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我国旅游需求快速膨胀，游客数量急剧增加，但配套设施及管理、服务水平相对落后，旅游环境超负荷承

载。选择承德市11个最具吸引力的景区，综合考虑资源、环境和心理3个维度，定量分析各承载力分量，在此基础上根

据“木桶原理”确定承德市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表明：承德市全年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约为2 993万人，随着游客人数逐

年递增，旅游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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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of Chengd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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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domestic tourism demands, the number of tourists had increased dramatically. 

Relatively poor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led to overload of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Eleven most attractive scenic 

spots in Chengde City were chosen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nd 

psych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Then,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of Chengde City was calculated by use of Buckets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of Chengde City was about 29.93 million tourists per 

year and almost reached to satur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ourists year by year.

　　Keywords: Tourism Environment;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Chengde 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C number: X24

第 卷　第 期42 6
年 月2016 12

环境保护科学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ce  

Vol.42　No.6
Dec.2016,98~104

　　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旅游需求快速膨胀，游客数量急剧增加，
[1]旅游业空前繁荣 。与此同时，多数旅游地相关

产业发展滞后，配套设施及管理、服务水平和能

力未能跟上旅游需求扩张及旅客数量骤增的步

伐，导致旅游地旅游环境超负荷承载，旅游资源

遭到破坏，旅游质量进一步降低，产生了诸如交

通拥堵、宾馆床位不够、水电供给压力大、固体

垃圾增多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旅游地旅游
[2]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因此，对旅游地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分析研究，

明确旅游资源可以承受游客数量的最大值，进而

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旅游地所关注的问

题和追求的目标。

　　目前，有关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成果较

多，但在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界定方面，不同学者
[3]的看法并不一致。Wall et al 从自然环境角度出

发，认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主体是包括水

体、土壤、植被及生物等因素在内的整体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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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源。崔凤军等 学者从游客数量角度出发，认

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关注主体是一定时期内旅游
[11]地所能承受的旅游者人数。刘玲 从经济活动角

度出发，认为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指在某一时期、

某种条件下，旅游地环境所能承受的旅游经济活
[12-14]动量的阈值。刘滨谊等 学者从旅游涉及的分

量角度出发，认为旅游环境承载力应综合考虑旅

游地的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能力。

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对旅

游地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产生直接和显
[15-16]著的影响 ，将游客数量作为旅游环境承载力

主要研究对象，计算简便，结果清晰，可以直截

了当的反映和体现出旅游地的旅游环境状况。因

此，文章认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范畴是指某

一旅游地的环境系统在不发生有害变化的前提

下，一定时期内所能承受的最大旅游者人数。

　　文章以承德市为例，选择11个最具吸引力的

景区，综合考虑资源、环境和心理3个维度，定

量分析各承载力分量，在此基础上根据“木桶原

理”确定承德市旅游环境承载力，以期为承德旅

游业的发展规划和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

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资源承载力

　　资源承载力是指某一游览区在满足旅游者对

其旅游资源时间和空间占有要求的前提下，一定

时间段内该游览区所能承受的最大旅游者人数。

本文根据游览区内景点的分布方式，选择如下两
[17-18]种计算公式 。

　　（1）面状分布景点承载力计算公式如下：

（1）

（2）

　　式中，E 为时段旅游资源承载力（人）；E1 1  

＇

2为E 瞬时值；S为游览区面积（m ）；O为开放时1

2间（h）；A为游客占用合理面积（m /人）；D为游

览区停留时间，即游览完毕所需要的时间（h）。

　　（2）线状分布景点承载力计算公式如下：

（3）

（4）

　　式中，E 为时段旅游资源承载力（人）；E2 2  

＇

为E 瞬时值；L为游览线路长度（m）；O为开放2

时间（h）；L 为游客间适当距离间隔（m/人）；0

D为游览区停留时间（h）。

1.2　环境承载力

　　环境承载力是指某一游览区在保持环境质量

稳定和生态系统平衡的前提下，一定时间段内该

游览区所能承受的最大旅游者人数。文章主要选

择固体废弃物作为影响游览区环境质量的关键污
[19]染物，计算旅游环境承载力，公式如下 ：

（5）

　　式中，E 为时段旅游环境承载力（人）；3

N 为游览区单位面积对第i种污染物的净化能力i

2（kg/d）；S为游览区面积（m ）；H 为游览区i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对 第 i种 污 染 物 的 处 理 能 力

（kg/d）；P 为每位游客产生第i种污染物的数量i

（kg/d）。

1.3　心理承载力

　　心理承载力是指某一游览区在满足旅游者进

行游览的过程中感觉舒适要求的前提下，一定时

间段内该游览区所能承受的最大旅游者人数，计
[20-21]算公式如下 ：

       （6）
                   

　　式中，E 为时段旅游心理承载力（人）；4

2S为游览区面积（m ）；A 为游客占用最小舒适1

2面积（m /人）。

         （7）                 

　　式中，E 为时段旅游心理承载力（人）；5

L为游览线路长度（m）；L 为游客间最小舒适1

距离间隔（m/人）。

　　根据木桶原理，上述承载力分量的最小值将

决定游览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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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德市旅游环境承载力测算结果

　　承德市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座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1998年又被国家旅游局授予“中

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称号。承德市拥有众多著

名的人文及自然旅游资源，包括避暑山庄、布达

拉景区、普宁寺景区、磬锤峰景区、双塔山景

区、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

区、京北第一草原、雾灵山自然保护区、辽河源

国家森林公园、金山岭长城等，各游览区情况见

表1。

/-1
·

表1　各游览区情况

　　根据承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4年承德市共接待境内外

游客数量分别为1 307.9、1 968.8、2 010、2 463.4 

和2 931.6万人次，游客数量逐年递增，年平均增

长率为23.5%，见图1。

　　游客数量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旅游旺季期

间，游客数量的迅速增加，对当地环境产生巨大

冲击，包括交通拥堵、垃圾增多等在内的一系列

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因此，分析旅游资源可以承受的游客数

量，是制定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进而实现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图1　2010~2014年承德市游客数量变化图

　　参考文献[22-25]，各游览区人均占用的合理

面积及游客间的合理距离见表2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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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人文景观人均占用的合理面积及游客间的合理距离

表3　自然景观人均占用的合理面积及游客间的合理距离

　　由表2和表3可知，避暑山庄等人文景观相比

于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等自然景观，在游览区人

均占用的合理面积及游客间的合理距离两个方
2面，均显著小于后者，分别达到20或30 m 和4或

5 m/人。由于避暑山庄等人文景观是承德市最负

盛名的游览区，无论淡旺季，其游览几率均为

100%。而其他自然景观由于季节的限制，淡季

和旺季的游览几率差别悬殊，结合各游览区淡旺

季开放时间的不同，各游览区资源承载力在淡旺

季存在差异见表4。

表4　各游览区资源承载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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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4可知，避暑山庄淡季和旺季日承载力

最大，分别为49 400人和57 200人，其平均日承

载力为53 300人，也位于各游览区之首；其次是

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和京北第一草原，其平均

日承载力为38 833人；金山岭长城淡季和旺季的

日承载力最小，分别为6 162人和6 887人，其平

均日承载力为6 524人。
[19,26]　　参考相关文献 ，各游览区游客每天产生

的主要固体废弃物为矿泉水及饮料瓶和食品袋及

其他垃圾，平均每天产生的主要固体废弃物数量

分别为0.24 kg/人和0.5 kg/人。见表5。各游览区

在淡旺季对游客的吸引程度及游客的游览几率存

在差异，导致各游览区主要固体废弃物的产生数

量及需要配备的人员及设备存在差异，取人工处

理能力的日平均值最为计算指标，计算出各游览

区环境承载力见表6。

表5　游客平均每天产生的主要固体废弃物数量

表6　各游览区环境承载力

　　表6显示，避暑山庄的环境承载力最大，为

40 000人/d；其次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其环境

承载力为34 000人/d；普宁寺景区、双塔山景区和

金山岭长城的环境承载力最小，均为16 000人/d。
[18,23,27]参考相关研究文献 ，各游览区游客占用最小

舒适面积和游客间最小舒适距离见表7和表8。

表7　人文景观心理承载力

　　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在上述两个方面存在均

显差异，除避暑山庄外，其他的人文景观游客

占用最小舒适面积和游客间最小舒适距离均为
2 -1 -13.5 m /人 和2.7 m/人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

心理承载力最大，为24 873人/d；其次是避暑山

庄，其心理承载力为23 000人/d；双塔山景区的

心理承载力最小，为3 505人/d。各游览区分量

日承载力及合理日承载力见表9。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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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各游览区分量日承载力及合理日承载力

由表9可知，根据木桶原理，选择承载力分

量的最小值作为各游览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合理

值，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合理承载力最大，为

24 873人/d；其次是避暑山庄，其合理承载力为

23 000人/d；双塔山景区的合理承载力最小，为

3 505人/d。

承德市受气候、地理等条件限制，每年旅游

旺季持续时间约210 d，各游览区旅游环境承载

力结果见表10。

由表10可知，在承德市11个著名游览区中，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旺季旅游环境承载力最大，

为5 223 330人；其次是避暑山庄，为4 830 000

人；双塔山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最小，为736 

050人。根据计算结果，上述游览区在旅游旺季

内总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约为2843.4万人。根据相

关资料显示，95%的游客选择在旅游旺季内前往

承德市游览，每位来承德旅游的游客逗留时间为

2~6 d，平均逗留时间为4 d，超过95%的游客在

逗留期间只游览上述景区，因此承德市全年的旅

游环境承载力约为2 993万人。根据承德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4年承德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数量2 931.6万人

次，为历年之最。因此，随着游客人数逐年递

增，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已接近饱和。特别是

“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后游客数量超过200万，

但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约162万人，大大超过了

景区承载负荷，给景区造成巨大压力。

3　结论

文章选择承德市11个最负盛名、最具吸引力

的景区，进行旅游环境承载力测算，进而粗略估

计承德市旅游环境承载力。结果显示，承德市旅

游环境年承载力为2 993万人，随着游客数量的

增加，旅游环境年承载力日趋饱和。特别是在

“十一”国庆黄金周等旅游旺季，游客数量已超

过景区承载负荷，给景区造成巨大压力。旅游产

业作为承德市的支柱产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至

关重要。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其旅游环境承载力

已经或即将出现超载的状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

游客数量的增加对当地环境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严重损害。

　　（1）建立景区磁卡门票系统。建立游客进

入与离开景区电子磁卡门票系统，及时准确掌握

景区内和景区间的游客数量及其流向，据此判断

是否允许继续售票或制定间隔售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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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适当上调门票价格。由于受到心理因

素的影响，适当上调门票价格，特别在旅游旺季

期间，可以有效限制游客数量。适当上调门票价

格后，景区管理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满

足游客因此提高的心理预期。

　　（3）建立游客活动时空信息管理系统。依

托地理信息系统和移动定位技术，加强旅游管理

部门与旅行社、旅行团及导游之间的实时沟通，

动态掌握游客在景区内及景区间的分布信息，据

此判断是否允许继续按照既定安排游览或及时调

整游览行程。

　　（4）挖掘潜在旅游资源。结合承德市的历

史文化、民俗习惯和地理气候等条件，开发新的

具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如“康乾盛世”影视城、

满族文化园、鸡冠山景区、冰雕和冰灯展览及其

他森林公园等，缓解旺季超载和淡季弱载的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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