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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陈丽军１，２， 万志芳１，∗

１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４０

２ 黄冈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黄冈　 ４３８０００

摘要：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工具，对 ＣＮＫＩ 的 １５８１ 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进行梳理和总结，对发文数量及其发

展历程，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演化，发展前沿和趋势进行研究。 研究得出，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经历了萌芽（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发展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和成熟（２００６—至今）三个阶段；研究实力较为薄弱，未形成显著的作者中心，作者合作相对较少；研究机构合作

较好，合作强度一般，不同层次、不同地域间的合作较少。 研究热点及其演变依次经历了“产业发展及其效应研究；旅游资源评

价、规划开发和保护研究；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市场营销、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研究；新业态、内涵化及高

质量发展研究”五个阶段，当前和未来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将仍然紧紧围绕旅游者、风景区和产业发展三大核心展开，重点关注

生态补偿、游客感知、环境影响、品牌塑造、高质量发展、发展创新，以及以森林公园为依托的经济、生态、文化、服务价值和内涵

的挖掘。 研究指出，“生态旅游”统领林草旅游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蕴涵着深厚的共同体价值取向，森林公园生态

旅游研究前景乐观，应进一步强化研究的合作交流、挖掘研究的理论深度、完善研究的内容体系。
关键词：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研究热点；科学知识图谱；中国

自美国学者格雷戈里正式提出“森林旅游”的概念，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采用“生态旅

游”提法统领林草旅游，与森林公园旅游相关的概念及理论研究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在应用研究中，
依托森林公园开展的旅游活动常被统称为森林旅游、生态旅游或森林生态旅游，亦有较为明确指向的称为森

林公园旅游、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还有个别学者将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作为整体概念同时表述［１］。 总之，对
森林公园旅游活动的专业学术表述百家争鸣、众说纷纭，使用“森林旅游”统称的情形最为常见。 而实际意义

上，“森林旅游”包含面甚广，远不止依托森林公园开展的旅游活动。 森林公园旅游是中国生态旅游的主要形

式，也是中国现代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带动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阻碍了新时代背景下森林公园旅游的

发展，因而，有必要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以厘清基本问题。
一直以来，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在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中受关注程度较高［２］。 然而，国内外

森林公园旅游的文献研究并不多，少数研究较早［３⁃５］，部分还将知识图谱方法引入森林旅游文献研究中［６⁃８］，
与森林公园旅游直接相关且较新的文献研究还非常少见，缺少对该领域热点和前沿的清晰认识和深入剖析。
为推进相关概念和理论向统一化发展，更好的指导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实践，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工具，对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理清和解读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演变历程，结合社

会背景和行业实际，揭示和探讨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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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Ｍａｐｐ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是以科学知识为计量研究对象，以数学模型表达科学知识单

元及其关系，以可视化方式生成二维或三维图形，以显示学科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的图形，简称知识图谱，亦
称知识可视化。 这一方法可对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体之间存在（或形成）的网络结构及其互动、交叉、衍化等诸

多复杂关系进行表达和描述［９］，是追踪科技前沿、选择研究方向、开展知识管理的重要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科

学计量、引文分析、知识创新预测等领域［１０⁃１１］。 其基本原理是分析知识单元的相似性及测度，根据需要采用

不同的标准绘制不同的图谱。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基于 Ｊａｖａ 平台及共引网络理论，适用于多元、分时、动态复杂网络

分析、支持 ＩＳＩ 格式文献数据导入的文献计量工具［１２］，该软件以可视化图形展现并识别学科前沿及其演进路

径，挖掘和分析科学知识及其相互关系［１３］，被广为接受并应用于文献研究领域，在旅游研究中也很常见［１４⁃１６］。
１．２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ＮＫＩ），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 日，
按照“森林公园”和“旅游”两个主题词，检索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所有期刊文献 ６４０８ 篇；限定核心期

刊，去除广告等无关和无效文献，导出 Ｒｅｆｏｒｋｓ 格式文件，得到有效文献共 １５８１ 篇。
根据需要，将以上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 数据转换成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数据源格式后，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设置分

析时间（Ｔｉｍｅ Ｓｌｉｃｉｎｇ）为所有文献中的第一篇到最后一篇的时间，即 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年；时间分割（Ｙｅａｒｓ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为 １ 年，设置阈值（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栏目中的 ＴＯＰ Ｎ ＝ １００，ＴＯＰ Ｎ％ ＝ １００％，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均从 １ 为起点，
其余参数默认，点击运行，进入可视化界面并根据需要进行相应操作，得到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内容数据和知

识图谱。 需要注意的是，生成图谱的左上角为模块化参数，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Ｑ（Ｑ 值）表示聚类的效果，Ｑ∈［－０．５，
１），是判断知识图谱绘制效果的标准，当 Ｑ＞０．３ 时，表示聚类结构显著。 Ｍｅａｎ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 值）为聚类平均轮

廓值，表示网络结构内部的同质性，一般认为 Ｓ＞０．５ 聚类就是合理的，Ｓ＞０．７ 聚类是令人信服的，Ｓ 越→１ 聚类

效果越好［１０］。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文献数量分布

将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核心 １５８１ 篇及总数 ６４０８ 篇文献按时间分布制作图 １，根据生长曲线描述的一般

事物由发生、发展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结合兰思仁等、赵敏燕等的研究［１，１７］，将森林公园旅游的文献发展趋势

分为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１）萌芽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９０），相关文献数量较少，十年间仅发文 ２２ 篇，其中核心 １２ 篇，研究还处于摸索

阶段。 从 １９８２ 年第一家森林公园的成立至 １９９０ 年，全国仅建成湖南张家界、安徽黄山、河南嵩山、吉林净月

潭、江苏虞山、广东梧桐山、辽宁旅顺口、浙江千岛湖 ８ 处国家森林公园，面积共 １３．１３ 万 ｈｍ２，该阶段依托大型

林场进行省部联建，旨在解决林业重视采伐忽视培育的问题，建设公园的数量少。 但由于这些公园都具备良

好的发展基础且国家建设力量集中，后期均发展为了著名的旅游景区，为此后研究的迅速开展奠定了基础。
（２）发展阶段（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发文数量增长显著，发展速度快。 １９９２ 年，原国家林业部要求“森林环境优

美的国有林场都应设立森林公园”，此后森林公园便进入建设高潮期。 与实践发展适应的是相关文献也快速

增加，２００５ 年总量达到 ２３１ 篇，其中核心 ８５ 篇。 森林公园数量和面积都呈现激增的状态，过快的发展也导致

其资源品位和建设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等问题，引起学术界重视。 特别是随着 ２００２ 年森林公园建设的重点由

经济效益向生态效益转变，因此这一期间研究的问题也较多，研究开始逐渐深入。
（３）成熟阶段（２００６—至今），持续保持较高发文数量，总体波动式平缓发展。 这一期间森林公园的规模

和数量在发展中逐渐保持平衡增长，研究也日益理性和科学。 “十七大”以后，国家强调要在森林公园等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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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良好的地方开展道德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森林公园建设内容日益多元化，发展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发

展。 至 ２０１１ 年发文总数达到顶峰，为 ３８０ 篇。 其中，核心数量在 ２００８ 年达到最大值，为 １１９ 篇。 ２０１１ 年，森
林公园建设得到国家层面的充分肯定，但是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以及管理体制机制的限制，森林公园旅游的发

展和研究热度均有所下降，研究文献减少较为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１７ 年环保督察等一系列措施对森林公

园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２０１９ 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高度重视，研究

文献又呈现增长态势。

图 １　 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发文量的时间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ｈｉｎａ

总体来看，该领域核心期刊的研究占总量比重小，研究实力较为薄弱。 ２０１１ 年开始核心期刊逐年减少，
尤其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的连续四年为 ０。 由于核心期刊数据不理想，为避免遗漏或错误，进一步通过 ＣＮＫＩ 数据

库采用“森林公园”ａｎｄ“旅游”ｏｒ“游憩”为主题，较以前扩大了范围进行搜索验证发现，文献总量有所增加，但
核心及以上期刊数量基本无变化，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仍然为 ０，故仍以原计划进行研究。
２．２　 作者、机构分析

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共现功能，生成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作者、机构共现图谱（图 ２），同时导出数据整理成

表格（表 １）。 共现图谱中的节点和连线表明词汇出现的次数与连接关系，高频词和高中心度词汇在网络中的

影响最大［１８］。 图 ２ 中，Ｑ＝ ０．９７２６，Ｓ＝ ０．９２３３，说明该图谱聚类结构显著、生成的网络同质性高。 Ｎ ＝ ２５１４，Ｅ ＝
５１６２，ｄ＝ ０．００１９，说明共有 ２５１４ 个节点，５１６２ 个连接，网络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为 ０．００１９。

综合表 １ 和图 ２ 可知，国内“森林公园旅游”研究高频发文作者有孙根年、吴章文、吴楚材、但新球、钟林

生、张杰、陈秋华、李江风、石强、兰思仁、钟永德等，频次均在 ８ 次以上，说明这些作者对该研究领域贡献最大。
其中，前 ５０ 位高频发文作者中，原中南林学院（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邓金阳研究最早，起始于 １９９２ 年；吴
章文、吴楚材、兰思仁、何平、陈贵松的半衰期最长，均在 １０ａ 以上，说明这些作者的影响力最大。 吴楚材、石强

等，钟永德、罗芬等是两个最大的研究成员网络，发文数量多且网络成员合作比较紧密，两大网络既独立又相

互关联；兰思仁、陈珂、韦玉春等团队的研究合作比较紧密且发文数量较多；还存在许多较小研究团队以及大

量的独立研究者，作者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研究机构渗透到各个领域，有高等院校，职业类院校，
科研院所，行政管理机构和规划设计机构等。 东北林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林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是绝对高

５４５９　 ２３ 期 　 　 　 陈丽军　 等：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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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作者、机构共现知识图谱（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Ｆｉｇ．２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表 １　 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高频发文作者、高频发文机构（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高频发文作者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ｕｔｈｏｒ（ｔｏｐ５０） 高频发文机构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ｔｏｐ２５）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起始年
Ｓｔａｒｔ ｙｅａｒ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起始年
Ｓｔａｒｔ ｙｅａｒ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起始年
Ｓｔａｒｔ ｙｅａｒ

１２ 孙根年 ２００４ ６ 张昌贵 ２０１２ ２６ 东北林业大学 １９８８

１１ 吴章文 １９９３ ６ 谭周进 ２００５ ２６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 １９９７

１０ 吴楚材 １９９４ ５ 谭益民 ２００９ ２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 ２００２

１０ 但新球 １９９３ ５ 邓金阳 １９９２ １７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２００６

１０ 钟林生 １９９８ ５ 郭剑英 ２００９ １６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２

１０ 张杰　 １９９８ ５ 陈贵松 ２００２ １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２００２

９ 陈秋华 ２００２ ５ 谭振军 １９９９ １４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 ２００６

９ 李江风 １９９９ ５ 肖启明 ２００５ １４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２００３

９ 石强　 ２００２ ５ 秦安臣 ２００５ １３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１９９８

９ 兰思仁 ２０００ ５ 罗芬　 ２０１０ １１ 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２００５

８ 钟永德 ２００５ ５ 刘伟平 ２００１ １１ 江西省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 ２００４

７ 余本锋 ２００５ ５ 李世东 １９９３ １０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 ２００６

７ 黄秀娟 ２００２ ５ 张景群 ２００２ １０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１９９８

７ 杨财根 ２００９ ４ 王兴国 １９９６ ９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 ２０００

６ 俞晖　 １９９６ ４ 肖笃宁 １９９８ ９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２００４

６ 那守海 ２００２ ４ 杨海君 ２００５ ９ 林业部中南院 １９９３

６ 陈珂　 ２００７ ４ 汪朝辉 ２００８ ８ 中南林学院森林旅游研究中心 １９９４

６ 方大凤 ２０１２ ４ 司瑞雪 １９９７ ８ 四川农业大学林学园艺学院 １９９６

６ 何平　 １９９４ ４ 吴志文 １９９８ ８ 福建农林大学旅游学院 ２００１

频发文的研究机构。 节点较聚集的有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表明这些机构合作交流最为广泛；“陕西师

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中心性最强，形成了我国两个最大的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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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网络。 其中，前者主要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合作；后者主要

与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合作。 还存在一些较

小的合作网络，如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与北京林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

设计院、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合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与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人文学院及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机构之间合作较多。 东北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等资深农林大学和学院尽管发文数量多，对该领域研究贡献大，但合作交流不足、研究的中

心性未形成。 总体来说，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关系较好，但合作的强度一般，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域之间的合作还

比较少。
２．３　 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演化

研究热点是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逻辑联系且数量较为集中的期刊文献所共同研究的某一科学问题或

主题［１９］，关键词是文献核心内容和主旨的浓缩与提炼，高频出现的关键词能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１４］，分析

关键词频次、聚类和演进对把握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前沿有重要指导作用。 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关键词”共现功能，
相关参数同上，在共现结果中选取高频关键词的前 ５０ 位，详见表 ２。

表 ２　 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高频关键词（１９８３—２０２０）（ｔｏｐ５０）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５０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起始年
Ｓｔａｒｔ
ｙｅａｒ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起始年
Ｓｔａｒｔ
ｙｅａｒ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起始年
Ｓｔａｒｔ
ｙｅａｒ

４６９ 森林公园 １９８３ ２８ 现状 １９９４ １４ 风景名胜区 １９９５
２３６ 森林旅游 １９８７ ２４ 问题 １９９８ １４ 景观资源 １９９３
１８３ 生态旅游 １９９４ ２３ 自然保护区 １９９５ １３ 旅游者 １９８３
１１３ 旅游资源 １９８６ ２２ ｓｗｏｔ 分析 ２００５ １３ 森林游憩 １９９２
９８ 国家森林公园 １９８５ ２１ 张家界 １９９３ １３ 资源评价 １９９９
６８ 对策 １９９７ ２１ 旅游活动 １９９４ １３ 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 ２０００
５８ 森林旅游业 １９８５ ２１ 生态旅游资源 １９９７ １３ 国有林场 １９９４
５２ 旅游 １９９３ ２０ 开发利用 １９８３ １３ 环境容量 １９９４
５２ 旅游业 １９８６ ２０ 旅游产品 １９９７ １２ 森林风景资源 １９９４
５２ 森林生态旅游 １９９５ １８ 省级森林公园 １９９４ １２ 策略 １９９６
４７ 可持续发展 １９９８ １８ 发展 １９９７ １２ 风景区 １９８６
４３ 评价 １９９２ １６ 旅游区 １９８５ １２ 森林景观 １９９３
４２ 旅游开发 １９９３ １５ 规划 １９９６ １２ 生态环境 １９９９
３８ 开发 ２０００ １５ 综合评价 ２００２ １２ 层次分析法 １９９６
３３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１９８６ １５ 资源 ２００１ １２ 客源市场 ２００３
３３ 森林旅游资源 １９９３ １５ 森林 １９９６ １２ 建设 ２００１
２９ 风景资源 １９８３ １５ 保护 １９９８ — — —

由表 ２ 可知，森林公园、森林旅游、生态旅游、旅游资源、国家森林公园、对策、森林旅游业、森林生态旅游

是绝对高频关键词，即是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热点。 进行可视化处理后，进一步选择“关键词”聚类，得到 ８３
个聚类单元，主要聚类单元用年轮表示，详见图 ３。 该页面视图显示，Ｑ ＝ ０．６２１４，Ｓ ＝ ０．８５５８，说明聚类结果理

想。 Ｎ＝ ２７５６，即截取到 ２７５６ 个关键词，连接个数 Ｅ＝ ９１３６，生成网络的密度 ｄ＝ ０．００２４。 图 ３ 中年轮大小显示

的是聚类规模的大小，由此可知，国内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热点可聚类为森林公园、森林旅游、生态旅游、旅游资

源、国家森林公园等主要研究类别。 参考聚类结果，结合文献阅读和课题讨论，“森林公园旅游”的主要研究

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１）产业发展及其效应研究。 森林旅游产业发展是一个常新课题，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至今，众多学

者都进行了相关探讨，孙筱祥、姜德斌、张杰等论证研究了积极发展森林旅游业的重要作用和发展思路［２０⁃２２］，
孙开铭等对相关地区森林旅游业发展提出相应对策［２３］，柯水发等分析了森林公园旅游业发展的就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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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３　 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关键词”聚类视图（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Ｆｉｇ．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应［２４］，史俊刚等研究了森林旅游业对林区居民经济的影响［２５］。 （２）旅游资源评价、规划开发和保护研究。 森

林旅游资源是森林公园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朱好生发表了国内第一篇该领域的核心文献，论述了森林

风景资源的开发价值以及美国发展经验［２６］，陈放鸣分析了美国国家公园模式并为安徽旅游资源开发提出对

策［２７］。 部分学者对森林公园旅游资源进行了调查与评价，钟林生等对森林公园的生态旅游适宜度进行评

价［２８］，马剑英等以构建森林旅游资源质量评价体系［２９］，张扬等对森林公园旅游资源质量进行模糊综合评

价［３０］。 规划是开发的前提条件，但新球、杨财根等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森林公园旅游规划进行了研

究［３１⁃３２］。 此外，相关学者还对森林公园旅游资源开发期望、深度整合开发、资源保护、森林旅游开发与森林资

源保护的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策略等方面进行研究［３３⁃３７］。 （３）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究。 森林公园

是生态旅游的主要载体，学者们主要研究了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必要性、指导原则、开发构想和发展对策等内

容［３８⁃４１］。 随着森林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森林公园旅游景区的环境承载力、游憩行为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

学者们的高度关注［４２⁃４５］。 （４）市场营销、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研究。 营销是森林公园旅游管理的重要内容，
森林公园的旅游市场营销研究主要有旅游市场定位、品牌形象、营销策略与旅游解说等内容［４６⁃４９］。 体制是制

约中国森林公园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学者们主要探讨体制造成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管理体制改革等［５０⁃５１］。
杨晓华等研究了森林公园经营开发模式的不同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从法律法规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给出对策和

建议［５２］。 （５）新业态、内涵化及高质量发展研究，主要涉及与森林公园相关的体育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业

态［５３⁃５４］，森林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内涵挖掘［５５⁃５６］，以及旅游效率、旅游发展水平、产业空间结构和影响因

素、顾客感知和满意度、亲环境行为和地方依恋等高质量发展的内容［５７⁃６１］。
在关键词共现页面视图上，选择“时区视图”功能，生成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图 ４），能较为直观反映该

研究领域的热点及其时间演变。 结合图 ４，以及基础文献的分析可知，国内森林公园旅游研究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起步至今，根据内容演变可分为和上述五方面一致的五个研究阶段，初期森林公园旅游作为新生事物，
研究主要探讨产业如何发展及发展的效应；随着森林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国家政策支持引导，开始围绕

“森林旅游资源”做文章，主要研究对森林公园的旅游资源评价、规划开发、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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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关键词”时区视图（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展和无序开发导致问题的显现，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研究的焦点，塞罕坝、太白山及

张家界等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典型对象的研究较多；同质化发展等问题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为扩大影响和提

高管理水平，开始重视对旅游营销、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的研究；近年来，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新业态、
内涵化及高质量发展成研究发展的趋势。
２．４　 研究前沿分析

研究前沿可通过关键词突现来反映，突现是指在相应时间区间格外受到关注，被认为是相应时间前沿的

足迹［１０］。 在以上视图页面，进一步选择“突现”功能，设置突现年份间隔为 ５，探测到 ３０ 个关键词，展示其中

突现强度最大的 ２５ 个，详见表 ３。
由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连续四年核心期刊数量连续为 ０，故对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两年共 ３７ 篇文献继续研究。 相关参

数设置同上，得到 ２２ 个聚类单元，Ｎ＝ １４９，Ｅ＝ ３２６，Ｑ＝ ０．８７１９，Ｓ＝ ０．９９８５，适宜于知识图谱分析。 由图 ５ 可知，
近两年该领域的研究较为活跃，研究对象有森林公园、自然公园、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旅游地、风景

名胜区等，主要为自然保护地和旅游目的地两个角度。 研究方法多样化，有遥感生态指数、干扰指数、结构方

程、生态足迹成分法等量化或计量方法。 研究尺度有中国省域、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城市群、环洞庭湖城市等

区域性大尺度，也有贵州、北京、西安等省市的中尺度，以及长城国家公园，贵州玉舍、北京奥林匹克、八达岭等

具体森林公园的小尺度。 研究方向亦较为广泛，有生态补偿、碳补偿、生态环境服务；游憩价值、游客感知、感
知价值、忠诚度、满意度、地方依恋；环境责任行为、环境承载力、环境敏感度、亲环境行为；干扰行为、预警机

制；旅游活动、休闲度假、时空分异；旅游品牌、旅游形象、竞合策略；旅游效率、竞争力及旅游发展水平等方面。
同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也出现了全域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农民生计、新业态等热门词汇。
综之，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两年该领域主要把森林公园定性为自然保护地和旅游目的地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多样

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计量方法普遍使用；研究尺度广，研究角度多；重点关注森林公园旅游的生态补偿、游
客感知、环境影响、品牌塑造、高质量发展、发展创新，及以森林公园为依托的经济、生态、文化及服务价值和内

涵的挖掘，这也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前沿和趋势。

９４５９　 ２３ 期 　 　 　 陈丽军　 等：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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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关键词突现结果（１９８３—２０２０）（ｔｏｐ２５）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ｐ２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ｓ （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序号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爆发强度
Ｂｕｒｓ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开始
Ｓｔａｒｔ

结束
Ｅｎｄ １９８３—２０２０

１ 旅游者 ５．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８ ▃▃▃▃▃▃▂▂▂▂▂▂▂▂▂▂▂▂▂▂▂▂▂▂▂▂▂▂▂▂▂▂▂▂▂▂▂▂

２ 风景区 ５．７０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３ ▂▂▂▃▃▃▃▃▃▃▃▂▂▂▂▂▂▂▂▂▂▂▂▂▂▂▂▂▂▂▂▂▂▂▂▂▂▂

３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１２．３２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２ ▂▂▂▃▃▃▃▃▃▃▂▂▂▂▂▂▂▂▂▂▂▂▂▂▂▂▂▂▂▂▂▂▂▂▂▂▂▂

４ 旅游业 ７．８６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３ ▂▂▂▃▃▃▃▃▃▃▃▂▂▂▂▂▂▂▂▂▂▂▂▂▂▂▂▂▂▂▂▂▂▂▂▂▂▂

５ 千岛湖 ２．８２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５ ▂▂▂▂▂▂▃▃▃▃▃▃▃▂▂▂▂▂▂▂▂▂▂▂▂▂▂▂▂▂▂▂▂▂▂▂▂▂

６ 资源开发 ２．６１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

７ 美国国家公园 ２．５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 ▂▂▂▂▂▂▂▂▂▂▂▃▃▃▃▃▃▂▂▂▂▂▂▂▂▂▂▂▂▂▂▂▂▂▂▂▂▂

８ 安徽 ２．５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 ▂▂▂▂▂▂▂▂▂▂▂▃▃▃▃▃▃▂▂▂▂▂▂▂▂▂▂▂▂▂▂▂▂▂▂▂▂▂

９ 常绿阔叶林 ２．６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

１０ 云和县 ２．６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

１１ 生态旅游资源 ２．１８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

１２ 森林保护 ２．５４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

１３ 雾灵山 ２．７６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

１４ 开发对策 ４．０４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

１５ 旅游产品 ２．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

１６ 客源市场 ３．２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

１７ 设计 ０．７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

１８ 空间结构 ２．０５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

１９ 景区 １．９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 ▂▂▂▂▂▂▂▂▂▂▂▂▂▂▂▂▂▂▂▂▂▂▂▂▂▂▂▂▂▃▃▃▃▃▃▃▃▃

２０ 休闲度假 １．５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

２１ 生态补偿 ２．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

２２ 空间分布 １．２７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

２３ 功能分区 ３．０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

２４ 感知价值 ５．２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

２５ 游憩 ２．５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工具，对 ＣＮＫＩ 的 １５８１ 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进行梳理和总结，对
发文数量及其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演化，发展前沿和趋势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森林公园旅游研

究经历了萌芽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发展阶段（１９９１—２００５）、成熟阶段（２００６—至今）三个阶段。 核心期刊文献

数量占比重小，研究实力仍较为薄弱。 未形成显著的作者中心，作者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少，存在许多较小研究

团队以及大量的独立研究者。 形成了以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

核心的两个最大机构网络；东北林业大学等资深机构发文总数多对该领域研究贡献大，交流合作少，未形成研

究中心点；总体上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好，但合作强度一般，不同单位和不同地域之间的合作少。 研究热点及

其演变依次经历了“产业发展及其效应研究；旅游资源评价、规划开发和保护研究；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市场营销、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研究；新业态、内涵化及高质量发展研究”五个阶段。 当前

和未来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将仍然围绕旅游者、风景区和产业发展三大核心展开，重点关注生态补偿、游客感

知、环境影响、品牌塑造、高质量发展、发展创新，及以森林公园为依托的经济、生态、文化及服务价值和内涵的

挖掘。

０５５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５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关键词聚类视图

Ｆｉｇ．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ａｒｋ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９ ｔｏ ２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

３．２　 讨论

首先，“生态旅游”统领林草旅游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选择，蕴涵着深厚的共同体价值取向。 引言部分

提到的相关概念，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是森林旅游、森林游憩、生态旅游、森林生态旅游，详见表 ２。 戴俊

强提出“森林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并介绍了森林旅游效益的计量与评价［６２］；邓金阳等介绍了“森林游

憩”功能的价值评价方法［６３］，论述了“森林生态旅游”开发的内容，强调必须坚持生态经济的原则，把保护放

在首要地位［６４］；徐德成指出“生态旅游”是中国森林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途径［６５］。 鉴于彼时相关研究对概念界

定的模糊，在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快速发展的关键节点，陈鑫峰等对森林旅游、森林游憩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区

分，强调概念之间存在不同含义［６６］，又明确概括了生态旅游的本质含义，即“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系统；旅游

对象必须受到全面保护，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强调生态教育功能；强调有利于当地社区的长期发展”，
并提出森林公园中开展生态旅游实践的具体做法［６７］。 由此可知，森林公园旅游的几个关键概念是从效益和

功能逐步走向生态保护和应用实践的。 尽管如此，在经济效益驱使下，森林公园旅游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发展粗放，对“可持续性”的本质控制不严，多数还是停留在自然旅游范畴。 由表 ３ 可知，２０１３ 年“生态补偿”
关键词突现并发挥持续影响，李荣贵论述了森林公园旅游生态补偿的必要性［６８］，石玲等调查指出游客有较强

的环境保护意识，其中 ５７．３％愿意为环境进行补偿性的支付［６９］，同时，王立国等研究发现旅游经营者在自愿

机制下比强制机制下有更高的碳补偿意愿［７０］，此外，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各地在森林公园旅游实践中也

采取了一系列对居民和相关利益者的补偿政策措施。 生态补偿可以有效缓和森林公园旅游发展利益主体之

间的矛盾［７１］，推进实现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本质回归。 在此背景下，可以说，“生态旅游”统领林草旅游的提

法是政界、学术界以及全社会的共识，是走向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未来对于森林公园旅游的

１５５９　 ２３ 期 　 　 　 陈丽军　 等：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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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会重点围绕“生态旅游”多角度、多层次、多种方法的全面展开，研究势头良好。
其次，本文研究指出“旅游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一直是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的中心和前沿”，这与杨财根［５］

研究指出“我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立足供给方面的较多，而需求角度的研究较少”的结论不一致，可能是由于

历经十多年的发展，需求方面的研究得到补充，同时，研究方法的不同可能也有所影响。 再次，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由于版本不同、设置参数的不同或相同参数下，出现数据或图谱不一致的情形是确实存在的，经过反复试验证

实，数据及图谱所呈现的相对关系是不变的，即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最后，基于以上结论和讨论，未来应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不断深化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的相关研究。 （１）

强化研究的合作交流。 学者应深化自身的研究内容，强化研究方向的专业性，为合作交流打牢基础。 加强跨

地域、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合作研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高研究的深度和成果的质量。 （２）挖掘研究的

理论深度。 森林公园旅游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领域，涉及到生态学、旅游学、林学、园林学等学科

理论知识，而当前研究质量还有待提高，理论深度有待加强，应结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针对森林公园旅游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难点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理论指导实践，推动森林公园旅游的健康和高效发展。 （３）
完善研究的内容体系。 前期研究主要针对森林公园旅游的宏观问题展开，同时，对不断涌现的康养旅游、森林

研学、科普教育等新业态以及产生新问题研究较为少见，因此，要拓展研究的广度，加强社区参与、产业融合、
经营方式、金融来源等微观方面的理论研究，而且也要强化森林公园旅游的游憩功能、教育功能、信息化管理

等具有时代化课题的研究，有效推动森林公园旅游的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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