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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古镇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优化对策研究 

--以昆山市周庄、锦溪、千灯古镇为例1 

张宏口 1.2.3 黄震方 3 琚胜利 3.4 王莉丽 5 

(1.昆山开放大学，江苏苏州 215300； 2.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昆山办学点，江

苏苏州 215300； 3.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4.江苏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江苏南京 211168； 5.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苏州

215000) 

【摘 要】旅游者的实践参与是发展低碳旅游的关键。以苏南古镇周庄、锦溪、千灯为研究案例地，分析 2006

—2015 年古镇旅游者二氧化碳排放量现状，发现碳排放量总体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其中 2015 年周庄、锦溪、千灯

古镇旅游者总碳排放量分别达到 67310.68kg、19259.23kg、 18 995.67 kg、。调查古镇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发

现古镇旅游者在自带旅游生活用品、植树造绿、低碳餐饮、低碳住宿、減少棉织品洗涤、低碳交通等方面做得还不

够。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古镇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优化对策：倡导自带生活物品，减少游览中一

次性用品消耗；设置旅游纪念林，引导旅游者参与古镇植树活动；提倡绿色食品，避免奢侈浪費；发展古镇特色民

宿，做到低碳住宿；赠送低碳旅游纪念品，减少旅游者棉织品洗涤次数；发展公共交通，鼓励旅游者低碳出行；发

展低碳智慧旅游，科学引导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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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者的实践参与是发展低碳旅游的关键，只有调动旅游者参与低碳旅游积极性，在具体旅游行为过程中愿意践行，低碳

旅游才能真正得到实施。因此研究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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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相关研究已经开展较多。国外研究主要关注人类行为，既包括旅游经济主体的生产行

为，也包括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不同消费者对于低碳旅游产品的消费态度具有差异性，其中，教育水平和月收入显著影响消费

者的低碳旅游产品消费意愿。 研究发现，在交通碳排放方面，汽车运输占交通碳排放的 46%，飞机运输占交通碳排放的 45%，

个人交通行为改变， 如改变交通工具、减少旅行距离等，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 发展公共交通，改善公交基础设施以及自行

车基础设施等措施能够最大效度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还表明，收入最高的 20%的群体产生的气候影响是收入最低的 20%

群体气候影响力的 2.4 倍，所以应该更多地关注高收入群体的低碳旅游行为。Yang 还对低碳旅游认知与低碳旅游参与意愿、低

碳旅游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发现旅游者对环境的知觉过程、态度形成的过程、习惯形成的过程、旅游者之间的相互

作用以及景区和社会环境的旅行反馈等都会对旅游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表现及影响因素

研究，汪清蓉和李飞―发现，大部分公众能做到关闭电视机、选择有机食品等低碳旅游行为，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减少床单更换

次数、自带个人必需卫生用品入住酒店等。但台运红等以合肥为案例地，发现 81.2%的受访者不排斥入住酒店自带牙刷牙膏等日

用品，这可能与合肥是生态园林型城市， 居民具有更强的低碳意识有关。影响因素方面，赵黎明等发现，低碳旅游行为总是与

特定的旅游环境相关联，旅游地的环境因素，如低碳环境基础设施的建造、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的提供等，都对旅游者的低碳

旅游行为产生影响。 

上述文献表明，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对策方面的研宄开展较少。基于此，本文以苏南古镇周庄、锦溪、千

灯古镇为案例地，分析旅游者低碳旅游现状，促进古镇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优化对策，促进古镇低碳旅游发展，也为古镇旅游

管理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古镇旅游者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 

2.1碳排放量公式 

古镇旅游者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细分为餐饮、住宿、交通、游览、娱乐、购物六大部分，旅游者二氧化碳总的排放量是上述

六大部分碳排放量的累加。 

 

文献表明，南岳风景区旅游者人均餐饮碳排放量、 三宿碳排放量、交通碳排放量分别为 4.2 kg、29.1 kg、 71.1 kg。也

有文献表明，西湖风景区旅游者人均餐饮碳排放量、住宿碳排放量、交通碳排放量分别为 2.2 kg、49.6 kg、104.8 kg。苏南古

镇是文化古村落，介于山景观和湖泊景观之间，故本研究取上述两者的平均值，旅游者人均餐饮碳排放量、住宿碳排放量、交

通碳排放量分 别为 3.2 kg、39.4 kg、87.9 kg。不同类型旅游活动二氧化碳排放量差异显著，其中风景观光游客人均排放二氧

化碳 量为 0.417 kg，水上摩托艇项目游客人均排放二氧化碳量 为 15.3 kg，古镇旅游者旅游活动主要以观光游览为主， 人均

旅游游览碳排放量取值为 0.417 kg。古镇旅游特色商品主要是万三蹄和万三肘子，受到旅游者的喜爱.一只真空包装的新鲜万三

蹄重约 1 kg，根据文献，生产 1 kg 猪肉相当于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 4.25 kg 。以古镇旅游者人均购买 1 只万三蹄计算，古镇

旅游者人均旅游购物碳排放量为 4.25 kg。古镇是历史文化景观，游客以观光游览为主，周边酒吧、游乐园等较少，因此旅游者

旅游娱乐碳排量相对较少，本研究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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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碳排放量计算 

周庄、锦溪、千灯 3个古镇游客接待量数据来自昆山市旅游局。由表 1可以看出，周庄旅游人数增长快速， 2010年受到世

博会影响，旅游人数突破 500 万人次，然后一直维持在 500 万人次左右。2006—2015 年周庄旅游者总旅游碳排放量分别为 41 

697.48 kg、45 346.85 kg、 45 414.43 kg、45 502.29 kg、80 056.45 kg、65 418.41 kg、 67 037.65 kg、61 179.73 kg、

67 182.27 kg、67 310.68 kg； 锦溪旅游人数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10 年旅游人数突破 100 万人次，2006—2015 年锦溪旅游

者总旅游碳排放量分 别为 10 042.54 kg 、9 393.76 kg、10 471 kg、10 611.57 kg、 15 843.69 kg、 16 553.29 kg、17 319.66 

kg、17 427.79 kg、18 613.16 kg、19 259.23 kg；千灯旅游发展相对较晚，前期旅游人数相对较少，2011年旅游人数突破 100

万人次， 2006-2015年千灯旅游者总旅游碳排放量分别为 3 189.82 kg、3 643.97 kg、9 036.93 kg 、8 601.71 kg、11 392.8 

kg、13 739.22 kg、16 219.44 kg、16 964.18 kg、18 072.51 kg、18 995.67 kg。 

3 古镇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调查 

3.1问卷设计 

设计调查问卷，古镇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调查共包含 10个指标(表 2〕。采用李克特 5分制量表方法，五级评价是： 非常

不符合、不符合、一般、较符合、非常符合，相应赋分值为 1、2、3、4、5。问卷还包含了性别、年龄、学历、 职业、月收入

等信息调查。调査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6 日-20 日，对周庄、锦溪、千灯古镇进行抽样调查。针对游览完毕旅游者，现场发放

和当场回收调查问卷。共发放 400份，回收 380份，有效问卷 332份，有效率 83.0%。其中男性占 58.3%，女性占 41.7%；18岁

以下占 4.9%, 19~35岁占 40.4%，36~45岁占 31.0%，46~60岁占 17.5%，60岁以上占 6.2%。学历方面，初中以下占 17.2%，高

中（中专〕占 22.8%，大学本(专)科占 56.6%。硕士及以上占 3.4%。职业多元化，学生占 21.6%，党政干部及公务员占 9.3%,企

业职工及私营业主占 26.6%，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占口 12.8%，离退休人员占了 7.4%，其他职业占 22.3%。月收入 2 000元以下

占 15.6%，2 001~3 000元 占 28.2%，3 001~5 000元占 29.4%，5001~10 000元 占 22.9%，10 001 元以上占 3.9%。市场客源

结构方面，省外游客占 48.7%，江苏省内游客占 43.9%，海外游客占 7.4%。 调查样本随机性较强，主要调查地点分布于周庄、

锦溪、千灯的景区出口、停车场、游客集散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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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调查数据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问卷信度 Cronbach’s 、a 值为 0.860，信度系数在 0.8 以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效度 KM0值为 0.852，大于 0.7的标准，巴特勒球形检验在 0.000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本问卷效度较高。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古

镇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 10个调查指标进行分析，保留特征值大于 1的公因子，共提取 3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低碳游览” “低

碳食宿” “低碳行娱购”。表 2 显示，公因子 1 “低碳游览”在“游览中自带必备生活物品，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 “注意

保持古镇环境卫生，带走旅行中产生的垃圾” “养成良好节能习惯， 合理控制室内温度” “参与景区绿化、植树纪念等碳补

偿活动” 4 项中具有较大的因子载荷，说明古镇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主要表现为低碳游览。其中，“养成良好节能习惯，合理

控制室内温度”得分平均值最高，为 4.127，说明古镇旅游者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得最好。“注意保持古镇环境卫生，带走旅行中

产生的垃圾”得分 平均值为 4.090，说明古镇旅游者在保持环境卫生方面做得也尚可。“游览中自带必备生活物品，减少一次

性用品消耗”“参与景区绿化、植树纪念等碳补偿活动” 2 项得分平均值分别为 3.867、 3.898，相对较低，说明古镇旅游者

在自带旅游生活用品、植树造绿方面做得还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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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因子 2 “低碳食宿”在“以古镇当 地绿色食品为主，不过度消费” “选择古镇低碳化程度高的经济型酒店、青年旅馆

等”“自愿减少毛巾、被单等酒店棉织品洗涤次数” 3项中具有较大的因子载荷，反映出古镇旅游者具有一定 的低碳食宿意识。

3 项调查指标得分平均值分别为 3.886、 3.880、3.910，分值均超过 3 分，但低于 4 分，说明古镇旅游者在低碳餐饮、低碳住

宿、减少棉织品洗涤方面还没有做到很好，还需要加强。 

公因子 3 “低碳行娱购”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铁路等低碳交通方式” “选择低碳旅游线路，选择运动、 康

体等低碳娱乐” “选择古镇低碳旅游商品消费，避免过度包装” 3项中具有较大的因子载荷，反映出古镇旅游者有低碳行娱购

意识。其中，“选择古镇低碳旅游商品消费， 避免过度包装”得分平均值最高，为 4.054，说明古镇旅 游者能够做到低碳购物。

“选择低碳旅游线路，选择运动、 康体等低碳娱乐”得分平均值为 4.000，表示古镇旅游者在 低碳娱乐方面做得也较好。“尽

量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 铁路等低碳交通方式”得分平均值为 3.946，相对较低，说明古镇旅游者在低碳交通方面还需要加

强引导。 

4 古镇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优化对策 

〔1〕倡导自带生活物品，减少游览中一次性用品消耗。 古镇旅游从业人员应该多宣传低碳旅游知识，进行低碳旅游环境

教育，让旅游者意识到低碳旅游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了解低碳旅游方式，改变传统旅游习惯，愿意参与实践低碳旅游。在

游览过程中，导游员可以对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进行引导，导游员要具备低碳分析能力，并能融入具体的讲解内容中，使旅游

者在潜移默化中强化自我约束力，树立低碳旅游理念，养成低碳旅游行为。做到在旅游游览过程中自带水壶等，积极参与自然

观光等低碳旅游项目，少参与水上快艇等高耗能旅游项目，尽量不用一次性塑料袋，尽量不购买瓶装水，以减少塑料制品降解

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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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旅游纪念林，引导旅游者参与古镇植树活动。 古镇可以划定专门区域设置低碳旅游纪念林，种植“低碳纪念树”，

在树旁边设立标牌，给旅游者颁发植树纪念卡，普及低碳旅游知识，帮助旅游者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保护意识。旅游

者在古镇旅游期间会直接或间接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鼓励旅游者在旅游结束以后，通过植树、栽花、种草等方式，补偿自己在

古镇旅游过程中的碳排放。这项活动的开展，能够有效补偿旅游者在古镇旅游期间产主的碳排放，同时，作为一项体验性的环

境保护活动，也能起到对青少年进行环境教育的作用，因为可供游客参与的环境体验项目能够有效提高旅游者负责任的环境行

为。 

(3)提倡绿色食品，避免奢侈浪费。古镇旅游者餐饮菜肴应该以当地种植生产的应季原材料为主，减少包装和运输过程中的

碳排放。生产同样重量的食品，相比较蔬菜而言，肉类尤其是牛肉产生的碳排量要大得多。食用大量肉食，使用一次性餐具，

都会加大碳排放。周庄特产万三蹄就是高碳排放量的食物。鼓励古镇旅游者餐饮以本地菜肴为主，多吃蔬菜，少吃反季节蔬菜，

少食肉类，不使用一次性餐具。注意节约粮食，杜绝点大量菜肴等铺张浪费行为，有效减低古镇旅游期间餐饮碳排放量。 

（4）发展古镇特色民宿，做到低碳住宿。宾馆饭店等级越高，装修越豪华，产生的碳排放量越大。在所有住宿类型中星级

饭店碳排放相对较大，露营地、乡村民宿等碳排放相对较少。古镇应该依托周边大量的民宅和仿古建筑物，不采用豪华装修，

以水乡古镇元素为基调，整合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调动原住民积极参与，大力发展特色民宿，满足旅游者个性化需要，对于

符合低碳理念的民宿客栈授予“绿色酒店”标签，吸引旅游者入住。周庄镇在 2014年，民宿就达到了 100多家，同年成立了古

镇民宿行业协会，对古镇民宿进行规范化管理。民宿在不降低旅游者舒适度的基础上，能够适当减少旅游住宿过程中的碳排放。

旅游者住宿时，自带牙刷、拖鞋、毛巾等洗漱用品，少用一次性拖鞋、梳子、牙刷等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物品，注意节水节电。 

（5）赠送低碳旅游纪念品，减少旅游者棉织品洗涤次数。旅游者如果住宿超过一天，则第二天住宿时主动提出不需要更换

床单、被套、枕套等床上用品和浴巾、地巾、毛巾等卫生间棉织品，减少棉织品洗涤次数，降低运输、洗涤、烘干、熨烫等过

程中的碳排放。为了方便和提醒旅游者，古镇酒店也可以在床头摆放服务联系卡，上面明确提示旅游者，为了低碳环保，建议

旅游者减少棉织品洗涤， 如果不需要更换某种棉织品，则在相应棉织品选项前面打勾，酒店就不予以更换。对于这部分为了降

低碳排放而主动放弃舒适性的旅游者，住宿酒店则相应赠送一份低碳旅游纪念品以示鼓励。 

（6）发展公共交通，鼓励旅游者低碳出行。在交通方式中，飞机、私家车碳排放较高，火车、电瓶车等碳排放较低，自行

车碳排放几乎为零。古镇可以通过降低公交票价、增加景区公交线路等措施，鼓励旅游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来旅游，以降低

私家车碳排放量。在停车场和景区入口之间采用低能耗的电瓶车作为摆渡车。周庄、锦溪、千灯还都设立了景区公共自行车免

费租赁系统，并增加公共自行车数量，方便旅游者低碳出游。对景区游步道进行人性化设计，贯通各个景点，中间设置休憩亭，

使旅游者步行也很愜意。总之，自行车和步行能极大降低古镇碳排放量。 

（7）发展低碳智慧旅游，科学引导旅游者低碳旅游行为。结合现代科技发展，智慧旅游在降低旅游者碳排放， 引导旅游

者低碳旅游行为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古镇景区可以为旅游者提供手机智能客户端服务。在各景点或旅游项目均设置二维码

系统，旅游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取景点介绍、游览线路、交通方式、语音解说，以及该旅游项目或商品相应的碳排放

量等信息，通过运用智能技术，使旅游者享受便捷、智能、高效的旅游体验，提高运行效率，减少碳排放量。 

古镇还可以开发旅游碳排放计算器手机 APP软件。 古镇预先对每项旅游项目、商品或服务均进行碳排放量测算，进行“碳

标识”认证，明确其碳排放量。在旅游者消费时，通过扫描输入到旅游者的手机旅游碳排放计算器中，对旅游者碳排量进行跟

踪记录，等到古镇旅游结束时，旅游者通过手机中的旅游碳排放计算器，能明晰本次旅游产生的全部碳排放情况。旅游者可以

依据自己的碳排放量， 在古镇旅游纪念林参与植树活动以补偿相应碳排放，这样既能降低古镇旅游碳排放量，也能保证旅游者

的旅游质量。旅游者也可以在自行车、步行等低碳旅游行为时，通过手机旅游碳排放计算器，计算自己的旅游活动比普通旅游

模式能够减少的碳排放量。古镇对于积极参与碳排放补偿活动的旅游者或者总碳排放量低的旅游者颁发“低碳旅游者”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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