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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调研的基础上，梳理了上海市旅游景区(点)的类型及其区域分布，分析 了上海市旅 

游景区(点)客流时空分布的总量特征、区域特征和主要类型旅游景区(点)的客流时空分布特 

征，认为沪外游客旅游景区(点)到访率低、休闲游憩中心逐渐向市郊转移、旅游景区(点)供需 

存在矛盾、旅游地生命周期作用和竞争加剧是形成其特征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上海市旅 

游景区(点)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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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分析与调查研究方法 

1．1 背景分析 

旅游景区(点)是旅游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旅游产品的核心，也是激发游客旅行的主要因 

素 ．但是从上海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态势来看，旅游景区(点)相对于旅游饭店和旅行社的经济产出功 

能正在弱化，浦东新区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区域之一(表1)． 

表 1 1999—2005年上半年上海浦东新区宾馆业、旅行社业和景区(点)业收入消长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浦东旅游会展网(http：www．mice．pudong．gov．cn)相关内容整理．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较多，其中客流的原因比较关键 ．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重点分析了上海市 

旅游景区(点)的客流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成因，以期为上海市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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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研究方法 

作者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2004年6月展开的上海市旅游景区(点)调研项目(该项目为上海市现 

代服务业调研项目中的子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管理人员访谈、现场调查等方式获得了大量 

第一手资料；同时，在上海市旅游协会景点分会的帮助下，获得了景区(点)发展的基础数据资料，这些 

内容与《上海旅游年鉴》一起共同构成了本文定量分析的基础． 

2 上海市旅游景区(点)类型及区域分布 

旅游景区(点)类型划分的方法较多，本文参考斯沃布鲁克(Swarbrooke J，20l03)的观点，将上海市主 

要的旅游景区(点)划分为4种类型(表2)．其中，类型(1)为 自然环境景区(点)，共 l4处；类型(2)是最 

初并非为吸引游客而建造的人造景区(点)，计 147处；类型(3)主要是为了吸引游客而建造的人造景区 

(点)，为287处；类型(4)主要是特殊活动．同时，上海市中心城区(黄浦区、徐汇区、静安区、普陀区、虹 

口区、杨浦区、卢湾区、长宁区、闸北区和浦东新区)旅游景区(点)相对密集，市郊(主要指宝山区、闵行 

区、嘉定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南汇区、奉贤区和崇明县)旅游景点相对分散(表3)． 

表 2 上海市主要旅游景区(点)类型及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现代服务业——旅游业调研”成果及相关资料整理 

表 3 上海市主要旅游景区(点)区域分布统计表 

部分旅游景区(点)由于范围过大或跨行政区域分布，故未完全统计．资料来源：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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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市旅游景区(点)客流时空分布特征 

3．1 上海市旅游景区(点)客流时空分布总量特征 

从总量来看，1997年到2002年上海市主要旅游景区(点)接待的游客总数以及主要旅游景区(点) 

接待的国内游客总数比较稳定，波动幅度不大，比例基本维持在25％左右．但旅游景区(点)接待的入境 

游客总数增长幅度相对比较快，2002年主要旅游景区(点)接待的入境游客总数占上海入境游客总数的 

比值高达63％(表4)． 

表 4 上海市主要旅游景区(点)接待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同表 2 

3．2 上海市旅游景区(点)客流时空分布区域特征 

从旅游景区(点)客流分布来看，浦东新区旅游景区(点)客流流量最大、最集中，并且增长迅速 

(图1)，除此之外的中心城区如杨浦区、徐汇区、普陀区以及卢湾区等地的旅游景区(点)其客流量不仅 

增长极其缓慢，并且基本徘徊在年 100万人次以下(图2)．而近郊区的嘉定和远郊区的松江、青浦和南 

汇则呈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其游客总量远远超过了中心城区的杨浦区、徐汇区、普陀区和卢湾区，部 

分区域则达到了年330万人次的规模(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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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9—2004年浦东新区主要旅游景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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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7～2002年中心城区主要旅游景区(点) 

年接待游客量变化图．资料来源：同图1 

3．3 上海市主要旅游景区(点)客流时空分布特征 

3．3．1 知名旅游景区(点)客流波动不大 

在旅游景区(点)自身品位、区位、形象等因素的作用下，上海市知名旅游景区(点)逐步跨人了旅游 

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客流变化弹性较小．以浦东新区7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东方明珠、金 

茂大厦、上海科技馆、上海海洋水族馆、世纪公园、外滩观光隧道、磁悬浮)为例，春节黄金周期间游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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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本保持在 45万人次左 右 

(2003年为 45．83万人次，2004 

年为49．6万人次，2005年为 41． 

02万人次)，“五一”黄金周期间 

游客流量基本保持在 66万人次 

(2002年为65．8万人次，2004年 

为65．9人次，2005年为 66．6万 

人次)．此外，东方明珠作为上海 

市最知名的旅游景点，“五一”旅 

游黄金周期间游客流量基本保持 

在 l6万人次左右(2002年为 15． 

7万人次、2004年为 l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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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7—2002年郊区主要旅游景区(点)年接待游客懂变化图．资料来源：同图1 

2005年 l6．4万人次)，全年客流流量基本在 300万人次左右(2001年为292万人次、2002年为3l7万人 

次、2003年为247万人次、2004年为305万人次)，波动不大． 

3．3．2 自然环境与古典园林类旅游景区(点)客流发展良好，休闲游客比例增长显著 

近年来，自然环境类旅游景区(点)逐渐受到了青睐，客流发展良好，休闲游客日趋增多．以共青森 

林公园为例(图4)，该景点2003年客流流量达到了 133万人次，是 1998年的两倍，其中近 1／4为持月 

票游客．这种情形在上海植物园中表现得更加明显，2003年其购买门票游客量仅占全年游人量的 1 1％， 

而 2002年这一比例还为 l6％． 

同时，古典园林与古镇类旅游景区(点)也呈现出了以上发展趋势．从图5可以看出，1997年至2002 

年豫园客流流量呈现出了稳定的增长趋势，并且游人基本为外来游客．而上海其他古典园林景区(点) 

客流流量的变化，则更多的表现为休闲游客比重的逐渐增大，如醉白池、古猗园、秋霞圃、曲水园2002年 

持月票游客量占全年游人量的比例高达4l％、48％、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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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8—2003年共青森林公园年接待游客量变化图 l墨l 5 1997—2002年豫圃年接待游客量变化图 

3．3．3 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点)客流增长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状态 
一 方面，以大观园、锦江乐园为代表的一批主题公园类旅游景区(点)逐渐衰落．以大观园为例，其 

作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2002年评定)于1984年开始部分开放，2O世纪9O年代初期进人了发展的 

辉煌时期，是当时上海市民“到过次数最多或印象最好的景点”_2』，但不出几年时间该景点却迅速衰落， 

从 1997年到2002年起游客流量一直徘徊在30万人次左右(图6)，出现了严重亏损．到了2004年第一 

季度其接待的游客仅仅2万多人次，还不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周的接待量． 

另一方面，以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为代表的一批主题公园发展趋势良好 ．以上海植物园为例，上 

海植物园1978年正式对外开放，目前已经发展成为集科学研究、科普教育、休闲游憩和生产功能为一体 

的特色公园，不仅购买门票游客流量发展稳定(图7)，而且持月票游人数量庞大、增长迅速(2002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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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万人次，2003年约为2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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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97～2003年大观园年接待游客量变化图 图7 1997—2002年上海植物园年接待游客量变化图 

3．3．4 农业园区类旅游景区(点)客流状况局部恶化 

以沪上最知名的孙桥农业园区为例，从1999年到2003年其客流量出现了直线下滑(图7)：2000年 

为73万人次，而2003年为l3万人次，缩小近5倍．而从其客流量的季节分布来看，3月到5月、lO月到 

l2月这两个旅游旺季越来越淡化，其季节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趋向于传统农业的走势(图8)，这 

种现象说明，游客对孙桥农业园区的现代性感知正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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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孙桥农业园区游客量季节变化图 

3．3．5 博物馆、革命纪念地与名人故居类旅游景区(点)客流严重缺乏 

上海拥有大量的博物馆、革命纪念地、名人故居和寓所旅游景区(点)，在这些旅游景区(点)中，除 

了个别旅游景区(点)如上海博物馆之外，绝大部分景区(点)陷入了客流严重不足的状态．以其中颇具 

知名度的中共一大会址为例(图9)，其客流量除了在2001年出现高峰值之外，其余年份基本在2O万人 

次左右徘徊，而宋庆龄故居、鲁迅纪念馆等地的客流量基本在 lO万人次左右，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免票 

客流．而事实上，以上列举的3个景区(点)在该类旅游景区(点)中已经属于客流量较大的了． 

4 上海市旅游景区(点)客流时空分布成因解析 

4．1 商务游热、逗留时间短。沪外游客旅游景区(点)到访率低 

贾铁飞 认为，上海旅游产业的发展仍处在“依靠经济整体发展来带动，而不是旅游发展强有力推 

动经济发展的阶段” ．同时，刘艳静等人曾经对境外游客来沪的旅游目的做了专门的调查，结果发现 

从事商务往来的游客比例高达46．6％ ；而在国内游客中，出于商务 目的来沪的游客也占据了相当高 

的比例(表5)．可见，上海旅游业商务游热的特征十分显著．而商务游客的行为模式比较独特，在商务活 

动期间，商务旅客舒缓疲劳最常见的方法是选择观光(67％)，其次是和同事或客户交际(60％)，再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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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55％)，并且商务游客的观 

光行为近80％是市内观光L5 J．商 

务游客的这种行为模式，使得人 

民广场和外滩一带的旅游景区 

(点)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会，而 

商务游客到访其他区县旅游景区 

(点)的概率则大大降低． 

此外，由于绝大部分旅游景 

区(点)缺乏吸引力，大部分沪外 阑 

游客在沪逗 留时间较短；而对于 

境外游客而言，上海作为一个人 

● ● ’ - 

0 ～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997 1998 1 999 2000 2001 2002 200 3 1 

： ： 

+ 中麸一大会址 一 束庆龄故居 年 ； 

中共一大会址(1997—2003年)、宋庆龄故居(2002—2003年)年接待游客量变化图 

境口岸和交通中转地的意义更甚于旅游目的地．这也是上海旅游景区(点)接待游客总量偏低的另外一 

个重要原因． 

表 5 1997—2003年国内旅游者来沪旅游目的比重 ％ 

年份 旅游度假 探亲访友 商务、会议 医疗 文化交流 其他 

资料来源：同图1 

4．2 上海市民观光游览的市场需求强劲。市郊旅游景区(点)更受青睐 

就上海市民出游目的而言，观光游览的比重高达60％(表6)，远远超过了全国40％的总体平均水平． 

若进一步将上海市民出游的目的细化则会发现，上海市民更加偏好于山水风光、草原森林、海滨等 自然环 

境景观(表7)，而这类旅游景区(点)恰恰是上海所缺乏的，在中心城区拥挤、环境质量不佳，而远距离沪外 

旅行又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地域辽阔的浦东新区、近郊区的嘉定和远郊区的松江、青浦以及南汇等地区的 

旅游景区(点)受到了上海市民的青睐，市民休闲、游憩中心出现了向市郊转移的倾向．而中心城区的徐汇、 

普陀和卢湾区的旅游景区(点)接待量却在低量徘徊，尽管这里的旅游景区(点)比较密集． 

表 6 2000～2003年上海城镇居民出游 目的比重 ％ 

年份 观光游览 探亲访友 商务 会议 度假休闲 ：疋体交流 其他 

2Ooo 

2o01 

2002 

2003 

56．4 

65．4 

65．1 

59，3 

17．2 

14．7 

18．8 

16．1 

1．8 

O．2 

—  

5．2 

1．9 

1．7 

1．4 

1．3 

17．2 

13．8 

8．4 

14，8 

2．5 

2．4 

1．6 

O，8 

3．1 

1．5 

4．7 

2，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2002，2003，2004年)整理 

m 7 5  ̈  ̈

，  ，  ，  

 ̈

3  7  
2  3  3  2  2  

4  2  O  6  
3  4  3  3  3  

7  9  4  9  6  2 2 2 勰 

3  9  9  9  8  

■ 

2  2  2  2  

7 8 9 O 1 2 3 咖 耋} 啷 

i  2  2  2  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5期 刘春济，高 静：上海市旅游景区(点)客流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 99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6] 

4．3 休闲、游憩需求旺盛，旅游景区(点)供需存在矛盾 

2003年上海市民人均休闲娱乐支出为4l8元，远远高于人均旅游支出299元，但在人民的印象中 

仍然觉得“上海是个商业性的城市”是“没处可休闲”的 ，而上海市民对各类休闲场所数量感知排序 

中，对旅游景区(点)的感知远远落后于商业性休闲场所(表8)．由此可见，面对强劲的休闲需求，本应 

该发挥重大作用的景区(点)正面临着一系列尴尬：①旅游景区(点)数量丰富，但绝大部分旅游景区 

(点)对休闲潮的吸引力不强；②休闲需求强劲，但旅游景区(点)形象与休闲需求不符；③部分旅游景区 

(点)门票价格昂贵，令休闲者望而生畏；④绝大部分旅游景区(点)倾向于纯观光型旅游产品供给与休 

闲产品需求相悖．这种态势，严重影响了景区(点)对本地游客的招徕，从而限制了景区(点)发展的广度 

和深度． 

表 8 上海市民对各类休闲场所的数量感知排序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7] 

4．4 在旅游地生命周期作用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部分旅游景区(点)进入了衰落期或停滞期 

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变对景区(点)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海市部分旅游景区(点)客流量的 

严重下滑，尤其是主题公园和农业园区类旅游景区(点)客流严重不足的现象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以 

大观园为例，在上海旅游景区(点)严重缺乏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旅游偏好并不占优势的 

人造景观因为替代作用明显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但随着旅游景区(点)数量与规模的扩张，以大观 

园为代表的一大批旅游景区(点)因单调乏味而逐渐失去了活力，完成了特定时代的使命进人了生命周 

期的衰落期．孙桥农业园区自1995年正式对外开放接待游客以来，获得了很好的国内、国际知名度，但 

是随着周边地区及上海本市类似观光农业景点如中荷玫瑰园(1996年开放)、交大农科花卉园艺场 

(1999年开放)、新桥花卉苗木交易中心(2000年开放)、松江番茄农庄(2002年开放)的不断推出，孙桥 

农业园区的游客流量直线递减，如果上海规划中的 12个市级农业园区全部建成开放，孙桥农业园区面 

临的游客分流现象将更加严重． 

5 结论与建议 

上海市中心城区旅游景区(点)相对密集、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近郊区和远郊区旅游景区(点)相 

对疏散、数量较少．但从发展趋势来看，近郊区和远郊区旅游景区(点)的客流流量比绝大部分中心城区 

要好，这种现象和上海市自然风景旅游景区(点)缺乏但其需求强劲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上海市 

休闲、游憩空间拓展的结果表现．休闲、游憩的发展，也带来了旅游景区(点)供给的矛盾，部分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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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因无法顺应这一趋势而出现了经营上的危机，同类旅游景区(点)数量的增多和竞争的加剧、旅游 

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则加重了这一危机，部分主题公园和农业园区、博物馆、革命纪念地 

与名人故居类旅游景区(点)陷人了衰落、停滞． 

面对以上态势，上海市旅游景区(点)在发展中应该着重思考以下几点：①拓展都市旅游内涵、加强 

游客行为研究、加强旅游景区(点)的销售策略研究；②实现市区和郊区的联动发展，引导旅游流双向流 

动；③更多地立足于本地市场，承担起为当地居民休闲、游憩服务的重任，以拓展生存空间；④顺应旅游 

需求发展的潮流适时调整旅游景区(点)的经营方向． 

调研过程得到了上海市旅游事业委员会、上海市绿化管理局、上海市旅游协会景点分会及其会员单 

位的大力支持，谨以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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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visitor flows 

in visitor attractions in Shanghai and its affecting factors 

LIU Chun-ji，GAO Jing 

(1．Utah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2．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visitor attractions in Shanghai
， and 

then analy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visitor flows in the city．The study shows the move． 

ment of the recreation center to the suburb，the conflict of tourism supply and demand，the life cycle of tourism products and the 

connnercial competition in tourism are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the formation of such characteristics in visitor flow．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the author als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isitor attractions in Shan ghai 

in thefuture． 

Key words：Shanghai；visitor attractions；visitor flows；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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