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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省梵净山自成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以及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列为中国唯一入选全球28个最

值得到访旅游目的地后，掀起了一阵旅游热潮，但梵净山的旅游资源在人文和环境等方面还未被充分开

发，难以在众多中华名山中脱颖而出。同为世界遗产的日本富士山景区较好地平衡了生态环境、社会文

化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以“信仰的对象与艺术的源泉”闻名遐迩。本文总结了富士山景区的

保护和开发经验，对比梵净山景区，通过对梵净山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其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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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successfully applying for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and being listed by National Geo-
graphic as the only Chinese site of the 28 most worthwhile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the world, 
Mount Fanjing in Guizhou Province has raised a wave of tourist boom. However, because the tour-
ism resources of Mount Fanjing have not been fully developed in terms of culture and env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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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it is difficult to stand out among many famous mountains in China. Meanwhile,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Mount Fuji in Japan balanc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famous for “sacred place and source of artistic inspira-
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Mount Fuji, compares 
with Mount Fanjing,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Fanjing Mountain, and puts forward sugges-
tions for its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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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8 年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梵净山一举成为中国最新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之一，并于 2019 年以第三名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最值得

到访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引起了全球旅游爱好者与媒体的关注，成为了旅游观光的热门之选，极大地促

进了当地的旅游产业发展[1]。但景区的不断开发和游人的大量涌入，使得梵净山在生态环境、社会文化、

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如何有序推进梵净山保护管理工作科学保护开发的问题迫在眉睫。 
梵净山虽山形极具特色，可与三山五岳相比略逊风骚；虽主打佛教文化，但因打造力度不足，名气

远低于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四大佛教名山；虽保存和展现了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显著

的生物多样性，但前往的游客很少真正了解其所孕育生命的价值。近年来在梵净山景区的总体规划蓝图

下，景区在自然人文保护、区域发展与产业链、基础服务设施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需进一步开

发其在人文和环境等方面的旅游资源，实现环境、文化与经济统一，可持续发展其自然人文体验型旅游

产业，从而在众多中华名山中脱颖而出，打造铜仁乃至贵州的南非兰特标志[2] [3] [4]。 
与梵净山同为世界遗产的日本富士山因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原因曾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失败，而后

以“信仰的对象与艺术的源泉”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多年来在政府、企业、人民等共同努力之

下，旅游资源得到了较充分的开发，加之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与条例，富士山不仅在保护自然资源方

面，而且在文化传播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作为日本的象征，获得了极高的海外认知度。 
本文利用网络图书馆、旅游类网站、图书馆藏书、社交平台等，收集并整理梵净山与富士山在旅游

开发方面的相关文献及资料，以其在旅游开发各方面的现状为基础，通过对比分析梵净山与富士山在景

区开发方面的异同之处，借鉴富士山景区保护条例、开发经验等，总结梵净山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与方向，

对梵净山的发展规划针对性地提出一定的意见与建议，有利于政府对梵净山旅游资源的保护，充分发挥

景区优势打造自身文化，促进梵净山的旅游产业市场可持续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推进

梵净山的文化风情更自信地走向世界[5]。 

2. 梵净山景区开发现状 

2.1. 梵净山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梵净山自然资源丰富，现存有较完整的亚热带原生态系统，拥有 4395 种植物，森林类型多样，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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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高达 95%，孕育有 2767 种动物，包括许多珍惜濒危和特有物种[6]。此外，梵净山作为被由石灰岩

构成喀斯特地貌包围的“生态孤岛”，其山脉由变质岩构成，具有独特的地质特征和山岳地貌景观。梵

净山利用其显著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地质独特性，在山门广场西建有展示中心，从视觉和听觉上介绍了梵

净山所孕育的生命的魅力。此外梵净山有关部门还面向当地学生举办观赏生物标本、宣传旅游资源与路

线等活动，面向当地居民组织志愿者等活动，旨在推广其作为生物资源库的普世价值。但由于宣传的范

围多年来均局限于铜仁，使得其知名度远低于其他名山。 
由于发展自身旅游业的需求，梵净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部分动植物资源和山岳地貌景观由于景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景点规划的需要，受到了一定的破坏，生物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7] [8]。尽管有关

部门一直坚持以生态为先发展梵净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平衡开发景区与自然资源保护两者之间的

关系，但由于景区旅客数量激增，景区承载负荷过重，加之游客素质参差不齐，出现多种不文明行为，

导致景区自然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9]。 
在人文旅游资源方面，梵净山虽一直致力于宗教与民族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形成梵净山的独特卖

点，实现观光型旅游向人文自然型旅游的转变，但现阶段的开发只是挖掘了其一部分的价值[10]。 
一方面，梵净山作为佛教道场着力打造“梵天净土”的佛教文化，在宗教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

梵净山主要从宗教建筑与宗教圣地为切入点进行旅游功能的开发：建有可供欣赏和体验佛教文化的文化

苑，此外其佛山核心为一分为二供奉弥勒佛与释迦佛的红云金顶，接引之四大皇庵与四十八座脚庵，构

成“弥勒道场”。而“佛光”出现最为频繁、清晰也成为其一大卖点[11]。但梵净山缺乏对能让游客感受

到文化倾向性更强的宗教活动的关注，如 2005 年护国寺佛诞节，2010 年 8 月金玉弥勒开光大典，2014
年与 2018 年佛教文化主题论坛，多面向于佛教研究者与资深爱好者，与普通民众关系则较为疏远。加之

虽建有佛教文化苑等主题景区，但无论是佛教文化本身还是衍生的产品抑或是宗教文化艺术活动的展开

及宣传力度都不足，其虽在历史渊源上有着佛教文化的显著优势，但在后期打造影响力上远不如中国四

大佛山，并未由此产生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应[12] [13]。 
另一方面，梵净山山脚下苗、土、侗、羌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生息，民族民俗旅游资源也是其得

天独厚的一大优势[14]。其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傩戏在梵净山设有国内第一大民族文化传承展示中

心，包括博物馆、面具展及傩戏表演。因其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传统技艺近年来面临失传的风险，梵

净山傩戏文化中心现面向全社会招收傩戏手工艺学徒传承其非遗文化，但由于其落后的文化宣传与快速

的旅游产业发展不相适应，傩文化的发展举步维艰[15]。此外苗族刺绣、蜡染和民间绝技、土家族花灯以

及侗家大歌也在梵净山进行民族民俗文化产业化、名片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这些民族民俗旅

游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均以门票和住宿的单一型消费为主，并未形成设想中的综合性产业链

[16]。因此多数游客在前往梵净山时多为以观赏山上的自然风光与庙宇为主的一日游，对于梵净山景区背

后蕴含的文化价值了解少之甚少。 

2.2. 梵净山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梵净山景区的人力资源主要包括由当地居民构成的人口资源以及由景区服务和管理人员所构成的人

才资源两部分[17]。 
在人口资源开发方面，梵净山多年来把保护区高达 1.3 万多的居民作为梵净山区域天然的一个组成

部分，在对景区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仅在保障居民生活环境的前提下为提高其生活质量根据居民如

耕作种类、所在区域等的家庭特性，针对性地在开发景区的进程中引导居民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自身的

劳作效益尽可能最大化；梵净山有关部门对一部分居民进行职业培训，增加就业机会，对附近区域的学

生进行有关梵净山的夏令营等活动，挖掘潜在的人力资源，保证其可持续性与再生性；还联合居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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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管理工作，为推动梵净山的发展和提升经济效益提供了天然的劳动力数量基础[18]。 
在人才资源开发方面，梵净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相关部门会因工作需

要根据相关招聘规定与简章以德才兼备的标准严格引进高层次人才，且对梵净山景区内的工作人员进行

相关服务培训，保证了这些人才资源素质的优越性[19]。 
从近几年对于梵净山生态旅游区的大众评价来看这些具有推动当地经济增长能力的人力资源在数量

上的开发已经足矣，但在质量上的开发仍有待提高。随着慕名而来的游客数量激增，景区会临聘工作人

员，无法确保其服务质量，如在 2018 年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发布的全国景区差评排行中，梵净山景区

就因景区管理与服务质量差上榜；而近几年当地旅游发展势头较猛，大量相关人员为经济利益所驱动，

大幅度地降低了游客旅行中的服务标准，黄牛、提供劣质住宿环境、旅行社随意变更行程、强行增加购

物点等现象屡见不鲜[20]。 

2.3. 梵净山旅游设施开发现状 

梵净山在景区内主要依托交通、食宿、娱乐及购物四大旅游设施向到往景区的游客提供服务，并以

此刺激旅游消费，提升综合效益[21]。 
在交通运输设施开发方面，攀登梵净山时有乘坐索道和徒步登山两种方式，无论采取哪一种登山方

式，都需从景区大门乘坐环保摆渡车耗时 20 分钟经过一段长 9.5 千米无任何景点的盘山公路至登山步道

起点或索道上行起点[22]。随着梵净山申遗成功，知名度得到大幅提升，加之贵州省对外省游客实行过路

费、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等政策的经济刺激，招徕大量外省游客，尤其是暑期等旅游高峰期，极易导致游

客需花大量时间无聊地排队乘坐环保摆渡车。 
由武汉三特公司历时 4 年建造而成的梵净山索道，标志着梵净山区域旅游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索

道的建成虽然极大地缩短了登山时间，方便了游客登山游览，但对梵净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破坏[23]。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景区规划文件，规定梵净山东西线总环境可容纳游客量为 10,000
余人，东线限售 8000 张票，西线限售 2000 张，为缓解索道建设对环境带来的影响，保护其固有的自然

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每小时限定入园 1000 人，并且上午限定入园人数为 5000 人，中午 12
点后限入 3000 人[24]。尽管采取了游客限流的措施，但景区观光车和索道单次运力有限，难以满足持续

井喷的游客人数，在游客集中时段需花费大量时间排队等候依次乘坐观光车和索道。 
可供徒步登山的梵净山万步云梯，从起点至老金顶垂直高差 1658 米，路程约 10 千米，近 9000 级台

阶，攀登需 4~6 小时，耗费巨大体力。作为朝山古道的万步云梯在当年设计修建时宽度较窄，坡度较大，

且为人工铺设石阶，表面凹凸不平，因其一路穿越原始森林，山间雾气较大，步梯常年湿滑，且年代较

久远，年久失修也造成了一些步梯破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登山风险[25]。而且梵净山原始森林内物种繁

多，夏季登山步道易出现毒蛇、毒虫等生物；贵州冬季常有风雪凝冻天气，再加梵净山海拔较高，步梯

易结冰，对游客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梵净山万步云梯 3600 级以下和 6500 级以上，坡度较缓，食水补

给站分布较多；3600~4500 级坡度极大，中间仅有一处补给站，为最难走路段；尽管中途设有食水补给

站，但因价格偏高，许多游客选择携带大量水及食物登山，不仅消耗体力，还因随地抛弃垃圾造成了一

定的环境污染[26]。自梵净山索道建成并开通运营以来，景区对万步云梯的开发及管理缺乏重视，自山脚

至山顶沿途并无可供观赏的景点，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万步云梯的吸引力。 
在食宿接待设施开发方面，梵净山生态旅游规划指出，梵净山核心区、缓冲区、游憩区严禁新建任

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等设施，导致梵净山景区内尤其是山顶餐饮提供极度缺乏，山顶因物资运输需耗费

大量人力及财力，山顶食物价格高，种类少，给游客带来极大的不便[27]。 
在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之际，梵净山周边酒店、民宿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在旅游旺季、节假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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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普遍偏高，甚至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周边酒店、民宿等绝大部分是由当地居民开设，从业人员

未经过专业培训，部分酒店、民宿卫生状况差，难以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降低了景区的整体服务水平。

而在山上的住宿区并非正规宾馆和招待所，也存在价格偏高、环境潮湿较差的现象。由于服务意识和服

务水平没有落实以人性化服务为导向的要求，降低了想在景区留宿、次日欣赏日出等游客的体验感及满

意度[20]。 
在游览娱乐设施的开发方面，梵净山景区目前还处于与周围各类旅游设施未能良好配合发展的缓慢

开发阶段，现以宗教性游览设施为主。据史料记载，梵净山于明代初年已建成弥勒道场，鼎盛时期形成

了“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的格局，但因多次爆发起义、叛乱，加之现今景区缺乏对寺庙

的修复、重建，景区现存宗教类景点相对有限，且难以突出与中国其它佛教名山的差异性，与其宣称的

“中国佛教道场”、“弥勒菩萨道场”不符[11]。 
此外景区寺庙内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香火收费高，景区内管理人员缺乏对寺庙周边人员的管理，

常出现假僧侣骗游客钱的事件，给游客带来极其不好的游览体验。 
在旅游购物设施的开发方面，近年来，梵净山景区持续上升的游客数量为当地提供了潜力巨大的旅

游消费市场，调查数据显示，梵净山景区游客购物意愿强烈，但由于梵净山景区相关旅游购物设施开发

停滞不前，周边并无系统的大型旅游购物配套设施。目前，仅有山顶普渡广场及山脚梵街可供游客购物，

无法满足游客多样化的购物需求。山顶普渡广场提供游客购买纪念品的商店仅是一座木质岗亭，商品种

类稀少，因运输成本较高，纪念品售价不菲。山脚梵街的建成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旅客的购物体验，但

因入住商家较少，并未形成较大的购物规模。由于景区疏于对商家的管理，商品价格不统一、不透明，

商家服务意识差，游客购物体验差。梵净山作为“中国弥勒菩萨道场”，周边少数民族村寨聚集，佛教

文化及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兴盛，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但景区内售卖的旅游纪念品形式单一，且与国内

其它佛教名山旅游景点售卖的商品差异不大，对游客购买的吸引力较低。其中紫袍玉带石作为梵净山最

具特色的玉石，由其制造的旅游纪念产品虽种类繁多，但大部分商家售卖的产品并无相关鉴定证书，假

冒伪劣产品较多，定价虚高，未能形成良好的旅游口碑[28]。 

3. 富士山的开发经验 

3.1. 富士山环境保护开发 

跨越静冈县与山梨县的富士山作为日本的最高峰，有植物 2000 余种，北麓有 5 个堰塞湖，山顶终年

积雪，景色绝美。2013 年 6 月 2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富士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日本自

1992 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就一直期待着富士山以“自然遗产”被列入名录，直至此

次成功申遗，历时约 20 年[29]。富士山无法登录成为“自然遗产”，垃圾管理不善、排泄物遍地等环保

问题是原因之一。随着富士山申遗成功，大批登山者前往攀登富士山，引发了环境超负荷的问题。而日

本的政府与民众不断探寻环境改善的措施，近几年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不仅保护了富士山固有的自然资

源，其环境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30]。 
1) 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加强环境保护。一方面日本依靠行政手段加强环境保护，政府通过出台相应的

政策条例与法律法规，对游客、附近的居民、有关部门进行行为约束与引导，旨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自然景观完好的前提下进行旅游开发。 
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日本因国土山林面积高达七成，1909 年制定法规，禁止开采包括富士山在内

的山中植物并要求保护栖息于山中的动物[31]；2013 年静冈县三保松原作为富士山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目录，为了妥善处理自然资源被迫害的威胁，不损害其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价值，静冈议会于

2014 年 11 月定例会中，一致通过了《静冈市世界遗产三保松原保全活用条例》提案；为了实现富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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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丽景观和协调开发，2016 年 6 月山梨县实行了《山梨县世界遗产富士山保全相关景观关怀手续条例》，

提出资产的整体构想和管理来访者富士山，限制土地利用，严格控制富士山区域的开发力度，要求经营

者通过实施更好的事业措施，活用本条例，以提升企业形象，更好地打造富士山旅游产业[30] [32] [33]。 
在垃圾管理方面，过去游客对垃圾问题缺乏认识，景区固体垃圾遍布，加之山道人烟稀少，很多人

为逃避扔弃家用电器需缴纳相关费用，选择在夜晚将大型废旧家电非法丢弃至富士山山道。对此政府出

台《关于处理和清扫废弃物的法律》规定抛弃或非法丢弃垃圾将被判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千万日元

以下罚款，或两者并罚，并装置摄像头于富士山主要道路口，严格处置违法分子。同时定期组织人员在

登山口及停车场集中开展“请您带回富士山的垃圾”等环保宣传活动[34]。 
在排泄物处理方面，富士山上山道路海拔高，安装公共卫生间和回收废物难度大，资金投入需求大。

尽管登山道上设有有多处公厕，但在第五、六处景观间并未设有，随地大小便现象频发。十几年前，富

士山的公厕几乎都以“堆积在罐子里，登山季节后扔到山腰”的方式处理，因山顶温度低微生物分解速

度慢，即使排泄物随着融雪消失，被丢弃的厕纸和垃圾仍残留于山间。对此国家和县、各山中小屋共同

合作，于 2006 年度前将所有的公厕改造为环境对应型，如燃烧式、净化循环式厕所等，具有无味、无需

下水设施、回收费用低、环保卫生、可设置在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等特点，成为至今仍延续使用的有效方

法。因环保型公厕维持费大，富士山公厕均收取 200 日元的管理合作金即使用费[35]。 
在景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富士山有关部门为避免交通拥堵、减少尾气排放、减轻游客增多带来的环

保压力，提倡游客乘公共交通前往。为确保游客安全和维护富士山景区环境不受破坏，静冈县和山梨县

政府联合实施了严格的封山制度，规定每年 7 月 1 日开山，游客只限于此后至 9 月 10 日前攀登富士山顶，

其余时间段只允许爬至半山腰的五合目；其次设定冬季封山期，从冬季 11 月上旬至次年五月中旬，任何

车辆不可进入登山车道及五合目，游客只允许在山下远望富士山。此外，山梨县和静冈县自 2014 年开始

征收富士山环境保全金，用于富士山的环境保护和登山道整顿[30]。 
2) 民众自觉进行环境保护。为打造无垃圾的美丽富士山，1998 年 11 月由市民、企业和行政部门三

者组成的维护富士山自然环境的非盈利性志愿者团体——富士山俱乐部成立。其于每月举行一次例行富

士山麓清扫活动，从开始统计的 2004 年度至 2018 年度共计实施 992 次，参与总人数为 74,215 人，回收

垃圾总量为 850 吨[36]。富士山俱乐部不定期向附近的居民、学生、企业员工进行环境知识教育，进而使

更多人提高对自然环境和环境问题的兴趣与关心，以获得必要的相关知识、技术和应对态度。由于清扫

活动、监视巡逻、防止非法投弃等宣传活动的开展，富士山周边的不法投弃逐年减少[37] [38]。 
随着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逐步提升，游客积极配合出台的各种政策。日本山梨、静冈两县 2013 年 7

月 24 日晚宣布富士山次日开始尝试向登顶游客收取每人 1000 日元登山费，登山者可自由选择是否支付，

当天配合支付登山费者就高达 2765 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响应富士山的环保宣传活动，随身携带“便携

式厕所”，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下山等[39]。 
此外富士山脚下的居民，自发建立了过着不使用化肥与农药、不制造多余垃圾，成员们发挥各自优

势，从事农事、料理、育儿、照顾精神疾患患者、音乐创作、对外的情报发信等生活的生态村，旨在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贡献一份力量，促进社会、环境与生态持续健康发展[36] [40]。 

3.2. 富士山文化开发 

3.2.1. 富士山形成的文化 
富士山雄伟而优美之姿自古为人们所推崇，其存在也以艺术开始为世界所知。奈良时代已有以富士

山为题材的和歌收录于日本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之中，也出现于物语、俳句、汉诗、小说、绘画等

作品之中，到现代更是绘就了众多佳作，其中传至海外绘入从各地远眺的富士山的浮世绘，对梵高、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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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等西方著名艺术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1]。 
作为艺术的源泉，富士山的文化价值作为日本人信仰山岳的具体化象征而闻名遐迩。古代的日本人

将频频爆发的富士山视为神明居住的灵山崇敬，修建浅间神社以镇富士山喷发；富士山归于沉静的平安

时代后期，富士山作为“修验道”道场吸引人们“登拜”；战国时代富士山信仰被整理成教义；其教义

在江户时代中期作为“富士讲”广为流行；现今浅间神社、富士讲与富士冢三者一同构成富士山信仰，

成为了日本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支撑[41]。 

3.2.2. 富士山文化发展 
富士山的成功“申遗”掀起了一股遗产旅游热潮，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在相关的商业活动层出不穷

之际，需要在文化的本义上叠加和激发“创造力”，将之赋予新的文化活力，使其不但成为国民经济的

新增长点，更能继承和弘扬富士山文化。2013 年 5 月日本政府为促成访日潮流，促进经济增长，出台了

《观光政策草案》，力争打造高品质的观光资源，以提升访日游客量，向世界展示日本旅游产业的品牌

产品彰显日本魅力[42] [43]。 
富士山在旅游开发时，将文化传播最大限度地融合于一体，于登山道上设立可供游客享受自然的富

士山主题公园式的休憩所[44]，还有如富士山酱油碟、纸巾架、饮料杯、信封、茶叶包等将富士山特色与

生活所融合的文化旅游创意产品，不仅在富士山景区内，百货商店、登山用品商店、书店等均设有专用

卖场[45]。 
“Tastes of JAPAN by ANA”这一旨在通过与地方共同宣传日本多样魅力的方式，为振兴地方经济做

出贡献的计划中也包含了富士山项目[46]。在山梨县立富士山世界遗产中心，可全方位通过影像、光影和

音效于富士山模型的回廊，了解从古至今的富士山历史和与自然共存的人类信仰历史，欣赏以信仰和艺

术为主题的富士山世界观，馆内还设有出售特产店铺、咖啡馆以及可拍摄绝景富士山的景点，以供人们

在禁止登峰期间一展富士山在文化与自然上的风采；三保松原文化创造中心，也发挥其作为介绍富士山

美丽景观的场所的作用，不仅在传说及艺术作品中得以呈现，同时还出现在澡堂壁画及日用品等与人们

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载体中，成为触动日本人心灵的风景广受喜爱[47]。 
具有山岳文化的富士山，每年都会举行传统的祭山仪式，以表达日本人对富士山的敬仰之情，此外

有关政府部门也会推出一系列信息传播节目以此向世界宣传世界文化遗产富士山[48]。 

3.3. 富士山人才培养 

日本十分注重“自然体验活动”与“环境教育”，富士山也响应国家出台的有关自然环境教育的政

策与倡议，定期组织面向学生的实践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青少年创造自身社会价值的意识，为提

高富士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储备了极具潜力的人才[49]。 
对于景区从业人员，政府及有关部门均进行了严格的专业培训，此外为了保护游客的生命安全，富

士山还举行服务人员应对火山喷发的专业素质培训，无论是在技能还是道德素养上富士山景区的从业人

员均具有较高的服务意识与服务水平[50]。 
而附近一带居民对于富士山景区来说更是“活”资源，对其进行专业从业培训，在人才的质量和数

量上都做了较好的把控。 

3.4. 富士山旅游设施开发 

富士山旅游设施开发以环境保护为首，如生态型厕所、生态村的建立，并最大程度地利用已开发的

旅游设施不再过多开发商业场所。 
继而以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为目的，富士山的吉田、须走、御殿场和富士宫四条登山路线每条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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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同的特色，同时也向游客提前公布了各线路的优缺点，可供游客自主选择[51]。而在网络平台上也官

方提供了大量的旅游资源及设施，如山中各景点等详细信息，山上简易的富士山小屋也有透明化的收费

与基本条件告知，因此在游客实地体验时也不会产生“货不对板”等的矛盾，这种公开化的旅游服务大

幅度地提高了富士山景区的服务质量[52]。富士山的环山缆车也在官方网络平台注有交通、使用规则，且

当地工作人员也会反复提醒，确保了其旅游活动的有序性[53]。对于购物设施，富士山也采取了公开各家

商店的地址信息及售卖商品的具体信息，极大程度地减少了游客到处寻找比较产品所耗费的时间[54]。 

4. 梵净山可持续发展建议 

4.1. 以环境保护为先 

首先应当确保生态持续性。梵净山现存的优渥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生物资源归功于多年来的环境保

护措施，但随着其客流量的剧增，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也势必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必须本着节约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则，只有一直拥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才能确保景区的景观品质，

从而提高其经济价值，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在景区基本道路设施建成的基础上，在出现

安全性损坏的情况下需及时修缮，若不及时，等到恶劣天气则易发生安全事故或亟需封道进行设施整改，

将加大维修成本及经济亏损。 
此外在分时段购票入景区的政策上，可以增加分季观赏生物的政策，例如在动物的交配、哺乳等敏

感时期，以及易出现冰雪霜冻等恶劣天气的季节，适当减少观赏游客量，不仅有利于保障游客生命安全，

还能一定程度上减少人类活动对动植物生息的影响。 
其次应当加强环境监管力度。现出台的相关环境保护政策以倡议类为主，辅有通报类，一方面因其

无严重后果，无必要的责任条款，另一方面景区监管不足，不文明的破坏环境行为仍大量存在，因此在

倡导文明的同时，必须严加管控不文明行为。可以增加景区环境监管的巡查力度，对于破环环境的行为

进行劝导，必要时予以罚款或是限制其旅游行为等处罚；此外可以加强大众监督，如在确保游客隐私的

情况下进行不文明行为曝光等措施从而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社会性约束。 
此外应当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增强个人道德素质。个人道德修养的驱动力一般为社会的整体利

益，而现今社会存在一部分人追求自身利益，致使景区内不文明现象大量涌现。政府及有关部门虽出台

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不文明行为管理”等政策，但其目前只起了约束管理层人员的作用，由于

大部分的个体对于政策基本无了解，其对于个人行为的限制微乎其微，而且对于个人道德素质的强调仅

限于在网站上的呼吁以及极少数标语展示，未能较好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和个人道德素质建设的重要性宣

传到位，因此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从根本上提高游客的整体素质才是促进梵净山可持续发展抽薪止

沸的方法。 
梵净山组织的志愿活动多属为了维护景区秩序或解决游客问题的服务型活动，可以设置一部分志愿

人员在人流量多的地方进行文明行为宣传与劝导，呼吁游客投身并成为文明行动践行者；其次在组织学

生进行社会实践时也可以融入环境保护等宣传活动，将环境保护从孩子抓起，也易使游客意识到自身作

为榜样的力量，从而提升整体文明，进而减少对自然资源带来的破坏；多数游客会采取网上预约，可以

在梵净山景区的官网和公众号上推送有关环境保护等宣传，引导游客自觉保护环境；可在景区周边的居

民农作点进行生态民宿的打造，使其融入环境感受自然的同时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从而提升环境

保护意识。 

4.2. 重构文化创意，提升景区文化软实力 

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再包装，大力展示梵净山的价值魅力。梵净山景区主要包含生物资源、地质资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9192


姚雨成 等 
 

 

DOI: 10.12677/ass.2020.99192 1378 社会科学前沿 
 

源、佛教以及民族民俗四大文化价值，其虽申遗成功，但在景区文化价值的挖掘上发展缓慢。 
在梵净山展示中心设有动植物标本或是图像及文字解释，可以建立 3D 展或航拍影像等，更具象地

向一些由于身体、天气、季节等原因难以观赏各类生物地质资源的游客展示相应的历史及外观等；展示

中心、景点讲解牌、寺庙等大多以文字形式简略展示各生物或景点，而导游多为简单讲解其中的历史及

特性，因此大量游客对此类文化内容兴趣不足，在短暂的观赏时间内仅以欣赏风景为主，对此可深挖文

化内涵，培训相关人员对这些蕴藏的文化历史提供讲解服务，更易提升文化价值对游客的吸引力。 
针对佛教及民族民俗文化，可以定期举办主题活动，如根据不同季节举办相应的节日庆典、斋菜等

饮食活动等，让有意愿的旅游参与到其中，也可利用山脚的旅居环境，打造主题式民宿与酒店，多方位

地展示梵净山的文化魅力。而在佛教文化传入梵净山区域的时候也与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交融，更利于

打造属于梵净山的鲜明文化形象，以此区别梵净山与别的佛教名山，也有利于吸引游客增加在梵净山区

域游玩时间，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使游客切身感受其文化价值，从而促进景区开发与文化传播的融合。 
还可像制作 CCTV 纪录片在各大公共媒体上加大资金投入，增强旅游景区及其文化内涵的宣传力度，

凝练景区独特卖点吸引更多的游客。 
另一方面可以创新梵净山文化产品，形成独特品牌。文化的丰富度与高度有利于构建梵净山景区在

旅游市场中的形象，而文创产品作为一种文化输出产业更能成为景区具有独特性的品牌，提高其旅游产

业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高附加值。 
在文化产品的开发中，梵净山举办多年文创开发活动，但投入生产的却较少，对此可以将梵净山的

旅游纪念品巧妙融合当地的沉淀千百年的文化故事等，多样化文化产品，且需迎合不同消费水平的游客

需求，契合日常生活融汇古今，外观、功能、内涵三位一体，打造雅俗共赏的梵净山风格的系列产品。

而在出售相关手工艺品时也可提供游客 DIY 活动，让其融入到文化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去，更有利于文化

的传播。 

4.3. 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建设景区人员专业素养 

在开展旅游活动时，必须健全旅游市场监管体系，从而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确保旅游活

动井然有序地展开。在涉及交易的旅游活动中，景区需在游客能提前接触到的平台等公开化景区各项收

费，做到明码标价不坐地起价，合理定价不虚抬物价，且提供有纸质或电子类收据等，杜绝欺诈行为，

提供诚信的交易环境，提高旅游质量；在旅行社带团活动中，需建立信用制度，不乱改行程、不强制性

购买商品等。其次对于提供服务活动的旅游从业人员如导游、管理人员、售卖人员等均需进行规范化的

技能与道德素质培训，建立一定的奖惩制度，合理地以游客为先，为游客提供专业化、高素养的旅游服

务。 

4.4. 完善配套旅游设施，提供景区人性化服务 

景区配套旅游设施作为发展当地旅游业举足轻重的物质基础，必须适应游客的基本需求，提供舒适

的服务。 
在景区的交通运输设施方面，首先需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因此设置登山救护站是必要的，其次应

注重游客在登山或排队等待百无聊赖之际的情感关怀，可以在此过程中提供一些可在手机平台和等待处

设置播放屏播放宣传梵净山的歌曲影片等，或是安排一定的工作人员进行景区介绍等活动；在景区的食

宿接待方面，重点保障游客基本的居住环境和食宿卫生条件，在能力范围内提供更为优质的旅居条件和

服务态度；在游览娱乐设施和旅游购物设施方面需提高有关人员的服务意识，以及及时告知游客相关设

施的开闭情况，树立梵净山特色、满足大众需求从而完善游览与购物设施；网络上现有的梵净山旅游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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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缺失系统化，均为分散景点的旅游推荐，对此可举办活动征集有特色且可行性高的旅游攻略通过信息

平台介绍给不太了解梵净山的游客。 
此外还可提升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在梵净山官网及公众号以及梵净山售票处等地及时更新景点开

闭与天气情况，完善网络上有关梵净山有关资源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旅游设施的提供情况等，构建相

关旅游数据系统，提高旅游服务效率；在梵净山官网、公众号、大众点评等 APP 上完善并形成以旅客评

价与投诉机制为主的服务体系，及时处理相关投诉与差评，从而利用宣传成本低、可信任度高的大众口

碑更加直观且有较强针对性地宣传梵净山，从而提升梵净山景区的好评度与知名度，吸引潜在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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