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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公众偏好探讨深圳自然游憩地建设定位对策。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掌握公众对自然游憩地的建

设需求，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1) 公众对游憩地主体功能的需求趋向多元化; 2) 自然景观资源更能获得公

众的偏爱，其中云雾、森林、花田等视觉环境和溪谷等听觉环境最具有公众吸引力; 3 ) 因职业、收入、

年龄等不同公众对游憩时长有不同选择，但普遍对自然游憩地停留时长的意愿集中在短期时间上; 4) 老

年与少年群体对游憩地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导向性。立足这样的调研结论，文中从主体功能、主景亮点、游

憩时长、游憩群体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设定位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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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for natural recreational spaces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public preference，

and the demand from the public on natural recreational space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tatis-

tical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ublic have more diverse requirement on the main functions of recreational

spaces; 2) The public prefer to na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among which the visual environment such as mist，for-

est，flower field as well as the hearing environment like valley stream are more attractive to the public; 3) The public

have varied choice for specific length of recreational time due to their occupations，incomes and ages，but generally

showed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a short-term recreation; 4) The aged and young groups have a subjective preference on

the selection of recreational spaces. Basing on those conclusions，this paper put forward futur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 terms of main function，highlights of scenery spots，recreational time length and targeted group for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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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地区自然空间缺少与都市高强度的工作

与生活压力，造成了都市人群特定且越来越强烈的

自然回归渴求，自然游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

关注［1 － 4］。各领域开展了诸多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实

践，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生态、经济、人文 3 个

角度: 生态层面主要是对自然游憩地环境及环境保

健因子的研究［5 － 9］。经济层面主要是对自然游憩地

经济价值的评价［10 － 11］。人文层面，一方面是研究环

境给予人的体验感知，主要着重以问卷调查、访谈

的方式对自然游憩环境给予游憩者的游憩活动体验

感知进行评价［12 － 13］，目前已构建出一些评价量表与

评价模型; 另一方面是研究人对于自然游憩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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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主要着重以 ＲCC［14］、ＲOS［15］等理论来研究人

的游憩影响。总体而言，目前生态与经济层面的研

究较为成熟，而对自然游憩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研

究还较为薄弱; 自然环境游憩承载力等的研究开展

相对较早且成果较多，但对于游憩者环境体验特别

是环境需求的研究还相对欠缺，且少有研究对整个

区域的游憩需求进行调查总结，而人是游憩环境的

使用与构建者，其需求对于游憩地的建设定位具有

基础性作用。基于此，本文选择城市建设发达、自

然游憩需求较多的深圳展开研究，以问卷调查与分

析的方法，尝试从整个都市区域的尺度掌握公众对

自然游憩地的需求，以此科学提出适合区域游憩地

建设定位的策略。

1 研究地概况

深圳地处广州珠三角经济区，是我国最为发达的

沿海国际化现代大都市之一。城市建成区人口集聚、

建设集中［16］，且其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四季宜人，

依山临海，近远郊区自然基础条件良好，森林、海滨

等环境优势明显。深圳还是我国吸引力强的优秀旅游

城市，游憩资源开发较为成熟，游憩地点类型与数量

丰富［17 －19］。同时，在优化生态格局实现社会全面协

调发展的新时期，深圳自然游憩地的建设开发发生了

从单纯注重户外活动功能向注重综合的养生休闲、生

态游憩、旅游地产等多元功能的转变［20 －22］。了解该

阶段公众对自然游憩地的普遍共性需求对于自然游憩

地的布局调整与建设定位意义重大。

2 调查与分析方法

1) 问 卷 设 计。问 卷 围 绕 自 然 游 憩 地 主 体 功

能、自然游憩地主景资源、自然游憩地游憩时长

的公众偏好以及自然游憩地游憩群体的选择因素

4 个方面设计问题，以此确 定 自 然 游 憩 地 的 主 体

功能定位、主景资源亮点定位、与游憩时长相匹

配的建设模式的定位以及与游憩者属性匹配的建

设模式的定位。
2) 调查方法。为保证调查全面性，调查地点涵

盖了深圳的中心城区与近远郊区，分布于龙岗、福

田、罗湖、南山 4 个行政区内，含商业、居住、公

园、学校等多种用地类型，共计 15 个具体地点。总

计调查了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收

入水平和职业的 1 300 人，回收有效问卷 1 198 份。
3) 分析方法。采用百分比计算问卷每题每项数

据，后续依据不同分析内容需要进行归纳统计［23 － 24］

3 结果与分析

3. 1 自然游憩地主体功能

问卷调查了公众所需的深圳未来自然游憩地建

设的主体功能需求，调查结果表明，公众对游憩地

具有户外游憩、科研示范、森林养生、康体运动、

寺庙福泽、生态文化、娱乐休闲、观光赏景、森林

小镇、生态度假、环境教育、社会活动的功能需求，

且其 选 择 比 例 分 别 为 9%，7%，9%，9%，7%，

9%，8%，9%，8%，8%，9%，8%， 各 项 差 异

不大。

这一结果表明，公众对深圳自然游憩地主体功

能的需求在不断扩大，趋向于多元化，但各种主题

元素的定位偏好数值上趋向平均，说明公众的游憩

需求正发生着一定的变化。观光赏景、康体运动等

传统游憩主题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户外

游憩、生态文化、森林养生、环境教育、生态度假、

科研示范、寺庙福泽、社会活动等新兴游憩主题的

需求正逐步扩展，自然游憩地的主体功能正由传统

游憩主题趋向游憩兼具休闲、赏景兼具养生、度假

兼具人居、环教兼具科研、森林文化兼具自然福泽

文化的复合型体验转变。
3. 2 自然游憩地主景资源

问卷调查了深圳公众对自然游憩地不同典型景

观资源的喜好度，调查结果显示。最喜好瞭望景观

的人数占为 14%，最喜好岩石景观的人数占 6%，

最喜好溪谷景观的人数占 13%，最喜好人文景观的

人数占 9%，最喜好寺院景观的人数占 7%，最喜好

森林景观的人数占 13%，最喜好云雾景观的人数占

11%，最喜好花田景观的人数占 15%。

由此可以看出，花田景观具有最高的公众喜好

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出深圳花田景观的缺

失与公众对此的热烈渴求。同时，与花田景观几乎

相当的是瞭望景观、森林景观、溪谷景观，其次是

云雾景观和古树景观，最后是人文景观、寺院景观、

岩石景观。这一结果表明，自然景观资源更能获得

公众的偏爱，而在自然景观资源中瞭望包括云雾、

森林、花田等视觉环境和溪谷等听觉环境最具有公

众吸引力。
3. 3 自然游憩地游憩时长

接受调查的公众均表示其愿意花时间进行户外

游憩，但在时长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公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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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自然游憩地停留的时间，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

30%的调研群体愿意花上 1 天在自然游憩地进行活

动，33%的调研群体愿意花上 2 天在自然游憩进行

活动，28%的调研群体愿意花上 3 ～ 5 天在自然游憩

地进行活动，9% 的调研群体愿意长时间休假或居

住。这一结果说明，从总体上而言，公众对自然游

憩地停留时长的意愿集中在短期时间上，一般愿意

花 3 天以内的时间进行自然游憩，而最佳的游憩时

间长度公众定位在 2 天。

同时，为了进一步了解游憩时长与游憩者经济、

职业、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等个性属性的相关

性，问卷进一步统计了基于群体差异的停留时长。

统计结果表明: 1 ) 就对 1 天、2 天、3 ～ 5 天

游憩时长的选择情况来看，排除年龄差异因素，其

他群体差异因素的影响不大，而年龄因素的影响主

要表现为老年群体 ( 年龄 60 以上 ) 对短时间 ( 1

天) 游憩的更高偏好以及中青年群体 ( 年龄 31 ～
39，40 ～ 59 ) 对中长时间 ( 2 天及以上 ) 游憩 的

相对更高偏好; 2 ) 就对长时间休假或居住的选择

情况看，月收入、年龄、职业、居住地对游憩地停

留时长的影响相对明显，高收入 ( 10 万以上) 群

体比其他收入群体，中青年群体较之其他年龄群

体，自由职业群体比在职工作群体，外地迁入定居

群体比本地户籍与差旅及打工群体对于此选项具有

更高的选择率。

如上公众对于自然游憩地的游憩时长的总体情

况与群体差异结果说明，总体上公众趋向于短时间

的自然游憩，这可能与深圳的快节奏城市生活密切

相关。同时，对于某些特殊群体，如高收入群体、

中青年群体、其他职业群体、外来迁入定居群体来

说，长时间期休假或居住于自然环境中是其最理想

化的状态。这同样可能与其群体的特色状态紧密关

联。中青年群体城市生活压力较大，其希望在自然

环境中缓解工作压力; 高收入群体有很强的经济实

力，而其他职业群体有较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去追

求远离城市喧嚣的度假与居住格调; 而外来群体迁

入定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深圳城市良好的自然、

经济综合环境的偏好，其有能力也更趋向于寻找更

自然更生态的人居环境。
3. 4 自然游憩地游憩群体

对于公众选择游憩地点的原因，调查结果显示，

老年群体均选择了自己想去，少年群体均选择了自

己想去，而中青年群体中选择自己想去的为 50%，

另有 25%选择了家里老人想去，余下 25% 则选择了

家里小孩想去。

对上述问卷的数据统计结果表明，老人群体与

少年群体对于自然游憩地具有完全的偏好度与渴求

度，而中青年群体除了自我喜好还兼顾了老年群体

的喜好与对少年群体裨益的考虑。这一调查结果与

我国社会现状及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同时更反映出

自然游憩地受众的情况。深圳自然游憩地的主体对

象不局限于活动力强的中青年群体，还包括老年群

体和少年群体; 且老年群体与少年群体对游憩地的

偏好度除了决定其群体自身的选择外，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中青年群体对于游憩地的选择，老少游

憩群体的偏好与需求对游憩地的选择与建设定位具

有导向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4. 1 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 1) 游憩地主体功能的公众需求正从传统的单纯

注重户外游憩活动趋向于休闲、养生、人居、环境

教育的多元化; 2) 游憩地主景资源的公众偏好存在

类型差异，其中云雾、森林、花田等视觉景观元素

和溪谷等听觉景观元素最具公众吸引力; 3 ) 游憩地

游憩时长会因游憩者的职业、收入、年龄等不同而

有所差异，但公众普遍意愿集中在短期时间上; 4 )

游憩地游憩群体中的老年与少年群体对游憩地的选

择具有更强的影响与导向性。
4. 2 建设定位的讨论

4. 2. 1 主体功能

从对调查数据的解读可知，公众对自然游憩地

主体功能的需求正由传统游憩主体功能向一种复合

的体验转变，因此深圳未来自然游憩地的建设在主

体功能定位方面应充分把握这一发展趋势，构建内

涵广度化与形式多元化的主体功能。
1) 从休闲扩展至养生悦活。在开发传统休闲主

题的基础上，增加养生悦活的游憩功能主旨，如在

体验路径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康体植物变单纯的体验

路径为康体功能路径，在森林休憩设施方面可以通

过场地整理与树种改造建设理疗型森林浴场从而变

森林休憩空间为森林保健场所。
2) 从悦眼扩展至文化品位。在加强传统自然视

觉资源及其观赏途径与人工景观建筑物或构筑物等

人文视觉景观资源建设的基础上，赋予游憩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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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内涵，在自然视觉景观资源中构建森林文化

的感知空间以及森林人居体验空间，在人工视觉景

观资源中构建对森林禅学、佛教文化的参悟与祈福

空间，多角度将单纯的森林自然人文视觉美景提升

为有文化深度的综合品位空间。
3) 从娱乐扩展至科研教育。以森林游憩活动与

基于森林游憩地开展的社会活动为依托展开寓教于

乐的环境教育，同时通过解说系统的建设加深环境

教育在整个游憩地的渗透力。另外，依据自身情况

与专业科研机构与科研院校建立联系，在游憩地内

建设科研、实验以及展示的基地，扩展游憩地的科

教主体功能。

4. 2. 2 主景资源

基于上述调查数据解读视听景观资源最具有公

众吸引力的结论，深圳游憩地建设主景资源的开发

定位应趋向于这些资源类型，依据公众具体的偏好，

立足自身环境本底，发掘视听景观资源并进行保护

性利用，构建游憩地名片性的主景亮点。
1) 以花田景观塑造游憩地的主景亮点。充分结

合华南植物特色，将华南本土的芳香花卉植物作为

游憩地的景观亮点，建立“华南芳香花田”与 “游

憩地”的首要联想关联 ( 类似薰衣草花田之于法

国) ，打造满足公众喜好与需求的具有华南特色、独

特、典型的花田景观。
2) 以瞭望景观塑造游憩地主景亮点。充分利用

游憩地的地貌，建设观景台、观景塔、山体观景栈

道等能够呈现游憩地瞭望景观的空间，并结合游憩

地特殊的气候景观塑造游憩地云雾缭绕、阳光漫射

的远景之美，打造瞭望之景的赏景亮点。
3) 以森林景观塑造游憩地的主景亮点。充分利

用游憩地的森林资源，一方面建设深入森林内部的

游憩空间，承载森林的深度体验，将森林木、草、

虫、鸟等丰富的景观多角度地展现，另一方面扩展

森林景观的保健内涵，将森林康体作为森林景观的

衍生亮点加以塑造。
4) 以溪谷景观塑造游憩地的主景亮点。充分保

护与利用游憩地的溪谷资源，从森林声环境的角度

发掘溪谷水声、鸟鸣声对游憩者身心的愉悦功能、

感悟功能，建设溪谷景观中或幽谷空明的休憩与冥

想空间，或溪流潺动的游乐放松空间，塑造溪谷景

观的游憩地主景亮点。

4. 2. 3 游憩时长

基于上述数据解读得出的 2 个方面的结论，深

圳自然游憩地建设在定位时同样应考虑公众总体趋

向短时间游憩的趋势，并兼顾普遍受众与特殊群体

的不同需求。
1) 适合普遍群体的短时间游憩地建设。通过上

述调研结果可知，公众普遍趋向 3 天以内最好是 2

天的自然游憩。因此自然游憩地在定位时应该把握

对游憩时间的这一偏好，建设一些适合短时游憩的

项目与场所，并且利用游憩地日出、日落、星辰等

昼夜变化的特色自然景观及与之相结合的露营等游

憩活动，增加游憩地的吸引力。
2) 满足特定群体的精品游憩环境建设。依据上

述对特定群体需求分析的结果，自然游憩地应立足

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地针对老年群体构建保健益寿

的当天往返、以慢性活动为主的康体游憩场所，针

对中青年群体构建一些能够缓解城市生活压力、给

予其回归自然感、家庭相处亲切感的可作较长停留

的生态度假空间，针对较高收入群体、外来迁入定

居群体构建拥抱自然、远离繁忙与喧嚣的生态人居

空间。

4. 2. 4 游憩群体

上述调查数据表明，老年群体与少年群体对于

游憩地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游憩地建

设的定位时需要对老年群体与青年群体的需求与偏

好加以重视，构建符合老年群体与少年群体需求、

切合老年群体与少年群体年龄行为特点的或能够给

予老年群体与少年群体更多引导性的游憩地空间。
1) 从老年群体的偏好角度，建设更多适合老年

人慢性活动、康体保健的设施与场所，增加老年人

交流与相互接触的空间，在定位游憩主题时更多考

虑老年群体关注的人性感与亲近感。
2) 从少年群体热爱自然、喜动的天性出发，构

建更多的溪涧丛林体验空间，同时出于中青年群体

对少年群体游憩利弊的考虑，从引导少年环境接受

环境的目的出发，构建更多的环境教育设施与环境

教育户外课堂。

总的来说，文本从游憩者角度粗略地对其需求

的游憩地主体功能、喜好的游憩地主景资源、意愿

的游憩地停留时长、考量的游憩地选择原因进行了

调查分析，旨在形成游憩地建设定位的指导性对策;

但本文未基于所得结论，立足公众需求的游憩地主

体功能与意愿的游憩时长对公众喜好的主景资源的

开发项目、建设形式等进行详细的调查分析与探讨，

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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