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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旅游是以旅游活动为载体，以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知

识为主要目的的旅游形式，它通过在游览过程中普及科学知

识，寓教于乐、寓学于游，是集娱乐性、参与性、知识性、教育

性于一身的旅游活动 [1]。昆明植物园建于 1938 年，是国内最

早建立和规模最大的植物园之一，以引种云南名贵花卉、云
南中草药、国内外重要经济林木和珍稀濒危植物为主，是一

所以资源植物的引种驯化和植物种质资源的迁地保护为主

要研究方向的活植物收集园，现已引种收集植物 4 000 多种。
昆明植物园依托具有较强科学研究能力和丰富科学研究产

品的植物研究所为旅游开发平台，通过近几年的开发已初步

成为既能为昆明市民提供科学教育功能，又能体验休闲娱乐

的场所。先后被国家、省、市等有关部门命名为“科技活动示

范基地”、“科技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2]，因此，利用昆

明植物园开发以科学知识及科学精神传播为主要体验内容

的科普旅游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一、昆明植物园旅游市场发展过程分析

昆明植物园建于 1938 年，早期主要以植物的迁地保护

为目标，直到 1996 年才对公众开放。随着城郊休闲旅游的兴

起和发展，昆明植物园在昆明市休闲旅游市场越来越具有吸

引力，游客不断增加，12 年来共接待各类游客 200 多万人，

2007 年游客量比 1997 年增长了近 7 倍。根据巴特勒旅游地

生命周期理论，昆明植物园旅游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旅游

吸引力逐渐增强，已初步形成广泛的客源基础。昆明植物园

旅游要在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的同时，正视旅游产品单一，

服务设施欠缺，游客抱怨增多等问题，进行以植物科学内涵

特色为基础的科普旅游开发，稳定和扩展客源市场，延长其

发展期 [3]。

二、昆明植物园科普旅游开发的 SWOT 分析

（一）优势

1.区位及交通优势。昆明植物园位于昆明市北郊茨坝镇，

与黑龙潭公园、野生动物园、金殿森林公园共同构成了昆明

北市区环城游憩公园带。昆明植物园距市区只有 12 公里，龙

泉路、银河大道已将其与市区很好连接。有 79 路、9 路、115
路公交车到达。附近的都市枫林小区、立欣洲花园别墅、昆明

市经济适用住房等房地产的开发，改善了周边基础设施环境

和交通条件，将其与市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城市建设

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市区居民逃避喧嚣、周末

休闲观光、放松身心的最佳场所。
2.资源优势。昆明植物园作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

研究基地，主要以资源植物的引种驯化和种质资源的迁地保

护为研究方向。昆明植物研究所经过近七十年的建设和发

展，在植物学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获得多项植物学方

面的科研成果，形成了自身特色。园内现有濒危物种、国家级

保护植物 350 多种。另外，昆明植物研究所拥有一批从早期

到现在的植物学科学家，如蔡希陶、吴征镒、周俊等，他们严

谨、执著的科学精神也成为开发科普旅游的重要资源之一。
昆明植物园所具有的在植物学知识和研究方面的独有优势，

是其独有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不可替代性。
3.客源市场优势。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

普及越来越重要，国家和个人都逐步意识到具备一定的科学

素养是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素质。科普观念从原来只认为文

化素质低下者才进行科学知识普及教育转变为全民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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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受众对象由少部分变为全民。因此

科普旅游客源市场广泛，只要开发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科普

旅游产品，市场前景无限。昆明植物园作为各级科普教育基

地，进行科普旅游的开发具备广泛的客源群体。
4.植物学专业人力资源优势。昆明植物园拥有 140 多名

具有丰富植物学知识的中高级科学研究人员，对植物园科普

旅游项目的开展，可以研以致用，能较好地引导游客进入到

植物学知识世界。另外，昆明植物园长期以来一直为昆明市

多家高校学生提供实习场所，这些学生既具备一定的生物学

知识，又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在昆明植物园科普旅游项目开

展中，可以作为兼职人员，为昆明植物园旅游开发节约资金。
（二）劣势

1.管理体制差异。昆明植物园旅游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

发展，具有很多一般综合性公园所不能比拟的特色优势和资

源，但由于是研究性基地，不纳入城市公园的管理和规划，沿

用的是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和办法，不参与旅游市场接轨，

因此在资金支持、对公众开放的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限制。
2.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昆明植物园主要靠春天的茶花节，

秋天的枫香大道及一些大型的科普宣传活动吸引游客，受季

节性影响非常大。通过笔者调查，大部分市民将昆明植物园

旅游形象定位在一般休闲公园，没有完全发挥出科普教育基

地的作用。要改变这种观念，需作长期不懈的努力。另外，昆

明植物园目前没有专业的导游解说系统，影响了人们对植物

科普知识的关注和兴趣。
3.旅游形象宣传、旅游产品促销力度不够。昆明植物园在

旅游形象宣传、旅游产品促销方面，形式比较简单，不能引起

市民的关注，达不到应有的宣传效果。在服务设施方面，由于

昆明植物园建园较早，它的规划设计主要从植物研究的需要

角度出发，没有注重植物在形态、色彩、季节上的搭配，因此，

植物景观布局比较单一。在服务设施的布局、服务内容的提

供上还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
（三）机遇

1.旅游外部大环境的改善。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人均 GDP 快速增长，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

高，用于文化生活等消费性支出比重不断增加。经济收入的

增长是旅游发展的前提，随着云南省及昆明市社会经济的发

展，昆明市民人均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用于旅游的支出也

不断增加。旅游外部环境的改善，促使人们的旅游需求不断

扩大，为昆明植物园科普旅游的开发提供了宏观发展机遇。
2.休闲旅游业的蓬勃发展。21 世纪以来，国内旅游消费

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旅游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以传统的观

光旅游产品为主体的市场逐渐转变为以观光、度假、休闲旅

游为主体的市场，特别是以良好生态环境为背景的生态休闲

旅游更受人们青睐，长距离的观光旅游的比重逐渐降低，而

休闲性和参与性强的城郊休闲旅游的比重将有所增加。这是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环保

意识的加强引起的旅游需求变化的必然结果，为昆明植物园

科普旅游开发提供了极大的客源机遇。
3.中科院系统的内部改革。中科院系统的机构不断改革，

在植物园管理体制、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有了一些新的突破。
如把植物园科普传播活动开展状况作为植物园发展的考核

评价内容。另外，国际和国内其他植物园旅游的发展也促进

了昆明植物园不得不随形思变，重新为植物园的功能进行定

位。昆明植物园建设资金方面存在的压力变为发展的动力，

使相关管理部门更加重视昆明植物园旅游的发展和创新。
（四）威胁

1.客源市场竞争的威胁。随着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构建

生态文明的重视，更多地关注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近年在昆明周边地区建了很多休闲性综合公园，如北市区月

牙塘公园、云南省野生动物园等，不但吸引了以休闲为主的

游客，还吸引了以青少年为主的科普旅游市场游客。北郊的

金殿森林公园、黑龙潭公园在历史古迹及知名度方面的影

响，也对昆明植物园的客源市场形成了威胁和挑战。
2.旅游需求日益多样，品位不断上升。随着人们旅游需求

日益多样化，个性化，更希望参与体验性强、内容丰富的旅游

活动。由于植物只具备静态吸引的特点，植物园要想在静态

的植物上做出动态的特色，需要更多、更新的开发管理理念，

更多的资金投入。因此，给昆明植物园的旅游开发带来了更

多的挑战和难度。
3.旅游开发可能带来对植物生长环境的破坏。昆明植物

园拥有一些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在旅游开发中，如果开发

不当或管理不善，有可能会让一些植物的生长环境遭到破

坏，导致植物物种灭绝。

三、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昆明植物园科普旅游开发优势大于劣

势，机会胜于威胁，劣势可变成分多，威胁可以在开发中通过

提升吸引力，加强管理，得以防范和制约。根据 SWOT分析结

果，结合昆明植物园旅游发展趋势，宜采用优势＋机遇战略，

抓住昆明植物园科普旅游开发机遇，发挥昆明植物园科普旅

游资源特色优势，采取多渠道筹措资金策略，对植物园进行

统一规划和开发，采用“一节一叶”（茶花节和红叶）精品开发

战略，开发参与性类和体验类的科普旅游产品，，将劣势转化

为优势，通过树立昆明植物园科普旅游品牌，在开发中加强

管理和游客的生态环境教育，从而减少威胁，实现昆明植物

园旅游可持续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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