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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行费用法的游憩价值评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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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春1 ,乔光华2

(11 内蒙古财经学院 财政税务学院 ,呼和浩特 010051 ;21 内蒙古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0019)

摘 　要 :本文运用旅行费用法 ,于 2004 —2007 年连续四年对内蒙古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游人进行

大量问卷调查 ,评估出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连续四年的游憩价值 ,并且对比分析结果 ,为达里诺尔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源决策与资源补偿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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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旅行费用法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旅行费用法 (t ravel cost met hod , TCM) 是当今

世界上最通行的游憩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方法 ,最

初由 Hotelling 于 1942 年提出 ,最早由美国学者

Clawson[1 ] 等于 1959 年开始使用。它是主要利用

相关市场的消费行为来评估风景区旅游价值的一种

方法 ,被认为是对公共商品价值评估的一次重大突

破 ,20 世纪 80 年代后日益盛行 ,并被广泛应用于各

种公共商品及游憩活动的价值评估。该方法在欧美

国家被广泛应用 ,英美等国家先后应用 TCM 成功

地揭示了森林、海滨、风景河流、峡谷、国家公园等旅

游资源和游憩环境的户外娱乐价值。例如 : Sellar

等于 1985 年运用此法对美国德克萨斯州东部一些

湖泊进行了研究 ; Smith 和 Desvouges 等于 1986 年

运用此法对美国水域娱乐地点进行了研究[2 ] ; Willis

和 Benson 对英国森林进行研究等 ; Mendelsohn、

Braden 等还对 TCM 的步骤和方法进行了研究。

TCM 在中国得到实证应用是从 20 世纪 80 年

代开始 ,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得到了大量的应

用。诸如 :吴楚材应用旅行费用法评价了张家界国

家森林公园游憩效益[3 ] ;1993 年王连茂等应用此法
计算出北京香山公园游客消费者剩余[4 ] 。用旅行费

用法评估游憩价值的大量研究出现于 90 年代后。

1996 年陈浮等分别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和旅行费用

法对九寨沟的娱乐文化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估[5 ] ;

1999 年陈伟琪借助于 SPSS 软件用旅行费用法对厦

门岛东海岸旅游娱乐价值进行了探讨 ,其结果显示

其旅游娱乐价值每年高达 4 亿多元 ,并就研究区域

的主导功能的定位、关键性旅游资源的保护以及户

外娱乐场所的收益分配等问题作了探讨[6 ] ;2000 年

吴章文等用旅行费用法对鼎湖山风景区森林的游憩

价值进行了评估 ,同时还对风景区单项旅游活动的

游憩效益价值作了评价[7 ] ;2001 年曹辉等用旅行费

用法对福州国家森林公园景观游憩效益进行了评

价[8 ] ;2003 年李巍、李文军等运用改进的旅行成本

法 - 旅行费用区间分析 ,评估了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的自然资源游憩价值为 10185 亿元[9 ] 。由此可见 ,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系统娱乐文化服务功能的价

值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 ,这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提供

了分析基础。

2 　旅行费用法的基本原理

旅行费用法的基本原理主要是根据游憩者的旅

行费用即往返交通费、门票费、餐饮费、住宿费、摄影

费、购买纪念品和土特产的费用等资料 ,确定生态系

统游憩服务的消费者剩余 ,并以此来估算该项服务

的价值。旅行费用法的实质是一种费用 - 效益的分

析方法 ,其最大贡献是对消费者剩余的创造性应用。

旅行费用法首次把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引入公共商

品价值的评估 ,并计算出其数值 ,这是公共商品价值

评估领域的一大突破。但是由于这种方法本身的一

些局限性 ,因此该方法适用于评估那些只收取较低

的入场费或免费 ,并且对该旅游商品的需求有限的

景区游憩服务功能的价值。

该方法的基本假设为 :游客到该自然景区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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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用付门票费或只需付很低的门票费 ,但前往该

景区时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如交通费、食宿费等) ,

而且需要占用一定的时间 ,这些费用和占用的时间

成本就是消费该旅游商品的一个隐含价格即影子价

格。根据供求关系原理 ,在某些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

商品价格上升则需求下降 ,商品价格下降则需求上

升。可以根据调查到的数据 ,建立旅游率与其人口、

城镇职工年工资、旅行时间及旅行费用等自变量之

间的关系模型 ,进行相关分析。再利用回归分析法

求出旅行费用与旅游人次的回归方程 ,进而求出总

消费者剩余 ,然后再加上游客的旅行费用支出、旅游

时间价值和其他花费 ,结果即为该自然保护区的游

憩价值。

3 　达里诺尔保护区的情况简介

自然保护区是珍稀自然资源的集中地 ,长期以

来其价值没有得到真实评估 ,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

发展中国家 ,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对这种公共资源

的财政投入及保护力度。内蒙古达里诺尔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西

部 ,距克什克腾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约 90 公里。该

保护区是为保护珍稀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栖息环

境 ———湖泊、湿地、草原、林地等构成的生态系统而

设立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据初步调查 ,该保护区

内共有野生维管植物 67 科 250 属 434 种 ,占自治区

野生维管植物种总数的 19 % ,其中药用植物 294

种 ,占保护区维管植物的 68 % ;已发现的鸟类有 16

目 36 科 160 种 ,其中有 23 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鸟

类。保护区的湿地已被列入亚洲重要湿地名录 ,每

年春秋两季都有数十万只大天鹅在此集群 ,景色极

为壮观 ,同时这里还是世界上丹顶鹤繁殖区的最西

界。保护区内的达里诺尔湖面积为 238 平方公里 ,

形成于 22 万～25 万年以前 ,湖水蔚蓝清澈 ,号称

“镶嵌在沙地与草原之间的高原明珠”。除此之外 ,

保护区内居住着一部分蒙古族牧民 ,他们以牧为生 ,

有着千百年形成的与环境相适应的独特的生产、生

活方式。蒙古族的起居、服饰、歌舞、饮食、文体活动

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蒙古族风情 ,折射

出蒙古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吸引着国内外的游

人。

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87 年 ,经国务院

批准 ,于 1997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并归口

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自 2000 年以来 ,该保护

区已累计接待游客 40 多万人次 ,其独特的自然景

观、多样的物种资源吸引着中外的众多专家学者以

及热爱大自然的游客前来考察和旅游参观 ,是生态

旅游和休闲放松的理想之处 ,也是开展科学研究的

重要基地 ,具有多种服务功能和较高的经济价值。

因此 ,对保护区内生态系统的游憩服务功能进行价

值评估 ,将生态环境资源货币化 ,对于合理开发利用

和保护资源、实现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内容是 : ①在保护区内对前来旅

游的游客进行调查 ,以获得游客的出发地点和花费

情况等数据 ; ②按行政区域把游客归入不同的出发

区 ; ③计算出各出发区游客人次及旅游率 ,并进行相

关分析 ; ④通过游客人次与旅行费用数据拟合需求

曲线 ; ⑤对需求曲线进行积分 ,求出各个出发区的消

费者剩余 ,进行积分 ,求出总消费剩余[10 ] 。

411 　调查情况

调查内容包括游客的类型、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旅游目的等一些背景信息和可能对游憩价值影

响较大的年均工资、出发地、旅行费用及旅行时间

等。为确保调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调查采用当面

询问并解释、当面回答的方式。调查地点选在达里

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达里诺尔湖湖畔。根据旅

行费用法的基本原理和数据要求 ,笔者分别于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2007 年连续 4 年的 7 月至 8

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对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2004 年随机调查 450

人 ,回收 450 份问卷 ,其中有效问卷为 376 份 (包括

4 份国外游客问卷) ,问卷有效率为 84 % ;2005 年随

机调查 400 人 ,其中有效问卷为 333 份 ,问卷有效率

为 83 % ;2006 年随机调查 405 人 ,其中有效问卷为

333 份 ,问卷有效率为 82 % ; 2007 年随机调查 400

人 ,其中有效问卷为 316 份 ,问卷有效率为 79 %。

本文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时采用的是 SPSS 软

件 ,通过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建立旅游人次与旅游

费用的回归模型 ,再根据游憩需求曲线以求得全体

游客的消费者剩余。

412 　数据与模型

41211 　旅行费用的计算

游客的旅行费用支出主要包括游客到达里诺尔

国家级保护区旅游所花费的交通费用、食宿费用、门

票及景区内的花费。交通费用以全国铁路旅客列车

时刻表硬卧票价为依据 ,路线则根据问卷调查的实

际情况选择交通路线。到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旅游的人基本选择三条路线 :一是以北京为中转

站 ,由北京到赤峰 ,然后前往克旗 ,再到保护区 ,这些

游客通常来自北京以西以南的省份 ;二是以沈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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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站或直接到赤峰 ,途经克旗到保护区 ,这些游客

通常来自北京以北或以东的省份 ;三是内蒙古自治

区的游客 ,由于地域跨度的特殊性 ,可以直接到克旗

再到保护区或途经锡林浩特到保护区。为研究方

便 ,由各出发地前往赤峰统一选择铁路运输 ,由赤峰

前往克旗再到保护区的路程选择公路运输 ;食宿标

准则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中转地情况综合考虑 ;旅

行时间的确定则是根据列车时刻表和中转时间、住

宿时间、游览时间综合考虑而定 ;景区内的花费主要

是指到保护区游玩的游客的门票消费 ,根据问卷 ,按

权重计算游客在景区内参加各项项目的花费情况。

据以上分析可以求出达里诺尔保护区的总旅行费用

为不同地区每人每次旅游总费用和保护区总旅游人

次的乘积之和。据此求得 2004 年达里诺尔保护区

的总旅行费用为 58881358 万元 ,2005 年为 802112

万元 ,2006 年为 5918183 万元 ,2007 年为 11101113

万元。

41212 　消费者剩余的计算

用 SPSS 软件对以上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建立

旅游率与各出发区总人口、年均工资、旅行时间、旅

行费用的回归模型 ;根据相关分析 ,四年中均为旅行

时间和旅行费用对旅游率的影响最大 ,呈显著相关。

旅游时间也可换算为时间费用 ,体现时间的机会价

值 ,因此旅游率事实上与费用最为相关 (见表 1) 。
表 1 　2004 —2007 年达里诺尔保护区旅游率与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变量
年 份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旅游率和人口 - 0141 - 0148 - 01 47 - 01 38

旅游率和年均工资 - 0116 - 0122 - 01 26 - 01 16

旅游率和旅行时间 - 0162 - 0161 - 01 81 - 01 64

旅游率和旅行费用 - 0154 - 0172 - 01 66 - 01 54

　　因此假定总人口数、城镇职工年均工资、旅行时

间保持相对稳定 ,以距保护区最近的赤峰克旗的游

客旅游费用为基础增加费用。随着费用的增加 ,旅

游人数逐渐减少 ,并逐渐趋向于零 ,此时的费用为最

大值。据此建立旅游人次与旅行费用增加的一元回

归函数模式 :

2004年 :y = 16299182 - 1517063x + 01003701x2 ; (1)

2005 年 :y = 26020128 - 291528 x + 010081 x2 ; (2)

2006年 : y = 1551719 - 111077x + 010008x2 ; (3)

2007年 :y = 19238134 - 101081x - 01000675x2 。
(4)

其中 , y 为达里诺尔保护区年旅游人次 (人/

年) , x 为费用增量 (元) 。

根据游憩需求曲线 ,即

CS =∫
pm

p
Y ( x) dx , (5)

求得消费者剩余。

式 (5) 中 : CS 为消费者剩余 ; x 为总旅行费用 ;

Y ( x) 为游憩需求曲线 ; pm 为出发区旅游人次为 0

时的旅行费用 ; p 为从最近的出发区 (克旗) 出发往

返于保护区的旅行费用。

将式 (1) 、式 (2) 、式 (3) 、式 (4) 分别代入式 (5) ,

即有 :

CS =∫
2447

101
(16299182 - 1517063x + 01003701x2) dx =

9371095(万元) ;

CS =∫
2337

111
(26020128 - 291528x + 010081x2) dx =1192167

(万元) ;

CS =∫
1894

111
(1551719 - 111077x + 010008x2 ) dx =

968102(万元)

CS =∫
1909

126
(19238134 - 101081x - 01000675x2) dx =

160113(万元)

根据以上公式求出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

2007 年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消费者剩余

分别为 9371095 万元、1192167 万元、968102 万元、

160113 万元。

41213 　旅行时间价值的计算

游客的旅游时间价值指游客进行旅游花费时间

机会成本。根据 Willis 等的研究 ,旅行的时间价值

可用机会工资成本替代 ,一般是实际工资的 30 %～

50 % ,本文采用 40 %计算[11 ] 。我国职工年工作时间

可以以事业单位工作时间为标准 ,每天工作 7 小时 ,

一年工作日为 248 天 ,即一年工作 1736 小时。将各

出发地的年均工资收入除以实际工作小时数即为各

出发地的单位小时机会工资成本 ,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 :

V t = ∑
27

i = 1

T i ×Oi ×40 % 。 (6)

其中 :V t为旅游时间价值 ; T i 为旅行小时数 ; Oi

为单位小时机会工资成本。

据此求出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2007 年达

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自各地区的游客的总旅

游时间价值分别为 22911 44 万元、398414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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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3106 万元、7020153 万元。

41214 　其他费用的计算

根据问卷调查 ,来该保护区旅游的每位游客几

乎都会有拍照消费 ,另外还会购买当地奶制品和草

原特色产品如山野菜等 ,因此 2004 年、2005 年、

2006 年、2007 年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游客其他费用

合计分别约 9001036 万元、1304197 万元、1800 万

元、3200 万元。

在开展问卷调查时发现 ,游客并非全部专为旅

游而来 ,有部分游客是出差办事、开会或其他原因顺

道前来参观游览 ,这部分游客的旅行花费不能全部

计算在该保护区的游憩价值里。在所调查的问卷中

专门为观赏草原和达里诺尔湖而来的游客 ,2004 年

所抽查的 372 份问卷中占到 75 % ,2005 年的 333 份

问卷中约占到 85 % ,2006 年的 333 份问卷中约占到

91 % ,2007 年的 316 份问卷中约占到 81 %。故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2007 年达里诺尔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游憩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结果见表 2。
表 2 　2004 —2007 年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游憩服务功能价值

年份
总游憩服务功能价值 (万元)

旅行费用 消费者剩余 旅游时间价值 其他费用

合计

(万元)

权重

( %)

游憩价值

(万元)

2004 5888136 937110 22911 44 9001 04 106431 04 75 79821 28

2005 8021120 11921 67 39841 42 1304197 145031 26 85 12327177

2006 5918183 968102 33231 06 1800 120091 91 91 10929102

2007 11101113 16011 30 70201 53 3200 229221 96 81 18567160

5 　结论与讨论

1)本研究的目的是核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系统游憩服务的货币价值 ,为保护区内资源价值补

偿、生态保护以及保护区旅游持续管理提供参考依

据 ,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起公众的重视与关注 ,以期达

到对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这些宝贵资源进行保护和

合理利用、维持其巨大的经济价值’使其可持续地服

务于人类的目的。

2)虽然目前使用旅行费用法对生态系统游憩服

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比较多 ,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着争议、受到置疑 ,尽管如此 ,对

游憩服务功能进行货币化核算还是为我们的研究提

供了参考。具体体现在 :首先为量化资源价值、调整

国民账户提供参考 ;其次为政府决策权衡提供参考 ,

推动具有环境效益的开发和规划 ;最后为解决现实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如纠正资源管理中的“市场失

灵”、改变决策取向等提供参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

为资源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3)本研究连续四年调查评估保护区游憩服务价

值 ,其评估结果显示 ,消费者从该保护区生态系统游

憩服务中得到的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虽然每年不尽

相同 ,但基本维持在亿元左右 ,反映出一定价值趋

势 ;而且它只代表了保护区生态系统总经济价值中

的直接使用价值 ,如果把存在价值、选择价值和遗产

价值等非使用价值也包括在内 ,其效益更为巨大。

政府需要注意 ,这种巨大效益的维持乃至提高取决

于对关键性旅游资源的维护和改善。

4)就研究方法本身而言 ,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 ,

有待进一步探讨。具体体现在 :首先 ,用消费者剩余

计算有替代性的游憩商品价值时存在误差。消费者

剩余较能客观地反映游憩商品的经济价值 ,但是对

于有替代性的游憩商品而言 ,消费者剩余将严重低

于其本身的经济价值。因此如果一个区域的游憩区

很多 ,游憩区的替代性较大 ,那么用此法得出的消费

者剩余评价出的游憩价值将大大低于实际价值。就

达里诺尔保护区游客而言 ,除保护区外 ,距保护区

100 多公里的阿斯哈图石林也是游览目的地之一 ,

这肯定会对评估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其次 ,计算

消费者剩余时使用的旅行支出费用的确定存在片面

性。旅行费用法不是根据游客游憩时支出的所有费

用来计算消费者剩余 ,为研究方便 ,而是将游客游憩

时支出的费用例如其他费用平均化处理 ,以此来计

算消费者剩余 ,这使得评估结果有一定的偏差。关

于时间花费 ,当前的研究大多认为应该把时间花费

折合成资金消费 ,参于消费者剩余的计算 ,但对折合

的标准存在分歧 ,本文为研究方便统一按 40 %计

算 ,事实上应有差别。最后 ,游憩价值评价范围存在

局限性。旅行费用法只能评价游憩的使用价值 ,而

没有评价其非使用价值。因为该法仅仅根据游客实

际支出的费用来计算消费者剩余 ,故其消费者剩余

只反映了其使用价值。因此 ,在该方法的使用上还

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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