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浙江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测评及预警机制研究 

郑凌燕，李宇豪 

【摘 要】随着浙江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策的重视，海洋旅游的管理和保护成为发展海洋经济的迫切问题。

海洋旅游的生态脆弱性等特点和条件制约着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环境承载力是衡量海洋旅游是否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条件，构建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根据浙江海洋旅游对于自然、经济、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运

用 AHP 法对海洋旅游进行测评后发现浙江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数在最近几年保持平稳增长，各数据显

示均与浙江海洋旅游的发展情况相符合。但随着浙江海洋旅游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也伴有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

破坏等负面影响，为了继续保持浙江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政府、居民、景区管理等各方面进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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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浙江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示范区，加快海洋旅游的发展，既是贯彻落实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务院关于浙江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规划批复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沿海地区在新一轮旅游业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的客观需要。但随着浙江海洋旅游

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旅游业带来的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破坏等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据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资料显示，全

省中度和严重污染海域占内水（领海基线陆地一侧的水域）水域面积的 70%左右，海洋功能区主导功能水质达标率仅为 21.2％，

风暴潮、赤潮等海洋自然灾害发生日趋频繁。虽然海洋污染不完全由海洋旅游所产生，但旅游环境承载力超载，也是浙江海洋

旅游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遭受损坏的重要原因。所以，构建科学合理的浙江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测评指标体系，是完善海洋旅

游环境承载力理论、提高其实践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的迫切需要。 

二、相关理论综述 

海洋旅游（marine tourism）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海洋为依托，以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海

洋游览、娱乐和度假等活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是以海洋为核心和支点，围绕这个支点和核心展开形成的各种产业的

发展，包括海洋旅游观光、海洋旅游出行、海洋旅游餐饮、海洋旅游探险、海洋旅游特色体验等综合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包括

沿海的旅游，还包括由于海洋的产品而引起的各种旅游项目。 

“环境承载力”最初来源于比利时的生物学家弗胡斯特（P·E·Forest,1838），他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出该理论。弗

胡斯特认为，生物种群在环境中可以利用的食物存在一个最大值，所以动植物的增加相应也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数值在生态

学中被定义为“环境容量”。而有关公园等的旅游观光的环境承载力（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的提法最早出现在美国

的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的管理机构呼吁对于国家公园的承载力进行研究。 

我国最早探讨旅游环境容量问题的学者赵红红(1983)将旅游环境 容量定义为，一个风景点、风景区，乃至一座风景城市这

样特定的环境中，在一定时间内所容纳的旅游者密度的上限。刘振礼、金键(1985)是国内较早就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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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算尝试的学者，他们将旅游环境承载力称为“特定区域的旅游规模”。崔凤军（1995）提出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体系，

将其定义为“在某一旅游地环境的 现存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及未来人有害变化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所能 

承受的旅游活动强度”，它由环境生态承纳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项组成，具有客观性和可量性、变

易性与可控性、存在最适值和最大值等特征，同时又是可持 续发展旅游的重要判据之一。 

对于旅游承载力的测评，不同学者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崔凤军（1995）认为各个影响因素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为

了确定影响的程度需要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比重。由于该方法数据繁琐，查询计算工程量比较大，杨林泉、郭山（2003）通

过模糊数学的方法对云杉坪景区进行了可持续承载的研究。这是对旅游景区的可持续承载新的思路和方法，但由于模糊数学理

论目前还不成熟，不能够更好地应用到实践中。王辉（2006）通过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把经济学当中的边际效用理论运用到可

持续承载当中来。他认为旅游的收入和旅游成本与经济学中的收益和成本刚好分别对应。当旅游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同时

刚好达到适载状态，当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时，则处于弱载状态，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则是超载状态。虽然模型所

包含的原理比较简单，但所涉及到的变量也比较少，不能全面地计算承载力。综上，几种方法各有优缺点，通过综合考量及可

获得的数据，本文采取层次分析法对浙江的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

AHP）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 

三、浙江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测评 

（一）指标体系的内容 

由于海洋旅游环境的复杂性、综合性、全面性等特点，应该从不同的层面研究旅游环境承载力。根据层次分析法和对旅游

环境承载力的定义，我们把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分为自然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经济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海洋旅游环境

承载力三个子系统。 

自然旅游环境承载力又分为两个小的系统，即生态环境承载力和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间内，

一定旅游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致退化的前提下，所容纳的旅游活动量，包括地震、飓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旅 游活动的承载

能力和土壤、地质、植被、野生动物、湿地、大气净化、垃圾处理等对旅游及其相关活动的承载能力；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是

旅游者对旅游资源的欣赏具有时间、空间占有要求而形成某一段时段内(如一天) 资源空间对的旅游者承载力。 

经济旅游环境承载力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范围内，根据其经济发展程度或水平所决定的能够接纳的旅游者数量，由基

础设施承载力和旅游服务设施承载力两部分组成，林南枝、陶汉军在《旅游经济学》中指出，基础设施是指目的地城镇建设的

基本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直接对旅游者提供服务，但在旅游经营中它是直接向旅游者提供服务的旅游部门或企业 必不可少的

物质保证。同时，一些常见的经济指标也可以间接地完整地表达出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的承载力，如:GDP，第三产业 GDP 比例，

交通周转量等。 

社会旅游环境承载力包括景区管理层的管理水平、当地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等。在不同的开放和文明的区域存在景区管理

水平的差异和当地居民心理承受能力的区别。它受制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居民受教育程度、民俗风情等等，这其中的人

口自然增长率、普通高校在校人数和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都可以侧面反应社会旅游环境承载力。 

指标的确定是一件十分困难而且关键的问题，从标准值的选定关系到模型的测评的好坏。本文的标准值的制定是在明确研

究对象和参考大量文献的前提下从中抽取常见和实用的参数标准值作为本文的标准值。（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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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通过专家打分法分别对子系统层和具体指标层进行打分，再利用层次分析法，结合浙江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

素分析，对专家的打分进行同层次的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向量，并且进行一致性检验以确定专家打分的合理性。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获得评价矩阵计算得出各层指标的权重，过程如下： 

第一步，构造判断矩阵。 

层次分析法的信息基础是原始数据资料和人们依据原始数据在一定的比较原则下所得到的判断。在每一层次上，可以对照

上一层次的准则要求，对本层元素进行一对一比较，依照既定的标准定量化写成矩阵形式，就是构造判断矩阵 A=(aij)nxn。构

造判断矩阵是层次分析方法的核心步骤。 

设定在同一层次中有 n 个变量 X={x1,x2,x3,„,xn}对目标 Y产生影响，从而确定他们对于目标 Z 的影响。取其中 aij

表示 xi和 xj对 Y 的影响之比（即重要程度，按照表 2 确定；即为两者得分的比值）。利用如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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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权重向量。 

采 用 和 法 对 判 断 矩 阵  A= （ aij ） nxn 的 每 一 列 进 行 归 一 化 ， 得 到 ：

 

然后对得到的 中的元素 按行求和得到 ，从而构造出一个 矩阵，再将此矩阵进行归一化得到特征向量的

近 似 向 量  W ， 其 中 即 为 权 重 向 量 。 最 后 ， 计 算 判 断 矩 阵 的 最 大 特 征 值

(AW)i表示矩阵 AW 的第 i个元素。 

第三步，进行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指标 ，一致性指标 （其中 RI 为平均一致性指标，可查表 3 得到）,通过比较 CI 和 CR 的值是否小于 0.1 来判

断是否具有一致性。一般认为：当 CR<0.1 时，判断矩阵具有很好一致性；当 CR>0.1 时，不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必须进行一

致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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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上述的计算方法对各层的指标进行具体的计算，构建判断矩阵，计算得到权重向量，再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结果（见

表 4）。 

 

（三）测评结果 

1.评价方法 

计算各指标的等标指数，然后乘以各自的权重，再层层加权求和。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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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D’ 为等标指数；Di为指标实际值；wi为各层因子相应的权重值；Ai为旅游承载力的子系统层评价值。同理，

算得旅游承载力综合评价值 U。其中应该用逆向指标计算公式计算的指标有：万元 GDP 取水量、恩格尔系数、人口自然增长率。 

2.测评结果 

根据上面的计算公式，第一步，对具体指标层进行计算得出 Ai；第二步，对子系统用的三个不同的系统按照权重分别为：

0.125、0.5 和 0.375 计算得出环境承载力评价结果 U（见表 5 及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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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指数标准的更新和经济发展的不断前进必须引进标准修正系数：0.9。得到修正后的浙江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等标指数

（见表 6 及图 2）。 

 

3.区分级别与讨论 

利用斯特奇斯（Sturges）提出的经验公式：n=1+3.321og N（n 为等级数，N 为变量数），当 N=14 时得到 n=4.8。故可把

浙江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环境质量值分为 5 个等级 （见表 7）：差、较差、一般、较好和好。 

 

可以发现在此次的测评中浙江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 评 价 指 数 自 1999 年 的 0.42229 增 加 至 2012 年 的

0.87418，其等级是从“一般”至“好”的等级，特别是 2004 年以来浙江海洋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数一直在保持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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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说明近几年浙江海洋旅游产业一直处在一个黄金的发展期，在最近的十年间发展迅速，稳步向成熟发展。特别是从“十

二五”规划之后的浙江海洋旅游发展前景大好，这样也与社会实际的情况合拍，各数据显示均与浙江海洋旅游的发展情况相符

合。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浙江海洋旅游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也伴随着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破坏等负面影响，所以

浙江在大力发展海洋旅游业、升级第三产业、扩大就业的同时，有必要对海洋旅游进行合理预警，做到防患于未然。 

四、浙江海洋旅游的预警机制 

（一）对政府部门的预警 

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力度对沿海旅游景区进行整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引导和吸引投资，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管理水

平的进步。发挥主导和引导作用，做出科学的统筹规划、做好开发前的论证和可行性调研工作，一方面可以节约资源，另一方

面可以对整体资源利用进行把控，以防盲目开发。 

从行政、财政各个方面对旅游项目进行支持，增加对企业发展旅游业的鼓励。特别是对于浙江沿海渔民的当下环境，一边

是渔民的生机，另一边是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和毁灭性捕捞，所以发展海洋旅游业对于渔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浙江的各级政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来制定本地区切实的海洋旅游保护法律，填补海

洋可持续发展的空白。同时，完善现有法律中关于海洋旅游的部分，避免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 

（二）对当地居民的预警 

浙江的沿海居民特别是当地渔民，应积极参与到旅游业的互动提升中来，促进当地海洋旅游业的发展，早些发财致富。同

时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不能为了一时之利大肆捕鱼破坏海洋的生态环境。要适应旅游开发前后的变化，适应旅游地的生活和

生产。积极参与景区建设，积极参加海上旅游项目的组建，把自身的利益同旅游联系起来。把握合理收费区间，通过对游客优

质的服务，来提高自身的经济生活水平。 

（三）对景区管理的预警 

对于各沿海景区，要加大力度打击非法、乱收费项目以及不正当的旅游项目。加强对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和上岗审查。加

大旅游节日和项目的开发，本着保护优先的态度，结合当地特色，最大限度发展特色旅游项目。 

海洋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对于开发各种海上的旅游项目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注重旅游安全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吸

取经验教训，合理控制旅游景区的人数，使其与旅游景区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近几年浙江海洋旅游业发展迅速，承载能力不断

提升，但在发展的基础上，应该本着“发展一批，巩固一批”的原则，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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