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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平均数的织金洞旅游地生命周期探讨
1
 

朱慧方，张文磊，岳新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摘 要】织金洞自 1985 年开发开放以来，在近 30 年的旅游服务中给国内外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织金洞在

试开放以后，交通和服务设施一度成为旅游发展的瓶颈，景区的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

导，以织金洞景区 1985~2014 年游客数量、游客增长率为依据，通过分析其移动平均数，对织金洞旅游地的生命周

期进行了划分，并针对性地提出织金洞旅游地开发、经营的相关建议，以期为织金洞旅游景区长远发展提供有益借

鉴。 

【关键词】旅游地生命周期；移动平均法；织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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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 1980 年由加拿大学者巴特勒提出，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对该理论作了真伪辨析、阶段划分

以及预测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讨论。陆林以黄山和九华山为例，分别研究它们的旅游生命周期演化方向，认为两山已脱离巴特勒

模型后期阶段，进入较为理想、持续时间较为长久的成熟阶段。张立生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争论较大的称谓、阶段划分、理

论价值、衡量标准、模型形态和本质六方面对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系统分析。祁洪玲、刘继生等结合巴特勒等学者的最新

研究成果，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来源、基本概念、划分阶段和理论价值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 

国内溶洞旅游中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较少，而结合滑动平均数进行研究是新的切入点，有利于更好探究这类特殊

旅游地生命周期规律。在溶洞旅游开发与旅游地生命周期关系研究上，保继刚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阐述喀斯特洞穴资源和旅

游生命周期特点，划分出孤立、组合、镶嵌、介入机会 4 种类型。李睿对国内多种类型溶洞进行分析，得出其生命周期特点，

提出开发溶洞要有独特性、充分发掘溶洞资源潜力、及早预见溶洞生命周期的衰落阶段、加强区域协作等建议。任婕通过对祚

水溶洞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系统研究，推测出柞水溶洞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总体而言，在溶洞旅游中运

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较少，而结合滑动平均数进行探究更是一种新切入点，基于此，本文以织金洞为研究区，探究其旅游

地生命周期及其提升措施，以期为同类型溶洞旅游资源开发提供有益借鉴。 

1 溶洞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判定 

旅游地的游客增长率是判定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标准，根据景区游客量判定旅游地所处阶段。巴特勒阐释了旅游地的发展一

般要经过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落或复苏等 6 个阶段。因此，从一般性来看，溶洞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判定可以

以各阶段对应的游客增长幅度（增长率）及其对应特征作为参照。由于喀斯特洞穴旅游资源的特殊性，不同旅游地的生命周期

有不同表现形式。在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的判定上，李睿、张孝存、任婕等人把不同研究区分为不同周期。因此，为了进一步

精准判定溶洞旅游地这一特殊性较强的旅游景区的生命周期，除了选择游客增长率作为溶洞旅游生命周期的判定标准以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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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相应标准作为补充参考。 

2 移动平均法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 

移动平均法是基于动态测试数据的处理与滤波的一种方法，通过移动平均后，可滤掉数据中频繁随机起伏，显示出平滑的

变化趋势，同时还可得出随机误差的变化过程，从而估计出其统计特征量。 

3 织金洞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划分 

由织金洞历年接待游客数及增长率表（表 1）可以看出，织金洞历年游客量增长率并未按旅游地生命周期各阶段对应的增长

率幅度、负值出现规律性变化，部分年份游客量增长率甚至远远超出 15%上限值，最高达 145.1%;负值大部分低于-10%，最低达

到-45.6%。由此可见，织金洞历年接待游客量增长率差异比较大，且游客年增长率变化幅度呈不规则波动，难以简单用巴特勒

阐释的“旅游地的发展一般要经过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落或复苏等 6 个阶段”来描述。因此，要较为合理判定

织金洞的旅游生命周期规律，可以以织金洞历年接待游客增长率为基本参照，结合滑动平均数进行对比判别。结合移动平均法，

采用逐项递推移动，分别计算一系列移动序时平均数，形成一个新的派生序时平均数动态数列，在这个新的动态数列中，短期

的偶然因素引起的变动被削弱了，从而呈现出明显的长期趋势。 

综上，可将织金洞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探查、参与、发展 3 个阶段。①探查阶段，1985 年之前为漫长的探查阶段；②

参与阶段，1985~2009年属于参与阶段，这一时期的不规则波动特点较为特殊，景区内旅游旅游者增多，开始出现有组织的旅游

活动，旅游设施迅速增加、交通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并且开始出现旅游宣传片与广告，但旅游市场仍未成熟。根据周期曲线波

动的特点，可以将这一参与阶段分为参与前期及参与后期。1985~1997 年为参与前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基础设施的增加，

织金洞的历年游客数量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景点单一、景区服务设施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织金洞旅游

地的年滑动平均数呈不规则的波动，即年游客量具有不稳定性。1988~2009 年为参与后期，游客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口头宣传，为

织金洞景区游客数量的持续增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0 年至今为发展阶段，成熟旅游市场形成，游客量爆发式增长，旅

游地大部分经济活动与旅游产业紧密联系，广告无所不在，景区有了界线分明的娱乐、商业区。 

3.1探查阶段（1985年之前） 

织金洞位于织金县官寨乡，于 1980年 4月 8日由织金县人民政府组成的溶洞资源考察队探查发现，地质遗迹景观发育典型，

囊括了世界上所有溶洞的堆积形态和类别，地下天宫洞体分四层构造，织金洞的规模体量、形态类别、景观效果等都比誉冠全

球的法国和南斯拉夫的溶洞更为宏大、齐全、美观。'但当时知名度都非常有限，少量游客出于猎奇和探索冒险的心理，自发游

览观光。进行小规模开发，但因为交通和服务设施瓶颈，景区开发程度与力度有限。 

3.2 参与阶段（1985~2009 年） 

由于织金洞洞穴质量高，吸引力强，所以织金洞的生命周期保持了长期的参与阶段。观察旅游地的游客增长率，其生命周

期曲线在 1997年发生明显的变化，因此，将这一阶段划分为前期与后期。 

3.2.1 参与前期（1985-1997 年）。在 1980 年勘察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开发织金洞，并于 1985 年对游客开放，织金

洞景区步入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参与阶段前期。在这一阶段，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天织公路和安织公路的开通）和基础设施增

加，织金洞历年游客数量呈规缓慢增长趋势，直至 1987年出现一次小高峰年。织金洞旅游市场开始形成，但由于景区内部以及

周围各种设施、交通服务等条件尚未完善，乘兴而来的游客骤然增多，但游客量在迎来一次小髙峰后出现下降。1993-1996年之

间修建天织公路时，游客大幅度减少。 



 

 3 

表 1织金洞历年接待游客数及增长率 

年份 
接待游客人数/（万 

人•次） 

增长量 移动平均数 

/（万 

人.次） 

增长率 

/% 
5年 3年 

1985 4.0445    — 

1986 6.6358 2.59 64.07  6.63 

1987 9.2243 2.59 39.00 5.68 7.00 

1988 5.0752 -4.15 -45.00 5.10 5.91 

1989 3.4361 -1.64 -32.01 5.60 5.70 

1990 5.0574 1.62 47.20 4.55 4.57 

1991 5.2148 0.16 3.11 4.25 4.74 

1992 3.9623 -1.25 -24.02 4.15 4.25 

1993 3.5807 —0.38 9.36 3.58 3.49 

1994 2.9395 -0.64 -17.91 2.94 2.91 

1995 2.1969 -0.74 -25.30 2.83 2.38 

1996 1.9991 -0.20 -9.00 2.10 2.55 

1997 3.4418 1.44 72.20 3.41 .3.27 

1998 4.3668 0.93 26.00 4.22 4.28 

1999 5.0346 0.67 15.30 5.36 5.22 

2000 6.2635 1.23 24.41 6.40 6.34 

2001 7.7093 1.45 23.10 6.54 7.52 

2002 8.5930 0.88 11.46 7.10 7.14 

2003 5.1073 -3.50 -40.56 7.65 7.18 

2004 7.8498 2.74 53.70 7.93 7.31 

2005 8.9828 1.13 14.43 8.12 8.65 

2006 9.1026 0.12 1.33 9.12 9.22 

2007 9.5633 0.46 5.06 10.00 9.60 

2008 10.0995 0.54 5.61 10.20 10.08 

2009 11.5868 1.50 14.73 10.74 10.76 

2010 10.5793 -1.01 -8.70 14.65 11.35 

2011 11.8744 1.30 12.24 24.78 17.20 

2012 29.1044 17.23 145.10 38.67 33.90 

2013 60.6670 31.56 108.45 — 56.94 

2014 81.0569 20.40 33.61 — — 

 

3.2.2 参与后期（1997~2009 年）。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景点单一、景区服务设施差等因素影响，织金洞旅游地的年滑动平

均数呈不规则的波动，游客量呈现不稳定现象。1997年天织公路（天龙一织金）完工后，游客逐步回升，并且出现上升的趋势。

2005 年，织金洞被评为中国最美六大旅游洞穴之一，位居“中国最美的旅游洞穴”榜首，推动游客量持续增长。此外，突发事

件对景区旅游也产生较大影响。受到 2003年“非典”影响，这一年全国旅游业遭受到重创，织金洞也未能幸免，游客量从 2002

年的 8 万人降到 5 万人。2004 年织金洞的游客量有所回升，又一次验证了织金洞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的不规则波动特性。2003

年以后，织金洞游客量有所增长，但增幅不大，年滑动平均数仍然保持在 5%〜10%以内，生命曲线的波动仍不稳定，到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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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发生变化，游客量再次下降，说明这一阶段景区旅游市场仍不成熟。 

3.3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2009 年获批准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后，织金洞知名度再广次提高。2010 年后，多次出现游客量远远超过景区接待服务设施

容量问题，景区人车爆满，并出现“抢游、抢吃、抢住”等乱象，这推动了加大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进程，改修道路，修

建大型停车场，并继续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全面提高景区接待能力，强化安全防范和服务意识，进一步提升景区接待能力。2012

年年底开通的黔织高速公路、2013 年 1月开通贵阳火车站增开从贵阳到织金“织金洞”号专列、2015年 2月通车夏蓉高速清镇

到织金段的高速公路等大幅度地拉近了游客与旅游目的地间的距离，把贵阳、安顺黄果树、织金洞景区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

贵阳市民周末 2日游或 1日游经典路线。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的完善，促成了织金洞旅游景区在 2010年后的快速发展。 

这一阶段，如非典、冰雪、地震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对旅游地造成冲击，生命周期曲线出现数据突变，影响曲

线的连续性与平滑性，但只要旅游地成长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数据突变只是短期波动，不影响生命周期整体形态。 

综上，织金洞生命周期模式到 2014年呈现出“探查一参与前期一参与后期一发展”特点。尽管国内许多溶洞都表现出巴特

勒 6 阶段周期特点，但根据旅游地生命周期规律，结合织金洞开发历史和现状，织金洞发展有其自身特点，不仅有探查阶段和

参与阶段，且当前正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发展势头良好。这一阶段才刚刚起步，相比在国内其他相对成熟的旅游

地差距还很大。 

4 织金洞旅游地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溶洞景观是贵州旅游业对客源市场重要吸引力之一，目前形成了一批以溶洞为主体的旅游景区，而各景区却因开发雷同性、

游览线路单一性及旅游品质与旅游需求不平衡间的矛盾，溶洞景区提升壮大仍任重道远。织金洞虽然经历近 30年开发建设，但

年旅游人数一直处于低潮，知名度不高，影响力有限，导致旅游资源闲置、浪费现象突出且投资回收目标难以实现。因此，有

必要在基于生命周期的基础上研究织金洞旅游地的发展策略，推动该旅游地高效发展。 

4.1完善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配置 

织金洞景区在生命周期中处于发展阶段、上升空间较大，近期要在科学预测需求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星级宾馆、游客服务

中心、游艺中心客运中心、购物中心和科普文化中心等设施。此外，目前通往织金洞景区交通要道只有一条且路面较窄，客流

高峰期不能满足需求，通达度受阻对客流的中转运输及游客的可进入性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加大对景区交通投入也势在必行。 

4.2优化线路组合推动区域联动发展 

立足织金洞旅游业现状，整合周边差异型旅游产品，进一步优化组合以打造精品旅游线路。织金洞现开放的地下天宫景区，

以喀斯特溶洞的观光游览为主，景区构成较为单一且对游客过夜游的吸引力有限。应以织金洞景区为核心，加大东风湖峡谷景

区和一线三槽景区开发力度形成精品游览路线。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与碧云湖、洪家渡、红枫湖、黄果树瀑布、百里杜鹃等

旅游景区间的合作，推动区域旅游业联动发展。 

4.3打造高水平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 

旅游从业人员是景区门面也是游客满意度的重要组成因子。为提升服务质量、拔高景区旅游形象，必须在发展阶段重视从

业人员专业水准问题，提高旅游服务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利用大数据契机，制定从业人员培训制度，可通过组织从业人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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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参观、高校进修、短期培训、相互交流或者引进高素质人才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与管理技能及专业素养，搞好旅游

从业人员的队伍建设。特别要提高景区导游的水平，为游客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扶持和引导农家旅馆、农家餐馆等配套服务

项目的开发。 

4.4严控旅游环境助力景区持续发展 

溶洞旅游资源具体一旦破坏具有不可修复性，由于这一特性景区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织金洞景区应在科学测算环境

容量的技术上，对溶洞中 CO
2
含量进行严格控制，接待游客容量应该有科学严谨把控，提高游客准进入门槛以规避由于游客不慎

带来的不可逆损伤。与此同时，应加强溶洞旅游资源的调研评价工作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研究，避免对洞内的喀斯特景观造成破

坏，推动旅游资源永续利用。 

4.5强化保障措施促成景区平稳快速发展 

突发性事件对于织金洞景区生命周期影响较大。虽我国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建设起步较晚，但织金洞作为起步较晚

景区有实现弯道超车优势，要围绕保障旅游安全的目标来构建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理念，预防与应急并举，预防为主；

建立完善监测与预警系统，防患于未然，积极应对有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将旅游地游客的剧烈变动对生命周期曲线的影响降

到最低以推动景区平稳快速发展。 

5 小结 

本文引入移动平均数对织金洞景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进行探讨，将织金洞景区的生命周期划分为探查、参与、发展等 3 个

阶段，得出其目前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且发展势头良好。在基于生命周期的基础上研究织金洞旅游地的发展策略，

提出完善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配置、优化线路组合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打造高水平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严控旅游环境助力

景区持续发展、强化保障措施促成景区平稳快速发展等措施，以期为溶洞型旅游景区的长远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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