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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

——以安陆市为例

李 玲，张立明，谭本宇

（湖北大学 旅游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针对全域旅游时代旅游资源的重新认定和等级评价问题，对全域旅游时代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再

认识，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模型，对安陆市各旅游资源点进行了认

定及等级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全市有五级旅游资源 1 处、四级旅游资源 6 处、三级旅游资源 12 处、二级

旅游资源 18 处、一级旅游资源 29 处、未评级旅游资源 23 处，等级结构总体上呈“金字塔形”。针对该等

级评价结果，提出了安陆市旅游资源开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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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ing Evaluation of County Tourism Resou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Tourism：A Case Study of Anlu City

LI Ling，ZHANG Liming，TAN Benyu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grading evaluation and re-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territorial tourism, 
a re-identific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era of territorial tourism.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s applied to construct a county-level tourism resource grading evalua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tourism, with various tourism resource points in Anlu City identified and grade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s presented in a pyramid shape, with 1 tourism resource of 5th grading level, 6 tourism 
resources of 4th grading level, 12 tourism resources of 3th grading level, 18 tourism resources of 2nd grading level, 29 
tourism resources of 1st grading level and 21 unrated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city. Propos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Anlu City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is grad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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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全域旅游”[1] 是 2016 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

出的新时期旅游发展战略，它强调在一定区域内，以

旅游业为优势产业，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进行优化

提升。这一理念要求旅游目的地从整体角度出发，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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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传统旅游景点的界限，不断整合和利用资源，开启

旅游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在全域旅游时代，旅游需求

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人们对旅游资源的类型、

价值和范围等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重新认

识和评价旅游资源，以实现旅游业全面、协调发展。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较多。国外

学者对旅游资源的评价主要聚焦于视觉质量评价 [2]、

文化遗产价值评价 [3]、货币价值评价 [4]3 个方面。国

内学者对旅游资源评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步稍

晚。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

评价 [5]、旅游资源适宜性评价 [6]、旅游资源开发潜力

评价 [7] 、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 [8]。从研究视角来看，

郭晨 [9] 从游客感知视角对常德市旅游资源进行了评

价，尹乐等 [10] 从利益者的角度出发对皖东地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评价，杨美霞 [11] 从休闲视角对江

苏泰州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然而，在全域旅游的时

代背景下，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是保护和合理利用的重

要依据，也是对旅游资源评价内容的深化。关于旅游

资源等级评价，已有一些代表性成果，如国家标准《旅

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12]，

郭来喜等 [13] 的《中国旅游资源分类系统与类型评价》

等。从研究主题看，涵盖了文化遗产旅游资源 [14]、

生态旅游资源 [15]、城市休闲旅游资源 [16] 等各类专项

旅游资源等级评价。在研究方法上，牛嘉仪 [17] 运用

层次分析法对新疆莎车县旅游资源进行等级划分；卢

艳丽等 [18] 基于模糊聚类法对长春市的旅游资源进行

等级评价；吴英玲等 [19] 运用国家标准分数评价法对

夏河县旅游资源进行了等级评价。尽管现有的旅游资

源等级评价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全域旅游角度的考虑

上仍显不足，需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本文基于全域旅游的视角，重新认识县域旅游资

源，并构建了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指标体系。选取

安陆市为研究案例，采用 AHP 和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安陆市各旅游资源点进行了认定及等级评价。评价

结果有助于深入了解当地旅游资源的优劣，并为安陆

市的全域旅游规划和示范区的创建提供科学依据。同

时，也为其他县域地区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提供借鉴。

1 全域旅游视角下的县域旅游资源
再认识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全域旅游时代县域旅游

资源范畴不断扩大，并涌现出了许多新的旅游资源，

相比传统时代，这些资源具有差异性。本文从全域旅

游视角，重新认识县域旅游资源类型、范围、价值和

开发条件等。表 1 为传统旅游视角下与全域旅游视角

下旅游资源的区别。

1.1 类型更加丰富

传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主要包括自然生

态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注重单一景点的开发。然而，

在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的类型更加丰富，

不再局限于自然生态资源、历史人文资源，还将当地

的文化、社会等资源纳入其中。这种转变使原本不被

视为旅游资源的元素也逐渐发展成为旅游资源，实现

了以旅游发展为导向，不断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

1.2 范围更加广泛

传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范围相对狭窄，

主要集中在景区景点等层面。然而，全域旅游视角下，

县域旅游资源范畴不断扩充，更加强调全域性，涵盖

旅游目的地的各个方面。这使得旅游资源的表现形式

更加多元化，如工业、农业、教育、体育运动、美食、

社会事件等也发展成为旅游资源。例如，网红经济时

代下兴起的“淄博烧烤”逐步发展成美食旅游资源，

进而推动山东淄博旅游产业的发展。

1.3 价值更加综合

传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价值主要依赖于

资源自身所具有的本体价值。然而，全域旅游视角

下，旅游业的发展将整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打造。

这种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价值不仅考虑自身价值，

还要关注综合价值。例如旅游资源的整合、旅游业态

的创新、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的改善、政策支持等，

这些因素会使旅游资源的价值得到提升。由此，即使

原本价值不高的县域旅游资源，在全域旅游视角下也

表 1 传统旅游视角与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资源的区别

Table 1 Differences in tourism resourc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territorial tourism perspectives

项目 传统旅游视角下旅游资源 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资源

类型
  包括自然生态资源和

  历史人文资源

不仅包含自然生态、历史人文资

源，而且涵盖了当地文化、社会

等方面资源，表现为原本不属于

旅游资源的资源也成为旅游资源

范围 相对狭窄 范畴不断扩充

价值 注重本体价值
注重综合价值，表现为原本价值

不高的旅游资源价值提升

开发

条件

  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

  受季节、空间、投资

  等条件的限制

打破季节、空间、投资等开发条

件的限制，表现为不区分淡旺季、

空间范围广阔、投资多元

评价

角度

  注重资源的本体价值，

  即资源的要素价值、

  资源影响力

不仅注重资源的本体价值，还要

充分考虑旅游资源的开发条件

李 玲，等　　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以安陆市为例第 2 期



72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25 年

能发挥出较高的价值。

1.4 开发条件受限减少

传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受到季节、空间、

投资等条件的限制。季节性的限制使得一些旅游资

源表现出明显的淡旺季，如冰雪旅游资源、花卉旅

游资源等；空间性限制体现在旅游资源依赖于地理

环境，存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地域性和空间

的不可移动性；投资限制使得旅游资源的开发受投入

资金量多少的影响，进而制约了开发的规模和速度。

然而，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逐渐摆脱季节、

空间、投资等条件的限制，强调资源的灵活性和适

应性。全域旅游时代，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特色，开

发旅游特色产品，减轻淡旺季影响，打破季节性限制；

空间上，旅游资源的开发逐步突破地域限制，将整

个区域统一打造成旅游目的地；投资方面，鼓励社

会资本的积极参与以及社区型旅游的发展，投资方

式更加多元。

1.5 等级评价角度更加多元

传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侧重

于旅游资源的本体价值，主要包括资源的要素价值、

资源的影响力，评价方式相对单一。然而，全域旅游

视角下，县旅游资源等级评价不仅需要关注旅游资源

的本体价值，而且还需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开发条件，

评价标准更加全面。

总之，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比传统视角

下县域旅游资源类型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泛、价值

更加综合、开发条件逐步摆脱限制、等级评价角度更

加多元。

2 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等
级评价体系构建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依据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参照《旅游资源分类、

调查与评价》（GB/18972—2017）[12]、《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等国家行业标准。在

此基础上，借鉴了刘定惠等 [20] 以黄石市沼山村为例

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评价指标体系、曹爽 [21] 对陕西

秦岭地区高A级景区旅游资源评价构建的指标体系、

王莹 [22] 在全域旅游视角下对祁连县旅游发展策略研

究以及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的再认识，初步

构建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邀请专家对指标进行筛选与修正，最终确定了资源

要素价值、资源开发条件 2 个要素层，并在要素层下

设置了共 11 项指标层。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

源等级评价体系如图 1 所示。

 

此次构建的等级评价体系与传统视角下旅游资

源等级评价体系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在资源要素价值中，增加了科研科教价值、

康体娱乐价值。源于全域旅游时代注重“旅游 +”的

发展，涌现出了旅游 + 教育、旅游 + 养生、旅游 +
美食等创新性旅游资源。新评价体系扩宽了旅游资源

的价值内涵，将创新性旅游资源的价值纳入其中。

2）将资源开发条件纳入评价体系。全域旅游视

角下，旅游资源等级评价不仅要考虑资源自身的价

值，还要综合考量旅游资源目的地的整体条件。在资

源开发条件中，经济发展水平、可进入性、基础设施

和配套设施等指标直接关系到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满

意度；客源市场和适游期代表了市场潜力；政策保障

则反映政策支持程度。

2.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2.2.1 判断矩阵的构建

根据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了 AHP 层次分析矩阵，包含 3 个判断

矩阵。采用专家问卷调查形式，课题组邀请了 15 位

旅游行业专家和安陆市旅游局工作人员，采用 1~9
整数的打分形式，由 1~9 表示重要程度越来越高，

对各层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比较。最后，把专家打分

结果输入 Yaahp10.3 软件，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确保

CR<0.1），计算得出各指标权重。其中，A-B 判断矩

阵如表 2 所示，B1-C 判断矩阵如表 3 所示，B2-C 判

断矩阵如表 4 所示。

图 1 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体系

Fig. 1 Evaluation system of county tourism resources grading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tourism

表 2 A-B 判断矩阵

Table 2 A-B judgment matrix

A B1 B2 wi

B1 1 2 0.667

B2 1/2 1 0.333

 λmax=2，CR=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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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权重的确定及结果分析

表 5 为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指

标权重。

由表 5 可知，在要素层中，资源要素价值、资源

开发条件所占权重分别为 0.667, 0.333。其中，资源

的要素价值占比较高，这表明全域旅游视角下，旅游

资源要素价值对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具有重要影

响，能够反映出旅游资源质量和吸引力。同时，资源

的开发条件也是影响旅游资源等级评价结果的重要

因素。旅游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开发及利用受到开发条

件的限制，而优越的开发条件可以提升旅游资源的吸

引力、体验感和持续性，从而实现旅游资源的效益最

大化，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

全域旅游视角下，资源要素价值中，观赏游憩价

值权重最高，达 0.451，其次是历史文化价（0.261）、

康体娱乐价值（0.169）以及科研科教价值（0.119）。

这表明在全域旅游时代，科研科教和康体娱乐的价值

逐渐凸显。科研科教价值在于通过探索和教育的手段

发掘旅游资源的潜在价值，康体娱乐价值则表现为提

供休闲娱乐和健康活动，提升生活品质，使人心情愉

悦。然而，观赏游憩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仍然是评价

旅游资源等级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综合考虑旅游资

源的各要素价值，以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

从旅游资源开发条件来看，可进入性（0.292）、

基础设施（0.153）、配套设施（0.153）所占权重排

在前三位。同时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

中，公共服务和供给体系得分分别达到 230 分和 240
分。这意味着在评价旅游资源等级时，需要充分考

虑旅游地的可进入性、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良好

的外部交通、内部交通和旅游交通服务可以提升旅

游地的可进入性，为旅游者的出行提供保障。此外，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还能为旅游者提供舒适、

优质的服务，提高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满意度。

根据总排序得知，观赏游憩价值所占权重最大，

为 0.301；其次是历史文化价值（0.174）、康体娱乐

价值（0.113）、可进入性（0.097）。而适游期（0.027）
和客源市场（0.022）对旅游资源等级评价的影响较小。

总之，在全域旅游时代，进行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

需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深入了解旅游资源的优劣，

为规划和管理提供依据，促进旅游业更好发展。

2.3 综合评价模型

通过综合评价方式计算出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

旅游资源的综合评分值；运用模糊打分的方式，对

旅游资源各指标进行百分制打分，乘以相应权重值，

最终计算加权综合值。计算公式如下： 

                           。

式中：D 为综合评分值；wi 为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权

重值；pi 为第 i 个因子评价的模糊打分值。

3 案例分析

3.1 研究区概括

被誉为“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漫画之城”“红

色沃土”“千年古县”的安陆市，地理位置优越，处

于武汉、宜昌、十堰金三角腹地，北部毗邻曾都区、

表 3 B1-C 判断矩阵

Table 3 B1-C judgment matrix

B1 C1 C2 C3 C4 wi

C1 1 2 3 3 0.451

C2 1/2 1 2 2 0.261

C3 1/3 1/2 1 1/2 0.119

C4 1/3 1/2 2 1 0.169

 λmax=4.071，CR=0.027<0.1

表 4 B2-C 判断矩阵

Table 4 B2-C judgment matrix

B2 C5 C6 C7 C8 C9 C10 C11 wi

C5 1 1/3 1 1 2 2 2 0.147 

C6 3 1 2 2 3 3 3 0.292 

C7 1 1/2 1 1 2 2 2 0.153 

C8 1 1/2 1 1 2 2 2 0.153 

C9 1/2 1/3 1/2 1/2 1 1/2 1/3 0.064 

C10 1/2 1/3 1/2 1/2 2 1 1/2 0.081 

C11 1/2 1/3 1/2 1/2 3 2 1 0.109 

 λmax=7.231，CR=0.028<0.1

表 5 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指标权重

Table 5 Weight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county-level 
tourism resource le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tourism

目标

层

要素

层

要素层

权重
指标层

指标层

权重

总权

重
排序

全域

旅游

视角

下县

域旅

游资

源等

级评

价 (A)

资源

要素

价值

(B1)

0.667

C1 观赏游憩价值 0.451 0.301 1

C2 历史文化价值 0.261 0.174 2

C3 科研科教价值 0.119 0.079 5

C4 康体娱乐价值 0.169 0.113 3

资源

开发

条件 
(B2)

0.333

C5 经济发展水平 0.147 0.049 8

C6 可进入性 0.292 0.097 4

C7 基础设施 0.153 0.051 6

C8 配套设施 0.153 0.051 6

C9 客源市场 0.064 0.022 110

C10 适游期 0.081 0.027 100

C11 政策保障 0.109 0.03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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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市，南部紧邻应城市、云梦县，西依京山市，东

接孝昌县，总面积为 1 355 km2。全市下辖 9 个镇、4
个乡、2 个街道。安陆市优沃的旅游资源为旅游业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目前，安陆市拥有 1 家 4A
级旅游景区——白兆山李白文化旅游区，4 家 3A 级

旅游景区——钱冲古银杏国家森林公园、朱桥牡丹

园、盛世闻樱、李白村文化旅游度假区，1 家国家湿

地公园——府河国家湿地公园，以及 6 处农旅融合

示范点——伍欣甸园、李白文化艺术村、亿人农业、

农梦年华、朱桥牡丹园、李白村文化旅游度假区。

2022 年，安陆市获批第二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单位，这将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和更强的政策支持。

3.2 资源分类

参照 2017 年《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

《安陆市志》记载及实地调研，课题组精选了安陆市

代表性旅游资源并进行分类，结果如表 6 所示。

 

3.3 全域旅游视角下安陆市旅游资源等级评价结果

3.3.1 安陆市资源单体评价得分及排序

邀请 15 位熟悉安陆市旅游资源的专家及旅游局

工作人员，对全市 89 个具有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单体

进行评分。采用百分制进行模糊打分，然后将各资源

单体每项分数乘以对应评价因子的权重值，最后计

算各旅游资源单体的加权总分。根据加权总分对旅

游资源单体进行排序，排名越靠前的资源总分越高。

安陆市旅游资源评分汇总表见表 7（节选 >60 分）。

表 7 仅展示评价总分大于 60 分的旅游资源，计

算得知，安陆市旅游资源的评价得分为 22.08~90.09 
分，平均分为 44.31 分。这表明，安陆市的旅游资源

整体评价偏低，品质有待提升。同时，旅游资源评

分差异较大，差值为 68.01 分。其中，60 分以上的仅

有 19 处，90 分以上的则堪称“一枝独秀”。当地低

分旅游资源多处于自然或封闭状态，开发利用程度不

高，且在总量中占比较大。因此，安陆市旅游资源品

质亟待全面提升。

从全域旅游视角来看，安陆市旅游资源等级评

价分为旅游资源要素价值（C1~C4）和资源开发条件

（C5~C11）两方面。评价结果显示，旅游资源要素价

值总分值为 66.67分，资源开发条件总分值为 33.33分。

通过计算得知，安陆市旅游资源的加权总分达到 60 分

以上的，其资源要素价值得分为 37.85~60.83 分，平均

值为 49.51 分；资源的开发条件得分为 22.75~29.26，
平均值为 25.23 分。可见，旅游资源要素价值对资源

质量有决定性影响，即旅游资源观赏游憩价值、历史

文化价值、科研科教价值、康体娱乐价值越高，资源

的整体质量越高。安陆市旅游资源要素价值参差不齐，

超过均值 49.51 分的仅有 7 处旅游资源，分别是白兆

山李白文化、钱冲古银杏、安陆红色文化、盛世闻樱

樱花、安陆水墨漫画、朱桥牡丹、安陆古城文化。资

源开发条件超过均值的也是这 7 处旅游资源点。

从资源开发条件来看，可进入性是影响旅游者能

否顺利抵达目的地的关键因素。安陆市拥有良好的可

进入性，分值均在 7.78分及以上，但还有提升的空间。

目前已构建航空、铁路、高速、国省道的立体交通

网。从安陆市到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高速直达约 90 
km，车程约 60 min。此外，安陆市将“路长制”示

表 6 安陆市旅游资源一览表

Table 6 Lis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Anlu City

类  型 旅 游 资 源 名 称

A 地文景观

白兆山、太平寨、槎山、吉阳山、乌羊山、云雾山、

自由山、月落岭、车盖名亭、桃花洞、梅花洞、

三眼洞、桃花岩、虎乳岩等

B 水域景观

府河、漳河、护城河、清水河、紫石河、观音冲水库、

龙王寺水库、龙冲水库、百花水库、解放山水库、

三河水库、幸福水库、联合水库、金井泉等

C 生物景观
钱冲古银杏、朱桥牡丹、盛世闻樱樱花、伍欣甸

园蓝莓、东园桃花、杜鹃长廊等

E 建筑与设施

府河一桥、府河二桥、三陂港、青龙潭、涢水古

港码头、竹罗古渡、汉尚书令黄香墓、唐吴王李

恪王妃墓、明代进士何迁墓、紫金台、凤凰台、

碧霞台、接官亭等

F 历史遗迹

白兆山李白文化、安陆红色文化、安陆水墨漫画、

安陆古城文化、金泉寺、德慧寺、四状元里遗址、

浮云楼遗址、夏家寨遗址、汉东书院传说、陈规

和长杆火枪、虎乳岩的传说、宋朝才子宋祁的传说、

麒麟狮子舞、大唐竹马、黑驴三犟、舞龙灯、采莲船、

打连厢、楚剧、方言评书、皮影等

G 旅游购品

白花菜、安陆银杏、封缸涢酒、南乡萝卜、吉阳大蒜、

翰林鸡、赵婆酶豆腐、朱桥有机香米、月落岭香菇、

袁畈辣椒、安陆神丹、巡店鳝鱼等

H 人文活动
斗子文、黄香、许郝家族、安州四状元、三巡抚、

坪坝保卫战、吉阳山保卫战、尖山狙击战等

表 7 安陆市旅游资源评分汇总表

Table 7 Summary of tourism resource scores for Anlu City
排序 名  称 总分 排序 名  称 总分

1 白兆山李白文化 90.09 11 东园桃花 72.63

2 钱冲古银杏 85.42 12 杜鹃长廊 72.33

3 安陆红色文化 83.02 13 安陆银杏 72.31

4 盛世闻樱樱花 81.58 14 封缸涢酒 71.25

5 安陆水墨漫画 81.44 15 府河 69.89

6 朱桥牡丹 80.36 16 太平寨 68.24

7 安陆古城文化 78.93 17 汉东书院传说 67.44

8 伍欣甸园蓝莓 74.38 18 麒麟狮子舞 63.23

9 白兆山 73.65 19 大唐竹马 60.59

100 白花菜 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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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线创建作为展示当地文化的重要窗口。但是实地调

研发现，安陆市旅游资源点之间缺乏城市观光交通、

旅游专线公交、旅游客运班车形式单一，运力不足，

缺乏弹性供给能力；交通不够通畅，部分地区存在交

通限制。同时，旅游资源的发展也得益于当地基础设

施和服务设施的支持。由专家评分可以看出，安陆

市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得分均偏低，因而，

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有待完善。通过多次实地调研也

发现，安陆市缺乏完善的旅游导览系统、智慧化元素

缺失；住宿、餐饮、娱乐、公共设施质量不高。由适

游期角度看，安陆市生物景观类旅游资源存在明显的

淡旺季，如钱冲古银杏、盛世闻樱樱花、东园桃花、

杜鹃长廊等适游期得分明显降低。由客源市场角度

看，安陆市客源主要来源于安陆市当地及周边地区，

市场受限；由政策保障层面看，安陆市陆续出台各种

政策促进全域旅游的发展。

总体来看，安陆市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优势，但

仍需在资源要素价值、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服务设

施、适游期等方面进行提升，以提高整体质量和市场

竞争力。

3.3.2 旅游资源等级评价

根据各旅游资源单体评估总分，参照 2017 年《国

标》划分为 5 个等级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级处理。其中，

五级（≥ 90 分）、四级（75~89 分）、三级（60~74
分）、二级（45~59 分）、一级（30~44 分），安陆

市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汇总表如表 8 所示。

评价结果显示，全域旅游视角下，安陆市特品

级旅游资源仅 1 处，即白兆山李白文化。李白曾“酒

隐安陆，蹉跎十年”，以白兆山为活动中心，创作了

109 篇诗文，留下了李白读书台、太白堂、摩崖题刻

等 18 处遗址，使得“李白文化”成为安陆市的一张

表 8 安陆市旅游资源等级评价汇总表

Table 8 Summary of tourism resource grading evaluation
in Anlu City

独特名片，彰显了旅游资源的价值和品质。此外，安

陆市在保护原有遗址的基础上，还推出了各类李白文

化主题的旅游活动，如李白文化艺术节、李白诗词大

会等。安陆市通过充分利用白兆山李白文化的优势，

开发旅游产品，扩宽旅游市场，吸引了众多旅游者前

来体验和欣赏。这一特品级旅游资源为安陆市旅游业

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优良旅游资源单体有 18 处，占总数（89 处）的

20.22%。包括四级旅游资源 6处，三级旅游资源 12处。

其中，钱冲古银杏因其集中分布、树形美观、树龄悠

久而著名，特别是虚怀若谷、八面雄风、忠心耿耿等

代表性银杏树；安陆市红色文化则承载了李先念等革

命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安陆市是水墨漫画创新、发展

和繁衍之地。此外，安陆市还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旅

游资源，如盛世闻樱樱花、朱桥牡丹、东园桃花等。

这些旅游资源各具特色，为安陆丰富的旅游资源增添

了魅力。

普通级旅游资源共有 41 处，占总数（89 处）的

46.06%，包括二级旅游资源 18 处、一级旅游资源 29
处。而未评级的旅游资源有 23 处，多为一些待开发

的水库。这些资源虽然存在一定的开发潜力，但无论

是保存程度还是开发价值，都与特品级、优良资源存

在明显差距。由此可见，安陆市在旅游资源开发上仍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综合来看，全域旅游视角下，安陆市旅游资源等

级结构总体上呈“金字塔形”。这种结构表明安陆市

的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既有代表性的特色旅游资源，

有利于吸引游客并提升安陆市的旅游竞争力，也有众

多普通级旅游资源，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然而，

这些资源的等级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合理开发和优

化提升。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1）全域旅游视角下，对县域旅游资源进行再认

识。发现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旅游资源相比传统视角

下县域旅游资源类型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泛、价值

更加综合、开发条件逐步摆脱限制、等级评价角度更

加多元。

2）安陆市旅游资源丰富，但仍需在资源要素价

值、可进入性、基础设施、服务设施、适游期等方面

进行提升，以提高整体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3）全域旅游视角下安陆市旅游资源等级结构总

体上呈“金字塔形”，五级旅游资源 1 处、四级旅游

资源 6 处、三级旅游资源 12 处、二级旅游资源 18 处、

资源级别 数量 资 源 名 称

五级 1 白兆山李白文化

四级 6
钱冲古银杏、安陆红色文化、盛世闻樱樱花、安

陆水墨漫画、朱桥牡丹、安陆古城文化

三级 12
伍欣甸园蓝莓、白兆山、白花菜、东园桃花、杜

鹃长廊、安陆银杏、封缸涢酒、府河、太平寨、

汉东书院传说、麒麟狮子舞、大唐竹马

二级 18

翰林鸡、南乡萝卜、槎山、车盖名亭、金泉寺、

吉阳大蒜、桃花洞、桃花岩、楚剧、赵婆酶豆腐、

漳河、护城河、云雾山、紫金台、凤凰台、碧霞台、

吉阳山、乌羊山

一级 29
吉阳山保卫战、府河一桥、府河二桥、坪坝保卫

战、尖山狙击战、宋朝才子宋祁的传说、虎乳岩

的传说、陈规和长杆火枪、青龙潭、安陆神丹等



76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25 年

一级旅游资源 29 处，未评级旅游资源 23 处。

4.2 安陆市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针对全域旅游视角下安陆市旅游资源等级评价

结果，为安陆市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若干建议。

4.2.1 明确旅游资源开发顺序

安陆市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应根据旅游资源

的等级进行开发。首先，优先开发特品级旅游资源，

强化核心景区建设，发挥特品级旅游资源的龙头带动

作用，提升景区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针对优良

级旅游资源要不断挖掘资源内涵，形成独有的特色，

争取建设成五级旅游资源。而普通旅游资源则需要在

开发过程中进行潜力评估，挖掘其潜在价值。

4.2.2 提升旅游资源要素价值

安陆市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注重旅游资源

要素价值的提升。对于特品级旅游资源如白兆山李白

文化，建议采用智慧化手段活化李白文化，不断讲好

李白故事，提升旅游资源价值。同时要加强与周边景

区李白村文化旅游度假区的联动发展。对于优良级旅

游资源，如钱冲古银杏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充分挖掘

银杏的保健、药用价值，开发以银杏康养为主题的

休闲度假产品，丰富度假产品业态、延长旅游季节，

完善产业链条，提升旅游资源的知名度。总之，针对

不同级别的资源，提升资源要素价值的策略应结合资

源特点，充分发挥优势，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

4.2.3 优化提升旅游资源开发条件  
安陆市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需从以下 4 个方面优

化旅游资源开发条件。1）优化旅游交通体系。安陆

市要逐步排查，打破交通限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无

障碍交通衔接。此外，依托现有农村客运及班车，增

设旅游专线，保持线路畅通。开通至各旅游资源点的

直通车。2）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一方

面，安陆市应提升住宿、餐饮、娱乐等公共设施质量，

满足旅游者在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需求，

给旅游者提供优质的体验。另一方面，以旅游者为核

心，以安陆市特色文化基石，打造一站式全程旅游服

务的移动端应用，完善智慧旅游硬件设施，以满足游

客的信息化、智慧化需求。此外，优化旅游标识系统，

制作全域旅游全景图等，放置于旅游集散中心、高速

公路出入口等重要位置。3）突破季节限制。针对旅

游资源淡旺季的差异，逐步延长产业链，开发新产品。

如盛世闻樱樱花逐步打破适游期限制，围绕樱花策划

主题度假产品、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4）扩宽

客源市场。安陆市采用多元化的宣传策略，将线上 +
线下相结合，提升旅游资源的知名度。线上利用抖音、

微博等平台宣传旅游资源及优惠政策，线下积极参加

旅游推介会、旅游论坛等，通过这些方式，吸引更多

的旅游者前来，以便更好地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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