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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家公园建设的背景下,文章以游客体验感知测量为基础,采用网络文本挖掘方法,搜索关键词

“大熊猫”,以公众在 3 个旅游网站上的点评内容作为样本数据,并运用 ROSTContentMining 软件,分析其在以大熊

猫为主题的公众体验活动中的满意度、空间分布、活动内容、服务与设施及情感倾向,结果表明:目前以大熊猫为主

题的公众体验活动方式多表现为观光教育旅游,且集水区不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公众期待度较高,但服务、设施、

内容都不符合以“教育、游憩、社区参与功能”为基础的国家公园公众体验性质。同时,公众体验感知作为建设公

众体验功能的重要依据之一,对更好地解决大熊猫国家公园公众体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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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确立的保护地管理体系的重要类型之一,也是世界各国实施自然和文化遗产有效保护与持续

利用的管理模式,其承担着保护、科研、教育、游憩和带动社区发展等功能[1]。在保护的前提下,可持续地、以非消耗资源的方式

利用好区内的资源,带动和辐射周边社区发展,为公众提供自然教育和游憩的体验场所
[2]
。截至目前,中国启动了三江源、东北虎

豹、大熊猫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涉及青海、吉林、黑龙江、四川等省份。随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进程不断推进,大量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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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访客将认识、走进和体验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自然公园,参观访问各类自然保护地,其为公众提供丰富的

体验产品的需求将不断扩大[1]。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大熊猫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

特定陆地区域。大熊猫作为旗舰物种,是世界最珍贵的动物之一,数量十分稀少,被誉为“国宝”,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具有非凡

的意义,现存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在中国四川、陕西等周边山区。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模样深受全球大众喜爱,世界最大的独立性

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成立时就以大熊猫为标志,在其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大熊猫被列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十

大物种的第一名[3]。根据园内自然与人文资源的特点、公众参与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需求和旗舰物种的特点,大熊猫国家公园

正在积极探索建立专业的公众体验区域,承担游憩、展示、教育等功能,努力在最严格保护的前提下,为公众提供更好的自然教育

和生态体验的供给机会。 

本研究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公众体验功能建设为目标,通过对公众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感知的研究,掌握公众在以大熊猫

为主题的体验过程中的满意度、空间分布、活动内容、服务及设施、情感倾向,从而更好地促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在坚持最严格保

护的前提下,更好地开展公众体验工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更好地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意识教育等提供科学依据。 

1 发展现状及研究进展 

1.1发展现状 

2017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根据中央部署,大熊猫国家公园

试点以四川省为主,陕西、甘肃两省配合,初步规划范围由“五区两基地”构成
[4]
。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 2.7134万平方千米,划分

为四川省岷山片区、邛崃山—大相岭片区,陕西省秦岭片区和甘肃省白水江片区,园区内拥有各类自然保护地总计 130 个。通过

实地走访调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立之前,部分片区内的自然保护区有意识地开展了少量的环境教育、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公

众体验活动,例如: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园区内设置了以环境教育、爱国教育为主题的生态旅游体验路线,建立了自然教

育中心、自然解说步道、生态徒步等公众体验设施及项目。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区内建立了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地震与自然

博物馆。大熊猫国家公园挂牌成立后,辖区内的各个保护地也有意识地开展了自然教育、研学旅行等公众体验活动,特别是 2019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了《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公园等

保护地承担公众体验的重要功能,但是因为历史遗留原因,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内还存在公众体验规划不合理、资源分配不均匀、

专业程度不高等问题,具体表现为没有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的公众体验专项规划、没有统一的领导组织机构、没有专业的人才队

伍等。 

1.2研究进展 

1.2.1国家公园公众体验研究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关于国内的国家公园研究的成果和著作还比较匮乏,特别是针对国家公园公众体验功能的研究,

在理论支撑上大多数借鉴国外经验。 

国家公园的公众体验概念基于其发挥保护、教育、游憩、社区发展功能,是指公众在国家公园内游憩过程中获得的多样化感

受和收获[5]。国家公园以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社区活动、环境解说、科学考察、文化体验等形式为公众展示国家公园珍贵的景

观资源和浓郁的文化特色景观[1],为公众提供高要求、高质量的国民福利。针对这些体验活动,国家公园建设了一系列的配套设施,

包括自然教育中心、访客服务中心等,均以不破坏核心资源为前提进行最简化设计[6],为大量的随机访客或者公众提供服务。其中,

自然教育(nature education)作为公众在国家公园内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广大国内外学者关注,公众在国家公园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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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中学习关于自然的事物、现象及过程的认知,目的是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尊重自然,从而形成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意

识形态[7]。以日本国家公园内的自然教育为例,形式多样,如观鸟、自然观察等[6]。与一般的大众旅游游客不同,公众作为国家公

园体验功能的主体,具有复杂性,不同类型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期望、参与方式,有学者认为,公众做出体验决策除了取决于

国家公园的可进入性(空间)、基础设施(服务及设施)等基本客观条件外,个人偏好是最主要的主观因素[8],其行为模式是国家公园

管理方面较为关注的问题。通过制定访客管理制度和建立环境解说体系,对到访国家公园的公众有行为约束上的管理,公众进入

国家公园内需要主动遵守园区内的规定[9],所以公众在国家公园内的体验方式应该属于生态旅游范畴[1]。生态旅游的本质是一种

体验活动[10],公众参与大熊猫国家公园体验活动实质上就是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进行的体验活动。最早国外学者认为体验是人们

所获得的是一种总体上的感觉,兼顾了对这种活动的综合评判和观点。公众源于内心的最真实的心理反应是对体验过程的回忆,

体验质量高低会影响公众感情的变动,这就是现在所流行的“体验感”[10]。这种体验感就是公众对体验地的一种公众体验感知
[11]

。公众对体验过程的评价是对体验的真实反馈
[12]

。体验感知测量可分为服务与设施认知、空间认知、景观认知、体验认知 4

个维度[13]。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公众体验感知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公众体验功能的重要依据之一。公众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参

与以核心资源——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活动,获得的体验感受,包括对参观地的选择、对大熊猫的形象认知以及活动内容、满意

程度等都属于公众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体验感知,有学者应用网络文本的分析方法,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例,对野生动

物旅游体验做过研究,认为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其核心是旅游者(公众)、目的地(空间)和大熊猫(吸引物)。旅游者主要以熊

猫迷、教育和目的地品牌(心理)为主要体验动机,旅游者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参观”“拍照”“接触”(活动内容)3个环节,旅游

者的满意度与和熊猫接触的程度密切相关[3]。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辖区内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空间范围广,可以供

公众参与大熊猫主题体验活动的区域还很多,而针对国家公园特别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公众体验的研究却比较少。 

1.2.2大熊猫国家公园研究 

目前,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大熊猫物种的自然科学特征研究,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研究大多为国内研究人员,并且集中在规划

方面的理论研究,针对大熊猫国家公园访客情况的研究较为少见。其中,对大熊猫主题体验的研究围绕大众旅游和生态旅游两个

类型展开[14]。 

基于顶层设计,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规划研究,以选址最为突出。四川省是建立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的牵头省份,中央

更是将大熊猫国家公园定位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域、生态价值实现先行区域、世界生态教育展示样板区域。从“游憩”“生

态教育”等定位可知,大熊猫国家公园建立后开展以自然为基础的生态旅游是必然趋势,而关于各区域生态旅游的具体开发建设

方案还未出台[15]。有学者认为以成都为主的四川片区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情况具有普遍性,对其他片区具有指导

作用[16]。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在大熊猫繁育、研究、科普、旅游方面基础条件好,技术力量强劲,国际知名度高,大熊猫是成都

城市最独特的一张名片,成都可以成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向世人展示的最好舞台之一,但是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成都片区,缺少

对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体验感知研究地域的宽度。为了填补这一缺失,近年来,许多国外学者尝试采用网络文本分析进行相关的

体验研究[17-18]。网络文本分析法源于内容分析法,通过提炼网上文本的中心思想以开展相关主题研究,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与普及,

将网络文本纳入内容分析逐渐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公众愿意在博客、主题帖等社交网站中分享他们的经历

和体验。网络不仅成为众多信息来源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公众交流体验、发表评论的沟通平台。博客、主题帖等文本交流形式包

含大量旅游体验的感受信息,缺少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分,信息更加真实可信[17]。网络内容也成为旅游学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有

学者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对当当网用户的在线评论进行分析,了解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形象的消极感知因素,认为良好的

目的地形象可以有效提高游客的重游率,给出的建议是:门户网站向旅游者公布全面的参观游览信息,避免信息不对称;在经营管

理中要注重相关服务人员的培训,打造良好的服务形象;要重视互动项目的设置;完善景点解说系统
[19]
。另外,有学者研究了大熊

猫国家公园的拥挤度感知影响因素及适应行为,认为公众个体及出行特征、情景特征和人口密度是影响旅游者拥挤感知的 3个因

素[20]。 

综上所述,目前,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内探究公众对大熊猫主题体验感知的文献较少,本研究的开展可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展

公众体验建设工作提供访客经验数据,因此,结合文献和体验感知测量理论,针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公众体验功能构建中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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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体验感知要素相互作用关系模型(图 1)。 

 

图 1大熊猫主题体验的体验感知要素相互作用关系 

2 研究方法 

2.1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 Python网络数据采集器获取公众游览后的点评信息,以点评信息作为数据样本,选取的目标网站是国内集服务、

分享和评价功能于一体的三大综合类领先旅游网站:马蜂窝网、携程网、同程旅游网,选取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年 2

月 13日,在查找中输入关键词“大熊猫”,共查找到 8862条网络文本(表 1)。 

表 1各网站获取的样本数据 

网站名称 马蜂窝 携程 同程旅游 合计 

篇数 468 4768 3596 8862 

 

2.2分析方法 

使用 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提取网络文本的高频词汇,通过高频词汇的分类与排序,分析公众在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公众

体验活动中的满意度、空间分布、活动内容、服务与设施、情感倾向,同时生成可视化的大熊猫公众体验“标签云图”,探究关

键高频特征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和相关性,形成公众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语义网络图,同时运用 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里的

情感分析软件对公众体验的满意度及情感情绪状况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分析 

3.1高频词汇分析 

使用 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按照体验认知、空间认知、景观认知、服务及设施认知 4 个方面进行词汇统计,形成认知

词汇及词频统计表(表 2)。 

通过可视化功能,建立公众以大熊猫为主题体验感知的高频词汇“标签云”(图 2)。图 2 中字体的大小程度对应其出现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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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低次数,“熊猫”“可爱”“大熊”“方便”“国宝”为前五名的高频率词汇。其中,“熊猫”在评论中多为主语,出现次数

最多,说明大熊猫是此次体验中的核心吸引物。 

3.2满意度分析 

总体来说,从体验认知中可以看出,在体验的满意度方面,公众将大熊猫主题体验描述为“可爱”“方便”“高兴”“快

乐”“有趣”,其中,“可爱”词频排名第一(图 3),说明公众对大熊猫的形象感知较为突出,“方便”词频排名第二,说明交通、

可进入性、通达性是影响公众参与大熊猫主题体验的重要因素,空间上公众会选择离自己比较近的区域参与体验活动。由于会出

现一些不可控的原因,比如天气、园内整修等,导致部分游客未能按原计划获得期望的体验内容,所以有少许失望,表现为“可

惜”“无聊”等词汇,说明服务及设施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体验过程中对国家公园以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为内容的感知比较

少,高频词汇只出现了“保护”“教育”,说明在目前的公众体验过程中,设施、内容都比较单一;“互动”“生动”等体现公众

参与感比较强的词汇出现频率比较低,说明公众的主要旅游感知方式以大众观光旅游为主。 

表 2认知词汇及词频统计表 

序号 

体验认知 空间认知 景观认知 服务及设施认知 

词汇 词频 词汇 词频 词汇 词频 词汇 词频 

1 可爱 2686 熊猫基地 4010 熊猫 10313 门票 589 

2 方便 185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3062 大熊 3032 人员 289 

3 可惜 195 都江堰熊猫乐园景区 573 国宝 696 地铁 288 

4 第一次 174 卧龙中华大熊猫苑 360 动物 483 导游 191 

5 保护 155 长屿硐天熊猫馆 144 天气 468 步行 158 

6 假日 118 熊猫谷 119 空气 332 走路 156 

7 拍照 118 海峡熊猫世界 71 黑天鹅 153 票价 150 

8 高兴 106 熊猫海 52 博物 112 电子 146 

9 超可爱 95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52 公园 101 吃饭 111 

10 有趣 73 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 52 自然 92 全程 87 

11 生动 61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 51 天然 41 地图 77 

12 教育 53 卧龙中华大熊猫苑神树坪基地 50 建设 40 科研 42 

13 实惠 51 熊猫乐园 50 特色 37 科普 41 

14 自由 49 成都大熊猫生态园旅游博物馆 45 文化 32 保安 40 

15 互动 38 熊猫馆 34 国家 31 出租 40 

16 期待 32 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29 阳光 30 自助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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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超值 30 大熊猫太阳产房 15 全球 27 表演 33 

18 担心 30 成年大熊猫别墅 12 全国 26 高峰 32 

19 安静 29 大熊猫馆 12 玫瑰 25 接待 30 

20 美丽 29 都江堰熊猫乐园 10 标本 22 整天 29 

21 快乐 20 黄山大熊猫生态乐园 9 工程 21 洗澡 27 

22 无聊 16 熊猫林 5 政府 21 电动 22 

23 可怜 15 核桃坪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4 重点 20 标志 19 

24 零距离 15 大熊猫一号别墅 3 知名 19 商店 19 

25 周到 15 黑水河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2 分布 16 打印 17 

26 整洁 14 亚布力熊猫馆 2 花香 15 马路 14 

 

 

图 2大熊猫主题体验的高频词汇“标签云” 

3.3作用过程分析 

3.3.1空间认知 

对大熊猫主题公众体验的空间认知词汇进行统计,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表 3),公众体验人数最多的前三名分别是“熊猫基

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乐园景区”。词汇排名第一的“熊猫基地”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所以公众到访最多的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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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大熊猫主题公众体验的体验认知高频词汇 

表 3大熊猫主题公众体验地到访排名 

词汇

排名 
名称 特征 公众体验场地 

第一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四川成都) 

全球知名的集大熊猫科研繁育、保护教育、教育旅游、熊猫文

化建设为一体的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研究机构 

大熊猫博物馆、大熊猫科学探秘

馆、大熊猫医院、大熊猫厨房 

第二 
都江堰熊猫乐园(四

川都江堰)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援建,紧邻大熊猫栖息地世界遗产区域,

拥有适宜大熊猫生活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康复训练区、公众教育区、自然景

观区 

第三 
中华大熊猫苑(四川

卧龙) 

集大熊猫饲养、繁育、研究、野化培训与放归研究以及公众教

育和高端科学观察为一体的世界一流的大熊猫研究中心 
野生动物公众教育区 

 

 

图 4大熊猫主题公众体验的空间认知高频词汇 

表 3 中,词汇排名第一的是集科研与游憩于一体的研究基地,大多数随机访客对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体验评论都停留

在地点和时间的感受上,对于基地的功能布局和公众体验中的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环境解说等评论提及较少。比如“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是外地游客最喜欢的一个景点之一,可以在网上团购买票,直接拿着二维码扫码入园,里面很大,推荐走进去,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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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出来,因为不管你什么时候去,坐摆渡车的都会很多人排队,园区里面路牌都很容易找到,路也比较好走,可以看到不同年龄阶

段的大熊猫在露天的地方。” 

词汇排名第二的是都江堰熊猫乐园景区,部分游客还是对大熊猫公众体验比较满意,有部分的自然教育体验内容和游乐设

施。比如“听导游讲里面大概有二三十只大熊猫,运气好可以看到大熊猫活动,因为大部分时间它们都在睡觉,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么我们运气简直不能再好,大熊猫基本都在活动,简直是太可爱了,天生的萌物啊,也不会受游客影响,自顾自地玩,吃,闹,重点

是景区游客不算太多,竹林婆娑,绿油油的,非常好哦。” 

词汇排名第三的是中华大熊猫苑,位于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省耿达镇,毗邻卧龙特区,发挥政治、经济、文化、外交

领域作用的综合性基地。比如“景色很美,熊猫也多了,不错,值得注意的是票需要在第一个游客中心买票或者取票,然后再开车

到景区门口,电瓶车自愿,我觉得没必要!” 

3.3.2景观认知 

从大熊猫公众体验的景观认知形象词汇可以看出,公众对大熊猫主题体验的目标明确,主要吸引力来自大熊猫,体验地区的

环境整体不错,各类资源比较丰富,公众目前的体验活动还是以观光旅游为主,基于国家公园的教育功能、游憩功能、社区参与功

能,虽然词汇中也出现了感官词“自然”“知名”“重点”等,但是出现频率较低,可以得出在相对应的公众体验内容中大熊猫

主题的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环节较少(图 5)。 

 

图 5大熊猫主题公众体验的景观认知高频词汇 

3.3.3服务及设施认知 

在大熊猫主题公众体验的服务及设施认知的词汇统计中,交通方面,以步行和走路排名第一,其次是地铁等现代交通工具,说

明大家参与体验的前提还是关注交通和出行方便程度。其中“标志”“导游”“科普”等与环境解说相关的词汇词频相对较低,

说明目前大熊猫主题的公众体验中,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公众体验功能的服务及设施比较少,公众在体验过程中在环境解说、科

普讲解、自然教育活动方面感知程度较浅(图 6)。 

3.4情感倾向分析 

情感倾向分析,主要是通过公众点评文本中传达的正面、负面情绪,判别文本的情感倾向性。采用 ROST软件下的情感倾向分

析工具进行分析,情绪百分比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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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大熊猫主题公众体验的服务及设施认知高频词汇 

表 4大熊猫公众体验情绪百分比 

情绪倾向 百分比 

积极情绪 70.2% 

中性态度 16.16% 

消极情绪 13.64% 

 

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进行分段统计,将情绪态度词的权值分别划分为一般、中度、高度 3 个区间。其中,积极情绪的赋值

分别为一般(0～10)、中度(10～20)、高度(20 以上),消极情绪的赋值为一般(-10～0)、中度(-20～-10)、高度(-20 以下)。正

值越大,说明公众的积极情绪越强烈,反之,负值越大,则说明公众的负面情绪越强烈。结果表明,公众目前对大熊猫主题的体验活

动持积极态度远远高于消极态度。公众对体验活动比较满意,且对大熊猫公众体验活动的期待值较高(图 7)。 

 

图 7大熊猫公众体验情感情绪倾向统计图 

3.5语义网络分析 

根据网络文本中高频词汇之间的相关性,使用 ROST 软件中的语义网络分析工具,形成大熊体验形象语义网络图(图 8)。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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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之间有线相连,说明两者有联系,线条密度越大,说明共同出现的频率越高。从图 8 中可以明显看出,语义网络图以“熊

猫”“大熊猫”和“可爱”“成都”“地方”“方便”“门票”为中心展开,出现的频率最高,说明目前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公众

体验活动的核心感知内容是“大熊猫”“成都”“可爱”,可以理解为大部分的公众参与此类体验活动就是冲着大熊猫去的,且

大部分选择成都作为参观地,成都作为旅游城市,交通便利,公众参与大熊猫主题的体验活动还是优先考虑便捷性以及性价比。以

“熊猫”为中心出现了“保护”“导游”“博物”“假期”等词汇,但是词频较低,且只有一条线条,密度不大,可以理解为以大

熊猫为主题的公众体验活动还是以旅游体验方式为主,有导游,有博物馆,但是“假期”与“熊猫”联系只有一条线,且不密集,

可以理解为公众在选择参与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活动时很少考虑节假日或者寒暑假旅游高峰等问题,说明其已经成为一种主流

的旅游体验方式。 

4 结论及讨论 

4.1结论 

(1)满意程度方面。 

公众对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活动比较满意,体验质量较高,体验集水区为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以观光形式的教育旅游为

主,多为以大熊猫为主题的旅游园区,大部分的公众没能很好地参与和享受到体现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性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公

众体验项目,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但公众对此主题的体验期待度高,对大熊猫的喜爱度更高。 

(2)作用过程方面。 

公众的空间感知,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活动主要集中于四川成都地区,以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最为明显,有少部分在一些

自然保护区,以大熊猫为保护和研究对象,集科研、公众教育、生态观光、外交于一体的综合性科研繁育基地,且大部分基地都有

自己的公众教育和体验区域。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公众体验的集水区不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这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来说既是一个挑

战,也是一个契机。公众的景观感知,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活动主要是以大熊猫为旅游吸引物的大众观光与教育旅游活动为主,

参观的景观设置也是以一些大熊猫为主题的参观园区,有部分公众会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自然保护地参与研学旅行活动,其活

动内容还是以观看大熊猫为主的走马观花式旅游,这和我们期待的,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开展基于保护第一,有质量、有水平、有

意义的生态旅游体验活动,比如自然教育、生态体验、休闲游憩等内容还相差较远。公众的服务及设施感知,对这些地区的服务

设施高频词汇基本停留在“交通”“方便”“园区环境”上,对国家公园应该配套的环境解说系统、环境解说员、环境解说标识

基本没有提及。对服务要求和相关配套的设施还是比较满意,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活动的区域或多或少建有一些科普宣教基地,

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公众体验功能,不能充分为公众提供自然教育等内容的生态体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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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大熊猫公众体验的语义网络分析图 

(3)效果评价—情感倾向方面。 

大熊猫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核心资源,对公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从研究结果来看,公众以大熊猫为主题的体验活动持积

极乐观的态度,期待度高,喜爱度高。大熊猫国家公园开展以大熊猫为主题的国家公园公众体验功能性质的活动,只要在空间设

置、服务及设施配置、景观和内容的设计上进行改进,提高公众的满意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大熊猫国家公园特色方案是很有

前瞻性的。 

4.2讨论 

本研究是丰富大熊猫国家公园公众体验内涵和理论创新的有益尝试与探索,总结符合旗舰物种自然资源和人文特色的公众

体验模式,指导大熊猫国家公园有序规划和建设,为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提供经验借鉴。此次采用的是网络文本收集的方式,数据

来源于 3 个具有代表性的网站,因网络文本所涉及的感知内容有限,年龄分布有限,所以说服力有限。今后,应根据大熊猫国家公

园的访客集水区不同时间、不同人流量来扩大收集数据的范围、对象。考虑的影响感知方面和影响因素还不够全面,根据文献分

析,体验感知的方面除了空间认知、景观认知、服务及设施认知还有体验认知,还存在其他的认知,以及对现状情况和情感倾向的

影响因素没有进一步地探究,这一点可以作为今后的重点研究对象。 

5 对策建议 

根据对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及大熊猫主题的公众体验感知所探讨的内容及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建议。 

(1)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公众体验工作需要因地制宜,利用好现有的公众体验资源和条件,解决空间分布广、跨区域的问题。成

都作为四川旅游的集散地,且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所在地,大熊猫、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都是成都面向全世界的名片。大熊

猫国家公园可以考虑把交通便利及知名度高的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作为国家公园的宣传阵地和访客集散地,更好地为公众提供

前驿站式服务。 

(2)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公众体验内容要科学规划、符合实际需求。以大熊猫为旗舰物种,深入地探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特色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服务对象的差异性,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教育功能和游憩功能为抓手,为公众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生态

旅游提供更好的服务,在严格保护的要求下科学规划及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公众体验工作,逐步推进公众体验软硬设施的落地,

开展以自然教育为主的生态体验项目,更好地向社会公众和国家公园访客提供服务,同时管理、引导他们的参与行为。 

(3)大熊猫国家公园公众体验方式应以生态体验为主体,结合现有的教育旅游以学生为主的对象特点,发挥大熊猫旗舰动物

在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相比其他国家公园的优越性。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大熊猫的特点是其他很多野

生动物物种不可替代的,其形象在国人从小记忆里就印象深刻,以此为契机构建具有大熊猫国家公园特色的公众体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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