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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森林旅游地游客碳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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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极端气候频繁"倡导低碳经济的背景下"碳补偿的展开将带来生

态#经济#社会等多重效益"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的游客"其行为意愿对于碳补偿市场的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基于对
!DD

位江西省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有效问卷调查及访谈"运用描述性统计

及增强回归树模型"分析游客碳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职业#文化程度#气候变化感知

度#是否知道森林具有固碳作用#对森林碳汇及其交易渠道的了解程度#是否认为旅游碳排放减少

有利于生态环境等因素与森林旅游地游客碳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关键词!碳补偿%游客%影响因素%增强回归树&

@AB

'%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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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以及

+京都议定书,-&马拉喀什协定(-&哥本哈根协议(等

多次谈判所签署重要文件的出台!&低碳(已成为当

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作为能有效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的环保行为'''碳补偿"

I/-P+.+11763

#!通过计算

某行为活动直接或间接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折

算出抵消这些二氧化碳所需的经济成本!然后由个

人付款给专门机构!由他们通过植树或其他环保项

目抵消相应的二氧化碳量.

#)&

/

!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为了推动碳补偿的展开!+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

究,提出要建立全国各省碳源
)

碳汇的平衡账户!利

用区域间碳源%汇的差异!形成合理的交易价格!使

生态服务从无偿走向有偿!并提出要建立&国家碳补

偿制度(

.

D

/

*在企业层面上!一些企业将生产的产品

贴上&碳足迹(标签!标示该产品生命周期的碳排

放.

'

/

*从个人角度而言!个人碳补偿成为近年来民

众自发的一种环保行为.

(

/

*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对碳补

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补偿机制的构建.

C

/

-碳补偿

市场现状分析.

$)#"

/

-以及基于区域碳平衡测算的生

态补偿.

##)#!

/等方面!而有关于碳补偿利益相关者方

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发展碳汇林对林农的影响!对于

游客的研究并不多!森林旅游地游客碳补偿方面的

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森林公园旅游中!作为碳排

放实施主体的游客对碳补偿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通过对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开展了森

林碳补偿意愿相关的调查!采用
A

软件!利用增强

回归树"

@AB

#模型对影响游客碳补偿参与意愿的

因素进行分析*这既为提升游客乃至整个社会群体

的森林碳补偿参与度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完善森林

碳汇市场供求机制提供对策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特征描述

#>#>#

!

数据来源
!

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江西

省宜春市城西南
%#TH

处!面积
#%"

多
TH

!

!是以

&奇峰险壑-温泉飞瀑-珍稀动植物和禅宗文化(为主

要特色!集&生态游览-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和宗教旅

游(为一体的山岳型风景名胜区.

#%

/

*

#$$&

年被国家

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D

年被国家旅游

局评为
DL

级景区*明月山森林公园游客量由
!"#%

年的
!!"

万人次增长到
!"#D

年的
&""

多万人次!国

内的游客来源中!除了本省的游客!大多都来自上

海-浙江-湖北-湖南-安徽及福建几个省市*

本调查于
!"#'

年
(

月
#"

日至
#D

日和
C

月
!"

日至
!D

日!分别在明月山的潭下景区-太平山景区-

仰山景区-玉京山景区-塘家山景区进行了
!

次调查

问卷!共发放问卷
!'"

份!最终收回问卷
!DD

份!有

效问卷
!DD

份!问卷回收率为
$CX

*

#>#>!

!

样本统计特征描述
!

#>#>!>#

!

样本人口学特征
!

本次调查选取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职业-个人年收入
D

个变量来描述样

本的人口学特征*男性稍多于女性!占
DC>&X

)年

龄集中在
#D

"

&&

岁!占被调查者的
(D>!X

)受教育

程度以大专本科为主)年均收入多在
C

万元以下)所

在单位性质以企业为主!占
&"X

*

表
A

!

样本人口学特征

B/P06#

!

S6H+

N

-/

Q

4;II4/-/I36-;73;I7+13467/H

Q

067

项目 指标
!!!

频数 比例%

X

项目 指标
!!!

频数 比例%

X

性别 女
#"' &#>'

职业 商业-服务业人员
DD !#>'

男
#&$ DC>&

公务员等政府人员
#% D>#

年龄
#&

岁以下
& #>'

科研教育等事业单位人员
#( '>(

#D

"

!$

岁
#"$ &!>(

公司职员
&( #C>&

%"

"

&&

岁
C% %!>D

无固定职业
#" %>$

&D

"

D$

岁
&( #C>&

离退休人员
$ %>D

'"

岁以上
#! &>(

其他
# ">&

文化程度 小学
!! C>'

个人年收入
#

!

万元
C" %#>&

初-高中或中专
$' %(>' !>"

"

%>$$

万元
DD !#>'

大专或大学本科
#!! &(>C &>"

"

(>$$

万元
(D !$>&

研究生以上
#D D>$ C>"

"

##>$$

万元
!' #">!

职业 工人或农民
%( #&>D

$

#!

万元
#$ (>D

学生
'' !D>$

#>#>!>!

!

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及旅游碳排放认知度

!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有
$">'X

的游客感觉当前的

空气越来越差)当问及&二氧化碳是否为导致气候不

正常的主要原因(时!被调查游客基本都认同二氧化

C'!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碳是导致气候不正常的原因!不认同的只占
(>CX

)

C">!X

的被调查游客认为气候异常会给旅游业带来

不利影响!同时!有
C!X

的被调查游客也认为发展

旅游业会带来很大的碳排放)对于自己的旅游碳排

放是否会对气候变化产生不利影响!虽有大多数的

被调查游客表示会有不利影响!但仍有
!!X

的游客

不认同自己的旅游碳排放会对气候变化产生不利影

响*

$!>$X

的被调查游客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减少旅

游碳排放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

#>#>!>%

!

对森林碳汇及碳补偿的认知水平
!

调查

结果显示!知道森林具有固碳作用的游客占总被调

查游客的
D#>&X

!可知!游客对森林的固碳作用有

一定的认知)但被问及碳汇交易的相关知识时!其了

解程度却十分有限!&知道相关概念及运作模式(和

&非常了解(的人只有
#">'X

!有
C%>$X

的人只是有

所耳闻或不了解!甚至是从未听说过)经过调查人员

对森林碳汇及碳补偿相关知识的解释之后!八成左

右的被调查游客认同碳补偿是有利于减少旅游碳排

放的)同时!对于&碳补偿是否有利于森林的经营管

理(这一问题!有
#&>#X

的人不清楚或不同意!其他

游客都表示实施碳补偿是有利于森林的经营管理

的*

#>#>!>&

!

参与碳补偿意愿及认可的碳补偿方式
!

统计结果显示!有
('>DX

被调查游客表示愿意参与

到碳补偿中*在问及&会选择哪些方式参与碳补偿

时(时!大部分游客更倾向于从现有的旅游收入中支

付费用进行碳补偿或者支付额外的费用请专业人员

造林护林吸收二氧化碳"表
!

#!而不太愿意舍弃休

闲娱乐的机会和花费私人时间进行碳补偿*由此也

可看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乐意通过买卖的方式来抵消自己在旅游中

产生的碳排放*

表
B

!

游客参与碳补偿方式的选择

B/P06!

!

B+,-;737

Q

/-3;I;

Q

/3;+.;.346I4+;I6+1I/-P+.+11763

游客参与方式
响应

9

百分比%

X

个案
百分比
%

X

减少旅游活动
C$ !#>( %D>%

自己亲自去植树造林吸收二
氧化碳

C! !">" %!>D

额外支付费用!请专业人员造
林护林吸收二氧化碳

#!' %">( D">"

从现有旅游收入中支付费用
进行碳补偿

##" !'>C &%>(

其他
& #>" #>'

总计
&## #"">" #'%>#

!"#

!

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

!

研究方法
!

增强回归树"

P++736=-6

N

-677;+.

3-667

#模型!是基于分类回归树算法"

OLAB

#的一种

自学方法!该方法通过不断地随机选择和自学习方

法产生多重回归树!能够很好地提高模型的稳定性

和预测性)运算的过程中通过多次迭代随机抽取一

定量的数据!分析自变量的影响程度!剩余数据对拟

合结果进行交叉检验!最后生成多重回归树并取均

值输出.

#&)#C

/

*

@AB

方法相比较传统的线性或非线

性回归模型而言!提高了模型的稳定性和精度!得出

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相互关系和贡献率!在处理

不同数据格式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输出的因

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直观-易理解!很多学者利用该

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

/

*

#>!>!

!

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

针对游客碳补偿意愿

的回归分析!以&森林旅游地游客是否愿意参与碳补

偿(为因变量*在自变量选择方面!参考相应文献!

综合考虑其内在因素与外在条件.

!#

/

*选取了气候

变化感知度-旅游碳排放认知度-森林碳汇及碳补偿

认知水平以及个人变量
&

大类的
#D

个影响因素!经

过相关数据处理后!通过
@AB

模型对游客碳补偿的

意愿进行分析!得出游客碳补偿意愿主要影响因素

的具体影响程度及影响方向*

!

!

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
F0;34

编写的
@AB

方程包进行增强

回归树分析.

#&

/

*设置
@AB

的参数为$决策树复杂

性
50YD

!学习概率
$/Y">"""#

!分割比率"

P/

N

>

1-/I3;+.

#

Y">D

*每次抽取
D"X

的数据进行分析!

D"X

的数据用于训练!进行
D

次交叉验证*构建了

分别由
(DD"

棵决策树构成游客参与碳补偿影响因

素模型*主要因子的影响力大小如表
%

-图
#

*图中

百分率表示的是因子的贡献率!曲线是影响因子的

影响力变化!表示随着影响因子取值的变动!其对游

客参与碳补偿意愿的影响力变化*其中边际效应值

%

"

为正相关!

#

"

为负相关.

#')!"

!

!!

/

*

由图
#

可知!从影响的贡献率来看!影响因素的

贡献率最大的是游客的职业"

Z&

#!最小的是游客的

性别"

Z#

#)从主成分角度来看!职业"

Z&

#-气候异常

对旅游业影响的认知"

ZC

#-文化程度"

Z%

#-对森林

固碳作用的认知"

Z#!

#-对旅游碳排放与生态环境

关系的认知"

Z##

#-森林碳汇及其交易渠道的认知

"

Z#%

#!这
'

个因素是影响游客参与碳补偿行为的

主要原因!累计贡献率达
(&>'X

)从指标类型来看!

个人变量"

%(>%X

#

%

气候变化感知度"

#(>#X

#

%

森

林碳汇及碳补偿认知"

#%X

#

%

旅游碳排放认知度

"

(>!X

#*各因素对游客参与碳补偿意愿的影响趋

势如下详细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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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

变量赋值及相关解释

B/P06%

!

[/-;/P06/77;

N

.H6.37/.=-60/36=6U

Q

0/./3;+.7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赋值及变量定义

因变量
E

是否愿意参与碳补偿 是
Y#

)否
Y"

个人变量
Z#

性别 男)女

Z!

年龄
#&

岁以下
Y#

)

#D

"

!$

岁
Y!

)

%"

"

&&

岁
Y%

)

&D

"

D$

岁
Y&

)

'"

岁以
上

YD

Z%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Y

小)初中-高中或中专
Y

高)大专或大学本科
Y

大)研
究生及以上

Y

研

Z&

职业
工人或农民

YL

)学生
Y@

)商业-服务业人员
YO

)公务员等政府人
员

YS

)科研教育等事业单位人员
YF

)公司职员
Y8

)无固定职业者

YF

)离退休人员
Y8

)其他
YR

ZD

个人年收入 #

!

万元
Y#

)

!>"

"

%>$$

万元
Y!

)

&>"

"

(>$$

万元
Y%

)

C>"

"

##>$$

万元
Y&

)

$

#!

万元
YD

气候变化感知度
Z'

感觉当前的空气越来越差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Z(

二氧化碳是导致气候不正常的主要原因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ZC

气候异常会给旅游业带来不利影响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旅游碳排放认知度
Z$

发展旅游业也会带来很大的碳排放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Z#"

自己的旅游碳排放会对气候变化产生
不利影响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Z##

旅游碳排放的减少!有利于生态环境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森林碳汇及碳补偿
认知水平

Z#!

是否知道森林具有固碳作用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Z#%

了解森林碳汇及其交易渠道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Z#&

碳补偿有利于减少旅游碳排放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Z#D

碳补偿有助于森林的经营管理
不清楚

Y"

)完全不同意
Y#

)基本不同意
Y!

)基本同意
Y%

)同意
Y

&

)非常同意
YD

#"!

!

个人变量对碳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

在游客个人变量的
D

个影响因子中!职业和文

化程度与游客碳补偿意愿呈显著相关关系*由图
#

可知!游 客 职 业 的 影 响 最 为 显 著!其 贡 献 率 达

!(>#X

!从散点分布可看出!工人或农民-无固定职

业者-退休人员的边际效应力在
\">%

"

"

!呈负相关

关系!这些游客一般是学历相对较低或者与社会接

触较少!所了解的事物少!因此对碳补偿的关心度及

参与度也就相对较差)而学生是学习新知识-新思想

的群体!更易于学习-领悟碳补偿的意义!也就更愿

意参与到碳补偿中)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公务员-

科研教育人员-公司职员等与社会接触较多!接触新

鲜事物的机会也多!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度相对较高!

因此对于碳补偿意愿的影响力自然是呈正相关*游

客的文化程度与其参与碳补偿的意愿呈正相关关

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参与碳补偿!说明文

化水平决定了人对事物的看法与态度!文化程度越

高!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程度也越快!对森林碳

补偿也相对了解*

#"#

!

气候变化的感知度对碳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

气候变化感知度这一类影响因子中!气候异常

会给旅游业带来不利影响的贡献率为
#(>#X

!且与

游客的碳补偿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游客越意

识到气候异常会对旅游业有不利影响!越愿意参与

到碳补偿中!说明游客深知气候对旅游业的不利影

响也将会影响到自身的旅游活动!进而也就更愿意

参与到碳补偿中!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尽一份力

所能及的力量*

#"$

!

旅游碳排放的认知度对碳补偿参与意愿的

影响

!!

在旅游碳排放认知度中!旅游碳排放的减少!有

利于生态环境和游客参与碳补偿意愿有着显著相关

性!其贡献率为
(>!X

!且呈正相关*游客对旅游碳

排放的相关知识越了解!越愿意参与碳补偿*因此!

若让更多的游客知晓旅游碳排放的减少会有利于生

态化境的变好!也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碳补偿的行

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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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影响游客碳补偿意愿因子的影响力及边际效应

8;

N

>#

!

B46;.10,6.I6/.=H/-

N

;./06116I37+13465;00;.

N

.6771/I3+-+13+,-;737]I/-P+.+11763

#"%

!

森林碳汇及碳补偿认知水平对碳补偿参与

意愿的影响

!!

从图
#

可知!&是否知道森林具有固碳作用(和

&了解森林碳汇及其交易渠道(贡献率分别为
CX

和

DX

!从图中折线的趋势也可看出都呈正相关!即认

知水平越高!越愿意参与碳补偿*游客对森林碳汇

及碳补偿的认知水平决定了游客对其的理解与判

断!决定了他们对碳补偿价值的评判与消费态度!进

而影响其参与态度)另外!公众对森林碳汇的交易渠

道越了解!参与意愿越强烈!说明森林碳汇交易平台

的建设对碳补偿的参与度起着重要作用*

%

!

结论与讨论

基于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
!!D

份游客数据!构

建了森林旅游地游客碳补偿的影响指标体系!采用

@AB

模型分析各变量对游客行为决策影响的规律

性!结果表明$

#

#总体上看!森林旅游地游客的碳补

偿参与意愿较强!虽说对于森林碳汇及碳补偿方面

的认识不深!但通过一定的了解后!

%

%

&

以上的被调

查游客还是愿意参与碳补偿*

!

#与游客碳补偿参与

意愿呈显著相关关系的
'

个因素!按贡献率排列依

次为职业"

!(>#X

#

%

气候异常对旅游业影响的认知

"

#(>#X

#

%

文化程度"

#">%X

#

%

森林固碳作用的认

知"

CX

#

%

旅 游 碳 排 放 与 生 态 环 境 关 系 的 认 知

"

(>!X

#

%

森林碳汇及其交易渠道的认知"

DX

#*

目前!碳补偿还是比较新的概念!通过研究发现

熟知碳补偿相关概念的游客不到
!"X

!这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游客碳补偿的参与度*因此政府及相关管

理机构有必要通过媒体-社区-学校等渠道和平台!

将碳补偿的相关知识传递给大众!加强大众有关碳

补偿的科普教育!提升大众对碳补偿认知度*另外!

我国并没有制定碳补偿标准!如在一次旅行过程中

碳补偿的支付标准是什么-支付给什么组织-用什么

方式支付!碳补偿额的流向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有待

解决*因此!政府要落实相应的碳补偿准则!才能更

好的推动碳补偿市场的发展*

企业作为第三方平台!在市场作用下!可构建碳

补偿网络体系!让碳补偿信息公开化-操作方便化!

使游客能更好地参与到碳补偿中*另外!也可通过

市场基金提升旅游者参与碳补偿的积极性!游客通

过自愿游客通过自愿购买基金-彩票-债券的形式参

与碳补偿!既保护环境又能满足其自身利益*

游客是产生旅游碳排放的主体!即碳补偿的主

体!理应为其碳排放支付补偿!但还有部分游客表示

没有参与碳补偿的意愿!而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其

意愿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游客还需要不

断的提高自身素养!多关注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与

自身息息相关的事!主动加入到低碳出行-植树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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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环保义工等有利于增加生态系统碳吸收能力的

活动中*树立碳补偿意识!提升碳补偿支付意愿!以

推动碳补偿市场的构建!也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尽一

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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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贤斌!傅先兰!倪建华!等
>

安徽省会经济圈碳排放强度与生

态补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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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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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莉芬
>

明月山风景区营销渠道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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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南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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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华!杨健!刘志华!等
>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火烧迹地森

林更新及其影响 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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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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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旅游地餐饮经营者的碳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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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江西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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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娇!陈美球!鲁燕飞!等
>

鄱阳湖区农户农业面源污染认知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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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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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林!刘淼!胡远满!等
>

基于增强回归树和
+̀

N

;73;I

回归的

城市扩展驱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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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跃!王明新!孙向武!等
>

基于增强回归树的城市
GV

!>D

日均

值变化分析$以常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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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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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国
>

碳补偿视角的森林旅游利益相关者决策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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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江西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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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迪!王明新!钱中平!季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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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效率
K@V

和
@AB

的农

业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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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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