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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露营旅游作为深受国民欢迎的休闲度假方式，已成为培育文旅消费的新动能、激发旅游消费的强引擎。

本文基于2004~2022年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中有关露营旅游的600篇国内外相关文献，借

助CiteSpace工具，从发文数量、作者与合作机构、关键词等方面进行了数据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1) 
在发文数量方面，国外露营旅游研究发文量平稳增长，国内发文在2011年与2016年出现两个高峰点，

2019年后发文逐渐减少；2) 在作者和合作机构方面，与国内合作相比，国外合作表现出更高的凝聚力，

研究机构都以高校为主；3) 关键词分析表明，国外研究趋势侧重露营功能性研究，涉及多学科领域的研

究，国内研究处于露营地建设、服务规划等阶段。结合国内露营发展现状，借助国外露营旅游发展经验，

对高水平规划、建设我国露营地，培育壮大国内露营旅游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露营旅游，聚类分析，知识图谱，CiteSpace 

 
 

Research Progress in Camping Tourism 
Based on CiteSpace 

Jianbo Yao, Licai He, Peng Lu, Haifang Yao* 
School of Home Economic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Received: Jan. 29th, 2024; accepted: Feb. 15th, 2024; published: Mar. 21st, 2024 

 
 

 
Abstract 
Camping tourism, as a highly popular recreational vacation method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fostering cultural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a strong cata-
lyst for stimulating tourism expenditur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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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articles on camping tourism from the WOS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and the CNKI database spanning the years 2004 to 2022. Utilizing the CiteSpace tool, the 
study employs data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to analyze publication quantity, authors and affilia-
tions, as well as keyword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In terms of publication quantity, 
foreign camping tourism research has exhibited steady growth, while domestic research expe-
rienced two peaks in 2011 and 2016, followed by a gradual decline after 2019. 2) Regarding au-
thors and affiliation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demonstrate a higher level of cohesion com-
pared to domestic collaborations, with universities being the primary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Keyword analysis reveals that foreign research trends 
predominantly focus on the functional aspects of camping, encompassing multidisciplinary stu-
dies. On the other hand, domestic research primarily concentrates on camping site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planning.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camping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help of foreign camping tourism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lan and build our country’s campsites at a high level and cultivate and expand the domestic 
camping tourism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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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高质量的生态旅游，露营作为生态旅游的主要形式[1]，凭

借亲近自然、放松娱乐的特点成为旅行圈的“新宠”。露营旅游产业涉及众多行业，包括旅游服务业、

地产行业、户外装备制造业、培训教育、房车工业等，涵盖购、行、游、食、住、娱六大要素为主的各

行服务业，各环节紧密关联，催生“露营经济”的发展。“露营热”折射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广阔的产

业发展空间，但当前国内露营旅游处于从众心理驱动下的浅层露营，没有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

这和国内露营发展理念、法规、露营地的规划建设和功能等息息相关。作为旅游业投资消费的关键渠道、

挖掘城乡休闲空间的重要形式，露营旅游是承载居民休闲健康的重要载体，推动露营旅游具有重要的社

会、经济和生态文明价值。 
通过国家政策、实践发展等多视角引入露营旅游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基于此，本文借助可视化分

析软件 CiteSpace，对国内外 2004~2022 年所收录的有关露营旅游的文献进行分析，通过图谱分别揭示国

内外研究主题的演变过程，为国内露营领域的建设规划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2. 国内外露营旅游研究现状 

19 世纪，露营是为满足拓荒者野外求生[2]而出现，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喜欢零接触自然的生活方式

而加入露营[3]。随着欧美各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自驾露营凭借价格低廉、体验感好，成为休闲度假的绝

佳方式[4]，当然，国家高速系统在露营发展中也起到重要作用[5]。虽然欧美露营旅游有百年发展史，但

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6]，国外学者研究露营旅游在露营地可持续发展、营地选择决策和体验驱动因素和

露营功能、意义、生态保护、医疗等不断深入。例如：Rice 等提出了与露营相关的可持续性发展策略，

以保护生态环境、提高露营者的娱乐体验[7]；营地决策方面，Josip 等通过案例研究了游客露营地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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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属性，用以为从业者在露营建设类型上提出宝贵意见[8]；露营功能方面，Briery 等认为露营可以

促进和谐的家庭关系[9]；露营旅游意义方面，Garst 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总结露营体验的关键要素包括

自然、社交和舒适，总结出露营的体验意义的演变特征[10]；生态保护方面，Robin 等分析新西兰沿海地

区露营动机，发现生态环境和游客人数正相关[11]，Gemma 等证实露营在儿童慢性病治疗过程中产生良

好作用[12]。由此可见，国外露营旅游研究成熟、深入，在欧美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比如像“CHUMS”、
“The North Face”等依托露营完善发展体系建立的品牌已经实现全球化发展，露营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也

不可估量。 
2004 年，丝绸之路国际汽车露营活动在京举办，标志着我国露营正式进入国民视野[13]。国家文旅

部吴文学指出：露营旅游是一种不依赖固定房屋等人工设施，以自带设备在野外生活等为目的自由活动

方式，它集观光、健身、休闲、娱乐、体育竞技于一体，目前已成为社会大众积极投入参与的时尚旅游

休闲消费行为[14]。截止目前，我国学者主要在房车汽车露营[15] [16] [17]、森林露营[18] [19] [20] [21]、
露营地的建设发展[22]等领域进行研究，例如：营地建设方面，朱荣等分析国内露营地的建设中出现的问

题，比如缺乏整合、没有特点、不规范、不标准，提出打造一体化设计，避免“二次建设”[23]；在露营

发展方面，高林安指出中国露营旅游应结合当地经济把握市场，引进专业人才，进行开发建设[24]；露营

旅游意义方面，文彤等提出露营可以逃离城市的嘈杂，打造一个移动的“家”[25]；生态保护方面，2022
年 12 月，文化旅游部在《关于推动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26]已经提出发展“无痕露

营”。随着国内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进，露营模式应多样化发展，结合我国旅游业当前现状，推广“+露营”，

促进国内露营旅游良性发展，让露营经济成为国内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学者和旅游管理者等关注的

话题。 

3.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中文期刊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露营旅游”、“露营”、“露营地”为主题词进

行检索，时间范围为 2004~2022 年，人工剔除不相关的文献，例如访谈、报纸、会议，最终得到与露营

旅游研究相关的论文 356 篇。在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文献语言设置为英文，类别设置

为论文，时间范围为 2004~2022 年，TS = “camping tourism” OR “camping” OR “campsite”进行高级检索，

逐一筛选相关研究文献，获得有效文献 244 篇。文献检索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8 日。 

3.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美籍华人陈超美教授开发，对大量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的软件[27]。软件的主要功能是

对研究领域文献实现作者及合作机构、关键词聚类及突现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直观地呈现研究领域

的知识关联、热点，分析领域的研究前沿。图谱中网络的节点(N)和连线(E)表征合作关系状况，节点的大

小(Nodesize)表示网络结构中的重要程度，网络密度(Density)描述作者及机构合作的紧密程度[28]。 
运用 CiteSpace6.2.R2 版本，分别对与国内和国外露营旅游相关的 600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呈现。文献

数量、作者及机构合作知识图谱用来说明露营旅游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时间线

图及突现图主要探析露营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发展趋势[29]。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发文量分析 

通过整理 2004~2022 年有关露营旅游领域的发文量及变化，绘制出相关的趋势(图 1)。从文献数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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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国外发文量总体呈缓慢且平稳的增长趋势，说明国外对露营旅游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研究热度。国内

的发文量呈现双峰结构，在 2011 年达到第一个小高峰，2016 年达到顶峰，这主要是因为 2016 年出台实

施《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国家标准，以满足露营者消费需求提供技术支持，引导我国露营地与

国际接轨。2017~2022 年的发文量仍然呈现递减趋势，这与国内疫情期的政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密切

相关。 
 

 
Figure 1. Statistical of the annual volum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ocuments published in camping research 
图 1. 露营旅游研究国内外论文文献发文量统计 

4.2. 核心作者及机构分析 
 

 
Figure 2. Country distribution mapping of foreign 
图 2. 国外文献的国家分布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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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运行 CiteSpace 软件，以国家为网络节点，对国外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露营旅游研究的主要国

家分布及合作情况(图 2)。其中欧美发达国家是露营旅游研究的集中地域，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国家级自

然景观，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根据文献统计信息可知，美国(80 篇、32.7%)、澳大利亚(28 篇、11.4%)、
加拿大(20 篇、8.2%)、土耳其(16 篇、6.6%)、英格兰(12 篇、4.9%)是排名前 5 的国家。图谱中节点的大

小与发文量成正比，其中美国的节点最大，说明美国在露营旅游领域发文量最多，科研水平较高。 
 

 
Figure 3. Collaborative map of the foreign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图 3. 国外文献作者及机构合作图谱 

 

 
Figure 4. Collaborative map of the domestic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图 4. 国内文献作者及机构合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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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者和机构为网络节点，对文献作者及机构进行合作图谱分析(图 3)。图中节点连线表示作者合作

情况，线段粗细与合作紧密呈正相关，节点连线越多、线段越粗说明作者间合作紧密[30]。由图可见，美

国的作者和机构合作紧密，研究露营旅游的机构以高校为主。文献中发文量靠前的机构是：美国内政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DOI) (8 篇)，美国农业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6 篇)，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UA) (6 篇)；发文量靠前的个人是：Craig, Christopher 
A (4 篇)，Kearns, Robin (3 篇)，Collins, Damian (3 篇)。 

对国内文献作者及机构合作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图 4)。国内露营旅游的作者及机构合作程度比较分

散，文献作者少。其中，西南林业大学王四海、安徽师范大学张美菊、台州学院姜琴君等都是孤立节点

存在的独立研究者，东北林业大学张杰、东北农业大学袁维等则是有三个以上节点连线的研究者，表示

形成三人以上的研究团队，目前暂未有以某位研究者为中心的团队出现。 

5. 研究热点分析 

5.1. 关键词词频分析 

对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图 5)，高频关键词有：management (经营)、conservation 
(保护)、behavior (行为)、vegetation (植被)、recreation (娱乐)、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等，说明国外研

究热点在露营地经营管理、露营者行为、生态植被等方面；对 CNKI 数据库相关露营旅游主题的文献进

行共现分析(图 6)，高频关键词有：露营地、露营旅游、汽车营地、房车旅游、汽车露营、房车营地、乡

村振兴，可以看出国内以露营地和房车露营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Figure 5.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related papers on foreign camping 
图 5. 国外露营旅游相关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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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Co-occurrence of keyword-related papers on Chinese camping 
图 6. 国内露营旅游相关论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5.2.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分析 

关键词聚类是将所选的关键词进行归类统一，分成几个相关主题。CiteSpace 根据关键词出现的频率

和中心性，使用 LLR 作为相似度，将相似含义的关键词聚类成不同的研究主题。模型中用 Q 值(模块值)
和 S 值(平均轮廓值)作为评判图谱效果的依据，Q > 0.3 意味着聚类结构合理，S > 0.7 表明聚类效果令人

信服，另外关键词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研究年限越久。 

5.2.1. 国外文献关键词聚类及时间线图谱分析 
国外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及时间线图谱的 Q 值为 0.7923，S 值为 0.9083，说明国外文献的聚类结果结

构合理，可信度高(图 7)。图谱得到 10 个相关度高的聚类关键词和相关的时间轴信息，聚类标题是：

#0adaptivemanagement 、 #1constraints、 #2enduringinvolvement 、 #3weather 、 #4discretechoiceanalysis 、
#5visitorsurvey、#6treedamage、#7youth、#8mid-altitude、#9biodiversity。综合图谱信息可以发现国外研

究主要聚集在对露营功能性、行为方式、经营管理模式等问题的研究。 
结合关键词分布特征，可将国外研究热点归纳如下： 
1) 国外露营地管理多元化 
露营地的管理是露营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发展露营旅游的必要条件。国外的露营旅游注重营地的标

准化，部分国家对露营营地规划、建设标准、服务管理等制定了星级评价标准[31]，例如美国主要根据道

路交通便利性、营地可提供服务质量等划分五个不同星级；丹麦依据露营地基础设施和功能区多样化划

分五个星级露营地；法国设定了四个星级用以评定房车露营地[32]。露营地类型分为联邦营地、私营营地

[33]、州立营地，营地严格遵守露营法规，满足露营者不同需求[34]；智慧化的安全管理方面，韩国针对

露营地的安全管理开发了“安全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以有效避免露营地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35] [36]；
服务方面，意大利部分露营地专设儿童糖尿病急救的医务培训和服务[37]，吸引儿童进行户外活动，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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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露营地的服务质量；营地特色上，加拿大建设营地时，结合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进行开发，通过多

元化的活动项目，推动了露营地的发展和相关产业经济增长[4]。 
 

 
Figure 7. Timeline of keyword clustering of related papers on foreign camping 
图 7. 国外露营旅游相关论文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可视图谱 

 
2) 露营旅游休闲教育功能 
美国露营协会特定时间会组织露营者去野营[38]，协会会为露营者提供专业化的教育和心理健康指导

[39]，推动露营的教育性。在美国，学校会定期组织学生进行露营活动，属于教学内容的一部分[40]，例

如美国噶纳瑞中学于 1861 年就开设为期两周的户外露营课，期望培养儿童正确的价值观、提高解决问题

的能力与思维逻辑能力，让孩子在感受自然和观察自然的过程中，获取对自然的归属感，感知自然界的

生命活动[41]，这都是传统教学无法给予的。 
3) 露营地生态环境保护 
随着露营文化的深入，研究者注意到露营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破坏不容忽视，便开始研究如何有效保

护露营地植被[42]，美国林业局甚至长达 32 年的研究，证实户外露营会对营地的植被、土壤和树木造成

不可逆的破坏[43]。各国露营地建设便开始考虑如何直接或者间接来保护露营地生态系统：韩国在制定露

营标准中就明确规定了对户外生态露营的规范，确保当地生物多样性不被破坏[44]；意大利学者通过研究

露营地二氧化碳的固存量，验证了露营旅游过程中消耗能源、破坏露营地的树木而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

超量，已成为新型污染源[45]；日本学者通过监测和管理营地发现山区露营会破坏土壤结构，导致水土流

失，即使关闭露营地也不能减少其影响，只能制定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尝试减轻、阻止露营对土壤的侵蚀

[46]；以色列学者发现，沙漠露营可以满足游客对露营的向往，可避免破坏生态系统[47]。 

5.2.2. 国内文献关键词聚类及时间线图谱分析 
对国内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及时间线图谱分析，结果发现其 Q 值为 0.7553，S 值为 0.9409，说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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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结果结构合理，可信度高(图 8)。图谱得到 11 个相关度高的聚类关键词和相关的时间轴信息，聚类标

题是：#0 露营地、#1 露营旅游、#2 房车旅游、#3 发展、#4 汽车露营、#汽车营地、#6 教育、#7 房车营

地、#8 影响因素、#9 房车、#10 旅游动机。通过图谱可知，国内露营旅游在 2004 年开始正式提出汽车

露营的相关研究，相比西方而言起步较晚，研究方向有房车露营、汽车露营、露营地；国内的研究热度

从 2010 年开始增加，研究方向着重于休闲旅游、发展状况、对策、规划设计、教育等；在 2015 年前后，

研究方向为体育户外教育、旅游多样化、全域旅游、发展策略、旅游动机等；2017 年，十九大报告正式

提出“乡村振兴”，露营研究开始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Figure 8. Timeline of keyword clustering of related papers on Chinese camping 
图 8. 国内露营旅游相关论文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可视图谱 

 
结合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分析，国内露营旅游研究可分成四阶段： 
第一阶段(2004~2008 年)，国内的露营旅游萌芽时期，国家刚刚开始提倡露营旅游。我国学者对研究

露营旅游发文量少，没有主流期刊和主要研究领导者，被引用论文最多的作者是罗艳宁，以南京大石湖

生态旅游度假区首次研究汽车营地的规划建设[48]，为我国汽车营地规划建设提供了实证。 
第二阶段(2009~2013 年)，国内露营进入成长期，对露营的认识更为丰富，研究热点广泛，开始发掘

和借鉴西方的露营经验，学者们的发文量增加，国内的露营旅游市场逐步规范化。李凌首次提出了借助

户外营地增强青少年体质的健康发展[49]，拓展了露营旅游的教育功能。国内作者和作者之间、机构和机

构之间的互通性依然较差，应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研讨，使得国内露营旅游规范发展。 
第三阶段(2014~2019 年)，国内露营旅游稳定发展期，发文量的快速增长说明露营旅游当前发展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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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实施《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2019 年文化旅游部发布《LBT 078-2019 自驾车旅居车营

地质量等级划分》，截止到 2022 年 1 月全国汽车营地有 2000 多家，5C、4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35 家。

学者开始重点研究露营地规划建设方向，比如董宇等提出露营地应根据具体标准进行详细分级，明确评

定细则以完善行业标准[50]；陆奕帆等使用信息技术 Android 来设计露营地查询系统[51]；李凤等通过网

络点评苏州太湖房车露营公园来研究游客感知的房车营地发展影响因素[52]。另外黄平芳等根据影响草甸

植被的指标对露营对草甸植被的影响进行考量[53]，提出户外露营需要注意保护露营地植被。 
第四阶段(2020~2022 年)，国内露营的发展停滞期。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得知：只有满足低级

阶段(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才能出现中高级阶段(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旅游是在个人满足低级阶

段以后才能出现的欲望。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旅游业遭受沉重的打击，制约了学者对露营旅游行业

的研究[54]，但是 2020 年我国实现脱贫，政府大力宣传保护传统文化和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使得乡

村旅游业加快发展，实现乡村振兴[55]，由此“乡村 + 露营”模式开始流行。 
由此总结，国内露营旅游发展快速而稳定，已有一定的良好基础，行业规范不断完善，露营旅游的

多样化发展势在必行，国内露营发展起步晚发展快、开端良好。各机构和学者应该加强互通互助，拓宽

以露营旅游为主题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6. 研究结论 

6.1. 年发文量、作者和机构分析 

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工具进行文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发文量方面，国外发文量平稳增长，国内

发文量呈双峰结构，说明国外研究比国内成熟，深入，国内应加强研究的广度保持发文量稳定增长；作

者和机构方面，国外某些作者形成了小团体之间的紧密稳定的合作，但国内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合作较

为分散，多数在独立研究，国内各机构应加强合作，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丰富国内露营旅游领域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以及领域的延伸。 

6.2. 关键词可视化分析 

研究热点方面，目前国内外对露营旅游的关注点不同。国外的露营研究相比国内成熟，除了露营地

相关研究，国外还着眼于露营的教育功能、医疗作用、露营地气候等；国内的研究内容主要以露营地的

建设、规划、服务、功能等方面开展。研究前沿方面，国外的露营旅游前沿主要是经营服务管理方向，

发展精致露营、豪华露营，创造品质生活；而国内因乡村振兴政策的影响，乡村露营热度呈上升趋势。

研究演进方面，国外的发展已然经历了发展各阶段，像美国发展露营早期的国家已经将露营作为一种文

化，所做的研究综合性强；国内对该领域研究处于初级阶段，没有系统的研究方向，学者们应该不断加

深合作，促使国内露营相关规范建立和发展。 

7. 我国露营旅游研究展望 

7.1. 露营多样化运营 

露营地的建设首先具备完整功能性和安全性。从游客的旅游目的这一角度来看，多样化的营地建设

有助于吸引和取悦游客。露营经营应开拓发展型战略，在一定意义上发展“全域联动”，以中国特色地

域文化为导向，整合资源，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化的露营旅游，比如打造房车露营环线、自驾车风景大道、

美丽露营乡村等。依据国内旅游发展现状，不应以露营作为主体进行推广，能结合现有旅游资源实现“+
露营”，如“景区 + 露营”、“研学 + 露营”、“烧烤 + 露营”等，发展露营经济，促进政府与企业

合力打造因地制宜的露营产品，注重各差异化，比如通过不同的风景设立“网红打卡地”，兼具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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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挖掘营地特色激活旅游市场。运营也必须提供多样化和人性化的服务，解决好营

地卫生、设施服务不完善和安全等问题，营地可以增加车辆维修、设备租赁、商业保险、餐饮小吃、儿

童游乐园，以及为残疾人提供特别区域和物品等。 

7.2. 露营旅游规范化发展 

露营热必然伴随着种种问题，亟需监管部门、行政部门、露营协会等共同完善行业标准并促进其顺

利实施。目前，露营地整体开发呈现“野蛮生长”，产业链的发展缺乏相关行业标准的制约，露营知识

的普及相对滞后，游客旅游风险增加。所以，积极推动露营行业标准的细化，将露营地使用、营地装备、

消防安全、环境保护等通过标准纳入监管领域，制定星级机制，打造可持续露营市场，推动行业品质提

升。 

7.3. 严格保护生态系统，实现无痕露营 

随着国民生活品质的提高，我国迅猛发展的旅游业已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如：塑料垃圾，海域

污水、农田污水等随意排放，管控滞后，这对于不可再生资源而言一定是灭顶之灾。在露营发展初期，

国内更应该着重于普及宣传文明露营、无痕露营，将提高露营者社会功德意识、遵守露营规范、珍惜维

护当前环境建设成果作为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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