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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万山矿区汞矿资源丰富，但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矿区关闭后留下了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矿山 遗迹资源，开发矿山旅游对万山矿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

文通过构建矿山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和结构模型，分析矿山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因

素，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万山矿区旅游资源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旅游资源，层次分析法，万山矿区 

 

我国矿产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历史悠久。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类对

自然矿产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而由于自然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导致目前很多矿产资源型

城市面临资源枯竭、产业失衡等问题。产业转型和废弃土地的再利用，成为矿业城市急需解决

的新课题。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为矿山产业的转型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矿山旅游逐渐受

到人们的关注，矿山旅游贯彻“循环经济”的理念，将矿产资源的利用，转变为旅游资源的利

用，对改善矿业城市生态环境、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矿山旅游，是在矿山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但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

较为普遍的定义是利用采矿业现行或遗留的生产场地、流程、大型设备、建筑物，以及工人宿

舍、产业文化等，对其赋予新的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功能，开展旅游活动的一种形式[2]。20

世纪 60 年代，矿业旅游在欧洲逐渐兴起，最初是以工业遗产旅游的形式被人们认识和了解。

矿业旅游的开发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废弃矿山为资源的遗迹开发模式，另一种是以在产矿山

为资源的工业开发模式。我国矿产资源丰富，但是矿业旅游发展较晚，有必要对矿山旅游资源

开发进行深入研究。  

 

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及其应用 

1.层次分析法的原理  

层次分析法（简称 AHP），是著名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 T.L.Saaty 教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提出的一种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3]。该方法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用决策者的经验判断各衡

量目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并通过计算，得出各个决策方案不同指标的权重值，综合权重值得到

各个方案的优劣次序。  

在矿区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中运用层次分析法，首先，是把矿山旅游开发的目标分解为不同



的组成因素，按照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隶属关系将其分层聚类组合，形成一个递阶的、有

序的层次结构模型。其次，根据专家及相关工作人员对客观现实的判断，对模型中每一层次因

素的相对重要性给予定量表示，利用数学方法，确定每一层次全部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权重。最

后，通过综合计算各层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值，得到最低层相对于最高层的重要性次序的组

合权值，作为矿区旅游资源开发评价的依据[4]。  

2.层次分析法在矿山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中的应用  

（1）建立矿山旅游资源的层次结构模型。为分析矿山旅游资源所包含的影响因素以及各

因素之间的关系，对矿山旅游资源评价包含的因素进行分组、分层次，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本

文将矿山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体系 A（目标层）分解为 4 个一级指标层：分别是矿山资源条件（

B1）、区位条件（B2）、环境条件（B3）、安全管理（B4）。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一级指标

选取若干个独立的评价因子，建立二级评价因子层。如图 1 所示。  

 

（2）构造判断矩阵及各指标权重计算。在专家咨询基础上，根据调查结果及 1～9 标度表

（如表 1），对矿山旅游资源层次结构模型中各层相关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判断矩阵。 

 



 

（3）层次总排序。计算同一层次所有因素对于总体目标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值，按照权重

值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排序。最后，对层次总排序计算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公式如下： 

 

 

实例评价结果 

万山汞矿区位于贵州省东部铜仁地区万山特区，矿区南北长 35 公里，东西宽 15 公里，面

积约为 525 平方公里，累计汞金属储量达 3.7 万多吨，因拥有丰富的汞矿资源储量和产量，而

被誉为“中国汞都”和“朱砂王国”。但是，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经济发展已陷入困境。为

此，万山特区决定利用矿区遗址发展旅游业。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万山矿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评价，根据所建立的层次结构模型，

在专家评分的基础上，计算出各层因素的权重值，并经过一致性检验，得到评价因子层各指标

的相对权重值如下：  

根据判断矩阵 B－A 计算出 B 级指标对于目标 A 的权重值 W=（0.565，0.169，0.192，0.074

）。因素 C1，C2，C3 对于 B1 的权重值 W=（0.637，0.105，0.258）。因素 C4，C5 对于 B2 的

权重值 W=（0.250，0.750）。因素 C6，C7，C8 对于 B3 的权重值 W=（0.637，0.258，0.105

）。因素 C9，C10 对于 B4 的权重值 W=（0.500，0.500）。  

最后得出：C 层指标相对于 A 层（目标层）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值 W=（0.360，0.059

，0.146，0.042，0.127，0.122，0.050，0.020，0.037，0.037），按权重值大小进行排序，

即得矿区旅游资源开发评价过程中各相关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检验数

据 。因此，认为该层次总

排序的结果具有满意一致性。最终结果符合目前万山矿区旅游开发的状态。从评价结果可以得

知：  

1.资源价值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在一级指标 B 层的排序顺序中，矿山资源条件的权重值为 0.565，是 B 层所有指标项中权

重值最大的一项。这表明在矿山旅游开发过程中，资源价值在矿山旅游开发与评价中处于最重

要的地位。矿山旅游具有独特的开发优势，其旅游资源主要包括：采矿场景、生产设备、地质



景观、地质灾害和矿山文化等，具有很强的历史性、科普性与观赏性[5]。矿山旅游资源的开

发，可以满足旅游者了解古代科技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是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场所。针对于

各大高等院校学生，特别是对于矿业专业的学生，矿区旅游是一个深入了解本专业的有利平台

。在矿山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应突出地质遗迹和采矿遗迹发掘，结合矿山文化和人文景观

，打造矿山特色旅游。  

2.矿山环境条件是关键因素  

矿山环境条件的权重值是 0.192，是制约矿山旅游开发的关键因素。环境优美的旅游地往

往令旅游者心情愉悦，获得身心的放松。然而，一直以来恶劣的矿区环境，成为人们心中的阴

影。因此，发展矿山旅游，必须重视矿山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利用各项治理措施，缩小旅游环

境现状与需求的差距，以消除旅游者对矿山的黑色印象。  

3.矿山区位条件不可忽略  

矿山区位条件的权重值是 0.169。理想的区位条件，是指矿区临近主要交通线、交通口岸

、中心城市，或者与周边其他重点景区联系紧密[6]。矿山区位条件优越，有利于矿山旅游资

源价值的提高和旅游开发。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资源丰富的矿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对旅游

者的吸引力度不强，这是矿山旅游开发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  

4.矿山安全管理不可或缺  

矿山安全管理的权重值是 0.074。矿山开采不可避免地会对矿体产生破坏并留下安全隐患

，例如地表沉陷、剥离边坡稳定性等。所以，在后期的矿山旅游开发中，仍然需要加强对矿山

安全隐患、地质灾害的监测控制，制定具体的政策制度，保障旅游者的安全，这是保障矿山旅

游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层次分析法分析得出的结果，可知在万山矿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找准矿区

自身存在的问题，有重点地进行开发和管理。  

1.开发深度不足，应充分体现资源价值  

万山汞矿区作为我国最大的汞矿基地，矿山的采矿系统较复杂、矿种开采历史较长，矿区

长达 970 公里的地下坑道被称作“地下长城”，在矿区开凿过程中所形成的石梯、隧道、标记

、矿柱等，形成了丰富的矿区旅游资源。但是，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对矿区旅游资源的历史

文化挖掘不够，对其现实价值也没有进行深度开发，而且未能形成综合性、复合性的旅游产品

，矿区旅游整体吸引力相对不足。对此，可以通过建立矿产博物馆，对采矿发展史、文明史进

行全程再现。同时，通过开发朱砂工艺，制作艺术工件雕塑，使矿产开发中的一些废弃物变废

为宝，提高矿区的文化品味。此外，还可以基于矿区所具有的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开发独具特

色的旅游产品。  



2.交通条件受限，应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万山特区有着较为显著的区位优势，但是由于矿区的地域位置与国道、铁路没有紧密相连

，所以，万山特区相对偏僻落后、交通不便的局面，直接影响了景区的可进入性。而且，部分

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尽如人意。景区的接待设施主要依靠一些档次较低的酒店、招

待所以及山庄，并且没有大型的购物和娱乐场所等。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

务设施，为旅游者提供完善的休闲服务配套系统，包括住宿、饮食和交通设施等，进一步加快

景区建设的步伐。  

3.矿区环境遭受破坏，应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万山矿区在汞矿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了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致使矿区内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矿区的开采，造成地表植被的破坏、废弃物堆置、地表

塌陷形变等地表景观的变化，使矿区原有生态功能丧失，同时，产生了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

生态问题。比如矿区由于对含汞废渣、废水处理不当，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良好的环境是

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前提，万山矿区的环境需要长期的修复整治。因此，需高度重视矿山的生态

恢复工作，提高植被覆盖率，恢复和提高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推动矿山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增强矿山旅游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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