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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季节性是经营森林型旅游景区面临的挑战之一% 为准确把握景区客流季节性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指导景

区有效监控客流动态& 保障游客体验质量! 制定缩减淡旺季差异措施! 基于浙江省天目山景区
!$$&$4,!/

年年度

及
4,,"$4,!/

年月度游客接待数据! 利用基尼指数& 季节指数&

6789:0;<86;

方法&

=>

滤波法等方法! 探讨天

目山景区客流季节性波动特征及成因机制% 结果表明$

!

天目山景区受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事件的影响! 客流年度

的演变基本上呈现
4

个阶段! 其中
4,,%

年之前属于起步发展阶段!

4,,"

年进入企业特许经营之后! 进入快速增长

阶段% 其中
!$$.

年&

4,,/

年受突发事件影响! 呈现
4

个低谷%

"

年内客流变化呈现 '三峰三谷( 形态! 季节性不

均匀! 淡旺季差异明显! 呈现 '冬冷夏热( 特征)

#

气候条件& 公共假期制度& 游客出行习惯等因素是天目山景

区季节性波动特征变化的重要因素% 同时注意到! 旅游地发展阶段和门票价格会影响景区客流的年际变化% 最后!

针对气候因素是影响森林型旅游地客流波动的主导因素及由季节性引起的淡旺季差异将继续存在的趋势! 建议天

目山景区对外通过联合其他景区形成大区域的旅游产业集聚! 降低季节性风险) 对内不断强化自然资源特色! 培

育景区发展的多维动力! 形成多元驱动的旅游地成长机制! 促进森林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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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

6.&6)*&2('<

"是旅游业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通常也被视为该行业必须应对的重要问题) 尤其

是依托自然* 环境为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 以欧洲南部
DH

资源旅游地最为典型&

#

'

+ 季节性也是制约户

外旅游最顽固的因素之一) 它不可避免地使旅游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旺季和淡季 &

!

'

+ 学者
J3'2.5

&

D

'将它界

定为全球旅游业的主要特征+ 因此) 季节性现象一直是各国旅游产业十分重视的课题) 很早就引起了西

方学者的关注&

@

'

+ 自
#>?$

年
J&5)*

&

$

'首次对旅游季节性开展综合研究工作以来) 各类相关研究成果与文

献日益涌现) 主要涉及旅游季节性概念探讨&

M!?

'

* 影响因素 &

C

'

* 表现形式&

>!#%

'

* 影响及应对策略 &

##!#?

'

* 测

度方法&

#/#C!#>

'等内容+ 目前) 学术界对季节性仍缺少统一的认识)

N<22.;.5-

&

M

'认为季节性广泛存在于各种

经济行为中) 是由天气* 生产和消费决策以及决策时机等原因导致的年度内的波动) 并受资源禀赋* 期

望* 技术等因素影响+

J32'.5

&

?

'则认为旅游季节性是旅游现象的暂时性不平衡) 并通过游客数量* 消费*

交通流量* 就业流量等关键性因素得以体现+ 在影响旅游季节性产生的因素分析中) 比较受学术认可的

是自然季节性 &

$

'和体制性季节性&

D

'

!

个基本要素+ 前者如气候) 后者如休假制度* 节庆活动等+ 旅游季

节性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 一般强调
O &

内的周期性* 系统性运动+

P3*+')5=

&

>

'把旅游季节类型根据时

间序列的长短) 分为年度内的季节性* 月度内的季节性*

O

周内的季节性以及
O

日内的季节性) 而这些

不同尺度的旅游季节性现象常呈现单峰型* 双峰!多峰"型和无峰型&

O"

'等
D

种普遍形态+ 由于旅游季节性

带来的淡旺季问题) 会从经济* 生态和社会文化三方面产生负面或积极的影响) 旅游地相关利益者) 如

政府* 运营者等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应对也成了研究的热点+ 旅游季节性的测度则是通过一系列的指数或

者模型进行分析) 这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中会进行阐述+ 尽管旅游存在季节性现象这一结论在学术研究及

实践领域被广为承认) 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但仍无法全面准确解释这一现象) 成为旅游业良性发展的

瓶颈之一&

!"

'

+ 国内旅游季节性研究始于
!"

世纪
>"

年代) 尽管相较国外起步较晚) 但旅游季节性相关研

究得到学者广泛重视+ 梳理相关文献) 国内研究较侧重于案例研究方法) 探讨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概

念 &

!O

'

* 测度方法及成因&

!!!!D

'

* 影响和解决对策&

!!!!?

'等方面+ 陆林&

!!

'是国内最早研究旅游季节性问题的学

者之一) 他认为导致旅游季节性的原因概括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类) 并进一步总结自然季节性因

素是造成旅游地客流季节变化的主导因素) 而社会季节性因素) 如法定节假日* 居民出游习惯等只是在

自然季节性因素形成的旅游季节变化的基础上产生叠加作用&

!D

'

+ 近年来关于旅游季节性的研究领域和方

向趋于广泛) 也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

'

) 主要集中在海滨* 山岳* 古村落等类型旅游地) 而对森林

型旅游地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 森林旅游地自然依赖性大) 开发以保护为主的特征) 决定此类旅游地

必须注重对旅游客流的控制与把握) 尤其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这对森林型旅游地生态承载力的动态监

测* 物理空间容量的评估* 资源保护措施有效实施以及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的针对性制定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为进一步丰富季节性理论在森林旅游地的应用研究+ 本研究以森林型旅游地,,,浙江省天目山景

区为例) 从时间序列角度探讨客流季节性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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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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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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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指数 国外季节性测度研究中! 通常采用统计学中度量集中和扩散的方法! 如标准差

"

&'()*(+* *,-.('./)

#! 泰尔指数"

01,.2 .)*,3

$和基尼指数%

4.). .)*,3

$

&

$56"#

'等%指数释义及选取理由见表
$

$!

!

个指标评价的结果相似度高! 而其中以基尼系数的应用最为广泛&

$

'

( 国内研究中! 则较多采用季节性

强度指数( 张捷等&

"7

'认为季节性强度指数为游客人数年内分布百分比的均方差! 宜称为不均匀指数( 骆

培聪&

"5

'认为基尼系数和季节性强度指数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为旅游流季节分布不均匀性的绝对值! 后者则

为其相对值( 从这一点来看! 基尼系数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季节性强度&

"#

'

( 另外! 年内变化还可以用季节

变动指数进行分析! 它是指连续多年的每月平均指标值对连续多年各月总平均值的相对数&

"5

'

( 本研究结

合国内外研究经验! 鉴于基尼系数) 季节性强度系数分别在国内外运用的广泛性! 选取基尼系数) 季节

性强度指数和季节变动指数分别考察天目山景区旅游客流的月度季节性波动规律! 指标选取与否的理由

见表
$

(

表
!

季节性测度常用指数及其释义

0(82, $ 01, &'9*: .)*,3 ()* .'& ;,().)<

指数 模型 模型释义 选取与否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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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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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

!

为标准差!

#

"

为样本值!

#

为样本平均值(

不选取! 与基尼

指数相似(

泰尔指数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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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泰尔指数!

#

"

!

&

"

为
"

月份接待游客数和当地人口数!

#

!

&

为全年接待游客数和当地总人口数(

不选取! 与基尼

指数相似(

基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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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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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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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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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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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表示年基尼系数+

!

表示基尼平均差异%

4.). ;,() *.@!

@,+,)A,

$+

&

为
$ (

内游客总量月均值+

"6 (

代表
$ (

内各月份!

&

"

为第
"

月游客量( 对于连续型变量!

'

区间为
B

到
$

( 本案例中

序列有限!

'

区间范围为&

B

!

$$?$"

'( 当
$ (

各个月份的客流量

相等时!

'

值为
B

! 季节分布完全均衡+ 相反! 当某
$

月指数

非
B

! 其余月份均为
B

时!

4

达到极值
$$?$"

! 表明季节分布极

端不均衡 &

$6"#

'

(

选取! 国外应用

广泛(

季节性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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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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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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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为旅游需求的季节性强度指数!

#

"

为各月游客量占全

年的比重!

*

值越接近
B

! 表明游客的时间分布越均匀!

*

值越

大! 时间变动越大! 旅游区的淡旺季差异越大&

"C

'

(

选取! 国内应用

广泛(

季节变动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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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D

其中*

,

"

为旅游需求的季节性变动指数!

#

("

为
(

年
"

月的游客

数! 其中
(#"BBE

!

"BB#

! ,!

"B$!

!

"$$6"6

,

6$"

!

,

"

可以清晰反

映月度游客数量的平均变化状况&

"5

'

(

选取! 可以分析

$ (

之内月度客

源变化状况(

$%$%" 0FGHI?JKG0J

方法
0FGHI?JKG0J

方法是指具有综合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

GFLHG

$噪声) 省

略观察值和异常值的时间序列回归法以及
GFLHG

时间序列的信号提取法( 该方法是通过结合
0FGHI

过程和
JKG0J

过程实现对时间序列中噪声) 缺失值和异常值的处理以及特征信息提取! 是应用最广泛

的时间序列调整方法之一&

!B

'

( 该方法原理通过对原序列进行季节调整! 建立预测模型从而有效地从时间

序列中提取出时间序列的各组分( 对
0FGHI?JKG0J

方法的更详细描述请见文献&

!B

'

(

$%$%! M/*+.A1!N+,&A/''

滤波
$C5B

年
M/*+.A1

和
N+,&A/''

在其论文中首次使用
M/*+.A1!N+,&A/''

滤波方法

分析战后美国经济周期&

!$

'

( 该方法实质是通过过滤掉时间序列中低频的趋势成分! 保留高频的周期成分

来实现对大多数原始数据给出充分概括( 设
O-

'

P

为包含波动成分和趋势成分的时间序列!

O-

'A

P

和
O-

'0

P

分别

为其中的波动成分与趋势成分! 则*

-

'

$-

'A

%-

'0

( 计算
MN

滤波的实质也就是从
O-

'

P

中将
-

'0

分离出来(

一般而言! 时间序列
O-

'

P

中不可观测部分趋势
O-

'0

P

被定义为以下损失函数最小*

蔡碧凡等* 天目山景区客流季节性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C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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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节参数
!

对
()

滤波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经验$ 年度数据
!$*%%

% 季度数据
!$* +%%

% 月度数据
!$

*, ,%%

&

-!

'

#

!"#

案例地概况

天目山景区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市天目山镇境内$ 总面积为
, !., /0

!

$ 地理坐标为
-%+#.,-%1 2

-%+!,,$$1 3

$

##4+!-,,51 2##4+!.,!51 6

# 天目山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型气候$ 四季分明$ 雨水充沛$

植物资源异常丰富$ 形成了江南独特的高大密林景观和繁茂融洽的植物世界$ 森林覆盖率
447!8

以上$

有 (天然植物园) *大树王国) 之称+ 天目山景区内生物多样性突出$ 生物资源极其丰富$ 是中国江南

具有物种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 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 (物种基因库) 和 (文化遗产宝库)+

*4$+

年天目山被林业部划定为 (森林禁伐区)$

*4.+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首批国家级森林和野生动物

类型自然保护区&

--

'

$

*44+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吸纳为中国首批 (人与生物圈计划)!

9:;

"网络成员$

!%%#

年成为国家
::::

级景区$

!%%,

年被授予 (全国示范保护区)

&

-,--$

'

+

!%

世纪
$%-5%

年代$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坚持以保护资源为主的发展思路$ 限制了当地居民

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的发展$ 甚至激发为矛盾&

-+--5

'

+ 如天目山周边
#5

个村庄

共
- !++ /0

!集体山林被划入自然保护区范围$ 进行较为严格的保护$ 农户的生产经营受到制约$ 引起

农林业收入明显下降+ 为缓解人地矛盾$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
!%

世纪
.%

年代初开展旅游$ 并于

!%%,

年经临安市人民政府批准$ 将天目山的旅游经营承包给专业旅游公司+ 此后$ 天目山森林旅游业

发展迅速$ 给当地及周边区域发展带来了巨大商机&

-.

'

+ 当地居民改变了 (靠山吃山) 的传统$ 逐渐开始

从事旅游相关产业+ 农家乐, 土特产销售和旅游交通等收入逐渐成为天目山景区周边社区居民的主要收

入来源&

--<-5

'

+ 据笔者调查$

!%%4

年周边村落的农家乐营业收入达到了
! $%$7%%

万元-
=

-*

$ 利润
* -*47%%

万元-
=

-*

$ 收入
*%7%%

万元-
=

-*

-户-*左右$ 天目山森林旅游使政府, 保护区和当地居民等相关利益者都获

得了利益&

-.

'

+

然而随着森林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天目山景区的接待规模也日益增加$ 季节性问题日益凸显$ 特别

是旺季 *一床难求)$ 景区也可能面临超载现象$ 而淡季宾馆和农家乐生意惨淡$ 设施资源闲置$ 农户

也出现季节性失业+ 为切实保证森林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以天目山景区为例$ 研究旅游客流的

季节性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景区制定缩减淡旺季差异措施$ 为有效降低季节性经营风险提供科学

依据+

!"$

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旅游接待数据主要来自天目山景区管理部门及笔者
!%%4-!%*%

年期间多次进行的实地调

查数据$ 其中$

*445-!%%,

年年度游客统计数据及
!%*%

年景区周围村落农家乐调查数据来自天目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

年月度游客统计数据!包括景区售票窗口接待人数及签单免费人数"

来自天目山旅游建设公司+

!

季节性波动特征分析

#"!

统计特征

从图
*:

可以看出. 天目山景区
*445-!%%,

年$ 除了受
*44.

年夏季洪水自然灾害,

!%%-

年
>:?>

影

响之外$ 基本上呈现均匀上升趋势+

!%%$

年以来$ 天目山景区的经营管理体制发生变化$ 由公司化运

营$ 更加注重景区形象宣传, 景区设施建设, 品牌提升$ 游客数量增长速度明显增快$

!%%$

年游客数

量为
#!4 %+.

人次$

!%#-

年游客数量为
#.5 .!-

人次$ 游客数量增长了
,$7$!8

+

!%%5

年呈现一个最高

峰$ 原因是在
!%%+

年天目山景区制定了创
$:

计划$ 在
!%%+-!%%.

年期间$ 基础设施和市场营销投入

相继增加$ 所以出现一个小高峰+ 但因为创
$:

难度较大$ 后续几年内计划又暂时搁置$ 又加上
!%%5

年
#%

月和
!%#%

年
##

月
!

次门票上调$ 致使
!%%.

年的年度游客数量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

!%%4

年之

后的几年客流量又趋向平稳发展+

由于年度数据常常掩盖了时间序列周期波动特征$ 以月度数据绘制折线图$ 结果见图
#;

+ 从中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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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

"$$%

年以来天目山游客时间序列存在着显著的季节性波动特征" 为了进一步分析游客时间序

列的波动特征# 下文进行
&'

滤波分析"

图
(

天目山景区客流时间序列统计特征

)*+,-. / 01. 2343*23*52 514-453.-*23*52 67 3*8. 2.-*.2 67 36,-*23 796:2

; <

!"!

季节特征

利用天目山景区
"=$%!"$/!

年的月度客流量数据$ 计算游客时间序列的基尼指数% 季节强度指数与

季节变动指数&表
"

$ 图
"

'( 总体上天目山游客时间序列的基尼系数% 季节性强度指数变化存在较强的

一致性$ 而且均呈 )三峰三谷* 形态分布$

!

个高峰值是
"$$>

$

"=/=

和
"=/"

年$ 季节性强度指数的数

值由
"==%

年的
%?$@"

上升到
"$/!

年的
%?!/A

$ 表明天目山游客数月度分布的不平衡加剧$ 尤其是
"$/$

年数值最大&

%?%%$

'$

"$$>

年和
"$/"

年呈现小高峰(

天目山游客时间序列的季节变动指数也呈 )三峰三谷* 型分布$

/ 4

内游客数量有
!

个小高峰$ 分

别为
B!%

月+

@!>

月以及
/$

月$ 是天目山的旺季,

/

年内游客数量有
!

个低谷$ 分别为
/"!"

月%

#

月%

A

月$ 其中
/"!"

月是淡季$ 是全年的最低谷$

#

月和
A

月是平季- 根据同济大学
"$$>

年对天目山游客

特征的调查问卷分析.

!>

/

$ 天目山游客的地理来源主要是长三角区域$ 以老年人为主$ 尤其是城市退休职

工$ 旅游动机以避暑为主- 该调查显示$ 每年
@!>

月是天目山旅游的黄金时期$ 其比外界低
/$ "

左右

的气候条件也是重要的吸引因素.

!>

/

- 而表现出
B!%

月以及
/$

月有
"

个小高峰$ 则与天目山游客当中团

队所占比例较高有关$ 由于是团队出游$ 同时这
!

个月份也是天目山比较适游的季节$ 所以作为团队游

客选择的时间一般会集中在
%

月以及
/$

月的黄金周假期$ 而
#

月+

A

月也缺少合适的假期出游$ 造成

这
"

个月的客流量呈现平季状态- 每年
/"

月+

/!"

月$ 由于天目山景区的气候旅游舒适期不适宜$ 山

上下雪的可能性极大$ 进山的公路常常被封锁$ 造成这
!

个月的客流量是
/ 4

当中的最低谷-

表
! !#$%

年以来天目山景区客流基尼系数与季节性强度指数

04C9. " D*E* 4EF 2.426E49 *EF*5.2 67 36,-*23 796:2 67 G6,E3 0*4E8, 25.E*5 2H63 7-68 "==%

"==% / #=> " #=! # @// /" @#A "/ #== > #@/ /A =%= /# %@% > @=/ /> B#/ > @"% ! %AB =?!BB % %?=@"

"==# ! =%> ! ##% > =@A /B A#! "B /## /= ##B /> @%> /% >A# # !#= "/ A%! /= !@" ! @=@ =?!!% > B?A!B

"==@ " #/% # #A> @ A=% /> ""= !% #B" /% %"! "A AA= !# %B% /# /@= !" A/% /# !A@ % A>" =?!BA @ %?"="

"==> / >/B " "B" /" B@! "/ A/" "# !"% // A/A "A =#" !% /%A /@ A%A !" @B= /B =%" B B%" =?!#B = %?!=>

"==A B =@= ! =%! A !!A /> A"B "# "A" /! >/> "@ @A! "@ BB" A >%B "> A>A /" /"= ! #/> =?!%= > %?"=/

"=/= " #/@ ! AA= > B// /# @A= "= !>@ /" !@# "" @@B !! %BA /= >/> != %@" /" /A# ! !%" =?!@" B %?%B=

"=// / B"= % =A% > #>@ "@ B/% "@ %#= /" !A! "A @=# "> "## /! BB@ != !// /! @@@ " =/B =?!#/ A %?B//

"=/" " >/# " @"B A @BB "A !@@ "/ "%! /B "A% "@ =!! "% !>A /= %!= !B "!" /" ="@ ! @B> =?!@/ # %?B#B

"=/! / %A/ B #!# /= %%! "= "!= /> %"> /% %/# "A @== !/ #A= // @/% "> @"A /" !@" " %#! =?!#" = %?!/A

/ " ! B % # @ > A /= // /"

月
年份

游客数量
I

人次
基尼指数 季节性强度指数

!&' ()

滤波分析

"?!?/ 0J;GKLMN;0M

调整 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时$ 由于时间序列中包含了一系列季节要素和不规

蔡碧凡等! 天目山景区客流季节性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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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年以来天目山景区客流季节性指数

&'()*+ ! ,+-./0-1 '02+3 /4 5/)*'.5 41/6. /4 7/)05 8'-09) .:+0': .;/5 4*/9 !""$

则要素! 这些因素往往掩盖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因此! 在进行
<=

滤波分析之前! 首先需要将天目

山旅游接待数据进行季节调整" 本研究利用
8>?7@A,B?8,

调整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然后利用

<=

滤波进一步分析" 利用
BC'+6.DE%

软件对天目山游客数时间序列进行处理! 结果见图
F

"

,B?8,

将时

间序列分解为趋势要素#

8>G

$! 循环要素#

HIH

$! 季节要素#

,&

$以及不规则要素#

J>

$! 其中循环要素不

明显! 因此! 不能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
<=

滤波分析! 需要利用调整后的序列进行分析%

!EFE! <=

滤波分析 利用
8>?7@A,B?8,

调整后的序列
,?

进行滤波分析! 结果见图
K

" 从图中可以发

现& 总体上趋势项呈上升趋势! 但周期项表现出较大的波动趋势! 表明天目山游客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

势! 但表现出了较强的波动特征% 周期项数值在
!""D

年
L

月数值最小#

M LF!EF"N

$' 在
!%%M

年
L

月数值

最大#

!! DLME!NM

$%

!%%M

年数据变化幅度大与
!%%O

年
N%

月的门票价格上调有一定的关系% 据相关人士

分析! 由于天目山在华东地区的资源吸引力和知名度! 在杭州区域! 受西湖和千岛湖等
$?

级景区影

响! 就同类景区而言! 受邻近省的安徽黄山挑战! 这也造成了旅行社在设计线路时! 如果考虑到价格因

素和知名度! 常常会选择
$?

级景区! 如西湖( 千岛湖以及离天目山仅
!O% P9

左右的黄山景区%

图
F

旅游客流时间序列的
8>?7@A,B?8,

调整

&'()*+ F 8>?7@A,B?8, -2Q).59+05 /4 5'9+ .+*'+. /4 5/)*'.5 41/6.

图
K

旅游客流时间序列的波动轨迹

&'()*+ K 8R+ 6-S+ 5*-:P /4 5'9+ .+*'+. /4 5/)*'.5 41/6.

F

影响因素分析

!"#

自然和制度因素影响

一般认为! 旅游季节性由
!

种基本因素引起! 即自然因素#

0-5)*-1 4-:5/*.

$和制度因素#

'0.5'5)5'/0-1!

'T+2 4-:5/*.

$

)

M

*

% 影响旅游客流季节性的制度因素中! 公共假期#

;)U1': R/1'2-V

$是一种最普遍的形式 )

F

*

%

对于旅游地来说! 客流季节性的形成往往是这
!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
!

种因素的重要性会有所差

异% 陆林等)

!F

*对海滨型和山岳型旅游地客流季节性成因研究时指出! 自然季节性因素是造成以自然吸引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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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自然!文化吸引物为特征的旅游地客流季节变化的主导因素" 社会季节性因素只是在自然季节性因

素形成的旅游季节变化的基础上产生叠加# 而对于大多森林旅游地" 都带有自然保护区属性" 其资源保

护第一性的原则" 决定生态承载力也是影响客源的一个因素# 为研究天目山景区客源季节性成因方面自

然因素和制度因素重要性" 本研究选择气候$ 假日制度以及生态承载力$ 门票价格分别作为自然因素和

制度因素的代表#

!$%$%

气候因素 气候适宜性一般是借助温度!湿度指数%

!

&'(

&和风效指数%

"

&进行评价# 通过计算" 天

目山景区最适宜出游的月份为
)!%*

月# 从实际来看" 天目山的旺季为
)!+

月$

,!-

月和
%*

月# 旺季与

最适宜出游月份大部分吻合" 说明自然季节性因素是其景区客流季节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每年的

,!-

月" 相对于大城市" 天目山景区的气候属于较舒适" 因此" 来天目山的游客主要是避暑动机为主#

根据笔者
"*%*

年对自然保护区内部
,

个村庄农家乐的调查" 统计
"!-

月%

!

月份的数据缺失&的营业收

入和床位数" 经过计算" 可以发现
,!-

月每张床位的经济贡献在这几个月份中是最高的" 这也足以说明

景区在暑期阶段是旅游的高峰期" 森林气候形成的天然避暑条件是天目山客流的重要吸引力#

表
!

天目山景区周边
"

个村庄农家乐每张床位平均贡献额

&./01 ! 2314.51 /16 789:4;/<:;89 8= , 3;00.51> =.4?@8<>1 ;9 A8<9: &;.9?< >719;7 >B8:

序号 农家乐自然村
贡献额

C

%元'床!%

&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月

%

天目村
%D,$%E !-!$+" +"+$)D #)D$#) % "E#$%# % +-%$%#

"

张庄村
+,$-D "DE$), "%!$%% "E%$)) ,"%$!% % D-,$)!

!

大有村
)"$#E %!)$#+ "+#$%# !%!$#! ,,!$)D E)"$+!

)

武山村
)E$+- %)%$)- "!,$DD ""E$,+ ++#$"! #!E$##

+

九思村
#!$E! "!%$%! !+#$%! !+!$,, ,#-$-, ,+!$)"

#

西游村
)E$)D %!E$!! !!-$#" !+E$,E ,%"$+" E,!$+)

,

告岭村
E#$#E ""+$%) !E"$", )"-$%- ,%E$#% -#%$%%

说明( 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

*#

!$%$"

公共假日制度因素 在制度适宜性方面"

+

月$

%D

月" 以及
,!-

月暑假$

%F"

月寒假%元旦$ 春

节& 为适宜出游月份" 因为有公共假期# 其中
+

月"

,!-

月暑假"

%D

月这
!

段月份" 与天目山景区旺季

变化基本一致" 说明公共休假制度在天目山客流季节变化中相对重要#

%!"

月虽然包含学生寒假假期以

及春节等传统假日" 但是由于气候影响的作用更大" 天目山气候舒适度不适宜" 同时由于中国春节节日

的重要性" 居民在这段时间的出行习惯仍以回家过年为主" 所以景区仍然是淡季# 这说明节假日制度在

这里只是在自然季节性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叠加作用" 而非主导作用# 这也与陆林等)

""!"!

*在研究自然资

源依赖性大的海滨型和山岳型景区的结果较为一致#

!G%H!

生态承载力因素 天目山地质古老" 天然植被面积大" 而且保存完整" 森林覆盖率高" 植物区系

成分非常复杂$ 生物资源十分丰富" 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随着旅游的进一步开发" 资

源保护与旅游开发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呈现# 根据
"DD+

年编制的+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旅游规划," 天目山发展森林旅游应严格控制在实验区许可的区域内" 并且把旅游活动强度和游客进入

数量控制在资源及环境的生态承载力范围内" 实行 -区内游区外旅." 天目山景区的日游客门票控制量

为
) E%E

人'
6

!%

" 年游客门票控制人数为
%D-$"+

万'
.

!%

# 规划同时建议天目山应严格控制建设规模" 尤其

是大规模服务设施等的建设)

!-

*

# 截止目前为止" 天目山游客最多年份是
"DD,

年的
"") #D"

人次'
.

!%

" 与天

目山游客承载量
%D-$"+

万次'
.

!%警界线相比" 远远未达到超载的标准# 由于每周$ 每日客流量的数据缺

乏" 所以尚不能分析每年中的哪几周哪些天存在游客量超载现象# 根据这个规划"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和天目山旅游建设公司" 分别承担起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职责# 旅游由公司法人依法开

发" 投入资金进行规划编制$ 基础设施建设$ 市场营销等运营管理#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则

成立综合开发监管科" 专门从事天目山森林旅游的监管工作" 对公司进行监督和检查# 因此" 在生态承

载力监管方面" 管理局一直注重控制" 以保证游客接待量在规定范围之内# 从上述分析也可以得出" 生

态承载力是规划和管理景区游客容量的重要依据" 但目前对天目山景区的年度或月度客源的波动影响尚

蔡碧凡等( 天目山景区客流季节性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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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

&'(')

门票价格因素 天目山自
!%

世纪
*%

年代发展旅游以来" 进行了多次门票价格调整! 在天目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承担旅游开发与经营时" 门票为
)%'%%

元#人!#

"

!%%)

年在专业公司接手经营权之

后" 于
!%%)

年
+

月
#

日将门票调为
,%'%%

元$人!#

" 经过三四年的发展" 景区在不断投入建设和管理经

费之后" 也计划积极争创
$-

" 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益" 在
!%%,

年
#%

月
#

日把门票从
,%'%%

元$人!#

调到
#%%'%%

元$人!#

" 造成
!%%*

年年度客流量变化明显%

!%#%

年
#%

月
!!

日" 再一次把门票从
#%%'%%

元$人!#上调至
#)%'%%

元$人!#

" 这其中尚不包括上下车的车费
)%'%%

元$人!#

! 由企业化运作& 市场化经

营的体制" 虽然可以刺激旅游消费" 但也避免不了企业追逐效益的原始动机! 多次的调价" 也使得只拥

有
)-

级荣誉的天目山景区" 在面临西湖免票" 西溪景区后来居上" 千岛湖和黄山知名度较高等周边景

区的冲击时" 客流量只能平稳发展!

!"#

旅游地发展阶段性影响

根据
./0123

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042 05/3678 9329 16:2 ;<;12

(" 旅游地的演化过程具有一定的发展

规律和阶段特征%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旅游地的吸引力也会不同" 因此" 客流量也会发生波动)

!=

*

%

从发展历程来看" 天目山的旅游经历了萌芽& 起步与快速发展等
&

个阶段% 早在晋代" 天目山'禅

源寺是其主要景点之一(就随着宗教朝觐的兴起而发展起来%

#=&$

年即被省政府命名为 +浙江第一名胜

区," 设立天目山管委会" 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成为华东区域最早开发旅游的景区之一% 因此" 天目山

旅游萌芽发展阶段应该是
!%

世纪
&%!*%

年代%

!%

世纪
*%

年代初" 天目山管理局坚持保护第一& 适度开发的原则" 尝试发展森林旅游" 年门票收

入从原来的几千元发展到
!%%)

年的
!+%

万元#
9

!#

" 有效地弥补了管理从事资源保护与设施建设经费的不

足%

#=*%!!%%)

年这一期间" 被视为天目山森林旅游的起步阶段%

!%%)

年
#!

月
!=

日"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订 +天目山自

然保护区旅游资源依法保护& 开发和特许经营协议," 天目山的森林旅游从管理局管理经营过渡到旅游

经营权与旅游管理权相分离" 即经营以企业法人为主体& 管理以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为主体的新体制" 天

目山旅游业进入企业化运作& 市场化经营的新阶段)

&*

*

% 这一标志性事件" 代表着天目山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 游客接待人数从
!%%)

年的
#!'!=

万人次#
9

!#增加到
!%#&

年
#*',*

万人次#
9

!#

" 门票收入从
!+%'%

万

元#
9

!#提升到
# #%)')

万元#
9

!#

% 可见自
!%%$

年以来" 天目山景区步入稳步发展阶段" 从
!%%,!!%#&

年

的年度游客量数据也可以看出" 天目山年度客流量年度波动性不大" 但是效益却增加了
)'!$

倍% 可见"

旅游管理体制的顺畅与否& 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影响旅游地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种影响在客流量

的年变化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

*

%

)

结论与讨论

通过天目山景区
#==,!!%%)

年年度客流量统计分析" 天目山的客流年度变化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除

#==*

年和
!%%&

年等个别年份受洪水自然灾害&

>-?>

病毒等突发事件影响之外% 生态承载力& 门票价

格也是影响年度客流变化的因素之一%

!"",

年门票价格上调" 导致
!""*

年之后的年度客流量有一定程

度的下滑% 从总体上来说" 旅游接待量仍是呈均匀稳定增长趋势% 另外" 生态承载力是控制客流量的重

要依据和标准" 但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 其对天目山景区客流的波动影响尚不明显% 由于景区生态承载

力研究多基于年度& 月度数据" 这就有可能造成一个景区在年度& 月度客流总量没有超载" 而在某周或

某日是超载的现象" 因此开展一周或一日内的实际客流量与环境容量的对比研究" 也是未来需深入研究

的领域之一%

天目山景区客流季节性特征研究表明" 运用基尼系数& 季节性强度指数进行季节性的测度研究" 结

果具有一致性% 天目山的月度旅游客流季节分布相对不均衡" 有明显的淡旺季差别" 季节性形态呈 +三

峰三谷, 分布特征%

对于像依托森林等自然资源为主的景区" 自然季节性因素" 尤其气候条件是致使旅游流产生季节性

变化的主导因素% 天目山景区团队游客偏多的特征" 使得公共假期制度& 居民出行习惯对于天目山景区

季节性影响相对重要" 但并非主导因素% 总之" 对于森林型旅游地" 淡旺季差异主要还是来自气候" 短

=$)



第
!"

卷第
#

期

期内很难通过有效途径减少差异! 尤其是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属性定位" 以及冬季期间山上积雪

造成的交通进入性差" 是影响冬季客流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旅游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客流季节性分布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天目山经营管理体制的创新变

化" 促使天目山旅游景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年度客流虽然没有大幅度上升" 但是旅游效益却增长了多

倍! 同时也发现对于天目山这类资源吸引力和知名度" 相较于周边
$%

景区" 如西湖# 千岛湖及黄山等

景区" 具有一定的劣势" 其门票价格对客流的影响程度还是较大" 尤其
"&&'

年门票提价" 就对
"&&(

年

度客流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气候因素影响比较大" 天目山季节性的差异可能还将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 建议天目

山景区" 对外联合周边景区" 如东天目# 太湖源# 大明山# 湍口温泉等景区" 加强合作" 形成一个大范

围的旅游产业集聚区" 降低季节性风险" 在旺季可以互相分流客源" 在淡季可以做到互补" 比如清凉峰

镇大明山冬季滑雪和湍口镇氡温泉项目! 对内不断强化自然资源特色" 山上景区联合山下禅源寺# 农家

乐# 特色民宿等景点和业态" 在旺季" 通过寺庙# 农家乐分散一部分客源" 在淡季发展宗教养生# 禅茶

观光# 乡村度假等多样性旅游活动" 以避免当前主要依赖森林避暑资源的倾向" 培育天目山景区发展的

多维动力" 构建多元驱动的旅游地成长机制" 促进森林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

%

*+,- -.+/!01,%2+3 %4 .567897:;<= :5>:7<>? 67<65<@A>@;7<

$

B

%

4 !"" #$%& '()C "&&!C !"

&

D

'

E FD" " F$#4

$

"

%

G%22 H 0C I%J+ 3 B4 *+( ,($-&./+0 $1 *$%&2)3 ."4 5(6&(.72$" 8"92&$"3("7: ;<.6(: ."4 =/.6(

$

0

%

4 D@K +L4 27<!

L7<E ,7M@?5L=54 "N)DE $) " $"4

$

!

%

OPQ2+, , R4 35>:7<>?;@S ;< @7MA;:8E T::M5: ><L ;89?;6>@;7<:

$

J

%

UUO%P0 Q4 2P-.Q1,I 34 =(.)$".<270 2" *$%&2)34

1VW7ALE I5A=>87<C "NN)E $ " ""4

$

D

% 马世罕" 戴林琳
C

吴必虎
4

北京郊区乡村旅游季节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B

%

4

地理科学进展
C "N)"C !#

&

#

'

E ()' "

("D4

0% 3K;K><C .%T 2;<?;<C RP O;KM4 %<>?S:;: 7< @K5 W5>@MA5: ><L 6>M:5: 7W :5>:7<>?;@S ;< AMA>? @7MA;:8E > 6>:5 :@MLS 7W

O5;X;<= :MYMAY:

$

B

%

4 >&$- ?($-&C "N)"C !$

&

#

'

E ()' " ("D4

$

$

%

O%,1- , , Z4 =(.)$".<270 2" *$%&2)3E ! @%24( 7$ 7+( !".<0)2) $1 =(.)$".<270 ."4 *&("4) 1$& >$<260 A.B2"-

$

0

%

4

27<L7<E +67<78;:@ T<@5??;=5<65 P<;@ 2@LC )F'$E ) " $4

$

#

%

G[22+O+,J 34 A$4(<<2"- =(.)$".<270

$

0

%

4 1VW7ALE 1VW7AL P<;\5A:;@S IA5::C )FF"E ! " )D4

$

'

%

OPQ2+, , R4 35>:7<>?;@S ;< @7MA;:8E T::M5: ><L ;89?;6>@;7<:

$

J

%

UU3+%Q1- % Z4 *$%&2)3E 7+( =7.7( $1 7+( C&74

HK;6K5:@5AE B7K< R;?5S ] 37<:C ^FFDE !!" " !!F4

$

(

%

G%,Q0%-- ,4 Q7MA;:8C :5>:7<>?;@S ><L :76;>? 6K><=5

$

B

%

4 D(2)%&( =7%42()C ^F(#C %

&

^

'

E "$ " !!4

$

F

%

2P-.Q1,I 34 05>:MA;<= @7MA;:8 :5>:7<>?;@S

$

J

%

UU O%P0 Q C 2P-.Q1,I 34 =(.)$".<270 2" *$%&2)34 1VW7ALE I5A=>!

87<C "NN^E "! " $N4

$

^N

%

OPQ2+, , RC 0%1 O4 35>:7<>?;@S ;< @7MA;:8E IA7Y?58: ><L 05>:MA585<@

$

J

%

UU 0P,IG[ I4 E%.<270 A.".-(3("7

2" F&G." *$%&2)34 HK;6K5:@5AE B7K< R;?5S ] 37<:C ^FF'E F " "D4

$

^^

%

.,%_%Q13 H J4 35>:7<>? 67<65<@A>@;7< 7W @7MA;:8 ;< JA5565

$

B

%

4 H"" *$%& '()C ^F('C $&

&

D

'

E $(" " $(#4

$

^"

%

O%P0 QC G%J+- 24 ,5:97<:5: @7 :5>:7<>?;@SE @K5 5V95A;5<65: 7W 95A;9K5A>? L5:@;<>@;7<:

$

B

%

4 I"7 J *$%& '()C ^FFFC

$

&

$

'

E "FF " !^"4

$

^!

%

0%31- I4 *$%&2)3 I3/.67): ><.""2"- ."4 A.".-(3("7

$

0

%

4 H>8YA;L=5E OM@@5A`7A@K!G5;<58><<C "NN!E D" " $^4

$

^D

%

_1+-TJ!2+RT3 -C OT3HG1** + +4 35>:7<>?;@S A5:5>A6KE @K5 :@>@5 7W @K5 >A@

$

B

%

4 I"7< J *$%& '()C "NN$C '

&

DU$

'

E

"N^ a "^F4

$

^$

%

3%2%/%, - OC /G%-J [4 35>:7<>? ?;W5:@S?5 @7MA;:8E @K5 6>:5 7W HK;<5:5 5?;@5:

$

B

%

4 H"" *$%& '()C "&^!C &!

&

D

'

E

(^ " FF4

$

^#

%

,T..+,3Q%%Q BC 1.PO+, 0C H,1+3C (7 .<4 T89>6@: 7W :5>:7<>? 9>@@5A<: 7W 6?;8>@5 7< A56MAA5<@ W?M6@M>@;7<: ;<

@7MA;:8 L58><LE +\;L5<65 WA78 %AMY>

$

B

%

4 *$%& A.".-(C "&^DC &$

&

"

'

E "D$ " "$#4

$

^'

%

I+JJ 3C I%QQ+,31- TC J%,T..1 I Z4 QK5 ;89>6@ 7W :5>:7<>?;@S 7< @7MA;:8 ><L K7:9;@>?;@S 795A> @;7<: ;< @K5

>?9;<5 A5=;7< 7W -5` 37M@K R>?5:C %M:@A>?;>

$

B

%

4 I"7 J K$)/ A.".-(C "&^"C !$

&

!

'

E #$F " ###4

蔡碧凡等( 天目山景区客流季节性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F$$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

"

()*+,-../ + 0 (1 (-2+,3-4 0 *5 *67 879:;<787=> ?@ :79:?=9AB>C DB>6B= >67 >?;<B:> B=E;:><CF 9= 9GGABH9>B?= >?

>?;<B:> 9<<BI9A: B= (G9B=

!

J

"

K !""# $%&'(1 #L'%1 !"

#

M

$

F M!L N MM#K

!

#L

"

+O32 .P ,-0 +K (G7H><9A 9=9AC:B: ?@ :79:?=9AB>C B= >?;<B:8 E789=E

!

J

"

K )*+, -&."/+ 01./21 !%&&1 #!

%

Q

&

F &M%L !

&M&'K

!

!%

" 徐克帅' 朱海森
K

国外旅游季节性现象研究述评!

J

"

K

人文地理'

!%&%

'

"$

%

&

&(

&! ! &QK

R) S7:6;9B1 TO) O9B:7=K 47IB7D ?= :79:?=9AB>C B= >?;<B:8 9U<?9E

!

J

"

K 3/.*' 45&671 !%&%1 "$

%

&

$

F &! ! &QK

!

!&

" 冯学钢' 孙晓东' 于秋阳
K

反季旅游与旅游季节性平衡
F

研究述评与启示!

J

"

K

旅游学刊'

!%&M

'

"%

%

&

$(

L! !

&%%K

./2V R;7W9=W1 ()2 RB9?E?=W1 X) YB;C9=WK 3=>B":79:?= >?;<B:8 9=E >?;<B:8 :79:?=9AB>C 8B>BW9>B?=F H;<<7=> <7"

:79<H6 9=E <7A7I9=> B8GABH9>B?=:

!

J

"

K 8&/7 8719/'51 !%#M1 "%

%

#

$

F L! ! #%%K

!

!!

" 陆林
K

山岳风景区旅游季节性研究( 以安徽黄山为例!

J

"

K

地理研究'

#LLM

'

!&

%

M

$(

$% ! $ZK

,) ,B=K 3 :>;EC ?= >67 :79:?=9A H69=W7: B= >67 >?;<B:8 B= 8?;=>9B= <7:?<>:F 9 H9:7 :>;EC ?@ >67 O;9=W:69= 0?;="

>9B=

!

J

"

K 45&67*", :5(1 #LLM1 !&

%

M

$

F $% ! $ZK

!

!Z

" 陆林' 宣国富' 张锦河' 等
K

海滨型与山岳型旅游地客流季节性比较( 以三亚) 北海) 普陀山) 黄山) 九华

山为例!

J

"

K

地理学报'

!%%!

'

$'

%

[

&(

QZ# ! QM%K

,) ,B=1 R)32 V;?@;1 TO32V JB=671 5+ *2K 3= 9GG<?9H6 >? :79:?=9AB>C ?@ >?;<B:> @A?D: U7>D77= H?9:>A9=E <7:?<>: 9=E

8?;=>9B= <7:?<>:F 7\98GA7: ?@ (9=C91 ]7B69B1 0>K G;>;?1 0>K O;9=W:69= 9=E 0>K JB;6;9

!

J

"

K ;%+* 45&67* 01'1 !%%!1

$'

%

[

&

F QZ# ! QM%K

!

!M

" 张捷' 都金康' 周寅康' 等
K

观光旅游地客流时间分布特性的比较研究( 以九寨沟) 黄山及福建永安桃源

洞
N

鳞隐石林国家风景名胜区为例!

J

"

K

地理科学'

#LLL

'

!%

%

#

&(

ML ! $MK

TO32V JB71 ^) JB=_9=WP TO`) XB=_9=WP 5+ *2K 3 H?8G9<B:?= 9GG<?9H6 >? >78G?<9A H69<9H>7<B:>BH: ?@ >?;<B:> @A?D: >?

:BW6>:77B=W E7:>B=9>B?=:F DB>6 H9:7 :98GA7: ?@ 29>B?=9A a9<_: ?@ JB;b69BW?;P 0>K O;9=W:69= 9=E *9?C;9=E?=W",B=WCB=

(>?=7 .?<7:> a9<_

!

J

"

K 0%1 45&67 01'P &LLLP !%

%

&

&

F ML ! $MK

!

!$

" 卢松' 陆林' 王莉' 等
K

古村落旅游客流时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 宏村为例

!

J

"

K

地理科学'

!""M

'

"(

%

!

&(

!$" ! !$[K

,) (?=WP ,) ,B=P c32V ,BP 5+ *2K *78G?<9A H69<9H>7<B:>BH: ?@ >?;<B:> @A?D: >? 9=HB7=> IBAA9W7:F 9 H9:7 :>;EC ?@ >D?

D?<AE H;A>;<9A 67<B>9W7:P RBEB dBAA9W7 9=E O?=WH;= dBAA9W7

!

J

"

K 0%1 45&67 01'P !""MP "(

%

!

&

F !$" ! !$[K

!

![

" 钟静' 张捷' 李东和' 等
K

历史文化村镇旅游流季节性特征比较研究( 以西递) 周庄为例!

J

"

K

人文地理'

!""Q

'

""

%

M

&(

[' ! Q&K

TO`2V JB=WP TO32V JB7P ,- ^?=W67P 5+ *2K 3 H?8G9<9>BI7 <7:79<H6 ?= :79:?=9AB>C H69<9H>7<B:>BH: ?@ >?;<B:> @A?D: >?

>67 6B:>?<BH H;A>;<7 IBAA9W7

%

>?D=

&

F 7\98GA7: ?@ RBEB 9=E T6?;b6;9=W

!

J

"

K </.*' 45&67P !""QP ""

%

M

&

F [' ! Q&K

!

!Q

" 余向洋' 沙润' 胡善风
K

近邻景区客流季节性比较及其动态关联研究( 以西递) 宏村) 黄山为例!

J

"

K

地理研

究'

!"&Z

'

&"

%

&

&(

&L& ! !""K

X) RB9=WC9=WP (O3 4;=P O) (69=@7=WK ^C=98BH <7A9>B?= 9=E H?8G9<9>BI7 9=9AC:B: ?@ >?;<B:8 :79:?=9AB>C ?@ =7BW6"

U?< :H7=BH 9<79:F +9:7 :>;EB7: ?@ RBEBP O?=WH;= 9=E O;9=W:69=

!

J

"

K 45&67*", :5(P !"&ZP &"

%

&

&

F &L& ! !""K

!

!'

" 骆培聪
K

中国大陆入境台胞游客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变化!

J

"

K

地理研究'

!"&"

'

"%

%

!

&(

!L& ! Z"!K

,)` a7BH?=WK 47:79<H6 ?= >78G?<9A 9=E :G9>B9A EB:><BU;>B?= G9>>7<= ?@ *9BD9= >?;<B:>: 9=E B>: 7I?A;>B?= B= 89B=A9=E

+6B=9

!

J

"

K 45&67*", :5(P !"&"P "%

%

!

&

F !L& ! Z"!K

!

!L

" 保继刚' 楚义芳
K

旅游地理学%

Z

&!

0

"

K Z

版
K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

Q[ N QQ

'

&ZM ! &ZQK

!

Z"

" 黄震方' 俞肇元' 黄振林' 等
K

主题型文化旅游区的阶段性演进及其驱动机制( 以无锡灵山景区为例!

J

"

K

地

理学报'

!"&&

'

))

%

[

&(

'Z& ! 'M&K

O)32V T67=@9=WP X) T69?C;9=P O)32V T67=AB=P 5+ *2K /I?A;>B?=9<C :>9W7: 9=E EC=98BH 87H69=B:8: ?@ >6789>BH

H;A>;<9A >?;<B:> 9<79:F 9 H9:7 :>;EC ?@ ,B=W:69= (H7=BH 3<79 B= c;\B

!

J

"

K ;%+* 45&67 01'P !"&&P ))

%

[

&

F 'Z& ! 'M&K

!

Z&

"

O`^4-+S 4P a4/(+`** / +K =&(+!>*7 ? 0 9/(1'5(( @A%25F ;' $."171%*2 B'C5(+16*+1&'D )1.5&

!

0

"

K aB>>:U;<:6F

+9<=7WB7"07AA?= )=BI7<:B>CP &L'"K

!

Z!

" 方叶林' 黄震方' 侯兵' 等
K

中国入境游客周期波动特征及影响机理!

J

"

K

地理研究'

!"&M

'

&&

%

&"

&(

&LM! !

&L$$K

.32V X7AB=P O)32V T67=@9=WP O`) ]B=WP 5+ *2K *67 G7<B?EBH 9=E @A;H>;9=> H69<9H>7<B:>BH: ?@ +6B=7:7 B=U?;=E

L$[



第
!"

卷第
#

期

$%&'()$) *+, ($) (+-.&/+0/ 1/02*+()1

!

3

"

4 !"#$%&'( )"*5 "6785 !!

#

76

$

9 7:8" ! 7:;;4

!

!!

" 张琪
4

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对当地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

"

4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67!

%

"=4

>?@AB C(4 +, +,&-.*/* #, 0(" 1#,0%/230/#, 0# 4#5&- 65#,#7/5 8"9"-#'7",0 :&;" 2. <#3%/*7 =50/9/0/"* /, >&03%"

)"*"%9"*? + @&*" A03;. #B </&,73 :#3,0&/, >&03%" C"*"%9"

!

<

"

4 ?*+DE2%&9 >2/F(*+D B%+D)2*+D G+(H/')($I5 "67!9 "=4

!

!8

" 尤建林& 韦新良& 李东& 等
4

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游憩价值评估!

3

"

4

浙江林学院学报&

"66:

&

"#

#

8

'%

;=; ! ;J64

KLG 3(*+.(+5 MNO P(+.(*+D5 QO <%+D5 "0 &-4 R%'/)$ '/0'/*$(%+*. H*.&/ *))/))1/+$ %- A*$(%+*. A*$&'/ S/)/'H/ %-

T%&+$ U(*+1&

!

3

"

4 D E("F/&,$ G#% @#--5 "66:5 "#

#

8

'

9 ;=; ! ;J64

!

!;

" 王祖良& 张建国& 崔会平& 等
4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旅游解说系统的调查与分析!

3

"

4

中国农学通报&

"677

&

"$

#

7=

'%

":; ! !664

M@AB >&.(*+D5 >?@AB 3(*+D&%5 VGO ?&(W(+D5 "0 &-4 @+ (+H/)$(D*$(%+ *+, *+*.I)() %- $%&'()1 (+$/'W'/$*$(%+ )I)$/1

(+ U(*+1& T%&+$*(+ A*$&'/ S/)/'H/

!

3

"

4 @(/, =$%/5 A5/ H3--5 "6775 "$

#

7=

'

9 ":; ! !664

!

!#

" 姜春前& 吴伟光& 沈月琴& 等
4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冲突和成因分析!

3

"

4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66;

&

!!

#

8

'%

J; ! J=4

3O@AB V2&+X(*+5 MG M/(D&*+D5 Y?NA K&/X(+5 "0 &-4 V%+-.(0$) Z/$[//+ U(*+1& A*$&'/ S/)/'H/ *+, ($) W/'(W2/'*.

0%11&+($(/) *+, $2/ 0*&)/) %- $2/ 0%+-.(0$)

!

3

"

4 D >#%0("&*0 G#% I,/95 "66;5 !!

#

8

'

9 J; ! J=4

!

!=

" 张琪& 王祖良
4

基于乘数理论的自然保护区开发对当地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以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3

"

4

江

苏商论&

"67"

#

#

'%

7;8 ! 7;=4

>?@AB CO5 M@AB >&.(*+D4 V%+$'(Z&$(%+ )$&,(/) %- +*$&'/ '/)/'H/) $%[*',) .%0*. /0%+%1I &W%+ $2/ 1&.$(W.(/' $2/%"

'I9 * 0*)/ )$&,I %- U(*+1& T%&+$*(+ A*$&'/ S/)/'H/

!

3

"

4 D/&,$*3 @#77 G#%375 "67"

#

#

'

9 7;8 ! 7;=4

!

!J

" 陆森宏& 张琪& 单邵伟
4

天目山农家乐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3

"

4

经济研究导刊&

"677

#

;

'%

J! ! J#4

QG Y/+2%+D5 >?@AB C(5 Y?@A Y2*%[/(4 S/)/*'02 %+ $2/ )&)$*(+*Z./ ,/H/.%W1/+$ %- $2/ -*'12%&)/ /+F%I1/+$ (+

U(*+1& T%&+$*(+9 Z*)/, %+ $2/ )$*\/2%.,/' $2/%'I

!

3

"

4 65#, C"* J3/;"5 "677

#

;

'

9 J! ! J#4

蔡碧凡等% 天目山景区客流季节性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