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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舟山市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和旅行费用区间分析的方

法评估舟山市海洋旅游资源价值,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舟山市的总旅行费用处于较

合理区间;根据消费者剩余的计算结果,样本游客对舟山市旅游的整体满意度不高;2019年舟山市

海洋旅游资源价值为1399.15亿元,海洋旅游资源是舟山市的宝贵财富;舟山市旅游产业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未来应加强旅游环境建设、丰富海洋旅游业态、开发新兴旅游产品、建立游客需求响

应机制和提升不同层次游客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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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ZhoushanCity'stourismindustry,

thispaperusedtheformofquestionnaireandthemethodoftravelcostintervalanalysistoevalu-

atethevalueofZhoushanCity'smarinetourismresources,andputforwardcountermeasuresand

suggestions.TheresultsshowedthatthetotaltravelcostofZhoushanCitywasinareasonable

range.Accordingtothecalculationresultsofconsumersurplus,theoverallsatisfactionofsample

touristswithZhoushanCity'stourismwasnothigh.In2019,thevalueofmarinetourismre-

sourcesinZhoushanCitywas139.915billionyuan,andmarinetourismresourceswerethepre-

ciouswealthofZhoushanCity.ZhoushanCity'stourismindustryhadalotofroomfor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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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Inthefuture,theconstructionoftourismenvironmentshouldbestrengthened,marine

tourismformatsbeenriched,emergingtourism productsbedeveloped,atouristdemand

responsemechanismbeestablishedandthesatisfactionoftouristsatdifferentlevelsbeimproved.

Keywords:Tourism industry,Marine tourism resource,Travelcost,Consumer surplus,

Touristsatisfaction

0 引言

舟山市(舟山群岛)的旅游产业是当地支柱产

业之一,是“诗画浙江·海上花园”建设的重要载

体,其发展成效对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影

响。随着“八八战略”的深入实施,研究促进舟山市

旅游产业发展的措施,有助于保障“四个舟山”建设

目标的实现,进而有助于“重要窗口”的打造,意义

重大。

自1963年美国学者 Davis评估缅因州某处林

地的游憩价值后,国外学者运用多种方法评估各类

旅游资源价值,主要方法包括旅行费用法(TCM)和

条件价值法(CVM)。目前国外对于上述方法的应

用领域正在逐步拓展,相关模型也日趋成熟,如

Gurluk等[1]运用旅行费用法评估土耳其曼亚斯湖

国家公园的鸟类观赏价值。20世纪90年代旅行费

用法被引入我国,国内关于相关方法应用的研究逐

渐增多。例如:薛达元等[2]运用旅行费用法评估长

白山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旅游资源价值,黄和

平等[3]综合运用旅行费用法和条件价值法评估三清

山巨蟒峰的旅游资源价值及其损害情况。

自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以来,舟山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日益受到学界的

关注。《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

“创新海洋旅游发展政策”。李文峰等[4]分析舟山市

海洋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突破视角

和全要素协同的产业发展路径;周彬等[5]认为舟山

市海洋旅游发展应采取完善产品体系、构建“一核

一轴两翼”空间结构、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管理

机制和提高社区参与度的策略;李海州等[6]认为舟

山市海洋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应采取融合发展的

策略。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以往对舟山市旅游产

业发展的研究以单纯的定性理论分析为主,定量分

析很少。鉴于此,结合舟山市以海洋旅游资源为主

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基于舟山市海洋旅游资源价值

评估结果,对舟山市旅游产业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旨在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为促进舟山市旅游

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舟山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地处长江、钱塘江

和甬江的入海口,是我国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面向

世界的重要海上门户;总面积约为2.2万km2,共有

海岛1390个,其中舟山本岛是我国第四大岛。

舟山市现存海洋旅游资源囊括《旅游资源的分

类、调查与评定》(GB/T18972-2003)中的8个大

类,拥有普陀山和嵊泗列岛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

及岱山和桃花岛等省级风景名胜区,集海岛风光、

海洋文化和佛教文化于一体,其中的“海天佛国”普

陀山、“沙雕故乡”朱家尖和“东方渔都”沈家门等景

区是舟山市海洋旅游资源的核心代表。

1.2 研究方法

作为基于消费者选择理论的替代市场评估方

法,旅行费用法是旅游资源价值评估中最为经典和

成熟的方法之一[7]。在旅行费用法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分区旅行费用法(ZTCM)、个人旅行费用

法(ITCM)和旅行费用区间分析(TCIA)3种基本模

型[8]。其中,旅行费用区间分析可避免个人旅行费

用法中暗含的“固定客源”理想假设,同时对分区旅

行费用法有所改进[9],相较而言更为优越[10],因此

本研究采取旅行费用区间分析的方法评估舟山市

海洋旅游资源价值。

为收集相关数据,本研究设计调查问卷并在沈

家门进行预调查,据此发现并修改调查问卷初稿中

存在的问题,最终确定正式调查问卷。正式调查问

卷的内容包括游客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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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职业和收入等个人情况,及其来源地、停留时

间、主要交通工具、旅游项目、旅游费用和旅游感受

等旅游情况。正式调查时间为2019年8月8-
20日,采取随机的面对面访问形式,在普陀山、沈家

门和朱家尖等游客集中区域邀请游客填写调查问

卷并现场回收问卷。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采用Scheaffer抽样公式确定调查问

卷的发放数量:

n=
N

(N -1)σ2+1
(1)

式中:n 表示合理抽样数;N 表示年游客接待量

(2018年)[11];σ表示抽样误差率,通常取6%[12]。

据此,确定发放调查问卷370份,回收调查问

卷365份,其中有效调查问卷356份,有效回收率

为96.22%。根据有效调查问卷,样本游客中女性

略多于男性,年龄集中在19~44岁;大部分游客

为已婚并有子女,其中家庭规模为3人的占比最

大;大部分游客非舟山市本地人口;主要旅游项目

包括普陀山朝拜、海滩观光散步和海鲜美食品尝

(表1)。

表1 主要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 占比/%

性别
男 42

女 58

年龄/岁

≤18 4

19~24 27

25~34 24

35~44 23

45~54 18

≥55 3

未知 1

家庭

规模/人

1 2

2 6

3 43

4 26

5 15

6 8

续表1

调查内容 占比/%

来源地

舟山市 20

浙江省其他地区 35

浙江省周边地区(江、沪、皖、赣) 15

其他地区 30

旅游项目

(可多选)

普陀山朝拜 65

海鲜美食品尝 57

海滩观光散步 64

乘船 19

海钓 3

游泳 3

其他 13

2.2 海洋旅游资源价值评估

2.2.1 总旅行费用

总旅行费用包括游客的直接费用和时间价值

2个部分。其中,直接费用可根据调查问卷的数据

计算单个样本游客在舟山市的旅游费用;时间价值

则采用机会成本法计算,通常以游客实际工资的

40%计算其单位时间的机会成本[13]。时间价值的

计算公式为:

Ct=T×W ×40% (2)

式中:Ct表示样本游客的时间价值;T 表示样本游

客的停留时间;W 表示样本游客来源地的小时工

资,按照各地年收入/240d/8h计算。

经计算,非舟山市本地样本游客的人均时间价

值为285元,舟山市本地样本游客的人均时间价值

为157元。

总旅行费用的计算公式为:

STC=
SN

i=1
TCi (3)

式中:STC表示样本游客的总旅行费用;TCi 表示

第i个样本游客的总旅行费用;SN表示样本游客数

量,SN=356。

经计算,样本游客的总旅行费用为702542元,

平均旅行费用为1973.43元。由表1可以看出,

70%的样本游客来自舟山市、浙江省其他地区和浙

江省周边地区(江、沪、皖、赣),考虑海岛的生活成

本高于大陆,同时调查时间处于舟山市旅游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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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月),结合主要旅游项目以及大部分样本游

客停留2~3d的实际情况,舟山市的总旅行费用处

于较合理区间。

2.2.2 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愿意为某种商品支付

的最高价格与该商品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可

反映消费者满意度,即消费者剩余越高,消费者满

意度越高。本研究以样本游客的旅游意愿需求率

为因变量,以样本游客的总旅行费用区间下限为自

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对样本游客的总旅行费用进

行区间划分。运用SPSS22.0软件对线性函数、指

数函数和增长函数等11种函数进行回归拟合,结果

表明指数增长模型为最优拟合模型(R2=0.9849)。

舟山市旅游的总需求函数为:

Q(C)=1.057e-0.0055C (4)

式中:Q 表示样本游客的旅游意愿需求率;C 表示

样本游客的总旅行费用区间下限;e表示自然底数。

据此,各区间单个样本游客的消费者剩余积分

公式为:

CSi=∫
¥

Ci
Q(C)dC=1.057∫

¥

Ci
e-0.0055CdC (5)

式中:CSi表示第i个样本游客的消费者剩余;Ci 表

示第i个样本游客的总旅行费用区间下限。

将样本游客的总旅行费用划分为19个区间,对

应的消费者剩余也有19个区间,且每个区间内单个

样本游客的消费者剩余相等。由式(5)得到各区间

单个样本游客的消费者剩余后,再结合各区间样本

游客数量,即可得到各区间的总消费者剩余(CS)

(表2)。

表2 样本游客按总旅行费用的消费者剩余

总旅行费用

区间/元

游客数

量/人

旅游意愿

需求率/%
CSi/元 CS/元

0~499 68 100 13.55 921.64

500~599 10 81 15.44 154.44

600~699 2 78 73.06 146.12

700~799 22 78 6.28 138.26

800~899 18 71 7.27 130.84

900~999 8 66 15.48 123.80

1000~1099 34 64 3.45 117.14

续表2

总旅行费用

区间/元

游客数

量/人

旅游意愿

需求率/%
CSi/元 CS/元

1100~1199 4 54 27.71 110.84

1200~1299 12 53 8.74 104.88

1300~1399 6 50 16.54 99.24

1400~1499 4 48 23.48 93.90

1500~1599 20 47 4.44 88.84

1600~1699 6 42 14.01 84.06

1700~1799 2 40 39.77 79.54

1800~1899 12 39 6.27 75.26

1900~1999 2 36 35.61 71.22

2000~2499 36 35 8.47 305.04

2500~2999 26 25 8.92 231.88

≥3000 64 18 11.37 727.94

将各区间的总消费者剩余相加,得到样本游客

的总消费者剩余(SCS)为3804.88元,平均消费者

剩余为10.69元。

单个样本游客的消费者剩余最高值(73.06元)

出现在600~699元的总旅行费用区间,表明该区间

样本游客对舟山市旅游的满意度较高,这是由于消

费能力较低的游客的旅游期望较低,其旅游实际感

知与旅游期望之间的差距较小。单个样本游客的

消费 者 剩 余 最 低 值 (3.45 元)出 现 在 1000~

1099元的总旅行费用区间,表明该区间样本游客

对舟山市旅游的满意度较低,这是由于消费能力处

于中等水平的游客的旅游期望较高,其旅游实际感

知与旅游期望之间的差距较大。

与已有研究结果相比[3],本研究样本游客的平

均消费者剩余也较低,表明样本游客对舟山市旅游

的整体满意度不高,这与调查中反映出的大多数游

客更愿意前往峨眉山和五台山等宗教旅游地或大

连市、青岛市、厦门市和三亚市等滨海旅游城市相

互印证。可能的原因在于,样本游客主要为中青年

群体,其在舟山市体验旅游项目后,感觉与其他旅

游目的地或以往经历差别不大,缺乏新鲜感;此外,

舟山市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海岛之间的交通

设施建设仍存在不足。

根据调查结果,舟山市旅游产业还有很大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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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空间。由于消费能力较高的游客的旅游期望更

高,应进一步重点提升中高消费能力游客的满意度。

2.2.3 海洋旅游资源价值

舟山市海洋旅游资源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RV=(STC+SCS)×
TN
SN

(6)

式中:RV表示舟山市海洋旅游资源价值;TN表示

舟山市旅游人次。

已知2019年舟山市旅游人次为7051.75万人,

样本游客的总旅行费用和总消费者剩余分别为

702542元和3804.88元,样本游客数量为356人,可

得2019年舟山市海洋旅游资源价值为1399.15亿元,

游客人均海洋旅游资源价值为1984.12元。

计算结果表明,海洋旅游资源是舟山市的宝贵

财富。舟山市应采取积极措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以及发扬独特海洋文化,保持并提升城市固有魅

力,最终促进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建议

本研究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旅行费用区

间分析的方法计算2019年舟山市海洋旅游资源价

值,主要得到3点结论。①2019年舟山市海洋旅游

资源价值为1399.15亿元,海洋旅游资源是舟山市

的宝贵财富;②考虑样本游客的停留时间和主要旅

游项目等方面,舟山市的总旅行费用处于较合理区

间;③样本游客尤其是中高消费能力游客对舟山市

旅游的整体满意度不高。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对

舟山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出3项建议。

3.1 加强旅游环境建设

在硬环境方面,加大对海上游客运输基础设施

和交通网络建设的投入,实现海上交通与旅游客运

的快速发展,全面破解舟山市旅游产业发展的交通

难题;加强景区的智慧化建设以及游客管理和危机

管理,提高精细化旅游管理效率和游客满意度。在

软环境方面,提高旅游好客度以及旅游服务水平,

为游客创造高质量的旅游体验。

3.2 丰富海洋旅游业态,开发新兴旅游产品

为进一步满足游客的旅游体验需求,应大力促

进新兴旅游产品的供给。充分发挥各县(区)海洋

旅游资源的空间互补效应,因地制宜确定各地海洋

旅游产业发展的主题和特色,据此培育邮轮、研学、

康养、体育、文化、民宿和会展等海洋旅游业态,提

升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内涵,打造旅游精品,形成特

色鲜明且市场吸引力大的海洋旅游业态以及新兴

旅游亮点和消费热点,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和

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3.3 建立游客需求响应机制,提升不同层次游客的

满意度

利用现代化手段有效管理游客点评等数据,通

过大数据识别不同层次游客的旅游期望、关注点、

需求及其旅游满意度,在此基础上进行多维度的分

析,建立符合游客需求的系统响应机制,保障旅游

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的全面提升,从而提高游客

对旅游目的地的忠诚度,促进舟山市旅游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未将

样本游客的收入、性别和职业等社会经济特征加入

模型,而仅考虑旅行费用的影响;②考虑调查问卷

属于事实性问卷,进行准确的重复调查和选择合适

准则的难度较大,因此未对数据结果进行信度和效

度等检验;③考虑大部分外地游客在舟山市的停留

时间较短,未涉及多目的地的费用分成问题,与实

际情况不一定完全相符。上述问题亟待在未来研

究中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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