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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已成为青海省以国

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片区如何立足于

片区内冰川、草原、森林与多种野生动植物共存的生态多样性基础，做到既有效

保护又合理开发，依靠优势生态资源振兴区域经济，已成为园区管理者的重要课

题。与此同时，生态旅游这一融合生态保护与科教娱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也得到

广泛普及。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测算其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清楚该片区所能

容纳的最大游客数量和发展中的问题以建立完善的生态旅游机制，无疑是平衡资

源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创建西北地区资源、人口生态安全屏障的有效途径。

本文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为研究对象，在了解其生态旅游资源和旅游

业现状的基础上，对其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具体测算与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测算模型对主要景区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计算，其生态环境容量

3142.65万人，空间环境容量 10483.94万人，设施环境容量 33.45万人，心理环

境容量 11574.75万人，综合环境容量为 6484.83万人。显而易见，设施环境容量

仅为综合旅游环境容量的 0.52%，显著制约了片区内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

同时现阶段青海片区的游客数量远未达到其综合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可持续发展

空间仍非常大。（2）根据对片区内主要景区游客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景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滞后于片区内生态旅游业发展，这与此前生态

旅游环境容量理论测算中落后的设施环境容量结果相一致。（3）当前发展生态

旅游的主要限制因素为特色旅游资源及相关产品开发力度不够、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景区服务水平低三大问题。由以上结论得出以下三点对策建议：创新驱

动，开拓旅游产品创意设计新形式；统筹规划，区块联动打造精品设施；规范管

理，营造科教游憩新氛围。

关键词：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 生态旅游 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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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co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Qinghai area of Qilia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demonstration province of Qinghai

Province's national park-based nature reserve system. How to base on the

biodiversity foundati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glaciers, grasslands, forests

and a variety of wild animals and plants in the Qinghai area, achieve both

effective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ly on advantageous

ecological resources to revitalize the region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park managers. At the same time, ecotourism,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that integrates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cience,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has also been widely populariz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is new era, it is undoubtedly necessary to

balance the protection of resour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create a balance between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create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Effective way of ecological safety barrier.

This paper takes the Qinghai area of Qilia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its eco-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it conducts a specific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its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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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model, the

main scenic spots The capac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31.4265

million, the capacity of the space environment is 104.8394 million, the

capacity of the facility environment is 334.5 thousand, the capacity of th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is 115.7475 million,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tourism environment is 64.8483 million. Obviously, the

facility environment capacity is only 0.52% of the comprehensive tourism

environment capacity, which significant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the national parks in the area.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tourists in the Qinghai area is far from reaching its

comprehensive tourism environment capacity, and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roo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satisfaction of tourists in the main scenic

spots in the area, it shows that the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scenic spots has lagged far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the area,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ackward 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apacity results in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3)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are the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tourism resources and related products, the la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 low level of service in

scenic spots. From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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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drawn: innovation-driven, to

develop new forms of creative design of tourism products; standardize

management and create a new atmosphere for science,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Keywords:Qilian Mountain National Park；Qinghai area；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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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十八大以来，积极建设生态文明一直是我国大力推进的战略决策，更直接影

响到百年奋斗伟大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成败，可见国家对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成功为我国生态文明提供了良

好的制度保障。国家公园是我国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区类型之一，其建立能够启发

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以往对资源的粗放利用，以制度形式确

保我国自然资源能够得到合理利用，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成绩。

2017年 9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特别指出国家公园的建立

是为了保护我国最具代表性、最必要、最应该保护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圈。

因此，国家公园建立初衷便是以国家代表性、以最严厉的保护开辟国家功能区中

的“禁止开发区域”，保护自然生态系统这一全民福利为人民共享。尽管学者们

对“最严厉的保护”的定义众说纷纭，但仍有很大震慑力，很多地方政府都采取

了“一刀切”的方式，大力提倡严格的保护环境，以避免因旅游而造成的生态安

全隐患。在这样的环保政策下，许多国家公园毫无疑问地抵制了旅游。目前，我

国许多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对开展的旅游行为存在质疑，其游憩功能还没有充分发

挥。

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都遵循着“生态优先”的理念，因此，旅游与国家公

园之间好像存在着明显的对立。然而一方面，旅游与国家公园不能完全分开，国

内一些国家公园试点地区已成为旅游景点，游客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旅游并不

代表一定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与传统旅游方式相比，生态旅游是一种生态友

好型的旅游方式，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可以有效降低旅游产生的负面效

应。生态旅游最早于 1983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提出，1993年由国

际生态旅游协会重新定义，旨在维持原住地生态环境和原住民生活原有性基础上

开展旅游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公园是适宜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并且全

民参与的方式可以激发群众公益意识。但一切发展要以保护生态完整性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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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发挥公园游憩、教育等功能时，必须保证旅游不能对其生态环境带来永久

性损伤，即必须参考其生态最大容纳量—生态旅游环境容量，以衡量旅游区所能

容纳的最大人数，从而有目的的进行优化调控。

祁连山国家公园作为我国最早的十大国家公园试点之一，野生动植物种类多

样，文化底蕴积淀深厚，在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生态旅游发

展，能够减轻环境压力、平衡发展与保护。因此，本研究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为案例分析地，在了解其生态旅游资源和旅游业现状的基础上，对其环境容

量进行测算，以期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生态旅游实践能在生态旅游发展与

自然生态保护间取得平衡，实现公众参与和自然生态、区域经济多元发展，建设

大美中国。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生态旅游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但结合祁连山国家

公园与生态旅游的文献数量不多，整体性、深入性、系统性研究尚有不足，单独

研究青海片区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有关

文献的广泛阅读，归纳和总结建立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概念体系和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测算模型，为生态旅游的环境容量研究在实践中的应

用奠定了一定的数据理论依据。

（2）现实意义

在保障园区自然地质环境、生态多样性资源完整性前提下，实现低碳经济的

长效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情下，

国家公园制度的一次勇敢尝试。一方面，环境容量的测算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

旅游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持和现实指导；另一方面，也为我国西北地区青海片区独

特的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共生共荣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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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2.1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估与定量测算相结合、案例借鉴与实地考察相

结合、理论计算与调研统计相结合三种。

（1）定性评估与定量测算相结合

本文首先通过大量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利用评述文献，同时考虑到祁连山国

家公园特有地质环境与动植物资源，建立起合适的生态环境资源评价体系，对片

区内自然景观、动植物资源、人文遗产进行系统的定性评估与归纳梳理。在此基

础上，根据青海片区特有资源因地制宜，确定具有代表性的权重指标，建立起更

适用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理论模型，即通过定性评估

与定量测算相结合，准确评估片区内主要景区环境容量。

（2）案例借鉴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案例借鉴即参考国家公园成功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及其环境容量测算方式

及结果进行分析，以得出具有普遍性、可实施性的一般规律。实地调研一方面是

对青海片区主要景区及服务机构进行实地考察与访问交流，对景区概况、客流量、

旅游收入、住宿、餐饮等服务设施水平进行调研；另一方面，通过与当地原住民

访谈，了解生态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案例借鉴与实地考察相结

合，立足于青海片区现实情况，参考已有成功范例，在继承中融入新特色，在创

新中推动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理论的与时俱进。

（3）理论计算与调研统计相结合

本文基于人口论对环境容量的定义，以景区品质维持饱和点和环境容量为参

考，结合旅游年鉴数据、调研统计结果、国家标准和相关经验公式对青海片区生

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模型分析，从而定量解析其旅游环境容量。同时，通过对

景区游客的问卷调研，统计归纳公众对景观保持度、景区饱和度、设施便利性、

服务专业性等旅游体验的满意度，从实证角度验证测算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度，

以期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相辅相成。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测算与分析

4

1.2.2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旅游环境容量测算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机关文件数据、相应国家

标准、工作人员走访、游客满意度调查等四个方面。

政府机关数据主要包括实地走访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获得资源分类、旅游

人数及收入和管理体制政策；走访统计局获得基础设施装机量和交通运营等统计

年鉴数据；走访住建局获得污水及固废处理成本及能力相关数据；环境保护局获

得主要污染物分布数据；旅游局获得更多规划资料及门票、住宿、餐饮数据等等。

国 家 标 准 方 面 本 主 要 参 照 了 《 旅 游 资 源 分 类 、 调 查 与 评 价 》

(GB/T18972-2017)、《国家公园资源调查与评价规范》(LY/T3189-2020)、《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的数据指

标。

景区工作人员走访主要通过管理者角度获取各景区详细旅游数据，如景区淡

旺季分时客流量、开闭园时间，景区可游览面积和游道长度，游客浏览线路偏好

和游览时长等。游客满意度调查则通过问卷方式从消费者角度采集游客对景物自

然景观、娱乐休憩及配套设施和旅游专业服务的反馈信息。

本文设计主要系数包括游客在生态旅游过程中所产生污染物及其排放量、基

本生活消耗品及其用量，以及所需基本空间取值，具体如表 1.1和表 1.2。

表 1.1 游客产生的主要污染物量

污染物 CO2 SO2 CO 悬浮固体物 固体废弃物

产生量 (kg/人/日) 2.45 0.01 0.40 0.06 0.60

表 1.2 游客生活基本消耗标准

事项 标准

居民平均每人用电量 1.5度/人

游客平均每人用电量 1度/人

每个游客平均游览道路面积 5-10m2/人

一般景点每个游客平均游览面积 100－450m2/人

人均污水排放量 100L/人

居民每日人均产生固体废弃物 1KG

资料来源：《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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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1.3.1 研究内容

第一章是绪论。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创

新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是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首先对国内外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量

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其次阐述了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环

境容量的概念和相关理论。

第三章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开发条件进行了梳理。首

先介绍了研究区的概况，然后对研究区的生态资源进行划分，最后分析了当地的

经济发展和旅游业发展现状。

第四章是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值进行测算。依据

指标构建原则，构建了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测算模型，并根据模型计算了主要旅游

景区的生态旅游生态环境容量、空间环境容量、设施环境容量以及心理环境容量

的值，最后根据权重赋值法综合计算了青海片区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

第五章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值进行分析。结合对

游客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综合分析了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各景区的发展现状

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第六章是结论和对策。

1.3.2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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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1.4.1 研究创新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两点：

第一，本文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为研究对象，在地域研究上有一定的

创新。并采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以及《国家

公园资源调查与评价规范》（LY/T3189-2020）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现有

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分类。

第二，基于生态旅游保护优先的原则，在实地调研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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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数据，估算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容量，分析了制约青海片区生态

保护与旅游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创新和参与为导

向的可行性开发对策，为类似的国家公园景区生态旅游开发提供一个发展与保护

耦合互促的良好范式。

1.4.2 研究不足

生态旅游是一门涉及自然地理、生态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交叉学科，由于

学科的复杂性和本人知识的局限性，对祁连山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认识可能仍不够全面，旅游环境容量测算中所选取指标仍有待补充，在

今后研究中可以考虑增加国家政策引导、季节分时因素以及游客年龄和教育水平

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优化测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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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2.1 研究现状

2.1.1 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国家公园的研究

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探索始于美国，1872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成立后，因其

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严格保护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可，也因此吸引了学者对其

生态价值和功能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国外关于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国

家公园的自然资源研究、国家公园的规划管理研究和国家公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

三方面。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研究着眼于自然资源，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和自然资

源的评估与分析（Bargmann，2019；Rachel，2019）、自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Keiser D，2018）两方面。国家公园的规划管理研究是站在管理的视角，

主要包括规划建设与收益管理（Melstrom，2019）、管理体制与运营机制（Eagles，

2002）、解说教育与旅游服务（Min N S，2016）等三方面。国家公园的利益相

关者研究根据利益主体类型，可划分为本地社区（Acosta，2018；Wondirad，2019）、

游客（Arnberger A，2019）、经营管理者（Choe Y，2016）等三方面的研究。

（2）关于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

环境容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比利时著名生物学家 P.E.Forest于十九世纪中叶

类比生物种群密度提出的。他认为对于一个旅游地来说，若要保障其生态系统完

整性，其可容载游客数量与种群数量类似，不会始终维持特定倍数指数增长，而

是会受限与景区面积和可消费资源数量，达到某一极点后，游客数量应该以某一

限定值为中心呈现动态平稳趋势，该值即为生态学领域的“环境容量”。1963

年 Lapage 跳出旅游活动对环境干预规模和强度的概念，将游客的满意度感知纳

入环境容量的评估范畴。1964年美国著名学者 Wagar在森林科学调研时针对野

生地段的探险者容纳量首次定义了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即一个旅游环境开

展载体能保持其长效提供应有品质旅游产品的游客数量限制。

此后，环境容量被广泛应用于旅游业的经营管理和旅游产品的策划开发。

1971年，Stankey和McCool根据牧场和荒原野生动物管理经验中承载力概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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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延伸，环境容量被定义为超过此水平，即会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和令人不满意

的娱乐体验，从而为管理者提供明确的限制依据；同时首次依据生物因素、心理

条件、社会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对环境容量进行了细分。1986年，O’Reilly针

对发展中国家公众旅游开发过剩等现象，提出旅游环境必须避免对历史地标和环

境的永久性破坏，应考虑对原住居民生活方式的干扰，同时利用上限值系统阐述

了环境容量的范围。

2.1.2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国家公园的研究

由于历史原因，相较于欧美国家，我国国家公园探索进程开展较慢，台湾于

1972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公园——肯尼迪国家公园；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明确了国家公园体制，为我国国家公园的发展提供了制度

保障；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和公民环保意识提高，我国大陆第一个试点公园三

江源国家公园应运而生；此后，学术界展开了围绕国家公园的密切研究，很多出

色的研究工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公园概念、意义及理论

借鉴、国外经验借签与比较、国家公园的建设构想与试点地区的案例研究四个方

面。

在国家公园概念、意义及理论借鉴方面，叶海涛（2017）认为国家公园是荒

野价值的集中体现，保护国家公园也就是保护全球不可替代地貌、动植物及其生

物圈多样性，即保护全球生态的完整性。余青（2019）从概念、背景、理念、举

措、制度等方面剖析了国家公园在美国的最初确立、探索完善和发展成熟过程，

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发展提供参考。

在国外经验借签与比较方面，吴静（2017）通过国际经验的梳理，指出国家

公园生态资源保护必须以相应法律体系的确定为保障，以强有力的制度管理为抓

手，稳步推进国家公园管理的制度化、科学化。吴健（2018）详细分析了美国国

家公园的特许经营制度，建议我国可以发展特许经营制度和市场化资金机制。

在我国国家公园的建设构想方面，唐小平（2017）根据国内自然保护地的保

护现状，提出根据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管理的目标与方式对生态资源进行系统分

类，统一标准，提出国家公园生态管理模式。黄宝荣（2018）认为要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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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动改革，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在试点地区的案例研究方面，康渊（2018）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对三江源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提出建议，并提出了构建草原综合体的概念。尚婷婷（2019）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分析了当地居民的可持续生计水

平。

（2）关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研究

祁连山国家公园由包括盐池、天祝三峡、马蹄寺、冰沟和黑河源在内的国家

级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组成。辖区内生态系统丰富复杂，青鹿、雪鸡和雪豹等珍稀

保护动物分布广泛，自然景观和物种保护价值极高。祁连山国家公园在建立之初

生态问题严重，一方面由于过度放牧、违法偷猎和开矿炸山等违法行为导致了严

重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另一方面，祁连山脉狭长的地域分布使其保护区分布

零散，集中管理困难。因此，围绕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研究工作也主要集中在生态

资源分类评价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修复（邓小兵，2019；王方，2012；王涛等，2017；

周伟，2018）、破碎化联动管理问题（许冬梅，2018）、祁连山环境破坏整治和

环境承载力评估（丁文广等，2018；刘庄等，2006）。

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挂牌以来，在发改委相关政策和方案推动下，祁连山的

生态修复保护工作初见成效，国内学者的研究工作也从国家公园本身拓展到园区

发展规划和管理策略、生态价值开发利用、经济发展与社区关系等领域（张壮等，

2019；温煜华，2019；王瑞等，2019；张颖等 2019）。在生态旅游层面，雒建

波（2019）对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环境容量测算提出更合理的、更具可操作性的方

法和理论。此外，鲜有学者对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进行研究。

（3）关于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

“上有天堂，下游苏杭”，1983年，赵红红以古典园林为主题的苏州旅游

研究中，创造性地根据园林旅游历史遗迹保留、游客时空聚集等特点，充分考虑

景区分布和游客偏好行为的前提下，首次对园林环境容量进行了建模计算，并进

一步推算分析了苏州环境容量，为城市环境和旅游布局提供了新的重要参考指

标。此后，这种以旅游地活动空间等客观条件和游客特征行为等主观因素为环境

容量测算模型和分量指标确定依据的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近些年

来，研究学者根据产品内容、规范性划分、旅游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对生态旅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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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容量的测算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细分，进一步丰富了环境容量的结构和内涵，展

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应用前景。

国外最初以“将大自然的奇观为公众所有”的目的开展生态旅游活动，而我

国对旅游这一概念成体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前期主要是借鉴国外经验进行的理

论研究。而现阶段则是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重，目前已经取得了蓬勃的发展。

国内的研究以生态旅游热点为导向，主要集中于以黄山、黄果树瀑布、长白山天

池等以自然风光为主体的旅游景区，这与国人“寄情山水”的传统文化观念不谋

而合。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依靠自然风景观光旅游这一单一旅游方式的弊端开始

显现，我国气候决定了自然风景呈现出明显的季节特征，这便不可避免的导致了

旅游旺季的“门庭若市”和淡季的“门可罗雀”。冯孝琪（1991）突破了传统静

态的游客数量研究思维，首次将泰山景区自然经济条件显著不同的山脚、山腰和

山顶景区分层次单独研究，将时空因素引入环境容量研究，提出了以旅游路线为

核心的发展建议；崔凤军（1995）考虑到时空分异变化的规律，创造性地将时空

与旅游环境容量结合起来，改变了学术界单调的人数统计方式；周年兴（2003）

采用统计学 DOE实验的边界条件结合游客心理环境容量对武陵源黄石寨风景区

的边界满意度进行了系统评估；张影莎（2011）针对排队等问题的公园管理，选

取芜湖方特为实例，运用多种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半年以上的实验调研对节假日

和工作日的不同环境容量进行了测算，并采用系统动力学建立了影响因素与环境

容量间的准确关系，为时空管理和游客心理规律提供了重要容量参考。

2.1.3 研究述评

以最早的黄石国家公园为例，全球的国家公园及其生态旅游已经发展成为集

珍稀地质地理环境、动植物种群、休闲游憩、考古收藏和遗产研究在内的成熟功

能体系。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以及公众生态环保意识的提高，我国国家

公园制度体系也由最初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逐渐独立出来，并已取得长足发

展。但是，从祁连山细分领域来看，在严格的保护措施导向下，当地政府的旅游

经营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生态保护治理和资源开发利用融合速度缓慢，对于青

海片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地处高寒地区，高原草地、

冰川江源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系统破坏严重且修复难度大，因此，在发展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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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为前提的生态旅游的基础上，测算其可容纳的最大游客量即生态旅游环境容

量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目前国内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虽然国

内学者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鲜有测

算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旅游环境容量研究；二是国内关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管理

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定性的建议和策略，结合具体案例，定量分析生态旅游管理问

题的研究寥寥无几。基于此，本研究针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生态旅游环

境容量进行研究，可以有效指导研究区的开发实践。

2.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2.1 生态旅游的内涵

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环境保护和生态体验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旅游形式，

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强调的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保护。

它是一种将景观、生态、人文融为一体的旅游活动，既能满足回归自然、认知自

然、体验自然的身心需求，又能观赏自然景观、感悟历史人文，旨在依托生态景

观和独具特色的人文历史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分

析其概念，不难发现生态旅游有以下四点特征：

第一，生态旅游的客体是自然生态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生态。

第二，游客的行为会影响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第三，在生态旅游中要对游客进行教育，使人们在参与其中，提高环保意识。

第四，尊重旅游区居民的参与权，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2.2.2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内涵

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国内学者们将环境容量界定为环境承载力，生态旅游

环境容量具体指某一旅游地在不破坏原有环境下所能容纳的最大游客数量。综合

前人的研究，其测算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容量、空间环境容量、设施环境容

量和心理环境容量四个部分。生态环境容量是指在不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重大损

失的前提下可容纳的游客人数；空间环境容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因旅游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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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需求而能够容纳的旅游者人数；设施环境容量是指旅游区的旅游设施所能

承受的游客数量，主要由住宿、交通、供水、供电设施等四方面构成；心理环境

容量是指旅游区为满足旅游者和周边居民的心理满足度所能接受的最佳旅游者

数量。

2.2.3 理论基础

（1） 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源自 20 世纪 80 年公共卫生专家 Gro Harlem Brundtland

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工作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第 2章：迈向可持续发展》

中的“永续发展”一词。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不影响到子孙后代实现自身需要的

前提下实现当代经济发展的需求。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需求，旅游

可持续发展要求在自然资源可再生和生长修复限度内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减少和

取缔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充分保护生态和物种多样性，确保公众尤其是子孙后

代可以在公平享有自然福利的前提下发展生态旅游业。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是对旅游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以实现永续发展，即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紧密

结合，确保旅游模式的生态环保属性。国家公园是全人类的宝贵生态财富，其旅

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涉及以下四大原则：

持续性原则：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业，是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形式。

生态保护是园区的第一要务，因而可持续原则是各类旅游活动必须要遵循的基本

准则。可持续原则追求保护和发展的和谐，这就要求转变传统旅游业的利润至上

原则，必须遵循国家公园国土开发保护制度，在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地理环境

可恢复性前提下，加强规则制定、市场监管、分级管理、整体管控，推动生态旅

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可持续原则要求旅游业在吸引游客提高经济效

益的同时，也要引导绿色的环保消费观，提高游客旅游品质的同时不能对旅游地

造成不可修复的环境破坏。这就要求旅游业必须遵循旅游环境容量这一红线，一

旦逾越了这一点，持续性发展就成为一个问题。

公平性原则：国家公园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典型性，园区内自然风貌最壮美、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文化遗产最珍贵、生态系统最奇特。因为国家在生态文明建

设的时代主题下，建立国家公园制度是希望全人类和子孙后代可以共享这一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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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财富，这就要求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必须遵循公平互惠共享的原则。公

平性原则要求满足所有公众亲近自然、享受游憩体验的基本需要，进一步扩展到

更多其他机会，以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我国是人口大国，人

均资源占有量不足，这就要求我们发展生态旅游业时，要有更多的责任担当，充

分尊重代际间的公平，保护好这些令人神往的珍贵动植物资源和独一无二的地质

地形风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有与当代人平等的选择权利。

共同性原则：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世界各国的权利和不可推卸

的责任。国际发展、环境、人口非政府组织在WCED公开听证会上提及，可持

续发展是全球各国的“共同事业”。全球生物圈是一个整体，贫穷、环境退化和

人口增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而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是不可能孤立完成的，

它需要全球合作。因此发达国家应该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应该为欠发达地区

提供更多科技和资金支持，摒弃狭隘的物理可持续理念，建立平等的消费价值观，

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来满足个人需要，才能充分激活增长潜力，推动全球的

人口、生态环境和生产力相协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利益协调性原则：是指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和区域经济的统一，意味着传统

旅游业追逐经济利益向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特许经营的转变，同时也是游客旅游

休憩体验和旅游地原住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协调统一。国家公园是全民公益事业，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一大重要使命就是解决当地生态破坏问题，同时促进保护地管

理的协调统一。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吸引大量的资金，促进旅游地交通条

件、民居食宿环境的改善，促进地方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旅游产品质量

和服务人员专业性的提高，也同步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质。因此，

要想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利益协调性原则，既要充分尊重原住民的

风俗习惯和利益诉求，又要做好旅游路线和项目的合理规划，以及游客行为的正

确引导，避免相关方的利益冲突，努力推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2） 木桶原理

木桶原理，由现代层级组织学创始人彼得首次提出。木桶原理，即短板管理

理论，一个木桶的盛水量与桶壁上最长的木板无关，而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木板，

因而也被广泛理解为短板效应。换言之的极限情况，若组成一个事物的各个因素

中，哪怕有一个条件确实，事物的整体功能也无法实现。近些年来，企业管理、

经济策划等与容量范畴相关的诸多领域中都广泛使用木桶原理进行阈值评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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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到旅游环境容量问题，景区的整体空间拟作木桶，自然生态因素、游客心理因

素、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发展因素、期望因素、极限因素等都是组成木桶的木板，

最终的环境容量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且最终确定景区极限容量正是短板限制因

素所对应的环境容量测算值。为实现旅游环境容量值的最大化，可以从以下三方

面入手：

协调推进，实现容量最大化。“木桶”容纳量受到短板因素的显著制约，短

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需要我们发挥创新意识，深入推动改革去取长补短。

公园管理局、自然资源管理局和旅游局应该当充分协调，根据片区内的自然资源

分布情况、旅游现实条件，根据生态旅游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匀特点，优化旅

游的结构，即调整木板的组成结构，加强各“木板”间的紧密配合，取长补短，

重点突破，减少板块间的缝隙，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实现旅游容量的

最大化。

拓宽底部，充分提高承载力 。“木桶”的容量不仅与木板有关，而且只有

当它具有足够宽阔的基础面积时，木板才有意义，才能发挥出应用的容量。景区

环境承载力的提高离不开利好的政策，利好的政策和良好的思想氛围可以为生态

旅游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国家公园不仅是严格的生态保护地，同时也是公益

性的国民休憩地。《方案》中明确政府和景区应当“放得开手脚”，充分利用科

学技术的力量，以促进性的政策和合理的管理规划，结合科教研究和商业资金注

入，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为生态旅游发展开辟道路，促进环境承载力的提高。

主板引导，精准带动整体增益。“反木桶”原理指出，虽然“长板”不能决

定“木桶”的容量，但是它却代表了该领域最精华的特色。生态旅游的发展应当

以最优势的“长板”条件为主手，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科学的政策为辅助，

建立独具特色、旗帜鲜明的旅游产品，使“木桶倾斜”，成分吸引游客，发展精

品旅游项目增加旅游收入，带动景区环境容量、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的整体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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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开发条件

3.1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地理位置

祁连山国家公园作为我国十大国家公园试点之一，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分为青海和甘肃两个片区，东北部与甘肃省的酒泉、张掖、武威地区相

接，西部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乌兰县毗邻，南部与海北藏族自治州

的海晏、刚察县为邻东部与海东地区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接壤（图 3.1）。其中青

海片区行政区域包括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门源县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的德令哈市和天峻县部分区域，辖管 12个乡（镇）48个村（牧委会），占国家

公园总面积的 31.5%。

图 3.1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位置图
1

3.2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资源划分

与传统的普通旅游相比，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方式，更突出生

态环境的保护，注重维持生态的原始性和稀缺性、脆弱性、健康性和多样性，强

调生态环境的发展和保护齐头并进。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划分是生态旅游的重要组

成部分，只有清楚的梳理完当地的生态旅游资源，才能因地制宜的规划旅游业的

1 图片来源：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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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及《国家公园

资源调查与评价规范》（LY/T3189-2020）对旅游资源分类的标准，将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内的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 5大主类，12个亚类，20个基本类型，

具体包括 59个旅游单体。其中地文景观、水域景观和生物景观属于自然资源，

建筑与设施和历史遗迹属于人文资源。

3.2.1 地文景观

祁连山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蒙新干旱区以及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地处

东经 96°49′-102°41′，北纬 37°03′-39°12′，覆盖林地、草地、湿地、

荒漠、冰川积雪等生态系统。园内地文景观可分为 2个亚类，3个基本类型，14

个旅游单体（表 3.1）。公园内群山环抱，形成了卓尔山、天峻山、岗什卡雪峰

等山丘型景观；峡谷沟谷陡峭壮观，形成了拉动峡谷、抓日沟、野牛沟等沟谷型

景观；沟壑洞穴裂缝纵横、沟谷蜿蜒，形成格萨乐王藏剑洞、天峻二郎洞等沟壑

洞穴型景观。

表 3.1 地文景观资源汇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旅游资源名称 旅游资源位置

地文景观

自然景观综合体

山丘型景观

岗什卡雪峰 门源县

雾山虎豹 门源县

毛公山 门源县

卓尔山 祁连县

天峻山 天峻县

阿咪东索 祁连县

白公山 德令哈

疏勒的山景 天峻县

沟谷型景观

拉洞峡谷 门源县

抓日沟 门源县

野牛沟 祁连县

大冬树山垭口 祁连县

地表形态 沟壑与洞穴
格萨乐王藏剑洞 门源县

天峻二郎洞 天峻县

资料来源：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整理

3.2.2 水域景观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具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和多样的自然景观，平均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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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5000米。水域景观具体分为 4个亚类，4个基本类型，12个旅游单体（表

3.2）。园内河谷与冰川密布，流域地表水资源总量高达 60.2亿立方米，是黑河、

疏勒河、八宝河、石羊河以及托勒河等众多流域的产水区与集水区。冰川积雪、

草地和林地等生态系统为这些内陆河提供着重要的水源涵养服务功能，同时也为

园内的城镇和农村提供了大量的水源，因此祁连山也有“高山水塔”和“固体水

库”的称号。

表 3.2 水域景观资源汇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旅游资源名称 旅游资源位置

水域景观

河系 游憩河段

浩门河国家湿地公园 门源县

大通河湿地 祁连县

黑河河源湿地 祁连县

湟水河湿地 祁连县

布哈河 天峻县

湖沼 游憩湖区

哈拉湖 天峻县

可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 德令哈市

神湖之源旅游风景区 天峻县

地下水 泉
包忽图听泉 门源县

狮子口药泉 门源县

冰雪地 现代冰川
八一冰川 祁连县

疏勒的冰峰 天峻县

资料来源：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整理

3.2.3 生物景观

祁连山国家公园内有广袤的草原和林地，草地面积达 100.72 万公顷，林地

覆盖面积达 15.24 万公顷，生物景观具体可分为 2个亚类，3个基本类型，9个

旅游单体（表 3.3）。青海片区内地理环境复杂，代表性的生物种群丰富，据不

完全统计，有草本和木本植物 1044 种，下属近 400 属；陆栖高等动物 28 目 63

科 294种，更不乏岩羊、马鹿、雪豹等珍惜保护动物；鸟类 190余种，昆虫 133

科 988种；甚至还有远古脊椎动物化石留存等。众多动植物景观和四周的山川峡

谷融为一体，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公园的悠然和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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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生物景观资源汇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旅游资源名称 旅游资源位置

生物

景观

植被景观

林地

仙米国家森林公园 门源县

黑河大峡谷森林公园 祁连县

冰沟林海景区 祁连县

草地

皇城草原 门源县

祁连大草原 祁连县

默勒草原 祁连县

祁连鹿场 祁连县

百里油菜花海 门源县

野生动物栖息地 陆地动物栖息地 油葫芦野生动植物保护区 祁连县

资料来源：笔者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整理

3.2.4 人文景观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人文景观主要包括建筑设施和遗址遗迹两大主

类，分为 4个亚类，10个基本类型，24个旅游单体（表 3.4）。包括各类宗教寺

庙和休闲度假等人文旅游场所、桥梁隧道、堤坝段落和特色小镇等实用建筑与核

心设施、鲁盲沟岩画和岗龙石窟等观赏类景观、遗迹古城和遗址等物质类文化遗

存。这里有汉、藏、回、蒙、土、裕固、哈萨克、撒拉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多

元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悠久的古遗址、遗迹、宗教建筑等人文资源，形成了独特的

“祁连山文化圈”。

表 3.4 人文景观资源汇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旅游资源名称 旅游资源位置

建筑

设施

人文旅游

场所

宗教与祭祀活动场所

阿柔大寺 门源县

仙米寺 门源县

南关清真寺 门源县

珠固寺 门源县

石经寺庙 天峻县

德令哈阿力腾寺院 德令哈市

康体游乐休闲度假地 西海公园 德令哈市

实用建筑与

核心设施

桥梁隧道 大坂山隧道 门源县

堤坝段落 “水电走廊”坝区 门源县

特色场所
藏族华热民俗村 门源县

柯鲁柯农垦文化风情小镇 德令哈市

景观与小品

建筑

书画作 鲁盲沟岩画 天峻县

雕塑 岗龙石窟 门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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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4

遗址

遗迹

物质类文化

遗存

建筑遗迹

金巴台古城遗址 门源县

门源古城遗址 门源县

皇城故址 门源县

永安古城 门源县

羊胸沟口古城 祁连县

峨堡古城 祁连县

祁连古三角城遗址 祁连县

德令哈外星人遗址景区 德令哈市

古道遗址

扁都口古道 祁连县

头塘达坂古道 门源县

老虎沟古道 门源县

文化遗存 夏塘台遗址 祁连县

资料来源：笔者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整理

3.3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3.3.1 门源县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大美青海-花好门源”作为门源县的一张金名片，该县著名的百里油菜花

海景区被评为国家 4A级景区，形成了以欣赏金黄的油菜花为特色的高原生态农

业旅游和以登山、骑马、滑雪为主题的高原体育和探险旅游。观西门塔尔牛、浩

门马养殖基地、林麝养殖基地等现代农业养殖园，赏高原生态牧群的波澜壮阔，

品湖羊、白牦牛、林麝异域肉香；饮一杯青稞美酒，体验雪域绿色峰养殖；自食

其力采摘飘香的油菜花籽，榨一杯纯天然门源油；更有养生佳品蜂王浆，强身瑰

宝蜂花粉和制腊佳品蜂胶。门源县有着最完整的高原立体生态农业，可以让游客

身临其境体验雪域生活。2016-2020年间当地旅游游客及收入总体逐年上升，2019

年接待游客 359.8万人，旅游收入 10.01亿元，旅游产业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到 29.32%，达到近几年最高，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有所回落（图 3.2），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测算与分析

21

图 3.2 2016-2020年门源县旅游收入及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资料来源：2016-2020年门源县统计公报

3.3.2 祁连县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祁连县地处青海海北自治州北部，位于黑海上游，辖区内荒漠戈壁与河源草

甸共存，有大通河谷地一个半湿润区和八宝河、黑河和托勒河谷地内陆等四个干

旱区。祁连县自古以来便是祁连山口地理要冲，同时也是风景秀丽，宁静素美的

旅游仙境，2016 年后，祁连县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产业结构改革，定位和发展

特色生态旅游业，上榜“西北地区十佳诗意休闲小城榜”，在“中国诗意休闲百

城榜”上居于第 37位。如图 3.3所示，2016年到 2019年间，祁连县的旅游收入

从最初的 4.88亿元增加到了 13.83亿元，年增加率 38.3-49.6%；即使在疫情影响

下的 2020年，旅游收入仍占本县生产总值的 51.76%。近些年来，受益于祁连山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祁连县立足森林、草原、冰川一体的资源禀赋，大

力发展野驴、马鹿、岩羊、雪豹、玉带海雕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观光旅游和野外

考察；挖掘秦艽、羌活、雪莲等珍贵中草药商业价值；盘活沙棘、地衣、发菜等

食用植物菌类等生态立体农业，极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产业转型。祁连县生态旅

游业很好地吻合了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特色化的发展诉求，地方政府正围绕县域内

优势生态农产品打造特色品牌，以旅游业和生态农业相互带动推进高效益经济发

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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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6-2020年祁连县旅游收入及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资料来源：2016-2020年祁连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3.3.3 天峻县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天峻县古称西海郡，始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地处青海湖西侧，祁连山南麓，

辖区内有六大水、五大山，素有“净土天峻，穿越圣地”的美称。天峻县海拔高，

全年霜冻，因此是纯牧业县，也被称为“骏马之乡”。哈拉湖被当地人称为天湖，

是青海第二湖泊，湖区内冰川、沼泽、湿地和戈壁滩交错共存，河谷湿地内动植

物资源极为丰富，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42种，省重点保护鸟类 50种，更有种群

分布的珍惜湟鱼物种，被称为“神湖之源，裸鲤摇篮”。天峻县自汉代以来历史

传承，辖区内以藏族为主，县政府以藏历节、望果节、转山节、谢水节等风采各

异的传统节日，韵律独特、步幅丰富的藏族舞蹈，历史渊远、激情澎湃的天峻赛

马等民俗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建设集探险自驾、特色文旅为主题

的藏族风情名城。2016年，天峻县旅游人数 44.82万，旅游收入 0.88亿元，在

片区生态旅游联动带动下，到 2019年旅游收入达到 2.94亿元，旅游人数达 66.28

万，产值占比达 14.31%（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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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6-2020年天峻县旅游收入及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资料来源：2016-2020年天峻县统计公报

3.3.4 德令哈市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德令哈市地处“兰州—敦煌—柴达木西宁圈”中心，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

从高山、雪山到沙漠，德令哈应有尽有，可以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元化的选

择，其中可鲁克湖—托素湖被评为国家 4A级景区。从人文资源的角度来看，德

令哈市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已成为旅游业的重要吸引力和

魅力，为旅游业发展奠定了浓郁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格的基础，也为大大推动了

旅游业发展。2016 年，德令哈市旅游人数 235.72万，旅游收入 12.49 亿元，近

几年，德令哈市在旅游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 2019年旅游收入

达到 20.3亿元，实现了 62.53%的增长率，旅游观光人数达 354万，产值占比达

24.91%（图 3.5），实现平缓增长。目前，德令哈市依托“一带一路”的重要驿

站和雪山牧场，以“农垦文化”和“蒙古文化”为主题，打造“古柏梭梭林”、

“外星人遗迹”、“怀头他拉”岩画、“黑石水库”、“情人湖”为代表特色旅

游产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建设“海子之都，浪漫诗城”的现代化“金色德都”、

旅游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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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6-2020年德令哈市旅游收入及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资料来源：2016-2020年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3.4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开发条件小结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四个县区中，门源县毗邻河西走廊，地处气候湿

润的山间盆地，居民以回族为主，有百里油菜花海、仙米森林公园、卡约和辛店

文化遗迹，适宜的地理条件、唯美的自然景观和悠远的历史民族文化使门源县成

为片区内生态旅游开发最完善也是最热门的旅游景区。祁连县大陆性的气候则使

其集冰川峡谷、草原林海于一体，地形的多样性带来了复杂多变的自然风貌和动

植物资源，多民族聚集的特点也为其带来了多元的民俗文化，成为青海片区的璀

璨的瑰宝。天峻县海拔高，气温低，去年处于霜期，居民以藏族为主，因而发展

了独特的畜牧文化和藏药文化；近些年来，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带动下，藏族节

日、藏族舞蹈、天峻赛马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德令哈市幅员辽阔，山川湖海

与戈壁荒原并存，居民以蒙古族为主，同是也是绿洲农牧业的重要发祥地；其中，

可鲁克湖与托素湖褡裢相望，更盛产高原戈壁淡水鱼虾资源等，被誉为“金色世

界”。可见，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高原气候典型，地理风貌复杂丰富，自然

资源、人文景观独特，具有发展生态旅游业的重要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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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测算

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管理，有利于保护珍稀旅游

资源，缓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需求矛盾，促进旅游业的可特续发展。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内大小景区众多，由于篇幅有限加笔者能力有限，选取了青海片

区内具有特色的国家 4A级景区门源县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和仙米国家森林公园、

祁连县卓尔山景区、天峻县天峻山景区、德令哈市可鲁克湖—托素湖高原生态旅

游景区五个景区作为代表进行研究。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旅游发展规划应以生态安

全格局为基础，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根据祁连山青海地区

主要景区的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指标构建原则，提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对

各主要景点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利用测算模型对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估

算。

4.1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指标体系建立

4.1.1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1）科学性原则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指标体系的选择，必须要做到科学、客观地符合当地旅游

景点的自然环境结构和人文历史特色，确保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值的测算结果科学

合理。

（2）简洁性原则

在选择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指标的能力指标时，必须尽可能全面，但是并不意

味着越多越好。在进行评价时应该注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符合评价对象

的特殊性，以及评价目的和任务要求，尽可能地做到全面准确和科学。如果指标

没有针对性和代表性，只会影响最终的测算结果以致于影响评价以及对策的提

出。因此，在选择指标时，不能交叉或者重叠，要尽量简明扼要，能够全面又有

针对性地获取信息。

（3）动态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由于旅游活动的季节性和游客人数的不确定，导致了其在一定时期内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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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弹性变化。对旅游环境容量的计算是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基础，是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因此，测算旅游景区的环境容量，应遵循动态和稳定相

结合的基本原则。

（4）区域性原则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因其区位、生态、资源、服务设施、活动场所的不同而呈

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在选取指标时要遵循区域性的原则。

4.1.2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指标体系

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测算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在对

旅游环境容量进行综合评估和分析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将各种指标的

结果直接相加。但是，单纯的加法多少有点随意，因为如果旅游者数量小于目标

环境的整体环境能力，从原理上讲是行得通的。但是如果只考虑相加的综合能力，

而忽略了一些小的指标，就会造成负面影响。有些学者采用“水桶原理”求出各

成分的最小值，笔者认为此方法是可行的，但采取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最低限值太

苛刻，无法有效地控制游客人数，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益。因此，本文采用了单个

环境容量的极小值，并对各旅游环境容量的权重进行分配。二者相结合，既能有

效地防止旅游资源过剩，同时还可以对保护地的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

保护，从而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地区的生态旅游

资源特征，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表 4.1）。

表 4.1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指标体系

一类指标 二类指标 三类指标

生态环境容量

水体环境容量
水体水质达标率

污水处理程度

大气环境容量
总悬浮颗粒物量

二氧化硫含量

固体废弃物环境容量 垃圾处理

空间环境容量 旅游空间容量
可游览空间

游览线路长度

设施环境容量 基础设施环境容量

交通设施

供水设施

供电设施

住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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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餐饮设施

服务设施环境容量
游客投诉率

管理队伍

心理环境容量
居民心理环境容量 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感知

游客心理环境容量 游客满意度

4.2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测算方法

4.2.1 生态环境容量测算方法

生态环境容量是指在不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重大损失的前提下可容纳的游

客人数。旅游景点的生态环境容量主要是以其自然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为基础来

测算的。因为自然生态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十分有限，如果旅游者在游览时所排

放的环境污染物超过了其自身的净化能力，则极易造成环境污染。这个净化能力

的限度也就是景区的生态环容量。本文从大气环境因素、污水处理能力和固体废

物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大气环境容量测量公式为：

粒物每人日均产生总悬浮颗

总悬浮颗粒物容量
大气环境容量  （4-1）

水体环境容量测量公式为：

量人均生活污水每日产生

日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水体环境容量  （4-2）

固态废弃物环境容量测量公式为：

物量人均每日产生固态废弃

日处理固态废弃物能力
固体废弃物环境容量  （4-3）

生态环境容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生态环境容量=Min（大气，水体，固体废弃物） （4-4）

4.2.2 空间环境容量测算方法

生态旅游空间环境容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因旅游者的时间和空间需求而能

够容纳的旅游者人数。空间环境容量有面积法和线路法两种测算方法，国内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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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红最开始提出了面积法的测算方法，将景区的可游览面积作为限制因子并将

其应用于苏州园林旅游环境容量的测量。除了面积法之外，也有学者讨论了其他

的空间环境容量测算方法，如吴承照（1990）提出的线段容量计算公式[63]。基于

已有的研究结果和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景区的旅游特点，本文采用面积法测

算可鲁克湖—托素湖景区的空间环境容量，采用线路法测算百里油菜花海景区、

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卓尔山景区和天峻山景区的空间环境容量，测算模型如下：

面积法的测算公式为：

dK
a
sES  其中

t
TK 

（4-5）

其中：ES表示将景区的可游览面积作为限制因素的生态旅游空间环境容量

（人），s表示游览区实际可游览面积（m2/人），a表示人均基本最佳游览面积

（m2/人），d指景区一年可开放旅游天数（d），T表示游览区域每日开放时间

（h）；t表示平均每人游览时间（h），K表示游览区域周转系数。

线路法的测算公式为：

K
b
LEL  其中

t
TK  （4-6）

其中：EL表示以可游览线路为约束因子的生态旅游空间环境容量（人），L

表示旅游景点的观光路线长度（m），b表示游客最佳间距（m/人），K指的是

周转系数，T表示游览景点每日开放时间（h），t表示平均每人游览时间（h）。

空间环境容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lE sE空间环境容量 （4-7）

4.2.3 设施环境容量测算方法

旅游地的设施环境容量主要由住宿、交通、供水、供电设施等四方面构成，

但并不是四种容量的简单相加，而是由最小的设施环境容量决定的，即

设施环境的瓶颈。住宿环境容量主要指景区附近以及县区能提供的宾馆和农牧家

乐的床位数，交通设施容量指市区到景区的旅游大巴和景区的观光游览车的可承

载的游客梳理，供水供电设施容量是指当地的供水厂供水量和发电厂发电量能够

容纳的游客数量。文章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主要景区为例，借鉴前人的

经验，对其设施环境容量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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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设施环境环境容量测量公式为：

D
OB*

住宿设施环境容量 （4-8）

式中：B指的是景区能为游客提供的床位总数（个)，O表示某一个时段（一

般指 1年或 1月）（天），D表示游客在当地的平均留宿天数（天)。

交通设施环境环境容量测量公式为：

T
JNM **

交通设施环境容量 （4-9）

式中：M表示能够投入旅游服务的游览车辆的数量（辆)，N表示该种车辆

可容纳人数（人/辆)，J表示平均工作时间（：h），T表示往返一趟所需的时间

（h）。

供电设施环境容量测量公式为：

游客每人用电

供电量
供电设施环境容量  （4-10）

供水设施环境容量测量公式为：

游客每人用水

供水量
供水设施环境容量  （4-11）

设施环境容量的计算公式为：

设施环境容量=Min（住宿，交通，供电，供水） （4-12）

4.2.4 心理环境容量测算方法

生态旅游心理环境容量是指旅游区为满足旅游者和周边居民的心理满足度

所能接受的最佳旅游者数量。

游客心理环境容量的测算模型：

t
T*

a
s

游客心理环境容量 （4-13）

式中：s表示游览区实际可游览面积（m2/人），a表示人均基本最佳游览面

积（m2/人），T表示景区每天的开放时间（h）；t表示平均每人游览时间（h）

居民心理环境容量的测算模型：

aPA *f居民心理环境容量 （4-14）

式中：Af是旅游区域周围的居民点面积（m2）；Pa是指在不影响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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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的前提下，景区可最大限度地接待游客数量（人）。

心理环境容量的测算模型为：

心理环境容量=（游客，居民） （4-15）

4.3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测算

4.3.1 生态环境容量

（1）大气环境容量

祁连山国家公园空气污染主要是机动车排放的废气和车辆在道路上造成的

灰尘，机动车排放的废气则是各种石油类，主要是汽油和柴油的消耗。参照 2020

年各县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结果显示，门源县、祁连县、天峻县、德令哈市的环境

空气达标天数比例分别为 96.62%、98.8%、99.2%、94.9%。空中主要污染物中，

总悬浮颗粒（TSP）达到 90%一级标准，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SO2）

以及二氧化氮（NO2）均 100%达到一级标准，依据木桶理论，选择总悬浮颗粒

（TSP）作为大气环境容量的评价指标。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结果，2020年园

内日均总悬浮颗粒浓度为 0.032mg/m3，每个游客每天产生的总悬浮颗粒为 60g/L，

国家公园执行一级标准，标准值为 120ug／m3（表 4.2），因此其日大气环境容

量＝{公园面积（15800km2）×大气有效厚度（10km）×［总悬浮颗粒物一级标准

值（0.12mg/m3）－国家公园日均 TSP（0.032mg/m3）］}/日人均产生总悬浮颗粒

物量（60g/L）＝231万人，年大气环境容量为 843151万人，可知其大气环境容

量很大，不是限制当地发展生态旅游的限制因子。

表 4.2 环境空气污染项目浓度限制

污染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制

单位
一级 二级

总悬浮颗粒物（TSP）
年平均 80 200

ug/m3
24小时平均 120 300

数据来源：《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水体环境容量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区域内三大水系总体水质保持稳定，主要河流出境

断面水质达标率都达到 100%，县级及以上集中饮用水水源地和地表水水质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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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或优于Ш类。目前，水体环境容量的测量主要集中在居民生活和游客餐饮住宿

等产生的污水，由于景区不设有单独的污水处理厂，故以各县区的污水处理能力

计算。目前青海片区内共有七座污水处理厂，其中包括门源县浩门镇污水处理厂、

祁连县八宝镇污水处理厂、祁连县野牛沟乡污水处理站（试运行）、祁连县阿柔

乡污水处理站（试运行）、祁连县峨堡镇污水处理站（试运行）、天峻县污水处

理厂以及德令哈市污水处理站，居民和游客所有的生活污水主要通过污水处理厂

净化处理（表 4.3）。

表 4.3 污水处理规模汇总表

景区 县 污水处理厂 规模

百里油菜花海

景区
门源县 门源县浩门镇污水处理厂 15000m3/日

仙米国家森林

公园

卓尔山景区 祁连县

祁连县八宝镇污水处理厂 5300m3/日
祁连县野牛沟乡污水处理站

（试运行）
300m3/日

祁连县阿柔乡污水处理站（试

运行）
300m3/日

祁连县峨堡镇污水处理站（试

运行）
300m3/日

天峻山 天峻县 天峻县污水处理厂 30000m3/日
可鲁克湖—托

素湖自然保护

区

德令哈市 德令哈市污水处理站 35000m3/日

数据来源：研究者实地考察

按照人均污水排放量 100L/人的标准，门源县（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和仙米国

家森林公园）每日可处理 15 万人的生活污水，去除门源县常住人口 13.83 万人

产生的污水量，那么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和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的日水体环境容量为

1.17万人；祁连县（卓尔山景区）每日可处理 6.2万人生活污水，去除祁连县常

住人口 4.85万人产生的污水量，卓尔山的日水体环境容量为 1.35万人；天峻县

（天峻山景区）每日可处理 30万人的生活污水，去除当地的常住人口 2.32万人

产生的污水量，天峻山的日水体环境容量为 27.68万人；德令哈市（可鲁克湖—

托素湖景区）每日可处理 35万人的生活污水，去除德令哈市常住人口 8.82万人

产生的污水量，可鲁克湖—托素湖的日水体环境容量为 26.18万人。因此，按照

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日水体环境容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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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8万人，年水体环境容量为 20578.7万人。由此可见，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的污水处理能力在短期内不会限制其发展，而且未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其污

水处理量将会随之增加。

（3）固体废弃物环境容量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内景区的固体废物主要有：为游客提供饮食时产生

的垃圾，以及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产生的粪便、生活垃圾。由于景区不设单独的垃

圾处理厂，故以各县区的垃圾处理作为计算。目前，门源县有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一座，总容量 170万立方米，日处理垃圾 176吨；祁连县生活垃圾处理厂五座，

分别为县城第一生活垃圾处理场、祁连县峨堡生活垃圾填埋场、祁连县默勒镇生

活垃圾填埋场、祁连县野牛沟乡生活垃圾填埋场、祁连县央隆乡生活垃圾填埋场，

总库容 78 万立方，平均日处理量 60 吨；天峻县生活垃圾处理场一座，总库容

16.3万立方米，日处理垃圾 24.9吨；德令哈市垃圾填埋场总库容 185万立方米，

生活垃圾日处理 89吨（表 4.4）。

表 4.4 固体废弃物处理规模汇总表

景区 县 垃圾处理厂

总库

容

（万

立

方）

日处

理垃

圾量

（吨

）

常住

人口

（万

人）

居民每

人每日

固体废

弃物量

（KG）

游客每

人每日

固体废

弃物量

（KG）

日固体

废弃物

环境容

量（万

人）

百里油

菜花海

景区 门

源
门源垃圾处理厂 170 176

13.8
3

1 0.6 6.28
仙米国

家森林

公园

卓尔山

景区

祁

连

县

县城第一生活垃圾处

理场

78 60 4.85 1 0.6 1.92

祁连县峨堡生活垃圾

填埋场

祁连县默勒镇生活垃

圾填埋场

祁连县野牛沟乡生活

垃圾填埋场

祁连县央隆乡生活垃

圾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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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4

天峻山

天

峻

县

天峻县垃圾处理厂 16.3 24.9 2.32 1 0.6 0.28

可鲁克

湖—托

素湖高

原生态

旅游景

区

德

令

哈

市

德令哈市垃圾处理厂 185 89 8.82 1 0.6 0.13

总计 8.61
数据来源：研究者实地考察和计算

按人均每天固体垃圾排放量为 1KG，旅游者每天人均产生 0.6KG 垃圾的标

准，门源县（百里油菜花海景区和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居民每日产生 13.83 万

KG固体废弃物，门源垃圾处理厂日处理垃圾量去除居民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后的

日固体废弃物环境容量为 6.28 万人；祁连县（卓尔山景区）居民每日产生 4.85

万固体废弃物，五个垃圾处理厂日处理垃圾量去除居民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后的日

固体废弃物环境容量为 1.92万人；天峻县（天峻山景区）居民每日产生 2.32万

KG 固体废弃物,天峻县垃圾处理厂日处理垃圾量去除居民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后

的日固体废弃物环境容量为 0.28万人/日；德令哈市（可鲁克湖—托素湖高原生

态旅游景区）居民每日产生 8.82万 KG 固体废弃物，德令哈市垃圾处理厂日处

理垃圾量去除居民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后的日固体废弃物环境容量为 0.13 万人/

日。相加可得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固体废弃物环境容量为 8.61万人/日，

年固体废弃物环境容量为 3142.65万人。

（4）生态环境容量总结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生态环境容量取三个容量中的最小值，则生态环

境容量=Min(大气环境容量，水体环境容量，固体废弃物容量)＝Min(843151，

20578.7，3142.65)=3142.65万人，则以生态环境容量为指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

海片区可容纳的最大游客数量为 3142.65万人。

4.3.2 空间环境容量

（1）面积法空间环境容量

依据《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有关规定，并根据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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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的现状，应用面积法计算可鲁克湖—托素湖高原生态旅游景区的空间环

境容量。在面积法计算过程中，根据《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中的规定，单位规

模指标（m2/人）选取 400m2/人（表 1.2）。根据对可鲁克湖—托素湖景区的实地

考察，了解到该景区的可游览面积为 57km2,每天开放时间为 9个小时（09：00-17：

00），根据与游客的交谈和问卷调查得知，游客在这个景点的平均参观时间是 3

个小时，每年开放时间大概为 214天。根据面积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如表 4.5所

示，结果表明，该景区的日空间环境容量为 42.75万人，年空间环境容量为 9148.5

万人（表 4.5）。

表 4.5 空间环境容量景区面积计算表

景区

景区可

游览面

积

（km2）

单位

规模

指标

（m2/
人）

瞬时

容量

（万

人）

开放

时间

（h）

游览

时间

（h）

日

周

转

率

日容

量

（万

人）

年可游

天

数（天）

年容量

（万

人）

可鲁克湖—托

素湖高原生态

旅游景区

57 400 14.25 9 3 3 42.75 214 9148.5

数据来源：研究者实地考察和计算

（2）线路法空间环境容量

在《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标准的基础上，联系祁连山

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实际情况，应用线路法计算百里油菜花海景区、仙米国家森

林公园、卓尔山景区、天峻山的空间环境容量。在线路法计算过程中，根据《风

景名胜区规划规范》中的规定，单位规模指标（m/人）选取 8m/人（表 1.2）。

根据实地考察数据，百里油菜花海景区、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卓尔山景区、天峻

山的可游览线路长度为 10km、45km、23km、5km，开放时间分别为 14h、24h、

10h、12h，游客平均观赏时间为 3h、8h、5h、5h，每年可游览天数为 62天、365

天、260天、365天，其中门源县百里油菜花景区由于油菜花的花期，每年只有

7 月份和 8 月份大概 62 天的开放时间。根据线路计算公式，计算结果如表 4.6

所示，可知其日空间环境容量为 2.99万人，年空间环境容量为 1335.4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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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空间容量景区线路计算表

景区

景区线

路长度

（m）

单位

规模

指标

（m/
人）

瞬时容

量

（万

人）

开放时

间（h）
游览时

间（h）

日周

转率

日容量

（万

人）

年可游

天数

（天）

年容

量

（万

人）

百里油

菜花海

景区

10000 8 0.125 14 3 4.67 0.58 62 36.19

仙米国

家森林

公园

45000 8 0.5625 24 8 3 1.6875 365 1095

卓尔山

景区
23000 8 0.2875 10 5 2 0.575 260 149.5

天峻山 5000 8 0.0625 12 5 2.4 0.15 365 54.75
数据来源：研究者实地考察和计算

（3）空间环境容量总值

综合面积法和线路法的计算结果，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空间环境容量

为五个景区的日空间环境容量之和45.75万人，年空间环境容量为10483.94万人。

4.3.3 设施环境容量

（1）住宿设施容量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地区生态旅游已形成并逐步完善了住宿设施体系，

根据作者到各县旅游局实地统计，门源县现有各类旅馆 151家，星级宾馆 11家，

社会宾馆 65家，农家乐 75家，床位 5831张，直接从事旅游业生产和服务业的

人员达 3200余人，间接就业人数达 1万多人；祁连县具有一定接待规模的宾馆

131家，其中星级宾馆 13家，农牧家乐 134家，其中星级农家乐 24家，全县共

有床位数 1.6万多张，上档次、规模的旅游商品经营户 32 家，直接从事商品经

营户 180家，全县旅游行业从业人员达 11800人，占全县总人数的 21%，生态旅

游业已日趋成为祁连县调整产业结构、加速经济转型发展的可持续性支柱产业；

天峻县目前共有各类宾馆 22家，客房 493间，床位总数 698张，其中三星级宾

馆饭店 2家，二星级宾馆饭店 3家，星级牧家乐 11家；德令哈市共有各类宾馆

27家，其中星级酒店 11家，共有 1961张床位（如表 4.7所示），总计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共有 24490张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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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住宿设施统计表

景区 县 住宿设施 总床位

农家乐 社会宾馆 星级酒店

百里油菜花

海景区
门源 75 65 11 5831

仙米国家森

林公园

卓尔山景区 祁连县 134 118 13 16000
天峻山 天峻县 11 6 5 698

可鲁克湖—

托素湖高原

生态旅游景

区

德令哈市 5 12 10 1961

总计 24490
数据来源：研究者实地考察

据现状情况及空间容量结果分析，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全年宜出游日为

253天，游客过夜率由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五个景区旅游的游客随机抽样

发放问卷获得。在访谈的游客中在当地过夜住宿的游客占 85%，在这些旅客中，

有 70%的游客住宿 1天，10%的游客住宿 2 天，3%的游客住宿 3天，住宿 4 天

及以上的游客占 2%，平均住宿 1.04天，则按照测算公式，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生态旅游住宿设施年容量为 595.77万人。据各县文化和旅游局数据统计，

2020年门源县、祁连县、天峻县和德令哈市的游客数量分别为：156.98万人、

172万人、59.11万人、431 万人，总计 797.89万人，可以看出，目前的住宿条

件已接近峰值。建议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建设开发星级旅馆，保证基本床

位供应，并在现有民宿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特色民宿的转型升级。

（2）交通设施容量

截至 2020年底，百里油菜花景区共有旅游观光车 10辆，主要在景区内运行，

每辆观光车核载人数 22人，每趟车每天来回往返 5趟，每次往返时间平均为 0.8

小时；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内未开通旅游观光车；卓尔山景区中共有旅游观光

车 30 辆，其中 18座观光车 20 辆，21 座观光车 10 辆，每趟车每天来回往返 5

趟，每次往返时间平均为 1小时；天峻山内内未开通旅游观光车；可鲁克湖—托

素湖共有旅游观光车 15辆，每辆观光车核载人数 20人，每趟车每天来回往返 4

趟，每次往返时间平均为 1.2小时。按照测算公式（4-9），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

片区生态旅游交通设施年容量为 33.45万人。

（3）供电设施容量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测算与分析

37

由于景区不设有单独的发电厂，故以各县区的发电量作为计算。至于供电设

施，祁连山国家公园及附近的电网已全部覆盖，在未来电力局也会根据供电需要，

随时调整供电模式，改善供电环境，目前区域内发电情况由表 4.8所示。

表 4.8 供电现状统计表

景区 县 发电厂 发电量（万千瓦时）

百里油菜花海

景区
门源县 门源县供电公司 20000

仙米国家森林

公园

卓尔山景区 祁连县 祁连县供电公司 33200

天峻山 天峻县 天峻县发电厂 7200
可鲁克湖—托

素湖自然保护

区

德令哈市 德令哈协合光伏发电厂 7474

总计 67874
数据来源：研究者实地考察

根据表 4.8数据可知，本地区每年可供应的电力最高可达 6.78亿千瓦时，日

均供电量为 190.65万千瓦时，居民人均用电是 1.5度/日，旅游者是 1度/日。截

止到 2020年底，区域内常住人口 29.82万人，按照式 4-10计算出当地居民每年

消耗的电力 44.73万千瓦时，剩下可供游客使用的电力是 145.92万千瓦时。可以

得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日供电环境容量为 145.92万人次游客，以供电设

施为限制因子，该片区一年可容纳的最大游客人数为 53260万。

（4）供水设施

祁连山脉长约 850千米，由七条平行山脊及其谷地组成，有 3306条冰川贯

穿。年降水量 250-600毫米，有丰富的降水补充；辖区内有丰富的草地和针叶林

覆盖，水源涵养能力优秀。同时，祁连山南麓是包括黄河在内诸多大江大川的主

要水源地，供给着西北地区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的重要淡水资源。祁连山国家公

园青海片区内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于祁连山脉的冰川雪水和地下暗流。祁连

山脉淡水资源充沛，当地供水及储水设施建设完善，因而水资源及其利用不再成

为当地经济及旅游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5）设施环境容量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设施环境容量取生四个分量中的最小值，则设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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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容量=Min（住宿环境容量，交通环境容量，供电环境容量，供水环境容量）

＝Min（595.77，33.45，53260，/）＝33.45万人，则以设施环境容量为指标，祁

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年游客量为 33.45万人。

4.3.4 心理环境容量

（1）游客心理环境容量

门源百里油菜花景区的可游览线路长度为 10km，仙米森林国家公园可游览

线路长度为 45km，祁连县的卓尔山景区可游览线路长度 23km，天峻县的天峻山

可游览线路长度为 0.5km，德令哈市的可游览面积为 57km2。单位面积规模指标

（m2/人）选取 400m2/人，单位线路规模指标（m/人）选取 8m/人。根据公式可

以算得游客心理环境容量为各景区容量之和 45.75万人/日，每年可游览天数取五

个景区平均可游览天数 253 天，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游客心理环境容量为

11574.75万人。

（2）居民心理环境容量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人们的生计由农业和畜牧业转变，有的人经营起了家庭

餐馆或者在景区经营买卖，靠旅游收入增加，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同时，当地居

民也期望旅游景点的发展，因此，游客的心理环境容量不会是旅游发展的“瓶颈”。

本文以青海地区为研究对象，采访了多名居民，发现当地居民对于青海地区祁连

山国家公园的各个景点都有正面的看法，因此居民的心理环境容量并不是制约其

整体环境容量的因素，对其发展没有任何影响。

4.3.5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综合评估是建立在单个分量评价的基础上，从理论上

讲，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大小遵循木桶原理，也就是说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最终

值应该取四个分量中的最小值。但按照“木桶原理”的最小值并不能充分反映不

同分量对研究区环境容量的重要性和对整体的贡献程度，局限性比较大。因此本

文采用权重赋值法，参考借鉴韩学伟学者在其《不同类型旅游区旅游环境容量的

研究》一文中的山岳型旅游区旅游环境容量各个分量权重赋值思路，进行综合定

量评价（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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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各分量权重赋值

指标
生态环境容量

（Rt）

空间环境容量

（Rk）

设施环境容量

（Rs）

心理环境容量

（Rx）

权重 Qi 34.4 22.6 26.2 16.8

数据来源：韩学伟《不同类型旅游区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

据此，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综合定量分析模型为：

168.0*262.0*226.0*344.0*t xsk RRRRR  （4-16）

根据公式（4-16），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综合结果为：

万人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

6484.830.168*75.115740.262*45.330.266*94.104830.344*3142.65
=



计算可得，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年生态旅游环境容量为 6484.83万人次。

由第四章可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 2019 年接待游客 991.56 万人，2020

年接待游客 797.89 万人，均未超过其旅游环境容量，且差距较大。因此，祁连

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可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4.4 测算结果

通过表 4.10可以得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生态环境容量为 3142.65

万人/年，空间环境容量为 10483.94万人/年，设施环境容量为 33.45万人/年，心

理环境容量为 11574.75万人/年，综合旅游环境容量为 6484.83万人/年。其中，

设施容量仅为空间容量的 0.32%，综合容量的 0.52%，表明景区基础设施密度和

数量建设都很落后，严重制约着当地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态旅游的发展；而生态

容量和游客心理容量分别综合容量的 48.46%和 178.49%，表明客流量远远未达

到饱和，且旅游带来的生态压力较小。现阶段，青海片区的游客数量未超过其旅

游环境容量且差距较大。因此，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可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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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名称 容量（万人）

生态环境容量 3142.65
空间环境容量 10483.94
设施环境容量 33.45

心理环境容量
游客 11574.75
居民 无限制

旅游环境容量 6484.83

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要改善园区内各个景点的

生态环境容量，要在设施环境上下功夫，这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百里

油菜花海景区、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卓尔山景区、天峻山、可鲁克湖—托素湖高

原生态旅游景区五个景区的旅游设施环境的限制因子都是设施环境容量，尤其是

住宿设施和交通设施容量。因此，为更好的吸引游客，刺激地方消费经济，提高

游客旅游粘度，同时促进景区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性，改善旅游设施环境势在必

行，合理建设开发星级旅馆，保证基本床位供应，改善交通设施，提高旅游实施

环境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推动景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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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环境容量分析

本章研究是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百里油菜花景区、仙米国家森林公园、

卓尔山、天峻山、可鲁克湖-托素湖五个景区的游客进行随机发放问卷，积累足

够的统计数据对影响环境容量的游客因素进行评估，与理论测算值相对照，进而

精准全面的发现其问题从而提出改善当地旅游发展的对策。

5.1 游客满意度的调查问卷结果

5.1.1 调查问卷的设计

本次问卷于 2021年 7月-8月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五个景区周围、汽车站、火

车站以及酒店门口，对来往的游客随机发放问卷，采用调研人员提问游客回答的

方式和游客自行填写的方式并用。共收集了 200份调查问卷，其中 180份有效问

卷被回收，有效率达 90%。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旅客的基本状况和对景区内各项旅游服务的满意度两个

方面。基本情况涉及性别、年龄、学历水平、工作领域、收入分配、游玩时间等，

满意度调查包括景点标志的合理性、景区内外的交通便利度、餐饮住宿是否满足、

娱乐项目丰富度等情况，并对各景区游客的心理感知进行分析。

5.1.2 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地区五大主要旅游景点的调查问卷是根据游客基本情

况、满意度等情况而设计的。采用计算机软件对问卷进行编辑和统计，得到问卷

的最后结果。

（1）游客基本特征

表 5.1 性别结果分析

性别 男 女

人数（人） 98 82
百分比（%） 5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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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年龄结果分析

年龄 20岁以下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以上

人数（人） 7 89 43 25 11 5
百分比（%） 3.9 49.3 23.9 13.9 7 2

表 5.3 职业结果分析

表 5.4 文化程度结果分析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中专或高中 大专 本科 硕士及以上

人数（人） 9 18 40 77 36
百分比（%） 5 10 22 43 20

表 5.5 月收入结果分析

月收入 3000元以下 3000-5000元 5000-7000元 7000-9000元 9000元以上

人数（人） 26 73 17 54 10
百分比（%） 15 41 9 30 5

表 5.6游玩时间结果分析

游玩时间 1天 2天 3天 4天 5天及以上

人数（人） 27 125 18 6 4
百分比（%） 15 70 10 3 2

从游客性别和年龄段分布来看，所调研游客的男女比例为 54:46，这与 2021

年人口普查男女比例的 51:49十分接近，表明园区生态旅游产品对男性和女性的

吸引力相同；而在年龄分布上，40岁以下游客占比高达 77%，而 60岁以上游客

仅为 2%，因此后期景区可以为我国人口比例高达 20%的 60岁以上老人开发更

多定制旅游产品。从游客收入和教育水平方面看，超过半数游客的收入在 5000

元以下，且游客中大学生的比例超过 85%，表明景区的多数游客都是高学历人群，

且有相当数量的在读大学生被网络宣传所吸引前来打卡参观。对于游玩时间，

75%的游客游玩时间为 2天，15%的游客选择一日游，游玩时间超过 3天的游客

仅为 15%，这可能是由于多数游客的收入水平不高。因此，景区应针对中产阶级

人群开发相应的高端旅游产品如体验游、亲子游等增加收入，同时以更高性价比

产品增加年轻学生游客的旅游粘度。

（2）游客满意度分析

将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非

常不满意”五个等级，对问卷统计分析得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各要素的满

职业 工人 农民 学生 公务员 个体经营户 企业职工 退休

人数（人） 25 29 48 12 20 32 10
百分比（%） 14 16 27 7 11 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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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情况如表 5.7所示。

表 5.7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游客满意度情况

项目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自然环境状况 6.23% 62.33% 31.44% 0.00% 0.00%
历史文化体验 3.76% 52.12% 44.12% 0.00% 0.00%
路标指示 3.19% 31.42% 45.73% 16.43% 3.23%
环境卫生 3.12% 56.23% 34.12% 6.53% 0.00%
拥挤感知 78.23% 21.77% 0.00% 0.00% 0.00%
噪声感知 68.22% 27.98% 3.80% 0.00% 0.00%
门票价格 3.12% 65.25% 25.84% 2.45% 3.34%
餐饮设施 2.50% 27% 70.50% 0.00% 0.00%
交通设施 0.00% 10.23% 78.29% 11.48% 0.00%
公共厕所 2.39% 8.11% 53.10% 23.98% 12.42%
垃圾箱 12.82% 52.36% 34.82% 0.00% 0.00%
停车场 34.65% 47.98% 17.37% 0.00% 0.00%
服务水平 0.00% 12.53% 23.43% 56.32% 7.72%
旅游纪念品购买 23.45% 32.87% 27.47% 16.21% 0.00%
娱乐项目丰富度 0.00% 13.86% 21.35% 29.12% 35.67%

将“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

分别赋分 100、80、60、30和 0分，计算各指标最终的满意度分数。根据表 5.7

统计结果可得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游客各项指标满意度统计结果（表

5.8）。

表 5.8 游客满意度各要素分数

项目 分数

自然环境状况 74.96
历史文化体验 71.93
路标指示 60.69
环境卫生 70.54
拥挤感知 95.65
噪声感知 92.88
门票价格 71.56
餐饮设施 66.40
交通设施 58.60
公共厕所 47.93
垃圾箱 75.60
停车场 83.46

服务水平 40.98
旅游纪念品购买 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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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娱乐项目丰富度 32.63
平均分 73.14

由表 5.8可以看出，对列举出的影响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游客满意度的

15个要素进行赋分的结果中，交通设施、公共场所、服务水平、娱乐项目丰富

度指标分数均在 60分以下，这说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娱乐项目丰富度

弱，管理人员服务水平较低，不能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区

域内很多景区还是旱厕，公共场所未达到现代化水平，15个要素的平均分为 73.14

分，表明游客满意度在基本满意和满意之间。这表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目

前自然景观风貌的维持工作和好客的人文风采得到了游客的认可，基础设施的便

捷性和可利用率等总体上可以满足游客的基本需求，使游客能够陶醉于诗情画意

的西北之美，游客对生态旅游的接纳度才不会成为当地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因

子，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它发展存在的不足的反应将会促进当地旅游业的持续健

康发展。

5.2 测算结果与调查问卷结果的对比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测算结果表明，在百里油菜花景区、仙米国家森林公园、

卓尔山、天峻山、可鲁克湖—托素湖五个景区中，设施环境容量均明显落后于其

他环境容量，说明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严重了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在游客满意度

调查中，游客对景区自然环境状况和历史文化体验的评分均超过 70分，表明景

区的自然生态和原生风貌保持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与较高的生态环境容量也相互

佐证，也说明游客对园区生态旅游核心项目的满意。对于拥挤及噪声感知和停车

场的可利用度的专项得分也超过 80分，这与模型测算中 1.62倍于综合容量的空

间环境容量相一致，表明景区仍有相当的建设空间没有得到合理规划和利用。同

时，环境卫生、垃圾箱、门票价格、餐饮和纪念购物等的得分也超过 60分，表

明游客对景区的主体功能基本上是满意的。

另一方面，游客对公共厕所、服务水平和娱乐项目的满意度低于 60分，尤

其是部分景区出现的“旱厕”更是被游客广为诟病。这从侧面暴露出旅游区基础

设施建设的严重落后，虽然当地政府已经大力推动“厕所革命”，但离实现现代

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与容量测算中明显偏低的设施环境容量相一致，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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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佐证，证实了旅游环境容量的可靠性和代表性。从容量测算和满意度调查结

果可以得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旅游业发展的限制因素主要集中在以

厕所为代表的公共基础设施、道路和轨道交通的发达度、旅游产品的丰度和园区

服务水平四个方面。因此为促进各景区旅游的发展，必须不断改善各景区的旅游

设施环境。

5.3 分析结果

结合测算结果和问卷调查结果，可以总结得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当

前存在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开发力度不够、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滞后、管理人员服

务水平低三个问题。

（1）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开发力度不够

祁连山青海地区各个风景区的旅游资源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但是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主要是由于缺少知名的旅游产品，导致了这些高水平

的旅游景点的发展受限。由游客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游客对于娱乐项目丰富度

的满意度分数为 32.63分，处于不满意和基本满意之间，游客大多认为景区的娱

乐项目过于单调，不够丰富。并且在旅游旺季，由于游客数量过多，导致了景区

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严重影响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通过增加青海

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利用率，丰富旅游休闲产品，既能增加旅游环境容量，又能

使旅游空间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2）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滞后

“要想富，先修路”，衣食住行是民生之本，是游客最关心的硬件条件，因

而也是旅游业发展规模的底层先决条件。生态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决定其绝大多数

集中于人迹罕至地区，基础设施是除自然条件外限制旅游环境容量发展的主要社

会因素。因而景区交通干线的补充、配套基建的完善、食宿条件的改善以及商圈

生态的兴起都将大大提高旅游地的环境容量，促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

旅游业规模和结构的优化。从基本设施上来看，青海地区现有的通信、供电、供

水设施都能很好地满足游客的需要。其次，从配套设施上来看，大部分景区没有

一个能体现出地方特色的购物中心，每个景区纪念品的购买都是由当地的居民自

己制作的工艺品和食品等，商品种类单一、质量不高、包装不够漂亮、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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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经营规模较小；景区的餐厅主要是附近居民自己经营的小餐馆，饭菜味道

不是很好，而且景区卫生条件也不是很好，景区娱乐设施也比较单一，有些景区

甚至连娱乐设施都没有；景区与市区距离较远，没有相应的旅游专线大巴，便捷

度较低；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旅游景点的医疗设备是无法

满足游客紧急情况。

（3）管理人员服务水平低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游客数量的增加、人民旅游服务需求的提高与旅游

景点服务水平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景区的管理人员存在着服务观念不强、专业

素质不高、对景区的服务了解不够、服务工作不熟练、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导

致了游客的旅游反响很差，严重影响了旅游质量和景区的生存与发展。游客对于

管理人员的服务水平的满意度分数为 40.98分，处于不满意和基本满意之间，游

客大多认为景区的工作人员，脾气暴躁，态度恶劣，工作不认真，对群众的服务

不尽心，对来访者的询问很不耐烦，对游客的困难视而不见，对游客提出的好建

议和意见不屑一顾，甚至故意刁难和报复。这些问题不但会影响到整个旅游景点

的形象，也会威胁到旅游景点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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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对策

6.1 结论

本文基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自然资源

的归纳和旅游现状的评估，对其主要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测算和评述，着

重于理论测算模型模拟和实际游客调研统计分析，通过研究分析，本文主要得出

以下结论：

（1）结合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独特的地质和旅游条件，主要景区旅游

环境容量测算中权重最高的指标与此前国内外研究一致，仍为生态环境容量、空

间环境容量、设施环境容量、心理环境容量分量。本研究结合国家公园生态保护

和生态旅游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将这四个分量细化为具体的 11项指标，在保

障园区整体性和局部特殊性的前提下，构建了生态旅游环境容量评价指标体系。

（2）根据目前青海片区的生态旅游现状和环保设施建设程度，通过测算模

型对各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计算，其生态环境容量 3142.65万人，空间环境

容量 10483.94 万人，设施环境容量 33.45万人，心理环境容量 11574.75万人，

综合旅游环境容量为 6484.83万人。显而易见，其中设施环境容量仅为综合旅游

环境容量的 0.52%，显著制约了片区内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另一方面，现

阶段青海片区的游客数量远未达到其旅游环境容量，可持续发展空间仍非常大。

因此，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可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业。

（3）结合旅游环境容量模型的理论测算，通过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

代表性景区游客的问卷调研，统计了园区游客对景区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和基础

设施的满意度情况。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大多数游客对景区的自然生态景观保持、

历史文化体验是非常满意的，对环境卫生、拥挤感知、噪声感知、门票价格、垃

圾箱及停车场等配置、旅游纪念品购买等旅游附加生态服务也较为满意，对餐饮

设施和路标指示也都基本满意，但是大多数游客对景区的交通设施、公共厕所、

游客服务水平及娱乐项目丰富度基本上是不满意。由此可以看出，在游客满意度

调研中，景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滞后于于片区内生态旅游业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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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旅游环境容量理论测算中落后的设施环境容量结果相一致。

（4）根据青海片区主要景区生态旅游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旅游环境容量的测

算，以及实际游客满意度的问卷统计结果，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主要限制

因素为特色旅游资源及相关产品幵发力度不够、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景区服

务水平低三大问题。

6.2 对策

针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自然生态环境完整性保护与园区科教游憩功

能适度开发策略探讨这一问题，根据区域实际，本文借鉴旅游环境容量的理论测

算和居民、游客满意度实际调研结果，以园区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为抓手，片区

内人口、资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导向，针对本文重点关注的特色旅游产品开发

力度不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景区服务水平低三大问题，提出了以下三方

面的发展建议，以期对景区的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创新驱动，开拓旅游产品创意设计新形式。在旅游市场进一步细分的

浪潮下，如何推动旅游产品的创新，打造具有识别度的旅游新形式，不仅是当下

传统旅游业的一大难以突破的瓶颈，更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

求。其中，同质化问题是当今旅游业的一大痛点，当地政府应更好的发挥牵头作

用，吸引更多外资进入园区的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兄弟产业的发展历程，避免狭隘的产业观；建立旅游发展体系，

以“一园一色、一景一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实地调研，

对潜在旅游资源进行可行性的开发规划论证，要做创新性的“蓝海”经济，坚决

避免同质化的“红海”竞争带来的重复性建设投入。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以文

旅融合为生态旅游注入新活力，通过特色旅游产品与“当红 IP+”深度绑定，打

造差异化而非标准化的文创产品，做有情感，有底蕴的旅游产品。例如，以“国

宝”、“大熊猫”为便签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样的，

青海片区也可以“门源花海”、“八一冰川”等特有的自然景观、野生动植物等

为依托，建立“云上仙境”“可爱动物”等特色标签，创造国家公园独一无二的

原生态景观与动植物新概念，突出文旅特色，推动旅游周边商品的开发，提高旅

游衍生周边产品的附加值和可能性，打通国家公园“进城入市”的新渠道。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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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把工作重点从此前“走马观花式”观景放到游客更在意的旅行体验感上，

充分利用网络营销，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面相人民群众，面向不同阶级；充分利

用现代科技，推出“云观景”等形式，让全人类可以共享国家公园这一宝贵自然

生态财富。

（2）统筹规划，区块联动打造精品设施。2022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黄

宗洪在提案中曾提及，各级政府应承担统筹规划责任，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顶层

规划引领作用，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把好政策变成一个个项目落地落实，

为景区旅游经济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具体地，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涉及

多个地、县级级市，省、市、县、镇、乡各级人民政府，更应本着实事求是、统

筹规划的原则科学规划，由省政府统筹，县域为实践主体，乡镇推动，村村抓落

实，建立专门的生态旅游规划领导小组，跨区域协调资源，克服主要旅游景区时

空分散的难点，做好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游客满意度调研，设施环境容量中

交通设施环境容量更是一大痛点，很多游客对分散景区间的区间交通苦不堪言。

目前园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十分局限，仅囿于零星景点内的电瓶摆渡车，游客体验

感极差。后期发展中，可借鉴青藏铁路、“环西北高铁游”的成功，在保护好当

地地质生态环境前提下，大力发展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将分散的景区连城一个

整体，打造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一张交通“名片”，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为区域经

济增收。另一方面，如何融合社区参与将是提高景区餐饮、住宿和卫生等服务设

施的关键。“民以食为天，衣食住行当优先”，仙米寺、阿力腾寺院、西海公园

等景区可以以园区内的特色饮食为切入点，以村居环境改善为先导，打造“生态

旅行+民俗体验”的特色主题，促进当地居民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提高旅游产

品档次。同时，应深入推进“厕所革命”，加大游客中心、生态农庄民宿建设力

度，改善村居品质，让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一同漫步于如诗如画的园区，打造精

品民宿生活设施，激发国家公园的全域美。

（3）规范管理，营造科教游憩新氛围。地方旅游局和教育部门立足园区内

自然景观资源和人文资源，建立健全市场规范化管理。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卓尔

山景区存在同一景点多次收费现象，即在 60元门票基础上还加收 20元区间费，

此举已招致游客的大范围埋怨，为园区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后期工作中，

应有专门定价小组实地考察后统一定价标准，发挥门票价格的需求杠杆作用。同

时，应重视专业旅游服务人才队伍的培养，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出台研学导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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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服务规范文件，健全生态环保意识审查和园区内自然景观、动植物及人文知

识考核机制，加强产品和人才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可借鉴烟台张裕等工业旅游

企业的成功范例，寓教于乐，推动“旅游+”战略，利用工程化的科技手段提高

旅游产品服务水平，跨界实现旅游产业和教育产业的融合协调发展，同时可通过

电视节目、车载广告、校园大使宣传等新媒体方式普及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建立

“高校前端调研、学校积极推介、政府规范服务、学生广泛参与”的国家公园生

态保护“产学研”蓬勃发展的新格局，提高国家公园旅游服务水平，推动国家公

园这一“阳春白雪”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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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我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最后，感谢任谦老师给予我生活上的悉心帮助。

感谢师门的师姐妹和 19级经济学院的全体同学，萍水相逢，三生有幸，感

谢王娜、韩晓慧两位挚友，两年来，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方面，我都从她们身上

学到很多。在此祝她们学业有成，毕业后找到一份自己心仪的好工作。

“初见乍惊欢，久处仍怦然”。感谢我的男友一路走来对我倾尽关心与支持。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包容和陪伴，愿我们能在坚守和等待中不负彼此，始于初见，

终于人品。

寸草春晖，山高海深，在此，我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们！感谢我的父母，

你们在我迷茫之际给予了我无穷无尽的动力和帮助，你们永远是我学习以及生活

中的奋斗源泉，有你们作为后盾，才让我的研究生生涯更加快乐而充实。

文有多长，而感激之意无尽矣。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很多，衷心祝福大家

事事胜意，一帆风顺。兰州财经大学，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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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景区游客满意度调查问卷

亲爱的游客朋友：

您好！

我们是来自兰州财经大学的学生，为了解您对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景区

旅游过程中的体验，我们组织了这次问卷调查，希望得到您的协助。感谢您的支

持！

2021年 7月

一、您的基本情况

1.您去过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哪些景点？（在高铁火车站问，在景点不问）

A.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景区 B.仙米国家森林公园 C.卓尔山

D.天峻山 E.可鲁可湖-托素湖 F.其他

2.您的性别:A.男 B.女

3.您的年龄：

4.您的受教育程度是：

A.初中及以下 B.高中/中专 C.大专 D.本科 E.硕士及以上

5.您的职业是：

A.个人 B.农民 C.学生 D.公务员 E.个体经营户 F.企业职员 G.退休 H.其他

6.您的月收入是：

A.3000元以下 B.3000-5000元 C.5000-7000元 D.7000-9000元 E 9000元以上

7. 您所在的省/市(常住地)：您来自（A.国外；B.国内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

8.您从居住地到游览的景区乘坐的主要交通工具是？

A.飞机 B.高铁 C.火车 D.大巴 E.小汽车 F.其他

9.您下车/机后到游览的景区乘坐的交通工具是？（可多选）

A.旅游大巴 B.私家车 C.公共汽车 D.其他

10.您通过何种方式获知该景区信息（可多选）：

A.亲朋好友介绍 B.旅行社推荐 C.网络 D.报刊及书籍 E.广播及电视

11.吸引你到此地旅游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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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然景观 B.历史文化 C.风土人情 D.生态体验 E.其他

12.您是否在该地留宿（过夜），若留宿，留宿 天

13.若住宿会选择景区附近还是市区：

A.景区附近 民宿星级宾馆非星级宾馆

B.市区 民宿星级宾馆非星级宾馆

C.其他

14.您在这里（1.预估；2.实际）游览的时间是：

A.3h以内 B.3h C.4h D.5h E.6h F.7h G.1天

二、您对该景区的满意度

请根据您的旅游经验，对景区一下方面的满意度进行选择，并在对应处打“√”

项目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自然环境状况

历史文化体验

路标指示

环境卫生

拥挤感知

噪声感知

门票价格

餐饮设施

交通设施

娱乐设施

购物设施

公共厕所

垃圾箱

停车场

服务水平

旅游纪念品购买

设施使用便利度

三、您觉得该景区还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哪些？

A.交通 B.卫生 C.管理人员 服务质量 D.其他 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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