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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科技快速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但过快的发展和利

益的驱动加剧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在新农村建设中，如

何在发展村庄产业的同时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和过

度开发，是目前很多山区旅游村庄面临的严峻问题 [1]。要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根据当地的各项条件，分析利益，趋利避

害，合理空间布局，引导其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还需要有政府从农村政策、相关法律、农民培训、资金投入

等各个层面的全程引导，逐渐过渡到以村民为主体自觉保护

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走向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 村庄背景及发展条件

2.1 区位条件分析
天子湖镇位于中国安吉县北部，东连梅溪镇，南接安

吉县城（递铺街道），西临安徽省广德县，北壤长兴县，是

浙皖两省三县汇合点，杭州都市圈与皖江城市带的交汇点，

距离杭州 68km，南京 150km、上海 200km[2]。受荣村位于

天子湖镇的西南部，北接迂迢，南临皈山乡，西接上吴村，

东联良村。距离天子湖镇区 13.1km。

现状外部交通体系已形成，但村庄与高等级道路联系

较弱。未来依托高铁大道，对外交通便捷；村庄与对外高等

级道路间联系有待强化。

2.2 旅游资源分析
受荣村以茶、竹、水、居、径为村庄的五大特色，融

为一体，形成了“山清水秀、竹韵茶香、曲径蜿蜒、美丽农家”

的景象。其中，白茶和毛竹是村庄主要的经济作物。其山水

资源丰富，自然环境优美。受荣村村域范围山水绵延，山体

主要呈现三条山脉并行的形式，村北有一面积约 22.24ha 的水

库，村内水渠较多，多从山顶流下，汇入村口受荣水库。毛竹

漫山遍野，茶园分布广泛，梯田肌理明显。受荣村以白茶和

毛竹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茶园与竹林的田园景观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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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化底蕴丰富，包含茶文化、竹文化、受荣舞狮、

移民文化等。受荣村村民世代种植白茶和毛竹，茶园与竹山

不仅仅是村民的生产工具，更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还

有名人文化（皮划艇世界冠军许亚萍），非遗民俗（受荣舞

狮——安吉县 2014 年第五批县级非遗），移民文化（湖北、

河南、安徽等移民后代聚居区），其他的故事传说（石头箱子，

受荣村名的由来）等文化。

2.3 现状条件分析
受荣村共有 13 个自然村，人口 1397 人，共 394 户。

村庄整体分布分散，主要分为南北两片，其中北部受荣水库

周边居民点相对集中，共 10 处，南部分布分散，共 2 处。

居民点分布多结合山体，呈带状斑块状分布，依山而建，

因地制宜，与周边环境结合较好。利用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见图 1。

图 1 村庄现状条件

受荣村地形以山体为主，起伏较大。总体地势西南高、

东北低，四面被山体环绕，地形以陡坡丘陵为主，西南部峰

峦叠嶂，周边山体主要有大岗岭、高山尖山阳山，属于山区

型村庄。

受荣村村域内地形坡度在 0° ~60°，最陡地形出现在

村域北部。

受荣村北部居民点，以比、北西、西南为主，南部

居民点以东北、西南、东为主。受荣村村域内地势高程在

0~470m，最高点位于村域西北部区域，最低点位于村域受

荣水库。

2.4 村庄旅游发展规划市场动向

2.4.1 市场现状分析
安吉乡村旅游阶段研究：1998—2001 年，乡村旅游进

入培育阶段，对农家乐单一业态进行培育；2001—2003 年，

安吉乡村旅游进入发展阶段，乡村旅游遍地开花；2003—

2005 年，农家乐问题日益凸显，成立安吉县农家乐规范管

理领导小组，乡村旅游进入规范阶段；2007 年至今，美丽

乡村建设推动美丽乡村经营，安吉乡村旅游突破传统单一业

态，结构日益丰富，品质型乡村旅游产品入市，乡村度假格

局初显。

第一，安吉乡村旅游产业规模：2015 年全县乡村旅游

接待游客 61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1%，旅游总收入 18.6

亿元，增长 55.8%，接待过夜人天数达 2804801 人天，旅游

业从业人数达 14800 人。乡村旅游收入结构趋于合理，其

中住宿收入占比 37%，餐饮收入占比 32%，景点门票收入

14%，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12%，其他收入占比 5%。

第二，乡村旅游规划存在的问题：

同：产品同质化严重、内部竞争激烈，各个乡村资源

过于相似，提供产品过于雷同，缺乏差异性。

单：乡村旅游产品单一、业态亟需多元化，缺乏康体

健身、文化体验、旅游演艺、精品民宿等业态。

孤：乡村旅游产业各自为政，相互孤立，缺乏整体谋划，

距全县一盘棋、统筹各要素发展乡村旅游尚有差距。

乏：安吉乡村旅游始于农家乐，成名于美丽乡村，缺

业态经营，专门为乡村度假设计的产品不足。

2.4.2 市场发展趋势
旅游市场新趋势：

“绿”——回归“绿“色，游客想要“做回自然的孩子”。

“闲”——从走马观花到休闲度假，从感官刺激到身

心体验。

“慢”——渴求慢生活，游客需要偷得浮生半日闲。

“养”——健康养老·康体养生·美容养颜，游客需

要养生活。 

2.4.3 客源市场分析
客源结构：中国国内以长三角近程市场为主，省内以

杭湖甬三市为主；近程外地及中远程市场重游率较低；以青

中年为主的大众客群；家庭游、自驾游特征显著；周末两日

游特征明显；亲近自然，追慕生态是核心诉求。商杭高铁、

杭安轻轨、申嘉湖高速西延线的建设运营，安吉将进入杭州、

上海同城发展时代，安吉距长三角核心城市均在 1~3h 交通

范围内。

通过以上对旅游发展趋势、市场需求和发现现状的分

析，从安吉县距其客源市场空间距离，基于交通可达性和城

市出游率判断，沪杭甬自驾客群、商合杭高铁客群依然是安

吉的核心客源。

规划确定湖州及杭州都市圈为受荣村生态旅游项目的

基础市场，杭州、上海、南京等长三角近程区域为核心客源

市场；同时争取华中、华北、华南等中程地区为拓展旅游市

场。目标人群以中青年为主，兼顾幼童（家庭亲子游）和老

人（养生度假）。

2.4.4 旅游市场定位
最终确定旅游市场定位为休闲旅游市场、养疗度假市

场、体育运动市场、家庭亲子市场、农业休闲市场。

以杭州为核心的杭州都市圈，乃至上海、南京、宁波

等长三角城市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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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村庄旅游发展规划研究策略

3.1 规划思路
充分利用前期调查分析工作所得数据，深究当地资源

特色，根据市场动向确定根本的发展定位，从而确定规划 

策略。

3.2 规划策略

3.2.1 全域生态评价，生态容量控制
综合运用生态因子组合法和多因子加权分析法，对受

荣范围内土地的生态敏感性和开发适宜性进行分级和综合

评价，并在空间上划定出不同等级生态敏感区和开发适宜性

分区的分布格局（见表 1、表 2）。评价的具体计算模型公

式为：

式中，S——生态敏感性和开发适宜性综合评价值；

   Ki——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

   Xi——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描述等级的数量化值；

   N——评价因子的个数（n=1,2,3,…）。

借助 ArcGIS 空间分析软件，进行空间数据管理及分析。

GIS 空间评价的技术路线如图 2 所示。

图 2 GIS 空间评价技术路线图

3.2.2 生态敏感性分析
针对受荣实际，选取地形、水体、植被和农田四个影

响因素，作为生态敏感性的评价因子。其中地形包括海拔高

度和坡度两个方面。对受荣地区内的水体等进行资源保护。

根据敏感程度的不同，划出相应的保护范围。茂密的林地具

有比草地、园地等其他植被覆盖形式更高的生态价值，其生

态敏感性也更高。

通过以上四项影响因素，最终综合叠加。得到最终的

生态敏感性评价：

式中，S——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值；

   Ki——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

   Xi——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描述等级的数量化值；

    n ——评价因子的个数（n=1,2,3,…）。

3.2.3 建设适宜性评价
影响区域开发建设的因子很多，如高程、坡度、土地

现状开发情况等。在分析受荣现状特征的基础上，遵循因子

的可计量、主导性、代表性和超前性原则。选取影响用地发

展的主要因素——地形地貌、交通条件、土地可使用情况及

农田保护，作为开发适宜性评价的主要内容 [3]。

其中：高程、坡度、农田作为自然环境因子，交通、

现状土地利用情况、坡向作为建设发因子。基于受荣现状特

殊情况，针对村域待开发项目作为因子分析，距离项目越近，

未来开发条件越佳，具体分类及评分如表 1 及表 3 所示，注：

权重值采用专家评分法予以确定。

最终通过综合叠加法得到开发适宜性分析图。通过单

因子加权叠加的方法，根据开发适宜性评价的模型公式：

式中，S——开发适宜性综合评价值；

表 1 生态敏感性因子权重计算

表 2 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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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权重；

  Xi——第 i 个评价因子的描述等级的数量化值；

  N——评价因子的个数（n=1,2,3,…）。

得出工程适宜性的最终评价结果，分为最适宜、适宜、

一般适宜、不适宜和不可开发五个等级。

最后综合各项因素，得出最终规划。

3.2.4 环境承载能力
规划总用地土地资源承载力为 12365 人，基地瞬时容

量需低于该值，以保障基地的生态品质和持续发展。

3.2.5 分期打造，动静联合
重点项目先行，分期分区打造：分期打造，重点项目

先行打造，吸引人流，打造品牌效应。完善基础设施，如售票、

停车、公厕、餐饮等。近三年完善各项设施，后五年完善全

局。近期梳理村内存量建设空间，近期可用于旅游发展配套

建设。主要有村集体的存量空间 3 处、村集体意向建设空间

1 处、村民意向建设空间 3 处、村近期可利用空间 4 处。远

期全域全景打造，吸引顾客；全时设计，留住顾客。强化全

天候、全季节、全年度的旅游吸引力产品，丰富相关旅游配

套服务 , 实现全时可游的山水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建设。

——春秋：滑翔伞作为主要产品。春季：白茶 + 竹笋 + 

花草 + 户外；秋季：果实收荻 + 秋季景观。

——夏季：玻璃滑漂 + 水乐园 + 避暑度假 + 亲子互动

游 + 暑假研学游。

——冬季：文化集市 + 传统手工艺。

——工作日：研学旅行 + 老年旅行 + 团建旅游。

亦动亦静分区，主题游线联动：规划整理村庄入口至

滑翔伞基地的道路与至大荣自然村的道路，适当拓宽并提

升，构建村内主要车行道路框架，同时开拓滑翔伞基地、玻

璃滑漂基地到大荣自然村的登山路线，打造村域旅游环线

（车行 + 慢行）联通四大功能片区，串联核心旅游项目。

区域发展联动，设施综合统筹：立足昌硕——天子湖

文化休闲生态圈，依托昌硕故里文化度假组团，联动周边村

庄旅游产业；联系东西方向绿道，延伸乡村绿道，构建村庄

绿道景观网络系统；强化自身生态运动旅游特色，与周边村

庄错位发展；加强与民乐、迂迢村庄交通联系，构建小区域

的交通旅游环境。

三村融合，产业互补，区域统筹，打造天子湖镇乡村

振兴示范区乡村旅游的增长极。明确村庄旅游产业定位与功

能（见图 3）。

表 3 开发适宜性因子属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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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总平面图

4 关键技术

综合运用多因子加权分析法，借助 GIS 空间分析软件，

将相关用地和影响因子矢量化之后，获取评价单元及其属性

数据，并进行空间数据管理及分析。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

将各影响因子的斑块分布赋予相应的属性值，制作单因子评

价。将各单因子评价结果进行加权综合分析，根据最终的综

合指数划分级别，实现评价结果的输出。

5 成果

立足天子湖山水神秀的地域资源，以促进农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为灵魂，以打造高标准生态宜居环境为基础，以推

进农村改革释放新动能为特色，以打造乡村文明和乡村治理

新高地为目标，以全面创造农民群众富裕生活为主旨，力争

打造成为集：打造“乐业、乐创、乐商、乐游、乐居”于一

体的乡村综合体 [4]。

6 结语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在项目中的应用结果表明，利用 GIS

可以将地形、生态资源等可视化，更充分挖掘当地丰富的旅

游资源，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规划当地旅游发展，促进旅

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通过实地调查和收集的基础资料

对当地旅游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过旅游环境分析目

标发展战略和空间结构布局，旅游发展规划提供了一些思路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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