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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River Sources National Park is the first national park in China. High-quality natural 
landscapes and unique Tibetan culture provide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
logical tourism in the park.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
rent status of ecotourism in the source area of the Three Rivers. The SWOT model was used to 
screen out 13 el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the park.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ethod was used to rank the 13 elements in a weighted order. “Developing 
Strength-Reducing Weakness-Grasping Opportunity-Avoiding Risk”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sug-
gested to local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sugges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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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其优质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藏族文化，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

基础。为定量分析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和不足，本研究调查了三江源国家生态旅游的现

状，采用问卷调查法筛选出该区域发展生态旅游的SWOT模型，并用层次分析法AHP方法对模型中13个
要素进行加权排序，最终确定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扬长处–补短板–抓机遇–避风险”的发展

战略，以期为民族地区自然保护地开展生态旅游发展提供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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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三江源区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是我国最重要、影响方位最大的

生态功能区和气候调节区。三江源区也是世界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草甸及湿地分布区，世界上高

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1]。三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异常脆弱，近年来，受到全球气候变化、自

然灾害、超载放牧等因素的影响，三江源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人地矛盾突

出，牧民生活水平下降[2]。 
为遏制生态环境的持续退化，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三江源区的生态环境退化得到一定得遏

制[3]。2000 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正式批准成立；2003 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5
年，中国政府启动《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2013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二期

工程期实施；2015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方案》印发；2017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正式施行；2018 年公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明确至 2020 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将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先行区，青藏

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但是，由于三江源区地处内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发展

水平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多[4]。如何保持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又实

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直接关系到三江源区的扶贫攻坚和社会稳定。三江源区

作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神秘的藏族文化，为开展生态旅游、生态体验等高端生态产

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发展生态产业既可以满足日益旺盛的旅游需求，又可以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居

民的产业发展提供保障[5]。 
本文在问卷调查和结构访谈的基础上，结合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采用 SWOT 和

AHP 结合的方法对三江源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给予定量的分析，提出三江源生态产

业的发展对策。旨在充分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三江源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三江源区的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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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包括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

鄂陵湖、星星海等地，总面积 12.31 万 km2。属青藏高原气候系统，表现为冷热两季交替，干湿两季分明，

日温差大，辐射强烈。地貌以山原和高山峡谷为主，主要山脉有昆仑山主脉及其支脉可可西里山、巴颜

喀拉山、唐古拉山等，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湖泊众多，湿地面积广大，生物多样性丰富。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涉及 4 县，共 12 个乡镇，53 个行政村，平均海拔 4500 m 以上，面积大于 1 km2

的湖泊有 167 个。目前共有牧户 16621 户，6.4 万人，2.4 万贫困人口。国家公园涉及的 4 县均为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产业基础薄弱，牧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5876 元，2017 年园区内 4 县生产总值为 25.76
亿元[6]。传统畜牧业为区内主导产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业、民族手工业和中藏药作为区内新兴产

业，发展迅速[7]。2018 年全年青海省国内外旅游收入合计 466.3 亿元，累计增长 22.2%，旅游收入占青

海省 GDP 16.3%，在三江源区选取生态旅游发展生态产业，符合青海省生态立省的发展路径，所以本研

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区生态产业发展。 

3.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SWOT 分析矩阵 
SWOT 最早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韦里克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SWOT 分析即优势(Strengths)、

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该方法最初用于企业管理，通过分析企业内部因素(优
势和劣势)和外部因素(机会和威胁)为企业发展提供依据，后来扩展到产业群体、区域经济和国家战略等

领域[8]。采用 SWOT 分析研究对象的内部的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外部的机会因素和威胁因素，同时结

合内外部因素进行分析和匹配造成的机会与风险进行合理的、有效的匹配，为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最优

战略[9]。理论模型如表 1。 
SWOT 分析法是一种定性的分析工具，缺少定量分析的过程，层次分析法具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结合的优势，弥补 SWOT 分析的不足，从而可以更加准确的描述和识别风险，为项目决策战略和系统分

析提供依据[10]。 
 
Table 1. Analysis matrix of SWOT 
表 1. SWOT 分析矩阵 

主要因素 优势(S) 劣势(W) 

机会(O) SO 对策 WO 对策 

威胁(T) ST 对策 WT 对策 

3.1.2.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层次分析(AHP)法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 T. L. Saaty 提出，由于其灵活、简单和系统，在众多领域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层次分析法由四个步骤组成：1) 层次分析法是把和决策相关的元素拆分成目标、准则

和方案等几个层次，每个层次的元素一般不能超过九个，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2) 构造出

在各个层次中所有的判断矩阵，建立判断矩阵就是对同层次的各个要素进行优先顺序的两两对比；3) 对层

次的单排序和一致性进行检验，计算一致性指标 CI，查找一致性指标 RI，计算一致性比例 CR，CR < 0.10
时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否则需要进行修正；4) 对层次进行总排序和一致性进行检验，计算各层次要

素对系统目标的权重，保证方案最优[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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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来源 

调研组于 2019 年前往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开展调研工作，涉及隆宝、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等景点，

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法，对研究区的游客、当地居民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人员进行调查。问卷主要

涉及三江源区旅游发展的四个问题，包括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游客问卷主要满意度、旅游模式、

重游意愿等。旅游从业者的问卷内容包括旅游职业现状调查、旅游收入、从事旅游业的主要岗位和工作

年限、制约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因素、发展旅游产业的意愿等。旅游专业人员和三江源区管理人员的问卷

涉及的问题有：三江源区生态旅游的优势、主要困难和产业扶持的相关政策等。 
本次调查共发放 362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347 份，合格率为 95.8%。运用 SPSS 对获得数据采用克隆

巴赫Alpha系数进行可靠度检验，采用KMO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进行问卷效度检验。分析所得克隆巴赫Alpha
数值是 0.885，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为 0.858，巴特利特球体显著性为 0，符合问卷信度、效度检验标准。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三江源生态旅游 SWOT 分析 

通过现场调查、数据分析以及对三江源区的游客、旅游从业者、旅游专业人员、当地居民和园区管理

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统计，将得票比例最高的前 2~4 项指标选取，集合旅游规划

专家的相关意见，最终筛选出三江源区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的 13 项因素，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WOT for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ree River Sources National Park 
表 2. 三江源发展生态旅游的 SWOT 表 

优势(S) 机遇(O) 

1) 三江源独特自然和人文景观(S1) 1) 高铁、高速和飞机交通网带来的机遇(O1) 

2) 青海省生态立省的政策优势(S2) 2) 一路一带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O2) 

3)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支持(S3) 3) 藏区旅游热(O3) 

弱势(W) 威胁(T) 

1) 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不足(W1) 1) 西藏、甘肃和四川等藏区旅游威胁(T1) 

2) 生态旅游专业人才极度缺乏(W2) 2) 商业氛围过浓导致特色下降(T2) 

3) 硬件设施和条件落后(W3) 3) 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风险(T3) 

4) 脆弱和敏感的生态系统 (W4)  

 
三江源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三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山脉绵延、

地势高耸、地形复杂，有冰川、河流、风力、构造、湖泊等形成的多种地貌，风景多样、生物多样性独

特。同时，历史悠久的藏族文化和神秘的藏传佛教，散发着独特的人文魅力，都是三江源最大的自然和

人文优势；第二、青海省生态立省的重大战略，为三江源生态旅游提供了积极的政策；第三、在国家公

布《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统筹谋划生态保护、管理、社区发展与基础设施、生态旅游、生态体

验和环境教育、产业发展和特许经营等 5 个专项规划，已经由青海省委常委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其中，生态旅游、生态体验作为一个新的内容，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三江源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体验的外部机遇有三个：第一、青藏铁路、共玉高速以及玉树机场升级

开通带来的机遇，航空旅游已成为玉树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青藏铁路的开通，加强了青海与内地的联

系，促进了青海内陆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共玉高速的开通，成为连接青海、四川、西藏、云南的旅游

黄金大通道，提升了玉树的开放性和连通性；《青海玉树机场总体规划(2018 年版)》获得民航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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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批复，确定了玉树机场未来在旅客和货运能提将分别扩容到每年 350 万人次和 1800 吨，将极大提

升玉树的输送能力和物资保障能力；第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将青海省的摆在了向西推进的重要窗口，

也为推进三江源区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第三、随着国内旅游发展的成熟，游客不断由传统景点向青

海、西藏等地外溢，掀起了藏区旅游的热潮，也打开了三江源等地旅游井喷式增长的开端。 
同样，三江源发展生态旅游、生态体验的不足也十分明显，第一、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不足，由于

地处高海拔地区，高太阳辐射、低含氧量、低温等条件，极大限制了发展旅游体验的时间和空间；第二、

当前专业的生态旅游、生态体验人才极度匮乏，尤其缺乏高层次的旅游规划和管理人才，对社会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的三江源地区，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当地发展旅游的设施和条件不足，更不要说发

展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生态体验这类高端的旅游产品；第四、三江源区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对发展

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生态体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江源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体验，外在的威胁也不少：第一、来自周边地区的同类型旅游产品的竞

争，如西藏、甘肃甘南和四川甘孜等地区，在景观和文化的吸引力上，同样具备很强的竞争力；第二、

随着游客不断涌入，本地原有的文化受到的冲击，游客向往的原生态特色，存在被冲淡甚至抹掉的风险。

如何在商业化推行和自身特色维持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三江源旅游面临的威胁之一；第三、青藏高原是

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地区之一，全球变化带来的气候风险和灾害风险不断加大，2018 年玉树特大

雪灾，更是为人们敲响了预防气候变化风险的警钟。 

4.2. 三江源生态旅游发展的定量评估 

从 SWOT 的结果来看，三江源生态旅游发展可谓优势突出但弱点也明显，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突

出自身优势，克服自身弱势，抓住外在机遇，是突破三江源生态旅游、生态体验发展的瓶颈、实现持续

发展的关键。以上结果都多是定性描述，缺少定量研究。因此，本研究引入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从定量角度分析三江源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出路。 

判断矩阵及权重分析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先后顺序，需要对各因素重要性和迫切性进行重要性的排序，

逐个、逐步开展实施相关的应对措施。将目标划分为 3 层，第一层为总目标层，第二层为子目标层，第

三层为准则层。运用特尔斐法，对 S/W/O/T 判断矩阵进行权重判断和分析，相关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of SWOT indicators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ree River Sources National Park 
表 3. 三江源发展生态旅游的 S、W、O、T 的重要性判断矩阵 

指标 S W O T 

S 1 5/2 3 2 

W 2/5 1 1/4 1/3 

O 1/3 4 1 1/3 

T 1/2 3 3 1 

λmax = 4.09，CR = 0.051 < 10%。 

 
经计算，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所占权重分别为 0.40，0.15，0.18

和 0.27。四组组内要素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如表 4 所示。其中，四组的最大特征值和 CR 系数分别为λmaxS 
= 3.04，CRs = 0.044 < 10%；λmaxW = 4.20，CRw = 0.07 < 10%；λmaxo = 3.05，CRO = 0.042 < 10%；λmaxT = 3.01，
CRT = 0.001 < 10%，说明四组的结果均符合一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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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Judgment matrix of branch indicators for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ree River Sources National Park 
表 4. 三江源生态旅游分指标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 

优势 S1 S2 S3 劣势 W1 W2 W3 W4 

S1 1 3 5 W1 1 5 4 3 

S2 1/3 1 1/3 W2 1/5 1 1/3 1/4 

S3 1/5 3 1 
W3 1/4 3 1 1/4 

W4 1/3 4 4 1 

机遇 O1 O2 O3 挑战 T1 T2 T3 

O1 1 5 3 T1 1 1 3 

O2 1/5 1 1/3 T2 1 1 3 

O3 1/3 3 1 T3 1/3 1/3 1 

 
三江源旅游的 SWOT-AHP 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可以发现，在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四项指标中，

三江源生态旅游、生态体验最大优势在于三江源极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和极富魅力的

人文景观(0.68)，为生态旅游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潜力；三江源生态旅游、生态体验最大的机遇来源于

高铁、高速和飞机交通网提速升级形成了旅游网络新格局，为三江源区生态旅游、生态体验带来全新的

机遇(0.68)；三江源生态旅游、生态体验最大的弱势，不在于自然环境、也不在于基础设施，而在于人才

缺乏(0.52)。基础设施和硬件的落后不是制约三江源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生态体验的关键因素，可

以通过资本配置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善。但人才的培养和观念的更新，需要长时间的投入才能形成，尤其

是生态旅游、生态体验专业人才的极度缺乏；三江源生态旅游挑战来源于自身自然和人文特色的维持和

保留(0.42)，如果没有原生态的景观和人文特色，商业氛围过浓、生态氛围不足，就会使三江源区的生态

旅游、生态体验名存实亡，难以获得持续发展。 
 

    
 

    
Figure 1. Scores of branch indicators of SWOT of Three River Sources National Park 
图 1.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 SWOT 各分支指标得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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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基于 SWOT-AHP 的三江源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分析 

结合每类指标的综合权重分析，相关结果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Integral SWOT assessment results for Three 
River Sources National Park 
图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 SWOT 分析的综合

得分结果 
 

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生态体验为主的生态产业过程中，应实施扬长避短，长期规划的扬

长–补短–抓机遇–避风险的发展战略，主要建议如下： 
1) 打造三江源生态资源品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应进一步突出三江源区生态优势。三江源是生态脆弱区和生态敏感区，也

是特色。正因为三江源敏感而脆弱，其特有的自然景观、特有物种、特有地貌，反而成为其发展生态旅

游、生态体验的最大优势。通过专业、高端的生态旅游、生态体验活动，能极大激发体验者的热情和好

奇心，加上独具魅力的原生态藏族文化，更是难得的自然和文化双重体验。因此，从这一点出发，不建

议将所有的藏族牧民搬迁出保护区，尤其是非核心区的牧民。 
2) 打造三江源旅游人才培养基地 
弥补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匮乏。生态旅游不同于传统的旅游，需要有很强的教育功能和体验参与，集

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更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是综合实践

育人的有效途径。目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旅游最大的短板在于人才匮乏，需要有地理学、生态学等学

科背景的专业人才，需要有较强的户外生存技能和讲解能力，而这些并非在短期内能够实现。这就需要

加强青海本地专业旅游人才的培养，设置相关的专业，同时也要加强外来人才的引进，补齐短板，长期

规划。 
3) 融入西部地区原生态旅游圈 
抓住交通网络建设机遇。青藏铁路、兰新高铁、共玉高速等交通网的形成，为三江源地区开展高端

生态旅游、生态体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需要率先在生态旅游的市场上，抢占先机，在小范围、局

部领域形成优势，逐步扩大影响。将三江源区打造成为中国生态旅游的基地，成为引领中国未来生态旅

游产业发展的标志。借助立体的交通网络，增强的可达性和区内游览的便利性，将三江源旅游融入青藏

高原生态旅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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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突出高端生态体验、避免旅游商业化 
避免三江源区旅游资源的过度商业化。来自西藏、甘肃和四川等地的藏区旅游是三江源旅游产业发

展的威胁，无法避免。但是，三江源旅游产业可以在生态产业发展中创新模式，保持三江源区文旅资源

的原生性，积极挖掘园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保护特色旅游资源，

打造旅游发展新的生态位，进而可以有效避免同质竞争，做到各有特色，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推进生态旅游，保护和发展是基本原则，在保护园区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系

统性和完整性的同时，创新社区参与模式，推进绿色产业发展。继续开展高端体验团，尝试建立以雪豹

等三江源独特标志为主题的生态旅游自然体验基地，吸收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生态体验和生态教育服务工

作，创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色品牌；继续落实“一户一岗”政策，设置生态公益岗，社区居民承担生态

保护、监测、巡护的工作，在取得生态和环境效益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通过资金扶持，促进特色民

宿开发，鼓励当地企业和居民参与特许经营的项目，完善特许经营权的利益分配机制[13]，引导社区居民

在生态旅游领域创业。 

5. 结论 

生态旅游是将三江源的“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基于现场调查、问卷

调查等方式，获取利益相关者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定量

评估。主要结论如下： 
1) 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最大优势在于三江源极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和极

富魅力的人文景观； 
2) 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最大的机遇来源于高铁、高速和飞机交通网提速升级形成了旅游网

络新格局，为三江源区生态旅游、生态体验带来前所唯有的发展机会； 
3) 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最大的弱势，不在于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而在于专业人才的缺乏； 
4) 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挑战在于区域自然和人文特色的维持和传承，禁止推出自然扰动大、

破坏传统的文旅项目。 
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产业发展，应该实施“扬长处–补短板–抓机遇–避风险”的发展战略，期望

本研究为三江源区乃至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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