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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规划策略研
基于SWOT分析的广州南香山森林公园

究
江小鸿

（广州万城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520）

0 引言
21世纪以来，关于生态旅游的科学研究与市场应

用飞速增长。有学者参考以往研究将生态旅游的核心

内涵总结为以下方面：以自然为基础、环境教育功能、

生态保护、可持续管理等[1]。从生态旅游的 6个维度对
中国生态旅游研究进行综述，总结出今后研究的关注

在生态旅游模式与对策等[2]。SWOT分析最早由美国管
理学教授韦里克提出，通过系统剖析研究对象的优势、

劣势、机遇、挑战 4个方面，从而为未来发展提供决策
依据[3]。当前，运用 SWOT分析森林公园发展的研究日
益增多[4-6]，本文以南香山公园为例，探索森林公园生态
旅游的发展策略，助推森林公园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1 研究区概况
1.1 自然地理现状

增城南香山森林公园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东南部，

跨永宁街、宁西街、中新镇，东临省道 S379，南抵永宁大
道，西接新新大道（省道 S118），北靠花莞高速。距增城
区中心 25km，距东莞市中心 30km，距广州市中心约
40km，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公园属丘陵区，为河海堆积地貌上的一座突兀的

山体，南北走向，中部高，南香山顶为公园最高点，海拔

为 434.1m。公园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丰富，四季宜
人。森林公园内水资源较丰富，有小型水库 2座，余家
庄水库、山猪冚水库。还分布有山泉溪流多条，集中在

观翠潭、七娘坛等山坳地段，以及几处因历史上采石现

废弃形成的水潭。

根据文献查阅和调查统计，森林公园区域共记录

维管植物 123科 318属 446种（含 59种栽培种）。依据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2021）》《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2019）》《中国生物多
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13）》《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红色名录（2020）》等，记录到公园内的重点
保护和珍稀濒危植物有：巴戟天、金毛狗、藤黄檀、白桂

木、黄毛楤木。

森林公园野生动物资源丰富，记录到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3种，分别为褐翅鸦鹃、白胸翡翠、画眉；广东省
重点保护动物 4 种，分别为白鹭、牛背鹭、池鹭、黑水
鸡；CITES公约附录物种 2种，分别为舟山眼镜蛇、画
眉；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2021）受威胁物种 4种，
分别为灰鼠蛇、中国水蛇、银环蛇、舟山眼镜蛇；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2021）受威胁物种 1种，
为舟山眼镜蛇；“三有”动物 62种。
1.2 生态旅游现状

森林公园的中南部和西北部区域经过多年的建

设，内部道路较为完善，其他区域则以林区道路为主。

经初步统计，森林公园内有车行道约 7.6km，其中硬底
化约 5.6km；有游步道约 3.4km。森林公园内供水主要
由溪水经蓄水池后进行供应，部分靠近街道社区的区

域由当地供水系统或水库等供水。森林公园西北角有

110kV余庄变电站，主要道路沿线的供电纳入城市供电
系统，电线均埋设于地下。森林公园内目前无餐饮住宿

等商业设施，但森林公园周边城镇商业区和购物广场

摘 要：森林生态旅游是贯彻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现在林业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是丰富生态产品
供给、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南香山森林公园为例， 对公园现状进行充分调查， 运用
SWOT定量分析，邀请专家评分，确定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各关键因素的权重评分，得出评价结果：①
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主要有事在于文化底蕴深厚，劣势在于基础建设条件差。②公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
风险要高于发展机遇带来的附加利益。基于评价结果提出明确主题、完善分区、突出特色、构建管理体系
等生态旅游规划策略以期为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参考，实现森林公园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的最大化，促进森林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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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可满足各层次游客的购物需求。

2 南香山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发展条件 SWOT
分析
2.1 内部优势
（1）区位条件优越。南香山森林公园区位条件优

越，其所处的广州市增城区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东部，东

北部与广州市从化区为邻，西部与广州市黄埔区接壤，

南部沿东江与东莞市隔江相望，是广州至粤东各地的

主要通道。

（2）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南香山古称南樵山，与粤
中名胜西樵山、东樵山鼎足而立，高 434.1m，但山势巍
峨，且突兀于平川之上而更引人注目，在东江汇入珠江

口一带的航船上亦能瞧见其雄姿，故又被称为珠江口

的“天然航标”。历代文人墨客多在此流连、吟唱。明代

大儒湛若水于嘉靖年间在山上莲花座建“莲洞书院”收

徒讲学。森林公园内还拥有霍韬墓、七娘坛、湛子洞摩

崖石刻等文化遗迹，是游客学习有关历史文化、体验历

史文化氛围的必要场所。

（3）生态环境资源良好。森林公园自然生态环境良
好，森林资源保护较好，森林覆盖率高，森林野生动植

物资源比较丰富，山地气候明显，水质优良。园内空气

清新，森林环境幽野，各项指标如大气质量、噪声、水

质、负氧离子指标经检测均达到森林公园的要求。森林

公园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是开展森林生态旅游的理想

场所。

（4）地处强劲的旅游消费客源地。南香山公园所处
的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经济最开放、商贸最活跃、物产

最丰富的地区，范围内的人民生活消费水平在全国是

最高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增加，促使人们

产生对森林生态休闲旅游活动的需求，使得未来粤港

澳大湾区的森林生态旅游业处于大发展的时期。

2.2 内部劣势
（1）生态景观效果差。森林公园范围内有不少山

坟，在山脚处也遗留有十多处废弃的采石场，这些山

坟和遗留的废弃采石对森林公园整体的生态景观造成

一定的破碎影响，影响森林生态旅游环境。此外森林

公园有一定比例的人工纯林，森林的树种组成较简

单。森林风景资源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森林公园

整个森林风景资源的提质改造是森林公园今后的重点

建设任务。

（2）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提升。森林公园与外
部交通连接不够流畅，森林公园内部道路尚未形成完

善的交通网络。除公园南部南香山、黄香山区域外，其

他道路的质量不高。公园内部分区域通信讯号弱，相关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也处于空白状态，与吃、住、行、游、

购、娱旅游“六要素”相差甚远，不能提供相应的旅游服

务，严重制约了森林生态旅游的开展。

（3）森林公园知名度及影响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森
林公园只被周边范围区域的居民熟知，整体对外宣传

不足，市场对其认知力度不够，不如白水寨、罗浮山、西

樵山等的知名度，应进一步挖掘片区文化旅游资源，打

造广州增城南香山品牌，打造广州文化旅游新名片，提

升景区知名度，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4）管理机构有待建设。目前森林公园尚未设置专
门的管理机构，由增城区林业和园林局统筹管理，当地

镇街负责所属辖区的具体事务，管理分散，效率降低，

管理水平落后，不利于森林公园的进一步发展。

2.3 外部机遇
（1）国家政策扶持，法规相继完善。“森林旅游”“森

林步道”“科普设施”等正式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填补了长期以来的法律空白，为新时期

全国森林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对于进一步推动全国森林旅游发展、加快国家森林步

道建设、强化自然教育工作具有历史性意义。

（2）生态旅游市场日渐扩大。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人
们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而工作紧张的压力，城市生活

的空间压迫，使人们对大自然的依恋日趋强烈，周末假

日外出生态休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

分，生态休闲需求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为南香山森

林公园的旅游升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3）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在自然

保护地一般控制区内划定适当区域开展生态旅游等活

动，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森林公园属

于自然保护地体系中自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将为各类自然

保护地的科学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2.4 外部挑战
（1）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森林公园最具潜力的旅游

资源主要是生态资源。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度或不

当，会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使生态优势丧

失、自然旅游资源优势受到威胁。如何合理、有效控制

其土地利用、游客容量，确保自然环境保持优质水平，

是森林公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2）周边同类型旅游区的竞争。广州地区其他生态
旅游地对南香山旅游市场的争夺，如白云山风景名胜

区、白水寨风景名胜区等，都对南香山的建设开发构成

了强大的竞争力。与这些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必须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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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战略，开发特色和创新的旅游产品，否则客源市

场受到限制，长期的开发经营也受到明显影响。

（3）旅客需求层次的提升。南香山位于粤港澳大湾
区的中心地带。该地区人民收入水平高，消费理念超

前，追求高品质、高规格的生活方式，崇尚自助游、自驾

游，是旅游业发展宝贵的客源市场。如何完善森林公园

的配套设施建设，提供具有自身特色的旅游产品，满足

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是南香

山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地方。

3 研究区生态旅游规划对策
3.1 明确主题定位，牢牢把握发展机遇

依托森林公园内优良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资

源，以“广东南樵·增城若水”为主题，突出“三教合一”

的文化内涵，强化名山效应，全方位彰显森林公园的自

然景观和历史文化内涵，将南香山打造为广州乃至广

东的名山；整合各类资源，以自然教育为出发点，拓展

至人文情怀，以多种方式向大众进行科普教育，成为各

种人群乐意前来学习、增长见识、启迪思维的科普教育

基地。

3.2 完善功能分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分区原则和行业规范标准的要求，结合南香

山森林公园的性质和功能定位、地形地貌、风景资源特

色等综合因素分析，将公园划为四大功能分区，即核心

景观区、一般游憩区、生态保育区、管理服务区，并在四

大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划分成 5 个景区、2 个保育区和
4个管理服务区。结合景点建设完善景区内的道路、水
电、游憩等基础设施。主要景区规划内容如表 1所示。

3.3 突出公园特色，提高生态旅游吸引力
根据森林公园资源特色和优势，并充分考虑森林

公园旅游的目标市场需求，构建以观光旅游产品为基

础、以名山文化体验和自然教育为重点、以专项旅游产

品为特色、以节庆活动旅游产品为补充的南香山森林

公园特色旅游产品体系，涵盖四大产品系列和 11种旅
游产品。同时，策划儒理研学游、花间听禅游、林间悟道

游、自然教育游等不同主题的游览线路，加强对不同游

客群体的吸引力。

3.4 构建管理体系，加大管宣传力度
建立森林公园统一的管理机构，负责森林公园的

日常管理工作；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在现行法规、制度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制定完善南香山森林公园的规章

制度，健全管理网络，强化依法管理。同时管理机构协

助相关节事活动的举办，借助广州地区旅游资源，围绕

文化、体育、饮食等举办相关节事活动、赛事、展览等，

带动森林公园旅游产品的推广，逐步扩大南香山森林

公园在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国内外旅游客源地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4 结语
根据公园现状与 SWOT分析的结果提出对应的森

林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策略是客观科学的，更加具有现

实指导意义，相较于传统规划方式能较真实、具体地反

应公园发展面临的内部优劣势与外部机遇、挑战等因

素。通过对南香山公园生态旅游规划的研究，以期对各

森林公园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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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区 景区 规划设想

核心景观区 南香山景区
以甘泉文化为内涵，以景区周边在建的莲花书院为核心，以“入学—研读—出仕”为游览线索令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和

学习儒理文化

一般游憩区

矿坑花园景区 结合景区周边新百花古寺的建设情况，规划建设以佛教文化为核心内涵的矿坑花园景区

七娘坛景区 体现景区道家“长生”的主题，打造幽静的森林环境，提供浓郁的悟道场所，以及多项森林运动项目，提供康体健身场所

凉帽圈景区
规划结合景区地形地貌、森林植被等自然环境建设自然教育设施，以满足游客群众，尤其是中小学生等，对科普教育的

需求

香山湖景区
结合香山湖碧道规划，以“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美”为基本要求，依托余家庄水库自然资源，重点在水生态保护与修

复、景观与游憩系统建设

表 1 主要景区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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