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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村落交通可达性价值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其带来的旅游经济效益。本文以张家口域内传统村落旅游资

源为例，通过建立传统村落资源价值、旅游开发价值以及交通可达价值的开发评价体系，展开传统村落

旅游资源开发研究，结果表明：张家口域内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价值较好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价值和交

通可达价值也比较靠前。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提升典型村落的交通可达性，促进对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保

护利用和有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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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the accessibility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irectly affects the tourism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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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they bring. Taking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sources within Zhangjiakou as an ex-
ampl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resource value, tourism development 
value and accessibility value with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area, and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de-
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better tourism resource value within Zhangjiakou also have relatively high tourism develop-
ment value and accessibility value. Relevant departments can promote the protection, utilization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sources by improv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typic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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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河北省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省，拥有丰富的传统村落资源[1]。现有 276 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具有很高的旅游开发价值。然而，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部分传统村落的旅游资

源开发尚不充分，影响了其旅游价值的发挥。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地区最具文化价值和地域代表性的物质空间载体，一直以来都是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研究热点，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目前，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分布、景观基因、

空间演化、影响因素与保护模式等方面，研究的空间尺度已涵盖全国、省域和典型市县区域。其研究的

重要应用是依据分析结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可达性影响因素，辅助经营实体制定相应的市场策略。近

年来，逐渐开始关注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问题，文献[2]对山东省传统村研究了有关可达性吸引力的评

价模型，文献[3]对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文献[4]
测算了湖南省 14 个市域的整体可达性和空间差异性，对其空间可达性进行测度，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提供决策依据。 
因此，本文以张家口域内传统村落旅游区资源为例，展开考虑交通可达性的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开发

研究，旨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文化与经济价值的融合，引入旅游业，以期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促进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保护利用和有效开发[5]。 

2. 张家口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体系 

截止到 2022 年底，张家口市共有 2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1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52 个传统村落，

其域内传统村落旅游区资源禀赋的好与差会直接影响其带来的旅游经济效益[5]。既有旅游区域内的资源

价值，旅游开发价值以及交通可达价值对旅游者产生的刺激及体验感觉是不同的[6]。因此，选择传统村

落要充分考量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与交通资源的合理兼容性，构建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评价指标。运用 AHP
层次分析法，把与决策相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层、评价层、因子层等。两者结合而成一种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7]。第一目标层为传统村落旅游价值评定；第二评价层主要为资源价值、

旅游开发价值、交通可达价值；第三因子层，展开评价层的详细内容，确立相关判断因素。具体如表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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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sources in Zhangjiakou area  
表 1. 张家口地区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体系 

目标层 评价层 指标编号 因子层 

传统村落旅游价值

评价 

资源价值 

① 历史价值 

② 民俗价值 

③ 旅游资源价值 

旅游开发价值 

④ 建筑原真价值 

⑤ 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态度 

⑥ 基础设施完善度 

⑦ 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程度 

⑧ 游客市场潜力 

⑨ 村落空间环境容量 

交通可达价值 

⑩ 传统村落区位 

⑪ 坡度 

⑫ 海拔高程 

⑬ 距离可达性 

3. 交通可达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张家口域内传统村落旅游区资源的距离可达性，运用交通路网分析传统村落的时间可达性。利

用 GIS 操作软件以及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探究传统村落区位，出行时间与距离等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高程、坡度以及路网密度等级对出行时间的影响[5]。 

3.1. 传统村落的区位 

传统村落区位，一般指其距离所属县城的距离，对于传统村落的可达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决定了

该传统村落方便游客前往观光旅游的适宜程度，也是影响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考虑因素。根据地理区

位评价标准，通过测量出张家口市传统村落距离所属县城的数据，对张家口市各个传统村落区位进行分

级。将距离中心县城的距离量化为 1~4 分：4 分为距离小于 10 km 的高度适宜，3 分为距离介于 10 km 到

20 km 的比较适宜，2 分为距离介于 20 km 到 30 km 的一般适宜，1 分为距离大于 30 km 的不适宜。 

3.2. 传统村落的坡度与高程 

在可达性的评估中，坡度和高程是两个重要的地理因素。一般来说，坡度越大，交通越困难，可达

性也就越低。同时，坡度较大的地区往往地形复杂，增加了建设和维护交通设施的难度和成本，从而进

一步降低了可达性。高程也对可达性有显著影响，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气压等自然条件会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会对交通工具的性能和使用产生限制。此外，高海拔地区往往地形崎岖，交通不便，建设

和维护交通设施的成本也相对较高。因此，高程较大的地区通常可达性较低。类似地对张家口市传统村

落的高程数据影像进行坡度的提取，将高程与坡度范围按照自然间断法将其划分为 4 个等级[5]。 

3.3. 距离可达性 

鉴于各传统村落分布较为分散且拥有不同的交通路线，以传统村落为中心，从与周边各交通道路的

连接处出发，沿道路向外发散，在特定时间段内，各个道路上的平均出行距离来表示传统村落可达性[8]。
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以及实地实验测试，可确定各传统村落中各条线路的实际行车距离。为保证数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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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反映实际情况，在各道路采用同一种交通工具进行多次实验。其中，平均行车距离 dij 由行车时间与

行车速度共同决定，tijk 为第 i 个传统村落的第 j 条交通道路在第 k 次实验测试中行驶的时间。行车速度

vijk 为第 i 个传统村落的第 j 条交通道路在第 k 次实验测试中持续时间行驶速度的平均值。则第 i 个传统村

落中第 j 条线路 k 次实验中平均行车距离计算公式： 
3

1 ijk ijkk
ij

v t
d

k
== ∑  

对各传统村落所在的交通公路按照行政等级进行划分，并赋予不同的权重。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成

果，为使得距离可达性数据反映传统村落交通网络发展速度，采用归一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使得所得

数据处于[0, 1]区间内，构建出传统村落可达性系数模型，对张家口传统村落区位进行分级。将交通可达

性量化为 1~4 分：4 分为小于 0.2 的高度适宜，3 分为介于 0.2~0.4 的比较适宜，2 分为介于 0.4~0.6 的一

般适宜，１分为大于 0.6 的不适宜。 

4. 考虑可达性的张家口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评价值计算 

本评价体系采用旅游业比较广泛使用的四级分类法。通过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士，对各组指标两

两之间重要程度进行评分，最终得到综合判断矩阵。关于指标权重的计算。指标权重可以归结为求判断

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问题，即： 

max  A ω λ ω× = ×  

maxλ 为矩阵 A 的最大特征值，ω为对应 maxλ 的特征向量，ω的分量是相应元素的单排序的权值。用上

述公式对构建的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CI
n 1
max nλ −

=
−

 

CR  = CI /RI：随机一致性比例，RI：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CI ：一致性指标，n：判断矩阵阶数。

对于 CR 的数值，根据文献[9]调整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利用数学软件分别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经

过规范化，得到同一层中相应评价因子的权重，具体见表 2。 
 
Table 2. Factor weights of the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ngjiakou area 
表 2. 张家口地区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体系因子权重 

目标层 评价层 权重 指标编号 因子层 权重 

传统村落旅游

价值评价 

资源价值 0.2772 
① 历史价值 0.0832 
② 民俗价值 0.0712 
③ 旅游资源价值 0.1228 

旅游开发价值 0.2381 

④ 建筑原真价值 0.0342 
⑤ 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态度 0.0421 
⑥ 基础设施完善度 0.0568 
⑦ 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程度 0.0381 
⑧ 游客市场潜力 0.0367 
⑨ 村落空间环境容量 0.0312 

交通可达价值 0.4827 

⑩ 传统村落区位 0.1354 
⑪ 坡度 0.1143 
⑫ 海拔高程 0.1065 
⑬ 距离可达性 0.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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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评价标准与权重之后，运用加权求和计算多指标综合评价值，进行考虑可达性的张家口市传统

村落旅游资源评价值计算研究。得到 52 个传统村落 3 个指标的评分以及评价结果(见表 3)，以柱状图进

行交通可达性的对比分析(见图 1)。 
 
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ngjiakou area 
表 3. 张家口地区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开发评价结果 

编号 传统村落 县区 区位可达性 坡度可达性 距离可达性 综合评价 

1 鸡鸣驿村* 怀来县 2 4 3 高度适宜 

2 镇边城村*  1 2 2 高度适宜 

3 麻峪口村  3 3 4 一般适宜 

4 南留庄村* 蔚  县 3 4 4 高度适宜 

5 水东堡村  3 4 2 比较适宜 

6 水西堡村*  3 4 2 比较适宜 

7 白后堡村  3 4 2 不适宜 

8 曹疃村  3 4 4 一般适宜 

9 史家堡村  3 4 2 一般适宜 

10 单堠村  3 4 3 不适宜 

11 杜杨庄村  3 4 4 不适宜 

12 大饮马泉村  3 4 4 不适宜 

13 小饮马泉村  3 4 4 不适宜 

14 白河东村  3 4 3 一般适宜 

15 白南堡村  3 4 3 一般适宜 

16 白宁堡村  3 4 3 不适宜 

17 埚串堡村  3 4 1 不适宜 

18 白中堡村  3 4 2 不适宜 

19 北方城村*  3 4 3 高度适宜 

20 卜北堡村*  3 4 4 一般适宜 

21 任家涧村*  4 4 4 比较适宜 

22 辛庄村  3 4 4 一般适宜 

23 闫家寨村  4 4 2 不适宜 

24 西陈家涧村  3 4 2 一般适宜 

25 北官堡村  3 4 3 高度适宜 

26 西古堡村  3 4 4 高度适宜 

27 千字村  3 4 3 一般适宜 

28 中小堡村  3 4 3 高度适宜 

29 上苏庄村*  3 4 2 比较适宜 

30 宋家庄村  4 3 2 高度适宜 

31 邢家庄村*  3 4 4 一般适宜 

32 郑家庄村  3 4 2 比较适宜 

33 王良庄村  4 2 1 比较适宜 

34 大固城村*  4 4 2 高度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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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吕家庄村  4 4 2 一般适宜 

36 邀渠村  4 4 2 不适宜 

37 大探口村  3 4 1 一般适宜 

38 北口村  3 3 2 不适宜 

39 张中堡  4 4 3 比较适宜 

40 南堡村  1 3 3 比较适宜 

41 浮图村  3 3 2 不适宜 

42 苏贾堡村  2 4 2 不适宜 

43 钟楼村  3 3 2 比较适宜 

44 开阳村* 阳原县 2 4 3 高度适宜 

45 黄花坪村 张北县 3 4 4 比较适宜 

46 石坡底村 怀安县 1 4 3 一般适宜 

47 东沙城村 

 

3 4 3 不适宜 

48 段家庄村 3 3 3 不适宜 

49 朱家庄村 3 3 2 不适宜 

50 北庄堡村 3 4 2 不适宜 

51 水闸屯村 3 4 3 不适宜 

52 西沙城村 3 4 1 不适宜 

注：部分数据笔者根据[5]搜集整理，*为张家口域内国家级传统村落。 
 

 
Figure 1.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图 1. 交通可达价值分析 

5. 旅游交通可达性现状分析 

通过结果显示，张家口域内传统村落旅游区资源的交通通达性呈现一定的规律特征：资源价值较好

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价值和交通可达价值也不落后。具体表现为：区位较好的传统村落可达性优于区

位较差的传统村落可达性，平地传统村落可达性普遍优于山丘传统村落可达性，距离可达性较好的传统

村落可达性普遍优于较差传统村落的可达性，国家级传统村落可达性明显优于省级及其以下等级传统村

落可达性，早批传统村落可达性优于新批传统村落可达性。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5.142034


何珊珊 
 

 

DOI: 10.12677/gser.2025.142034 337 地理科学研究 
 

以上结果，与大力发展传统村落旅游产业紧密相关。虽然河北省已经开通了多条旅游直通车和旅游

公交线路，但覆盖面仍然有限，部分传统村落尚未纳入公共交通服务范围。尤其是可以适当加大资源价

值与旅游开发价值较好的传统村落公共交通服务的投资力度，继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特别是

偏远地区的道路建设，提高传统村落的交通可达性。同时，适当注重旅游风景道、旅游驿站和观景平台

的建设，提升旅游交通的舒适性和便捷性，也可以有力地推动了张家口域内传统村落旅游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与经济价值的融合，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过程中，引入旅游业，的确可以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是通过结果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传统村落都适合走发展旅游的道路，避免过度

开发旅游，超过传统村落所能容纳的旅游容量，从而导致传统村落破败。不尊重客观事实，大力发展旅

游产业，使得传统村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不利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10]。 

6. 结论与展望 

考虑可达性的河北省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对于促进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具

有重要意义。对于资源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较好的传统村落，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标

识与指引、优化公共交通服务、推动智慧旅游建设以及加强宣传推介等措施，可以显著提升传统村落的

旅游交通可达性，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从而推动传统村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同时，也

要因地制宜引入旅游业，适宜开发旅游的传统村落必须遵循旅游发展适度的大原则，客观适当发展乡村

旅游，利用旅游带动一、二产业发展，发扬传统村落本来的文化特色，保留传统生产方式，并适当进行

现代化转型。未来，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持续改善，河北省传统村落的旅游资源开发

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基金项目 

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项目(HB22-YB005)。 

参考文献 
[1] 甘振坤. 河北传统村落空间特征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建筑大学, 2020.  

[2] 周广坤, 胡英盛, 吕圣东. 黄浦江两岸地区公共空间可达性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公共交通评价与优化

策略[J]. 中国园林, 2020, 36(7): 64-69.  

[3] 付强, 杨壮, 董锁. 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9(6): 82-90. 

[4] 窦银娣, 彭姗姗, 李伯华, 等.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5, 31(5): 554-558. 

[5] 焦文雅. 基于乡村旅游适宜性评价的张家口市传统村落保护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保定: 河北农业大学
2023. 

[6] 黄颖, 毛长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线路设计——以渝东南为例[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9, 35(2): 25-34.  

[7] 徐建华. 计量地理学[M]. 第 2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226-232. 

[8] 李婷, 刘琴. 基于旅游交通可达性的南充市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 度假旅游, 2018, 12(5): 167-168.  

[9] 郝海, 宗家峰, 统计分析与评价方法[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117-125.  

[10] 车震宇. 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5.142034

	考虑可达性的张家口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ngjiakou Considering Accessibili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张家口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体系
	3. 交通可达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3.1. 传统村落的区位
	3.2. 传统村落的坡度与高程
	3.3. 距离可达性

	4. 考虑可达性的张家口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评价值计算
	5. 旅游交通可达性现状分析
	6. 结论与展望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