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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旅游业是当今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在促进经

济增长、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与其他

产业相比，早期的旅游业规模较小，对环境造成的污

染和破坏也较小，曾一度被誉为“无烟工业”或“清洁

行业”。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旅游业带来的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文化冲突等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世界

各国都存在因旅游开发或旅游者大量涌入而产生的

水体和大气污染、交通拥堵、建设性破坏等问题 [1]。

旅游者大量涌入不仅造成旅游环境超载，使旅游地

的生态资源遭受损坏，也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质量；而

旅游环境弱载则导致旅游设施大量闲置和旅游资源

严重浪费，使旅游经济效益难以保证[2]。

“旅游环境承载力”(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TECC)又称为“旅游环境容量”，是表征旅游

环境系统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协调程度的关键指

标，既能反映旅游环境的自我组织协调能力，又能揭

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机理。虽然目前国内

外学者对其理论内涵的界定仍没有统一的范式，但

在保护自然系统不受破坏、测度目的地承载力阈值、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关注旅游者行为及感知等方面

已达成共识。总体而言，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旅游地

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系统能够承受的旅游活动强

度阈值，本质上是对旅游环境系统组成与结构特征

的综合反映。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旅游组织开始

关注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3]，此后相关研究成果不断

涌现。进入21世纪后，在旅游环境系统复杂性和旅

游活动多样性的交叉影响下，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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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日益凸显，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也不断细化和

深入，因此，有必要对21世纪以来旅游环境承载力的

研究内容及范式进行系统总结。目前，已有众多学

者从概念内涵、理论框架、测量模型、管理应用等方

面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分析，一些学者对国内

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进行了综述[4-9]。

尽管现有相关综述类文章都力图对旅游环境承

载力研究进展进行全方位阐释，但研究方法多限于

定性分析，以理论总结和定性描述为主，在分析范

围、效率和客观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0-12]。为弥

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将文献计量法与知识图谱

分析法相结合，既可以通过文献的外部信息对研究

对象进行量化分析，描述和评价其研究现状及预测

未来发展态势，又可对文献内部信息进行可视化展

示，挖掘分析文献信息及构建、绘制和显示其相互关

系。鉴于此，本文将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引入旅

游环境承载力研究领域，从文献计量及信息可视化

视角对Web of Science及CNKI数据库收录的 2000-
2019年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期刊论文进行分析，

基于时空维度和研究内容维度梳理近20年国内外旅

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动态。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外文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9年 12月 1日。

为获取最能体现国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水平的相

关文献，首先选定“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为数

据来源，将引文索引设置为“SCI-EXPANDED，SSCI，
CPCI-S，CPCI-SSH，CCR-EXPANDED，IC”，以“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或 tourism bearing capacity”为关键词

进行主题检索，共检索到该研究领域高水平文献445
篇；为进一步精炼检索结果，将语种设置为“English”，
因期刊论文相较专著、研究报告、书评等能更敏锐地

把握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故将文献类型限制为

“Article OR Review”，自定义时间跨度为“2000-2019
年”，对篇名、关键词、摘要等信息进行判读并剔除无

效文献，最终得到264篇有效文献作为国外研究的数

据来源。为全面收集并甄选国内旅游环境承载力研

究的高水平论文，选定“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

版总库”作为数据来源，数据检索时间为 2019年 12
月3日。首先以“旅游”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再以

“环境承载力”、“环境容量”为关键词进行二次精确

检索，共检索到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相关文献1 541
篇；然后将年份范围设置为“2000-2019年”，期刊来

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及“CSSCI”，剔除会议纪要、

书评等共得到445篇有效文献。

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作为

当前科学计量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方法，将信息、信息

科学、图形学、可视化等学科理论融为一体，通过综

合引文分析、共词分析、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多

维尺度分析等方法，以“图”和“谱”的形式将科学文

献的内外部信息进行序列化及可视化双重处理，避

免了传统文献研究方法数据筛选困难、工作量巨大

等困扰，具有科学、全面、规范、准确、简便等优点，

目前其理论架构及方法体系较为成熟。本文运用

的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工具为美国德雷赛尔大学计

算机与情报学学院陈超美教授基于 Java语言开发的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

该软件以可视化的方法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关系、

进展规律和分布情况，对于把握国内外某领域的研

究态势、挖掘新的学科交叉生长点、科学客观评价已

有研究成果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13]。

2 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基础数据分析

2.1 发文量及期刊分布特征

某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通常与该领域受关注程

度呈正相关[14]。由2000-2019年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

力研究期刊论文年发文量(见下页图1)的变化情况可

知，国内外整体发文趋势的差异化较为明显：1)2000-
2007年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2007年达到峰值，表明

在这一阶段国内外学者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度逐年

增加。2)2008年是一个重要拐点：国外期刊在 2008
年后年发文量波动较大，但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国内

期刊因低层次重复性研究较多、缺乏突破以及实践

指导作用不强，导致发文量出现停滞现象，整体呈波

动下降趋势，可见国内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相比国

外后续动力明显不足。因此，对该领域近20年国内

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对比分析尤为重要。

主要载文刊物的类型可以反映出国内外对旅游

环境承载力研究的侧重点及研究方向。国外相关研

究成果所刊载期刊的类型较为集中，主要为旅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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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及生态学期刊，其中综合性旅游期刊《TOURISM
MANAGEMENT》(20篇)刊载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成

果数量最多，《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8 篇)、《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7篇)、《TOURISM ECONOMICS》(7篇)等旅

游研究类期刊为国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论文的主要

发文及交流期刊；其次为《SUSTAINABILITY》(17篇)、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Y》(9 篇)、《JOURNAL OF ENVIRON⁃
MENTAL MANAGEMENT》(6篇)等环境及生态类期刊。

值得注意的是，《OCEAN COASTAL MANAGEMENT》
(13 篇)、《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12
篇)等海洋学重要刊物也是主要的载文期刊，体现了

国外学者对海洋及滨海环境承载力研究的重视。

国内相关载文期刊类型则较多元化，主要有旅

游类、生态学、地理学、资源类等期刊，且各类期刊载

文特征明显。其中《生态经济》(25篇)和《旅游学刊》

(21篇)中刊载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性论文数量较

多，《经济地理》(17篇)、《人文地理》(17篇)、《地理与

地理信息科学》(10篇)等地理学核心期刊发表的旅游

环境承载力研究论文侧重于从地理学视角分析不同

类型旅游目的地环境承载力及调控管理研究；《资源

开发与市场》(14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2
篇)、《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0篇)等资源与环境类期

刊所刊载论文中理论构建与实践研究并重，综述类

文章也较为丰富。

2.2 国家及地区空间分布态势

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文献产出的空间分

布可直观反映全球范围内核心研究力量的分布情

况，对于该领域科研成果吸收和合作产出具有重要

实践意义，同时也可显示出不同国家及地区对旅游

环境承载力研究的重视程度。本文利用CiteSpace软
件将WOS数据来源中的国家/地区信息字段以科研

合作网络图谱的形式展示(图 2)，合作图谱中节点数

量N=61、连线数量 E=110、网络密度Density=0.0601
(未对网络进行裁剪)，其中节点大小与该国或地区发

文数量成正比，连线粗细及密度与合作强度成正比。

由图2可知，目前国际上参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研

究的国家及地区数量为61个，仅占全球国家及地区

总数的1/3左右。从大洲分布情况看，对旅游环境承

载力研究较为深入的国家及地区集中分布在欧洲以

及亚洲、北美洲、大洋洲部分地区，非洲及南美洲研

究力量较为薄弱；中国以 50篇发文量、18.94%的占

比位居第一，其次为西班牙(39篇)、美国(30篇)、澳大

利亚(16篇)、意大利(15篇)。从中介中心性看，英国、

西班牙、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旅游环境承载力研

究领域扮演着重要的科研合作枢纽角色，中国发文

量虽居首位，但中介中心性数值仅为0.06，表明与其

图1 2000-2019年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期刊论文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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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合作较少。从突发性及新颖性

看，加拿大首屈一指，尤其是2013-2016年期间对旅

游环境承载力研究贡献较大。值得注意的是，金砖

国家中中国、巴西和南非均位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研

究高产国家之列，领土面积第一的俄罗斯和世界第

二人口大国的印度未出现在高产国家行列中，随着

旅游产业地位的不断提高，这两个国家将会日益重

视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加强对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2.3 高影响力研究机构及作者合作网络

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研究机

构及研究者)进行可视化及量化分析，能够准确定位

该研究领域核心研究群体及领军人物，有助于进一

步了解、参照并追踪这些学者及其所在研究机构的

科研成果，对于旅游环境承载力后续研究的开展具

有重要意义。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高发文量

Top10的研究机构及作者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图2 2000-2019年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国家及地区合作图谱

表1 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发文量Top10研究机构及作者

外文期刊

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

里斯本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系统

中山医学大学

阿扎德大学

阿尔卡拉大学

帕拉联邦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发文量

8
8
5
5
5
4
4
4
4
3

作者

SHANSHAN CHUNG
JOSE A JIMÉNEZ
HANSHEN CHEN

HEROS AUGUSTO SANTOS LOBO
LUCI C C PEREIRA

SAM COLE
RAUQUIRIO MARINHO DA COSTA

JIANWEN QIU
LI SHENG

HERMINIA I VALDEMORO

发文量

5
5
4
4
4
3
3
3
3
3

中文期刊

研究机构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科学院

燕山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兰州理工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南京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北京大学

发文量

17
13
13
13
12
12
11
11
11
9

作者

翁钢民

杨秀平

刘佳

陈秋华

张广海

董成森

黄震方

熊鹰

郭进辉

李陇堂

发文量

14
13
13
7
6
6
6
5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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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外文期刊发文数量的统计。从研究机构

层面看，合作网络整体上较为松散，发文量前10的机

构中有4所位于中国，可见我国在国际旅游环境承载

力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这些研究机构以综合研究

型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以理工科见长的加泰罗尼

亚理工大学和以医学研究为主的台湾中山医学大

学，在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领域同样表现不凡，值得

学习和借鉴。从外文期刊发文作者层面看，发文量

较多的作者多来自上述知名院校或研究院所，但这

些学者学科背景较为复杂，涉及产业管理、生物、保

健饮食、海洋石油、海岸研究等领域。Top10中的 4
位中国作者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其中来自香港

浸会大学生物系的钟珊珊发文量位居第一，其研究

侧重点为海洋、地质公园等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及社会环境承载能力的量测[15-19]；其次是来自加泰罗

尼亚理工大学的西班牙学者 Jiménez，其研究兴趣集

中在气候变化对海滩管理、旅游开发及保护、海滩承

载力等的影响[20-23]；发文量排名第三的是台湾中山医

学大学饮食保健与产业管理学院的陈汉生，侧重于

对旅游目的地生态足迹、生态安全、生态系统服务、

可持续发展及评估研究[24-27]。

(2)基于中文期刊发文数量的统计。从研究机构

层面看，高等院校所占比例具有绝对优势，研究所、

政府部门、协会等寥寥无几。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

情况同境外一样密度极小，仅存在燕山大学与兰州

理工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与武夷学院、陕西师范大学

与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几组双

方合作关系。从作者层面看，合作网络较外文期刊

发文作者网络更为密集，形成了以下主要学术团队：

翁钢民及杨秀平团队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方法

及应用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旅游环境承载力预

警系统、动态测评模型构建等方面贡献较大[28-32]；刘

佳及张广海团队的研究侧重点为旅游环境承载力指

数的概念、动态关联及测算模型，并以滨海旅游目的

地及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进行了深入探讨[33-36]；董成

森及熊鹰团队主要以森林型风景区和生态旅游地为

研究对象，其研究兴趣点为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及

客流活动等[37-40]。

3 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态势

研究热点是一段时期内数量较多且相关联的论

文所共同探讨的研究话题，而关键词是对论文研究

工作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可直观反映论文内容。以

往探寻研究热点及趋势主要依靠传统文献研究方法

中的归纳总结，仅限于定性分析且主观性较强。

CiteSpace软件可对数据来源中的海量关键词进行共

现分析及突发性探测，可更为客观、高效地识别学科

研究热点及趋势。本文对近20年国内外旅游环境承

载力研究数据每5年进行一次分割，分别绘制高频关

键词共词图谱，并结合突发性探测结果对国内外旅

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热点及趋势进行探索。

3.1 国外研究热点

从国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各阶段看，关键

词“tourism”“carrying capacity”在各阶段出现频次普

遍较高，因其作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基础性关

键词，未能较好地体现各阶段具体的研究热点及

变化情况，故不对其进行详细论述。结合关键词

及其突发强度的统计结果(表 2)，发现国外旅游环

境承载力研究热点不断更迭变化、内容也不断丰富和

表2 2000-2019年国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突现关键词统计

关键词

dynamic model
coral reef

coastal management
ecological footprint

standard
marine protected area

indicator
development

perceived crowding
city

突发强度

1.22
2.01
0.99
1.25
1.51
2.26
1.72
1.62
1.40
1.66

开始年

2004
2004
2007
2008
2011
2012
2012
2013
2015
2017

结束年

2008
2013
2013
2014
2015
2013
2014
2015
201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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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management”“impa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ception”等一直是国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

热点，之后的研究都是在上述基础上逐渐细化并加

以创新的。

2000-2004年国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热点

相对集中，大多以“人—地”为中心理念，探讨旅游环

境承载力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41-43]。此

阶段学者们在满意度、影响及应用水平的架构下，以

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为落脚点，将旅游目的地居民

认知、管理者管理能力、从业者服务水平及经济社会

发展状况等因素纳入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范畴，注

重提升游客体验质量，关注目的地随旅游业发展所

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机遇，力求通过限制旅游者数

量达到旅游地自然、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使旅

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在概念内涵方面得以进一步深

化。然而在设定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标准时，仍未

摆脱以往围绕游客数量或游客密度的单一“数值型”

研究。

2005-2009年，国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热点

在原有基础上更加细化、深化和丰富。此阶段学者

们多以滨海旅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调

控管理能力对目的地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作用及影响

机理，强调目的地公众参与机制的重要性，并通过明

晰研究对象、预估旅游机会、甄选测度指标、实地调

研、建立评价标准、设计管理方案、进行实践与调控

等环节确定适合目的地发展的“最优解”，从而促进

旅游环境承载力影响研究进一步发展[20，44，45]。同时，

生态旅游也成为此阶段的研究热点，众多学者围绕

山地、洞穴、海滩等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用旅游生态

足迹或碳排放表征环境影响要素，结合对旅游经济

价值的测算评价旅游生态效率问题 [46，47]。此外，

“model”作为该时期的高频关键词首次出现，一定意

义上体现了模型构建在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方法中

的重要程度，但该阶段以结构方程模型为主且类型

单一[48]。

2010-2014年，“海洋”、“生态”等成为研究热点，

同时关键词“perception”出现的频次明显增加，与之

相关联的研究多围绕“拥挤感知”和“旅游心理承载

力”展开。此阶段学者们多以自然保护区为实证研

究对象，依靠问卷访谈或实地观测获取研究数据，通

过量化拥挤感知实现旅游心理承载力的测度；此外，

游客实际密度、满意度、偏好相遇人数等都是评估旅

游心理承载力的指标[49-51]。虽然拥挤感知是旅游心

理承载力最常用的评估指标，但在此阶段该量化指

标总体上以静态居多，缺乏客观性；而旅游心理承载

力研究多从旅游者感知和原住民认知角度出发，涉

及双方主体主观判断，故难以量化，且旅游心理承载

力影响因素较多，互相干扰难以明晰。未来可建立

一套通用性较强的旅游心理承载力评估指标体系，

再借助计算机仿真模型、视觉模拟等技术分析旅游

者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旅游体验及心理变化、旅游者

个体行为特征对其心理承载力的影响等问题。另

外，“Indicator”是该阶段又一高频关键词，学者们在

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时，结合山川、海

滨、公园、城市等不同地域特征对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

和细化[21，52-54]。受不同研究角度、不同研究对象及其他

因素影响，指标体系研究呈现多元特征，涵盖生态环

境、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管理等多个领域，且在多

维评价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可见，此阶段指标体

系构建在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2015-2019年，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继续深化，

发文量也大大增加。此阶段围绕关键词“model”的
研究成为热点，前期指标体系研究的多元化为此阶

段丰富的计量模型奠定了基础，结构熵权法[55]、信息

扩散模型[56]、PLS路径模型[57]、离散选择模型[58]、灰色

关联度模型[59]、蒙特卡罗模拟法[60]、层次分析法等多

种模型方法都被应用于旅游环境承载力动态评价研

究中。近年来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冲突愈加明

显，可持续发展这一话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此阶段“sustainable tourism”“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等关键词密集出现在高频关键词列

表，反映旅游环境承载力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密

切。此外，“city”成为突发强度较大的关键词，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实证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及重心的漂移。

综上，2000-2019年国外多借助数学方法构建评

价模型，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实

证研究，从而大大加快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由“定

性”向“定量”转移，并将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成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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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理工具应用于旅游产业管理和发展实践中。然

而，国外对城市、城市群等较大区域的承载力研究较

为薄弱，更多的是对海滨浴场、自然保护区、山地公

园及洞穴等小型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随着

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及旅游活动的演化更迭，今后

对较大区域范围的研究有望成为旅游环境承载力研

究的又一热点。

3.2 国内研究热点

通过分析国内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关键词及其

突发强度(表3)可以发现，自2000年以来国内旅游环

境承载力研究热点丰富，且研究热点之间的融合非

常普遍，充分体现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复杂性

和综合性特点。与国外研究热点相比，国内研究热

点更为广泛且更迭频次较小。从关键词的角度看，

近 20年国内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热点议题主要有

“生态旅游”“心理承载力”“景区、公园及保护区”“指

标体系及模型”“模式”“预警”等，但各阶段热点议题

所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2000-2004年，频次出现最高的关键词为“生态

旅游”，此阶段主要是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涵的探

讨，杨桂华、曾宗永、郭舒、马晓京等学者对生态旅游

的概念进行了界定[61-64]，其观点基本达成一致，认为

自然旅游以及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旅游统称

为生态旅游，这为后期“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

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环境容量”“景区承载

力”“旅客容量”等关键词也较为突出，但相关研究多

局限于“空间容量”的测算，且仅以承载游客数量为

单一指标，不能从本质上说明旅游环境承载力问

题[65-67]；另外，“可持续发展”“旅游心理容量”“心理承

载力”等也成为此阶段的热点关键词。

2005-2009年，有关“生态旅游”的议题仍为研究

热点，侧重于对“生态旅游承载力”的定量化评价，与

此阶段热点关键词“指标体系”“模型”的相关研究融

合明显，其定量化方法主要包括单向推算方法 [68]和

综合推算方法(水桶法)[69-71]，且以后者为主。该阶段

“旅游心理承载力”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其定义也较

多元化，包括旅游心理承载力、旅游心理容量、旅游

社会环境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等，涉及心理、文

化、经济、管理等多种要素，研究角度主要分为基于

游客主体[72，73]、基于原住民主体[74，75]，或是从两者出发

综合考虑[76]。因旅游心理承载力涉及影响因素众多

且主观性较强，未来研究可结合具体旅游目的地主

要问题及环境特征，在综合考虑原住民对旅游活动

的认知和旅游者感知的情况下，挖掘兼顾旅游发展

和社会影响的目的地最大使用水平。

2010-2019年出现的热点新词较少，基本保持之

前的热点布局，体现出近年来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

在原有议题上不断深化。国内学者对“生态旅游”的

研究更侧重于从生态足迹、生态盈余、生态赤字等角

度探讨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可持续性[77-79]，但相关研究

多囿于对旅游目的地生态足迹理论的静态应用，对

其动态演变规律重视不足。同时，在生态赤字、生态

盈余评价过程中，对旅游活动开展与原住民生活需

要的重叠性资源区分较为模糊，指标数据科学性、真

实性、精确性有待提高。在此阶段“旅游仿真”研究

日渐成熟且与“社会心理承载力”“预警机制”“发展

表3 2000-2019年国内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突现关键词统计

关键词

自然保护区

评价模型

旅游生态足迹

滨海旅游

评价指标体系

社会心理承载力

生态赤字

森林旅游

生态足迹

预警

突发强度

3.04
1.00
3.89
0.70
1.87
0.82
2.21
1.10
1.68
0.95

开始年

2000
2008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7
2017
2017

结束年

2005
2010
2015
2019
2014
2019
2017
2019
20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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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等热点议题充分融合，一些学者借助计算机推

理和仿真技术对旅游者时空行为、目的地不同发展

模式等进行了模拟推测，并针对不同旅游目的地的

最优调度、最佳发展模式、承载力预警管理等提出了

对策建议[80-83]。

综上，国内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定量研究较为

深入，不仅通过数学方法建构理论模型，还将计算机

仿真技术应用于研究中，使得旅游环境承载力研

究方法更加丰富。另外，从“森林公园”“国家森林公

园”“森林旅游”“湿地公园”等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

近年来国内在实证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以自然保护

区和国家公园为主，也不乏对主题公园、旅游度假

区、遗产地、城市综合型景区景点等的研究，相比国

外更加多元化。

3.3 国内外研究态势

通过对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热点变化及

重心漂移情况的分析可知，国外旅游环境承载力早

期研究视角较为集中，研究内容及方向有局限，但近

年来国外相关研究不断出现新的热点，且研究内容

逐渐细化，从起初对概念内涵、理论框架的探讨逐渐

过渡到目的地管理、拥挤感知、指标体系构建及模型

应用等，但实证研究对象略显单一，以景区等小型区

域为主，目前开始转向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研究。

不论是研究深度、广度还是发文量，国外旅游环境承

载力研究整体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态势。

国内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与国外研究具有明显

差异，国内早期研究就呈现出多元化的演进态势，研

究热点丰富，之后的研究均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不

断深化及细化，研究的紧密性较强；国内旅游环境承

载力定量研究成果颇丰，数学模型的应用及评价指

标体系的构建较为成熟，与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的结

合大大推动了智慧旅游的发展进程；在实证研究对象

的选择方面，国内研究比国外研究更加多元化，既有

具体的景区景点，又有较大范围的区域，且近年来更

加重视对自然保护区及国家公园承载力的研究。

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在时间序列上都有

各自的演变态势：国外研究总体上呈现为间歇性爆

发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后，是国外旅游环境承载力

研究的黄金时代；而国内研究整体上紧密性较强，研

究布局沿时间轴整体推进，研究内容逐渐深入和细

化，呈现出循序渐进的态势。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

力在研究思路、方法及角度方面的不断创新和丰富

的研究成果，得益于众多学科理论、方法在旅游环境

承载力研究领域的积极尝试和广泛应用，但仍存在

众多的局限性。例如，尽管指标体系构建兼顾了多

要素的综合考量，但鉴于具体研究对象在时空范围

及研究领域的差异，确立规范化的测算指标并建立

普适化评价体系仍面临较大挑战。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 CiteSpace科学图谱绘制软件并结合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及CNKI两大数据库，对

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计量可

视化分析，从研究力量的多维分布、热点前沿和整体

态势3个角度对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进行了

梳理和总结。研究发现：在时间上，近20年国外发文

量整体呈递增趋势，国内发文量以 2007年为界呈现

倒U形趋势；在空间上，目前全球仅有 1/3左右的国

家及地区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相关研究，且呈

现典型的幂律分布；在研究力量分布方面，国内外旅

游环境承载力研究高影响力机构及高发文量作者合

作网络均较为分散，个体间相对独立，尚未形成紧密

的研究团队；载文期刊方面，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

研究成果主要刊登在生态类、资源环境类及综合性

旅游期刊上，国外海洋学核心期刊、国内地理学核心

期刊也是重要的学术交流阵地，同时国内外其他类

型及非核心期刊中相关论文数量也不容小觑；研究

热点及前沿方面，国内外研究聚焦于旅游环境承载

力基本概念及理论框架、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承载

力管理等方向，“生态足迹”“仿真及预警”等是其研

究的前沿热点，且相互间融合程度日趋提高。

综上，针对国内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在指标

体系构建、模型量化、实证研究对象选择等方面的不

足，并结合当前研究热点及前沿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实现旅游环境

可持续承载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回避的问

题，其研究工作不能“闭门造车”，需加强跨国、跨领

域的合作交流，相互借鉴研究经验，努力实现创新式

发展。2)指标体系构建切忌散乱趋同、缺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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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要遵循整体性、

针对性、可比性、精确性、可量测等原则，同时应体现

区域协作、区际关联性和社区参与等特征。3)理性

开展模型量化研究。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需借助模

型定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不能本末倒置，过于

强调模型的作用，片面追求模型的复杂性，可借鉴心

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依据实证研究对

象及承载力管理目标等实际情况，构建科学、精确、

客观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计量模型。4)把握前沿热

点，避免低水平重复性研究。对前人成果的重新解

读是知识积累和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旅游环境承

载力研究过程中应不断提高文献的收集、整理及解

读能力，把握最全、最新的研究动态。例如，在应用

生态足迹理论评价旅游地生态赤字或盈余过程中，

应科学合理地区分旅游发展同社区居民所需的重叠

性资源，提高指标数据的真实性和精确性；在预警研

究方面，应探索和完善其理论架构及方法，注重计算

机仿真模拟、数字技术等的应用，同时，结合社会学、

经济学相关学科的调查、计量等多种方法进行比较

研究，科学确定旅游环境的承载阈值，合理划分旅游

环境承载力的预警级别；另外，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

应坚持以旅游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为

导向，立足于实践，避免无意义的重复研究，提高旅

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成果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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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rends of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20 Years

Weng Gangmin Li Jianpu Yang Xiuping Li Conghui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policy formulation,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scholars.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his paper
makes a visual analysis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core journals of the research on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probes into the cooperation, hot 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research on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cooperation networks of high-impact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in the study of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re scattered, and no clos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has been formed. The research on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t home and abroad has its own
evolvement trend in terms of time Overseas research shows an intermittent explosive growth trend, while the domestic
research shows a gradual trend Through the systematic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at home and abroad, it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Key words：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research trends; knowledge mapping;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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