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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旅游环境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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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地处宁波沿海，游客数量近年逐渐增加，环境压力随之逐

渐增大。运用环境容量相关理论方法，研究浙江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当前环境容量和规

划容量，经测算景区当前全年累计游客容量为１３万人；规划全年累计容量为６７万人。景区

当前游客容量远小于规划容量，浙江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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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浙江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是在渔山列

岛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基础上选划建立的，随着海

岛游的不断升温，渔山列岛知名度的提高，来岛

旅游人数逐年增加，渔山列岛的环境压力随之增

大。在保证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遗迹状况等良好

的前提下，如何科学地确定旅游人数，实现经济

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是目前旅游

地管理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旅游容量进行相

关研究的报道较多，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如生

态环境、经济效益、社会心理等）、不同方法（定性

分析、定量分析、多因子分析等）来分析旅游环境

容量问题［１－３］，这对管理者科学管理旅游地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广大学者对旅游业发展过程

的饱和与超载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相关的

概念已为学术界和旅游规划人员接受［４］。

旅游环境容量又名旅游环境承载能力或旅

游容量［５］，旅游环境容量是指在可以接受的环境

质量和游客体验下降的情况下，一个旅游地所能

容纳的最大旅游人数［４］，该概念也指游客在景区

游览期间，在满足心理需求的前提下，旅游地的

设施、环境质量又不致破坏，旅游地所能承载的

最大游客数量或者旅游活动量［６］。旅游生态环

境问题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而日益突出，这个问

题的产生原因较多，一部分原因是游客的不文明

行为，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旅游地接待了过多的游

客，超过了其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旅游地的环

境调节能力失衡，环境遭到破坏。因此，确定旅

游地环境容量，划定游客数量峰值，研究旅游地

发生“多大的改变才是可以接受的”［４］，以期实现

旅游地经济、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确定渔山

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环境容量，希望为该旅游地

管理者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管理旅游地提供参考。

２　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容量计算

２１　渔山列岛概述

２．１．１　地理位置

浙江渔山列岛，隶属于浙江省，与宁波市象

山县石浦镇相距４７．５ｋｍ，岸线长约２０．８４５ｋｍ，

岛礁总面积约２ｋｍ２，其中面积大于５００ｍ２ 岛屿

有２８个。渔山列岛以南、北渔山得名，东侧的伏

虎礁是我国领海基线的起点岛之一［７］。

２．１．２　自然现状

渔山列岛气候宜人、自然环境优美、周围海

域水质清澈，受人为活动干扰小，是我国东部海

域少有的集环境、资源、区位于一身的岛屿。渔

山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有奇特的海蚀地貌景观，

其保持着固有的自然地貌特征，以高、险、奇而著

称。渔山列岛是天然的海钓、避暑、野外运动的

场所，特别是海钓资源禀赋极高，已被誉为“亚洲

第一钓场”。目前每年均有一定的海钓、露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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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游客上岛游玩［８］。

２．２　海洋公园分区设置

在特别保护区生态资源的协调开发利用不

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设立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

公园，将保护区内具有观赏价值的区域进行重新

划分，形成海洋公园的功能分区。主要包括海岛

休闲度假村、滨海嬉水游乐区、亲水平台、海洋景

观体验区、废旧军事设施体验区、海洋渔业资源

休闲区、生态保护成果展示区、户外运动天地、景

观小品、海滨步道区等１０个区域。

２．３　计算方法

“旅游环境容量”是一个涉及旅游活动地的

生态环境、社会与心理、人文与经济等多种容量

组成的概念体系，环境容量的大小由这个体系中

各个分量值的大小加权处理后确定。渔山列岛

国家级海洋公园的设施容量在开发建设的过程

中不断增大，该旅游地所能容纳游客的数量不断

增强，设施容量并不会成为限制性条件。根据渔

山列岛实际情况，本次计算采取旅游资源容量、

旅游生态容量、旅游社会心理容量等相结合的方

法。采用综合计算法对该旅游地旅游环境容量

进行估算，公式［９］如下：

犆＝犡犻／犢犻·犜／狋＋∑犆犻

式中：犆为旅游地旅游环境容量；犡犻 为第犻个旅

游区的面积（ｍ２）；犢犻为每位游客平均占用的旅游

区面积（ｍ２／人）；犜 为游览区开放时长（ｈ／天）；狋

为游客在游览区平均逗留时间（ｈ）；犆犻 为游览区

第犻个游览线路的日环境容量（人）。

２４　环境容量计算

２．４．１　当前旅游环境容量

岛屿旅游受区域位置、景区面积、食宿设施、

水电储备等条件的局限。目前渔山列岛上有简

易宾馆和渔家乐两种类型的住宿设施，前者由部

队营房改造而成，后者则是居民住宅改建，设施

较为简陋。宾馆每天的最大接待人数在２８７人，

渔山现有露营地面积约１００００ｍ２（可用面积以

６０％计算），按每人空间需求２０ｍ２ 计算，则每天

可容纳人数为１００００×６０％÷２０＝３００（人）。

在夏秋季节（６－１０月），气温较高，来海岛旅

游人数多，属于旅游旺季，在此期间，室内和室外

露营地同时开放接待游客，该段时间渔山列岛日

容量为２８７＋３００＝５８７（人），这段时间按１３０日

算（扣除台风、暴雨能恶劣天气），该段时间游客

总容量为５８７×１３０＝７６３１０（人）。

在冬春季节（１１－１２月、１－４月），来岛旅游

人数减少，游客均需在室内住宿，日容量受室内

床位数限制，为２８７人，该段时间按１８０日算，游

客总容量为２８７×１８０＝５１６６０（人）。

全年累计游客容量为７６３１０＋５１６６０＝

１２７９７０（人）。

２．４．２　规划环境容量估算

就目前来看，绝大多数来岛游客在岛上游览

时间为２ｄ，周转率按０．５计；在旅游步道上，每

位游客可接受的人均占用长度按１０ｍ计；在滨

海嬉水区，每位游客可接受的使用面积按２０ｍ２

计；在亲水平台，每位游客可接受的使用面积按

４０ｍ２ 计；每位游客在海洋景观区可接受的游览

面积按６０ｍ２ 计；每位游客在废旧军事设施体验

区可接受的游览面积为３００ｍ２；每位游客在海洋

渔业资源体验区游览可接受的面积按１０００ｍ２

计；每位游客在景观小品可接受的旅游面积按

５０ｍ２计；每位游客在海洋生态保护与资源修复

成果展示区可接受的游览面积按６０ｍ２ 计；每位

游客在滨海步道区可接受的旅游面积按４０ｍ２

计；根据环境容量综合计算公式，对渔山列岛国

家级海洋公园环境容量进行计算（表２）。

表２　渔山列岛国家海洋公园旅客环境容量估算

功能区
规划面积

／ｍ２

规划旅游

线路长度／ｍ

日环境容量

／人

海岛休闲度假村 ２５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４１７

滨海嬉水区 ８０００ － ２００

亲水平台 ３０００ － ３８

海洋景观体验区 ５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８８

废旧军事设施体验区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５

海洋渔业资源休闲区 ３００００ － １５

生态保护成果展示区 ３０００ － ２５

户外运动天地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０

景观小品 ７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７０

滨海步道区 １４０００ － ２７５

合　计 ２１５３

经计算，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最大日环

境容量为２１５３人，全年按３１０日计，则年容量为

６７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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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束语

通过对当前旅游容量和规划容量的计算，可以

初步得出如下结论：渔山列岛夏秋季日环境容量为

５８７人／ｄ，冬春季为２８７人／ｄ，全年累计游客容量为

１３万人；规划日环境容量为２１５３人，全年累计容量

为６７万人。可以看出，环境容量远没有达到饱和，

旅游发展潜力较大。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

会效益的双赢，建议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３１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渔山列岛远离大陆，交通不便，陆地上各项

基础设施无法延伸到海岛，基础设施建设难度

大、成本高，现有的基础设施集中分布在北渔山

和南渔山两个较大的岛屿。长期以来，渔山列岛

作为海防前沿，建有营房和海防设施，岛上现有

道路、码头等设施均为部队建设遗留。北渔山岛

民居沿小澳山坡而建，多数利用岛上石材所造，

保留一定的渔村风貌。

３２　严格规范开发活动

探寻“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的良性发展

方式，在保护、改善海洋生态环境的同时，兼顾渔山

列岛资源的合理开发，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海洋公园内划定禁渔区、规定禁捕期，通过实行

“休渔制度”和“轮捕轮休制度”来保护渔业资源。

组织有关专家开展鱼类可捕规格和可捕量的研究，

使生物资源保证一定数量的产卵群体、有一个休养

生息的时间。海洋公园内资源的开发活动采取“发

证管理”的保护措施，控制资源采捕量。海洋公园

内的开发项目必须严格管理，项目需经海洋公园管

理局审核通过后报有关部门审批，管理局对海洋公

园内的开发活动进行监督。海洋公园内项目开发

应与特别海洋公园资源量和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相

适应，需要开发的项目必须开展对特别海洋公园的

生态影响评价，并开展后评估工作。开发活动应选

取有利于生态保护的工期、区域和方式，把开发活

动对海洋公园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使

生态系统达到良性循环。

３３　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目前渔山列岛可接待游客人数还有较大的

增长空间，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效益

的双赢，必须扩大渔山列岛的知名度。组建专业

化的宣传营销团队，精心策划，挖掘海洋公园旅

游潜力，提炼旅游主题，充分利用海洋公园区位

优势，借助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媒介质和资源

进行宣传推广。尝试与旅行社、企事业单位等进

行合作，促进跟团旅游、群体旅游的发展。灵活

运用节庆营销、创新节庆内涵，突出产业融合，让

游客在做出游选择的时候能更加客观而全面，摆

脱单一营销形式的局限。提炼主题，树立形象，

加深游客在渔山列岛旅游印象，形成口碑效应。

３４　重视管理人员的培训

管理人员的素质是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有了管理制度和先进的管理设备，提高管理人员

的素质就尤为重要。特别保护区的管理人员将依据

需要从学校和地方引进一些人才，对内部干部职工

进行各种类型的短、中、长期培训，提高业务素养，进

而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全体在职人员必须熟悉有

关特别保护区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一些技术标

准规范；执法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科研人员必须有较

高的专业水平，不仅使管理工作卓有成效，而且将推

动管理工作向高层次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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