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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为资料来源,检索到海南旅游研究论文337篇。以此为样本,运用

文献计量学方法,从期刊、作者和论文的维度,对期刊的发文数量、类别和水平,作者的发文数量、活跃作者、合作

研究状况、所在的机构和地区,论文的年际变化、研究案例地、主题、方法与规范性等内容,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了解海南旅游研究的发展态势,目的是为海南旅游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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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作为中国唯一的生态省和国际性热带度假

旅游胜地,旅游发展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随着2010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未来海南旅游必将成为国

内外旅游研究的新热点。旅游业发展离不开科研的

强大支持。为了促进海南旅游业的发展,20多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长期不懈地研究,取得了一

定进展。对海南旅游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价,有
助于对未来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思路、方向。

旅游综述研究是我国旅游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影响着旅游理论发展。随着旅游研究的深入,
对旅游各个主体领域的阶段性归纳日益受到重视,
使得我国旅游理论综述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1]。国

内旅游研究综述的研究现况,可从时间跨度、研究内

容、研究样本和研究方法4个维度总结。从时间跨

度来看,有年度述评[2]、阶段性总结[3]。从内容上

讲,包括旅游学科发展[4],国外旅游研究[5],旅游学

科某领域,如旅游地理学[6]、旅游社会学[7]等,某单

项旅游产品,如城市旅游[8]、生态旅游[9]等,甚至包

括旅游研究综述之述评[1]。从样本上讲,包括国际

3大旅游学术刊物———Tourism Management(《旅
游管理》)文献[10]、AnnalsofTourismResearch(《旅
游研究纪事》)[11]、JournalofTravelResearch(《旅
行研究》)[12],中国地理学权威核心期刊文献[6],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旅游研究文献[13],国
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3],旅游学术出版物[14],

中国和北美旅游地理博士学位论文[15]。从研究方

法来看,大多数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而使用文献

计量方法,对载文数量、文献作者、研究方法和研究

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的较少。国内旅游研究综述在过

去10多年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对某地区旅游研

究[16-18]的述评相对较少。
为了掌握海南旅游研究的总体水平和发展态

势,了解其在研究期刊、作者队伍,以及研究主题、规
范性和方法等方面的现状,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

法对海南旅游研究现状分析评价,以期对海南旅游

未来的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

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方法,研究文献情

报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并
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某些结构、特征和规律的一门

学科[19],这种方法也是文献综述中常用的且被认为

是比较恰当的研究方法[20]。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从
期刊、作者和论文3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思路

如图1所示。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87-2009年)23年

间的海南旅游研究文献为对象,以“海南旅游/休闲/
观光”“三亚旅游/休闲/观光”为检索词,在“跨库检

索”界面的“文献标题”和“主题”中检索,获有效样本

23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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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献分析框架

  二、期刊分析

1.期刊发文的数量

对期刊在海南省旅游研究方面的发文数量进行

统计,可了解各期刊对该研究的重视程度;也有利

于学者查询海南旅游研究文献时,面对纷繁冗杂的

期刊,进行合理的取舍。

237个样本分布在122种期刊中,平均每种期

刊发文仅1.94篇。总体来讲,分布比较分散。发文

数量在4篇以上(含4篇)的期刊12种,占期刊总数

的10.7%,发文102篇,占论文总量的43%,如表1
所示,表明这12种期刊是海南省旅游研究的主要情

报源。根据布拉德福定律(Bradford'slaw),此12种

期刊处于第一区(核心区),是研究海南旅游的核心

期刊。海南省高等院校学报是刊载海南旅游研究论

文的主要平台;《旅游学刊》《旅游论坛》等旅游学刊

物也对海南旅游研究有一定关注;而地理类期刊对

海南旅游研究涉足较少,与马秋芳[21]的结论吻合。
表1 期刊载文数量

期刊名称 发文数量/篇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琼州学院学报》 21
《旅游学刊》《新东方》 11
《商场现代化》 7
《旅游论坛》 6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5
《海南金融》《今日海南》《科技和产业》《社会科学家》

《资源开发与市场》
4

  2.发文期刊的类别

对发文期刊类别进行分析,可了解海南旅游研

究涉及的主要领域和研究力量。期刊分类以《CSS-
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和《2008版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目录》为基础,将刊物分为:大专院校学报、
经济管理、旅游学、政治学、地理学、农业科学、民族

学、建筑科学、综合性社科、环境科学、新闻学与传播

学、体育学和其他(包括安全科学、交通、水路运输、
教育、统计学、艺术、测绘学、海洋学、自然科学总论)
等13类,各类刊物的发文数量如图2所示。

图2 各类型期刊发文数量比较

  可以看出,海南旅游研究涉及领域十分广阔,不
同学科背景的作者参与了研究。作者将研究成果投

向不同领域的刊物,有利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扩散,
丰富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大专院校学报是刊载论文

的最主要渠道;经济管理类刊物由于涉及面广、种
类多,也成为作者刊登论文的重要选择;旅游类刊

物虽少,但也刊登了一定数量的论文;政治类刊物

主要是海南当地党政机关刊物,对海南旅游发展也

有一定关注;地理类刊物载文量虽少,但质量较高、
且多为名家所为,未来高水平的地理刊物应是海南

旅游研究者发文的努力方向。此外,农业科学、民族

学、建筑科学、综合性社科、环境科学、新闻与传播

学、体育学等领域的刊物,都有这方面的论文,体现

了海南旅游研究的宽口径,值得进一步发展。

3.发文期刊的水平

以是否进入《2008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
来衡量期刊水平。刊登在核心期刊的文章比例为

26.2%,非核心为73.8%,略高于重庆旅游研究

20%的比例[16],研究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

  三、作者分析

1.作者发文数量

237篇论文共有324个作者(见表2)。20多年

来,海南旅游研究已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
只发表1篇论文者277人,占总数的85.5%(其他作

者发表2~7篇不等),显著高于洛特卡定律(Lotka’

sLaw)规定60%的标准[19]。这表明大部分作者没

有进行持续研究。鼓励作者们持续介入海南旅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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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作者发表论文数量

发文数 作者数 百分比/%
1 277 85.49
2 24 7.40
3 17 5.25
4 3 0.93
6 1 0.31
7 2 0.62

合计 324 100

究,是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

2.活跃作者分析

根据普赖斯定律(Price’sLaw),发表了0.749
(μmax)1/2篇以上论文的科学家们所发表的论文总

数等于全部论文总数的一半(50%),N=0.749
(μmax)1/2。其中,N 为论文篇数,μmax为所统计年

限中最高产的那位作者的论文数。只有那些发表论

文数在N 篇以上者,方能称为核心(活跃)作者,亦
即多产作者[19]。在本研究的统计年限中,μmax=7,

N=1.98(篇)。根据取整原则,取N 的整数值为2,
将在统计年限内以第一作者发表海南省旅游研究论

文2篇或2篇以上者,确认为活跃作者。
根据上述标准和表3所示,论文的活跃作者有

24人,占作者总数的12.1%。他们所发表的论文

63篇,占论文总数的26.6%,与普赖斯定律50%的

标准有一定差距,说明海南旅游研究的活跃作者人

数还应扩大,活跃作者论文平均产出率有待提高。
表3 第一作者发文数量

发文数 作者数 百分比/%
1 174 87.88
2 13 6.57
3 9 4.55
5 2 1.01

合计 198 100

  发表文章在3篇的作者有9位,分别是:海南大

学曹绘嶷、北京大学陈传康、海南大学陈海鹰、海南

大学黄骥、海南师范大学卿志军、海南省政府研究室

王晓华、海南大学尹正江、海南大学张建萍、海南大

学赵全鹏;发表5篇文章的分别是:琼州学院李颜和

海南师范大学唐少霞。11位活跃作者大多是高校

教师,其中陈传康教授是已故当代中国著名地理学

家、旅游学家,其余几位均为海南高等院校1960年

后出生的中青年骨干教师。

3.合作研究情形

随着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科研的纵深发展,合作

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相对于独著,合作研究

更能使研究人员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快资讯流

动,避免思维的局限性,使科学研究在一个更大、更
广的范围进行。而跨单位、跨地域的合作研究更是

能打破学术研究的自我封闭,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

衍”现象,使学科发展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此外,
合作研究情况也能间接反映科学研究所达到的规模

和深度[22]。文献计量学通常用“合著率”与“合作

度”两指标来衡量科研论文的合作情况。合著率是

指合作的论文篇数在总发文篇数中所占的比率,合
作度是指篇均作者数,是署名作者总数与总发文篇

数的比值[19]。
从表4来看,海南旅游研究的“合著率”与“合作

度”均高于酒店管理和教育领域[23],说明海南旅游

研究的团队意识比较强,已认识到合作研究的重要

性。美中不足的是,合作研究大多在同一省份、同一

机构内进行,跨地区、跨机构的情況比较少见。
表4 论文合著情况

署名作者数 论文数量 百分比/%
1 128 54.01
2 73 30.80
3 21 8.86
4 7 2.95
5 5 2.11
6 2 0.84
7 1 0.42
合计 237 100
署名作者总数 408
合著率 45.99
合作度 1.72

  4.作者所在机构

对作者所在的机构和地区进行统计分析,有助

于了解海南旅游研究力量的分布和各地对研究的关

注状况。本研究将作者所在机构分为大专院校、党
政部门、研究机构和其他(包括企业和 NGO)4类。
作者单位和机构以第一作者为准。其中,大专院校作

者发文180篇、党政部门发文35篇、研究机构发文19
篇、其他3篇。表5列出了排名前10位的机构。

排名前10的机构主要是大专院校和党政部门,
企业作者非常有限,且不是旅游企业员工。结果再

次证明了海南本地高校是研究的中坚力量,海南大

学、琼州学院和海南师大3家发文量就占总发文量

的41.8%。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

知名院校对海南旅游有一定关注,其研究成果质量

较高,大多发表在旅游学、地理学顶级刊物。党政机

关人员发表论文的比例达到14.8%,高于重庆的

5.8%[16],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旅游业在海南的

重要地位,各级官员都非常重视旅游业发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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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大专院校广泛合作,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然

而,旅游企业管理人员缺席了海南旅游研究。可能

的原因有二:旅游研究长期脱离行业实践,理论研究

的指导作用不明显,使企业人员对其实践意义的信

心不足;从行业现状看,旅游业经营的规范性处于

逐步提高中,理论的适用性受到限制,影响了旅游企

业参与研究的积极性,未来应增强产学互动。
表5 作者所在机构情况

机构 篇数 百分比/% 位次

海南大学 54 22.78 1
琼州学院 26 10.97 2
海南师范大学 19 8.01 3
海南省政府部门 12 5.06 4
中国人民银行 7 2.95 5
中山大学 6 2.53 6
安徽师范大学 4 1.69 7
海口经济学院 4 1.69 7
海口市政府部门 4 1.69 7
北京大学 3 1.27 10
东南大学 3 1.27 10
四川大学 3 1.27 10
中南民族学院 3 1.27 10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3 1.27 10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 1.27 10
中共海南省委 3 1.27 10
中共三亚市委 3 1.27 10

  5.作者所在地区

以省级行政单位为划分标准,具体情况如表6
所示,作者分布在我国17个省市区,以及海外的加

拿大、德国。
表6 作者所在地区情况

地区 篇数 百分比/% 位次

海南省 155 65.40 1
广东省 21 8.86 2
北京市 13 5.49 3
湖南省 8 3.38 4
上海市 6 2.53 5
四川省 5 2.11 6
湖北省 5 2.11 6
江苏省 4 1.69 8
安徽省 4 1.69 8
浙江省 3 1.27 10
云南省 2 0.84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 0.84 11
陕西省 2 0.84 11
黑龙江省 2 0.84 11
海外 2 0.84 11
山西省 1 0.42 16
山东省 1 0.42 16
福建省 1 0.42 16
合计 237 100

  发文最多的10个地区依次是海南、广东、北京、
湖南、上海、四川、湖北、江苏、安徽和浙江,共计发文

224篇,占总数的94.5%,表明海南旅游研究的地区

集中度非常高。广东因其与海南在地理和历史上的

渊源,对海南旅游的高关注可想而知。排名前10位

的其他省区都有较强的旅游研究实力和相当的旅游

发展水平。而在海南移民和旅游数量较大的东北三

省发文,反而较少。

  四、论文分析

1.论文发表量年际变化

海南旅游研究论文发表数量的年际变化如图3
所示,反映了20多年来海南旅游业发展的阴晴冷

暖。2000年之前,由于受到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旅游

地形象不佳的影响,海南旅游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论
文发表量也在低速增长。2000年后随着海南“生态

省”战略的提出,政府对旅游业重视程度的增加,旅
游软硬件环境的改善,房地产市场的复苏,以及国人

对海南岛旅游价值的迅速认识,海南旅游业进入快

速成长的阶段,论文数量也快速增长。2010年《国
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

见》的颁布,标志着海南省旅游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

历史阶段,旅游研究也将进一步繁荣。

图3 发文数量的年际变化

  2.研究案例地

对海南旅游研究的案例地进行统计分析,有助

于了解研究热点地区的空间分布。本研究根据地缘

传统,将海南省分为东部地区(文昌市、琼海市、万宁

市),南部地区(三亚市、陵水黎族自治县),西部地区

(儋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东方市、白沙黎族自治

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临高县、澄迈

县),北部地区(海口市),中部地区(五指山市、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屯昌县、定
安县)。表7展示了研究案例地的分布情况。其中

一篇论文探讨的是海南中西部地区,故在统计时为

两地各计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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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研究案例地情况

地区 篇数 百分比/% 位次

海南整体 157 65.97 1
南部地区 45 18.91 2
中部地区 13 5.46 3
东部地区 11 4.62 4
北部地区 7 2.94 5
西部地区 7 2.94 5
合计 238 100

  从统计结果可看出,海南旅游的整体研究占据

了主要位置。在针对海南各地的研究中,南部的三

亚市是研究焦点,有近1/5的论文对三亚旅游进行

了探讨。中部山区虽然开发较晚,但蕴藏了丰富的

森林生态旅游资源,也得到一定关注。东部文昌、琼
海、万宁等地旅游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再加上

琼海博鳌亚洲论坛和文昌中国新兴航天城的发展,
也有一些研究。研究较少的是北部的海口和西部的

儋州等县市,这两地也是海南旅游发展的薄弱区域。
海口长期被三亚的光芒所掩盖。而海南西部由于交

通不便和经济发展的滞后,也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位

置。如何平衡海南各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应引起学

界关注。

3.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10个方面,如表8所示。
表8 研究主题情况

主题 篇数 百分比/% 位次

旅游产品设计 82 34.60 1
旅游发展战略 49 20.68 2
旅游经济 18 7.59 3
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 17 7.17 4
旅游公共管理 16 6.75 5
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旅游影响 14 5.91 6
旅游市场营销与旅游者行为 13 5.49 7
旅游文化 13 5.49 7
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12 5.06 9
其他 3 1.27 10
合计 237 100.00

  统计显示,涉及较多的论题有旅游产品设计、旅
游发展战略、旅游经济,以及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4
个方向,占样本总量的70%。

(1)旅游产品设计。涵盖了海南旅游主要产品

类型。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森林旅游、民族民俗旅

游占据研究的主流地位,这些产品也是很多大陆省

份旅游研究的热点。真正体现海南资源和环境特色

的度假旅游、海洋旅游、高尔夫旅游、温泉旅游和婚

庆旅游等产品的关注度相对较低。
(2)旅游发展战略。有关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论文最多,占这部分总量的48.5%,对“国际旅

游岛”建设的基本政策、组织保证、制度创新、金融支

持、法律保障、环境保护等问题都有阐述。三亚的旅

游竞争力问题,也为一些学者所关注。
(3)旅游经济。最有价值的是一些运用数学和

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如饶勇等[24]对海南旅游市场

中的逆向选择和重复博弈问题的研究。李晓平

等[25]基于Hotelling产品决策模型,对三亚海滨旅

游产品进行的静态博弈经济分析。
(4)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多是针对某一度假

区、景区的研究,如三亚海坡度假村、呀诺达热带雨

林景区、南田温泉度假区、南山文化旅游区等的

研究。
(5)旅游公共管理。谢祥项等[26]指出发展海南

旅游经济应加强政府执行力。蔡道成等[27]提出改

善海南旅游可进入性的对策。在问题揭露方面,作
者们关注了海南旅游市场的混乱、诚信缺失、零团费

现象、旅游城市卫生条件差、政府对旅游市场不良调

控等问题。
(6)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旅游影响。王华艳等[28]

分析了海南建设“生态省”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刘小航等[29]介绍了海南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

情况,并从资源开发、管理和建设方面提出对策。宣

国富等[30]研究了海口和三亚市居民对旅游的经济、
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以及对旅游业发展的总

体态度。
(7)旅游市场营销与旅游者行为。在旅游者行

为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陆林等[31]对三亚

旅游客流的季节性进行了研究。宣国富等[32]研究

了三亚旅游客流的空间特性。宋子斌等[33]就西安

居民对海南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进行了IPA分

析。徐菊凤[34]分析了中、俄两国赴三亚度假旅游者

的需求和行为特征。今后,针对旅游者行为的各种

研究,应成为海南旅游研究的主流。
(8)旅游文化。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卿志军

等[35-37]分别就报纸对海南旅游文化传播的作用、海
南旅游者媒介接触习惯对其认知目的地旅游文化的

影响、海南旅游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对策等问题进行

研究,显示了跨学科、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介入

旅游研究的可行性。
(9)旅游资 源 评 价 与 开 发。程 伟 民、谢 炳 庚

等[38]对海南旅游地资源进行评价,预测了旅游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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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供需状况。王新军[39]对海南核心旅游资源进

行开发性模糊评价。肖星等[40]运用旅游资源多级

模糊综合评价改良模型,对琼海市旅游资源进行了

评价研究。

4.研究方法

张宏梅等[41]将旅游研究方法细分为:传统定

性方法、现代定性方法、定性定量结合、基础统计

分析和复杂统计分析5种。本研究采取这种分

类。按上述标准,237篇样本的研究方法统计如图

4所示。

图4 研究方法情况

  使用传统定性方法的文章199篇,占总量的

84%,占绝对优势。定性定量结合20篇居第二,占

8.4%。现代定性方法11篇排第三,占4.6%。基

础统计分析5篇排第四,占2.1%。而复杂统计分

析最少仅2篇,占0.8%。整体上与目前国内旅游

研究的现状相符,反映了对海南旅游研究的不成熟。
表9结果显示,在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发展战

略、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旅游公共管理、旅游可持

续发展、旅游文化等领域,以传统定性分析为主;旅
游经济和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领域运用了较多的定

性定量方法;而旅游市场营销与旅游者行为领域的

研究方法最为多元。复杂统计分析除了在旅游竞争

力领域,难以被广泛应用。
另外发现,定量定性、现代定性和数理统计的研

究方法运用越多、越纯熟的文章,越容易在高水平期

刊发表。安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传统旅游研究强校的作者,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表
现出较高水准。

表9 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交叉论文分析

传统定性 现代定性 定性定量 基础统计 复杂统计 总计/篇

旅游产品设计 75 7 — — — 82
旅游发展战略 46 — 1 — 2 49
旅游经济 11 1 6 — — 18
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 14 — 3 — — 17
旅游公共管理 16 — — — — 16
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旅游影响 12 — 1 1 — 14
旅游市场营销与旅游者行为 7 2 2 2 — 13
旅游文化 10 1 — 2 — 13
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6 — 6 — — 12
其他 2 — 1 — — 3
总计 199 11 20 5 2 237

  5.研究的规范性

根据周凤华等[42]提出的4项衡量指标:(1)是
否有“文献综述”;(2)是否有“理论假设”;(3)是否

说明“研究资料的收集、处理与分析方法”;(4)是否

标明“引文出处、参考文献”,对海南旅游研究论文进

行统计分析,如图5所示。

图5 研究规范情况

  文献综述在搜集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

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取

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等,进行

系统、全面的叙述和评论;为开展新的课题研究进

行选题论证,做必要的知识准备[43]。92%的研究论

文没有文献综述,使其研究缺乏理论支撑和必要性、
可行性论证。

理论假设的意义在于对初始的分析思路和分析

方法的使用形成限制,以避免发散思考而难以使研

究过程深入,更重要的是基于特定理论的研究能够

将人们的视野带入一个可控的分析路径中,形成路

径依赖。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要基于

特定理论假设,按照严格的分析过程,使用相应工具

才能完成[44]。237篇样本中,仅1篇文章提出了理

论假设。

11.8%的文章介绍了研究资料收集、处理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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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而这些文章也大多采用了现代定性、定性定

量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大多数文章都是直接引

用他人的文献与资料,且无特别说明,可见初级的文

献研究仍是海南旅游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献引证与参考文献方面的情况稍好。69.6%

的文章列出了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内容,以国内

文献为主。仅有少数发表在旅游、地理类顶级刊物

的文章,引用了外文资料。这说明借鉴国外同行研

究成果的情况,在海南旅游研究中还不普遍。整体

来看,海南旅游研究的规范性亟待提高。

  五、结论与展望

1.结 论

刊登海南旅游研究文章的期刊数量多、类别广,
显示出研究队伍学科背景的多元化。海南省高等院

校学报是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平台。刊载在核心期

刊的文章较少,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海南旅游缺乏持续研究,连续发文作者的数量

较少。合作研究的趋势正在增强,未来应鼓励跨地

区、跨机构的合作研究。海南本地高校是研究的中

坚力量,研究队伍以1960年后出生的中青年骨干教

师为主,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者的背景

包括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党政部门,来自旅游企业

的几乎没有。海南旅游研究的地区集中度高,且来

源广泛,来自全国17个省市和海外的研究者从事

过这方面的研究,显示了海南旅游较高的被关注

度。
进入新千年,海南旅游研究论文数量增长较快,

与海南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相适应。对海南整体旅游

发展态势分析论述的文章较多。南部的三亚和中部

的五指山等地,是海南旅游研究的热点地区,西部、
东部和北部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热点与冷点地区

的并存,凸显了海南旅游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

研究主题方面,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发展战略、旅游

经济,以及旅游规划与景观设计等传统内容,依然占

据主流地位。而旅游发展的影响、旅游消费者行为、
旅游文化的传播和形象塑造,以及“国际旅游岛”建
设等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焦点。传统定性方法在

海南旅游研究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定性定量结合

的方法也有一定比例。现代定性、基础统计和复杂

统计分析的方法使用较少。同时,论文在研究的规

范性方面也亟待提高。这些都反映了海南旅游研究

的不成熟。

2.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本文选取期刊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很多学者的

博硕士论文和学术会议论文成果,未能列入其中,未
来可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评述。

在文献计量学运用上,本研究只使用了一些基

本的研究方法。未来在研究方法上,可使用聚类分

析、回归分析、社会网络等方法,研究期刊、论文的关

系;在研究内容上,可对论文的关键词词频分布、引
文情况、文献老化度、期刊引用率、作者引用率、作品

引用率等内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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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theStudiesofTourisminHainanProvinceBasedonBibliometrics

FUYe-qin1,DAIZe-wei2

(1.DepartmentofTourism Management,SanyaCollege,HainanUniversity,Sanya,Hainan,572000;
2.SchoolofManagement,Xiamen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

Abstract BasedonthesourcesfromtheChineseJournalFull-textDatabase,337papersthatrepor-
tedtourisminHainanwereobtained.Basedonbibliometrics,threeindicatorsincludingthejournals,au-
thorsandpaperswereemployedtoconductanalysis.Specifically,thenumbers,categoriesandlevelsof
publicationsforeachjournal,eachauthor’snumberofpublications,degreeofactivity,co-operativere-
searchandinstitution,andtheannualquantitychanges,areasofstudy,themes,methodsandconformities
ofeachpaperareallanalyzedanddiscussedindetail.Understandingthedevelopmentaltrendofthere-
searchontourisminHainancanprovideenlightenmentforresearch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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