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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保证森林旅游的开发与保护可持续发展，必须提早做好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的测算，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案

和调控措施。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取森林公园游览面积、游步道长度等相关数据指标，测算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空间容

量，并将旅游承载力理论数据与实际的游客量进行比较，结合实际情况得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状问题提出应该从森林旅游设施建设、承载力监测、公众宣传教育以及管理机制方面策略响应。以期为福州国家森林

公园的旅游资源最大化开发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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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and Regulatory Strategy Response

of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WEI Hui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Fuzhou，Fufian 35001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forest tourism，it is necessary to measure

the toun’sm carrying capacity of forest parks in advance，and implement targeted management programs and regulatory measures．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this paper obtains the relevant data indicators such as the tourist area and the length of the trail，calculates the

tourism spatial capacity of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compares the theoretical data of the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with the actual

tourist volume，and combines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ge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of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roblems．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forest tourism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cluding tourism

facilities construction，bearing capacity monitoring，public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It is hop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maximum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Key words：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Management strategy，Fuzhou National Forest Park

1引言

新形势下，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成为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抓手，

首先是因为森林公园是生态资源的宝库，生物多样

性丰富，生态价值高，是开展森林生态旅游的主要

依托。其次，森林公园环境宜人，空气清新，一般

距离城市较近，是人们逃离城市压力，13常休闲游

憩的重要场所。森林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的初衷是以

开发促进森林生态和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森林旅

游形势的发展．给森林旅游资源的保护带来了巨大

的机遇与挑战。森林公园管理者慢慢意识到环境过

载是时代性的损失，不仅会付出经济代价，更可能

导致牵连其他影响。甚至承载力超负荷在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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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也会给游人带来安全隐患。加强森林公园旅

游承载力的管理调控是保证资源的最大利用和环境

的最优承载，最终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

如今。对森林旅游承载力的研究呈现多元学科

交叉融合的局面，主要是旅游承载力由环境承载

力、空问承载力、心理承载力、经济承载力等组

成，根据森林旅游一般规律，空间承载力会远大于

其他承载力，特别是旅游者的心理容量。因为森林

公园面积一般较大，有很多区域是游客无法到达，

或者属于缓冲区、森林保护区域，在这样的空间条

件制约下，森林公园旅游者的心理容量相对于空间

环境容量而言小很多，所以不对旅游者心里容量再

做预测⋯。另外，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是基于森

林旅游的最大空间容量，是森林资源最大能满足一

定区域人口旅游活动需求的最大值，包含两个考量

点，一是森林生态资源不受到破坏，二是对森林资

源的情况评估要有时间和区域的限制，超过时间和

空间的限定去谈森林的旅游承载力将变得毫无意义

乜]。综合对森林旅游承载力的认识，并结合福州国

家森林公园的旅游发展现状，测算出在一定时间和

一定空间内，不影响环境质量，不降低旅游效果，

保证具有良好的旅游秩序，允许容纳的最大游人数

量的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最后，通过旅游承载力

理论数据与实际的游客量进行比较，结合实际情况

得出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方面存在的问

题，根据现状问题提出策略响应。

2森林公园基本概况

2．1区位交通情况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面积859．3 hm2。位于福

州市区以北，距市中心7公里，有多路公交车线路

直达，交通区位便利，但地处福州北峰地区的交通

咽喉，每逢节假日时森林公园东门口交通时常出现

拥堵现象，亟需合理调控。

2．2自然资源情况

2．2．1气候条件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属暖

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无霜期长达315 d，气候温

和，年均气温在16～20℃左右，年均日照数为

1 700—1 980小时，年均降水量为900～2 100 mm．

年相对湿度约77％，雨量集中在3。9月。台风每年

平均3次，7～8月是台风活动频繁期[31。

2．2．2水文地质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降雨较为充沛。境内水系发

达。龙潭溪、八一水库位于区域内，森林公园内河

谷两岸地势平坦，防洪堤设置较为完善。地质主要

是侏罗纪火山岩和少量的粉砂岩，土壤以花岗岩发

育的红壤为主，其它有少量坡积土。

2．2．3森林植被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的

过渡地带，植物种类丰富，是一座生态资源的宝

库，素有天然“氧吧”、“福州之肺”的美誉。园

内生长着各类植物257科8 095种，包括蕨类植物

39科147种、裸子植物13科214种、被子植物

205科7 734种(其中含野生资源植物159科458

属819种，国家I、Ⅱ级保护植物150种)，居全

国前列，是一处集植物引种驯化、生态保护、科研

科普、森林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现已建成

竹类园、榕树园、苏铁园、棕榈园、桃花园、樱花

园、梅花园、紫薇园、珍稀植物园、阴生植物园、

药用植物园、山茶园、桂花园、裸子植物园、姜目

园和岩石园16个植物园区。

2_3森林旅游发展

森林公园内宋古驿道、古寺庙、名人古墓和众

多摩崖石刻等文化景观点缀其间，长达10多公里

的古驿道、登山道．将各景点串联成线，是游客登

山怀古、赏景健身的上佳之所。森林旅游设施及服

务也日益完善齐全，满足不同游客的科普、观光、

休闲、游乐等需求．先后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

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海峡

西岸重要的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3研究方法与模型选取

3．1研究基础资料的获取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是建立在森林公

园已有数据统计资料上，并结合对公园详细调查，

同时参考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通则》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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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971—2003年)对森林公园生态容量、游人容量

的统计，结合福州森林公园的资源特色、地理区

位、生态环境等因素，通过面积法和线路法，对本

项目最佳环境容量进行测算[41。在保护资源的原则

下，将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单位游客占用区间合理承

载力指标确定为：每位游客森林旅游游览活动最舒适

密度取值为50 m2；每位游客占用合理游步道长度为

10 m。按森林公园正常开放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4

点，一共8 h，依据森林公园内各主题园区的规模和

区位，以及参观者游览各主题园区的时间，游览各

主题园区时间以游客游览平均时间计算。

3．2森林空间承载容量核算模型

根据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内景点分布特征，采用

面积法和完全游道卡口法两种测算相结合进行。

①面积法：可用于旅游活动呈面状的景区，森

林公园大部分园区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具体测量方法：第一步，测量瞬时最大空问容

量(或某一游览周期内的最大空间容量)，其计算

公式为：Si_Xi÷Yj(式中，Si为瞬时最大空间容量，

X；为游览空间面积，Y为平均每位游客所占用的面

积)。第二步，测量日周转率，其计算公式为：Zi-

T+t(式中，T为每天开放时间，t为游客平均游览

时间)。第三步，测量日最大空间容量，其计算公

式为：Ci=SixZi(式中，C。为日空间容量，Si为瞬

时最大空问容量，Zi为日周转率)。

②卡El法：主要用于游客游览线路中存在瓶颈

部位的景区或游客旅游活动呈线状的游步道，福州

国家森林公园的游步道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具体测量方法：第一步，找出森林公园游客游

览线路的关键游览部位(游览点或游路)，测算该

游路截面单位时间内所能通过的最大游客量，其测

算公式为：X=L+K(X为游路截面单位时间内所能

通过的最大游客量．L为该截面宽度，K为游客平

均占据的宽度)。第二步，测算关键游览部位每天

通过的游客批次，其计算公式为：P=T+t(式中，P

为1天通过的游客批次，T为每天开发时间，t为

每批游客通过该游路截面所用的平均时间)。第三

步，测算关键游览部位的日最大容量，即是整个森

林公园的日最大空问容量．测算公式为：C=XxP

(式中，C为日最大容量，X为所测量游览点每个

游览周期内所能容纳的最大游客量或所测量游路截

面单位时间内所能通过的最大游客量，P为1天通

过的游客批次)。

4结果与分析

4．1测算结果

表1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各园区的空间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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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归纳分析

根据面积法与卡口法综合的数据可以测算出福

州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的日容量为：T=22 544

+13 791=36 335人。森林公园为开放式游憩场所，

会面临自然极端天气和特殊情况，综合对森林公园

的实地了解和经验结合，扣除夏季与冬季气候因

素，每年适游天数以230天计算，年旅游承载力约

为835．7万人次。

4．2．1实际游客量逐渐临近年旅游承载力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是以自然环境为依托，具有

迷人风景、旅游休闲和科研价值，为本地市民及外

地参观者提供休闲、游憩、科教等功能的户外场

所。结合已有最新的数据是2018年福州国家森林

公园的年游客数量达到495万人次，按年平均增长

率10％推算出2020年游客数量约为598．9万人次。

比较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的理论值和现实

游客数量，我们可以发现，现实游客量与旅游承载

力的空间容量之间距离逐渐拉近，预计不到5年左

右将达到旅游最大年承载力，因此旅游设施承载力

空问有限。随着人数大量的到访，设施的供给不

足，旅游空间的逐渐饱和，接下来的森林旅游将对

森林公园生态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4．2．2旅游日承载力满负荷情况依旧存在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是福州的绿色名片，是一处

公益性的游憩场所，森林公园里的生态资源扮演着

被保护和开发的双重角色，游客量过多、游客行为

不当或管理不到位，会造成对森林生态的威胁[5]。

当前，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出行的便利，

每年的公共节假日以及植物花期时间都会给森林公

园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旅游人潮。例如，2019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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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假期首日，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接待人数约2．9万

人次，逼近森林公园旅游日承载力的最大预测值。

森林公园常常人员拥挤，旅游日承载力满负荷现象

依旧存在，大量的游客在无资源保护意识的准备下

进入森林公园，这样不仅是表面上造成人满为患，

给景区造成混乱，实际是对森林资源的生态安全产

生冲击。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长为森林旅游带来机遇

的同时，也给森林生态的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需要加大对旅游承载力的调控。

4．2．3旅游旺季部分园区的人流过于拥挤

由于受气候，节假日等原因的影响。加上社会

工作强度的越来越大．出门游憩和休闲的机会越来

越少．虽然都知道旺季或者节假日森林公园会拥

挤，但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出门的机会难得，一般人

都不愿错失为数不多的出行机会，因此对旺季时期

的拥挤也是默认接受的。因此森林旅游同样具有季

节性波动的特点。游客空问分布不均和游人不良行

为所带来的问题，表现在游客增多，旅游淡旺季差

异明显，必然引起一些物质和生态资源的变化。当

游览步道宽度难以满足超载时段游客的需要。部分

游客会践踏步道两侧草地，破坏生态。其次，旅游

承载力大小不仅仅是表现在资源空间容量的大小，

还包含心理、生态、环境等不同层面的容量。但对

于森林公园管理者而言，在人满为患的时期，这些

就都顾不上，首先要确保游客人员安全入园，安全

出园才是关键．这也就造成对森林生态破坏的不够

重视。换言之，承载力的底线变成了安全底线。对

游客容量的调控力度因此减弱。

4．2．4调控设施与人为管理的配合不完善

由于新时期人们对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尚缺

乏科学理解，那种“旅游也是无烟工业”的观念还

比较流行，森林生态旅游的发展大多还停留在初级

阶段，强调对旅游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旅游本身对

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破坏，使森林旅游业发展过程

中面临一系列问题[6]。值得欣慰的是，承载力的

概念已逐渐被政府及公众所接受。不过，这还只是

一个开始，日常工作中依然任重道远。例如．当前

是网络信息化的时代，网络信息查询及预约基本实

现。但由于森林公园是开放的场所，不存在售票行

为，加之前往森林公园的多为年长者，没有提前预

约预定的习惯，通常情况下，他们会直接进入公

园。而公园工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入园流量监测

的重要性，也可能是为了避免日常的工作量增加，

没有过多的干涉人园游客的直接进入公园。

5结论与讨论

由于模型测算是现实的一个简化体现，并未能

考虑到森林公园旅游中所有影响因素，但合理测算

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却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框架

下的森林旅游生态发展和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交通拥

堵、竞争压力大、人际关系复杂等种种城市化问题

的不断凸显，人们对走进森林公园、体验自然的需

求越来越多。面对入园的人群数量增多，开展福州

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研究。推进森林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完善森林旅游基础设施服务。提升

行而有效的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管理。基于本文对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承载力测算及研究结论。提

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更多地区的森林公园兼顾满

足游客需求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5．1提高空间和设施的承载力

森林生态破坏是一时，但要恢复治理却是一件

漫长而且费时费力的工程。基于如此利害关系，首

先最要紧的是测算好森林公园的旅游容量，根据森

林公园内不同珍稀等级旅游资源的敏感度、旅游时

段、淡旺季等不同特点，合理控制到访人数，分配

好人均占用游道长度和人均占地游览面积。加大相

应的森林旅游开发保护经费的投入，尤其投入于森

林公园中生态环境指标较为薄弱的方面，保证森林

公园的自然生态长期不变。加大未来对森林公园投

资项目规模与强度的管理、特别是加强对各类建设

项目的过程管理，留住森林公园原有生态本底。最

后，通过重新优化游憩用地、旅游服务设施用地，

使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空间利用率得到切实有效

提高[引。充分完善森林公园内的道路、水电、休

憩设施、便利店等基础配套设施，使游憩、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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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购物等森林公园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满足游客

需求，通过空间和设施的完善，整体上有效提高旅

游承载力。

5．2完善游客流量的动态监测

景区管理部门首先要加强对森林环境状态的监

测，根据不同时期的森林状态确定这一时期森林公

园的合理游憩或承载力。在日常游憩活动过程中，

既要做到严格控制游客数量，也要通过完善旅游行

为的动态监测，及时制止旅游活动对环境和社会的

负面影响．使旅游活动在森林公园最大承载力内开

展，做到对森林资源的最佳保护，又可能的使游人

得到最大满足。旅游旺季时(如五一、国庆)必须

按预测容量提前控制客流量、车流量，在公园流量

逼近公园最大承载力时，森林公园管理部门应会同

交通等相关部门，在外部前往森林公园的提前路段

以及内部分园景点进行流量监控、分流和截流，防

止因游人过多，森林公园超负荷运行，造成对森林

景点资源的冲击和破坏[8]。另外，条件允许的话，

在森林公园景区建立智慧旅游系统，实现森林公园

景区流量监控常态化，在公园出入口、游客中心、

重要节点等显著位置设立电子显示屏；监测数据等

与公园预警系统进行数据链接，既是为游客提供参

考，选择合适的时段、景点进行游览，也是保证游

客活动在生态环境红线内得到控制。

5．3普及公众环境教育的宣传

提高旅游承载力，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公园游憩

规模和增加游憩数量来实现接纳更多的游客的目

标。然而，在面对有限的森林资源时，这种选择具

有局限性，而且无限的开发到最后不再可行。在日

常过程中，特别是对于高峰期的人园流量管理，不

是片面强调人数。单纯控制游客数量还不能解决问

题．需要合理控制人数与加强人园游客的宣教相结

合，这是最为有效长久的做法。福州国家森林公园

通过对公众的宣传教育，做好对人园人员的行为进

行规范引导。通过宣传“认识森林．亲近森林，保

护森林”与“旅游休闲”相结合的理念，提高游客

对森林旅游的认知水平，让游客认识森林，亲近森

林，获得森林良好生态补偿，逐渐产生保护生态环

境的自觉行为，使其在游憩过程中既能避免对森林

生态环境破坏，也能提升游客对森林公园的参与度

和接受度E9]。因此，要对森林公园到访游客进行

深度的分析，结合游客的人15特征、旅游行为、旅

游规律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和游

客的旅游心理承载力，真正实现旅游承载力内在的

可持续发展。

5．4建立健全公园的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公园管理者在生

态旅游管理实践过程中必须注意研究各种管理手段

(如，教育手段、法律手段、利益引导、决策参与

等)综合运用的方式、技巧及其作用效果，不断在

工作中摸索，提高管理应急水平。其次，必须建立

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电话、网络、

移动客户端等预约入园的方式，以准确预测当日游

客数量。通过公共媒体、移动客户端、社交媒体平

台等方式及时公布景区流量信息：进行严格的监测

与评价，以保证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10]。

最后，森林公园要通过培训或引进等方式，建立一

批高素质的服务队伍。并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

培训，以提高服务质量。当森林公园游客数量达到

公园最大旅游承载力的70％时．公园管理部门要与

是交通和安全部门．要提前做好预案，当游客数量

接近最大承载力的80％时．要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限

流分流，第一时间调控游客数量。当景区内游客数

量太大而仍有大队游客等待入园时，立即采取限时

停留减少公园的游客数量：对个别人流特别拥堵的

景点，要有专人引导至广场等公共开阔空间。森林

公园内游客数量接近最大旅游承载力时应当及时向

社会发布公告，并配合相关部门发布预案，向游客

公告，做好疏导解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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