]介绍泰国 HuayHee 村、林敏霞等[2]介绍肯尼亚地区社区生态

旅游发展的过程、现状及经验；陈建明[14]、刘世熊[15]、李翠[16]、刘珍[17]等从宏观视角分析社区生态

旅游现存问题及提升策略。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涉及社会、生态、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西方经

验未必适合，需在大量案例基础上归纳中国本土化经验，并从经验中提取理论以指导实践。因此发展的

第二阶段学者关注于国内案例的研究，但案例选取集中于生态旅游资源富集的滇川地区或资源独特的西

北地区[12] [18] [19] [20]。 
从综合视角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定性指标转化为定量数据，针对社区生态旅游发

展潜力构建综合评价模型的研究较少，尤其主成分分析和 TOPSIS 综合评价的组合研究方法在旅游学领

域的运用不多。河北省作为生态旅游资源大省和人口大省，社区生态旅游具备较好的发展潜力，但目前

基于数据模型、针对该省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基于 PCA-TOPSIS 综合

模型从宏观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微观层面以河北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以期为河北省乃至全国社

区生态旅游的开发评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概况 

河北地处中纬度沿海内陆交接地带，与日韩隔海相望，内环京津，外临山西、河南、山东、辽宁、

内蒙五省，地理位置优越；是我国唯一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与海滨的省份，截止 2020 年

底，全省共有各类自然保护地 276 处，其中自然保护区 41 处、森林公园 105 处、湿地公园 56 处[21]，自

然资源丰富；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现有历史文物遗存 12000 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58 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4 座、世界文化遗产 3 处，历史文化悠久；截止 2021 年末，河北省下辖石家庄、保

定、唐山、承德、张家口、秦皇岛、邯郸、邢台、廊坊、衡水、沧州 11 个地级市；全省常住人口 7448
万人，全国排名第六。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总量居全国第 2 位，是著名的人口大省和资源大省；京津冀

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发展，又为河北旅游市场的开拓注入活力。 

3.2.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与可靠性，本文选取河北省 11 市 2020 年度的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分析。且数据

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河

北省生态环境厅、河北省文化旅游厅官方网站等，部分数据经过整理。 

3.3. 研究方法 

3.3.1. 主成分分析法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在耗损较少信息的条件下，将多元指标降维成个数主成分指标，以反映整体数据，

借助 SPSSAU 对河北省 11 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将复杂的数据简单化。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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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TOPSIS 综合评价法 
运用 TOPSIS 综合评价法对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逼近程度进行排序，进而对河北省 11 市社区

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的优劣情况做出相应评价，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数据正向化、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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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对接近程度获得评价指数： 

i
i

i i

D
S

D D

−

+ −=
+

                                     (8) 

3.4. 指标构建 

本文结合河北省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遵循指标构建的导向性、系统性、可行性等原则，

通过文献研读[22] [23]，并征询专家意见，针对河北省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构建了生态旅游资源、生

态旅游环境、生态旅游社区、开发利用条件 4 级 14 项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见表 1。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CBET in Hebei Province 
表 1. 河北省社区生态旅游综合评价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定量化解释 

河北省社区生态旅

游发展潜力(X) 生态旅游资源(X1) 
资源丰度(X11) A 级生态旅游景区个数 

资源容量(X12) A 级生态旅游景区平均承载力(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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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河北省社区生态旅

游发展潜力(X) 

生态旅游资源(X1) 
资源聚集度(X13) 

方圆 10 公里内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平

均个数 

资源知名度(X14) 国际国内游客接待人数(万人次) 

生态旅游环境(X2) 

大气环境质量(X21) 优良天数比率(%) 

城市绿化覆盖率(X22) 城市绿化覆盖面积与区域总面积之比(%) 

污染治理状况(X23) 污水处理率(%) 

生态工程建设(X24) 生态工程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情况(%) 

生态旅游社区(X3) 

社区参与程度(X31)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社区生活质量(X3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社区管理水平(X33) 社区管理绩效得分(百分制) 

开发利用条件(X4) 

市场竞争力(X41) 旅游收入(亿元) 

游客消费能力(X42) 游客人均消费额(元) 

交通通达度(X43) 公路通车里程(公里) 

4. 研究分析 

4.1. 主成分分析 

4.1.1. 主成分提取及命名 
由于原始数据差异较大，首先进行(1)式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和单位影响。并对数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且通过，表明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其次依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提取出 4 个主成

分(y1、y2、y3、y4)，其方差解释率分别为 38.159%，23.872%，16.628%，11.059%，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89.718%，

表明所提取的 4 个主成分可以覆盖大部分基础信息，能够减少原有变量的复杂程度，便于找寻数据内部

规律，进而有效开展后续研究。 
载荷系数值(见表 2)反映主成分与分析项的对应关系，便于对各主成分进行命名。资源知名度、旅游

市场状况、游客消费能力、交通通达度等指标在主成分 y1 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可看作市场竞争力和地区

接待力的综合评价指标；资源丰度、资源容量、资源聚集度等指标在主成分 y2 有较高载荷，因此可看作

地区旅游资源支撑力的综合评价指标；社区参与度、社区生活质量、社区管理水平等指标在主成分 y3有

较高载荷，因此可看作生态旅游社区支持力的综合评价指标；环境质量、污染治理、生态建设等指标在

主成分 y4 有较高载荷，因此可看作生态环境保护力的综合评价指标。 
 
Table 2. Load coefficient and 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表 2. 载荷系数及成分得分系数表 

指标 
载荷系数 成分得分系数 

y1 y2 y3 y4 y1 y2 y3 y4 

X11 0.385 0.819 −0.308 −0.243 −1.625 −0.219 1.094 −1.344 

X12 0.485 0.834 0.009 0.146 7.250 −11.625 −7.063 −4.750 

X13 0.600 0.605 −0.316 0.022 0.625 0.219 −0.656 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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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X14 0.821 −0.123 0.483 0.130 −11.656 3.305 −0.078 1.711 

X21 −0.026 0.706 0.233 0.644 −9.000 7.125 6.375 3.000 

X22 0.092 −0.379 −0.211 0.810 −2.313 −4.188 −2.313 5.250 

X23 0.325 −0.713 −0.217 0.464 −1.500 0.117 0.500 −0.297 

X24 −0.444 −0.155 −0.215 0.763 4.000 −1.688 −2.250 0.313 

X31 0.472 0.470 0.651 0.080 −2.609 1.871 1.281 0.914 

X32 0.484 −0.071 0.818 −0.101 −14.500 10.313 5.375 2.250 

X33 0.577 −0.318 0.615 −0.372 2.250 1.094 0.344 0.875 

X41 0.879 −0.096 0.430 0.131 0.398 1.822 1.400 1.494 

X42 0.792 0.232 −0.150 0.008 2.000 −0.828 −1.234 −0.438 

X43 0.881 −0.176 0.169 0.241 2.875 −1.965 −0.652 0.086 

数据来源：由 SPSSAU 数据分析所得。 

4.1.2. 主成分及综合评价得分与排名 
首先依据成分得分系数(见表 2)进行(2)式处理计算 4 个主成分得分情况，其次根据 4 个主成分权重及

标准化处理所得数据进行(3)~(4)式处理计算综合得分情况，最后将各市的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主成分

及综合得分进行排名，见表 3。 
 
Table 3. The score and ranking of main component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表 3. 主成分及综合评价得分与排名 

城市 y1 排名 y2 排名 y3 排名 y4 排名 Y 排名 

石家庄 8.546 1 −0.930 6 2.964 1 −0.257 7 3.901 1 

保定 4.611 2 −1.365 7 1.641 2 0.688 4 1.985 2 

唐山 4.248 3 −0.237 5 −0.465 7 2.052 1 1.908 3 

承德 1.178 4 5.798 2 −0.461 6 −0.466 8 1.900 4 

张家口 −1.341 7 6.221 1 0.363 3 −1.056 9 1.022 5 

秦皇岛 0.446 5 1.280 3 −0.964 10 1.047 2 0.480 6 

邯郸 0.356 6 −3.378 11 −0.382 5 −0.170 6 −0.839 7 

邢台 −2.323 9 0.220 4 −1.700 11 −1.172 10 −1.388 8 

廊坊 −2.186 8 −1.625 8 0.195 4 −2.043 11 −1.576 9 

衡水 −6.512 10 −3.020 10 −0.716 9 0.586 5 −3.631 10 

沧州 −7.022 11 −2.965 9 −0.475 8 0.792 3 −3.763 11 

数据来源：依公式及相关数据计算整理所得。 
 
y1 得分较高的是石家庄、保定、唐山，得分均大于 4，远高于其他城市，表明这些地区旅游发展基础

较好、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地区接地力；其余城市得分均小于 4，甚至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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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这些地区还需进一步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接待水平，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y2 得分较高的是张家口、承德、秦皇岛、邢台，得分均大于 0，表明这些城市生态旅游资源丰富、资

源承载力和聚集度较高，具备较强的生态旅游资源支撑力；其余城市得分均小于 0，个别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旅游业发展基础较好，但生态旅游资源相对匮乏且开发程度较低。 
y3 得分较高的是石家庄、保定、张家口、廊坊，得分均大于 0，表明这些城市居民旅游开发建设的参

与度较高、社区管理水平较高，发展社区生态旅游具备较强的社区支持力；其余城市得分均小于 0，还

需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居民参与度，加强社区管理，从而为社区生态旅游开发建设形成较好的社

会环境。 
y4 得分较高的唐山、秦皇岛、沧州、保定、衡水，得分均大于 0，表明这些城市绿化覆盖率较高、环

境质量较好、重视生态建设，具备较强的生态环境保护力；其余城市得分均小于 0，还需进一步加强污

染治理、加大生态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根据综合得分(Y)及地理位置，河北省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按照东北–西南方向呈“三级”趋势：

石家庄、保定、唐山得分均大于 1.9，为第一等级；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得分介于 0 和 1.9 之间，为第

二等级；邯郸、邢台、廊坊、衡水、沧州得分均小于 0，为第三等级。 

4.2. TOPSIS 综合评价分析 

利用 SPSSAU 将经过(5)式正向化、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进行 TOPSIS 综合评价分析，得到 14 项指标的

正(负)理想解，进而根据(6)~(7)式计算河北省各市评价体系的正负理想解，通过(8)式根据相对接近度计

算获得综合评价指数，并进行排序，见表 4。河北省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排名前三位的是石家庄、唐

山、保定，得分均大于 0.55；中间三位是承德、秦皇岛、张家口，得分介于 0.45~0.55；排名后五位的是

邯郸、廊坊、衡水、邢台、沧州，得分均小于 0.45。与主成分分析所得综合评价排名存在些许差异，但

整体差别不大，再次印证了河北省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的“三级”趋势。 
 
Table 4.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OPSIS 
表 4. TOPSIS 综合评价 

城市 正理想解 D 负理想解 D− 综合评价指数 排名 

石家庄 5.214 8.61 0.623 1 

唐山 5.265 8.44 0.616 2 

保定 5.335 7.537 0.586 3 

承德 6.527 7.314 0.528 4 

秦皇岛 6.07 6.383 0.513 5 

张家口 7.663 6.356 0.453 6 

邯郸 7.074 5.587 0.441 7 

廊坊 7.687 4.654 0.377 8 

衡水 9.075 5.253 0.367 9 

邢台 8.304 4.762 0.364 10 

沧州 8.954 4.959 0.356 11 

数据来源：借助 SPSSAU 分析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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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果与建议 

5.1. 研究结果 

由主成分分析法的指标权重分析可得开发条件、资源状况、社区环境、生态环境成为社区生态旅游

发展潜力的重要评价指标。河北省地貌物种多样、气候环境宜人、自然风光秀美，文物古迹众多、民俗

风情独特、历史文化悠久，构成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质的生态环境；且地理位置优越，本省及周边省

市人口基数庞大，收入水平较高，旅游需求旺盛，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对社

区生态旅游开发建设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各市间存在差异。 
由 PCA-TOPSIS 的综合评价得分及各市地理位置，按照东北–西南方向，河北省社区生态旅游发展

潜力呈“三级”趋势：石家庄、保定、唐山为第一等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接待能力较强，且生

态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属强发展潜力型城市；承德、秦皇岛、张家口为第二

等级，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具备较强的开发潜力，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市场

竞争力和地区接待力有限，因此属中发展潜力型城市；邯郸、邢台、廊坊、衡水、沧州为第三等级，虽

个别城市经济实力较强，但市域面积有限，生态旅游资源匮乏且开发力度较低，因此社区生态旅游发展

受限，属弱发展潜力型城市。各市应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同时重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下

面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就社区生态旅游开发建设给出建议，引发思考。 

5.2. 建议 

5.2.1. 重视经济建设，完善配套设施 
推动社区生态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要重视经济建设以增强市场竞争力，要完善配套设施以提高地区

接待力。一方面经济增长是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促进消费升级，进而带动旅游空间的扩展，

对于承德、秦皇岛、张家口等中发展潜力型城市，应重视经济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助力旅游开发建设，

增强旅游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是带动和激活全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政府应

增加财政投入，大力推进社区景点及沿线道路交通、环保卫生、旅游标志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餐

饮、住宿等企业落户，完善社区景点及周边配套设施，为游客及当地居民提供便利，为旅游业的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5.2.2. 加强生态保护，重视科学开发 
社区生态旅游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是辩证的矛盾统一体，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实现生

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针对邯郸、邢台、廊坊、衡水、沧州等弱发展潜力型城市，一方面应以保护为基

础，加强生态保护；通过科学监测、宣传培训等措施，构建环境质量监管体系，提升社区居民的环保意

识，增强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应以开发为手段，重视科学开发；社区专业性水平有限，可

适当引入企业开展合作，利用企业的专业性开发知识和科学性管理体系，因地制宜深度挖掘当地自然资

源和人文资源，创造优质发展空间，拓宽社区参与途径，增强开发的科学性和管理的规范性，从而带来

更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5.2.3. 明确职责划分，规范利益分配 
为保证社区生态旅游的有效落实需要发挥河北各市政府的宏观主导作用。一方面对多方资源进行统

筹规划，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主体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通过一定的权力下放，在提升管理规范性与明

确性的同时，提高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强化管理效能。另一方面利益的分配是保证多方权益，

使每一参与主体可以在社区生态旅游体系中真正得到实惠[17]，因此需要政府在遵循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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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通过适度干预，提升利益分配机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协调社区参与、企业投入、政府管理等

多方矛盾，保证社区生态旅游顺利发展。 

5.2.4. 提升居民参与，增强社区监管 
针对现存“参与被动性、监管不到位”这一制约性问题，河北应坚持“放管结合”原则，既要放权

居民参与又要确保社区监管不放松。一方面社区生态旅游强调社区及其居民是旅游发展的主体，需要发

挥其主人翁精神，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生态旅游的开发与保护。通过组织专业培训、传授管理知

识、讲述发展益处、下放管理权力等有效途径，增强居民参与感，提升社区参与度。另一方面社区居民

素质参差不齐，社区管理者旅游管理水平专业性有限，因此需要政府在鼓励社区参与的同时，增强社区

监管，完善相关组织条例，建立配套监管机制，保证社区旅游服务质量，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从而

实现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高效性和可持续性。 

6. 结论与展望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和社区治理不断深入，社区生态旅游已成为未来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科学的潜力评价是目的地开发建设的首要前提，对地区推动社

区生态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运用 PCA-TOPSIS 综合评价模型，从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社

区治理、开发条件四个方面出发探索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并以河北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以期为国内

其他省市搭建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模型提供有效的参考方案，提高其建设的科学性和落地性。社区生

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24]，评价指标难以兼顾实际建设的各个方面，仅以一省为

例难以保证评价模型的普适性，因而模型构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评价

指标体系，增强其全面性和客观性，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通过更多案例研究证明其适宜性和合理性，

从而提高社区生态旅游发展潜力评价的科学性，推动当地社区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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