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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rticl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m waste environmental impact research 
published by Web of Science and CNKI, this paper reviews 492 articles from 1985 to 2018,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hotspots from 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 the year, 
the type of source journals, the distribution of cases, research method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tourism sites and tourism waste, the impact of tourism waste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waste, and the management of tourism waste.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ourism wast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clarified. The 
study found that foreign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improvement, and it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se study, while domestic research is still in the expansion stage, the vo-
lume of publications fluctuates greatly, and case studies are les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experience has changed from a qualitative method to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mbina-
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lex mathematical modeling methods at home and 
abroad has shown an upward trend.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 tourism waste is used for tour-
is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is the main factor, supplemented by the influence of so-
cio-economic culture, and gradually transition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lassified tourism 
waste on tourism-related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is gradually becoming refined and deepened. 
After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ample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research on tourism waste at home and abroad has prospected. It is proposed that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mechanism and influence degree of tourism 
waste on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the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each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ourism waste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of tourism waste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researc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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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国内外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研究期刊文章为基础，对

1985~2018年间的492篇文献进行综述分析，梳理和归纳了相应的研究热点，并从年度载文数量、来源

期刊类型、案例地分布、研究方法、旅游废弃物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旅游废弃物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旅游废弃物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旅游废弃物管理8个方面阐明了国内外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的研究现

状。研究发现，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已进入了提升阶段，且表现出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特征，而国内的研

究仍处于扩展阶段，刊文量波动较大，案例研究较少；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均经历了由定性方法占主导

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占主导的研究历程，近年来国内外复杂数理建模方法的运用呈上升趋势；研究

内容上，表现为以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自然环境影响为主，对社会经济文化影响为辅的特征，逐渐过渡

到分类旅游废弃物对旅游业相关产业的影响研究，研究逐渐走向细化与深化。对样本文献进行综合分析

后，展望了国内外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研究发展趋势，提出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探索旅游废弃物

对旅游地环境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完善研究方法、加强各学科领域合作研究、重视旅游废弃物的社

会经济文化影响研究、加强旅游废弃物管理研究，以促进研究体系完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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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全国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生态环

境一词在当今中国已成为最流行的词汇。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良好的生态环

境更是我国获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环境，旅游业同样如此，生态环

境的优劣是影响旅游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昔日，旅游业被视为“无烟产业”和“绿色产业”，但随着

旅游业迅猛发展，旅游已不再“绿色”。高速发展的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突出，其中，旅游废

弃物是影响旅游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大量旅游活动产生的巨量旅游废弃物已成为影响

旅游地生态安全、制约旅游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20世纪 60、7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问题，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

而我国的研究则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实际上，学术界对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的探讨已持续

了几十年，国内外学者相继发表了大量论文。但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废弃物的定义与概念还未形成统一意

见，综合各家之言，将旅游废弃物定义为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由旅游者旅游活动、旅游地居民生活以及

旅游发展建设产生的，能够对旅游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液态、气态和固态物质。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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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归纳，力图对国内外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阶段、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2. 国内外文献的基本情况 

2.1. 数据来源 

本文外文文献数据来源于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选择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为文献检索数据库，语种限定为“英语”，检索时间范围为“所有年份” (截止到 2018 年)，以“tourism 
wast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tourism”为主题对外文文献进行检索，在剔除书评、访谈、消息、社论、

会议摘要后，获得外文文献 334 篇。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采用高级检

索类型，以“主题”为检索项，以“旅游废弃物”“旅游垃圾”“旅游污水”“旅游废气”并含“旅游

环境影响”为检索词，期刊来源限定在“SCI、EI 来源期刊”“核心期刊”和“CSSCI、CSCD”，时间

截止到 2018 年，共获取国内高质量文献 158 篇。据此，本文共获得 1985~2018 年期间国内外文献 492 篇，

虽这些文献不能全部代表旅游废弃物对环境影响的研究结果，但基本能够客观反映国内外对该领域的研

究动态与趋势。 

2.2. 年度载文数量 

年度载文量能够反映一个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从年度载文量(图 1)可看出，国外对旅游废弃

物的环境影响研究具有“缓慢上升–剧烈上升”的特征，载文量呈递进增长趋势；而国内的研究具有“低

幅波动”的特征，载文量增长缓慢，近两年呈现负增长趋势。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1985-2018 
图 1. 1985~2018 年载文数量年度分布 

 
据此，可将国内外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① 起步阶段(国外：20 世纪 70 年代~1999 年；中国：1985~2003 年)。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废弃

物环境影响问题，文献呈偶发状态，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旅游废弃物对大尺度环境的影响，研究方法上

以定性描述性分析为主，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滞后于国外近 20 年。此阶段，国外学者在该领域发表

的研究成果较少，大多数年份维持在 1~2 篇，是一个偏冷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关注

该领域，最早的论文发表于 1985 年[2]，此后多年没有相关论文发表，在 1992 年至 2003 年间零星发表，

但此阶段的论文刊发总量依旧偏少，维持在 2 篇/年的低位。 
② 扩展阶段(国外：2000~2014 年；中国：2004~2018)。国内外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旅游废弃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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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相关论文的发表呈现波动缓慢增长趋势，研究内容更加丰富与细化，转向了旅游废弃物对小尺度

环境(如：土壤环境、水体环境等)的影响研究以及对旅游废弃物产生源头进行了探讨。研究方法更加全面，

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且较多运用数学模型。此阶段，国外学者持续关注该研究领域，发表论文数量逐

渐增多，达到了平均 12 篇/年，分别在 2006~2007 年和 2011~2013 年出现了两个研究高峰期，高峰期刊

文量分别为 14 篇/年和 23 篇/年。国内发表有关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的论文波动较大，高峰期达到了 14
篇/年(2014 年)，低谷期仅有 3 篇/年(2018 年)，虽比起步阶段发表的论文有所增多，但该领域的研究还存

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导致研究成果的刊发呈现出较大波动。 
③ 提升阶段(国外：2015~2018 年)。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研究成果迅速增加，

该阶段发文总量占文献样本的 42.8%。这一时期，研究内容上更加关注人类活动的影响，继承了前一阶

段对小尺度环境影响的研究，研究方法上多采用数学模型。国内对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的研究还未进入

提升阶段，仍处于扩展阶段，但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相继出台了有关环境保护政策，可

预见未来 10 年内，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会迅速进入提升阶段，研究成果将成倍增长。 

2.3. 来源期刊类型 

期刊的类型可以反应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国内外有关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成果刊于众

多期刊上，涉及多达近 250 种期刊，较多期刊以刊登 1 篇论文为主。从来源期刊载文量看(表 1)，国外载

文量前 10 位的期刊发文量占样本文献 29.36%，国内载文量前 10 位的期刊发文量仅占样本文献 27.20%。

综合来看，国内外载文量前 10 位期刊的发文总量较少，占比均较低，其他类型期刊占比处于绝对优势(70%
以上)。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研究来源期刊分布具有广泛性的特征，体现出旅游废

弃物环境影响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特性；另一方面，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研究还处于旅游研究次重点

领域，没有形成专门期刊对其进行报道，因此该研究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从来源期刊等级看，由

于国外文献来源期刊多达近 200 种，故没有对其等级进行详细统计，但从发文量前 10 期刊来看，《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Waste Management》、《Tourism Management》等均为相关领域的全球顶级期

刊，这些期刊虽发文量较少，但能够从一方面反映出国外学者对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已处于较高水平。

国内 158 篇论文全为核心期刊文献，其中 CSSCI 来源期刊 64 篇，发文量前 10 的期刊中仅有《旅游学刊》

和《旅游科学》为专门的旅游学领域期刊，剩余 8 种期刊分别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领域期刊。 
 

Table 1. Number/proportion of journals and articles from major sources at home and abroad 
表 1. 国内外主要来源期刊及载文数量/占比 

国外 国内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9/5.69% 旅游学刊 7/4.43%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9/5.69% 自然资源学报 5/3.16%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2/3.59% 资源科学 5/3.16%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9/2.69% 地理研究 4/2.53%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8/2.40% 地理科学进展 4/2.53% 

Waste Management 8/2.40% 旅游科学 4/2.53%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6/1.80% 安徽农业科学 4/2.53%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6/1.80% 生态经济 4/2.53% 

Tourism Management 6/1.80% 生态学报 3/1.90%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5/1.50% 环境卫生工程 3/1.90% 

The Others 236/70.64% 其他 115/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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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案例地分布 

案例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经梳理与统计得知，国内外案例地研究文献占样本文献的比

例分别是 34.81%和 67.96%，国外学者涉及案例地研究文献过半，表现出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特征，而国内

涉及案例地研究文献占比偏低，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实践研究过少。国内外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研

究案例地分布广泛，国内涉及到 22 个省市，国外涉及到五大区域(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共
54 个国家，总体来看，国内众多省市和国外较多国家(地区)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问题都受到学者们的

普遍关注，关注程度的高低之别形成了案例研究地的聚集区。 
通过对表 2 的仔细分析，国内的案例研究聚集在广西、云南和安徽三地，表现出学者对这三个地区

旅游废弃物的高关注度，而四川、上海等六地则为次聚集区，学者们的关注度略低，其余省市的发文量

基本维持在 1~2 篇的低位，关注度还有待提升。由于对外国的行政区划不甚了解，且统计量较大，因此

以国家(地区)为单位来阐述国外的案例研究地分布情况。国外的案例研究地表现出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核心

聚集区的特点，显示出欧美国家对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问题的普遍关注。其他国家对旅游废弃物的环境

影响关注度不高，形成了以马尔代夫、韩国为代表的一般聚集区，刊文量维持在 3~4 篇，剩余国家与地

区基本维持在 1~2 篇的发文量。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case studies 
表 2. 案例研究地分布 

论文篇次 国内 国外 

≥5 广西、云南、安徽 意大利、澳大利亚、墨西哥、巴西、西班牙、美国、希腊、南非、土耳其、哥

伦比亚、英国 

3~4 上海、新疆、四川、 
江苏、吉林、福建 

厄瓜多尔、阿尔巴尼亚、瑞士、波兰、韩国、伊朗、阿根廷、毛里求斯、马尔

代夫、摩洛哥 

1~2 
湖南、西藏、广东、黑龙江、甘

肃、江西、山西、重庆、贵州、

山东、辽宁、内蒙古、北京 

斯里兰卡、新西兰、伊拉克、马其顿、莫桑比克、法国、乌干达、阿曼、新加

坡、伯利兹、俄罗斯、乌拉圭、日本、马来西亚、捷克、古巴、加拿大、奥地

利、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罗马尼亚、智利、芬兰、

泰国、斯洛文尼亚、巴哈马、尼泊尔、埃及 

3. 国内外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方法统计 

通过整理分析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文献，将国内外该研究领域的主要方法归纳为定性方法和

定量方法(表 3)。经研究得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经历了由定性方法占主导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占主导的研究历程，目前来看，国内外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文献中的定性与定量方法无法完全割 
 
Table 3.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of tourism waste on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表 3. 国内外旅游废弃物对环境影响的主要研究方法 

分类 研究方法示例 实现技术 代表文献 

定性方法 资料分析、调查问卷、半结构式问

卷、理论验证、访谈、案例分析等 
 

Tandi Dorji [3]、Eugenio Figueroa B. [4]、Mona Azizi 
Jalilian [5]、Isaac Rodrigues Santos [6]、Zoe A. Meletis 
[7]、Ali Aminian [8]、Chukwunonye Ezeah [9]、吕君 

[10]、陆林[11]、秦远好 [12] 

定量方法 

多元回归的量化模型、网络问卷、

数理模型、生态足迹、消费模型、

EKC 模型、CCR 模型、环境容量模

型、环境承载力模型等 

ASTM 
D5231-92 Test, 
SPSS, FMOLS, 

OLS, DEA 

Muhammad Abdulredha [13]、Xinyi Qian [14]、
Muhammad Azam [15]、Osamu Saito [16]、Giulio 

Greco [17]、Italo Arbulú [18]、Thamarasi Kularatne 
[19]、董瑞杰[20]、刘立勇[21]、张宏[22]、章锦河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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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定性中有定量，定量中有定性是该研究领域的特点。从样本文献来看，运用最多的定性方法为资料

分析、访谈以及调查问卷等，这些文献中又夹杂着简单的统计学方法，只是以定性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

行描述；而运用最多的定量方法为数理模型和统计分析等，多采用计算软件技术来实现。总体来看，在

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领域中，国外比国内较多的运用了定量方法，且国内使用的定量方法多从国

外引进。因此，国内学者应增强定量方法的创新，研发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定量研究方法。 

4. 国内外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热点比较 

4.1. 国外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热点 

4.1.1. 旅游废弃物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共生体，旅游业在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在破坏着旅游地生

态环境，致旅游地陷入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中。旅游活动产生的废弃物是威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罪魁祸

首之一，如何减少与控制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国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研究热点。 
国外学者常采用阐释性与描述性的方法来探讨旅游废弃物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

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策略。Tandi Dorji 与 Figueroa B.等学者认为游客超载产生的大量废弃物与缺乏废弃物

收集和处理设施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3] [4]，无法及时处理的旅游废弃物将对旅游地环境

造成较大压力，旅游废弃物将污染水体，影响空气质量，破坏旅游地环境，使旅游地的发展不可持续。

Barber, Nelson A.与 Mike J Stabler 则认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24] [25]，环保意识强的旅游者对旅游地环境造成的压力较小，相反，环保意识弱的旅游者随意丢弃

的废弃物将对旅游地环境造成巨大破坏[5]，对旅游地环境造成的压力较大，不利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者认为，提高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方向[24]，利用环境保护政策法

规、借鉴先进的废弃物管理模式来治理旅游地环境污染，是旅游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14] [15]。 

4.1.2. 旅游废弃物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影响 
国外的民众与研究人员在看待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大致经历了忽视与逐渐重视两个阶段。旅

游发展初期，研究人员往往忽视开展旅游活动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重视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而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者数量大增，旅游发展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旅游产业所带来的环境消极

影响逐渐显现，研究者们开始重视旅游活动所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并意识到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较经

济效益更为重要。旅游活动产生的废弃物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

外学者已对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内容从整体旅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发展到分

类旅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研究、从旅游废弃物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延伸到社会经济影响研究、从旅

游废弃物对整个旅游产业的影响扩展到了旅游废弃物对各个旅游相关产业的影响研究，研究内容广泛且

逐渐走向纵深；研究方法从描述性、阐释性研究转变为数理模型、统计分析和阐述性方法相结合，研究

方法逐渐偏向数学统计。 
国外学者对旅游废弃物的自然环境影响研究主要从固体废弃物、气体废弃物和液体废弃物三个方面

展开。由于数据采集有难易之别，国外学者对固体旅游废弃物的自然环境影响研究更加深入，液体废弃

物次之，对气体废弃物的研究略浅。固体旅游废弃物产生量的多少是影响自然环境的关键，因此，国外

学者热衷于利用统计分析与数理模型等方法来预测或估算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借此来研讨固体废弃物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16] [17] [19] [26]。据估算，欧洲游客每天至少产生 1 kg 固体旅游废弃物，产生量约占

城市固体废弃物的 50%以上[27]，固体旅游废弃物已成为城市废弃物的重要组成部分[13]，对城市生态环

境与废弃物管理造成了较大压力。国外学者认为固体旅游废弃物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旅游开发建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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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建筑废弃物[28]，但因旅游活动主体不同，国外学者对该方面的研究略少；另一方面是围绕旅游活动

主体旅游者而产生的废弃物，包括一些塑料制品、金属制品、有机废弃物等[6]，其中有机废弃物与塑料

制品占比高达 2/3。大量旅游者在给旅游地带来可观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在产生与经济发展同速增长的固

体旅游废弃物，而这些废弃物将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显著影响，如污染河水，造成河流淤积[28]，破坏

动植物的生存环境等。 
旅游活动产生的污水是导致旅游地水体污染和土壤破坏的重要因素。液体废弃物主要来源于酒店和

景区餐厅用水[8]，直接排入河流的污水将对水体造成破坏性污染，干扰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危害河流生

态系统。亲水旅游活动对水体的影响更甚。研究人员发现，随着旅游者的增加，河流的污染程度越严重

[7]。MacNeill T.等探讨了邮轮旅游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认为邮轮产生的油渍和污水将污染海洋水环

境，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29]。Kariminia S.认为南极旅游活动产生的废弃物与排放的污水将破

坏了冰层结构，加速冰盖融化，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负面影响[19] [30]。交通工具产生的尾气是气体废弃

物的主要来源，而旅游者的多少决定排放气体废弃物的多少。因此，旅游者的增多将增加交通工具的使

用频次，排放更多气体废弃物，对大气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28]。由于气体废弃物难以测算，研究者们通

常采用碳足迹的方法来探讨气体废弃物对大气环境的影响[7] [31]。 
国外研究人员对旅游废弃物的社会经济影响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旅游废弃物通过损害旅游地自然环

境来间接影响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旅游地居民的影

响，旅游废弃物破坏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被污染了的环境将威胁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引起旅游地

居民的不满等[28] [32]；另一方面是对旅游者的影响，环境质量低下将降低旅游者满意度，对旅游者的身

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旅游者的重游率下降等。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旅游废弃物的收集处理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社会管理成本也将提高[15]。Giulio Greco 等学者认为显

著增加的旅游者数量将提高旅游废弃物的收集成本[17]。另一方面，旅游废弃物将损耗自然环境，降低景

区吸引力，缩短景区生命周期，失去经济发展优势。同时，学者们还常常使用数学模型来探讨旅游废弃

物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15] [18]。 

4.1.3. 旅游废弃物管理研究 
有效的旅游废弃物管理措施是应对环境污染的关键所在。国外学者对旅游废弃物管理的研究多分散

于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文章中，较少有专门论述旅游废弃物管理的文章，且多采用描述性或总结

性语句来阐述旅游废弃物的管理经验与方法。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多，旅游废弃物的管理压力愈来愈大，

寻求高效的管理经验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通过仔细梳理文献发现，国外研究人员对酒店的废弃物管理

做了较深入研究，认为酒店规模越大，废弃物产生率越高，在相同规模酒店中，餐饮服务越完善，酒店

的废弃物产生率就越高[33]。研究人员认为，旅游者与旅游管理者对旅游与环境关系的认知程度常常影响

到旅游废弃物的管理[34]，高认知程度可以降低旅游废弃物管理压力。Ezeah C.等总结了欧洲四大岛屿的

旅游废弃物管理实践，并认为总结旅游地优秀且操作简便的废弃物管理实践将有利于旅游废弃物的高效

管理[9]。学者们还通过探讨旅游废弃物的来源、分类和产生量来提出准确的管理措施[33]。 

4.2. 国内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热点 

4.2.1. 旅游废弃物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 
我国对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

还处于研究扩展阶段，理论和实践研究略显不足。国内学者主要关注旅游废弃物对水体、大气和土壤环

境的影响。 
在旅游废弃物对水体环境的影响方面，相关学者认为游客超载以及不合理的旅游开发与经营活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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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量无法及时处理的废弃物是造成水质下降的主要根源[20] [35]，随着游客逐年增多，水质呈现加速恶

化趋势[36]，学者们通过探讨旅游废弃物影响水体环境的机理，揭示了旅游废弃物造成水质明显下降的原

因，旅游废弃物的复杂性及本身具有的化学属性导致水体环境氨氮和大肠杆菌指标超标，水体富营养化，

藻类大量繁殖，水体自净能力逐渐丧失，水体生态逐步失衡[37] [38]。急剧下降的水质将严重影响游客满

意度[39]，继而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从旅游废弃物角度研究了对水体环境的影响外，学者们还

从水体自身的角度探讨了丰水期和枯水期 2 个阶段期间旅游废弃物对水体环境影响的大小[40]。游客群体

类型对水体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具有差异性，相关研究认为休闲度假和商务会议型游客对水体环境的干扰

和破坏较大，其他类型游客则较小[41]。旅游住宿和餐饮业是旅游废弃物的两大来源[42]。 
在旅游废弃物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侧重于阐述旅游活动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并

指出其本质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一部分国内学者认为大气环境是生态环境承载

力计算和分析的重要因素[43]，并建立指标体系与计算方法对不同景区的大气环境容量和承载力进行了分

析[21] [44] [45] [46]。旅游活动或旅游废弃物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了大气各组成成分之间的

占比情况，且有害物质占比在逐渐提高。乔雪等人发现旅游活动的增加对空气中 CO2、SO2、NOX 含量

的影响非常明显[47] [48]，增加的地表粉尘量向大气环境中输入了更多的碱性物质[49]，促使大气组成成

分失调，大气环境逐渐恶化。全华、罗晓宁、董瑞杰等认为旅游活动中住宿和餐饮产生的烟气和旅客运

输产生的汽车尾气是造成景区大气环境恶化的主要污染源[20] [50] [51] [52]。 
在旅游废弃物对土壤环境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专注于旅游活动引起的土壤理化性质变化。旅

游者的行为对风景区内地被植物-土壤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践踏、采摘及旅游垃圾堆放等干扰和胁迫作

用，其中旅游者产生的排泄物、抛弃的垃圾进入土壤，使土壤结构和酸碱度发生显著变化[53]，土壤肥力

逐渐降低，而土壤容重、土壤 pH 值及土壤全钾含量呈递增趋势[11] [54]。众多研究均表明旅游活动已严

重影响了景区土壤环境，随着旅游活动强度增大土壤质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土壤性质逐渐发生改变，景

区土壤退化严重[55]-[61]。学者们还探讨了旅游废弃物对景区土壤重金属分布与土壤酶活性的影响，认为

Cu、Pb 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的沉降[62]，Cu，Cr 和 Zn 可能来源于旅游活动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且旅游

活动加剧了土壤中的 Hg 污染[63]。陆林等学者认为旅游活动对土壤酶活性造成了显著影响，土壤酶活性

随着旅游强度的增加而降低[61] [64] [65]。 

4.2.2. 旅游废弃物对旅游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 
旅游是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综合反映，这一特性决定了旅游的发展必然给旅游地的社会经济带来一

系列积极的与消极的影响。旅游活动产生的废弃物便是消极影响之一。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侧重于

探讨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对旅游废弃物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较少。 
在旅游废弃物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方面，绝大多数学者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探讨旅游废弃物

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程柯，李丰生等利用 EKC 方法研究了旅游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

拟合关系[66] [67]；张宏与章锦河通过采集固液气 3 类 6 种旅游废弃物的排放量时间序列数据，使用环境

库茨涅茨曲线研究了旅游经济与旅游废弃物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固态与液态旅游废弃物的排放量与旅

游发展之间具有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关系，而气态废弃物则没有形成曲线关系[22] [23]。还有学者

对环境成本进行了研究，构建了环境成本计算模型，并给出了相应的应用实例[68]。 
国内关于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较多，而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相

对较少。旅游废弃物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旅游者随意丢弃废弃物的负面示范效应[69]，在环境保

护意识较强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者的不环保行为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在相关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较少涉及探讨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居民健康的影响和旅游地居民对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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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的态度。 

4.2.3. 旅游废弃物管理和治理对策研究 
旅游废弃物的管理与治理是有效防止其污染环境的重要手段，科学有效的管理与治理措施能较好的

保护景区环境。目前，国内对旅游废弃物管理与治理对策的研究文献较少，研究成果科学性不强，景区

实践操作起来较困难。有学者认为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旅游废弃物管理，从而减少旅游废弃

物危害[70]，而另一些学者在分析了废弃物的特征之后，提出了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增加废弃物回收设施、

合理调配的建议[71] [72] [73]，从源头上减少旅游废弃物。还有较少学者研究了垃圾收集装置的科学性布

局，寻求最优垃圾清运组合方案[74]，制定了景区废弃物流管理方案[75]。国内学者较少去关注成功的废

弃物管理与治理模式，仅从表面提出一些建议与对策，对景区的废弃物管理与治理没有实质性作用。 

5. 研究展望 

国内外学者均对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总体来看，国外学者的研究较为领先，

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认识程度与相应研究也表现出了积极态度。通过对样本文献的仔细梳理、归类与分

析，未来学者们对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旅游废弃物对环境影响的基础理论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废

弃物的环境影响研究已持续数十年，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差

异，学者们对旅游废弃物的概念和分类，以及旅游废弃物对环境影响的概念、内涵、特征等基础特性的

认识还未达成学术共识，给后续的研究带来不便。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应加强对基础

理论的研究，建立一套完善的基础理论体系，为旅游废弃物的生态环境影响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外，实践是检验理论可靠性的绝佳工具，案例研究是实践的最好呈现方式，通过深入分析检索文献得

知，国外学者对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的案例研究较多，而国内则缺乏案例研究。未来，国内学者在加

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加强对案例的解释与剖析，实现旅游废弃物环境影

响的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撑。 
2) 深入探索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环境的影响机理、影响程度、影响方式。旅游废弃物造成环境负面

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深入探讨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机理，明晰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环境的影响程度与影

响方式，是未来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课题。虽国内外学者均对影响机理、影响程度与影响方式做了一些

探讨，但多为描述性阐释，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合理性与科学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主要解决如下问

题：如何甄别旅游废弃物与旅游地居民生活垃圾？旅游者产生的废弃物是通过何种途径、何种方式来影

响旅游地生态环境的？旅游地环境恶化是自然环境自身演变的结果还是旅游废弃物污染的结果？如何评

价旅游废弃物的影响程度？什么原因造成了影响程度的差异？ 
3) 完善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的研究方法，形成定量定性结合研究格局，以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方法

为辅的研究思路。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环境的影响较为复杂，且难以控制与操作，因此完善旅游废弃物

环境影响的研究方法显得十分必要。通过对检索文献的仔细分析，得知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实地测量、

实地调研、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来获取相关数据，获取数据的方法单一，数据处理主要运用了统计分

析方法、数理模型等。旅游废弃物具有复杂的特性，这一特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在未来的研究

中，学者们应注重使用遥感技术、GIS 技术来获取相关数据。考虑到旅游地的发展历程，学者们还应建

立长时段的观测点，收集相应的时间序列数据，从时空角度深入研究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影响。在数据处

理方面，未来学者们应继续加强对数理模型的运用，构建适合本领域的数量模型方法体系，以翔实的数

据与科学的数理方法来支撑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定量与定性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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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丰富研究成果。 
4) 进一步推动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研究的自主创新，加强各学科领域的合作研究。创新是科学研究

的本质，创新即包括研究内容上的拓展与研究方法上的改进。目前，旅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研究主要

集中于对旅游地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缺乏对旅游相关产业的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为此，

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创新研究，包括将旅游废弃物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推向纵深，拓展相应的研究主题，

实现主题多样化，拓展旅游废弃物环境影响的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加强研究方法更新，改变研究

方法与研究内容较难匹配的现状。在增强自主创新研究的同时，考虑到旅游废弃物的特殊性及对环境影

响的复杂性，以及目前参与该领域研究的众多学者学科背景单一等方面，未来应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

作研究，充分地发挥学科合作优势，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取长补短，以达到全面分析旅游废弃

物环境影响的目的。特别应加强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旅游学等相关学科的合作。 
5) 重视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研究。在已有的国内外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于

对旅游废弃物的自然环境影响，缺乏对社会经济文化影响的研究。而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项大型社会经

济文化活动。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们应加强对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研究，积极探讨其影响机理与影响程度，为旅游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演变提供相应的科学阐释。 
6) 加强旅游废弃物管理研究。国内外学者均对旅游废弃物的管理与治理提出了解决方案，但经梳理

发现，研究成果多为总结成功经验与提出建议对策等，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加强

旅游废弃物管理与治理的研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管理办法，并尝试探讨景区内旅游废弃物自身处理的

相关技术与方法，以减轻旅游废弃物对旅游地环境的破坏，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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