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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献计量与可视化操作，是以挖掘大量文献及其隐藏信息为手段，对文献

及期刊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识
2

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本研究运用
MJY.

在线分

析软件与
S$-+MD"2+

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处理软件，对
Sc&.

数据库收
3

的旅?碳排

放相关问题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借助关键词聚类图、关键词的时间线图谱与

关键词的主题路径图等知识图谱，探测国
)

旅?碳排放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追?

到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前沿，?捕捉研究空间。结果显示：国
)

研究经历了从定性

描述到定量核算的迁移路径，从初期的概念辨析、案例解读，到近年来的模型修正

与大尺度的空间分析；
4

钩分析在检索时间区间
)

研究热度持续上升，关键词共现

情癋表明，
4

钩理论已成为了旅?碳排放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支撑理论；近三年

来，新兴的旅?碳排放核算技术方法，呈现以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为主

体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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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传统意义上的旅?经济增长模式，不可

置疑地对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起到了促

进作用。衡量旅?经济增长的传统指标，通

常以?客接待量与旅?综合收入为主。旅

?发展应以提升国民休盻质量与生活满意

度为初衷，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旅?业的飞

速发展也带来了众多的环境问题。根据世

界旅?组织（
Vc`YG

）数据，与旅?业活动

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到全球碳排放

总量的
<Z

左右（邓爱民
N

孙琳，
567=

；
Vc



`YG

，
566=

），且增长迅速。旅?乘数效应

明显，由旅?经济活动引致的能源消耗归属

到相关行业之中，以交通运输与邮电业、餐

饮与住宿业、批发与零售业对全球碳排放总

量的贡献之和?比最大。其中，交通运输、

餐饮住宿以及旅?活动所
*

生的碳排放量

?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T'=Z

，由此引发的
E

室效应约?全球总效应的
7TZ

（邓爱民
N

孙琳，
567=

；潘植强
N

梁保尔，
567X

）。

以现有的旅?碳排放速度进行估计，到

56P<

年，全球旅?业碳排放量将增加

7<5Z

，对全球变暖贡献率也将增加
7QQZ

（邓爱民
N

孙琳，
567=

）。到
56P6

年，中国

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目的地国，届时中国

的入境?客量将空前增长。因此，如何释放

中国的旅?生态压力、协调旅?碳排放与旅

?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科学地研究旅?碳

排放的影响、探寻旅?碳排放的源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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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测度碳排放总量?进行合理预测、设计区

域旅?碳治理模式与机制、实现旅?业的
+

排，以及提升旅?生态效率，是当前科研工

作人员面临的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国
$

旅?经济增长与旅?碳排放之间

的关联问题已得到一些研究的证实（潘植

强
N

梁保尔，
567X

；范跃民等，
567=

）。然

而，早期中文文献报道多集中在低碳旅?的

概念、路径、影响因素研究等方面，量化分析

起步时间较晚。因此，为矨清国
$

旅?碳排

放问题的研究演变路径、清晰地刻画研究热

点与动态演化规律，以及准确地把握量化技

术与理论焦点等信息，需借助文献计量与可

视化操作方法，追踪
Sc&.

数据库中旅?碳

排放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的脉络，?梳理研

究热点与演化轨迹。

文献计量分析法是以数学与统计学为

支撑，以数据库中的大量文献为载体，依托

科学计量软件对数据进行收集、加工整理，

挖掘隐含的相关信息，?可实现对海量文献

资料的分析、评价和预测。文献计量的具体

步骤主要包括：文献信息的准备（数据源的

提取与预处理）、文献知识的挖掘（定性描

述与计量方法的选取）与结果的解释和评

估（结果的可视化呈现与解读）（王冰璐等，

567\

）。与传统的以定性描述分析为主的文

献述评相比，文献计量方法在揭示研究热点

演化规律、跟踪研究前沿的动态发展脉络等

方面体现出
B

对优势（陈维军，
5667

）。文

献计量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为文献计量研究

中对海量文献数据的有效、快速处理提供了

技术支持。目前国
$

外常用的文献计量与

可视化操作软件主要包括
VS.cWY

、
R$C+g



2+4

、
]),#$+H+*

、
S$-+MD"2+

、
K@2+/+

等。对某

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演化与理论发展的

梳理成为文献计量研究中的一大焦点，例如

对在线医疗健康领域的分析（
:

江等，

567=

）、网络舆情睶在热点主题识
,

（丁晟

春，
5656

）、社交媒体话题演变（刘倩
N

李晨

亮，
5656

），以及对基金立项资助热点及其演

化过程的可视化分析等（陈挺等，
5656

）。

１　数据准备

１．１　研究方法与软件介绍

本研究利用
S$-+MD"2+ <'<'U7

软件与

MJY.

（
M-"-$,-$2"4 J/"4>,$, Y))4I$- F)* ./F)*A+



-*$2,

，文献题
'

信息统计分析工具）在线分

析工具，对国
$

旅?碳排放相关文献研究进

行梳理和计量，?通过可视化操作实现对研

究脉络及研究趋势的动态把握。

S$-+MD"2+

软件是
S$-"-$)/ MD"2+

的简

称，中文译为“引文空间”，该软件是由美国

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教授陈超美

（
SE")A+$ SE+/

）基於
f"#"

语言开发的一款

信息可视化软件。
S$-+MD"2+

著眼於分析科

学文献中的睶在知识和信息，?在科学计量

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

来的一款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

析软件。由於该软件主要通过可视化的途

径来展示科学知识的结构、分布规律和演化

情况，因此，基於
S$-+MD"2+

分析处理的可视

化图形也被称为“科学知识图谱”，即以知

识域为研究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

与结构关的一种图像（李杰
N

陈超美，

567X

）。目前，该软件已被广泛地应用於文

献题
'

数据库的文本分析和数据挖掘研究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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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Y.

是一款基於
S

语言的文献题
'

信

息统计分析软件，同时提供构建共现矩阵，

但仅限於生成中间数据，包括根据抽取到的

字段信息对条目
$

元素（自定义标识、关键

词、主题词、作者、引文、机构、发表年、标题、

期刊、文献类型等）的频次进行统计和降序

排列。虽然
MJY.

无法实现基於词频排序构

建图表、基於共现矩阵进行聚类分析、作

网络知识图谱等最终研究，但
MJY.

可以根

据设定的共现矩阵行列数，将频次降序排列

表中的相应数量条目元素作为矩阵知识单

元进行运算，以构建知识单元共现矩阵（关

键词共现矩阵、主题词共现矩阵、作者共现

矩阵、引文共现矩阵、机构共现矩阵等），?

生成
WoSWK

格式文档，进而可以基於此矩

阵文档导入相关软件（如
V2$/+-

、
c+-%*"H

等

可视化分析软件），从而生成共现网络知识

图谱。

算法是指解题方案的准确而完整的描

述，是一系列解
3

问题的清晰指令，算法代

表著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
3

问题的策略机

制（付健
N

丁敬达，
567=

）。由於
]),#$+H+*

是基於概率论算法操作的，其在对共现高频

词进行归一化处理方面的算法，与基於集合

论算法的
S$-+MD"2+

软件存在差?。
]),



#$+H+*

软件在处理数据量较大的文本更具

优越性，且更加能够保证数据的准确度；而

S$-+MD"2+

在揭示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时，

对时间趋势与研究规律的把握较具优势；但

涉及到展现学科主题之间的关问题时，

]),#$+H+*

软件相对於
S$-+MD"2+

软件在文

献计量上则较有突破。根据本文的研究诉

求和 研 究 方 向，本 研 究 选 择 了 运 用

S$-+MD"2+

软件与
MJY.

在线分析软件，对

Sc&.

文本数据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处

理。

１．２　数据来源与检索过程

在文献检索过程中，需考虑信息的查准

率和查全率。若应用“篇名”检索策略进行

检索，则条件限定较为严格，保证了查准率，

但查全率则大大降低。由於
S$-+MD"2+

适用

於应用“主题”检索策略，因此，
S$-+MD"2+

能

获得较为宽泛的检索结果。

本研究对
Sc&.

（中国知网）数据库进

行检索，去除会议论文与报纸报道文献，锁

定期刊与硕博论文文献，检索日期为
5656

年
P

月
7X

日，检索时间段为
7==6


5656

年，

以“旅?
q

碳中和”、“旅?
q

碳补偿”、“旅?

q

碳治理”、“旅?
q

碳排放”、“旅?
q+

排政

策”等主题词进行检索，最初得到
X\X

篇文

献，经逐页筛选，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条

目，?经过数据清洗，最终剩馀
P6X

篇文献

题
'

信息以作分析。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基於ＳＡＴＩ分析的文献可视化

5'7'7

　发文量分析

将压缩後的
Wc!cGYW

格式的文件导

入
MJY.

在线分析工具，进行智能化数据清

洗，?将高频字段及矩阵大小显示设置为

<6

。根据数据清洗後的文献发表年份信息，

绘出有关旅?碳排放与碳治理相关研究

领域的文献发表量的年份趋势图，如图
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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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文献年度发表量趋势图

　　国
$

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自
5676

年之

後发文增速开始提升。
567<


567\

年间的研

究居多，
567Q


567=

年保持平稳趋势。由於

检索时间为
5656

年上半年，只能检索到该

年度的少部分文献；但鉴於该问题近年来逐

渐被国
$

研究人员关注和重视，因此，可以

推断有关旅?碳排放与碳治理的研究在总

体上会呈递增态势。

5'7'5

　文献分布分析

根据上述数据清洗後，得出文献来源分

布图、文献机构分布图、文献作者分布图与

文献年份分布图，具体见图
5

至图
<

。

图
5

　文献来源分布图

　　图
5

显示，《生态经济》、《中国人口资

源与环境》、《生态学报》、《旅?学刊》等期

刊刊载旅?碳排放与碳治理方面的论文居

多；从文献来源的总体分布分析，地理学综

合类、旅?资源类、生态环境类期刊对该问

题的关注较高。

从研究机构的发文频次分析，在检索的

文献总量中，湖南师范大学旅?学院、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师范大

学地理科学学院、四川大学旅?学院以及中

国旅?研究院等单位对低碳旅?相关问题

的研究较多（见图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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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P

　文献机构分布图

　　图
T

显示，王凯、钟永德、
:

普、周婷婷、

查建平、罗芬等学者对旅?碳排放与旅?
+

排问题的论述较多。

剔除
5656

年的文献报道，在文献检索

时间段
$

的各个年份中，
567X

年发表旅?

碳排放研究领域的文献最多。自
5676

年起

至今，该领域的文献报道在总体上呈逐年递

增的趋势，其中，
567X

年出现一次峰值，之

後，
567\


567=

年的发文量均维持在相对较

高水平（见图
<

）。

图
T

　文献作者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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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文献年份分布图

　　
5'7'P

　时间序列图

"'

关键词频次
e

频率。运用
MJY.

在线

分析软件对
Sc&.

数据库的题
'

文本进行

关键词分析，作出了关键词频次
e

频率、作者

频次
e

频率、作者所在机构频次
e

频率、文献来

源频次
e

频率的时间序列图
:

具体如图
X

至图

7P

所示。

图
X

　关键词频次年份分布图

图
\

　关键词频率年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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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频次
e

频率图显示，
567P


567X

年，碳排放问题一度成为旅?研究的热点问

题，
566=


567=

年期间，关於低碳旅?描述性

分析的文献数量变动不明显，在
567X

年前

後，从碳足迹、旅?碳足迹的角度切入论述

旅?碳排放问题的量化分析开始增加。这

表明近十年来，相关研究从最初的以定性描

述为主，逐渐向定量分析转变。

C'

作者频次
e

频率。图
Q

及图
=

显示了

发文频次较高的作者在不同年份发文量的

变动情况。

图
Q

　作者频次年份分布图

图
=

　作者频率年份分布图

　　
2'

作者所在机构频次
e

频率。对应地，

图
76

及图
77

展示了各个科研单位对旅?

碳排放问题关注的时间、研究的持续性及近

年来的研究变动情况。

%'

文献来源频次
e

频率。根据图
75

及

图
7P

，
567<


567X

年期间，《生态学报》和《生

态经济》对旅?碳排放问题论文的收
'

较

多；近三年来《
3

策与统计》和《旅?研究》

两份期刊对旅?碳排放的关注度提升；此

外，低碳旅?量化问题是近十年来《生态经

济》的主要刊文栏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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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作者机构频次年份分布图

图
77

　作者机构频率年份分布图

图
75

　文献来源频次年份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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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P

　文献来源频率年份分布图

5'5

　基於
S$-+MD"2+

软件的文献计量与可

视化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获取文

献研究前沿与研究动态细节信息，运用

S$-+MD"2+

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研究动态

的变化趋势和研究热点的演变情癋进行系

统分析。将从
Sc&.

中下载的
U+FH)*I,

格

式导出的
-g-

文本导入
S$-+MD"2+

软件，处理

成可识
,

的
`GM

数据库的文本格式，转化

成功率
766Z

。

5'5'7

　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论文关键词进行分析，能够实现对文

章主题与研究
$

容的探析。将转化後的文

本导入
S$-+MD"2+

软件，起止年份设置为

566Q


5656

年（数据清洗後的文献起止年

份），时间切片设置为
P

年，选取“关键词共

词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用对数

似然算法
KKU

（
,E)H 24@,-+* 4"C+4, C> 4)B



4$I+4$E))% *"-$)

）提取名词性术语作为聚类

名称，得到关键词聚类图，如图
7T

所示。知

识图谱的网络结构及聚类结果显示，聚类模

块值（
1)%@4"*$-> k

值）为
6'Q56Q

（
kv6'P

意

味著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

81+"/ M$4E)@+--+9

为
6'=5PT

（
Mv6'<

聚类即为

合理，
Mv6'\

则聚类置信度较高且有意义）

（令娟等，
5656

；陈必坤，
567T

），这表明网络

结构比较显著，以及同一聚类
$

部相似程度

较高。

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了
7P

个聚类，根

据标签排序分
,

是
MR1

模型、旅?发展、能

耗、旅?目的地、回归模型、概念模型、节能

+

排、海南、低碳旅?、旅?者、旅?碳足迹、

MY.UOJY

模型、碳足迹。聚类
6

重点关注旅

?业碳排放的测度及其效率问题的模型构

建与实证研究，主要运用环境经济学、生态

经济学、空间计量学等相关学科的技术方

法，研究特点突出量化分析特徵，该类型的

研究出现在
567<

年。聚类
7

研究为聚类
6

的延伸，聚类
$

的研究主要运用模型和量化

处理手段，核算旅?
*

业
H

离系数及碳生
*

率。聚类
5

可以概括为能耗分析，主要关注

旅?交通碳排放、旅?基础设施建设碳排

放、旅?目的地的能源消耗，以及循环经济

问题，该类型的研究出现在
567P

年。聚类

P

重点关注旅?目的地的
M

碳排放和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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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的时空演变问题，以案例分析为主，湖

南省、河南省、北京市、山西省、
;

山市、南京

市、江西省等旅?目的地，武陵源风景区、五

台山、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衡山风景区、普陀

旅?金三角等景区为该聚类的研究热点案

例。聚类
T

聚焦於回归模型的应用，该类型

的研究出现在
567X

年。聚类
<

集中研究概

念模型，该类型的研究出现在
567P

年。聚

类
X

关注旅?业的节能
+

排问题。聚类
\

关注海南省的低碳旅?与碳排放问题。聚

类
Q

集中分析旅?者的旅?活动碳排放、旅

?者低碳行为。聚类
=

聚焦於低碳旅?，涉

及到旅?业的低碳发展与
+

排措施等。聚

类
76

著眼於分析旅?碳足迹在碳排放核算

领域的应用价值，以及在碳补偿与碳管理等

问题研究中的工具作用等。聚类
77

聚焦於

MY.UOJY

模型的应用与拓展，该聚类的研究

出现在
567\

年，研究观点相对较为新颖。

聚类
75

侧重於碳足迹在旅?研究领域的迁

移与创新，该类型的研究出现在
5675

年，且

该聚类与聚类
76

联密切。

图
7T

　关键词聚类图

　　
5'5'5

　研究前沿与热点分析

在关键词聚类的基础上，得到时间线图

谱（
Y$A+4$/+

），如图
7<

所示。关键词的时

间线图谱展示了不同聚类的联、交替和演

进。每一聚类标签所对应的时间线清晰体

现了该聚类下的研究进展。从整体上分析，

各个聚类大致经历了从定性阐述到定量分

析的过程。由於时间线颜色由深到浅，代表

了研究阶段由远到近的变化趋势，推断出：

在聚类
7

与聚类
77

中，有关旅?业碳排放

量核算方法、碳排放效率量化模型，以及旅

?碳排放与计量经济研究技术相结合，?成

为当前研究的新动态。有关旅?碳排放的

研究始於对低碳经济、低碳旅?的论述和定

性分析，在前期也同样出现了借助生态经济

领域中的测度模型———碳足迹分析模型来

研究旅?领域的碳排放量核算工作；截至文

献检索时间点，对应的研究集中在旅?业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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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效率、碳排放强度、借助回归模型与环

境的库皍涅茨曲线（
W&S

），对旅?业碳排

放量进行拟合、旅?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分析

等方面。分析显示，聚类
6

与聚类
7

、
5

及
77

的联较为密切，证明量化分析范式已经成

为目前旅?碳排放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问

题。

图
7<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接著，结合关键词聚类主题路径图（图

7X

），?根据关键词突现度表（表
7

），进步一

分析关键词的研究前沿与研究热点的演化

信息。

图
7X

　关键词主题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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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关键词突现度表（突现度
v6'<

）

关键词 突现度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关键词 突现度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低碳旅?
P'Q\P 5676 5677

乡村旅?
7'6TP 567\ 5656

碳足迹
7'Q55 5676 5677 MY.UOJY

模型
7'P=T 567\ 5656

旅?交通
6'<XT 5677 5675 ]JU

模型
7'P=T 567\ 5656

测度方法
7'X\5 5677 5675 MR1

模型
5'PQ< 567\ 567Q

能源消耗
5'66T 5677 567<

中国
5'6P5 567\ 567Q

终端消费
6'QP\ 5677 5675

协整检验
6'=T= 567\ 567Q

可持续发展
7'5X 5677 5675

绩效评价
6'X=T 567\ 5656

节能
+

排
7'P 5675 567T

旅?业碳生
*

率
7'6TP 567\ 5656

研究进展
7'\6P 5675 567T

投入
*

出法
7'<6< 567\ 567Q

低碳经济
7'6\X 5675 567P

旅?碳补偿
6'=T= 567\ 567Q

SG

5

排放量
6'Q< 567T 567< K1!.

指数分解模型
6'=T= 567\ 567Q

碳
+

排
7'6Q 567T 567X

测算方法
6'=6< 567Q 5656

旅?消费
H

离系数
7'6Q 567T 567X

效率
6'=6< 567Q 5656

时空差?
6'\= 567< 567X

社会网络分析
6'=6< 567Q 5656

碳排放效率
6'\= 567< 567X

环境库皍涅茨曲线
6'=6< 567Q 5656

M

碳排放
6'\= 567< 567X

碳排放测算
6'=6< 567Q 5656

知识图谱
6'Q\7 567< 567Q

旅?交通碳足迹
6'=6< 567Q 5656

碳排放系数
6'\= 567< 567X

旅?业生态效率
6'=6< 567Q 5656

旅?碳足迹
7'XQQ 567< 567X

数据包络分析
6'=6< 567Q 5656

@

钩分析
6'XT\ 567X 5656

旅?
*

业集聚
7'Q7\ 567Q 5656

区域差?
7'5\Q 567X 567Q

旅?经济
5'\P< 567Q 5656

　　表
7

显示，低碳旅?、碳足迹、测度方

法、能源消耗、可持续发展、节能
+

排、研究

进展、低碳经济、碳
+

排、旅?消费
H

离系

数、旅?碳足迹、区域差?、乡村旅?、
MY.U



OJY

模型、
]JU

模型、
MR1

模型、中国、旅?

业碳生
*

率、投入
*

出法、旅?
*

业集聚、旅

?经济关键词的突现度大於
7

，即上述关键

词在所在文献检索锁定的起止时间
$

相对

重要。从研究关键词的热度演进情况分析，

@

钩分析、乡村旅?、
MY.UOJY

模型、
]JU

模型、影响因素、绩效评价、旅?业碳生
*

率、测算方法、效率、社会网络分析、环境库

皍涅茨曲线
8W&S9

、碳排放测算、旅?交通

碳足迹、旅?业生态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旅

?
*

业集聚、旅?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在近年

来持续升
E

。

结合关键词的主题路径图，分析了上述

关键词的演化和传承路径，根据不同年份时

区
$

新兴关键词及其共现信息，得出：
@

钩

分析自
567X

年在国
$

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开

始出现，研究热度持续至今，
@

钩理论已成

为了旅?碳排放相关研究领域的支撑理论；

@

钩分析与旅?经济、低碳经济等关键词在

567X


567\

年时区
$

共现；碳排放在时区图

的初期时区
$

最早出现，至时区图的後期时

区
$

，与
@

钩、经济增长等关键共现；旅?消

费
H

离系数与旅?碳排放、碳
+

排、旅?碳

排放强度、碳排放量在多个时区共现；
MY.U



OJY

模型、岭回归、空间自相关、泰尔指数、

碳排放强度等关键词在多个时区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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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67Q


5656

年研究时段
$

，社会网络

分析、环境库皍涅茨曲线、旅?交通碳足迹、

数据包络分析等理论与量化分析技术突现

度接近
7

，同时，这些关键词在时区图中成

为
567Q

年时区之後的新兴关键词，以环境

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为支撑的交叉研

究成为当前的研究前沿。其中，环境库皍涅

茨曲线成为支撑旅?碳排放量化分析的技

术基础，研究人员对该模型进行发展和创

新，例如王凯等学者基於环境的库皍涅茨曲

线理论，构建出“自上而下”式的三部门核

算模型，验证了“旅?业收入增加不是旅?

业碳排放的原因”这一结论（王凯等，
567T

；

王凯等，
567Q

）；
@

钩理论为解
3

旅?消费
H

离系数核算难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分

析旅?业碳排放量和旅?经济之间各个年

份的
@

钩关，能够实现对旅?经济
@

钩状

态的诊断和预测（王琦等，
567Q

；马继等，

567=

）。

２．３　被引核心期刊论文分析

根据文献被引频次排序，以相同的检索

主题搜索到近三年（
567\


567=

年）来（由於

5656

年发表文献的被引频次极低，因此，略

去
5656

年文献信息）被引频次大於及等於

7

次的核心期刊论文（包括中文核心与

SMMS.

来源期刊及扩展版来源期刊）
T\

篇，

见表
5

。以
U+FH)*I,

格式导入
]),#$+H+*

软

件中进行处理，生成
]),#$+H+* A"D F$4+

类

型的
-g-

文本格式文件，导入
WoSWK

文件

中，绘出
Sc&.

核心期刊
567\


567=

年被

引论文的战略坐标图，如图
7\

所示。该图

所
?

含的各个类团及其
$

部结构信息见表

5

及表
P

。

图
7\

　
Sc&.

核心期刊
567\_ 567=

年被引

论文的战略坐标图

表
5

　核心期刊被引论文关键词数据透视表

行标签 计数项 求和项 向心度 密度

7

类团
X <T TX'T576<5XP =

5

类团
P 5< 5P'576<5XP5 Q'PPPPPPP

P

类团
5 56 7<'T\PXQT57 76

T

类团
P 5P 5P'576<5XP5 \'XXXXXX\

<

类团
5 Q 7<'T\PXQT57 T

X

类团
5 76 7<'T\PXQT57 <

\

类团
7 \ \'\PXQT576< \

均值
5'\7T5Q<\ 57 57 \'5Q<\7T5QX

总计
7= 7T\ 7T\ \'\PXQT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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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

　
567\


567=

年被引核心期刊论文信息表

序号 篇名 作者 刊名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7

基於
MY.UOJY

模型的中国旅?业碳排放影响

因素分析

王凯，邵海琴，周婷婷，刘

浩龙
环境科学学报

567XeXe5\ P7

5

旅?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

旅?生态效率的一个

综述
刘军，马勇 旅?学刊

567\e=eX 7Q

P

基於
]JU

模型的湖南武陵山片区旅?
*

业生

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王兆峰，霍菲菲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

报
567Qe77e7= 75

T

旅?业发展与
*

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理探讨
;

低碳经济视角
杨莎莎，孔令乾

重庆大学学报
8

社会科

学版
9

567\e7e7< 77

<

中国旅?业碳排放效率及其空间关联特徵
王凯，邵海琴，周婷婷，刘

浩龙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567QePe7< 76

X

中国旅?业碳生
*

率区域差?及其格局演变
;

7==<

—
567T

王凯，周婷婷，邵海琴，邓

楚雄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567\eXe7< 76

\

新疆旅?业碳排放测算与
@

钩关研究 王琦，李金叶，何昭丽 生态经济
567Qe7e7 =

Q

基於
W&S

框架的旅?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

响分析———基於
7==<


56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

据

王凯，邵海琴，周婷婷，邓

楚雄
地理研究

567QeTe7X =

=

碳排放影响下中国省域旅?效率损失度研究 曾瑜皙，钟林生，虞虎 生态学报
567\e\e75 Q

76

中国旅?业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

566<

～
567<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查建平，舒皓羽，李园园，

贺腊梅
旅?科学

567\e76eP6 Q

77

碳排放约束下中国旅?业
A

色发展效率研

究———基於修正三阶段
!WJ

模型
呙小明，

;

森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567\eTe5X Q

75

区域旅?
*

业碳排放动态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旅?业为
宋权礼，陈玲玲 生态经济

567Qe<e7 \

7P

旅?业碳排放效率地区差?分解与影响因素探

究
谭华云，许春晓，董雪旺 统计与

3

策
567QeQeP7 \

7T

水乡古镇旅?者低碳旅?行为影响因素分

析———以昆山市周庄、锦溪、千灯古镇为例
张宏，

;

震方，琚胜利 旅?科学
567\e76eP6 X

7<

五台山景区?客低碳旅?认知及影响因素研究 程?红，程锦红，张
N

佳 旅?学刊
567QePeX X

7X

基於海洋生态
*

品的海岛旅?
A

色发展经济激

励额度评估
邱慧青，肖建红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567\eTe7< X

7\

基於碳排放核算的中国区域旅?业生态效率测

度及比较研究
刘军，问鼎，童昀，马勇 生态学报

567Qe75e57 <

7Q

基於
R1K

生
*

率指数的中国旅?业能源效率

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贺腊梅，於萌，查建平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567\e75e7< <

7=

基於投入
*

出法的湖南省旅?业碳排放测算及

0UJ

关联度分析
赵先超，滕洁，谭书佳 世界地理研究

567QeXe< <

56

基於
K1!.

的湖南省旅?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

解
赵先超，滕洁 环境科学与技术

567Qe=e7< <

57

区域旅?业碳排放的时空差?———以山东省为

例
田红，丁长安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8

社

会科学版
9

567Qe77e7P <

55

城市酒店业的碳排放核算及低碳指标分析
沈杨

L

胡元超
L

施亚岚
L

张千

湖
L

张红梅
环境科学学报

567Xe\e5Q <

5P

旅?景区碳排放绩效及边际
+

排成本估算 查建平，贺腊梅，郭海峰 地域研究与开发
567\eTe76 <

5T

政府、旅?企业和旅?消费者的演化博弈分

析———基於低碳视角
刘小兰，李洁云 会计与经济研究

567\e<e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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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

　
567\


567=

年被引核心期刊论文信息表

序号 篇名 作者 刊名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5<

中国旅?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区差?与收敛性

研究
李强谊，钟水映，徐飞 经济问题探索

567\eQe7 <

5X

中国旅?足迹家族研究进展
王淑新，何红，李双，杜建

括
自然资源学报

567=e5e55 T

5\

基於空间聚类分析的中国旅?业碳排放效率
王凯，夏莉惠，陈勤昌，刘

浩龙
环境科学研究

567\e75e56 T

5Q

苏南古镇旅?者低碳旅?行为优化对策研

究———以昆山市周庄、锦溪、千灯古镇为例

张宏，
;

震方，琚胜利，王

莉丽
生态经济

567\e=e7 T

5=

国外邮轮旅?环境影响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王洁，
;

华 世界地理研究
567\e76e7< T

P6

森林旅?者碳补偿
3

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基於江西省
77

个典型森林公园
7XQX

份样本数

据

王立国，陈美球，缪光平，

0@"/B>@ "̀/B

林业经济
567Qe75e5< P

P7

中国旅?
*

业集聚与碳排放空间关联性
王凯，杨亚萍，张淑文，甘

畅，刘浩龙
资源科学

567=e5e5< P

P5

入境旅?碳排放与旅?经济增长
@

钩关研究 马继，秦放鸣，谢霞
新疆大学学报

8

哲学·

人文社会科学版
9

567=ePe7< 5

PP

长江经济带旅?业
A

色生
*

率测算与时空演变

分析

路小
O

，时朋飞，邓志伟，

李星明，胡月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
567=e\e7< 5

PT

长白山景区旅?交通碳足迹时空结构研究
刘畅，韩梅，王洪桥，王鹏

举
生态经济

567QeTe7 5

P<

中国旅?业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分解
查建平，谭庭，钱醒豹，赵

倩倩，杨晓杰
系统工程

567Qe<e5Q 5

PX

武隆世界自然遗
*

地旅?交通碳排放研究 杨曦，李云云，林楚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8

自

然科学版
9

567Xe77e77 5

P\

庐山世界地质公园旅?碳排放特徵与原因分析
尧波，胡丹，郑丽雯，戴晓

凤，胡启武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8

自

然科学版
9

567\e<e7< 5

PQ

国际低碳旅?研究进展及启示———基於科学知

识图谱可视化方法分析
韩慧，王泽宇，赵国浩 经济问题

567\e76e7< 5

P=

自驾?客对低碳旅?交通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以浙江舟山普陀金三角旅?区为例

肖建红，陈宇菲，王敏，於

庆东
环境科学学报

567\eXe57 5

T6

长江经济带旅?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分析
;

和平，乔学忠，张瑾 贵州社会科学
567=e5e56 7

T7

旅?业收入增长对旅?业碳排放存在非线性影

响吗
d

———基於环境库皍涅茨曲线
8W&S9

的拓

展分析

范跃民，余一明，孙博文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8

社

会科学版
9

567=e<e5\ 7

T5

我国旅?业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性及其影响因素
王凯，张淑文，甘畅，杨亚

萍，刘浩龙
环境科学研究

567Qe76e55 7

TP

省域旅?业碳排放强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景波，安伯超，马国超，

P

学强
统计与

3

策
567=e=e5T 7

TT

城市化进程区农业生态系统正负服务测算———

以长安区为例
张妮，周忠学 乾旱区地理

567QePe7< 7

T<

皖南查济古村落旅?
M

碳排放估算与
+

碳增汇

研究

丁雨莲，刘德旺，张凤琴，

沈纪锋
资源开发与市场

567Qe\e7< 7

TX

江苏省旅?业碳足迹与碳承载力动态对比分析
董红

Q

，刘钦普，周丽，馀

子萍
生态经济

567Qe77e7 7

T\

目的地旅?业能源消耗流动过程与测评体系 唐承财 世界地理研究
567\e5e7< 7

２２１



　　根据表
5

及表
P

，近
P

年来
Sc&.

核心

期刊被引论文关键词主要集中在
\

个类团，

其中，关键词“环境库皍涅茨曲线”、“空间

关联性”、“旅?业碳排放”、“碳排放强度”、

“影响因素”与“中国”出现在第一类团；“低

碳旅?”、“旅?交通”与“能源消耗”出现在

第二类团；“旅?经济”与“碳排放”出现在

第三类团；“旅?业”、“
A

色发展”与“长江

经济带”出现在第四类团；“低碳旅?行为”

与“水乡古镇”出现在第五类团；“
MR1

模

型”出现在第六类团；“旅?业碳排放效率”

与“湖南省”出现在第七类团（见表
T

）。

表
T

　核心期刊被引论文关键词聚类表

类团 关键词标签 求和项 计数项 平均值项

7

环境库皍涅茨曲线
X 7 X

空间关联性
X 7 X

旅?业碳排放
77 7 77

碳排放强度
T 7 T

影响因素
7< 7 7<

中国
75 7 75

小计
<T X =

5

低碳旅?
7T 7 7T

旅?交通
T 7 T

能源消耗
\ 7 \

小计
5< P Q'PP

P

旅?经济
T 7 T

碳排放
7X 7 7X

小计
56 5 76

T

旅?业
7\ 7 7\

A

色发展
P 7P

长江经济带
P 7P

小计
5P P \'X\

<

低碳旅?行为
T 7 T

水乡古镇
T 7 T

小计
Q 5 T

X

MR1

模型
X 7 X

旅?业碳排放效率
T 7 T

小计
76 5 <

\

湖南省
\ 7 \

小计
\ 7 \

总计
7T\ 7= \'\T

　　根据图
7\

，
7

类团、
5

类团与
T

类团集

中在战略坐标图的第一象限，
P

类团出现在

第二象限，
<

类团、
X

类团与
\

类团出现在第

三象限。核心期刊被引论文的关键词战略

坐标图的
9

纵坐标的确定，是以密度和向心

度的均值为依据的，其中，密度表徵每一类

团
$

部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强度，密度值越

大，表明同一聚类
$

部的关键词联越紧

密，且不同的关键词对这一类团的影响也较

明显；向心度表徵不同类团之间的连接强

度，类团的向心度值越大，则与周围的类团

的联越紧密。在各类团中，
7

类团的向心

度值最大，即该类团与其他类团的联最为

紧密，其影响力最大，这一研究结论与基於

S$-+MD"2+

软件对高频共现关键词研究热点

和研究前沿分析的结论存在一定的重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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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
@

钩理论为支撑，关注中国旅?碳排

放的空间效应，借助环境的库皍涅茨曲线对

碳排放强度进行拟合，成为量化分析的研究

重点和研究前沿。
P

类团的密度值最大，即

该类团
$

部的关键词之间的联最为密切，

可以认为：从碳排放角度分析旅?经济的可

持续性，成为近三年的研究焦点。

从表
P

中筛选出与
7

及
P

类团对应的

核心期刊论文，包括《旅?业收入增长对旅

?业碳排放存在非线性影响吗
d

———基於

环境库皍涅茨曲线（
W&S

）的拓展分析》、

《入境旅?碳排放与旅?经济增长
@

钩关

研究》、《我国旅?业碳排放的空间关联

性及其影响因素》、《基於
W&S

框架的旅?

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於

7==<


56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中国旅

?业碳排放效率及其空间关联特徵》、《新

疆旅?业碳排放测算与
@

钩关研究》、

《基於
MY.UOJY

模型的中国旅?业碳排放

影响因素分析》、《中国旅?
*

业集聚与碳

排放空间关联性》、《基於碳排放核算的中

国区域旅?业生态效率测度及比较研究》、

《庐山世界地质公园旅?碳排放特徵与原

因分析》
76

篇论文，其中前
\

篇论文从属於

7

类团。接著，以
7

类团和
P

类团的特点，

从两个层面对上述论文进行述评。

在
7

类团中，范跃民等（
567=

）梳理出

国
$

外旅?碳排放研究的分布：旅?碳排放

总量及其强度的核算、旅?业收入与旅?业

碳排放的相关关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

根据王凯等（
567T

）提出的“旅?业收入增

加不是旅?业碳排放的原因”这一观点，基

於环境的库皍涅茨曲线理论，选取了
5665



567X

年中国
P6

个省及直辖市（去除西藏、

香港、澳门与台湾）的统计数据为原始数

据，对旅?业碳排放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

进行了实证分析。该研究结论对中国旅?

*

业结构转型升级、旅?
*

业发展严格执行

低碳规制等提出了较高要求。

王凯等（
567Q

）从旅?业的发展速度角

度切入，指出旅?业
+

排对全球
+

排目标的

实现起著重要作用，认为探讨旅?发展对区

域碳排放的影响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

要课题，?基於简化的二次环境库皍涅茨曲

线，探析中国旅?发展对省域范围碳排放的

影响。该研究结果显示区域旅?专业化水

平对环境库皍涅茨曲线的位置和形状
*

生

显著影响，较高的区域旅?专业化水平下环

境库皍涅茨曲线位置下移，即区域人均碳排

放量的拐点会早於相对较低的区域旅?专

业化水平下的情形。

马继等（
567=

）从旅?活动对全球碳排

放的影响出发，借助
567T

年英国剑桥大学

对旅?碳排放量预测的研究报告，认为到

565<

年，全球旅?业的
E

室气体排放量将

?全球排放量的
76Z

左右；该文对国
$

外

关於旅?碳排放的计量方式进行了梳理，指

出了过於依赖国外流行的“自下而上”式的

估算方法不但偏离了中国旅?碳排放的实

际情癋，同时也导致测量漏损问题；针对中

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入境旅?消费国这一

现实问题，确定出入境旅?碳排放测度的
*

业部门与入境旅?消费
H

离系数，根据

《
.OSS E

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566X

）》所

列“参考方法”，对中国
5667


567<

年入境旅

?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各年份入境旅?

碳排放量与旅?经济增长的
@

钩系数及
@

钩关，同时对旅?
*

业各个部门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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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旅?经济增长的
@

钩关进行了分析。

王凯等（
567\

）?用“自下而上”的旅?

碳排放核算方法，对
7==<


567T

年中国东

部、中部和西部区域的旅?交通部门、旅?

住宿部门与旅?活动的碳排放量各年份的

数据，从旅?业的特殊性出发，同时保证了

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的全面性，?用
MY.U



OJY

模型对
.OJY

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探

究旅?经济发展水平与旅?碳排放之间是

否存在环境的库皍涅皍曲线关。

王琦等（
567Q

）在梳理了旅?业低碳化

发展的阶段和历程的基础上，指出了碳足迹

分析法在模糊处理客源地碳排放方面的缺

陷、生态足迹分析法单一依赖土地面积而忽

略了土地功能的多样性的不足、“自上而

下”法在计算各个行业的旅?
*

业
H

离系

数难度，针对业
$

对旅?业“无烟
*

业”属

性的质疑，选取“自下而上”的核算方法，以

新疆为研究案例地，基於
@

钩理论
Y"D$)

弹

性分析法，核算出旅?交通、旅?住宿和旅

?活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及对应的碳排

放总量，统计出
5666


567T

年旅?业碳排放

量和旅?经济之间各个年份的
@

钩关。

王凯等（
567Q

）借助
MR1

模型对中国

5666


567<

年的省际旅?业碳排放效率进行

测度，?运用
&+*/+4

密度估计法刻画其动

态演进过程，分析结果解释了中国旅?碳排

放效率的整体态势，借助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了旅?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关联及空间溢

出效应。

王凯等（
567="

）从空间计量的角度，分

析了旅?
*

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研

究结果显示中国东中部的旅?
*

业集聚程

度明显高於西部，从旅?
*

业集聚与旅?碳

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得出旅?
*

业集聚

和碳排放强度存在空间负相关关；旅?
*

业集聚会显著降低旅?业碳排放强度；从整

体上看，旅?
*

业集聚和旅?业碳排放强度

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

在
P

类团中，王凯等（
567=C

）基於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针对能源消耗领域的适用

性，从关数据和杂网络视角切入，结合

修正的引力模型，对中国旅?业碳排放空间

关联关进行了分析。该文转变了传统的

数据分析思维方式，重视网络整体及其
$

部

各个体成员之间的空间关联及碳排放传导

机制，矨清了中国各省份旅?碳排放的社会

网络中心度和密度，识
,

出网络中的核心与

边缘板块省份、不同省份的角色和作用。在

此基础上，基於二次分配程序
8j@"%*"-$2 ",



,$B/A+/- D*)2+%@*+ _ kJO9

相关分析和回归

分析
8*+B*+,,$)/ "/"4>,$,9

，得出空间邻接关

、城镇化水平在
7Z

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旅

?业碳排放空间关联性呈正相关，旅?消费

水平差?和
*

业结构差?分
,

在
<Z

和

76Z

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旅?业碳排放空间

关联性呈正相关，能源消耗差?在
7Z

的显

著性水平上与旅?业碳排放空间关联性呈

负相关。

刘军等（
567=

）借助旅?碳排放量这项

指标，先後对比了中国各省的旅?生态效

率，以及交通、住宿和?憩活动
P

个部门对

於旅?业的碳排放的贡献，得出旅?交通部

门几近?碳排放量的
=6Z

，是旅?业碳排

量的主要来源，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来

自不同省份的可进入性存在一定的差?。

尧波等（
567\

）运用“自下而上”的方

法，从餐饮消耗碳排放、交通碳排放、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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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碳排放及当地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

四个层面，测算了庐山世界地质公园
566<

年和
5676

年的旅?碳排放量，通过纵向对

比两个年度的人均旅?碳排放量和单位旅

?收入碳排放量，?与江西省、九寨沟及
;

山的人均旅?碳排放量和单位旅?收入碳

排放量进行
9

向对比，分析了研究案例地的

旅?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以及与
9

向对比参

照系的差距，结果指出，除了?客的出行方

式、住宿方式及旅?餐饮量之外，旅?行为

目的与能源消耗的关也十分密切。

３　结　语

国
$

旅?碳排放研究热点逐步向量化

分析，尤其是模型构建探索迁移，碳排放核

算技术方法论得到重点关注；从
Sc&.

数据

库刊载文献的研究热点来看，由碳排放角度

切入分析旅?经济的可持续性，成为近三年

的研究焦点；从研究前沿动态角度分析，以

@

钩理论为支撑，关注中国旅?碳排放的空

间效应，借助环境的库皍涅茨曲线对碳排放

强度进行拟合，成为量化分析的研究重点和

研究前沿。研究前沿著眼於解
3

碳足迹分

析法在模糊处理客源地碳排放方面的缺陷，

以及生态足迹分析法单一依赖土地面积而

忽略了土地功能的多样性的不足；关注旅?

业
$

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能耗与碳排放量、旅

?业碳排放的整体结构特徵及其空间关联

性；以降低测量漏损为出发点，优化和修正

模型；探析旅?行为目的与能源消耗的关

（王凯等，
567T

；王凯等，
567Q

；王琦等，
567Q

；

马继等，
567=

；
R+2I+/ N O"--+*,)/

，
566X

；王

凯等，
567\

；王凯等，
567Q

；王凯等，
567="

；王

凯等，
567=C

；刘军等，
567=

；尧波等，
567\

）；

核算入境旅?消费
H

离系数，以保证旅?碳

排放研究的客观性。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入境旅?消费

国，旅?业
+

排对全球
+

排目标的实现起著

重要作用。中国旅?
*

业结构需进行转型

升级，旅?
*

业发展应严格执行低碳规制。

由於与第一、二
*

业相比，旅?业对於
*

业

替代、区域节能
+

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明

显的优势，因此，应加速旅?
*

业与相关
*

业的融合，延伸旅?
*

业链，以提高旅?专

业化水平为突破，改变环境库皍涅茨曲线的

形状与位置，提升旅?碳排放效率（王凯

等，
567=

）。此外，应探索和创新旅?商品部

门，以提高商品销售部门的整体收入。再

者，还应调整低收入高排放的邮电通讯、市

$

交通部门，加速节能技术研发进程，有助

於实现旅?经济增长且碳排放
+

少的理想

强
@

钩状态。在旅?碳排放研究领域，以中

国为研究对象的发文量骤增，关於气候与环

境政策、碳排放政策关注度也逐渐提升，可

持续发展理念得以不断深入，
+

排的迫切性

事关人类福祉。在科研范围不断拓展的趋

势下，研究人员应寻求广泛合作，融汇生态

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分析技术，从

旅?
*

业层面积极思考有利於中国
56P6

年

实现碳中和的途径与机制，不断丰富和细化

市场化的旅?碳排放交易机制，?创新和拓

展旅?碳排放的研究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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