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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的自然旅游资源外，河套灌区在旅游开发

中还力图将以河套文化和草原风情为灵魂的人文

旅游资源融入其中。2017 年巴彦淖尔市旅游推荐

会的核心主题为“八百里河套，塞上水乡、田园

风光”，而主打品牌则为“草原水城、绿色巴彦淖

尔”，可以看出水利资源在该区域旅游开发中的重

要地位。

二、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评价

灰色系统法由邓聚龙先生在 1982 年提出，

主要运用于工业、农业、医学、天文、水利等领

域的研究。灰数生成白化权函数是利用灰色系统

理论的根基，对某些指标赋值，然后划定所属灰

类。本文设灰类 k ＝ 1、2、3、4，设白化权函数

为 fk ( k ＝ 1、2、3、4 )，分别代表灰优级、灰良级、

灰中级、灰差级。dij 表示第 j 个专家对第 i 项指

标的赋值 ；Nj 为评价指标的序列数，其中 i ＝ 1、

2、3、4、5、6、7、8、9、10，j ＝ 1、2、3、4、

5。评价系数 hij 的计算公式为                             。

根据水资源的农业服务特性和旅游资源特

性，选取 10 项指标来反映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

源的综合价值，分别为 ：观赏价值、休闲娱乐价 

值、历史文化价值的开发程度、客源分布、生态

环境、地域组合条件、交通条件、旺季时的环境

容量、开发潜力、当地经济发展。按照这一指标

体系，邀请旅游行业的教授、科研人员及资深从

业者共 5 位专家就以上 10 项指标对河套灌区水

利旅游资源的开发情况进行打分（见表 1）。根据

评价系数公式和白化权函数，得出 10 项指标的

分值和所属灰类（见表 2）。可以看出，河套灌区

水利旅游资源的观赏价值、休闲娱乐价值、客源

分布、生态环境、交通条件、环境容量、开发潜

力、当地经济发展均处于灰良级，而历史文化价

值的开发程度和地域组合条件处于灰中级。总体

而言，河套灌区的水利旅游资源具有较好的开发

潜力，但需加强某些薄弱环节的深度开发。

三、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开发的瓶颈和

问题

（一）旅游资源丰度不足

相较于草原和沙漠，水利旅游资源并非内蒙

古的特色旅游资源，水利旅游景区受到重视和开

发的程度也比较低。尽管河套灌区的水利旅游资

源丰富且特色鲜明，但由于分布不均衡且地域组

合条件较差，很难进行整体和深度开发，目前重

点开发的只有黄河三盛公水利风景区，其旅游产

品开发尚属于初级阶段，以观赏性为主，很难吸

引游客进行深度游和重复游。另一方面，作为河

表 1 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专家赋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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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评价情况

评价指标

观赏价值

休闲娱乐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的开发程度

客源分布

生态环境

地域组合条件

交通条件

在旺季时的环境容量

开发潜力

当地经济发展

0.3333

0.3173

0.3000

0.2904

0.3133

0.2904

0.3561

0.2933

0.3456

0.2128

0.3810

0.3585

0.4000

0.3224

0.4181

0.3224

0.3388

0.3908

0.3911

0.4389

0.2857

0.2441

0.4000

0.1936

0.2686

0.3872

0.3052

0.3159

0.2304

0.3483

0.0000

0.0980

0.0000

0.193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所属灰类

良

良

中

良

良

中

良

良

良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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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了

全域旅游的发展战略，提倡旅游业与农业、林

业、水利、工业、文化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水

利 + 旅游”的发展模式应运而生。事实上，早在

1997 年，水利部就提出了水利旅游的概念，认

为水利旅游是“社会经济各界利用水利行业管理

范围内的水域、水工程及水文化景观开展旅游、

娱乐、度假或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等活动的统

称”。2007 年，因水利旅游而被开发的景区被定

名为水利风景区。目前水利旅游在我国东南沿海

地区、长江流域及黄河流域发展较为成熟，如千

岛湖、三峡大坝等。河套灌区位于黄河中上游内

蒙古段北岸的冲击平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首制

灌区和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也是国家和内

蒙古自治区重要的商品粮、油料生产基地。与此

同时，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丰富，三盛公拦河

闸等水利工程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特色非常鲜明，

但是该地区旅游业起步较晚，对水利旅游资源的

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对该地区水利旅游

资源的开发研究也几乎空白。基于此，本文采用

定性描述和定量测算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套灌区水

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及
发展对策研究 

刘海英  张 悦  付丽娜

利旅游资源的发展现状和开发潜力进行研究，并

据此提出相关对策。

一、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

河套灌区拥有湖泊、沙漠、草原、山脉、禽

鸟、河套文化、黄河文化等多种旅游资源，其中

水利旅游资源包括湖泊、湿地、堤坝和水库等。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共有 25 个景区被水利部水利风

景区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国家水利风景区，其中有

4 个位于河套灌区，分别为黄河三盛公水利风景

区、巴彦淖尔市二黄河水利风景区、巴彦淖尔德

岭山水库水利风景区和巴彦淖尔狼山水库水利风

景区。

河套灌区的水利开发历史悠久，从西汉的引

水灌溉到当今的渠道衬砌、泵站改造等工程，水

利资源的开发为灌区的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

了巨大贡献。但针对旅游方面的开发尚处于起步

阶段，主要以单一的水库型开发为主，近年来逐

步向灌区型、城市河湖型和水土保持型扩展，功

能也由单一逐步走向综合。除了利用以黄河水体

摘  要 ：本文采用灰色系统法对河套灌区的水利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进行评价 , 并从旅游产品开发、

生态环境保护、旅游文化建设及旅游交通配套等方面探讨其发展瓶颈和问题，据此提出相关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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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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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在河套灌区水

利旅游开发中，不仅要注重单个景区和单个行业

的发展，还要充分利用地域和产业组合条件，由

点到线，由线到面，加强本地区旅游业与其他地

区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第一，借助自身资源优

势，增强旅游产品和线路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加

大体验类产品的开发和营销，以满足游客多样化

和个性化的需求 ；第二，借助毗邻地区旅游景区

质量较好的优势，在进行旅游线路设计时，将本

地旅游资源与鄂尔多斯市等周边城市的优质旅游

景区进行联合开发，从而拉长旅游产业链条。在

开发中要特别注意扬长避短，因地制宜，不可简

单复制、粗暴克隆 ；第三，借助乡村旅游的良好

发展态势，将水利旅游与乡村旅游结合，打造具

有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形成大景观的旅游线路。

（二）保护水域生态，坚持可持续发展

与其他旅游资源不同，水资源本身具有双重

性，生态功能是其基础功能，因而，水利旅游资

源的开发不能影响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河套灌

区在水利旅游开发中，应处理好开发和保护之间

的关系，注重与周围地势地貌的协调性，防止水

土流失及对水利工程本身的不良影响。既要提高

本地居民的环保意识，给外来游客做好榜样，又

要注重水利旅游开发单位与河套灌区管理局及相

关职能部门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充分协调，以实

现灌区的水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三）增强文化挖掘，深化景区文化内涵

“旅游 + 文化”是发展全域旅游的一条重要

道路，目前河套灌区的水利旅游还缺乏文化元素

的深度融入，难以形成对游客的长效吸引力。故

而在水利旅游开发中，应加强景区文化内涵的挖

掘和提炼，围绕“水”大做文章。在工程科学方

面，可将水系选址、防洪堤坝建设、水利发电等

方面的技术性资料进行整理，制作成具有工程

学原理的科普宣传片，让游客充分体会“水之

形”；在历史文化方面，可在景区设立文化广场

或水文化博物馆，收集各类与河套灌区发展相关

的诗歌、书画及人物传说等资料，利用 3D 技术

和艺术手法将其制作成具有河套特色的视频，再

现当年河渠的开挖过程，让游客充分感受“水之

魂”；在导游系统方面，要加强对高素质导游人员

的招聘和培训，使其充分掌握河套灌区的天文、

地理、历史、水利和文化等知识，实现人工讲解

的游刃有余，还要充分利用微信“扫一扫”等功

能，实现图文声像解说系统、标志系统和游览路

径等内容的自助讲解。

（四）完善交通配套，实现景区畅游

应从大、中、小三个层面完善旅游交通配套

建设，在大交通层面，要继续完善通往巴彦淖尔

市的铁路、航空及公路立体交通网建设，并为自

驾车游客配套停车场、加油站及汽车修配站等设

施 ；在中交通层面，要完善交通集散地通往各水

利风景区的各类交通配套，在机场、火车站、客

车站、公交站、酒店、餐厅等重要的游客必经地

做好对旅游交通宣传，设立专门的旅游景区直通

车，根据季节和客流不同，调整发车班次并及时

更新交通讯息 ；在小交通层面，要在景区内配备

自行车、电瓶车等低碳交通工具，充分利用互联

网，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及时准确地更新小

交通指南，让游客实时准确掌握景区内的交通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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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灌区的主要分布区，巴彦淖尔市的 A 级景区数

量仅有 37 家，与毗邻的鄂尔多斯市相比较，其旅

游资源丰度不足，很难打造具有充分竞争力的旅

游产品和线路。

（二）生态环境保护不够

水利旅游资源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

值。为了实现其经济价值，河套灌区不少河渠都

修建了节水工程，在渠道两侧铺衬了水泥板，这

使得河渠的原生景观被破坏，观赏价值在一定程

度上让渡于经济价值。另外，有些开发也造成对

周边环境的破坏，如乌梁素海的早期功能是承泄

农田退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在进行旅游开

发后，景区为满足游客的亲水旅游需求，相继开

发了一些水上娱乐和观光项目，造成水体的二次

破坏。

（三）水利文化开发不深

观赏价值和休闲娱乐价值是水利旅游资源的

外在表现，而历史文化价值则是其内涵和灵魂，

也是水利旅游开发的精髓所在。根据河套灌区水

利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结果，历史文化价值

的开发程度处于灰中级，说明其开发程度不足。

另一方面，从开发现状来看，河套灌区对文化软

实力的开发步伐远远滞后于景区硬件设施的开

发。以河套灌区开渠第一人王同春为例，他在开

辟河套灌区水系时不怕苦难、勇于探索的精神，

成就了河套灌区的农业发展，也体现了水利本身

存在的精神，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伟大的河

渠人，更没有在水利旅游开发中将其河套文化精

神展现出来。

（四）旅游交通配套不全

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是促使人们产生旅游动

机的先决条件，而交通的可达性则是促成出行的

必要条件。随着巴彦淖尔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

提升，河套灌区周边的交通配套也在不断完善，

由天吉泰机场、京包—包兰铁路及丹拉高速公路

等交通干线组成的立体化交通网正在形成。但通

往水利风景区的各类小交通体系及景区内部的

各类交通配套还不够完善。对于自驾车游客，

缺乏较大的停车场、加油站及汽车修配厂 ；对

于 骑 行 旅 游 者， 缺 乏 专 门 的 自 行 车 道 及 修 配

点 ；对于大篷车旅游者，缺乏专用的宿营地及

配套停车场、公共淋浴间及供电设施等。 

四、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

（一）加强资源开发，扩充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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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在河套灌区水

利旅游开发中，不仅要注重单个景区和单个行业

的发展，还要充分利用地域和产业组合条件，由

点到线，由线到面，加强本地区旅游业与其他地

区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第一，借助自身资源优

势，增强旅游产品和线路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加

大体验类产品的开发和营销，以满足游客多样化

和个性化的需求 ；第二，借助毗邻地区旅游景区

质量较好的优势，在进行旅游线路设计时，将本

地旅游资源与鄂尔多斯市等周边城市的优质旅游

景区进行联合开发，从而拉长旅游产业链条。在

开发中要特别注意扬长避短，因地制宜，不可简

单复制、粗暴克隆 ；第三，借助乡村旅游的良好

发展态势，将水利旅游与乡村旅游结合，打造具

有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形成大景观的旅游线路。

（二）保护水域生态，坚持可持续发展

与其他旅游资源不同，水资源本身具有双重

性，生态功能是其基础功能，因而，水利旅游资

源的开发不能影响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河套灌

区在水利旅游开发中，应处理好开发和保护之间

的关系，注重与周围地势地貌的协调性，防止水

土流失及对水利工程本身的不良影响。既要提高

本地居民的环保意识，给外来游客做好榜样，又

要注重水利旅游开发单位与河套灌区管理局及相

关职能部门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充分协调，以实

现灌区的水域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三）增强文化挖掘，深化景区文化内涵

“旅游 + 文化”是发展全域旅游的一条重要

道路，目前河套灌区的水利旅游还缺乏文化元素

的深度融入，难以形成对游客的长效吸引力。故

而在水利旅游开发中，应加强景区文化内涵的挖

掘和提炼，围绕“水”大做文章。在工程科学方

面，可将水系选址、防洪堤坝建设、水利发电等

方面的技术性资料进行整理，制作成具有工程

学原理的科普宣传片，让游客充分体会“水之

形”；在历史文化方面，可在景区设立文化广场

或水文化博物馆，收集各类与河套灌区发展相关

的诗歌、书画及人物传说等资料，利用 3D 技术

和艺术手法将其制作成具有河套特色的视频，再

现当年河渠的开挖过程，让游客充分感受“水之

魂”；在导游系统方面，要加强对高素质导游人员

的招聘和培训，使其充分掌握河套灌区的天文、

地理、历史、水利和文化等知识，实现人工讲解

的游刃有余，还要充分利用微信“扫一扫”等功

能，实现图文声像解说系统、标志系统和游览路

径等内容的自助讲解。

（四）完善交通配套，实现景区畅游

应从大、中、小三个层面完善旅游交通配套

建设，在大交通层面，要继续完善通往巴彦淖尔

市的铁路、航空及公路立体交通网建设，并为自

驾车游客配套停车场、加油站及汽车修配站等设

施 ；在中交通层面，要完善交通集散地通往各水

利风景区的各类交通配套，在机场、火车站、客

车站、公交站、酒店、餐厅等重要的游客必经地

做好对旅游交通宣传，设立专门的旅游景区直通

车，根据季节和客流不同，调整发车班次并及时

更新交通讯息 ；在小交通层面，要在景区内配备

自行车、电瓶车等低碳交通工具，充分利用互联

网，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及时准确地更新小

交通指南，让游客实时准确掌握景区内的交通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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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灌区的主要分布区，巴彦淖尔市的 A 级景区数

量仅有 37 家，与毗邻的鄂尔多斯市相比较，其旅

游资源丰度不足，很难打造具有充分竞争力的旅

游产品和线路。

（二）生态环境保护不够

水利旅游资源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

值。为了实现其经济价值，河套灌区不少河渠都

修建了节水工程，在渠道两侧铺衬了水泥板，这

使得河渠的原生景观被破坏，观赏价值在一定程

度上让渡于经济价值。另外，有些开发也造成对

周边环境的破坏，如乌梁素海的早期功能是承泄

农田退水、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在进行旅游开

发后，景区为满足游客的亲水旅游需求，相继开

发了一些水上娱乐和观光项目，造成水体的二次

破坏。

（三）水利文化开发不深

观赏价值和休闲娱乐价值是水利旅游资源的

外在表现，而历史文化价值则是其内涵和灵魂，

也是水利旅游开发的精髓所在。根据河套灌区水

利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价结果，历史文化价值

的开发程度处于灰中级，说明其开发程度不足。

另一方面，从开发现状来看，河套灌区对文化软

实力的开发步伐远远滞后于景区硬件设施的开

发。以河套灌区开渠第一人王同春为例，他在开

辟河套灌区水系时不怕苦难、勇于探索的精神，

成就了河套灌区的农业发展，也体现了水利本身

存在的精神，但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伟大的河

渠人，更没有在水利旅游开发中将其河套文化精

神展现出来。

（四）旅游交通配套不全

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是促使人们产生旅游动

机的先决条件，而交通的可达性则是促成出行的

必要条件。随着巴彦淖尔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

提升，河套灌区周边的交通配套也在不断完善，

由天吉泰机场、京包—包兰铁路及丹拉高速公路

等交通干线组成的立体化交通网正在形成。但通

往水利风景区的各类小交通体系及景区内部的

各类交通配套还不够完善。对于自驾车游客，

缺乏较大的停车场、加油站及汽车修配厂 ；对

于 骑 行 旅 游 者， 缺 乏 专 门 的 自 行 车 道 及 修 配

点 ；对于大篷车旅游者，缺乏专用的宿营地及

配套停车场、公共淋浴间及供电设施等。 

四、河套灌区水利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

（一）加强资源开发，扩充产业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