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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地区差异研究 

曹斯蔚
1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森林公园旅游是森林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森林公园旅游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推进森林旅游可持

续发展和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以 2010—2019年湖南省 14个市州森林公园数量、面积、旅游接待人数

和旅游收入数据为基础,运用位序—规模分布理论与首位分布理论,对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规模差异及其分布状况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湖南各市州森林公园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在扩大,但相对差异变化不大。(2)湖南省森林

公园旅游发展不均衡情况总体上表现为森林公园数量<森林公园面积<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收入的局面。(3)在排名上,

大部分市州都出现了一定波动,但在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方面,张家界一直稳居首位,娄底的旅游收入排名有大

幅度上升。文章最后简要探讨了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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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态旅游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重要途径,而森林旅游是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公园则是开展森林旅游的主要场

所。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发展森林公园旅游,并将森林旅游作为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区域之间存在森林资

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其森林公园旅游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均衡现象,而缩小区域森林旅游发展差异、实

现区域整体协调健康发展,已经日益成为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因此,研究区域

森林公园旅游发展状况的差异,对于政府制定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宏观战略和优化配置森林公园旅游发展要素,加快推进森林旅游

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森林公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自然保护地,因此,国外缺乏有关森林公园旅游的研究成果。与之相关的区域旅游规模差异

研究较早,在研究区域选取上有宏观、有微观,研究方法丰富多样,研究理论体系相对成熟,且借用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进

行研究,但多侧重于单一影响因素研究,如旅游资源状况[1]、政府管理体制[2]、基础设施与社会发展状况[3]等。国内对森林公园旅

游发展区域差异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全国性的研究[4]以及以湖南省为研究对象的研究[5-7]。与保护地有关的区域差异研究成果同样

不多见,代表性的有自然保护区及环境质量的地区差异研究[8]。而国内学者对于旅游区域差异的研究成果则较为丰富,包括旅游规

模差异及其演变过程[9]、位序规模分布体系以及优化研究[10-11]、旅游规模差异影响因素研究[12-13]等。在研究区域尺度选取方面,

包括全球性[14]、全国性大尺度范围[15]、跨省经济区或以省际为主的中观尺度范围[16]以及单个省域小尺度范围[17-18]。在研究方法方

面,多引入地理学中的首位分布与位序—规模等理论,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数理统计法,利用 SPSS 软件进行相关

性、回归、聚类分析等来探讨旅游规模差异、分布状况及影响因素等。 

湖南省位于我国中部、长江中游,因地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省会为长沙市。全省总面积 21.18 万平方千米,下辖 14 个地级

行政区,其中 13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东以幕阜、武功诸山与江西交界,南枕南岭与广东、广西为邻,西以云贵高原东缘与贵州、

重庆毗邻,北以滨湖平原与湖北接壤。湖南省三面环山,形成从东南西三面向东北倾斜开口的不对称马蹄状,地貌以山地、丘陵为

主,大体上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其中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51.2%,丘陵及岗地占 29.3%。湖南省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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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林地面积 13 万平方千米,有种子植物约 5000 种,其中包括水杉、珙桐、绒毛皂荚等国家保护珍稀野生植物 55 种。湖

南拥有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公园旅游发展迅速,但相关的研究主要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等单个森林公园为主,就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少。故本文尝试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法探讨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旅游规模差

异与分布特征,以期为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1数据来源 

湖南省一共有 13个地级市和 1个自治州,分别简称为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张家界、益阳、常德、娄底、

郴州、永州、怀化和湘西。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可获得性,统计口径的一致性、连续性等,本文选取 2010—2019 年这 10

年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发展数据,即森林公园数量、森林公园面积、森林公园接待游客总数、森林公园旅游收入这 4个指标来

分析该时期森林公园旅游的变动状况。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国有林和森林公园局统计年报,其中的森林公园指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

园。 

1.2研究方法 

本文中运用下列指数来分析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区域差异。 

标准差(VOC):也称均方差,是反映地区之间绝对差异的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为湖南省市州的数量,即n=1,2,…,14;xi为湖南省第i个市州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数据的某一指标值,μ为xi的平均值。 

变异系数(CV):也称离散系数,是反映地区之间相对差异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xi、μ的含义同公式(1)。 

基尼系数(G):是反映地区之间均衡性的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xi、μ的含义同公式(1),xj的含义同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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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度(S):常见的有 2城市指数、4城市指数、11城市指数,本文采用 2城市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1、P2为湖南省森林公园发展数据某一指标从大到小排列的第 1位和第 2位的值。 

赫芬达尔系数(Hn):是反映集中程度的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xi、μ的含义同公式(1)。 

2 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概况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10年,湖南省有森林公园 91个,总面积 389114.1公顷,接待游客 1680.6万人,旅游总收入 113209.7万

元;2019年,有森林公园 122个,总面积 517479.5公顷,接待游客 5747.1万人,旅游总收入 435371.9万元。将 2010年的各指标值

设定为 1,2010—2019年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发展状况见图 1。 

从图 1中可知,2010—2019年,湖南省森林旅游各项指标总体上均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森林公园数量和森林公园面积

增长趋势几乎完全一致。森林旅游人数在 2015 年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张家界两大森林公园即张家界和天门山旅游接待人数有

较大幅度下降引起的。2019 年森林旅游收入有所下降也是由于这两个森林公园收入的下降以及其他一些森林公园进行园区建设

有关。 

3 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地区差异分析 

3.1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 

 

图 1 2010—2019年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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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南省 2010—2019 年各区域森林公园数量求算上述指数后,所得结果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可以看出,2010年以来,湖南

省森林公园数量有了一定的增长,其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亦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大。变异系数方面,在 2014年达到高峰值后,个

别年份甚至有所下降,总体上稳定在 0.43左右,说明 2010—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数量差异变化不大。就基尼系数而言,

研究期内虽有少量增长,也是小幅度增加,但总体上在 0.10～0.12之间,处于绝对平均范围内。而首位度方面,总体上呈逐年小幅

度下降,说明森林公园数量最多的市州与第二多的市州之间差异不大,而且基尼系数在缩小。而赫芬达尔系数理论上最高即最集

中时为 1,最均匀时为 1/14即 0.0714,而湖南省森林公园数量这一指标的值从 2010年的 0.0810增加到 2019年的 0.0847,增加幅

度变化较小,说明湖南省各市州之间森林公园数量总体上较为均匀。 

表 1湖南省 2010—2019年各市州森林公园数量差异及变化 

年份 合计/个 均值/个 VOC/个 CV G S2 Hn 

2010 91 6.5 2.38 0.37 0.1024 1.2500 0.0810 

2011 98 7.0 2.54 0.36 0.1028 1.1000 0.0808 

2012 99 7.1 2.60 0.37 0.1043 1.1000 0.0811 

2013 108 7.7 3.03 0.39 0.1118 1.1818 0.0825 

2014 112 8.0 3.55 0.44 0.1237 1.2308 0.0855 

2015 115 8.2 3.51 0.43 0.1196 1.3333 0.0845 

2016 118 8.4 3.58 0.42 0.1199 1.3333 0.0843 

2017 115 8.2 3.19 0.39 0.1109 1.0833 0.0822 

2018 121 8.6 3.68 0.43 0.1219 1.0714 0.0844 

2019 122 8.7 3.75 0.43 0.1235 1.0714 0.0847 

 

对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面积求算有关指数后,所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面积差异及变化 

年份 均值/公顷 VOC/公顷 CV G S2 Hn 

2010 27793.87 21738.53 0.7821 0.1965 1.0311 0.1151 

2011 30560.63 22034.84 0.7210 0.1909 1.0311 0.1086 

2012 30799.20 21909.95 0.7114 0.1886 1.0311 0.1076 

2013 34256.26 24917.54 0.7274 0.1943 1.0195 0.1092 

2014 34833.55 25248.94 0.7248 0.1925 1.0195 0.1090 

2015 35729.32 26786.92 0.7497 0.1982 1.1148 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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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35972.15 26683.25 0.7418 0.1966 1.1148 0.1107 

2017 36123.22 26260.32 0.7270 0.1936 1.1148 0.1092 

2018 36798.01 27687.77 0.7524 0.1983 1.0033 0.1119 

2019 36962.82 27637.56 0.7477 0.1974 1.0054 0.1114 

 

从表 2 中得知,2010—2019 年,湖南省森林公园面积均值持续稳定地增长,与之对应的标准差也相应有所增加,说明湖南省各

市州森林公园面积差异有所增加。但就变异系数而言,则呈现一定的波动,2010年是整个研究期间的最大值,然后经过“下降—上

升—下降”等多次波动后,到 2019年仍然低于 2010年,这说明虽然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面积的差异绝对值变大,但这种差异是

森林公园面积增加所导致的。而就比例而言,这种面积差异总体上在缩小。而从基尼系数上可以看出,虽然经过“下降—上升—

下降—上升”等波动后,2019 年基尼系数稍高于 2010 年,但总体上变化幅度非常之小。就首位度方面,对应的 2 城市指数出现一

定的波动,但总体差异不大。而赫芬达尔系数同样出现小幅度波动,但到 2019年仍然低于 2010年。 

为进一步考察湖南省各市州在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方面的排名,对各年排名汇总后得到表 3。 

从表 3中可以看出,就森林公园数量而言,2010年排名最前的为常德、永州和怀化 3市并列,2011—2017年怀化仍然位居第 1

位,到 2018年后则位居第 2位;永州在 2011—2013年位居第 2位,2014年退居第 3位,但 2015—2017年又位居第 2位,2018年后

则位居第 1位。其他市州森林公园数量排名总体上有所上升的有长沙、株洲、岳阳、郴州,总体上有所下降的有衡阳、张家界、

常德、娄底,其中,常德的森林公园数量下降幅度最大,从 2010年的并列第 1位退居到 2019年的第 6位。邵阳的森林公园数量经

历“下降—上升”后最后回归到第 5位。而湘潭和益阳的森林公园数量排名一直保持不变,分别位居倒数第 1位和倒数第 2位。 

表 3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排名 

市州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长沙 5/7 4/6 5/6 2/6 2/6 2/6 2/6 2/6 3/7 4/7 

株洲 10/5 10/7 10/7 9/7 9/7 9/7 9/7 9/7 9/6 9/6 

湘潭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衡阳 5/8 6/5 6/5 7/5 7/5 8/5 8/5 8/5 8/5 8/5 

邵阳 5/1 7/1 7/1 7/2 7/2 6/3 6/3 6/3 5/3 5/3 

岳阳 4/9 4/9 2/9 4/9 4/9 4/9 2/9 2/9 3/9 3/8 

张家界 10/10 10/10 10/10 11/10 11/10 11/10 11/10 11/11 11/11 11/11 

益阳 13/13 13/11 13/11 13/11 13/11 13/11 13/11 13/12 13/12 13/12 

常德 1/12 2/13 2/13 4/13 4/13 4/13 5/13 5/10 6/10 6/10 

娄底 8/6 9/8 9/8 9/8 9/8 9/8 10/8 10/8 10/8 10/9 

郴州 8/3 7/3 7/3 6/1 6/1 6/1 6/1 6/1 7/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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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 1/2 2/2 2/2 2/3 3/3 2/2 2/2 2/2 1/1 1/1 

怀化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2/4 2/4 

湘西 10/11 10/12 10/12 11/12 11/12 11/12 11/12 11/13 11/13 11/13 

 

而在森林公园面积排名方面,邵阳从 2010 年位居首位到 2013 年退居第 2 位,再到 2015 年退居第 3 位。而永州在 2010 年排

名第 2 位,到 2013年退居第 3位,再到 2015年回归到第 2 位,而 2018 年后则位居第 1 位。郴州在 2010—2012年排名第 3 位,到

2013 年位居第 1 位,再到 2018 年退居到第 2 位。其他市州的森林公园面积排名总体上有所上升的有衡阳、岳阳、常德、益阳,

总体上有所下降的有株洲、张家界、娄底、湘西,而怀化一直保持在排名第 4位,湘潭一直位居末位,长沙经过从第 7位上升一位

后最终又回到第 7位。 

3.2森林公园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 

对 2010—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旅游接待人数计算各项指标后,结果如表 4所示。 

由表4可知,2010—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接待人次均值总体上持续增长,在2015年有所下降,但仍然超过了2013年;

到 2016年开始又呈现上升,而且 2016年超过了 2014年。相应地,标准差总体上也呈增加态势,2015 年比 2014 年有所下降,而且

低于 2013年;2016年又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 2014年,2017年又有所下降,到 2018年后一直增加。而考察变动系数发现,2012年

变动系数达到了最大值,2013年有所下降,2014年有所增长后,2015年又有所下降,2016年小幅度回升后,2017年后又持续下降。

在基尼系数方面,也是在 2012年达到了最高,后面经过 2013年下降、2014年上升后,到 2015年后持续下降。在首位度方面,2011

年比 2010 年有较大幅度上升,2012 年也比 2011年较大幅度的上升,2013年 2 城市指数超过 3.0,达到了峰值,以后出现逐年下降

的趋势。赫芬达尔系数则是在 2012年达到最高值后,呈波动式持续下降。 

而在森林公园旅游收入方面,统计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4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旅游接待人数差异及变化 

年份 均值/万人次 VOC/万人次 CV G S2 Hn 

2010 120.04 83.27 0.6937 0.1736 1.5888 0.1058 

2011 198.46 219.13 1.1042 0.2222 1.9067 0.1585 

2012 217.68 251.02 1.1532 0.2255 2.7699 0.1664 

2013 251.82 279.24 1.1089 0.2216 3.0071 0.1593 

2014 297.30 335.32 1.1279 0.2250 2.8431 0.1623 

2015 284.53 275.73 0.9691 0.2216 2.8384 0.1385 

2016 319.87 312.93 0.9783 0.2166 1.6028 0.1398 

2017 357.15 307.97 0.8623 0.2024 1.5636 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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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89.59 318.32 0.8171 0.1928 1.5481 0.1191 

2019 410.51 325.12 0.7920 0.1944 1.5407 0.1162 

 

表 5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旅游收入差异及变化 

年份 均值/万元 VOC/万元 CV G S2 Hn 

2010 8086.41 10825.39 1.3387 0.2598 3.8059 0.1994 

2011 13867.75 24305.86 1.7527 0.2865 6.6238 0.2909 

2012 15596.94 27451.54 1.7601 0.2854 6.8956 0.2927 

2013 17977.57 30433.47 1.6929 0.2802 6.5675 0.2761 

2014 21405.78 36638.00 1.7116 0.2830 6.0409 0.2807 

2015 23567.82 39575.15 1.6792 0.2860 5.8691 0.2728 

2016 26534.19 44575.85 1.6799 0.2922 5.8438 0.2730 

2017 28584.10 44560.03 1.5589 0.2775 5.1194 0.2450 

2018 32183.47 43513.08 1.3520 0.2547 3.9311 0.2020 

2019 31097.99 42808.33 1.3766 0.2757 3.0119 0.2068 

 

根据表 5 可知,2010—2018 年,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收入一直呈持续增长态势,2019 年有所下降,而在市州标准差方

面,2010—2016年一直持续增加,到 2017年后则呈逐年小幅度下降。就变异系数而言,2011年比 2010年有较大幅度增加,2012年

比 2011 年小幅度增加后达到最高值,2013—2016 年出现一个“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后,到 2017 年持续下降。而基

尼系数在 2010—2016 年呈现波动式上升后,到 2016 年达到最大值,2017、2018 年持续下降,2019 年有所上升。而首位度指数在

2011年出现大幅度的上升,从 2012年开始持续下降,并且在 2018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降。赫芬达尔系数则是在 2011年呈现大

幅度上升后到 2012年再小幅度上升到最大值,然后呈波动式下降。 

为进一步考察各市州在森林公园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方面的排名,对各年排名汇总后得到表 6。 

从表 6 中可以得知,在森林公园旅游接待人数方面,张家界一直稳居首位,常德则从 2010 年的第 2 位经过小幅度波动后跌至

第 3位。怀化则从 2010年的第 3位到 2011年升至第 2位,并一直保持不变。其他市州森林公园旅游接待人数排名上升的有衡阳、

益阳、娄底、郴州,排名有所下降的有株洲、邵阳、永州、湘西,经过一定波动后保持不变的有长沙、岳阳。而湘潭在研究期内

一直位居第 14位,没有发生变化。 

在森林公园旅游收入方面,张家界一直稳居首位,而常德则从 2010年位居第 2降至第 4、第 5位再到第 11、第 12位,后面再

回升到第 6 位、第 3 位,最后位居第 4 位。其他市州森林公园旅游收入排名上升的有株洲、邵阳、娄底、郴州,其中娄底上升最

多,从第 10位降到第 12位后,在 2015年猛升到第 2位,2016年跌落 1位后,2017年后又上升至第 2位而且一直稳定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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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株洲经过一定的波动后,也从第 12位上升到第 7位,上升幅度较大。森林公园旅游收入排名下降的有长沙、岳阳、益阳、永州,

森林公园旅游收入经过一定的波动后维持原排名的有衡阳、怀化、湘西,而湘潭一直位居第 14位,没有发生变化。 

4 结论和讨论 

本文通过对 2010—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旅游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随着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的总体发展,各市州在森林公园数量、森林公园面积、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方面的绝对差

异在扩大,但相对差异变化不大。 

(2)在 4个指标中,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 3个指标均呈现森林公园数量<森林公园面积<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收

入的局面。而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的首位度指数则波动幅度很大,旅游接待人数首位度指数大大高于森林公园数量和森林公

园面积的首位度指数,而旅游收入首位度指数又大大高于旅游接待人次首位度指数。 

(3)在森林公园数量、森林公园面积、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指标排名上,大部分市州都出现了一定波动。其中,森林公园

的数量和面积方面,郴州、永州、邵阳、怀化一直靠前,而益阳、湘西、张家界相对靠后,湘潭则一直处于最后位置;但在旅游接

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方面,张家界一直稳居首位,郴州、怀化、常德比较靠前,而娄底的旅游收入排名有大幅度上升,湘潭则一直位

居最后。 

表 6湖南省各市州森林公园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排名 

市州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长沙 5/4 7/7 7/5 4/3 5/4 4/4 3/4 5/4 5/6 5/5 

株洲 8/12 10/10 10/10 9/10 8/10 11/12 10/9 9/7 9/5 9/7 

湘潭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14/14 

衡阳 11/9 6/6 5/7 7/7 7/7 8/10 8/7 8/10 8/12 8/9 

邵阳 10/11 12/8 11/8 12/9 12/9 10/9 11/10 11/11 11/9 11/10 

岳阳 7/7 9/5 8/6 8/6 9/6 6/7 7/8 7/9 7/11 7/11 

张家界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益阳 12/6 8/11 9/11 10/11 11/11 7/8 9/11 10/12 10/13 10/12 

常德 2/2 3/4 3/4 3/5 3/5 3/11 4/12 4/6 4/3 3/4 

娄底 13/10 13/12 13/12 13/12 13/12 12/2 13/3 12/2 13/2 12/2 

郴州 9/5 4/2 4/2 5/2 4/2 5/3 5/2 3/3 3/4 4/3 

永州 4/3 5/3 6/3 6/4 6/3 9/6 6/5 6/5 6/7 6/6 

怀化 3/8 2/9 2/9 2/8 2/8 2/5 2/6 2/8 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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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 6/13 11/13 12/13 11/13 10/13 13/13 12/13 13/13 12/10 13/13 

 

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发展中这种差异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就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而言,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湖南省

三面环山,其中南部山地尤多,森林资源丰富,所以郴州、永州、邵阳、怀化等的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都比较大;益阳、湘潭国土

面积小,而且森林资源不丰富,因此,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都较小。而在森林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方面,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森林公园,属于武陵源世界遗产核心部分,森林风景资源等级高,森林旅游发展历史长,游客多来自异地,游客

停留时间长,消费水平高;与之相邻的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发展态势也十分良好,两个森林公园一直占据湖南省森林旅游的第 1和

第 2位。湖南省南部的郴州虽然森林旅游资源丰富,交通区位也较好,但没有形成龙头森林旅游品牌,因而在旅游发展上无法跟张

家界相比。而永州、邵阳、怀化同样缺乏知名森林旅游品牌,且区位和交通条件较差,所以森林旅游发展更加缓慢。娄底地处湘

中,离长株潭距离近,由于高铁的发展,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再加之近些年来森林旅游发展投入较多,营销力度大,因此,近年来森

林旅游收入大幅度增加。此外,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的发展还受到一些特殊情况的影响,如 2017 年湖南南部的洪涝灾害,使不少

森林公园出现山体滑坡,致使交通中断,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 2018年,从而对森林旅游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在现有森林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湖南省森林公园旅游的地区差异将长期存在,但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逐渐缩小这种差

异。 

(1)在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方面,重点是对现有的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进行提升和整合,将相邻或者相近的多个森林公园

整合成一个森林公园;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增加的重点是建设城郊型森林公园。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城郊型森

林公园在人们就近进行森林游憩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长株潭和益阳等地,这更是未来森林公园旅游发展的重

点。 

(2)在森林公园旅游人数方面,像张家界这种游客数量已经接近于容量的森林公园,应该适当控制游客数量,并且积极主动引

导游客向周边地区的天泉山、峰峦溪和江垭等森林公园进行分流。对于其他一些接待人次尚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森林公园,重点需

要进行淡季的营销以及开发吸引人们前往的有特色的旅游产品,打造森林旅游品牌。 

(3)在森林旅游收入方面,要重视森林旅游新业态的发展,结合自身的资源和区位,突出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森林体验、林

业文化遗产等产品开发;利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提升管理水平,拓展营销渠道,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旅游商品特别是林

副产品的销售,从而达到提升森林旅游收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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