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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校园是知识集结、学术科研与文化传播的核心，具有极高的科研与人文价值，基于校园景观资源的

高校校园旅游开发前景广阔。本研究以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为例，从研究区区位、旅游通道、旅游资源和

旅游环境容量入手，实地调研案例地的景观资源，整理并统计研究区域旅游资源数据，对其进行分类与

评级，最终讨论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校园旅游开发的前景。研究表明：1)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共包含地文、

水域、生物等共7个旅游资源要素主类，其中有两类旅游资源获得“优良级旅游资源”评级，具备校园

旅游开发的潜质；2) 校园旅游助力高校校园景观人文价值的良性循环；3) 挖掘校园景观深层价值与内

涵是校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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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campus, with high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umanistic values, is the core of knowledge 
gather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campus 
tourism based on campus landscape resources is promising. This study takes the Chenggong Cam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d examines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tourism access,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investigates the landscape resources 
of the case study area, collates and categorises and rates the tourism resources of the study area, 
and finally considers the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tourism on the Chenggong Cam-
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1) The Chenggong cam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contains seven main categories of tourism resources, including geography, water and biology, and 
two of them have been rated as excellent tourism resources, with potential for campus tourism de-
velopment; 2) Campus tourism contributes to the virtuous cycle of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the 
university campus landscape; 3) The deep value and connotation of campus landscape is the pre-
mise and key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ampu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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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以一种高度精神文明与高度文化素养的校园旅游形式呈现给全

球，成为国际上久负盛名的旅游景点，风靡全球，中国高校也同具校园旅游的特征。我国大学城的建设

发端于 20 世纪初叶，发展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并于 20 世纪末叶隆盛，汇聚大批兼具历史底蕴、学科综

合、科技创新、文化传播价值的高等教育院校由此兴起。大学城发展模式分为“自然发展型”和“规划

建设型”两种，其内涵和外延日益繁富。其中包含多校区大学、大学科技园及以大学为核心和主体、产

学研一体化的现代大学城等多种类型[1]。21 世纪以来，中国越发重视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寻觅新兴的旅游形式以满足自我的精神文明需求已成为一种

时尚和趋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校园旅游吸引着大众的眼球。校园旅

游是校园文化与校内旅游资源有机融合的新兴文化旅游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紧密关联，现已成

为文化旅游的新亮点，开发独具特色的校园旅游符合中国教育、文化、旅游强国的战略。 
大学校园是知识集结、学术科研与文化传播的核心，常伴有浓郁的学术氛围、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独具匠

心的建筑风格，集结自然、文化景观资源以及浓厚的学术氛围于一体[2]，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也是提供师生教学、科研、社交、文娱等活动的场所，大学强调学术氛围的营造及校园文化传播，追求校内

风景、地域文化与民俗风貌相协调，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引领作用极为重要[3] [4] [5]。校园景观作为校园文化

传播与继承的载体，与人群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依托校园景观资源开发校园旅游前景广阔。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位于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研究区域环境优美，地文、水域、生物、天气与气候景

观资源丰富，教学科研设施配备齐全、建筑风格独具色彩，有极为广阔的旅游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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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背景 

2.1. 云南省旅游业蓬勃发展 

旅游业是指凭借自身优秀资源和设施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行业，经济全球化为旅游业价值的

持续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现已形成美洲、东亚、欧洲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作为世界的东方明珠，拥有

最悠久的历史和无比璀璨的文化，世界遗产数量全球领先，旅游业发展态势也稳居世界前列。云南省位于

我国西南边陲，拥有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旅游文化产业作为云南省的八大产业之一，是全省经济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云南省统计局关于云南省 2016~2021 年旅游业发展情况的数据统计，2018 年云南

省旅游收入位列全国第七，占全省 GDP 的 50.3%；仅 2019 年上半年旅游业就实现了总收入 5232.99 亿元，

经济收益同比增长 18.48%，2021 年国内旅游收入更是达到了 7474.62 亿元。受疫情影响，文旅部尚未开展

2021 年度入境游客花费调查，无法精准测算国际旅游收入，故旅游总收入不含国际旅游收入，仅含国内旅

游收入；2021 年国内旅游人数及收入为快报数，2016~2021 年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见表 1： 
 
Table 1. Tourism development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21 
表 1. 云南省 2016~2021 年旅游业发展情况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游客总人数(万人次) 43119.71 57339.81 68847.8 80716.79 52944.72 64902.59 

国内游客(万人次) 42519.33 56672.12 68141.72 79977.77 52887.07 64893.56 

旅游总收入(亿元) 4726.25 6922.23 8991.44 11035.2 6477.03 /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4536.54 6682.58 8698.97 10679.51 6449.21 7474.62 

2.2. 中国校园旅游方兴未艾 

21 世纪是世界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增强的时代，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多国把教育放在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位置，以培养更多人才建设富强繁荣的祖国。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与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

密不可分，人们的旅游观念也逐渐从传统的观光旅游向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等个性化的旅游形式过渡[6]。
校园旅游作为一种充分结合人类精神文明与文化素养的新型旅游形式，能够有效结合旅游资源与教育资

源，满足我国科教、文化强国战略，是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人们青睐。目前，有众多世界名

校开展校园旅游，如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国也有

部分高校进行校园旅游，且形式多样化、特色化(见表 2)。随着新冠疫情形势逐渐好转，各高校入校政策

也在及时调整，入校条件也逐步放宽，以校园文化和校园景观特色资源驱动的校园旅游也终将成为趋势。 
 
Table 2. Campus tourism in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表 2. 部分高校校园旅游情况 

高校名称 旅游特色 

武汉大学 以春季赏樱为主要形式，历史建筑侧面切入 

厦门大学 以芙蓉隧道为主开发对游客开放区域 

清华大学 近春园、水木清华、大礼堂、清华学堂、二校门等园林式风景 

复旦大学(邯郸校区) 以燕园、曦园等园林景观为主的参观 

湖南大学 开放式大学，可随意进出；岳麓山、岳麓书院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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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助推云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 

旅游文化产业作为云南省八大产业之一，仅文旅产业增加值就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 14.8%，是云

南省重要的经济支柱。然而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旅游业的发展必然经历着一个发生、成长、成熟、衰退、

消亡的周期[7]，为了稳固旅游业良好的发展趋势，拓展新的旅游领域从而推动云南省旅游业的转型升级

变得至关重要。在云南省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发展的背景下，加快文化产业建设，推进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校园旅游以特色的旅游形式和浓厚的文化内涵脱颖而出。校园旅游作为个性

化的文化旅游形式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旅游，通过将校园文化与校园景观结合创造出新型旅游形式，符

合大众对文化素养提升的追求，拥有丰厚的游客基础。同时高校校园拥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及得天独厚

的学术、科技资源，旅游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高端化、智慧化的文化旅游更容易建设，有效减轻了旅

游业转型升级的开发压力。在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背景下，校园旅游不仅丰富了旅游文化产业的内

容，为高校校园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还为云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方向。 

3. 案例地概况 

昆明呈贡大学城作为云南省的教育品牌，在校生规模达到 15 万人以上，占地 43.15 km2。众多交通

干线以昆明呈贡大学城为中心向四周发散，科技园区、行政区、商圈等组成集产、学、研一体的科技教

育城市功能区。云南大学作为云南省唯一的“双一流”高校，是整个呈贡大学城的璀璨明珠，其底蕴深

厚，综合实力突出，学术氛围浓厚，风景怡人，是学术、教学、科研的集聚地亦是休闲、娱乐的胜区。

其中，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校园景观种类繁多，与云大历史传承、人文积淀及云南多元文化和风土人情充

分有机融合，结合简约欧式建筑与山水环境，形成“雅致、精致、景致”的校园环境，整体营造出一种

“景观宜人、书香育人”的校园氛围。 
本研究以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为案例地，旨在以小见大，反映呈贡大学城整体高校的风采面貌，并以

此案例地为起点，探究校园景观资源与旅游开发的前景。 

3.1. 案例地背景 

1) 校园背景 
云南大学始建于 1922 年，是中国西部边疆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是教育部与云南省合建的全

国重点大学，入选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也是云南省唯一的 211 工程大学。云南

大学分为东陆、呈贡两个校区，其中呈贡校区为主要的教学科研场所，也是面积最大的校区，共 4016 亩。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环境优美，包含丰富的地文、水域、生物、天气与气候景观，全校教学科研设施配备

齐全、建筑风格独具色彩，有极为广阔的旅游开发价值。 
2) 旅游通道 
旅游通道是提供旅游者往返居住地和旅游目的地所需设施与服务的整体，根据连接区域的不同划分

为国际旅游通道和国内旅游通道，与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共同构成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

能够直接影响旅游者旅游体验的旅游通道，是评价旅游地开发可行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国际旅游通道方

面，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位于昆明东南部的呈贡新区，距“中国第四大门户枢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17 公里。昆明市呈贡区地处昆曼经济走廊、昆河经济走廊沿线，是泛亚国际大通道中线与东线交汇点，

同时也是“滇中城市群 1 小时经济圈”核心区、“亚洲 5 小时航空圈”中心地带，是入滇出境的重要通

道，有“省府东南大门”之称。国内旅游通道方面，昆明市高铁站(昆明南站)位于呈贡区，距离云南大学

呈贡校区仅 5 km，高速铁路极大地缩短了昆明市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时间距离，增进了

城市间的联系。城市交通方面，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是昆明市地铁一号线的站点之一，地铁一号线作为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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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市修建时间最早，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条路线，由南至北贯穿整个昆明市区，途径东风广场等城市核心

区，为旅游者通行带来便利。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的旅游通道同时满足国际、国内、市内的旅游者需求，能够为旅游者提供完善健

全的设施与服务，为校园旅游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布局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 4016 亩，包含草坪、绿地、山林、水体等多种形态的用地，规

划风格充分融合云南多元文化与风土人情，深入挖掘云大历史传承与人文积淀，结合简约欧式建筑与山

水环境，形成雅致、精致、景致的校园环境，整体营造出一种“景观宜人、书香育人”的校园氛围，校

区布局情况见图 1： 
 

 
Figure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enggong Cam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图 1.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基本信息示意图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的空间结构布局为“三轴、三环、三园、三区”，示意图见图 2，具体情况如

下： 
1) 三轴 
由礼仪轴、庆典轴、书香轴三条轴线构成。其中，礼仪轴线的主体建筑为明远楼(包含北门)、综合楼

以及 285 级台阶。258 级台阶是云大第一景，又称为“龙门仰止”，由三段 95 级的台阶构成，寓意为拾

级而上，登阶而立，学府巍峨，仰止肃然；庆典轴的主体建筑为学生会堂、文典广场和百家大道。建筑

风格简约，融合西方建筑典雅、庄重、朴素的特点，显示出云大人大气、包容的特质；书香轴的主体建

筑为图书馆，包括图书馆前广场，建筑风格偏现代，与优美的环境相结合，以达环境育人的目的。学校

整体规划以三轴为骨架，向外延伸，以展现云大特色、凸显云大精神。 
2) 三环 
即为外环、中环、内环。“三环”的设计以规划建设特色林荫道为主题，通过植被将整个校区划分

为不同片区，以形成园林空间点面结合的特点。整体规划以绿植为主，在围墙沿线种植雪松、中山松、

马褂木等乔木，各道路共计种植香樟、水杉、小叶冬青等行道树。 
3) 三园 
由云山片区、图书馆前山林片区、泽湖片区构成。其中，云山片区也称山林星辉园，地貌类型为喀

斯特地貌，学校利用地貌特点，因地制宜地种植耐贫瘠、耐干旱的爬藤、杜鹃等进行裸土覆盖，将此打

造为具有高原特色的自然景观，为师生游、赏、憩、读提供空间。图书馆前山林片区也称书香远思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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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目前的苗木基地打造成与图书馆相呼应的室外阅读区，包含大量阔叶大乔木，形成冬暖夏凉的小气

候，为师生休憩、学习提供优良环境。泽湖片区又称泽湖秋月园，该片区在原有地形地貌的基础上适当

梳理，形成泽湖湿地景观，该湿地利用芦苇、纸莎草水生植物对水体进行净化，节约水资源。 
4) 三区 
“三区”为教学园区、生活园区、体育园区。三个区域集教学科研、师生生活于一体，各功能区相

互融合，互不独立。整体规划遵循自然和谐的原则，为师生的学习生活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Figure 2. Spatial structure layout of the Chenggong Cam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图 2.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的空间结构布局 

4.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校园旅游开发可行性分析 

4.1. 景观资源分类汇总 

通过调研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旅游资源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国家标准，

最终得到 7 个主类、18 个亚类、47 个基本类型，见表 3： 
 
Table 3. Tourism resources on the Chenggong Cam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表 3.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校园旅游资源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资源代表 

A 地文景观 
AA 综合自然旅游地 

AAA 山丘型旅游地 广田岭半山地 

AAE 奇异自然现象 溶洞 

AC 地质地貌过程形迹 ACN 岸滩 泽湖岸滩 

B 水域风光 BB 天然湖泊与池沼 BBC 潭池 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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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C 生物景观 

CA 树木 
CAA 林地 广田岭森林公园 

CAB 丛树 遍布校园 

CB 草原与草地 
CBA 草地 遍布校园 

CBB 疏林草地 遍布校园 

CC 花卉地 
CCA 草场花卉地 玫瑰花田、薰衣草花田 

CCB 林间花卉地 遍布校园 

CD 野生动物栖息地 

CDA 水生动物栖息地 泽湖 

CDB 陆地动物栖息地 遍布校园 

CDC 鸟类栖息地 遍布校园 

CDE 蝶类栖息地 遍布校园 

D天象与气候景观 

DA 光现象 DAA 日月星辰观察地 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 

DB 天气与气候现象 

DBB 避暑气候地 春城气候 

DBC 避寒气候地 春城气候 

DBE 物候景观 冬樱花等 

F 建筑与设施 

FA 综合人文旅游地 

FAA 教学科研实验场所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FAD 园林游憩区域 晚翠园等 

FAE 文化活动场所 纪念展厅、图书馆等 

FAF 建设工程与生产地 玫瑰花田 

FAH 动物与植物展示地 玫瑰花田、薰衣草花田 

FAK 景物观赏点 泽湖、钟楼等 

FB 单体活动场馆 

FBA 聚会接待厅堂(室) 云大会堂等 

FBC 展示演示场馆 云大会堂等 

FBD 体育健身馆场 素质拓展训练场地等 

FBE 歌舞游乐场馆 云大会堂 

FC 景观建筑与 
附属型建筑 

FCB 塔形建筑物 钟楼 

FCC 楼阁 图书馆、云大会堂、知味堂等 

FCI 广场 文典广场 

FCK 建筑小品 图书馆东、西附楼 

FD 居住地与社区 

FDB 特色街巷 百家大道 

FDC 特色社区 图书馆、云大会堂 

FDD 名人故居与历史纪念建筑 艾思奇纪念展厅 

FF 交通建筑 FFB 车站 校内 bus 

FG 水工建筑 
FGA 水库观光游憩区段 泽湖 

FGF 提水设施 泽湖水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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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G 旅游商品 GA 地方旅游商品 

GAA 菜品饮食 玫瑰宴、鲜花饼、米线 

GAB 农林畜产品与制品 鲜牛乳等乳制品 

GAD 中草药材及制品 云南省特色中草药材 

GAE 传统手工产品与工艺品 云南大学特色文创产品 

GAF 日用工业品 云南大学特色文创产品 

H 人文活动 
HA 人事记录 

HAA 人物 熊庆来、华罗庚、唐继尧等 

HAB 事件 东陆讲坛等 

HB 艺术 HBB 文学艺术作品 劳伟书刘文典诗词等 

4.2. 动植物资源分类与调查 

4.2.1. 绿化资源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绿化景观设计遵循生态、造景、构图三大原则，考虑各种植物的生态习性、环境

因素以及配置效果。经调查，云南大学呈贡校区绿化资源丰富，包括乔木、灌木、藤本、地被四大类。

其中，乔木共 100 个品种，数量约为 132,443 株，以滇朴、香樟、昆明海桐为主；灌木共 58 个品种，数

量约为 42,738 株、1439 丛，以金竹、海桐为主；藤本共 5 个品种，数量约为 307,402 株、7634 m2，以常

春藤为主。地被共 52 个品种，以满天星、麦冬、金丝桃等为主。 

4.2.2. 植物、动物、昆虫资源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各类资源丰富，其中植物包含 111 个科，共 405 种，以蔷薇科(11.9%)、菊科

(5.4%)、木兰科(4.9%)及禾本科(4.6%)为主(如图 3(a))；动物包含 63 个科，共 169 种，以鹟科(12.4%)
和柳莺科(8.9%)为主(如图 3(b))；昆虫包含 46 个科，共 63 种，以天牛科(6.3%)、蚊科(6.3%)为主(如
图 3(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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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igure 3. Overview of plants, animals and insects species at the Chenggong Cam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a) Plants; (b) 
Animals; (c) Insects 
图 3.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植物、动物、昆虫种类概览。(a) 植物；(b) 动物；(c) 昆虫 

4.3. 旅游容量 

旅游容量也称旅游环境容量或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指在可持续发展前提下，旅游区在某一时段内，

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所能承受的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在规模和强度上极限值的最小值，分

为旅游的资源容量、旅游的经济发展容量、旅游的生态容量、旅游的社会地域容量和感应气氛容量。旅

游容量需要具备满足旅游活动的“快适性”和低于资源保存的“忍耐度”的条件[8]。在进行旅游开发时，

客观准确地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容量进行评估，能够有效降低和规避运营与管理过程中旅游环境承载力

“过载”的情况，降低一系列的旅游环境风险，为旅游目的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稳定、持续的保障。由

于校园旅游目的地的特殊性，本研究将从资源容量、生态容量、社会地域容量 3 个方面对云南大学呈贡

校区的旅游容量进行初步分析： 
1) 资源容量 
旅游资源容量是旅游环境容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旅游目的地所能承受的

最大限度的旅游活动量，能够综合反映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性质以及空间规模。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拥

有 4016 亩规划用地面积，公共基础设施完备齐全，有较高能力保障旅游服务的正常运转。后续开展校园

旅游时，可根据风景游览设施面积、单位规模指标、全年可游天数、平均日(年)容量等指标确定云南大学

呈贡校区的旅游资源合理容量，最大程度确保校园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为其他高校开展校园旅

游提供有科学、实践依据的参考。 
2) 生态容量 
生态容量是衡量一个旅游目的地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的旅游活

动量，旅游目的地的生态容量的上限一旦被突破就会对旅游资源所处区域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对旅游

区域的生态安全、环境保护意义重大。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位于春城昆明，全年气候温和舒适，四季如春。

作为“中国最美高校”之一的云南大学校园规划与建设独具匠心，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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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气息飘散在整个校园。科学、合理地评估高校校园这一特殊旅游场所的生态容量，能够有效避免旅

游活动对校园环境产生的危害，为校园旅游的发展保驾护航。 
3) 社会地域容量 
旅游的社会地域容量以旅游目的地居民对待旅游活动的态度为基础，旨在开展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尽

可能保持旅游地的社会形态和风俗习惯不变，不引起当地居民强烈的抵触和敌对情绪，在此基础上考虑

旅游活动的最高接待量。旅游目的地的人口构成、宗教信仰、民情风俗和社会开化程度往往是传统且复

杂的，高校因对各类意识形态的高度开放和包容，形成了多元且特色的文化、思想、行为和活动集群，

如果强行改变或打破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地域容量，即严重影响校园活动主体——师生的日常行为习惯和

生活，那么旅游活动就可能引起或加剧旅游目的地的矛盾和冲突。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校园旅游开发需要

及进一步评估师生对于校园旅游开发的接受程度，如对于旅游活动的感受、感知和认同等。 

5. 结论与讨论 

5.1.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校园旅游开发前景综合评定 

本研究依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28972-2017)》国家标准，结合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旅

游资源情况，从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及附加值三个维度对研究区域的地文、水域、生物、天象与

气候等共 7 个旅游资源要素主类进行综合因子评价并赋分值，评价结果见表 4。 
 
Table 4. 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on the Chenggong Campus of Yunnan University 
表 4.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校园旅游资源价值评价表 

主类 

资源要素价值(85 分) 资源影响力(15 分) 附加值 等级 

观赏游

憩使用 

历史文

化科学

艺术 

珍稀奇

特程度 

规模丰

富与几

率 
完整性 知名度

影响力 

适游期

或适用

范围 

环境保护与

环境安全  

地文景观 19.8 10.3 9.5 5.0 4.5 2.5 3.8 3.0 二级 

水域景观 21.0 7.8 4.0 4.4 5.0 2.4 5.0 3.0 二级 

生物景观 19.2 10.8 7.4 5.8 4.6 3.2 3.8 3.0 二级 

天象与气候

现象 18.0 16.3 10.0 7.3 4.0 3.7 3.0 3.0 三级 

建筑与设施 18.3 9.2 7.1 5.2 4.8 2.5 4.3 3.0 二级 

旅游购品 12.0 19.0 10.0 5.0 5.0 7.0 4.0 3.0 三级 

人文活动 11.1 11.0 8.3 4.3 4.9 3.2 2.5 3.0 二级 

 
按照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共分为五个等级，其中三级及以上等级的旅游资源通称为“优良级旅游资

源”，二级旅游资源通称为“普通级旅游资源”。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旅游资源拥有较高的观赏游憩使用

价值和科学艺术价值，校园风景、建筑类型珍稀奇特，校园动植物资源丰富，且校园本身具有较高的影

响力，依托于校园景观资源的旅游开发前景广阔。 

5.2. 讨论 

本研究表明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具备开发校园旅游的潜质，现针对校园旅游开发做出以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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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校园旅游助力高校校园景观人文价值良性循环 
校园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师生教学、科研、社交、文娱等活动的场所，强调学术

氛围与历史文化的营造，教育思想和校园文化的传播。校内风景同地域文化与民俗风貌相协调，对整个

社会起着极为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3] [4] [5] [9]。校园景观有丰富的文化、鉴赏、服务、生态及经济功能，

是育人环境的关键组分，也是大学精神文化传承与发扬的载体[10]，耦合了景观与文化的双重特性。校园

景观的文化承载与传播功能是区别于其他景观的重要特点，也是校园景观独特内涵的集中体现。校园作

为一个特殊的地域空间类型，具有特定的空间属性和空间气质，附着科学、文化、历史等多层次要素类

型，人文价值极高。科学合理开发校园旅游，有助于最大化传播校园景观资源的人文价值，助力高校校

园景观人文价值的良性循环。 

5.2.2. 挖掘校园景观深层价值与内涵是校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校园景观具有双重价值，第一层次是表层价值，第二层次是深层价值。表层价值即通俗的观赏游憩、

科研艺术、经济效益等，侧重校园景观的资源品质与资源丰富程度，属于常规价值；深层价值即对校园

景观的感受、感知与认同，属于衍生价值和附加价值。观赏游憩等表层价值能够影响校内师生和校园旅

游者对校园景观的丰富度感知、美景感知和环境感知；科研艺术价值塑造了旅游者对校园景观的功能感

知、文化感知与品牌感知；校园景观附属的经济效益能够帮助校园文化的构建[11]。挖掘校园景观深层价

值与内涵是校园旅游规划和建设的前提，同时也是校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61031)；云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文化旅游驱动下校园景观情感

认同价值研究”(S202110673060)；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旅游经济转型视角下地理标志产品

全生命周期创新理论的贡献初探”(2022Y015)；云南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乡村振兴背景

下昆明市呈贡大学城周边乡村生态旅游价值初探”(KC-222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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