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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森林康养的浙江大寺基森林公园 

SWOT 分析及对策研究
1 

卢金宝，马雪清，金鑫 

（台州市黄岩区林业局，浙江 台州 318020） 

【摘 要】运用 SWOT分析法对浙江大寺基市级森林公园的森林康养开发进行了优势（S）、劣势（W）、机遇（O）

和挑战（T）分析，结果表明：基于森林康养的大寺基森林公园具有历史悠久、生态良好空气清新、旅游资源丰富

等诸多优势，但也存在着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薄弱、接待能力和知名度不足等不利因素，以及周边旅游景区竞争激烈，

同类数量增加.品牌创新不足等挑战。为此，提出了基于森林康养的大寺基森林公园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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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森林康养是指把优质的森林资源与现代医学和中医等传统医学有机结合，开展森林康复、疗养、养生、休闲等一系列有益

人类身心健康的新产业[1]。森林康养基地以绿色发展、跨界融合、森林康养、造福人类为前提，落实“健康工作”和“乡村振兴”

战略，向社会提供多层次、多种类、高质量的森林康养服务[2]。SWTO 分析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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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开始将 SWOT 分析应用

到旅游开发决策中，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
[4]
。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大寺基森林公园是基于森林康养的市级森林公园,2016年批准设立,2019年批准了《台州市黄岩大寺基市

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8-2027年）》，同年被命名为省级森林康养基地，是台州市唯一的省级森林康养殖基地。《关于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提出了自然保护地分级设立、分级管理.地方管理的自然保护地由省级政府批准

设立的原则[5]，大寺基森林公园需从市级升格为省级森林公园。通过对基于森林康养的大寺基森林公园 SWOT 研究与分析，提出

大寺基市级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发展策略，供决策参考。 

2 研究地概况 

台州市黄岩区大寺基市级森林公园位于台州西部，括苍山余脉，南邻永嘉，北接仙居，离黄岩城区 65km。规划面积 678.6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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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国有黄岩区大寺基林场经营的范围内。森林公园是永宁江水系的发源地，森林覆盖率 98%,风景质量等级评定为二级，平均

海拔 900m,主峰海拔 1252m,为台州市区山峰之最。由于海拔平均高度高，形成独特的气候条件，冬夏季风交替显著，四季冷暖

干湿分明，光照适中。夏日清凉舒适.冬日银装素裹。年平均气温 16〜18℃,最热 7~8月份平均气温 28℃。 

3 SWOT 分析 

3.1 内部优势分析 

3.1.1历史悠久客源丰富 

大寺基林场建于 1958年，是台州市区最大的国有林场，历史悠久，在台州市内有一定知名度，2015年完成了国有林场改革

工作，为森林康养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2012 年东亚山庄建成后，其大山深处的欧式建筑，有“深

山里的童话世界”“云端上的欧洲小镇”美誉，成为网红地，吸引上海、杭州等长三角地区游客。同时，黄岩作为台州市区的

后花园，已成为台州市民休闲游的首选之地，每年国庆、春节长假和五一、中秋等节假日，都有大批市民前来旅游度假。 

3.1.2生态良好空气清新 

大寺基森林公园依托大寺基林场而建，森林面积 1501hn?,其中公益林面积 1427hm，,森林覆盖率 98%,森林蓄积量 18万 m',

单位面积蓄积量位居全市首位。据森林公园内的清醒空气监测站监测数据显示，空气负离子含量常年保持在 3000-5000个/cm，,

最高达 63500个/cm3,PM2.5常年在 10~25μg/m3。公园远离城市，保持原始风貌，园内山水交融，花草树木绿阴蔽日，宁静而古朴；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微生物含量少，空气清新，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居台州市区之首，夏天最高气温只有 25℃，有着“台

州氧吧”之称和“走进大森林，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3.1.3旅游资源丰富 

大寺基森林公园具有丰富的地文、水文、人文和天象景观资源.森林风景资源有 5个主类 10个亚类 17个基本类型，包括溪

流瀑布、次生林海、梯田茶园、修竹茂林、森林古道、云海奇观、雪景雾淞等。大寺基景区已是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其中万

福寺和东亚山庄在台州具有较高知名度，东亚山庄景区建有森林之路、凌空漫步、千年一恋、鹰飞栈道、观日台、南天门等 30

多个大小景点。投资 4.3 亿元的大寺基风电场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风电场的特殊结构和运行原理、伟岸的风电塔以及蓝天下

风叶的律动，是全新的旅游资源。 

3.2 内部劣势分析 

3.2.1交通不便基础设施滞后 

大寺基森林公园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道路等级低、路况差、与外部道路连接不畅.有些道路大客车禁开，不利于

旅游团队的进入。从黄岩城区出发到大寺基路程 65km,需经过黄岩区头陀、屿头、宁溪、富山 4乡（镇）和永嘉县境内.车程 2h,

省道方大线为大寺基与外界连接的唯一交通道路，交通较为不便。同时，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4个林区中还有

1个林区没有通公路和电，4G、5G信号覆盖率只有 75%。森林公园内道路总里程 18.82km,路网密度 0.0117km/hm2,远低于黄岩区

平均。除省道方大线在森林公园境内 6.5km为三级公路外.其余 12.32km均为等外公路，尚有 7km道路路面没有硬化。 

3.2.2接待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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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开发程度低，接待能力不足，景区内东亚山庄已形成部分接待能力但已被拆除，大寺基林场接待中心尚在规划中，

建成后也只有床位 30 张，会议室 2 个。景区周边 10km无规模酒店、农家乐、民宿，离景区最近仙居苗辽林场.路程 11km,床位

仅有 40张，接待能力不足，硬件设施简陋。 

3.2.3知名度和影响力不足 

大寺基虽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局限于台州市或市区内，与长三角、华东大旅游圈的著名风景区黄山、三清山、普陀山、

雁荡山、楠溪江等相比有差距甚远，与市内的神仙居景区、天台山景区和黄岩区内布袋山景区、柔川景区等相比知名度及影响

力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大寺基景区于 2018年认定为国家 AAA景区，由于时间短、投入不足等多方面因素，旅游资源没有得

到充分发掘，旅游景点都以地文景观和生物景观为主，规模偏小，布局零散，缺乏拳头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待提高, 

3.3 外部机遇分析 

3.3.1旅游业发展的机遇 

旅游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人均 GDP已超过

1万美元，居民全年公休假达 115d,具备旅游消费的经济基础和富裕时间。目前我国已形成 40亿人次的国内旅游市场.出入境市

场超过 2.5亿人次，旅游对经济和就业的贡献率均超过 10%[4]。2016-2019年，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达到 60亿人次，平均年游客

量达到 15亿人次，年均增长率为 15%。其中,2019年，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达到 18亿人次，占国内年旅游人数的近 30%,创造社

会综合产值 1.75 元，森林旅游业已成为经济发展新状态下新的增长点[7]。国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健康和养生的追求，

为大寺基森林康养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3.3.2休闲养生和森林康养发展的机遇 

休闲养生（养老）经济就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休闲养生服务及相关产品生产为主要形式

的经济形态。在这一经济形态中，生态是基础，休闲是内容，养生（养老）是目的。大寺基森林公园茂密的森林和良好的生态

是休闲养生的理想场所。森林康养作为一种新型的森林旅游方式国内正在蓬勃发展，休闲+康养+养老的养生模式正在悄然兴起[8]。

2019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民政部等 4 部门出台了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浙江省林业局把森林康养纳入现代林业经济示范

区建设，大力发展“森林休闲养生城市”“森林康养小镇”和“森林人家”等。目前，全国已命名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 96家，

浙江省已命名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18家,森林康养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9]
。 

3.3.3台州市黄岩区旅游发展的机遇 

台州市和黄岩区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把黄岩区定位为“西部旅游区”，《台州

市旅游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未来需要“积极发展商务会展、休闲度假和城市娱乐为一体的旅游产品，积极创建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2017年 12月召开的黄岩区十三届二次党代会提出黄岩要多层次发展全域旅游,2018年编制了《黄岩区旅游总体

规划（2018—2035）》。黄岩区“十三五”规划提出，黄岩将重点培育“三区”，即东部提升发展区、中部优化发展区、西部

生态发展区。其中，西部生态发展区重点以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为方向.强化生态保育功能，探索山区绿色发展新模式，打造

台州市绿色生态屏障。正在编制的黄岩区“十四五”旅游规划和黄岩区全域旅游规划，把大寺基森林公园规划为“大力发展夏

季/冬季观光摄影游，适度建设接待设施，开发度假休闲功能。同时，与风力发电项目方加强合作，开展风力发电的观光、教育

游活动。结合万福寺宗教养心项目，打造高山休闲度假 4A级景区”。出台了《黄岩区全面接轨大上海，深度融入长三角实施方

案》，推动黄岩与长三角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交流.打造黄岩全域旅游高地，以奔跑者姿态高质量

跨入“永宁江时代”。同时，还成立了黄岩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全域旅游的开发，引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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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师生团队，对精品线路的乡土化设计、乡村功能开发与水源地保护、历史文化价值挖掘等方面作出统一的规划指导。2018

年“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在台州市黄岩区揭牌成立[10]。台州市黄岩区旅游业的发展，必将带动大寺基森林康养的快速发展，

也为森林公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3.4 外部挑战分析 

3.4.1周边旅游景区竞争激烈,同类数量增加 

黄岩山水秀美，风光旖旎，物华天宝，九曲澄江如练，境内多奇山异水，黄岩区境内已建有长潭湖、划岩山、富山大裂谷、

黄岩大瀑布、布袋山等旅游景点。在同类景点方面，浙江省共有各类森林公园 44家，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 11家,省级森林公园

30 家，市级 2家，县级 1 家。台州市有森林公园 12家,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 4 家，省级 6家，市级 2 家，旅游景点重复开发，

同质化严重，缺少差异性，旅游市场在景点、宣传、价格、服各等方面竞争激烈。 

3.4.2品牌创新不足，核心竞争力不强 

大寺基森林公园品牌创新不足，还没有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没有一个清晰的品牌战略规划概念、策略，缺乏推广、

广告传播。旅游商品开发还刚起步，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热门产品.更没有形成品牌效应。 

3.4.3水源水质保护与康养基地建设矛盾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大寺基地处黄岩长潭水库上游、永宁江源头，是台州市南片 300

万人的引用水源地，生态区位十分重要。大寺基森林公园全域被台州市划为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禁止

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台州市长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对长潭水库

饮用水水源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大寺基森林康养基地建设面临诸多环保方面的限制。 

4 基于森林康养的大寺基森林公园发展对策 

4.1 规划引领，抢抓战略机遇 

森林公园和森林康养发展写入《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林业局《关于大力推进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发展的通知》

和《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明确鼓励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浙江省林业局等 4 部门对推进森林康养业发展提出了

明确的目标。大寺基森林公园要抓住森林康养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谋划，高水平编制森林公园

康养基地建设规划。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加强与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台州市黄岩区全域旅游规划等上位规划的衔接，确保规

划编制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注重打造震撼景观，扩大知名度，使大寺基成为台州市区的后花园，长三角旅游的新

亮点。 

4.2 做强品牌，发挥“旅游+”功能 

开展品牌创新、策划，创新森林旅游产品的供给和质量提升，做好品牌营销和森林康养推介，做强做精森林康养品牌。拓

展新项目，开发风电观光、山地度假、冰雪娱乐、科普教育、生态休闲等产品，打造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

等现代信息技术，做强做足“旅游+”功能，满足市场对森林康养、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科普、文化体验等多样化需求。

构建森林康养网络营销体系和森林康养智慧平台，实现康养基地的智慧化、信息化。加快建立森林康养基地的智能导游、电加

讲解、交通集散、实时信息推送等智能化服务能力，结合大寺基森林康养地清醒空气监测站，实时发布生态环境及服务管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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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力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龙乾春”茶叶、大寺基冬笋和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旅游商品。 

4.3 多措并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针对大寺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森林公园供水提升和 4G、5G网络建设，

实现森林公园内 4G、5G网络全覆盖；改造双场、大寺基和老岗基等地农网，增强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开工老岗基至双场道路建

设和森林公园内部道路拓宽和硬化，提高路网密度和道路等级。多措并举，争取各级财政的资金支持,把森林公园康养基地建设

资金列入当地财政预算，争取省自然保护地建设资金、现代国有林场发展资金和台州市水源水质资金等各类资金投入到森林康

养基地建设中，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森林康养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 

4.4 院地合作，培养森林康养领军人才 

开展与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林科院等国内、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通过讲座、培训、定向委培、科技特派等多种方

式推进森林康养领域的人才培养与产教融合，培养森林康养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创建森林康养产学研基地，开展森林浴场、

森林氧吧、森林康复中心、森林疗养场馆、康养步道、导引系统等领域的研究，提高森林康养的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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