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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游憩价值评估为景区管理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信息。本研究基于2020~2021年的调研数据，采用条件价

值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 CVM)和旅行费用区间法(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 TCIA)分别对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非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进行核算，共同确定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游憩价值，并应用

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游憩价值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非使用价值为36.5亿元

每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直接使用价值为76.4亿元每年，二者合计为113.9亿元每年；2) 影响三江源国

家公园游憩价值的因素，按照相关系数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旅游满意度、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了解程度、

游客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水平；3) 如果能改善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满意度，

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价值每年可增加约17.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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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reational value assessment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gional 
management polici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in 2020 and 2021, this research utilized the Con-
tingent Value Method (CVM) and 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 (TCIA) to calculate the non-use val-
ue and use value of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respectively to jointly determine the recrea-
tional value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Instantaneously, Logistic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ecreational valu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non-use value of San-
jiangyuan National Park is 3.65 billion yuan per year, the direct use value of Sanjiangyuan Nation-
al Park is 7.64 billion yuan per year, and the total recreation value of the Sanjiangyuan area is 
11.39 billion yuan per year; 2) Tourist’s satisfaction, knowledge of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education level and annual family income level were ranged top fou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crea-
tional value; 3) If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tourism services were improved to get a higher degree of 
satisfaction, the recreation value of the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could be increased by ap-
proximately 1.77 billion yuan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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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旅游资源的价值量化则是旅游管理和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也是旅游管理和生态经济研究的热点和难点[1] [2]。游憩价值一般是指由旅游资源环境提供的，集经济、

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一体的综合效应。价值评估就是对综合效应的货币化评价[3]。游憩价值通常包括使用

价值和非使用价值[4]，使用价值即游客通过旅游活动获得体验而支付的费用，如门票、车费等；非使用

价值是环境资源的一种内在属性，是旅游资源本身产生的效益。包括：旅游资源使用的机会、保存旅游

资源的知识或留给未来子孙而支付的货币值。旅游资源的直接使用价值，最常用的核算方法就是旅行费

用法(Travel cost method, TCM) [5]。自从上世纪 70~80 年代以来，该方法被广泛应用到游憩价值的核算与

评估中[6] [7] [8]。 
在实际研究中，区域旅行费用法(Zonal travel cost method, ZTCM) [9]和个人旅行费用法(Individual 

travel cost method, ITCM) [10]是最基础的两种方法。由于需要假设相同分区和游客费用需要具有相同的偏

好和旅行费用，限制了该方法的进一步应用。针对该方法的不足，有学者陆续创新出引力旅行费用模型

(Gravity travel cost model, GTCM)、享乐旅行费用模型(Hedonism travel cost model, HTCM)、随机效用模型

(Random utility model, RUM)、旅行费用区间分析(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 TCIA)等不同的 TCM 模型

[11] [12] [13] [14]。CVM 是评价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的重要方法。20 世界 70 年代以来，该方法被广泛应

用于休闲娱乐、狩猎和美学效益等价值评估中[15]。通过直接询问人们对资源改善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或资源质量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以计算出资源环境的非使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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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6]。在旅游资源存在价值评估中，通过询问人们对旅游资源保存、维持的支付意愿，可获得旅游资源

的非使用价值。 
将旅行费用法和条件价值法结合，评价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的研究越来越普遍[17]，研究结果也具有

很强的实用性。有学者将两种方法结合，对滨海游憩资源价值构成进行评估[18]，为景区门票定价和旅游

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布局奠定了基础。旅行费用法和条件价值法能够评估免收门票旅游资源游憩价值上，

证明游憩资源价值核算的方法在不同的旅游资源上的优势[19]；还有学者用 TCM 的改进模型旅行费用区

间分析法(TCIA)与意愿调查法(CVM)结合，核算国家森林公园的整体游憩价值，结果表明游憩价值明显

高于国家森林公园的年度收入[20]，应该对旅游资源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利用，实现旅游业地可持续发展。

也有学者将分区旅行费用法(ZTCM)和条件估值法(CVM)结合，评估青海湖景区的游憩价值，研究结果能

够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提供参考[21]。 
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价值对当地开发旅游资源、实施资源科学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TCM

已成为游憩价值评估的经典方法[22]。然而，该区域平均海拔在 4000 m 左右，游客旅游的重游率低，即

使来自同一区域的游客，在交通和食宿方面的花费差别非常大。难以满足一般旅行费用法中的基本假设。

采用旅行费用区间分析法(TCIA, 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 [22]，计算出的游客旅行费用并对游客进行分

类, 这样可以保证每个集合中的游客都具有相等或相近的旅行费用，避免以上的不足。因此，本研究以

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利用旅行费用区间分析和条件价值法，对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进

行分析和评估，期待能够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未来旅游规划和旅游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 国家 公园是 我 国设立 的第 一个国 家 公园， 位于 青藏高 原 腹地， 青海 省南部

(N89˚50'57"~99˚14'57", N32˚22'36"~36˚47'53"')，总面积 19.07 万 km2。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

素有“中华水塔”、“亚洲水塔”之称。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江源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拉开了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践探索的序幕。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

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应运而生。 
三江源国家公园具有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典型特点，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动植物区系和湿地生态系

统独特，是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和生物种质资源库，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

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其保护价值对全国乃至全球都意义重大。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域总面积 12.31
万 km2，涉及治多、曲麻莱、玛多、杂多四县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辖区域，共 12 个乡镇、53 个行政

村。区域内有著名的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等山脉，逶迤纵横，冰川耸立。这里平均海拔 4500 
m 以上，雪原广袤，河流、沼泽与湖泊众多，面积大于 1 km2 的湖泊有 167 个。由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三江源国家公园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样的自然景观和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

风情，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展生态旅游、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脱贫解困提供了可能性。 

3.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3.1. 基于 CVM 的非使用价值计算 

通过询问本地居民和游客对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资源保持和维护的支付意愿，得到人们对该产品的

平均支付意愿，非使用价值的计算结果是调查样本的平均支付意愿与相关群体总人数的乘积。计算公式

如下： 

1

k
i

i
i

nWTP AWP M
N=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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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P 为被调查地区居民和游客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游憩资源的总支付意愿，AWPi 为被调查地区居

民第 i 水平的支付意愿，ni 为样本人数中支付意愿为 AWPi 的人数，N 为被样本总数，M 为被调查地区相

应总体人群数目[23]。 

3.2. 基于 TCM 的使用价值核算 

根据调查得到的旅行费用，分成若干个费用分区 [ ] ( ) 1,   0 ~i iC C i+ = +∞ ，共 i + 1 个集合；其次，计

算每个区间游客的旅游需求。假设第 i 个集合中的每个游客都愿意在费用为 Ci 的时候进行一次旅游，对

应的旅游需求为 Ni。显然，支付费用更高的游客，也愿意在 Ci 时进行旅游，因此，在 Ci 费用时的累积旅

游游需求/总游客样本数，得到了 Ci 费用下的游客进行一次旅游的概率 Pi；最后，对 Ci 和旅游率进行回

归拟合，得到游客个人的需求意愿曲线。利用回归的需求曲线，可以消费者剩余等相关数据，最终计算

得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游憩价值。 

3.3. 问卷设计 

CVM 问卷设计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让调查对象充分理解假想市场，为消除偏差，问卷在正式调查之前，

进行了一次预先调查，对问卷逻辑性、问题合理性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修改，并初步确定支付意愿的合

理额度。正式问卷调查时，为了让居民和游客充分认识三江源国家公园，向调查对象提供了三江源国家

公园图片和简短的介绍，所有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并向调查对象承诺，保护其隐私；采用支付卡方式，

调查对象可以从问卷中给定的价格中选取一个值或根据自己的支付意愿填写支付值。TCM 问卷主要涉及

游客交通、住宿、门票等费用信息以及旅游时间等信息。综合两类数据要求，将问卷设计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第二部分，对三江源国

家公园地区的了解程度、旅游次数、旅游时间、出行方式、出行人数以及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支付意愿

和支付情况等；第三部分不愿意支付的原因以及对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的满意度、意见和建议等。 

3.4. 数据来源  

调查样本数量主要采用运用统计学 Scheaffer 抽样公式计算。为保障问卷样本数量，相关数据通过两

种方式获取，一是课题组组织调查员在西宁及周边城市，以及玉树和玛沁等居民和游客集中地开展现场

问卷调查；二是通过旅行社对游客进行有奖问卷调查。需要说明的是，统计旅游费用时，将游客分为跟

团游和自由行两类，跟团主要统计团费、旅游时间成本等，而自由行主要统计交通、住宿、门票等花费。

正式问卷时间为 2020 年和 2021 年 7 月~8 月游客集中的期间，共 26 天时间。排除无效问卷，共收集到

游客有效问卷 1123 份，共收到青海本地居民有效问卷 785 份，合格率为 93.71%。对获得数据采用克隆

巴赫 Alpha 系数进行可靠度检验，所得克隆巴赫 Alpha 数值是 0.863，达到信度系数，可以进行下一步分

析。 

4. 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4.1. 样本基本特征 

在调查样本中，男性游客略多于女性游客，占总样本量的 52.7%。女性游客占总样本量的 47.3%。其

中以 40~50 岁的游客居多占总样本量的 24.52%。将客源分为本省和外省游客，本地游客即青海省内游客，

占总样本量的 8.2%。外地游客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河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 30 个省、直辖市和

自治区。其中，浙江、北京和上海的游客较多。职业方面以企事业单位、商务人员为主，学历方面中专

以上游客占总样本量的 38.9%，个人税后收入的中位数约 7400 元/月，基本都是首次来三江源国家公园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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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在出游的方式选择中，参团旅游所占比例较高，占到了 64.52%，剩下为自由行的散客。本地游客的

交通工具主要以飞机和汽车为主，外地游客主要以高铁、飞机和大巴组合的方式出行，另外有小部分的

游客选择自驾为出行方式，约占总调查人口的 8.7%。另外，研究组还统计了游客获取旅游信息的途径、

出游原因、停留时间等信息。结果显示，电视广告、网络推介和旅行社推荐是游客获取三江源国家公园

旅游信息的主要来源，游客出游主要以风景观赏和体味民族文化为主，平均旅游时间 3~4 天为主。 

4.2. 基于 CVM 方法的非使用价值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的旅游季节性强，每年的 7、8 月是旺季，其他时间游客较少，所以支付卡的时

间以年统计。根据预调查结果，以支付卡方式设置了 50 元/年~500 元/年的支付意愿，按 50 元递增设置

投标 10 个投标金额。为了尽量减少投标数量的偏差，本研究用图片和文字说明的形式详细介绍了三江源

国家公园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及其生态重要性，让游客充分了解支付的用途。结果显示，在充分了解三

江源国家公园的相关信息后，高达 64.8%受访者选择愿意为维持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资源支付费用。根

据调查支付意愿的分布频率，采用公式(2)计算出三江源国家公园游客平均支付意愿期望值(C)： 
10

1 i iiC A P
=

= ∑                                             (2) 

式中，Ai 是投标额度，Pi 为投标额度人数的分布频率。 
投标 50 元/年~500 元/年的各投标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23.3%、16.3%、15.8%、13.6%、9.5%、8.1%、

7.7%、4.5%和 2.2%。投标比例分布总体呈现倒三角形结构，投标在 50 元/年的比例最高。根据以上调查

数据结果，计算出受访者对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非使用价值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181.7 元/年。 
2019 年青海省总人口数约 603 万人、三江源国家公园外地游客量约 114 万人，二者合计约 717 万人

次，按照 62.4%比例计算，则有 447 万受访者有支付意愿。按照人均 181.7 元/年，支付意愿的总额度可

达 36.5 亿元/年。 

4.3. 基于 TCM 的直接使用价值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共有 1123 名游客样本数据，根据旅游花费划分为 20 个组别。最低人均费用

为 1000 元以内，主要以周边游客为主，最高人均花费在 10,000 元以上，主要以外地游客为主。游客人

均支出主要集中在 4000~6000 元之间，占总游客数的 60%以上。相关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segmented results from a sample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visitors 
表 1. 三江源国家公园游客样本的分段结果 

序号  1,  i iC C +  Ni Mi Pi (%) Qi 

1 0~1000 10 1123 100.0% 1.00 

2 1000~1500 37 1086 96.7% 0.97 

3 1500~2000 50 1036 92.3% 0.92 

4 2000~2500 75 961 85.6% 0.86 

5 2500~3000 88 873 77.7% 0.78 

6 3000~3500 62 811 72.2% 0.72 

7 3500~4000 107 704 62.7% 0.63 

8 4000~4500 167 537 47.8%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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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9 4500~5000 143 394 35.1% 0.35 

10 5000~5500 96 298 26.5% 0.27 

11 5500~6000 88 210 18.7% 0.19 

12 6000~6500 57 153 13.6% 0.14 

13 6500~7000 31 122 10.9% 0.11 

14 7000~7500 47 75 6.7% 0.07 

15 7500~8000 16 59 5.3% 0.05 

16 8000~8500 24 35 3.1% 0.03 

17 8500~9000 13 22 2.0% 0.02 

18 9000~9500 5 17 1.5% 0.02 

19 9500~10,000 4 13 1.2% 0.01 

20 >10,000 3 10 0.9% 0.01 

注：Ni 为价格区间 [ ] 1,   i iC C + 内的游客样本数；Mi 为旅行费用为 Ci 时样本游客的累计旅游需求量；Pi 为旅行费用为

Ci 时游客出游的概率(%)；Qi 为旅行费用为 Ci 时单个游客的需求量。 

 
对旅行费用与旅游率进行回归，得到单个游客的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旅游需求曲线，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demand curve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visitors 
图 1. 三江源国家公园游客旅游需求曲线 

 
对曲线进行回归，得到 y = −0.012x + 113.5 (r2 = 0.92)。根据旅游需求曲线计算得到人均消费者剩余

为 0.13 万元，根据样本数计算得到总消费者剩余 167.79 万元。样本游客总的旅游花费为 585.47 万元，

因此，两项加和得到总费用为 753.26 万元。 
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价值的计算公式为：(人均花费 + 人均消费者剩余) × 旅游总人数。由于三江源

国家公园地域面积大，游客数量难以准确统计。以 2019~2021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旅游人数统计，三

江源国家公园每年游憩价值可达到 753.26 (万元) ÷ 1123 (人) × 114 万人 = 76.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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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5.1. 游客体验评价 

问卷结果显示，游客体验对支付意愿和旅游时间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分析游客体验得分，相关调查

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visitors travel experience quality evaluation form 
表 2. 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体验质量评价表 

旅游体验评价 评价因子 
评价内容 

1-安全不同意；2-部分不同意；3-同意与不同意相等； 
4-部分同意；5-完全同意 

得分 

旅游景观类体验 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景观的观赏价值强、我深刻感受到了景点的美 
及其科学考察和人文历史等意义 

4.42 

旅游服务类体验 

交通 交通便捷舒适、路况好、景区容易到达、景区内停车场设计合理、 
景区内特色交通工具可达性强 

3.05 

设施 我景区的停车场、洗手间、垃圾桶、休息亭、座椅等设施数量足够、 
位置设置合理 

3.33 

餐饮 餐饮安全、有特色、价格合理、卫生和服务状况好 3.37 

娱乐 旅游过程中娱乐方式多样，各项花费合理 3.02 

购物 旅游地的购物价格合理、选择多样、购物场所管理好、从业人员 
服务规范、旅游商品有特色 

3.44 

住宿 住宿便利、居住条件好，房价合适、住宿服务好、客房有浓郁的 
当地民居特色 

2.83 

旅游环境类体验 

人文环境 区域人文环境很好，当地人热情、友善 3.64 

自然环境 空气清新、水环境优美、有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噪声指标达标 3.55 

治安环境 旅游地社会治安好，游玩有强烈的安全感、安全设备设施完善、医疗 
和救护服务完善 

3.23 

整体评价  就整体情况而言，花费的时间、精力、金钱来此旅行是非常值得的 4.02 

 
游客总体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体验的打分在 4.02 分，基本同意“花费的时间、精力、金钱来三江源国

家公园旅行是值得的”。但是，在旅游景观、旅游服务和旅游环境三类指标中，旅游景观的平均得分最

高达到了 4.42，旅游环境类的指标仅得分为 3.35，说明游客对旅游环境的体验得分不高，旅游服务体验

平均得分为 3.47，得分略高于旅游环境类得分。总体而言，旅游服务体验得分较低，对景点服务设施、

娱乐方式等的体验得分甚至要小于平均得分，说明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还需要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建

设，同时加强对当地旅游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和服务水平提升的相关培训。 

5.2. 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有 35.2%的受访者不愿意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的非使用价值支付费用，主要理由包括“收入有限、

无力支付”(21.9%)；“旅游资源维护是政府的责任”(17.5%)；“距离三江源国家公园太远，难以享受到

生态福利”(14.7%)和“支付的费用很难真正投入到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中”(12.2%)。游客(20.2%)认为

旅游体验也会影响其支付，而游客体验主要受到旅游线路设计、旅游服务态度、基础设施、娱乐项目以

及就餐饮住宿环境等人文因素有关[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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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定量分析三江源国家公园游客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采用 Logistic 模型对游客的支付意愿的影响

因素和程度进行分析。将游客是否有支付愿意作为解释变量 Y，其中，接受则设为 1 (对应愿意支付)，不

接受则设为 0 (对应不愿意支付)，选取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旅游满意度以及对三江源国家

公园关心程度等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的 Logistic 模型如公式(3)所示。 

( ) 0 1 1 6 6ln 1p p X Xβ β β µ− = + + + +                                (3) 

P 为愿意支付游客的概率(Y = 1)，1 p− 为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概率(Y = 0)； 1 2 7·, , ··,X X X 为模型的解

释变量； 0 1 6, , ,β β β 为模型的待估参数； µ 为误差项。各解释变量的说明和赋值情况如表 3 所示，变量

赋值的结果见表 4。 
 

Table 3. The description and assignment of each explanatory variable 
表 3. 各解释变量的说明和赋值 

变量编号 解释变量 变量赋值 

X1 性别 1-男；2-女 

X2 年龄 连续变量 

X3 教育程度 0-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5-本科及以上 

X4 家庭年收入 1：<1 万，2：≥2~3 万，……以此类推 

X5 旅游满意度 0-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 

X6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了解程度 0-毫不了解，1-不太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 

 
采用 SPSS 22.0 软件分析 Logistic 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支付意愿与游客的性别、年龄没有显著

相关性，而其他因素，包括教育程度(X3)、家庭年收入(X4)、旅游满意度(X5)、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了解

程度(X6) 4 个变量与支付意愿呈现相关性(P < 0.05)。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表 4. 各解释变量与支付意愿的相关性 

变量编号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差 Wald 值 P 值 

X1 性别 0.00 0.54 0.00 0.75 

X2 年龄 −0.03 0.19 0.00 0.51 

X3 教育程度 0.21 0.47 1.20 0.04 

X4 家庭年收入 0.16 0.30 0.73 0.03 

X5 旅游满意度 1.04 0.81 2.47 0.01 

X6 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了解程度 0.41 0.41 5.28 0.04 

常数项 5.25 2.56 3.13 0.02 

 
其中，教育程度(X3)与支付意愿的回归系数为 B = 0.21 (P = 0.04 < 0.05)，说明教育程度越高的游客，

其支付意愿也越高；家庭年收入也是影响支付意愿的因素之一(B = 0.16, P = 0.03 < 0.05)，家庭年收入越

高，其支付的意愿和额度更大；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了解程度(X6)越高的游客，其支付的意愿越高(B = 
0.41, P = 0.04 < 0.05)。旅游满意度与支付意愿的相关度最高(B = 1.04, P = 0.01 < 0.05)，游客的满意度会直

接影响支付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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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游客体验对直接使用价值的影响 

当被进一步询问“如果改善相关环境提升游客体验，是否会改变旅游停留时间时”，高达 84.6%的

游客愿意多花平均 1.67 天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旅游。将 1.67 天的费用按比例纳入各层级的旅游花费中，重

新构建了旅游需求曲线，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tourist demand curve of S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after the increase 
of tourism experience 
图 2. 旅游体验增加后三江源国家公园游客旅游需求曲线 

 
对曲线进行回归，得到 y = −0.01x + 121.5 (r2 = 0.93)。根据旅游需求曲线计算得到人均消费者剩余为

0.19 万元，根据样本数和对应比列(84.6%)计算得到总消费者剩余 204.2 万元，样本游客总的旅游花费为

743.3 万元，因此，两项加和得到总费用为 947.5 万元。以 2020~2021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年平均旅游人数

统计，三江源国家公园每年旅游价值可达到 947.5 (万元) ÷ 1123 (人) × 114 万人 = 96.2 亿元。较之前的计

算结果增加了 17.7 亿元。 

6. 结论 

本研究基于旅行费用法和意愿调查法，分别核算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价值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并分析了上述两种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结果显示 2020~2021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年均游憩

价值为 113.9 亿，其中直接使用价值 76.4 亿元，间接使用价值 36.5 亿元。旅游体验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价

值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能改善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价值每

年可增加约 17.7 亿元。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拥有极具潜力的旅游资源。如何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旅游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开发是重要的前提。三江源国家公园是生态敏感区和

脆弱区，常规的旅游活动必将对当地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发展以生态旅游、生态体验为主的生态产

业，将三江源国家公园巨大潜在旅游价值，转化为真正富民的市场价值，还需要长期和系统的分析和规

划。 
由于调查样本偏差、旅游行程拆分、旅行时间统计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评价的精确度上还有待提

升，期待研究结果为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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