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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hina's re-
gional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inkage path,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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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立足我国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提出了我国区域旅游可持续发

展与环境保护联动路径，认为环境保护是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并依据系统发展观，勾勒

出未来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图景。研究观点有助于丰富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环境保护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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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环境是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 
自然是人类高层次精神追求和发展的重要源泉。人类对自然的好奇心是科学技术和宗教发展的永恒

的动力。自然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启迪以及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是无价的。事实证明，人类改变自

然生态系统的速度已经超出了人类认识世界生态系统的速度。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持续发

展，是全人类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因此，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只有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得到有效地保护。保护环境，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前

提，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保证。 
长期以来，人们总把旅游发展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偏重追求其经济效益，而相对忽略了普遍存在的

旅游对环境的影响。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质量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旅游对环境尤其是自然

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不仅会阻碍旅游业本身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带来相关的负效益。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突出强调要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并提出“加大

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

中国美丽”的发展目标。旅游环境保护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它们之间是相互

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旅游环境问题是旅游与环境非良性循环的具体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有

效的管理，不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而造成旅游环境质量下降和恶化。旅游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必然

导致旅游资源的损害和浪费，甚至使一些旅游资源枯竭或消失，最终将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的发

展受到阻遏，必然减弱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能力，又会造成旅游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解决旅游环境问

题，关键是正确处理旅游与环境的关系，实现旅游与环境的良性循环，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国内外实践也表明，旅游环境保护是实现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笔者 2015 年实地考察了

澳大利亚的生态旅游开发。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人地矛盾不突出，自然生态资源丰富，逐步实现从矿产

资源开发向旅游资源开发的转型，并开始树立“卖生态，而不仅是商品”的发展理念。从国家到地方，

发展旅游重在“销售生态价值”，摆脱了商品化旅游开发中对旅游商品和服务的过度依赖，强调对游客

生态需求的“自然、可持续、教育”三大价值，确保旅游业成为可持续的环保产业。澳大利亚对周围自

然生态环境的尊重给人印象深刻。例如，澳大利亚格利菲斯大学建校之初对学校建筑物高度的要求非常

严格，即所有建筑不能超过周围天然山林树木高度；与学校幽美天然的生态环境有关，校园不时有野生

考拉(澳洲国宝树袋熊)在校园山林中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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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应坚持以下原则，即公平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1]。可持续发展

包含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是在“只有一个地球”理念下的共同理念，要求全人类的价值认同，

在实践层面上要求所有人采取“合作的对策”，否则，造成的灾难将波及每一个人，因此，必须采取全

球共同的联合行动。简言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区域旅游从范围上是指特定地域的旅游，从组成要素上是指以人类旅游活动为主体，以旅游观光和

休闲对象为客体，并由其他人文与自然要素交织而成的旅游地域系统。根据 J.R. Brent Ritche 等的“旅游

目的地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模型”(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简称 DCS)，旅游

目的地可持续发展主要受到全球环境(宏观)、竞争环境(微观)、辅助要素和资源、旅游目的地的政策、规

划和开发、目的地管理以及相关限制性和放大性因素所制约。以目的地管理为例，该构成要素强调资源

监护，这虽是一个新生要素，但其重要性却日益凸现。资源监护强调目的地管理者对目的地赖以生存的

资源采取人道的态度，实际上这也是义不容辞的。对资源进行监护要做到有效地维护资源，用心呵护那

些脆弱资源，因为脆弱资源对于旅游所引起的任何损害都异常敏感。总之，监护哲学意味着要确保对目

的地资源的配置高效而灵敏。因此，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模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竞争力模型，而是一个

长期的可持续竞争力模型，它赞同对生态、社会和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监护。 
坚持系统发展观也要求我们应高度重视旅游发展中的“非可持续性因素”[2]。导致旅游业非可持续

性的旅游业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旅游业发展导致的环境退化以及旅游开发时对旅游

者或东道主居民所要求的环境因素的忽视。例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尤以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闻名遐迩，其中天门山作为“天生桥”地质奇观构成张家界

景观的标志性之一。早在 1992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同盟专家在实地考察湖南

武陵源世界遗产地后指出，“武陵源现在是一个旅游设施泛滥的世界遗产景区”，“提请中国政府对景

区及其周围地区旅游业发展给予关注，使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3]。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

上述情况并未收敛。笔者 2015 年 4 月在天门山景区考察，天门洞及其周围，几乎成了建筑工地。除了景

区车道外，张家界景区的观光索道、玻璃栈道、穿山扶梯建设规模空前。笔者有理由担忧这处世界自然

遗产地的前景正受到非可持续因素的影响。究其缘由，应该与景区建设与管理方面存在明显的“利益驱

动性”有关。如果不加以调控，其结果就是世界遗产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个性与核心吸引物变形和消失。 

3. 建立保护与开发联动机制，实现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结合国内外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实践，逐步建立环境保护与科学开发联动机制，是确保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第一，加强区域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要加强旅游资源的培育与养护，在旅游资源中，有

些是不可再生的，有些是可再生的。目前，在区域旅游发展中，受到威胁最大的不是不可再生旅游资源，

而是那些可再生资源，如森林、草地和动物资源等[4]。区域旅游资源能否满足区域旅游发展的需要，不

仅取决于区域旅游资源的供给，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如何利用和保护。 
第二，走生态旅游之路。生态旅游是一种具有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内容的旅游思想，是针对旅游业

对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旅游业，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

旅游，使当代人享受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机会与后代人相平等，甚至当代人在不破坏前人创造

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前提下，为后代人建设和提供新的人文景观。生态旅游要求经营者和游客都要

承担一定的责任，培养环境意识和对自然的热爱，尽量减少旅游活动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干扰和侵袭。同

时还要通过旅游活动的开展，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吸引他们积极参与到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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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活动中，实现旅游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例如，澳大利亚蓝山国家公园通过对采煤

区进行土壤修复、植被修复和动植物保护，合理地设定了游客活动的廊道和范围，通过旅游化使得工业

区得到完全的修复和保护。 
第三，利用旅游产业政策为保障，依靠科学技术做支撑，着力构建我国区域旅游适宜的开发和经营

模式。提高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保护旅游资源和旅游地环境，缓解旅游需求增长和旅

游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扩大旅游环境容量，进而扩大旅游活动空间，和提高旅游活动质量。同时，

构建旅游区域发展的利益驱动机制，加强区域旅游立法、加强环境管理、科学规划；建立区域旅游开发

和经营企业的运营模式；建立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体系，吸纳当地社区参与；加强游客管理，进行区域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教育；建立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规划和指导的辅助系统。 
第四，借鉴欧美国家公园管理规制，树立我国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联动机制体制典范。

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的目标，该目标是在

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战略预见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美国的国家公园属中央集权型

治理结构[5]，截止 2007 年底，美国共有 575 处公园或地段被纳入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其国家公园体系的

陆地面积达到 33.99 万平方千米，水域面积 1.8 万平方千米，累计接待游客 117 亿人次。澳大利亚则属于

分散型旅游规制模式，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已经成为全球保护地网络中的重要角色。2008 年，澳大利亚

各类国家公园 941 处，陆地面积 324 万公顷，占其陆地面积的 4.22%。 
依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定义，国家公园是具有国家意义的公众自然遗产公园；它是为人类福祉与

享受而划定，面积足以维持特定自然生态系统，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管理权，一切可能的破坏行为

都将受到阻止或予以取缔；游客到此观光需以游憩、教育和文化陶冶为目的并得到批准。严格意义上说，

我国目前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也还没有具体推行国家公园制度[6]。 
国际实践表明，国家公园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双赢的管理模式。在我国建立与实施国家公园

管理机构与规制，有利于确立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联动机制，通过示范带动，逐步形成具有

我国特色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格局，开创我国美丽中国图景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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