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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资料、德尔菲法、层次分析(AHP)等方法,构建了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

体系,从而实现对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监测预警及纠偏.结果显示:①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

展能力评价指标包括7个二级指标和44个三级指标;②各二级指标及权重依次为山地体育旅游资源条件0.2704、

山地体育旅游生态能力0.2161、经济可持续能力0.1885、产业自身效益0.1162;③各三级指标及权重依次为山

地体育旅游线路数量及线路总长0.1608、山地体育旅游项目体验营业收入0.0575、气候条件0.0566.为推进贵

州山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了不断创新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特色品牌、重视生态优先、走可持续发展

之路等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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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体育旅游主要是指以各种山地水体、丰富的动植物景观等自然资源以及山地居民社会文化生活习

俗等人文资源为载体,结合山地攀登、赛事、探险、考察、野外拓展等特色户外体育项目,兼山地观光、休

闲、度假、健身、娱乐、教育、运动为一体的现代旅游形式[1-2].2017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批复支持贵州创

建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2019年10月,贵州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贵州省创建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的意

见》,明确将体育旅游培育成贵州省经济新的增长点,到2022年建成山地民族特色体育旅游强省[3].
美国系统学家Hansen等[4]将可持续发展能力定义为:一个系统可以达到可持续状态的能力.山地体

育旅游是一个复杂系统,如何科学有效地评价山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拟为科学度量贵州山地体

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依据,从而实现对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监测预警及纠偏.在
此基础上,结合贵州旅游强省建设目标和相关理论,探讨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对策,以

期为顺利实施与稳步推进贵州旅游强省建设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对体育旅游、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与评价等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查阅、梳理和分析,充分把握相

关研究动态,对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与评价形成科学认知,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1.2.2 实地调查法

采用实地(对政府、旅游局、体育局、统计局、山地体育旅游目的地的调研)调研的形式对贵州山地体

育旅游发展现状与发展环境进行了解和分析.
1.2.3 德尔菲法

广泛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专家意见设计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筛选问卷,向长期

从事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10名专家发放该问卷,并进行指标筛选,完成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2.4 扎根理论

采用扎根理论结合NVivo12分析软件对其进行编码分析,得到编码的目标层、准则层与要素层,编制

初始问卷.
1.2.5 层次分析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与德尔菲法确定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的各评价指标权重.

2 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构建

对近10年来涉及“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的文献进行收集、分类和整理[5-7],同时遵

循科学性、可操作性等指标构建原则[8],初步构建了包括1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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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邀请10位相关专家对该指标体系的组成和合理度进行3轮征询.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打分,分别

按5~1进行计分,最后通过计算每一个指标的均值和变异系数来修订和筛选指标.本研究的指标筛选依据

有2点:第一,均值大于等于4分(本研究设定均值不小于4分的指标可以入选,所选指标的平均得分在4
分以上(满分5分));第二,变异系数小于0.2的指标可以入选[9].

经过专家3轮筛选,对具有相同含义或相近观点指标进行合并,例如“山地体育旅游线路”和“山地体育旅

游线路总长”2个指标合并为“山地体育旅游线路数量及线路总长”;对表述不严谨和不准确的部分指标进行补

充修正,例如“山地体育资源”指标修正为“山地体育旅游资源条件”;对专家认为不能真实有效反映情况的指

标进行剔除,例如“科研力度”等不重要指标.最终得到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贵

州

山

地

体

育

旅

游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评

价

A

B1 山地体育旅游资源条件

B2 山地体育旅游生态能力

B3 经济可持续能力

B4 配套保障完善度

B5 体育旅游管理能力

B6 产业自身效益

B7 产业市场潜力

C11山地体育旅游线路数量及线路总长

C12山地体育赛事开展频率

C13山地体育文化

C14山地体育设施

C21气候条件

C22空气质量

C23森林覆盖率

C24水环境质量

C25野生动植物多样性

C26山地形态多元性

C31体育旅游地区人均GDP
C32城镇化水平

C33产业结构

C34人口规模

C3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C36农副产品供给潜力

C37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度

C41交通便捷度

C42住宿舒适度

C43餐饮

C44山地体育活动安全应急保障体系

C45医疗急救

C46咨询服务

C51体育旅游专项政策支持

C52政府体育旅游专项投入

C53山地体育旅游项目宣传力度与营销

C54山地体育旅游投融资的对外开放与合作

C55项目特色与创新

C56从业人员高精尖数量

C57行业监管

C58行业人才培养投入

C59应急处理机制

C61山地体育旅游项目体验营业收入

C62住宿营业收入

C63餐饮营业收入

C64当地特产商品营业收入

C65带动就业人数

C71国内外地游客数量

C72国外游客数量

C73游客可持续消费能力(重游、推荐等发生率)
C74游客逗留天数

C75人均体育旅游专项消费水平

C76旅游适宜期

C77辐射带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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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评价指标体系矩阵建立及权重分配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权重赋值,由专家组按1~9标度对各个层次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两两对

比,构建判断矩阵.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将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设为A,准则层为B,要素层为C.以

A-B矩阵为例进行计算.
(1)构造判断矩阵.以A 表示目标,Bi,Bj(i,j=1,2,…,n)表示因素;Bij 表示Bi 对Bj 的相对重

要性数值,并由Bij 组成A-B 判断矩阵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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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B22 … B2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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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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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ê
ê
ê
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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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2)计算重要性排序.根据判断矩阵,求出其最大特征根λmax 所对应的特征向量w.

① 求出判断矩阵B=(aij)n×n 中每一行元素所有的乘积Mi,则:

Mi=∏
n

j=1
aij(i=1,2,…,n)

 ② 在求Mi 的n 方根,得wi=
n
Mi(i=1,2,…,n)

③ 将向量w=(w1,w2,…wn)T 归一化处理,得wi:

wi=
wi

∑
n

i=1
wi

   (i=1,2,…,n)

 从而得到特征向量w=(w1,w2,…,wn)T

(3)一致性检验.层次分析法是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所列的判断矩阵结果具有一定主观性,因此需

进行一致性检验.

计算一致性指标CI=
λmax-n
n-1

,λmax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n为判断矩阵的阶数.计算一致性比例

CR=
CI
RI
(CR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CI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RI为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

性指标),CR <0.1表示符合一致性.
依据上述方法,进一步计算出要素指标层综合权重,分别得出B1-C1~4,B2-C1~6,B3-C1~7,B4-

C1~6,B5-C1~9,B6-C1~5,B7-C1~77个判断矩阵权重值和CR 值,结果见表2、表3.

3 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数据评析

对准则层和要素层指标进行分析,评析各层级指标对贵州省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影响程度.除同

级内部评析外,主要从要素指标层对准则层的影响、要素指标层对总目标影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准则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析

从准则层7项指标来看,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位列首位是山地体育旅游资源条件,

权重值为0.2704;其次是山地体育旅游生态能力,权重是0.2161;经济可持续能力权重占比0.1885;其

后为权重值0.1162的产业自身效益,最后是体育旅游管理能力、产业市场潜力、配套保障完善度,权重值

分别为0.0893,0.0678,0.0517.上述数据表明山地体育旅游资源条件、山地体育旅游生态能力以及经济

可持续能力对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占据主导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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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各指标权重表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全局权重 同级权重

贵

州

山

地

体

育

旅

游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力

评

价

指

标

A

B1 山地体育旅游资源条件

(0.2704)

B2 山地体育旅游生态能力

(0.2161)

B3 经济可持续能力

(0.1885)

B4 配套保障完善度

(0.0517)

B5 体育旅游管理能力

(0.0893)

B6 产业自身效益

(0.1162)

B7 产业市场潜力

(0.0678)

C1山地体育旅游线路数量及线路总长 0.1608 0.5946
C2山地体育赛事开展频率 0.0370 0.1368
C3山地体育文化 0.0369 0.1365
C4山地体育设施 0.0357 0.1321
C1气候条件 0.0566 0.2618
C2空气质量 0.0514 0.2380
C3森林覆盖率 0.0523 0.2419
C4水环境质量 0.0270 0.1251
C5野生动植物多样性 0.0140 0.0646
C6山地形态多元性 0.0148 0.0686
C1体育旅游地区人均GDP 0.0260 0.1381
C2城镇化水平 0.0243 0.1289
C3产业结构 0.0278 0.1475
C4人口规模 0.0209 0.1110
C5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0.0215 0.1143
C6农副产品供给潜力 0.0225 0.1195
C7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度 0.0454 0.2407
C1交通便捷度 0.0079 0.1531
C2住宿舒适度 0.0080 0.1542
C3餐饮 0.0056 0.1075
C4山地体育活动安全应急保障体系 0.0130 0.2509
C5医疗急救 0.0127 0.2466
C6咨询服务 0.0045 0.0877
C1体育旅游专项政策支持 0.0309 0.3466
C2政府体育旅游专项投入 0.0123 0.1380
C3山地体育旅游项目宣传力度与营销 0.0056 0.0623
C4山地体育旅游投融资的对外开放与合作 0.0062 0.0700
C5项目特色与创新 0.0147 0.1643
C6从业人员高精尖数量 0.0047 0.0532
C7行业监管 0.0046 0.0513
C8行业人才培养投入 0.0041 0.0465
C9应急处理机制 0.0061 0.0680
C1山地体育旅游项目体验营业收入 0.0575 0.4945
C2住宿营业收入 0.0076 0.0650
C3餐饮营业收入 0.0075 0.0643
C4当地特产商品营业收入 0.0084 0.0720
C5带动就业人数 0.0354 0.3043
C1国内外地游客数量 0.0132 0.1945
C2国外游客数量 0.0106 0.1557
C3游客可持续消费能力(重游等发生率) 0.0099 0.1467
C4游客逗留天数 0.0069 0.1012
C5人均体育旅游专项消费水平 0.0078 0.1155
C6旅游适宜期 0.0056 0.0822
C7辐射带动能力 0.0139 0.2043

表3 判断矩阵一致性值

判断矩阵 B1-C1~4 B2-C1~6 B3-C1~7 B4-C1~6 B5-C1~9 B6-C1~5 B7-C1~7

CR 0.0257 0.0273 0.0205 0.0768 0.047 0.0041 0.0333

3.1.1 山地体育旅游资源条件

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山地体育旅游资源当中,山地体育旅游线路数量及线路总长占同级评价层

权重的近60%,其余3项均为13%左右.贵州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独特地形地貌优势,贵州山地体育

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结合地貌特征,打造高质量、个性化的精品山地体育旅游黄金路线,形成有特色

的山地体育旅游线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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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山地体育旅游生态能力

研究数据显示,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能力当中,气候条件、空气质量、森林覆盖率3类指

标要素占自身要素评价层权重的近75%,说明生态环境的优良对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切实提高气候条件、空气质量、森林覆盖率,将有力提升山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质量.
3.1.3 经济可持续能力

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度和产业结构2个要素指标在经济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共占比40%左右.其中资

源丰度占首位,资源丰度是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山地体育旅游的发展需要区内其他旅游

资源的相互配合与支持.第二位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反映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可以促进地区产业结

构优化,形成产业规模化发展,是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3.1.4 配套保障完善度

在准则层当中,配套保障完善度排名最后一位,权重值仅为0.0517,但该系统在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

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仅山地体育活动安全应急保障体系与医疗急救2项指标就占要素层的近50%.游

客只有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舒适、愉快的旅游体验.因此完善的安全应急保障体系与医疗

体系是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3.1.5 体育旅游管理能力

体育旅游管理能力在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准则层中,权重值为0.0893,其中体育旅游专项政策

支持指标要素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占比为34.7%,其次为项目特色与创新和政府体育旅游专项投入,分别

为16.4%,13.8%.贵州山地体育旅游要想走得更远、走得更好,离不开国家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高效

的综合管理能力和完善的监管机制是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3.1.6 产业自身效益

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自身效益在准则层中权重赋值0.1162,仅山地体育旅游项目体验营

业收入就在自身要素层占比为49%.由此看来,营业收入是山地体育旅游产业中重要的经济主体.良好的

经济效益是山地体育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山体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

源泉.
3.1.7 产业市场潜力

产业市场潜力是山地体育旅游产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准则层权重值为

0.0678,其中辐射带动能力、国内外地游客数量、国外游客数量占自身要素层指标的55%.游客是山地体

育旅游主要的消费群体,如果山地体育旅游市场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山地体育旅游产业必然难以维持

可持续发展.辐射带动能力是山地体育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辐射带动范围有多大,山地

体育旅游产业就能走多远.
3.2 要素指标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析

要素指标层中一共有44个指标,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山地体育旅游线路数量及线路总长、山地体育旅

游项目体验营业收入、气候条件,权重值分别为0.1608,0.0575,0.0566.表明山地体育旅游路线的数量

和质量是影响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稳定的经济收入有利于山地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

机构的完善,而气候条件的实质也是旅游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些都是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的优势所在.

4 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策略

4.1 不断创新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特色品牌

山地体育旅游产品是体育产业和旅游业相融合、共同发展的重要产物.为实现贵州体育产业与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实现体育旅游产品体系的不断创新,以资源话优势、以产品赢市场、以品牌升形

象[11].打造山地体育旅游品牌,意在充分挖掘主品牌的潜在价值,凸现、放大、强化主品牌[12].相关部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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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根据贵州省各州(市)的环境资源、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打造“多彩贵州”“探秘贵州”等山地体育旅游特

色品牌.

4.2 重视生态优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山地体育旅游的不断发展,山地体育旅

游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愈发紧张[13].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山地体育旅游导致的环境污染,

例如游客在游玩过程中丢弃的废物引起的污染;其二,山地体育旅游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植被遭到过

度的踩踏[9].要解决山地体育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矛盾,首先应树立山地体育旅游与生态环境

保护协同发展观,走保护环境与发展特色旅游并重的和谐之路[14];其次是健全山地体育旅游法律法规,对

乱扔垃圾、恶意破坏生态环境的游客给予处罚.积极构建“生态搭台、体育唱戏、旅游听曲”的可持续发展生

态旅游模式.
4.3 积极推进体育旅游+多产业融合发展

如今,产业融合已经不只是某一个产业内的融合,也不只是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而是多

个产业之间的多元互动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大趋势[15],因此,应积极推进体育旅游+多产业融合

发展,如体育旅游+大数据、体育旅游+教育培训、体育旅游+制造业等,这些是未来贵州体育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增强贵州体育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让山地体育旅游产业成为贵州省真正的“支柱

产业”.
4.4 进一步完善山地体育旅游发展的顶层设计

山地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府扶持政策,是实现山地体育旅游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决

定因素,也是我国山地体育旅游产业实现快速而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16].首先,政府要以市场为主导,站

在客观、科学的视角,结合贵州省所具备的现实条件,抓紧制定落实相应的配套政策,为山地体育旅游产

业的发展做好政策顶层设计,如设立山地体育旅游发展专项基金、资金补贴等优惠政策[17].其次,营造良

好的投资环境,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体育旅游项目开发、建设、运营,鼓励多元化投融资机制[18],支持贵州

举办重大国际性山地体育旅游专项体育赛事.
4.5 加大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的对外宣传力度

贵州在开展山地体育旅游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环境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如何将贵州山地

体育旅游的优势宣传出去,对于加快贵州山地体育旅游强省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要充分借助贵州举

办国内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学术会议等契机,大力宣传,促进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的发展;其次,政府要将体

育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建立体育旅游节、体育特色旅游小镇等特色体育旅游项目,并通过互联网服务平台

进行信息宣传[19];最后,加强与境外网络和平面媒体的合作,鼓励境外媒体对贵州体育山地旅游进行宣

传[20],以提升体育旅游资源的知名度.

5 结语

在体旅融合背景下,国内对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为了科学度量贵

州山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进行监测预警与纠偏,本研究构建了包含1个目标层、7个准则层、

44个要素层的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山地体育旅游资源条件、山地体育

旅游生态能力、经济可持续能力和产业自身效益是影响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体育旅游管

理能力、产业市场潜力和配套保障完善度对山地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影响较小.为打造贵州山地体育旅游

强省,实现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打造贵州山地体育旅游特色品牌、重视生态优先、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策略,以推进我国山地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指标的选取和权重的确定存在一

定的主观性,本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仅提供一种方法和思路,有待于随着山地体育旅游的发展不断完善和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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