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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浙江省既是旅游资源大省又是旅游经济大省 ，旅游业经过 ２０ 多年的快速

发展之后 ，已经进入再上台阶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新一轮的旅游开发

中 ，如何充分发掘旅游资源潜力 ，提升旅游产品档次 ，实现旅游产业升级和区域

协调发展成为关键课题 。 地文旅游资源在浙江旅游资源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深入探索地文旅游资源的科学利用和深度开发是浙江旅游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保障 ，也为浙江旅游资源的总体利用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本书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旅游地学和旅游学相关理论

为指导 ，结合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数据 ，采用实地调查 、统计分析 、综合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 ，对浙江省的地文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分析 ；并借鉴区域旅游资源的

定量评价方法 ，创新性地引入资源储量 、丰度 、品质分等概念指标对浙江省地文

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 、储量特征 、类型品质 、区域分布等进行科学评价 ；最终通

过综合品质优势度的比较得出浙江地文旅游资源的五大综合优势类型 ，即山岳

景观旅游资源 、地层与矿山遗迹旅游资源 、江河湖泊峡谷地貌旅游资源 、岩溶洞

穴旅游资源和海岸海岛旅游资源 。

针对地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普遍存在的对资源科学内涵认识不足 、缺少

空间整合 、产品结构上不合理 、利用形式缺乏创新等问题 ，提出在浙江省各地新

一轮的旅游开发中应突出以五大优势地文旅游资源为核心的开发战略 ；充分发

挥旅游资源综合优势在旅游品牌及旅游目的地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提出优

化旅游发展空间布局 ，调整旅游产品功能结构 ，开发旅游新产品 ，探索资源利用

新途径等重大战略新举措 ；以开拓旅游发展新思路和创新旅游资源利用方式为

主要原则导向 ，提出五大优势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策略 ，进一步提升地文



旅游资源的整体利用水平 ，为浙江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指导依

据 ，以期带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

最后 ，本书以雁荡山为案例进行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利用的探索研究 ，

提出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利用的思路 、品牌效应的提升策略以及资源保护的措

施 ；这不仅有利于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也能为浙江省其他

地文旅游资源的科学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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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１ ．１ 　概念界定

　 　对于地文旅游资源的表述国内尚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 ，与其相关的概念有

地文景观 、地学旅游资源 、地质旅游资源等 。

“旅游地学”这一学科概念最早是 １９８５年由陈安泽等首先提出 ，它是地球

科学与旅游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 ，以地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

础 ，吸收旅游学科的研究内容与体系 ，探讨自然旅游资源的形成机理 、分布规

律 、演化趋势 ，研究旅游资源的美学和科学价值 ，并在旅游中倡导和普及地球科

学知识 ，它是发展科学旅游的重要理论依据（陈安泽等 ，１９９１） 。

枟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枠（GB／T１８９７２ — ２００３）中将旅游资源分为八大
主类 ，即地文景观 、水域风光 、生物景观 、天象与气候景观 、遗址遗迹 、建筑与设

施 、旅游商品 、人文活动 。 地文景观是指由长期地质作用和地理过程形成并在

地表面或浅地表存留下来的各种自然资源类型 。

冯天驷编著的枟中国地质旅游资源枠将地学旅游资源概括为 ：由地质作用形

成的自然旅游资源都可称为地学旅游资源 ，一部分与地质形体有直接关系的旅

游资源也可称为人文旅游资源 ，如古水利工程 、石窟 、摩崖石刻 、岩画 ，同时也是

国家文物（冯天驷 ，１９９８） 。

地学旅游资源的定义有诸多不同的看法 ，归纳起来有 ：①具有旅游观赏功

能的地质现象 ；②是一种生存机理普适性相同于矿产资源的 ，但开发利用又远

不相同的 ，并具有文化社会性的新观念性的地学资源 ；③ 是地质资源中具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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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察价值 ，富于地学特色 ，可辟为地学旅游区的那部分资源 ；④是具有观赏价

值的地质地理现象 ，并能被利用于旅游事业的自然风景资源（张树明 ，２０００） 。

地质旅游资源是指某些地质作用过程及其所保存下来的遗迹 。诸如火山 、

地震 、熔岩 、沉积断裂和大气降水等所形成的地质地貌景观 ，可供人们参观鉴

赏 、学习研究 ，甚至疗养治病等 。地质旅游资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它与人类的

活动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穆治国 ，１９９７） 。

本书认为 ，从旅游资源的成因和属性出发 ，就地文旅游资源的本质而言 ，它

是指与地质环境与背景 、地质作用及其过程形迹紧密相关的自然旅游资源 ，结

合国家旅游资源普查标准 ，它主要应包括地文景观资源和水域风光旅游资源 。

１ ．２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2 ．1 　浙江省旅游发展背景

浙江省作为中国经济大省 ，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并形成了一些

有特色的经济模式 ，如温州模式 ，代表了民营经济的成功典范 ，吸引了许多商务

旅游者 。此外 ，义乌小商品市场 、台州模具市场等众多的专业市场 ，也成为浙江

旅游的良好吸引力因素 。浙江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 ，是国内

许多产品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 ，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市场考察旅游者和商务旅

游者 。

近几年来 ，在国家旅游产业政策正确的指引下 ，浙江的旅游业取得了又好

又快的发展 ，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 。 ２００７年 ，全省接待入境旅游

者 ５１１ ．２万人次 ，与 ２００６年同比增长 １９ ．８％ ，实现旅游外汇收入 ２７ ．１亿美元 ，

同比增长 ２７ ．２％ ；接待国内旅游者 １ ．９亿人次 ，同比增长 １８ ．６％ ，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 １８２０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１９ ．７％ ，实现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 ２０００亿

元大关 ，达到 ２０２６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１９ ．９％ ，相当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１０ ．９％ ，相当于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 ２６ ．９％ ，旅游经济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四

位（列江苏省 、广东省 、北京市之后） 。

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增强 ，新增 ４A 级旅游景区 １０家 ，４A 级旅游景区（点）总

数达到 ６６ 个 ，居全国第二位 ；全省现有星级饭店 １１１４家 ，居全国第二位 ；淳安

县率先创建全国旅游经济强县 ；西湖 、普陀山 、雁荡山成为国家首批 ５A 级旅游
景区 。产业素质明显提升 ，旅游产品类型向综合型方向发展 ，产业体系进一步

完善 ，旅游市场主体日渐成熟 ；６ 家饭店管理公司进入中国民族品牌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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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强 ，２８家旅行社入选“全国双百强旅行社” ，优秀旅游城市达 ２６个 ，居全国第

一位 。旅游环境不断优化 ，旅游法制建设和标准工作也取得新突破 ，旅游设施

建设取得新进展 ，旅游安全主体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 。旅游业的社会效应进一

步凸现 ，目前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就业人员达到 ８５万人 ，间接就业人数约为 ４２５

万人 。

浙江旅游产业已经进入再上台阶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如何充分利用

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关键课题 。

1 ．2 ．2 　旅游资源及其利用概况

浙江省是旅游资源大省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以及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数量都在全国前列 。到 ２００７年末 ，全省共有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 １处 ，省级旅游度假区 １５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１７处 ，省级风

景名胜区 ４４ 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３２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８２ 处 ；国

家级森林公园 ３３处 ，省级森林公园 ６６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９处 ，省级自然保

护区 ８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５ 处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１２处 ，省级历史文化

保护区 ４３处 ；还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９ 处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１２９

处 。上述这些代表浙江旅游品牌的资源绝大部分是自然旅游资源 ，绝大部分的

旅游景区（点）主要依靠的旅游资源都是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体 ，尤其是以地文

旅游资源为核心的自然旅游资源所占比重相当高 。这一方面说明浙江旅游的

自然山水特征非常明显 ，与浙江省的旅游总体形象“山水浙江 、诗画江南”是紧

密呼应的 ，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地文旅游资源在浙江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旅游

品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

另据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数据显示 ，全省共有各级旅游资源单体 ２１１２６

个 ，其中地文旅游资源单体 ６０２６个 ，占比达到 ２８ ．５２％ ；全省的优良级旅游资源

单体共 ３９１７个 ，其中地文类旅游资源优良级单体 １２１６ 个 ，占比达到 ３１ ．０４％ ，

说明地文旅游资源在全省旅游资源的基本构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也是浙

江省旅游业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资源保障 。

1 ．2 ．3 　地文旅游资源的研究意义

从旅游资源的整体水平来看 ，浙江省旅游资源的数量和丰度都仅次于四

川 ，且门类齐全 ，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 ；但是却缺乏像江苏 、云南 、四川等省所拥

有的稀缺性强的拳头型资源 。目前为止 ，除了雁荡山是世界地质公园以外 ，江

郎山和西湖的申遗也取得成功 ，但资源的影响总体上不强 ，而江苏 、云南 、四川

都已有多处景区景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且名声显赫 。这一方面说明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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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没有充分转化成产业优势 ，另一方面也说明对旅游资源的科学利用研究尚

嫌不足 。

尽管地文旅游资源在浙江省旅游产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从

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 、资源开发的合理性 、资源利用的科学性等方面仍存在很

大的缺憾 ；譬如地文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资源的整合效益

并未得到有效提升 ，资源的功能匹配并未得到科学安排 。因此 ，加强对地文旅

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十分必要 ，尤其是在浙江省旅游业实现跨越发展的背景

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

１ ．３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 ．3 ．1 　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资料 ，了解地文旅游资源研究

领域的相应的分类方法 、分类体系等 ，掌握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

而获得地文旅游资源研究相应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支撑 ，寻找本书研究的突破口

和研究重点 。

实地调查法 ：在掌握浙江省各地旅游资源现有二手资料的基础上 ，对各地

旅游资源进行现场实地踏勘 ，取得旅游资源普查第一手资料 ，并根据枟旅游资源

分类 、调查与评价枠标准对旅游资源分类情况进行校核 ，以保证旅游资源普查资

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

统计分析法 ：充分利用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数据 ，对旅游资源不同类型进

行分类和分区统计 ，得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特征 、结构特征及空间

分布特征 ，进而得出地文旅游资源的优势类型和优势分布区域 。

综合分析法 ：运用地球科学的相关理论和知识 ，综合分析地文旅游资源的

形成机理 、类型特征 、空间特征 、资源要素组合特征以及区位条件 、开发技术等

因素 ，寻求地文旅游资源有效利用的最佳解决方案 ，实现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 。

案例研究法 ：在系统论述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特征 、评价 、开发利用途径

及方法等基础上 ，本书还通过对地文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个案研究 ，进行实证

分析 ，以进一步展示地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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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技术路线

１ ．４ 　研究资料与数据

1 ．4 ．1 　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

浙江省是国家旅游局选定的根据首次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开展省域旅游

资源普查工作的第一个试点省份 ，从 ２００３年 ５月到 ２００４年 ８月 ，历时 １５个月 ，

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旅游资源的全面普查工作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作为技

术总负责单位 ，全程负责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的技术指导工作 ，并负责全省旅

游资源普查总报告的编写 。笔者作为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主持完成了浙江省

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全省范围的旅游资源普查共获得资源单体 ２１１２６ 个 ，其中五级资源单体

２５２个 ，四级旅游资源单体 ６７８个 ，三级资源单体 ２９８７个 ，二级资源单体 ６７０７

个 ，一级资源单体 ９６４６ 个 ，未获等级单体 ８５６个 。旅游资源集合区 ５０５ 个 ，整

理旅游资源单体文字记录近 １０００万字 ，并获得旅游资源单体的图片资料约 １０

万张 ，以及录像光盘资料近 １０００个 。在单体整理的基础上 ，形成了以下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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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枟浙江省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总报告枠共 ４卷 ，各地市普查总报告共 １０

个 ，完成 ９１个县（市 、区）普查报告 ，全省分类专题报告共 ８个 ；并利用旅游资源

单体普查成果 ，编制了包括浙江省旅游资源图集等 。

1 ．4 ．2 　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

为全面摸清旅游资源家底 ，有效整合大杭州的旅游资源 ，推动“旅游西进”

战略的实施 ，加快把杭州市建设成为“休闲旅游天堂”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决定

立项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市范围的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同时也是国内第一个

旅游资源普查试点示范项目 。经过招标论证 ，由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牵头总负

责 。笔者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全面主持了这次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普查工作

从 ２００２年 ４月开始 ，历时 ８个月 ，分为前期资料与技术准备 、实地调查 、室内整

理与补漏 、成果编纂与完成等四个阶段 ，实地调查工作覆盖了全市 １３个区县市

的全部 ２２８个乡镇和街道 。本次旅游资源普查共取得了 ３类 ４７件成果 ，包括 ：

普查报告 ：共 ２３件 ，包括“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总报告” 、“杭州市旅游资源

普查工作报告” 、“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分区报告”（１３个区县市各 １ 份） 、“杭州

市旅游资源普查分类报告”（８个旅游资源主类各 １份） 。

普查图件 ：共 ２２件 ，包括杭州市旅游资源分布总图 、杭州市旅游资源分区

图和杭州市旅游资源分类图 。

电子光盘 ：共 ２件 ，包括杭州市旅游资源单体文字材料库（光盘）和杭州市

旅游资源单体图片库（光盘） 。

1 ．4 ．3 　浙江省“三带十区”及海洋旅游规划调查

２００４年全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结束后 ，浙江省委 、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

海洋经济强省的奋斗目标以及加快全省“三带十区”旅游建设规划的要求 。本

人作为项目负责人 ，主持了枟浙江省三带十区旅游建设规划枠和枟浙江省海洋旅

游发展规划枠两个项目规划的编制工作 。规划编制的前期工作开始于 ２００４年 ８

月 ，２００５年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 ２００５年 ５月至 ８月 ，规划编制组成员分期

前往舟山 、台州 、温州 、宁波等地 ，对滨海和海岛进行了为期 ３０天的实地考察 ，

获得了与海洋旅游相关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同时对浙江省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与复核 ，获得了与本书有关的大量数据资料 ，对本书写作

思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

1 ．4 ．4 　杭州市旅游资源研究丛书

杭州市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完成后 ，为了全面展示旅游资源普查的成果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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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从事和关心杭州旅游的各界人士的需要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组织编写枟杭州

市旅游资源枠系列丛书 ，本人作为执行主编 ，负责整套丛书的编撰工作 。而丛书

编写时 ，适逢国家标准枟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枠颁布实施 。为此 ，编著者根

据正式的国家标准对普查时认定的所有旅游资源单体重新进行了调整 。

１ ．５ 　研究的创新点

建立在笔者长期从事旅游资源开发和规划研究 ，主持多项省 、市旅游资源

普查及开发规划课题 ，全面掌握浙江省旅游资源内情的基础上 ，综合运用统计

分析法 、比较研究法和系统分析法 ，将理论研究和科研实践充分结合 ，因此本书

具有十分扎实的研究基础 。

本书将资源储量 、丰度 、品质等相关概念引入地文旅游资源的分析评价之

中 ，结合国家旅游资源普查资料 ，对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区域总体分布特征

以及不同类型地文旅游资源的区域储量特征 、资源丰度和品质特征进行系统比

较 ，得出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总体优势类型和区域比较优势 ，这在旅游资源

分析评价领域属于一种创新尝试 。

基于对浙江省地文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优势类型特征以及资源组合

特征等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针对浙江省旅游产品提升和整合开发的战

略思路 ，进而对浙江省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构想 ，对浙

江省旅游产业实现跨越发展以及“三带十区”旅游总体格局的构建具有重要的

实践指导意义 。

7第 １章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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