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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镇旅游承载力比较研究

———徽州古村落群与江南古镇旅游发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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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旅游承载力是影响传统村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要素，论文选取徽州古村落群

和江南六大古镇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这一连续时段的数据指标，对其相对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进行

统计比较，认为目前大部分江南古镇和徽州古村落承载状态为超载状态，且旅游发展形势越好

的传统村镇，承载负荷越大，超载状态越严重，同时传统村镇市场吸引力与社会承载力也存在

明显的不协调，传统村镇应提高景区承载力，并采取措施保持其市场吸引力与承载力的和谐，
促进传统村镇旅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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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随着传统村镇文化旅游越来越多地被旅游者

所选择，传统村镇可持续发展也面临很大的考验，
其中旅游承载力是影响传统村镇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瓶颈要素。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基于生态环境容量与可持

续发展理论基础上而提出的概念［１］，国外 对 旅 游

环境 容 量 的 研 究 始 于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Ｌａｐａｇｅ
（１９６３）最早提出了旅游容量的概念；Ｐｅａｒｃｅ　Ｄ和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Ｉ　Ｊ（１９８６）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出版物

《产业 与 环 境》中 专 文 论 述“旅 游 海 岸 的 承 载 能

力”、“美 国 国 家 公 园 的 承 载 能 力”；Ｆｅｍａｎｄｏ　Ｊ．
（２００４）以Ｈｅｎｇｉｓｔｂｕｒｙ　Ｈｅａｄ为例，进一步将承载

力拓展到旅游产业层面的研究［２］。国内学者对旅

游容量和旅游承载力问题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保继刚（１９９９）具体分析了颐和园旅游环境容

量，提出了旅游心理容量、旅游资源容量、旅游生

态容量、旅 游 经 济 容 量、旅 游 社 会 容 量 等 的 概

念［３］。崔凤军（２００１）认为旅游环境容量等同于旅

游环境承载力，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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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人数，它是由环境生态承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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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持续发展旅游的重要判据之一［４］。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传统村镇旅游承载力的研

究主要是讨论传统村镇旅游容量超负荷对传统村

镇的影响上。Ｇｒａｈａｍ　Ｐａｒｌｅｔｔ（１９９５）以遗产旅游

地爱丁堡古镇为例，提出了适用于存在相同问题

的其它世 界 历 史 古 镇 的 古 镇 旅 游 经 济 影 响 评 估

法，并提炼出历史文化古镇旅游与其他经济要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１０
基金项目：河北省软科学指令性计划项目（０８４５７２５５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０４７１０３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０３ＢＪＹ０８４）
作者简介：朱桃杏（１９７８－），女，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旅游规划、区域规划。

第４卷　第３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４　Ｎｏ．３
２０１０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ｐ．２０１０



整合模型［５］。Ｒａｆａｅｌ　Ｍａｒｋｓ（１９９６）以坦桑尼亚的

桑给巴尔 石 头 城（Ｚａｎｚｉｂａｒ）为 例，认 为 随 着 古 镇

旅游者的增加，古城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

变，包括商业繁荣、房价和房租急剧上升、房屋结

构变化较大等，并认为由旅游引起的古镇重建对

古镇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保存了部分建筑，但破坏

了古镇传统的经济和文化结 构［６］。卢 松、陆 林 等

研究了西递、宏村等古村落的环境容量，并对其旅

游客流时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７－８］。

二、数据的选取与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与方法运用

论文 选 取 徽 州 古 村 落 群 和 江 南 六 大 古 镇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这一连续时段的数据指标，对其进

行分 析，以 发 现 不 同 传 统 村 镇 开 发 过 程 的 差 异。
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传统村镇相对承载力和传统村

镇社会承载力两大板块。对相对旅游承载力的比

较，考虑到丽江古城旅游模式的典范性，以丽江古

城为参照区，统计出其相对景观承载力和相对经

济承载力，以作为研究参考；社会承载力比较使用

市场吸引力—承载力矩阵模型，选用一系 列 潜 指

标分别对两大区域的传统村镇市场吸引力和承载

力进行了评价和对比。

（二）传统村镇文化旅游市场吸引力及

其承载力分析［９］

１．传统村镇相对承载力统计

旅游承载力是一定区域资源的数、质 量 对 该

空间内最大限制旅游者人数的支撑能力，它是传

统村镇资源系统的客观属性，可以因各种因素的

不同而有所变化。相对承载力是以较之研究区域

更成熟、发展更完善的数个参照区域为对比标准，
根据参照 区 传 统 村 镇 旅 游 资 源 状 况 与 旅 游 接 待

量，计算出研究村镇相对于参照村镇的相对承载

力［１０］。综合考虑国内传统村镇旅游发展现状，选

择云南丽江古城为参照区，计算公式如下：
（１）相对景观资源承载力

Ｃｒｔ＝Ｉｔ＊Ｑｔ
其中：Ｃｒｔ为 相 对 旅 游 区 承 载 力；Ｉｔ 为 相 对 旅

游区承载指数；Ｑｔ 为旅游区核心景区面积。且Ｉｔ
＝Ｑｐｏ／Ｑｌｏ；Ｑｐｏ为参照区旅游接待人数；Ｑｌｏ为参照

区面积。
（２）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

Ｃｒｅ＝Ｉｅ＊Ｑｅ
其中：Ｃｒｅ为相 对 旅 游 区 承 载 力；Ｉｅ 为 相 对 旅

游区承载指数；Ｑｅ 为旅游区旅游接待收入。且Ｉｅ
＝Ｑｐｏ／Ｑｅｏ；Ｑｐｏ为参照区旅游接待人数；Ｑｅｏ为参照

区旅 游 接 待 收 入。其 中 丽 江 古 城 面 积 为３．８
ｋｍ２，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接待人次与 接 待 收 入 情 况 如

表１所示。

表１　丽江古城部分统计数据

数　　据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接待人数／万人次 １７２．３２　 ２０１．２８　 ２８０．４４　 ２５８　 ３２２．１　 ３３７．５

接待收入／亿元 １７．４５　 １０．４２　 １５．８７　 １８．６６　 ２２．６９　 ２３．３７

景观资源承载指数Ｉｔ ４５．３５　 ５２．９７　 ２３．８　 ６７．８９　 ８４．７６　 ８８．８２

经济资源承载指数Ｉｅ ９．８８　 １９．３２　 １７．６７　 １３．８３　 １４．２　 １４．４４

表２　江南部分古镇与徽州部分村落相对承载力 万人

旅　游　地
１９９７

Ｃｒｔ Ｃｒｅ

１９９８

Ｃｒｔ Ｃｒｅ

１９９９

Ｃｒｔ Ｃｒｅ

２０００

Ｃｒｔ Ｃｒｅ

２００１

Ｃｒｔ Ｃｒｅ

２００２

Ｃｒｔ Ｃｒｅ

西递 ５．９　 ０．２３３　 ６．８８　 ０．５８４　 ９．５９　 ０．６９４　 ８．８３　 ０．７３１　 １１．０２　１．１９９　 １１．５５　 １．６８

宏村 ８．６２　 ０．０２４　 １０．０６　０．０９３　 １４．０２　０．１１６　 １２．９　 ０．１７７　 １６．１　 ０．５４９　 １６．８８　 １．１６

南屏 ６．３５　０．００４４　 ７．４２　 ０．０３２　 １０．３３　 ０．３８　 ９．５　 ０．２９　 １１．８７　 ０．０４　 １２．４３　０．０４３

周庄 １０．８８　１５．８０８　 １２．７１　 ４２．５　 １７．７１　５５．２２　 １６．２９　５８．０８　 ２０．３４　 ８５．２　 ２１．３２　１０１．０８

同里 １４．９７　 ７．５５　 １７．４８　２１．２５　 ２４．３５　３０．０４　 ２２．４０　２７．６６　 ２７．９７　 ４２．６　 ２９．３１　５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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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综合承载力

ＣＳ＝Ｗ１＊Ｃｒｔ＋Ｗ２＊Ｃｒｅ
其中：Ｗ１、Ｗ２ 分别为相对景观资源和相对经

济资源承载力的权重，考虑到古村镇旅游资源的

景观资源的重要性，在此 取Ｗ１＝０．６，Ｗ２＝０．４，
在得出综合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通过与实际资

源承载人口的比较能够获得不同时间段该地区与

参照区域的相对承载状态，有如下三种类型：

①超载状态：实 际 资 源 承 载 旅 游 人 数（Ｐ）大

于综合资源承载力Ｃｓ，即（Ｃｓ－Ｐ）＜０；

②富余状态：实 际 资 源 承 载 旅 游 人 数（Ｐ）小

于综合资源承载力Ｃｓ，即（Ｃｓ－Ｐ）＞０；

③临界状态：实 际 资 源 承 载 旅 游 人 数（Ｐ）等

于综合资源承载力Ｃｓ，即（Ｃｓ－Ｐ）＝０。

表３　江南部分古镇与徽州部分村落相对资源承载状态 万人

旅　游　地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西递 －９．８２ －９．７８ －１０．５８ －１２．７２ －１９．９８ －２０．７５

宏村 ２．８７　 ２．１３　 ３．８１ －０．２６ －１０．２１ －１４．７９

南屏 ３．１８　 ３．１３　 ４．７８　 ４．１４　 ４．５５ －

周庄 －６７．１５ －７５．３７ －９２．２９ －１１６．９９ －１６１．７２ －２０９．７８

同里 －２３．９０ －２５．１１ －２９．２７ －４６．７０ －４７．９８ －５４．８０

　　表３数据说明目前大部分江南古镇和徽州古

村落承载状态为超载状态，且旅游发展状况越好

的传统村镇，承载负荷越大，以周庄、同里为代表

的江南传统村镇面临的景区超载问题明显严峻于

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徽州古村落。改善目前状

况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景区面积，将核心景区内

的部分旅游项目移至外围，扩大游客活动范围，以
提高传统村镇相对景观资源承载力；另一方面增

设部分娱乐项目，提高游客的参与性，增加游客的

逗留时间，从而提高传统村镇旅游地旅游收入以

增加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

２．传统村镇旅游社会承载力分析

对传统村镇文化旅游资源来说，市场 吸 引 力

和承载力是其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两者缺一不

可，对市场吸引力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传统村镇文

化旅游资源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价值高低，对其承

载力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传统村镇旅游地保护与接

待等情况，从而采取措施，限制无节制的游客接待

对传统村镇文化遗产造成的损害，保证传统村镇

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论文通过模型方式，在Ｄｕ　Ｃｒｏｓ和Ｌｉ　Ｙｉｐｉｎｇ

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市场吸引力－承载力矩阵模型

对传统村镇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如图１，表４，选用

一系列潜指标分别对古村镇市场吸引力和承载力

进行评价，内容包括传统村镇的市场吸引力、产品

设计需求、价值和承载力四个方面，市场吸引力具

体指标包括传统村镇的氛围与设施、知名度、通达

度等；承载力指标包括传统村镇的建筑、历史、教

育、社会和研究价值，同时充分考虑传统村镇旅游

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１１］。

图１　市场吸引力和承载力关系图

（据Ｄｕ　Ｃｒｏｓ，２０００，ｐ．１７）

通过传统村 镇 文 化 旅 游 市 场 吸 引 力－承 载 力

矩阵模型，可以直观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协调

程度。模型使用打分制，分别对评价传统村镇市

场吸引力和承载力的指标进行打分，传统村镇市

场吸引力和 承 载 力 所 有 指 标 最 高 得 分 总 和 为６０
分，分别以传统村镇旅游市场吸引力和承载力为

横坐标和纵坐标，在数轴上加以表现，可以将传统

村镇分为文化旅游市场吸引力与承载力协调程度

各异的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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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传统村镇市场吸引力和承载力统计

传统村镇
市场吸引力

市场吸引力 产品设计需求
总计

承载力

价值 承载力
总计

１ 西递 ３３　 ６　 ３９　 １４　 １７　 ３１

２ 宏村 ３５　 ６　 ４１　 １２　 １７　 ２９

３ 南屏 １９　 ５　 ２４　 ９　 １６　 ２５

４ 唐模 ２６　 １０　 ３６　 １０　 １９　 ２９

５ 周庄 ３９　 １３　 ５２　 １３　 ２４　 ３７

６ 同里 ２９　 ９　 ３８　 １１　 ２２　 ３３

７ 甪直 １７　 ９　 ２６　 ７　 １４　 ２１

８ 乌镇 ２３　 ７　 ３０　 １２　 ２３　 ３５

９ 西塘 ２９　 ８　 ３７　 １３　 ２１　 ３４

１０ 南浔 ２０　 ８　 ２８　 ８　 ２０　 ２８

图２　部分传统村镇市场吸引力和承载力关系图

　　从图２可以看出，所列传统村镇旅游市场吸

引力与承载力关系主要集中在Ｃ２ 区域范围内，说
明大部分传统村镇仍然存在市场吸引力不足，且

承载力需要提高的问题，部分传统村镇如周庄、宏
村等有着较高的市场需求，但其承载力与吸引力

存在明显的不协调。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以上比较表明周庄、同里为代表的江 南 传 统

村镇面临的景区超载问题明显严峻于以西递、宏

村为代表的徽州古村落；以江南古镇和徽州古村

落都存在市场吸引力不足，社会承载力需要提高

等问题。
由此说明，目前我国大部分传统村镇 都 存 在

旅游市场吸引力与承载力相冲突的问题，旅游接

待人次较多的传统村镇，其各方面承载力往往与

之不相匹配，而目前旅游发展与旅游承载力协调

的传统村镇，通常是旅游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的传统村镇，随着其旅游业的发展和产业规模的

扩大，难以保证这种协调关系会继续存在。
传统村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其旅游承

载力，传统村镇旅游发展应控制在其可承载的范

围内。传统村镇在要求扩大市场，吸引客源的同

时，应采取措施如分流客源等，提高景区承载力，
以达到其市场吸引力与承载力的和谐。

（二）讨论与展望

传统村镇旅游市场吸引力与承载力的关系的

协调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传统村镇旅游

市场吸引力与承载力不相协调的原因与传统村镇

景区的性质直接相关，传统村镇旅游地传统建筑

得以保持，并成为吸引旅游者的重要资源，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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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因为传统村镇一般处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
封闭的区域，即使是旅游业得以发展的今天，传统

村镇区位劣势仍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

而对于大多数景区来说，通过经济手段来提高旅

游景区承载力是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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