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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 ，旅游业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并以十分惊人的速

度发展着 。为此 ，国际知名的旅游学 、经济学 、未来学专家都看好旅游业的发展

势头 ，作出了十分乐观的预测 ：大众化旅游时代已经到来 ，旅游业将成为 “永远

的朝阳产业”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中国旅游业开始快速发展 ，连续保持两位数字的增长速

度 ，令不少国际知名的旅游学专家感到震惊 。他们看好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前景 ，

一致认为 “２１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主要的旅游中心” 。

无疑 ，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国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 ———涌现出了

大量的教育教学成果 ，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旅游管理人才 。这对中国旅游业的进一

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

我国高等旅游教育的教材建设 ，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许多出版社相继推

出了各具特色的系列教材 ，其中既有国内知名学者联合攻关的教学研究成果 ，也

有引进的外版教材 。这些努力 ，都为繁荣我国高等旅游教育事业起到了独特的作

用 。然而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旅游产业的快速扩张以及旅游高等教育的不

断进步 ，出现了一系列亟须解决的 、与旅游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鉴于此 ，湖

南大学出版社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确定了 “高等院校旅游专业 ２１世纪规

划教材” 的重点选题 ，与此同时 ，湖南省旅游学会旅游教育委员会也正围绕旅游

专业本科教育的多个学术问题进行着认真的研究 。通过几次较大型的学术讨论

会 ，双方确定以湖南省的学术群体为依托 ，借助全国知名学者的鼎力支持 ，打造

一套全国性的高等院校旅游专业精品教材 ；并且确定了总主编 ，成立了编委会 。

高等旅游教育的发展需要高水平的教材作为支持 ，为此 ，我们力图通过众多

专家教授 、一线教师的通力合作 ，推出一套紧扣高等旅游教育改革的主方向 ，密

切结合中国旅游业发展的主题 ，质量上乘 、特色鲜明的精品规划教材 。本套教材

编写的基本理念是 ：根据教育部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和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培养的精神 ，从本科教材入手 ，向着多层次 、多风格的系列旅游教育书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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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开发 。这套规划教材的总体策划和编写 ，致力体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

点 ，达到全 （知识理论的全面性） 、准 （理论的准确性） 、新 （专业研究发展的前

沿性） 、实 （突出适用性 ，便于教学使用） 的水准 。

我们这套教材从 ２００５年秋开始出版发行 ，欢迎全国有关院校师生和专业人

士选用 。同时 ，我们热忱欢迎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我们对教材不断完善

和修正 。

许春晓

２００５年 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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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旅游环境管理概述

本章着重介绍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概念 、内容 、特点 ；旅游环境管理的

目标 、方法和职能以及旅游环境管理的政策 、手段和制度 。通过本章学习 ，

了解旅游环境管理的重要作用 ，掌握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概念 、内容 、 政

策 、方法和手段 ，为本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

环境管理是协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也是

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环境管理是在环境保护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起初环境管理仅仅是环境保护工作的组成部分 ，主要职能是污染控制 、组织污染

治理 。今天 ，它不仅仅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 ，而且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是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对旅游资源及环境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与破坏 ，为了减少

对资源与环境的负面影响 ，保障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 ，必须强化旅游环境管理 。

旅游环境管理作为综合性的领域 ，它是旅游环境保护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旅游区

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 ，是旅游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施旅游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基本保证 。

1

第 １章 　旅游环境管理概述



第一节 旅游环境管理的概念 、 内容与特点

一 、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概念

（一） 环境管理的基本概念

环境管理学是环境科学的分支学科 。环境管理是对损害环境质量的人类活动

施加影响 ，限制或禁止污染环境 、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 ，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

的关系 ，达到既发展经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 ，又不超出环境的容许极限 。环境

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人应用各种手段 ，促进人类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 ，

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

全面的理解环境管理的含义 ，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１） 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社会体

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 ，这是环境管理的根本

目标 。

（２） 动用各种手段限制人类损害环境质量的行为 。人在管理活动中扮演着管

理者和被管理者双重角色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 ，环境管理实质上是要限制

人类损害环境质量的行为 。

（３） 环境管理和任何管理活动一样 ，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环境管理要适应科

学技术经济规模的迅猛发展 ，及时调整管理对策和方法 ，使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超

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 。

（４） 环境保护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环境管理需要各国超越文化和意

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 ，采取协调合作的行动 。

（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概念

旅游环境管理是环境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对旅游区域的资源与生态环境

的管理 。它是通过调整人们的旅游经济行为 ，实现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

调 。其基本概念是 ：运用规划 、法律 、经济 、技术 、行政 、教育等手段 ，对一切

可能损害旅游环境的行为和活动予以限制 、禁止 ，从而协调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

之间的关系 ，使得旅游经济得到长期 、稳定的增长 ，以实现经济效益 、 环境效

益 、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旅游环境管理通过利用各种手段鼓励 、引导甚至强迫

人们保护环境 ，对环境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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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游环境管理的研究对象

环境管理 ，其研究对象应包括人 、物 、资金 、信息和时空五个方面 ，旅游环

境管理的对象也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

（１） 人是管理的一个主要对象 。限制人类损害环境质量的行为是环境管理的

主要任务 。管理包括对人的管理和对其他对象的管理 ，而对其他对象的管理又是

靠人去推动和执行的 。管理过程是一种社会行为 ，是人们相互之间发生复杂作用

的过程 。管理过程各个环节的主体是人 ，人与人的行为是管理过程的核心 。在旅

游环境管理中所涉及的人是与旅游有关的人 ，包括旅游者 、旅游地居民 、旅游开

发者 、经营者和领导者 。

（２） 物也是管理的重要研究对象 。旅游环境管理可以认为是为实现预定环境

目标而组织和使用各种物质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全过程 。旅游环境管

理的根本目标是协调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３） 资金是管理系统赖以实现其目标的重要物质基础 ，也是管理的研究对

象 。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 ，旅游经济发展使用了旅游资源 ，消耗了环境资源 ，降

低了旅游环境质量 ，但又为社会创造了就业机会 ，增加了经济总量 。

（４） 信息系统是管理过程的 “神经系统” ，信息也是管理的重要对象 。信息

是指能够反映管理内容的 、可以传递和加工处理的文字 、数据或符号 ，其常见的

形式有资料 、报表 、指令 、报告和数据等 。管理中的物质流 、能量流 ，都要通过

信息来反映和控制 。只有通过信息的不断交换和传递 ，把各个要素有机结合起

来 ，才能实现科学的管理 。

（５） 任何管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 ，旅游环境管理的一个突

出特点是时空特性日益突出 ，所以时空条件也成为管理的一个研究对象 。管理活

动处在不同的时空区域 ，就会产生不同的管理效果 。各种管理要素的组合和安

排 ，也都存在一个时序性问题 。按照一定的时序 ，管理和分配各种管理要素 ，则

是旅游环境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一） 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内容

旅游环境管理的内容相当繁杂 ，如按旅游环境的属性分类 ，旅游环境管理大

致可以分为自然生态旅游区环境管理和人文社会旅游区的环境管理 。由于旅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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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汇集了众多的旅游吸引物 ，尤其是文物古迹和城市风光 ，城市旅游环境便综合

了自然生态旅游环境和人文社会旅游环境 。因此 ，旅游环境管理还应把旅游城市

环境管理单独作为一个方面 ，与自然生态旅游环境管理和人文社会旅游环境管理

并列 ，共同构成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内容 。

按照旅游环境管理的性质分类 ，可分为 ：

１畅 旅游环境的计划管理

旅游环境的计划管理是有计划的优化利用旅游区环境资源的前提条件 。通过

制定旅游环境规划 ，使之成为旅游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用环

境规划指导环境保护工作 ，并结合实际情况检查和调整环境规划 ，促使旅游区环

境资源得到合理化利用 。

２畅 旅游环境的质量管理

旅游环境的质量管理是旅游环境管理的核心 ，是环境管理的根本目标 。旅游

环境的质量管理是为了保持适宜开展旅游活动所必需的环境质量而进行的各项管

理工作 。旅游环境质量管理的一般内容包括正确理解和实施环境质量标准 ；建立

描述和评价环境质量的恰当的指标体系 ；建立环境质量监控系统并调控至最佳运

行状态 ；根据环境状况和环境变化趋势的信息 ，进行环境质量评价 ，定期公布环

境状况信息 ，研究确定环境质量管理的重点领域和管理程序等 。

３畅 旅游环境的技术管理

旅游环境的技术管理主要包括制定旅游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防治和保护的政策

和技术 ，制定合理的游览线路 ，以协调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旅游环

境技术管理工作主要有 ：制定旅游环境质量标准和旅游污染源排放标准 ；制定旅

游区污染防治技术等 。

４畅 旅游环境的监督管理

旅游环境的监督管理是指运用法律 、行政 、技术等手段 ，根据国家或地区环

境保护的政策 、法律法规 、环境标准 、环境规划的要求 ，对旅游景区的环境保护

工作进行监督 ，以保证各项环境保护政策 、法律法规 、标准 、规划的实施 。这是

环境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基本职能 ，是环境保护法赋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

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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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特点

１畅 综合性

旅游环境管理是旅游科学与环境科学 、管理科学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 ，具有

高度的综合性 ，主要表现在其对象和内容的综合性以及管理手段的综合性 。

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产业的特点 ，所以旅游环境管理的范围涉及区域的旅

游 、交通 、文化 、文物 、民族 、宗教 、城建 、环保 、 工商 、卫生 、 公安 、工业 、

农业 、商业 、林业 、水利等部门 。此外 ，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防治工作是一项包含

社会 、经济 、文化 、生态等多要素的系统工程 ，任何单一的办法或措施都不可能

奏效 ，必须采取法律的 、经济的 、行政的 、科技的 、教育的配套办法 ，并将其有

机组合起来进行综合应用 ，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所以 ，旅游环境管理具有高度的

综合性 。

２畅 区域性

不同国家 、地区的旅游环境问题的内容和特点也不同 ，旅游环境问题由于自

然背景 、经济发展水平 、交通条件 、环境质量标准 、社会文明程度 、资源开发程

度等方面的差异 ，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 。因而区域性成为旅游环境管理的一个重

要特点 ，这就决定了旅游环境管理必须根据区域环境特征 ，因地制宜地采取不同

措施 ，以地区为主进行环境管理 。即旅游环境管理的手段 、制度等的运用 ，要注

意结合当地环境问题的特点 ，不能一概而论 。

３畅 广泛性

环境问题如果没有公众的合作是难以解决的 。因此 ，要解决旅游环境问题 ，

还必须通过环境教育 ，使人们认识到保护旅游资源与环境的重要性 。因此旅游环

境管理还要依靠旅游者 、旅游地居民 、旅游部门与环保部门乃至政府其他相关部

门等的广泛合作 ，所以旅游环境管理又具有相当的广泛性 。

三 、旅游环境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一） 旅游环境管理的目标

旅游环境管理必须实现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双重管理目标 ，正确地认识和处

理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两个目标的关系 ，是旅游环境管理的核心问题 。要想持续

地取得较好的旅游经济效益 ，需要对环境和经济双重管理目标不断优化 ，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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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双重管理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进行同步规

划 、同步运作 ，而不是用传统的经济效益标准指导旅游开发 。忽视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要实现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双重优化的环境管理

目标 ，必须树立环境和经济同步发展 、平衡发展的思想 ，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互推动的关系贯穿到旅游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通过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 ，为旅

游经济目标的实现创造有利的自然条件 ；通过旅游经济目标的实现 ，为生态环境

目标的实现创造丰厚的物质基础 。

（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任务

我国旅游环境管理大体上有四项主要任务 ：

第一 ，贯彻国家和地方关于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方针 、政策 、条例 、规划

和计划以及国家宪法和国家明确规定的环境保护方针 、任务 、要求和具体措施 。

旅游环境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贯彻并实施这些法令和政策 。各旅游区可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政策来制定本区域的管理办法 。

第二 ，合理开发利用自然旅游资源 ，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 ，维护生态环境的

良性循环 ，促进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为环境问题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人们在经

济活动中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而造成的 ，因此必须通过加强管理来促进

对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

第三 ，创建一个清洁 、优美 、生态安全和高度文明的人类生存环境 ，保护旅

游者及当地人们的身心健康 。旅游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在发展旅游经

济的同时保护好环境 ，以获得最佳的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第四 ，开展旅游环境科学研究 、旅游环境监测和旅游环境教育 ，普及旅游环

境科学知识 ，提高全民族环境意识 ，为发展旅游环境保护事业服务 。

四 、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职能

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职能有 ：规划与计划 、 组织 、 监督 、 协调和指导的

职能 。

（一） 规划与计划职能

规划与计划是环境决策在时间 、空间上的具体安排 ，是对一定时期内环境保

护目标和措施所做出的规定 ，是人们对于未来活动所做的安排 。凡事预则立 ，不

预则废 。对于旅游环境管理来说 ，规划与计划是最基本的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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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环境规划就是对未来旅游资源合理利用和旅游环境保护制定一系列严密

的 、长远的发展纲要 、目标及实施方案 。所以规划的时间较长 ，一般在 ５ ～ １０年

以上 。实行旅游环境管理 ，也就是通过实施旅游环境规划 ，使旅游业发展与环境

保护相协调 。

旅游环境规划是旅游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 ，也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 。它是应用各种科技信息 ，在预测发展对环境的影

响及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的基础上 ，为了达到预期的环境目标而进行综合分析做出

的带有指令性质的最佳方案 ，其目的是在发展旅游的同时保护环境 ，维护生态平

衡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旅游环境规划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所起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因为旅游环境规划既是协调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

手段 ，又是体现环境保护以预防为主的最重要的 、最高层次的手段 ；还是各级政

府环境保护部门 、旅游区环境保护工作的依据 ；它还为制定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 、旅游发展规划及城市总体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

规划必须与计划相结合 。由于旅游资源的破坏 、旅游环境的污染有一个时空

上的渐变过程 ，如果发生时间较长 、范围较大的旅游资源破坏和旅游环境污染 ，

就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所以 ，在环境规划的基础上 ，还要制定更为具体 、

详细的计划 ，把规划目标具体化 ，制定具体的可行措施和行动方案 。在管理学

中 ，人们常把计划叫做 “５W１H” ，即做什么 （What to do ） ，为什么做 （Why to
do it ） ，何时做 （When to do it ） ，何地做 （Where to do it ）谁去做 （Who to do
it ） ，怎么做 （How to do it ） ，这六点充分体现了计划职能的特点 。

（二） 组织职能

旅游环境管理的组织职能是指为了实现旅游环境管理目标 ，对人们的环境保

护活动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协作 ，合理配备和使用各种资源 ，协调和动员社会各方

面的力量 ，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调整各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 。为了实现旅游

环境管理目标和计划 ，必须要有组织保证 ，必须对管理活动中的各种要素和人们

在管理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进行合理的组织 。

旅游环境管理的组织职能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环境管理的内部组织职能 ；二

是环境管理的外部组织职能 。

旅游环境管理的内部组织职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按照环境管理目标的

要求建立合理的组织机构 ；二是按照旅游区业务性质进行分工 ，确定各部门的职

责范围 ；三是给予各部门和管理人员相应的权力 ；四是明确上下级之间 、部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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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个人之间的领导与协作关系 ，建立环境管理信息沟通的渠道 ；五是配备 、使

用和培训环境管理工作人员 ；六是建立考核和奖惩制度 ，对相关人员进行激励 。

旅游环境管理的外部组织职能主要是按照国家和环保部门的要求组织旅游区

环境保护工作和以旅游资源开发活动为中心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

（三） 监督职能

监督 ，即对危害旅游环境行为的监察和对保护旅游环境行为的督促 。所以 ，

旅游环境管理的监督职能就是指管理主体监察被管理者的旅游行为 ；同时督促有

关单位和个人遵守和执行旅游环境保护的法规 、规划 、规定和标准 。监督职能是

旅游环境管理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要真正把旅游环境保护的方针 、政策 、规划

等付诸实施 ，变为人们的实际行动 ，组织协调只是一个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实行

切实有效的监督 。没有这个职能 ，就谈不上健全的 、强有力的环境管理 。

旅游环境监督的内容包括 ：

第一 ，监督旅游环境保护的政策 、法律 、法规 、制度 、标准的实施 。

第二 ，监督旅游环境保护规划 、计划的实行 。

第三 ，监督各有关部门所担负的旅游环保工作的执行情况 。

关于旅游环境的监督职能 ，有两点要注意 ：

第一 ，实现监督的基本条件 。要实现旅游环境管理的监督职能 ，必须具备两

个基本条件 ：一是要有充分的执行监督的依据 ，主要包括旅游环境规划 、法规 、

标准以及日常的旅游环境监测等 ；二是要有管理主体的权威性 ，能够名正言顺地

执行国家赋予的监督职能 。

第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全过程监督职能 。旅游环境管理的监督不能只是针对

旅游及其相关活动过程的结果 ，而应贯穿于被管理者活动的整个过程中 。如某些

部门和单位在风景区内大搞建设 、破坏旅游环境的现象 ，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

也并非没有相应的约束规划 、规定等 ，而是缺乏强有力的监督 、检查 。因此 ，对

旅游及其相关活动进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在不良现象发生之初及时制止并解

决 ，可减少损失 ，有助于旅游环境的保护 。

（四） 协调职能

协调是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职能 。所谓协调职能是指在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

中协调各种横向和纵向关系及联系的职能 。协调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关系非常密

切 ，强化监督管理离不开协调 。

从宏观上讲 ，旅游环境管理就是要协调旅游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实现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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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微观上讲 ，旅游环境管理就是要协调旅游区内各个部门 、

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需求和经济利益关系 ，以适应环境准则 。

旅游环境管理的协调职能是消除旅游发展过程中与环境保护不和谐的现象 ，

以便形成一种合力 ，实施保护旅游资源与环境目标的管理活动 。由于旅游产业的

综合性 ，旅游环境管理涉及的行业广 、部门多 ，因此 ，行业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就

显得十分必要 。

旅游环境管理工作的协调就是环境管理部门把各有关旅游区 、部门 、相关行

业都组织起来 ，做好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 ，并协调解决一些跨部门跨

旅游区的环境问题 。

（五） 指导职能

环境管理的指导职能 ，是指管理主体指引被管理者应该 “怎么做” 的导向活

动 ，指导职能的实质就是服务 。旅游环境管理的规划 （计划） 、协调和监督职能 ，

着重告诉被管理者 “该做些什么” ；而旅游环境管理的指导职能 ，则着重告诉被

管理者 “怎样去做” 。指导活动概括地说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指导如何搞好旅游

环境管理 ；二是指导如何搞好旅游环境建设 （防治污染和破坏） 。具体地说 ，包

括以下几点内容 ：

第一 ，用专业知识指导污染和破坏的防治 。

第二 ，总结交流和推广环境管理及污染防治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

第三 ，指导环境科研攻关 ，为社会提供投资少 、效果好的科研成果 。

第四 ，组织开展环境宣传和教育工作 ，提高旅游者 、旅游地居民特别是决策

者的环境科学水平 。

旅游环境管理的四个基本职能在时间上有连续性 ，在空间上有并存性 ，其共

同贯穿于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之中 ，在同一时点上 ，既要有所侧重 ，又要全盘考

虑 ，以避免片面性 。

第二节 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以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完善为标志 ，并且要求一定的

管理理论对应着一定的管理方法 。旅游环境管理学也是如此 ，除了具有自己完整

的理论体系之外 ，还要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法与之相匹配 。

旅游环境管理方法有很多 ，但主要包括环境预测方法 、环境决策方法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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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的系统分析方法 。当然 ，还有其他一些方法 ，如系统工程方法 、技术经

济分析方法 、运筹学方法等在环境管理实践中也有一定的应用 。但一般情况下不

将这些方法视为环境管理方法 。

一 、旅游环境管理的一般程序

环境管理在解决各种环境问题时 ，不论采取事先规划的办法防止环境问题出

现 ，还是出现问题后采取相应的对策 ，都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 ，寻求解决环境问

题的最佳方案 。图 １ １所示步骤是环境管理的一般程序 。旅游环境管理也符合

环境管理的一般程序 。

图 1 1 　环境管理的一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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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问题 ：明确问题是制定环境管理方案的基础和前提 ，通常包括两方面的

工作内容 ：一是调查研究 。主要指收集旅游区各种有关的环境信息 、数据资料 ，

采取统计调查法 、抽样调查法 、典型调查法或定点观察法 ，调研环境问题的性

质 、产生原因 、各种相关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程度的大小 。二是确定问题的

管理目标和范围 。对调研得到的信息 、数据进行处理才能使问题清晰 ，明确主要

目标 。

鉴别与分析可能采取的对策 ：环境问题或管理目标确定以后 ，一方面要通过

一定渠道或采取招标的方式 ，由社会有关单位或个人根据他们已经拥有的材料 、

数据或者经验 （有时为了慎重还要作一些调研和可行性研究） ，综合拟订出能够

满足旅游环境管理目标要求的各种可能方案 ，以供选用 。另一方面要评定这些方

案的费用和效益 。环境管理涉及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复杂 、可变因素

较多的技术经济问题 ，涉及生态效益的定量描述和经济效益的定量计算 。因此对

各种管理方案的论证评定 ，要从包括宏观的与微观 （或常规） 的 、近期的与远期

的两个方面进行综合效益论证才能最后确定 ，要在全局 、整体上使所选定的方案

既能满足目标要求 ，又能使全局效益达到最优 。

制定规划或计划 ：根据旅游区各功能区的功能或战略地位 ，根据区域社会 、

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及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拟定出分期 、分批实施管理项目的短

期计划或长期规划 ，规划出为完成方案所需之资金来源或渠道 、人员管理 、物质

管理的具体措施 ，为完成方案所必需的政策 、制度 、规定 ，预测计划实施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规划出为完成方案所需之技术支持 ，如

环境监测 ，统计数据 、环境信息的收集 ，环境管理系统的模拟和实验等等 。

规划 （计划） 的执行与完善 ：当方案计划经有关部门审批通过之后 ，接着便

是执行计划了 。为了执行计划 ，必须力求执行计划的渠道畅通 ，资金和设施 （包

括基础服务设施） 到位 、人员组织管理 、待遇的落实 ，计划执行过程中所涉及的

有关单位 、部门或各利益群体利益的协调 。

评价反映与调查对策 ：及时对旅游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市场信息等的变

化进行研究分析 ，随时分析这些信息的变化对方案实施可能产生的影响 ，及时发

现和纠正计划实施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 ，采取一切可能的有效手段实现规定的环

境管理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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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预测方法

旅游环境管理的预测方法就是根据预测规律 ，对人类旅游活动引起的环境质

量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在旅游环境管理过程中经常要进行污染物排放增长预测 、

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预测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趋势预测 、环境保护措施的环境效

果与经济效益预测等 。预测是一种科学的预计和推断过程 。预测过程是在调查研

究或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科学分析 ，其包括 ：通过对过去和现状的调查和科学实验

获得大量资料 、数据 ，经过分析研究找出能反映事物变化规律的真实情况 ，借助

数学 、电子技术等科学方法 ，进行信息处理和判断推理 ，找出可以用于环境预测

的规律 。

（一） 旅游环境预测方法分类

预测技术在环境管理中应用日益广泛 。常用的预测方法有以下几种 ：

（１） 定性预测法 ：是指依靠人的直观判断能力对预测事件的未来状况进行直

观判断的方法 。根据过去和现状的调查总结 ，经过判断 、推理 ，对未来的环境质

量变化趋势进行定性分析 。

（２） 定量预测法 ：主要指依靠历史统计资料 ，在定性基础上构建数学模型进

行预测的方法 。这种方法依靠实地调查资料 ，克服了人为判断的主观性 ，计算结

果更具有客观性 。如旅游开发规模扩大 、客流增长等引发的能量消耗增长 、水资

源消耗的增长对环境影响预测等 ，经常运用定量预测方法 。

（３） 综合预测法 ：综合预测法是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的综合 。在定性预测法

中 ，辅以必要的数值计算 ，使结果更加具体和量化 ；在定量预测法中 ，模型的选

择 、因素的取舍 、预测结果的鉴别等考虑人的主观判断 ，两者相互渗透 ，提高预

测精度 。

（二） 常用的预测方法

１畅 回归预测方法

旅游环境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依赖关系 ，一个要素的变化可引起另一

要素或一些要素的变化 。同样 ，一些要素的变化可对另外一个要素产生影响 。当

人们能够准确地确定其数量关系时就表现为函数关系 ，当人们难以准确地确定其

数量关系时就表现为相关关系 。例如 ，一个旅游区的大气环境质量可通过 SO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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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２ 、CO 、 TSP和烟尘等指标来表述 ，而这些指标取决于该区域煤炭的使用量 、

汽车尾气排放量 、旅游活动中扬尘的产生量等众多因素 。这说明 ，大气环境质量

是以上诸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把大气环境质量看成是因变量 ，而把以上

因素看成是自变量 ，那么 ，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确切的关系 ，因

而表现为相关关系 。为了定量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 ，就需要使相关关系转化为

函数关系 。 实现这种关系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方法 ，而回归预测方法就是其中

之一 。

（１） 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 ：Y ＝ kx ＋ b
式中 ， k 、 b为回归系数 ， x为自变量 ，Y 为因变量的预测值 ；如果考虑了预

测误差值 c ，模型还可写成 ： y ＝ kx ＋ b＋ c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根据 y和 x 的 n组观测值 （x i ， y i） ，运用最小二乘法

求出回归系数 k和 b ，

b ＝ （n ∑ xiyi － ∑ xi ∑ yi） ［n ∑ xi２ － （ ∑ xi）２ ］

k ＝ （ ∑ yi － b ∑ xi） n

　 　 n为观测组数 。

k 、 b值求出后 ，即可确立模型 ，然后利用模型预测未来环境变化 。

（２） 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 ： y ＝ a１ x１ ＋ α２ x２ ＋ a３ x３ ＋ ⋯ an x n

式中 ， y为因变量的预测值 ， a１ 、 a２ 、 a３ ⋯ an 为回归系数 ， x１ 、 x２ 、 x３ ⋯ xn

为自变量 。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根据 y 和 x１ 、 x２ 、 x３ ⋯ xn 的 n 组观测值 （y i ， x i１ 、
x i２ 、 x i３ ⋯ x in ） 运用最小二乘法求出回归系数 a１ 、 a２ 、 a３ ⋯ an ，确立模型并利用

其来预测未来的环境变化 。

２畅 评价预测方法

环境评价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方法 ，每一个时期的环境管理目标 、对策和措施

的制定都要以科学的环境预测和评价为依据 。另外 ，环境管理成效的检验也需要

评价 。没有准确及时的评价 ，就不能对环境管理的实际工作有所了解 ，就无法调

整和改进环境管理的战略目标和对策 。环境管理中的评价类型有很多 ，一些专著

和文献从环境评价学角度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但如果从环境管理角度来认识 ，

环境评价的类型有以下两种 ：一是经济环境评价 ，二是政策环境评价 。

（１） 经济环境评价 。经济环境评价是指对旅游区的各种经济活动所造成环境

31

第 １章 　旅游环境管理概述



影响的一种定量化判断 。主要包括以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为主要内容

的项目环境评价和以旅游区区域性经济开发活动环境影响评价为主要内容的区域

环境评价 。这部分内容在第五章详细介绍 。

（２） 政策环境评价 。环境管理中的政策环境评价是关于区域政策对环境可能

产生的影响评估 ，简称政策评价 。政策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政策

对环境产生的直接影响 ，二是政策之间是否协调而对环境产生的间接影响 。

这里提到的区域政策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以外的区域经济 、产业 、工业 、农

业 、资源 、能源 、贸易 、城市建设等一系列对区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 。开展

政策环境评价的作用与目的是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决策性失误 ，防止产生决策性的

环境问题 ，为微观环境管理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

三 、旅游环境管理的决策方法

正确的决策是制定正确的旅游环境管理政策和规划的基础和前提 。所谓决策

就是根据综合分析 ，在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 。环境管理中经常遇到的是环境

规划决策 ，如为达到某一环境目标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要以不同的目标为依

据 ，进行选优 ，制定环境规划优选目标要充分考虑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

益 ，进行多目标决策 。常用方法有德尔菲决策方法 、线性规划 、动态规划与目标

规划等 ，此外还有环境政策的决策方法 ，环境质量管理的决策方法等 。下面主要

介绍德尔菲决策方法 。

德尔菲法是在专家会议法基础上创立的一种背对背式的专家咨询法 。这种方

法克服了专家会议法的许多弊病 。比如 ，由于崇拜权威而导致的一些合理化的建

议和意见不能得到很好地发表和采纳 ；还有 ，某些到会专家出于自尊心的原因 ，

不能正确地对待别人的建议和意见 ，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的专制行为 。德尔菲

法的决策步骤可分为 ：

（１） 由决策者或问题组织者首先确定决策内容 、设计咨询表格 、收集有关

资料 。

（２） 确定专家对象和人数 ，所确定的专家应当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了解统

计学和数据处理的方法 。

（３） 由问题组织者将表格和要求通过信函寄往有关专家 ，要求专家在一定时

间内将填写好的表格寄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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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问题组织者对专家反馈回来的意见和判断值进行整理和归纳 ，并根据意

见类型重新设计咨询表格和要求 。

（５） 发出第二轮意见表 ，并发出有价值的补充背景资料 ，要求专家根据新的

信息作出新的判断 。如此反复第三次 。

（６） 问题组织者将最终反馈结果进行分析统计 ，得到预测结果或决策意见 。

四 、旅游环境管理的系统分析方法

环境管理的系统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描述问题和收集整理数据 ，建立模型以及

优化三个步骤 。在系统分析阶段所建立的模型中 ，主要包括功能模型和评价模型

两大类 。功能模型能定量的表示系统的性能 ，如环境质量数学模型 、污水处理工

程的系统模型 、区域环境规划的系统模型等 。对于系统的评价主要依据功能 、费

用 、时间 、可靠性 、可维护性和灵活性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环境管理的系统分

析方法是运用系统的观点分析问题 。因此对解决复杂的综合的环境问题十分有

效 ，是环境管理向科学化 、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 。

此外 ，旅游环境管理中常用的方法还有 ：费用 效益分析 、层次分析 、目标

管理等多种方法 。

第三节 旅游环境管理的政策

一 、环境政策的概念和表现形式

（一） 环境政策的基本概念

环境政策是国家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而对一切影响环境质量的人为活动所

规定的行为准则 。环境政策有许多种类型 。就层次而言 ，有中央一级的政策和地

方性政策 ；就保护对象而言 ，有土地保护政策 、水资源保护政策 、大气环境保护

政策等 。

环境政策和环境法既有密切联系 ，又有原则区别 。环境政策是制定环境法的

基础和依据 ，环境法则是环境政策的法定化形式 。它们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志

和利益 ，都是保护环境的工具 ，但其表现形式和社会效力不同 。环境政策由政府

机关制定 ，表现于国家有关保护环境的决议 、通知 、决定 、批文等 ；而环境法则

51

第 １章 　旅游环境管理概述



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按规定程序制定 ，表现于法规之中 。环境政策具有较强的操

作性和指导性 ，谁违反了就要追究行政责任 ；环境法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

性 ，谁违反了就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

（二） 环境政策的表现形式

我国环境政策 ，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

（１） 中共中央制定发出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决议 、决定 、通知 、指示 、报告及

批示等 ；

（２）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决议 、通知 、号召和批文

等文件 ；

（３） 有关环境保护的各种法规和决定等 ，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法律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行政措施 、决定和命令 ；国务院各部门

发布的命令 、指示 、规章和标准等 ；

（４） 党和国家领导人 ，国务院环保部门领导人代表党和国家对有关环境保护

的批示 、批文和工作报告等 。

二 、中国的环境管理政策

中国的环境管理政策 ，已由过去的狭义环境管理向着大环境管理转化 。这一

转化 ，可由 １９８３年把环境保护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以及 １９９４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环境保护委员会改名为资源环境保护委员会得以证实 。

（一） 基本国策

所谓基本国策 ，是一个国家最高 、最重要的政策 ，其职能大大超出了一般政

策的范围 。它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方针 、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 ，制约全国 、涉及全

局 、统帅各方和影响未来发展的重大政策等 。

在 １９８３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上 ，环境保护被确定为中国的一

项基本国策 ，是国家考虑到了环境保护涉及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 ，牵扯到社会经

济的各个方面 ，关系到全民族和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 ，需要把它放到与社会 、经

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待 。环境保护被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说明我国政

府对环境保护事业的高度重视 。因此 ，环境保护是我国最高 、最重要的政策之

一 ，是制约全国 、涉及全局 、统帅各方和影响未来的重大政策 ，是制定其他各种

有关政策的前提和依据 。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 ，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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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从事的事业和工作对象看 ，它涉及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 、社会的方方面面 ，关

系到全民族和子孙后代的切身利益 。所以 ，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是我们党和

国家的重大英明决策 。

（二） 环境管理政策体系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环境管理政策体

系 ，主要包括 ：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 ；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 ；与环境问题相关或

为顺利实施环境保护而制定的其他环境政策 ，如环境社会政策 、环境经济政策 、

环境技术政策 、环境监督管理政策 。

１畅 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

１９８３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

策 ，并确定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 ，即 “三同步” 的方针 ：经济建设 、城乡

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 、同步实施 、同步发展 ，做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统一 。这一方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第 １３届会议上 ，中国代表

作了阐明 ，同时指出 ，中国政府在防治环境污染方面 ，实行 “预防为主 、防治结

合 、综合治理” 的方针 ；在自然保护方面 ，实行 “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与保护 、

增殖并重” 的方针 ；在环境保护的责任方面 ，实行 “谁污染谁治理 ，谁开发谁保

护” 的方针 。这一基本战略方针是在总结了环境保护工作经验 ，结合我国当时的

国情 ，研究环境保护工作的特点和重点等诸多方面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下提出来

的 ，它指明了当时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正确途径 ，它已成为现阶段我国环保工作

的指导思想和环境立法的理论依据 。

２畅 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 ，我国制定了 “预防为主” 、 “谁污染谁治理” 以及

“强化环境监督管理” 的三大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 。 这三大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

就是要依据我国的国情 ，根据我国多年来环保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以强化环境管

理为核心 ，以实现经济 、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战略为目的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

环境保护道路 。

３畅 环境技术政策

环境技术政策 ，是指为了解决一定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 ，落实环保战略方

针 ，使之达到预期目标 ，通过调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 ，由国家机关制定并以特定形式发布的环境保护的技术原则 、途径 、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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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和要求 ，是协调技术发展 、使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手段 ，是实行环境技术管

理工作的依据 。简单地说 ，环境技术政策就是国家制定的有关环境保护技术的具

体规定 。

现行的环境技术政策 ，具有下述特点 ：一是从其内容上看 ，主要包括 ：规定

解决环境问题 、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技术原则 、途径 、方向 、手段和要求 ；规

定提倡和发展什么环境技术 ，限制和淘汰什么环境技术 ；选择确定环境科学技术

的研究内容 、研究方向和目标 ；明确选用环境技术的依据和原则 ，具有较强的科

学技术性和生产实践性 。二是从其产生制定过程看 ，一般由国家主管科学技术工

作的部门组织领导 ，由科学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参加起草 ，有关内容经过科研调

查和科学论证 ，最后由国家机关审定通过 ，颁布实施 。三是从其效力和作用看 ，

它们一般不算环境法规 ，没有法律强制性 ，但它们表明了国家在处理这类技术问

题方面的原则和态度 ，具有引导 、约束和协调的作用 。专门性环境技术政策一经

颁布 ，各有关部门 、各地区都应认真贯彻执行 ，并结合本部门和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 ，把它作为决策的依据 。

４畅 环境经济政策

广义的环境经济政策 ，是指可以纳入经济范畴的环境政策 ，是环境保护工作

与经济工作相互交叉 、结合的产物 ，反映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协调关系 。

狭义的环境经济政策 ，则是指运用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杠杆来解决环境问题 ，开

展环境保护工作 。这里所介绍的环境经济政策 ，主要指利用经济杠杆来协调旅游

发展与环境保护间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 。这类环境经济政策 ，是我国环境政策中

具有特定功能和重要地位的一类政策 ，充分发挥这类政策的作用 ，对推动我国环

境保护事业 、强化环境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

５畅 环境社会政策

现代国际社会均公认 ，由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是 “一个严重

的社会问题” 。社会政策就是国家或政党为解决诸如人口 、文化 、 教育 、卫生 、

国民福利等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政策 。环境社会政策则是指那些与环境问题有密切

关系的社会政策 ，它是调整因社会环境问题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控制环境和社会

发展间的矛盾 ，以求得二者协调发展为目的的社会控制对策 。环境社会政策内容

很丰富 ，如环境纠纷处理政策 ，人口政策 ，环境宣传教育 、科学技术工作的政

策 ，民族和宗教方面的环境政策 ，国际环境政策等等 。

以上这些政策是实施旅游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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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环境管理的若干制度

环境管理制度是指在环境管理工作中 ，为了处理与协调各方面的职权范围与

职责分工而采取的组织方式 。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决定环境管

理制度的主要因素 。 环境管理制度特征体现在其具有强制性 、 规范性和可操

作性 。

１畅 强制性

作为一项管理制度 ，首先要具有强制性特征 。所谓强制性是指制度本身对行

为主体客体双方所具有的强制约束力 ，要求人们必须按照制度规定的内容和范围

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由于管理制度的类型不同 ，制度的强制性也有所区别 。

２畅 规范性

除了强制性以外 ，还具有规范性特征 ，这是一切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之一 。规范性是确保管理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基本条件 ，没有规范性 ，制度就无

法操作和落实 ，人们就会在实践中无所遵循 。

３畅 可操作性

作为一项管理制度 ，既规定了其实施的管理程序和管理办法 ，又同时规定了

其具体的内容 、要求和实施步骤 ，使制度便于实施和运作 ，这就是制度的可操作

性 ，也叫做实践性 。制度的可操作性是将管理的目标 、任务 、要求和效果结合成

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程序化方法设计 ，也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相统一的桥梁 。

从 １９７３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以来 ，我国在环境保护的实践中 ，经过

不断探索和总结 ，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管理制度 ，即著名的

“八项制度” 。这些制度主要包括 ：老三项制度 ，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三同时”

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 ；新五项制度 ，即排污许可证制度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度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 、污染集中处理制度和污染限期治理制度 。

这 “八项制度” 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特点也各不相同 。

１９８９年 ，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对这 “八项制度” 进行了全面总结 ，并

作为以后一个阶段 “积极推行深化环境管理的制度和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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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在环境保护工作中 ，对污染进行治理只是一种 “亡羊补牢” 的行为 ，真正的

保护应该是预防 。环境影响评价就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预防手段 。

这项制度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在建设和开发活动进行之前 ，对拟建项目将要

给周围环境带来的影响作出正确的判断 ，这样就能及时采取措施 ，尽可能避免负

面影响 ，而不至于陷入日后 “先污染 ，后治理” 的尴尬境地 。对那些会产生较大

负面影响 ，而又无法避免和克服这些影响的建设项目 ，可以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

制止其实施 。

１９６９年 ，美国首先提出 “环境影响评价” 这个概念 ，并在 枟国家环境政策

法枠 中将它定为制度 ，随后西方各国陆续将这项制度推广开 。

我国 １９７９年颁布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枠 对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 现在 ，环境影响评价在我国已成为一项专门的法律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枠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０２年 １０月 ２８日通过 ，自 ２００３年 ９月 １日起开

始施行 。

根据这项法律规定 ，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 ，都必须执行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审批制度 ，涉及工业 、 交通 、水利 、农林 、商业 、卫生 、文教 、科研 、

旅游 、市政等对环境有影响的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开发建

设项目 。

二 、 “三同时” 制度

在我国 ，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关联的另一项环境制度是 “三同时” 制度 。

如果说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借鉴了外国特别是美国的经验的话 ，那么 “三

同时” 制度则是我国独创的一项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管理制度 。 “三同时” 制度

始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期 ，以后在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中又不断得到充实和

完善 。 １９８９年颁布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枠 又一次在法律上肯定了

“三同时” 制度 。经过二十几年的实践 ，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 ， “三同时” 制度

已逐步成熟和完善 。

02

旅游环境管理　 　 Lüyou Huanjing Guanli



“三同时” 制度是指对环境有影响的一切基本建设项目 、技术改造项目和区

域开发建设项目 ，其中 “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

治理环境污染 ，不仅要着力解决那些现有的老的污染源 ，更重要的是防止新

的污染源的产生 。大量旅游项目的建设要指望它们不产生任何污染显然是不现实

的 ，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要求它们有相配套的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设施 ，以防止污

染的产生和生态破坏 。因此 ，新项目在设计主体工程的同时 ，就应考虑到配套的

环保设施 ，并同主体工程一起施工建设 ，待主体工程完工后便可马上投入使用 ，

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治污染 。

“三同时” 制度的最大的优点是 ：能在控制住原有污染的同时 ，避免新污染

的产生 。 “三同时” 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结合 ，两者相辅相成 ，成为贯彻

“预防为主” 方针的完整的管理制度 ，是防止旅游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两大 “法

宝” 。这些制度的推行可以使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做到布局合理 ，最大限度地消除

和减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促进旅游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

三 、排污收费制度

排污收费制度是指对所有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生产经营者 ，依

照国家的规定和标准征收费用的制度 。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 “谁污染谁治理” 的

原则 。

排污收费制度是利用经济手段促进排污单位防治污染的一种措施 。排污收费

制度通过征收排污费给排污单位施加经济影响 。排污收费制度触动了企业的经济

利益 ，使企业对防治污染的工作由被动状态转变为主动状态 ，使其自觉自愿地加

入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从而达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目的 。排污收费制度的实

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根据新华网北京 ２００３年 １月 １６日电 ，随着 枟排污费

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枠 的颁布施行 ，我国已有 １０年历史的排污收费制度将出现新

的变化 。与原有法规相比 ，这一条例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按照污染要素

的不同 ，将原来的超标收费改为排污即收费和超标收费并行 ；根据收费体制的变

化 ，明确排污费必须纳入财政预算 ，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 ；个体工商

户也将成为排污费的收缴对象 ；规定排污费必须用于重点污染源防治 、区域性污

染防治 、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示范和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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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收费制度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我国截至 ２０００年底 ，共向 ７０多万个

单位征收排污费 ４６３亿元 ，其中 ２７７亿元用于污染治理 。排污收费制度已成为我

国环保法规的一项重要制度 ，对防治环境污染 ，改善环境质量 ，节约和综合利用

资源 、能源起到了重要作用 。

四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

所谓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就是把城市环境作为一个系统 、一个整体 ，运用系

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 ，采取多功能 、多目标 、多层次的综合战略 、手段和措施 ，

对城市环境进行综合规划 、综合管理 、综合控制 ，以最小的投入 ，换取城市环境

质量优化 ，做到 “经济建设 、城乡建设 、环境建设同步规划 、同步实施 、同步发

展”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不仅使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定量化 、规范

化 ，而且还增强了透明度 ，引进了社会监督机制 。它对促进旅游城市环境改善有

很大的作用 。

五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是一项具体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污染的单位对

保护环境质量责任的行政管理制度 。这项制度确定了一个城市 、一个区域 、一个

部门乃至一个单位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者和责任范围 ，运用目标化 、定量化 、制

度化管理方法 ，把贯彻执行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作为各级领导的行动规范 ，把

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任务落实到各级领导身上 ，将目标完成情况与政绩考核紧密

地结合起来 ，做到领导换届不换任务 ，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全面 、深入地发展 。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 ，环境保护工作没有明确地界定责任范围 。当出现治

理污染 、保护环境的具体问题时 ，往往发生政府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情况 。

此外 ，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统一指挥 、 统一规

划 、统一实施 ，环境保护工作只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是远远不够的 。这一重任必

须由地方行政负责人来承担 。以旅游区为例 ，我国旅游开发速度很快 ，旅游区的

环境质量要由旅游区所在地政府负责 。改善环境质量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

责 ，特别是各级行政负责人更是责无旁贷 。地方行政负责人的态度是否积极 ，措

施是否得力 ，对一个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至关重要 。现在许多地区的行政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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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的施政纲领中都要宣布在改善环境上做几件事 ，并作为考核政绩的一项重

要指标 ，但对旅游区环境质量问题还未足够重视 。在保护环境的问题上 ，居民的

监督也很重要 ，一方面可以对排污者进行监督 ，另一方面也能促使政府采取有效

措施 。现在有不少地区的环境污染得到一定的控制 ，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都和环

境综合整治列上政府的工作议程有关 。

六 、排污许可证制度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 ，以污染总量控制为基础 ，对排污

的种类 、数量 、性质 、去向 、方式等的具体规定 ，是一项具有法律性质的行政管

理制度 。我国目前推行的是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 ，关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许

可证目前正处在研究和初试阶段 。

七 、污染集中控制制度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在污染源的分散治理上 ，花了很大的财力 、

物力 ，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是对污染的控制和环境管理的认

识不够 ；二是对环境工程的费用与效益分析不够 。经过多年的实践 ，考虑到我国

的国情和制度优势 ，污染控制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以集中控制为主是一条行之

有效的污染治理政策 。这项制度的实施 ，可以充分发挥规模效应的作用 。

八 、污染限期治理制度

污染限期治理就是在污染源调查 、评价的基础上 ，以环境保护规划为依据 ，

突出重点 ，分期分批地对污染危害严重 、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染物 、污染源 、污染

区域采取限定治理时间 、治理内容及治理效果的强制性措施 ，是人民政府为保护

人民利益对排污单位和个人采取的有效的法律手段 。限期治理污染与治理污染计

划不同 ，限期治理的决定是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 ，具有法律效能 ，而治理计划则

只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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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手段

一 、旅游环境管理的法律手段

旅游会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开发旅游是弊大还是利大 ，取决于是

否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科学的管理 。而科学管理的基础在于完善的法制 。在旅游

环境保护工作中 ，旅游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和标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

以说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法律 、法规作保障 ，做到 “以法

兴游” 、 “以法治游” ，杜绝一切破坏旅游资源与环境的现象 。

１畅 定义

旅游环境保护的法律手段 ，就是利用各种涉及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有关法

律 、法规来约束旅游开发者和旅游者的行为 ，以达到对旅游环境进行保护的目

的 。简单地说 ，就是利用法律手段对旅游环境进行保护 ，或者说 ，是对旅游环境

的法律保护 。法律手段的基本特点是权威性 、强制性 、规范性和综合性 ；基本要

求是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法律管理手段是旅游环境保护管理的强制

性措施 。旅游环境的保护必须立法 ，尤其是对重点旅游区 。因为只有将环境保护

纳入法律条款 ，增强环境保护的力度 ，才能使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

２畅 内容

旅游环境保护的法律手段 ，主要包括旅游资源法和旅游环境法 。旅游资源法

是调整人们在旅游资源的开发 、利用 、管理和保护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旅游资源法一般包括国家公园 （风景名胜区） 、文物古迹保

护 、自然保护区 、海滩管理 、游乐场管理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等方面的法律 、

法规 、法令 、条例和章程等 。旅游环境法是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法规定

的保护范围包含了旅游环境法的保护范围 。

资料卡片
我国旅游环境管理的法律 、法规

我国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先后制定的与旅游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 、法规有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枠 （１９８２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枠 （１９８２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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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枠 （１９８４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枠 （１９８４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枠 （１９８５年） ；

枟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枠 （１９８５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枠 （１９８６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枠 （１９８６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枠 （１９８６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枠 （１９８７ 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枠 （１９８８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枠 （１９８８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枠 （１９８９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法枠 （１９９１年） ；

枟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枠 （１９９２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枠 （１９９４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枠 （１９９５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枠 （１９９６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枠 （１９９７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枠 （１９９７年） ；

枟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枠 （１９９８年）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枠 （２０００年） ；

除此以外 ，各级地方政府还制定了各种实施细则和办法 。至 １９９９年 ４月 ，全

国已有 １６个省区颁布了 枟旅游管理条例枠 ，为旅游区环境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

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

环境是一种资源 ，采取经济手段保护环境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在我

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现阶段 ，经济手段的作用将会日益增大 。

１９９２年 ８月国务院批准了 枟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枠 ，在第七项 “运用经

济手段保护环境” 的条文中明确提出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市场机制在

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强 ，企业经营机制也在逐步发生变化 。” 因此 ，

各级政府应更多地应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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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西方国家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 ，越是发展市场经济 ，越要加强政府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宏观调控 。从国家的环境保护职能来看 ，过去我国的环境管理主要

是依靠行政隶属关系来发挥作用的 。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成为具有独立经

济利益的法人实体 ，政府就要更多地运用间接管理手段 （主要是经济手段） 进行

管理 ，这是环境保护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的客观要求 。

协调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手段 ，其中经济手

段在调整国家利益与集体及个人利益 、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中起着重要作用 。经

济活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除了认识上 、科技上的原因 ，更主要是经济利益

问题 ，即有些单位和个人只考虑到自己的内部经济性 ，而忽视了外部的不经济

性 。因此 ，从这种意义上讲 ，采用经济手段来保护旅游环境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

可能要比其他手段产生更明显的效果 。

（一） 旅游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的概念

旅游环境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的旅游经济活动发生的 。因此可以说旅游环境问

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旅游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是指国家或主管部门 ，运用

价格 、工资 、利润 、信贷 、利息 、税收 、奖金 、罚款等经济杠杆和价值工具 ，调

整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 ，把企业的局部利益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

来 ，制止损害环境的行为 ，奖励保护环境的行为 。经济手段的核心与实质在于贯

彻物质利益原则 ，即从物质利益方面来处理国家 、企业 、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各种

经济关系 ，调动各方面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

（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主要经济手段

１畅 税收手段

（１） 开征旅游税 。征收对象是使用旅游区各类资源以赢利的单位和个人 ，包

括旅游开发商 、旅游饭店等 ，也可以延展到旅游者 。开征旅游税的意义在于 ： ①

有利于筹集旅游区环境保护资金 。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需要有强大的 、坚实的

物质基础 ，其中资金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在许多情况下 ，如旅游城市环境的保

护 、一些特殊和珍稀旅游资源的维护和保存等 ，仅靠旅游业自身是难以做到的 ，

这就迫切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支持 ，包括对旅游资源及环境保护的

直接投资 ，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证 。把税收引入环境保护的经济管理

领域中 ，对筹集旅游资源及环境保护资金 、产生环保激励作用都有重要的影响 。

②有利于发挥税收杠杆对旅游经济行为的调节作用 。开征旅游税 ，一方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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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游资源及环境的保护提供稳定而有保障的资金 ，并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统一掌

握 、使用 。通过征收旅游税得到的资金 ，重点投向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如旅

游区点的对外交通系统 、污水处理系统 、旅游厕所等 ，通过有差别的旅游税税

率 ，鼓励 、扶持旅游温 、冷点地区的发展 ，调节游客的流向 、流量 ，以减轻旅游

热点地区和重点旅游城市的环境压力 。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开征旅游税 ，增加 、

减免有关部门或企业的税收 ，限制和禁止某些对旅游环境可能造成污染和破坏的

建设项目 ，鼓励和支持那些有利于旅游环境保护的建设项目 。

（２） 征收旅游资源税 。由于各地旅游资源的数量 、质量等方面会存在明显的

差异 ，从而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级差收入 。资源税是调节因资源差异而形成的级

差收入所征收的一种税 。我国于 １９８４年开征资源税 ，其目的主要是体现国有资

源有偿使用的原则 ，同时可以调节开发自然资源的单位因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的

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 。

（３） 征收环境资源税 。使用相同的资源 ，但由于不同的使用方式造成了不同

的后果 ，也要征收不同的税 ，这就是环境资源税 。环境资源税 （也叫绿色税） ，

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资源 、促进可持续发展而对一切开发 、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

和个人 ，按照其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 、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

一个税种 。主要包括排污税 、燃料税 、污染产品税三种形式 。

２畅 排污收费

根据我国的 “谁污染 ，谁付费” ，即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排污收费是一项主

要的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 。它有很多优点 。如果收费的标准设计得准确 ，它可使

企业花费恰当比例的钱用于治理污染 ，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 。

排污收费制度 ，一般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

第一层次 ：超标排污收费 。即对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排放的污染物 ，征

收适当的费用 ，如未超过规定标准 ，就不征收 。

第二层次 ：排污即收费 。即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者都要缴纳排污费 。

我国于 ２００３年新颁布的 枟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枠 已将原来的超标收费

改为排污即收费和超标收费并行 。另外 ，针对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 ，有关专

家还提出了以下改进意见 ：

第一 ，对排放的所有污染物收费 ，即实行全方位收费 ；

第二 ，提高收费标准 ，使其略高于环保设施折旧费与运行费之和 ，以刺激企

业积极治理污染 ，改变目前企业缴费买排污权的现象 。这样 ，才能保证排污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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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污染中发挥作用 。

３畅 产品收费

产品收费是指根据产品本身的特点 （一般是具有潜在污染危害） ，而收取一

定的费用 。通过该项收费使产品价格上升 ，抑制有污染的产品的消费 ，而同时又

可筹集资金 ，用于污染治理 。

４畅 财政补贴

补贴是另一个重要的环境保护与管理的经济手段 ，是指政府对旅游业经营单

位和个人治理环境污染和其他保护旅游资源及环境的活动和行为给予一定的资金

补贴 。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污染控制活动给予财政补贴 ，例如丹麦补贴农民 ，使其

停止向水体排放营养物质 ；德国对老工厂的技术改造给予补贴 ；荷兰对于清洁生

产给予投资等等 ，都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 。通常情况下 ，这种补贴分为两种 ：直

接补贴和间接补贴 。

５畅 保证金与押金

保证金是指从事某项活动前交纳一定的保证金 ，如按要求完成 ，则保证金退

还缴费单位 ，否则予以没收 。我国现已实行的有 “三同时” 保证金 、矿产开采保

证金等 。

保证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 ，值得在旅游业中进行尝试和推广 。 比

如 ，在旅游资源的开发 、利用及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中 ，可尝试实行 “三同时”

保证金制度 。凡是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新建 、扩建和改建项目 ，由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按该建设项目总投资的 ０畅１％ ～ ０畅５％ 收取保证金 。保证金不准挪作他用 ，

待该项目竣工完成并验收合格后 ，保证金全部返还 ，而且给予表彰和奖励 ；否

则 ，不但不返还保证金 ，还要给予一定的处罚 。

押金与保证金类似 。押金是指对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如啤酒瓶 、饮料瓶等加

收一份押金 ，当把这些潜在的污染物送回收集系统避免了污染时 ，即退还这份押

金 。押金制是一种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简单易行的经济手段 。挪威是世

界上应用押金制最早的国家之一 。挪威于 １９８８年对客货车车体实行押金制 ，顾

客买车需支付一定的押金 ，当车主送回报废车车体时可取回押金 。尼泊尔 、巴基

斯坦等国在登山旅游中也使用了对游客收取押金以促进其回收垃圾的措施 。

６畅 物质奖励与罚金

物质奖励是指对旅游环境保护做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褒奖和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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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罚金是指对污染和破坏旅游环境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经济制裁 。执行物质奖励

和罚金制度的目的是对污染者提供一种附加的经济刺激 ，使其遵守法律规定的环

境要求 ，其最终的目的和作用都是为了促进旅游环境的保护 。

７畅 生态补偿费

它是指对开发 、利用环境资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征税 ，收入用于补偿或恢复

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如矿产资源开发税 、森林开发税 、自然

资源开发税和土地增值税等 。

８畅 排污交易

它是指排污者把实际排放低于允许排放的差额卖给别人 ，使买进者可以排放

高于自身排放限制的污染物 ，从而使该地区的污染物总排放量保持在规定的标

准内 。

９畅 利润留成

它是我国环境管理中常用的鼓励措施之一 ，指企业为防治污染 、开展综合利

用所生产的产品 ５ 年不上交利润 ，将该款项留给企业继续治理污染 、开展综合

利用 。

除以上列举的经济手段外 ，治理污染 、净化美化环境 ，还有向使用者收费 、

污染赔款 、信贷 、环保市场交易 、责任保险等经济手段 。

三 、旅游环境管理的规划手段

规划 ，是经济发展和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规划在旅游业发展中同样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目前 ，我国旅游区的环境规划包含在旅游规划中 ，科学

的规划可以很好地促进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环境的保护 。

（一） 定义

规划 ，是人们基于对研究对象变化规律的认识 ，根据现存条件 ，对未来的活

动有意识 、有系统的安排 。它是指比较全面的 、长远的具有战略性的发展纲要和

目标 ，是对未来长远的 、全面的战略设想或构想 。通常兼有两层含义 ：一是对某

种目标的追求或某种状态的设想 ；二是实现某种目标或达到某种状态的行动的

方案 。

旅游规划 ，是从区域规划理论中衍生出来的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其概念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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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尚未统一 。我国学者认为 ，旅游规划是在旅游系统发展现状调查 、评价的基础

上 ，结合社会 、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势以及旅游系统发展规律 ，以优化总体布局 、

完善旅游功能结构以及推进旅游系统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的战略设计和实施的

动态过程 。其目标是尽可能合理而有效地分配与利用一切旅游资源以及旅游接待

能力和交通运输能力 、社会可能向旅游业提供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以使旅游者

完美地实现其旅游目的 ，从而获得发展旅游业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 。

（二） 旅游规划在旅游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在 １９８５年 ６月 ７ 日国务院颁布的 枟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枠 第 ６ 条中 ，

规定了各级风景名胜区规划应包括的 ８项与旅游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 ，其中第 ２ 、

４ 、 ５ 、 ６项直接与旅游环境保护有关 。在各地区和各行业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以

及一些地方旅游规划或专门性规划中 ，往往也有很多内容涉及旅游资源与环境的

保护 ，这些规划内容对各地旅游环境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

旅游规划的重要作用是制定旅游发展战略 ，按不同层次可分为国家 、省市

区 、市县 、旅游区点的旅游发展战略 。通过制定和实施旅游发展战略 ，可以对旅

游环境保护提出长远的 、全局性的思路和对策 ，协调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

关系 。

（１） 旅游规划在制定旅游发展目标 、进度与布局中实现对环境的保护与管

理 。旅游规划遏制了对旅游资源各自为政的盲目的开发 ，杜绝不顾长远效益的竭

泽而渔的行为 ，使旅游资源的开发在渐进有序 、统一和可持续的状态下进行 。要

确保这种状态的有效性 ，当地政府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必须严格依照

规划进行宏观监控和调节 ，并通过行业管理的渠道予以执行 ，有利于旅游资源的

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 。如海南省在旅游规划中制定旅游发展目标时体现了对环境

的保护 ，海南旅游规划对海南旅游发展的未来场景进行了描述 ，把生态环境保护

作为海南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

规划中确定了海南旅游发展的进度 。过慢的旅游发展速度会影响海南全省的

社会经济发展 ；但过快的旅游发展会导致社会其他设施供应的相对滞后和生态环

境压力的急剧增大 ，反过来会对地区旅游业的长期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 ，海

南旅游规划在科学分析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和海南省旅游资源 、生态环境 、

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基础上 ，确定了发展速度和分步骤的具体目标 ，并制定了实现

这些目标的具体方案 ，还确定了海南旅游发展的布局 ：海南旅游发展的总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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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要根据资源条件 、市场 、环境容量限制三方面统筹考虑 。旅游发展规划对海

南各地的旅游布局大致做了分工 ，明确了重点发展区域 、后备发展区域 、配套发

展区域等 。根据规划 ，未来的旅游发展呈现一种大集中 、 小分散的布局 。大集

中 ，指旅游发展主要集中在几个条件相对成熟的区域 ，如三亚市 、海口市 、五指

山市等 ；小分散 ，指具体旅游项目在空间上要以分散型布局为原则 ，以尽量减少

对环境的破坏和压力 ，同时也有利于满足游客亲近自然 、回归自然的要求 。

（２） 旅游规划确定开发 、利用和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措施 。保护旅游资源及

其环境 ，合理 、科学地开发 、利用旅游资源 ，关系到旅游业的生存和发展 。 为

此 ，除了运用法律 、经济 、科技 、教育等手段外 ，还要制定许多具体的保护措

施 ，比如自然生态环境的监测 、垃圾的处理 、文物古迹的修复及保存 、特殊及专

项旅游资源的维护等 ，对这些保护措施和方法都要进行规划 。具体内容如下 ：

①旅游环境保护项目及其范围 ：包括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人文

社会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旅游城市特色和风格的保护 ，旅游区 （点） 社会环

境的治理等 。

②教育与管理 ：对旅游者 、旅游地居民 、旅游企业及旅游管理者等都要进行

教育与管理 ，要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措施 。

③合理布局各类用地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保护风景名胜区的规定 ，控制与自

然环境 、历史风貌不协调的建设 ，确定合理的接待容量等 。

④修复和维护措施 ：要确定修复和维护文物古迹的科技 、工程措施 。

⑤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 ：对自然风景名胜区 ，要重点采用维护自然生态

系统平衡的措施 ，如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生态建设行为 ，防止水质污染的具体

途径等 。

⑥治理 “旅游公害” ：“旅游公害” 是指在旅游区 （点） 普遍存在的 、较为突

出的环境问题 ，如旅游垃圾 、乱刻乱画等 ，对这些 “旅游公害” 必须采取相应的

处理手段 。

（３） 旅游规划确定旅游接待容量和旅游活动的组织管理措施 。由于风景名胜

区的类型 、规模 、景观特征 、游览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确定

的旅游接待容量的标准 。在旅游规划中 ，各个风景名胜区要根据情况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占有大量的 、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并做多方面的计算和分析 ，

力争得到符合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些现场调查资料 ，最后提出宏观的 、微观的调

节游客容量的规划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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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旅游接待容量 ，也是确定旅游活动组织管理措施的依据 。 枟风景名胜区

管理暂行条例枠 第 １１条规定 ：“风景名胜区应当根据规划 ，积极开发风景名胜资

源 ，改善交通 、服务设施和游览条件 ；按照规划确定游览接待容量 ，有计划地组

织游览活动 ，不得无限制地超量接待游览者 。” 如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所在地张

家界 ，１９８９ 年接待中外旅游者 ５６畅５ 万人次 ， ２００５ 年接待旅游人次已达到

１ ４５３畅４万人次 。不到 ２０年 ，来张家界旅游者人次翻了近五番 。今后几年来张家

界旅游的人数还将急剧上升 。但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总规模不是无限的 ，它受到环

境容量的客观限制 。所以 ，在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要确定张家界旅游的适

宜规模 ，包括各主要旅游区 （点） 的接待规模和区域的旅游接待规模 。只有确定

合理容量和发展规模 ，才能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的保护 ，实现旅游业持续

发展 。

四 、旅游环境管理的行政手段

（一） 旅游环境管理的行政手段的定义

发展旅游业 ，如果管理得当 ，会促进环境保护的进展 ；如果管理不善 ，会给

旅游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最终破坏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各级地方

政府在发展旅游业和保护环境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所谓行政管理手段是指各级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地方所制定的环

境保护方针政策 、法律法规和标准 ，依靠行政组织 ，运用行政力量 ，按照行政方

式来管理旅游环境的方法 。换句话说 ，就是依靠各级行政机关或企业行政组织的

权威 ，采取各种行政手段 ，如下命令 、发指示 、定指标等办法 ，对旅游环境实行

行政系统管理 。行政干预是环境保护部门常采用的措施 。

行政手段与法律 、法规手段是有区别的 ，行政手段与法律 、法规手段都是政

府制定的调节经济行为和活动的规范和准则 ，但法律和法规手段是由国家和立法

机关制定的 ，其特点是具有稳定性 、固定性 、强制性 ；而行政手段虽然也是由政

府或政府的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 ，但它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 。两者的根本

区别在于行政手段规定必须做什么或必须做到什么 ，法律手段则规定哪些事不

能做 。

（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行政手段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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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 市场经济发展与管理的需要

我国建立的市场经济 ，不是放任自流 ，盲目竞争的市场经济 ，而是国家宏观

调控和干预下的市场经济 。事实上 ，市场经济越发达 ，越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 ，

以生态旅游区规划为例 ，在对生态旅游区进行规划时 ，需要通过各级行政组织立

项 ，然后由行政机关组织技术力量逐项开展 。各项工作如批准规划经费 、启动规

划程序 、研讨规划方案 、鉴定规划成果 、批准规划实施计划等 ，都离不开行政组

织的管理 。如果发生了破坏生态旅游环境的行为 ，还需通过行政组织下达命令 ，

予以强制性的制止 、制裁和治理 。可见 ，按行政系统 、行政区划 、行政层次管理

生态旅游环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权威性和调控性 ，这种权威性来源于国家 ，是全

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 ，它担负着组织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各种社会经济活

动 ，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和调节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任务 ，体现了政府在生

态旅游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

要保护旅游资源与环境 ，对旅游市场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杜绝无序

竞争和对资源的盲目开发的必要手段 。而要实现对旅游市场的有效管理 ，就离不

开行政组织的力量和参与 。我国目前旅游资源市场的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就

是管理混乱 ，管理不力 ，管理体制不健全 。为了社会安定 ，政府有必要规范社会

行为 。如果放任自流和不加管制 ，诸如赌博 、卖淫等不良现象便会泛滥并毒化

社会 。

２畅 由旅游环境保护的综合性特点所决定

旅游业的综合性特点决定了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工作必然要涉及方方面

面 ，不仅涉及环保部门 、旅游部门 ，而且还有众多的其他部门 ，如公安 、交通 、

卫生等相关部门 。 而且 ，要实现旅游环境的保护目标 ，还需要旅游者 、 旅游企

业 、当地居民 、旅游开发商等齐心合力 ，共同努力 。而要实现这方方面面的协

调 ，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

３畅 由旅游资源所有权决定

旅游资源包括各类保护区 、国家森林公园等 ，其财产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理

应由国家统一管理 ，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代表国家有效行使管理国有旅游资源 、

资产的权利 。所以 ，对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宏观规

划与控制 ，并协助各个企业 、有关团体做好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 。

（三） 旅游环境管理的行政手段的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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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 行政决定 、通告等形式

如 １９９５年 ８月 ，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环保局牵头 ，会同建设部 、林业部和国

家文物局联合下发的 枟关于加强旅游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枠 。通知对加强旅游

区环境保护工作的原则 、方式 、管理办法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要求各有关部门

密切合作 ，加强对旅游区域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 ，对各旅游区环境保护工作进行

认真检查 ，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又如北京市政府为了落实市政协通过的

枟关于做好圆明园遗址保护工作的建议枠 ，决定成立圆明园遗址保护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和圆明园遗址保护专家指导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设计院负责制定圆明园遗址

保护规划 ，要求在 １９８５年规划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 ；圆明园所在的海淀区政

府负责在 ２０００年以前将圆明园遗址区内的居民全部搬迁 。

２畅 行政政策 、措施 、倡议等形式

为了整治城市环境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实施了一套有效政策 ，包括

减少汽车停车泊位 ，禁止汽车在某些街道行驶 ，增加收费停车场及延长停车收费

时间 。该市新的设想是开办自行车出租业务 ，将自行车涂上白色 ，以低廉价格供

市民租用 。目前 ，阿姆斯特丹市已有 ４５万人拥有自行车 ，占该市 ７２畅５万总人口

的 ６２％ ，骑车者占该市交通流量的 ３５％ 。这些政策的实施 ，使骑自行车出行成

为时尚 ，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 。

３畅 政府举办有关旅游环境保护的评选活动

由国家旅游局倡导和组织的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活动 ， １９９４ 年正式提

出 ，１９９５年重点布署宣传 ，１９９６年 ５月在北京召开了部分旅游城市工作座谈会 ，

创建活动进入新的阶段 。目前 ，这一工作已在全国 １００ 多个城市中蓬勃地开展

起来 。

４畅 政府对旅游市场的专项整治或综合治理

这是一项创建良好旅游环境的基础性工作 。所谓专项整治是指有关部门对某

一严重影响旅游人文社会环境的问题进行专门的集中整顿治理 。比如 ，为摆脱东

南亚 “性都” 的名声 ， １９９３ 年初 ，泰国内政部长下令 ，在两个月内关闭所有妓

院 。据官方统计 ，泰国有妓女 ２０ 万 ，而非正式统计数字高达 ２８０ 万 ，其中雏妓

有 ８０万 。旅游胜地帕塔亚为解决卖淫这一老大难问题 ，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专

项治理 。当局制定了关于限制卖淫管理条例 ，主要内容包括 ：禁止少女卖淫 ；禁

止以强迫或引诱等方式教唆卖淫 ；任何人有权行使法律权力监督卖淫妇女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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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场所拉客 。帕塔亚市警察向娱乐场所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发出警告 ：任何所

谓 “服务女郎” ，如果被发现行为猥亵 、拖拉游客或以脱衣方式引诱 、骚扰游客 ，

则根据帕塔亚市法案处以罚款 。

所谓综合治理是指旅游 、 园林 、公安 、 建设 、工商 、 交通 、物价等若干部

门 ，密切合作 ，齐抓共管 ，重点在宾馆 、车站 、码头 、景点 、购物点等处 ，制止

旅游业存在的违法违章行为 ，维护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 。我国对市场的综合治

理 ，包括对黑旅行社 、 黑导游以及宰客 、 扰客等行为的打击 ，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

（四） 政府对旅游环境管理的特殊行政手段

这里所说的政府对旅游环境实施保护的特殊行政手段 ，是指经政府审定命名

各级各类国家公园 、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 ，或经政府确定 、公布历史文化名

城和文物古迹保护单位等 ，从而为人类保留 、保护一批珍稀 、宝贵的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 。具体来讲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１畅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是经政府审定命名的风景名胜资源集中的地域 。我国 枟风景名胜

区管理条例枠 和 枟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枠 明确规定 ：风景名胜区 ，指风景资源集

中 、环境优美 、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 ，可供人们游览欣赏 、休憩娱乐或进行

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域 。

风景名胜区是我国旅游资源和旅游目的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风景名

胜区经过 ２０年的发展 ，现已建立风景名胜区 ６８９个 ，其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１５１个 ，省级风景名胜区 ４９０个 ，市 （县） 级风景名胜区 ４８个 ，总面积已经占国

土面积的 １％ 以上 ，集中了我国一大批最为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 ，形成了

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资源行业 。我国的风景名胜区类型大致可划分为八

类 ：山岳风景区 、湖泊风景区 、河川峡谷风景区 、森林风景区 、海滨风景区 、石

林瀑布风景区 、历史古迹名胜区 、革命纪念地 。每一类型的风景区都有其基本特

征形象 ，有其标志性的景观和结构以及主体性的风景 。

２０年来 ，风景名胜区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的壮丽河山和悠久灿烂的民

族文化 ，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政府保护风景名胜这一特殊国家资源的成

就 。自 １９９６年起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多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 枟世界遗产

名录枠 项目 ，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如泰山 、 黄山 、 峨眉山 、 乐山 、 武夷山 、 庐

山 、武陵源 、九寨沟 、黄龙 、青城山 都江堰等被批准列入 枟世界遗产名录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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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是为了保护各种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环境 ，拯救濒于灭绝的

物种 ，保护自然历史遗产而划定的进行保护和管理的特殊地域的总称 。在这些自

然保护区中 ，既包括各种自然地带中各种生态系统的代表 ，又包括一些珍贵 、稀

有的动植物品种的集中分布区 ，以及候鸟繁殖 、越冬和迁徙的停歇地 ，还包括风

光旖旎的天然风景区 ，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地质剖面 、化石产地 、冰川遗迹 、喀

斯特 、瀑布 、温泉 、火山口以及陨石所在地等 。

３畅 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是指历史文化悠久 、文物资源保存特别丰富 ，具有重大历史价

值的城市 。 １９８２年 ，我国审定颁布了第一批重点历史文化名城 ２４ 座 ； １９８６ 年 ，

审定颁布了第二批重点历史文化名城 ３８座 ； １９９４年 ，审定颁布了第三批重点历

史文化名城 ３７座 。目前 ，我国共有重点历史文化名城 １０１座和数百个历史文化

名镇 。这些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也是我国主要的旅游城镇 ，在旅游发展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

４畅 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单位是指由县 （市） 以上政府核定公布 ，并由各级政府文物主管部

门管理的不同级别的文物古迹单位 。我国将文物保护单位分为三级 ，先后公布三

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 ５００处 ，其中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地建筑物 ８４个 ，

占 １６畅８％ ；石窟寺 ３０ 个 ，占 ６％ ；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 ２１６ 个 ，占

４３畅４％ ；石刻及其他 ３０个 ，占 ６％ ；古遗址 ８５个 ，占 １７％ ；古墓葬 ５５个 ，占

１１％ 。此外 ，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５０００ 处 ，市 （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 ４ 万

处 。这些文物古迹遍布全国各地 ，蕴涵着中国 ５０００年的历史文化 ，是中华民族

乃至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

五 、旅游环境管理的宣传教育手段

（一） 旅游环境管理宣传教育手段的重要性

当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环境教育问题 。 “环境保护 ，教育为本” 概括地说

明了环境教育对环境保护与管理的重要性 。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上

强调了环境宣传教育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 ： “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 ，是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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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环境工作对

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把 “搞好环境保护的宣

传教育 ，增强全民环保意识” 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 。因此 ，环境教育是我国环

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目前 ，环境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 ，主要是由人们缺乏环保意识和

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和行为支配所造成的 。要解决这一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

对全民不间断地进行生态环境教育 。

（二） 旅游环境管理宣传教育手段的定义

旅游环境保护与管理的宣传与教育手段就是指通过现代化的新闻媒介和其他

形式 ，向公众传播有关旅游环境保护的法律知识和科技知识 ，以达到教育公众 ，

提高其环境意识 ，进而保护旅游环境的目的 。这个定义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是环境宣传 ；一是环境教育 。环境宣传是手段 ，环境教育是目的 ，二者相辅相

承 ，只有紧密结合 ，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

（三） 旅游环境管理宣传教育手段的目的 、任务和内容

１畅 目的

旅游环境保护与管理宣传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正确认识旅游环境问题 ，树

立良好的环境意识 ，养成文明的旅游消费习惯 ，掌握必要的环境保护知识 ，从而

投身于防治环境污染 ，改善生态环境的行列 。总的来说 ，环境教育是使受教育者

获取环境知识 ，增强环境意识 、环境技能 、环境心理和环境素质的综合性教育

活动 。

２畅 任务

旅游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旅游者及旅游地居民和旅游经营者

的环境意识与培养旅游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 。搞好旅游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可

以提高旅游者及居民对环境保护的认识 ，实现道德 、文化 、观念 、知识 、技能等

方面的全面转变 ，树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 ，自觉参与 、共同承担保护环

境 、造福后代的责任和义务 。

３畅 内容

（１） 环境意识的宣传教育 。环境意识的宣传教育内容包括认识意识和参与意

识两个方面 。在我国 ，特别是参与意识的教育显得格外重要 ，应该使人们认识到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 环境意识教育可以说是旅游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的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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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没有它 ，一切环境管理手段或措施都难以收到实际的效果 。

（２） 环境伦理道德教育 。对环境的保护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 ，还需要培养

公众的环境伦理观 。道德往往重于法律 。原因在于 ：其一 ，法律是人们价值观念

的反映和记录 ，人们的环境道德是环境法的伦理基础 ，影响着环境法实施的实际

效果 ；其二 ，法律往往滞后于现实生活 ，而新的环境问题却层出不穷 ；其三 ，从

制定法律到培养出人们的良知需要一个过程 ；其四 ，即使最健全的法律规范所包

含的内容 ，也不会多于起码的公共伦理的内容 ；最后 ，法律能禁止那些最严重的

违法行为 ，但却不能使公民主动行善 。因此 ，公众能否自我约束 ，能否产生一种

恰当的环境伦理至关重要 。这种伦理所规范的是一个社会对它的动植物 、物种 、

生态系统及大地的态度 。因此 ，对公众进行环境伦理教育十分必要 。

（３） 开源节流的教育 。开展开源节流的教育 ，可使人们学会自觉地抑制过度

消费的生活模式 ，学会为子孙后代着想 。另外 ，旅游企业在经营中也需要开展开

源节流的教育 ，杜绝浪费现象 ，这对企业降低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非常重要 。

（４） 环境法制教育 。公众的环境法律意识是环境法律制度的深厚土壤和根

基 ，如果欠缺这一沃土和根基 ，环境法律制度势必缺乏深厚的社会根基 。因此 ，

培植这一根基对于有效实施环境法律制度来说尤为迫切 。要执行环境保护法律 、

法规和各项制度 ，首先要加强环境法制教育 ，掌握这些法规 、制度 ，同时还要研

究如何正确地执行这些法律 、法规和制度 。

（５） 专业教育 。随着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世界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 ，无论

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需要环境保护专业人才 。应努力提高专业教育的质量 ，培养

多层次环保专门人才 。

（四） 旅游环境管理宣传教育的对象和内容

旅游区必须加强对旅游者 、旅游从业人员 、当地居民及领导干部的环境知识

教育 ，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合力 。由于上述各类人员在旅游环境保护中的地位 、

作用和影响不同 ，实施环境教育的具体内容及方法也不同 。

１畅 对旅游者的教育 ———旅游消费道德教育

旅游活动是一种高层次的消费活动 ，旅游者是旅游消费的主体 。旅游者在旅

游消费过程中的行为对旅游地环境影响极大 。从一定意义上说 ，提高旅游者环境

意识 ，使其在旅游消费过程中遵守一定的旅游消费道德规范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之一 。所以 ，对旅游者进行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旅游消费道德规范教育 ，具

体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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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和生态旅游的有奖知识竞赛 、摄影比赛和征文活动 ；组织旅游者参加保护生态

的公益活动等 。在一些重要景点应建立生态教育馆 ，向游客介绍生态旅游的内

容 、特色以及生态学和地学的价值 ，提高游客生态环境意识 ，引导游客按照生态

旅游的要求 ，享受回归大自然的乐趣 ，开展高质量的旅游活动 。

２畅 对旅游从业人员的教育 ———环保素质教育

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接待质量 ，而接待质量不仅关系到能否获

得良好的经营效益 ，而且关系到旅游产品的寿命 。落后的人员素质 ，将削弱资源

的优势 ，最终影响目的地的竞争力 。而环境素质是人员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所以 ，对旅游的经营 、管理和服务人员进行环境教育与

培训 ，使他们具备旅游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必要的 。如从事生态旅

游工作的人员 ，上岗前必须经过职业培训 ，导游人员要经过考核持证上岗 。决不

能让 “生态盲” 去管理和经营生态旅游 。从总体来看 ，对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环境

教育 ，除掌握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外 ，主要是加强责任心和事业心 ，提

高责任感 。还可以聘请生态学 、生物学 、地学 、地理学 、气象学 、园林学等各方

面的专业人员担任旅游地的技术顾问 ，以增强旅游从业者的生态意识和环保

知识 。

３畅 对领导干部的教育 ———环保意识与能力教育

领导干部的环保意识与能力如何 ，对旅游区点的环境影响非常大 。在可持续

旅游发展战略还未被广大民众接受前 ，在环境保护意识还没有普遍提高前 ，具有

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在宣传教育方面还是在组

织领导方面 ，对促进旅游区的健康发展 、加速可持续旅游发展战略的实施 、促进

生态环境的保护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领导干部的环境教育 ，首先要增强他们

环境保护的历史责任感和危机感 ，其次要提高他们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水平和科

学决策能力 。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而快捷的方法就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旅游

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

４畅 对当地居民的教育 ———环保参与教育与法制教育

经济发展与旅游开发使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有的迁移

到其他地方 ，有的仍留在家园 ，其中有一些人从事旅游接待服务 。对当地居民的

教育 ，主要是对仍留在世居之地的居民的教育 。 美国生态旅游学会考斯特斯

（Clestes） 曾在其 枟生态旅游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枠 的研究论文中阐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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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居民教育的重要性 。他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忽视了当地人在旅游环境保护中

的作用 ，不要以为当地人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他强调基层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 ，

强调要利用非政府机构组织帮助和教育当地人民 ，以便使当地人民做出有意义的

贡献 。对当地居民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

首先 ，要让当地居民知道当地的环境和资源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保护生态环

境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从而激发他们自觉自愿地参加环境保护 ；并为他们提

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协助他们逐步改变传统生活及生产方式 ，杜绝狩猎 、

伐木 、垦荒等破坏环境的行为 。当地居民的参与程度对当地旅游环境的保护至关

重要 。综观世界各地旅游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可以发现 ：对当地居民利益的

关注程度以及他们对旅游的参与程度和旅游环境的保护关系十分密切 。各旅游地

生态环境退化的直接或间接原因即来自于当地居民的各种不利于环境的行为 。肯

尼亚生态旅游的成功得益于生态旅游资源的良好保护 ；而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在

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居民的参与 。正像肯尼亚安波沙提国家公园的原居民马赛人

所说的 ： “无形中国家公园管理处已多聘了二千多双眼睛 ，他们将协助管理人员

打击盗猎者 。”

其次 ，要宣传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令 ，使当地居民具有初步的环境法

律 、法规知识 。对于保护旅游环境 ，我国已有不少法律法规依据 ，如 枟环境保护

法枠 、 枟森林法枠 、 枟文物保护法枠 、 枟自然保护区条例枠 、 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枠

等 。各级地方政府 ，还制定了各种实施细则和办法 。尽管这些法律法规从不同的

角度对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作了明确规定 ，但实际保护业绩仍不尽如人意 。除法

制尚不够健全之外 ，不重视普法宣传教育也是重要原因 。

六 、旅游环境管理的科技手段

在旅游环境管理中 ，科技手段具体包括数学手段 、物理手段 、化学手段 、生

物手段和工程手段等 ，人们利用和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 ，将它们单一或组合使用

以达到保护旅游环境的目的 。科学技术手段在旅游环境管理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

如采用无污染工艺和少污染工艺 ；因地制宜地采取综合治理和区域治理技术 ；组

织推广卓有成效的旅游环境管理经验和旅游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成果 ；交流国内外

有关旅游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情报 ，开展国际间的旅游环境科学技术合作等 。

早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 ，我国就曾提出 ：防止环境污染 ，一靠政策 ，二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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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靠技术 。在环境保护领域 ，离开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不仅难以实现改善环

境质量的目标 ，就是要做到控制环境污染的泛滥也将很困难 。正如 枟中国环境保

护 ２１世纪议程枠 中所说 ， “在本世纪和 ２１世纪中期 ，必须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作

为旅游环境保护的先导”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只有以先进的防治技术为基础 ，

通过实施严格的法律监督 ，才能实现控制污染 、改善环境的目标 。

（一） 旅游环境管理的数学手段

１畅 定义

旅游环境管理的数学手段 ，是指运用数学中的数字 、公式 、模型 、图表等形

式 ，来表示旅游环境被污染和破坏以及旅游环境的发展变化趋势等情况 ，为旅游

环境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

２畅 数学手段的应用分析

第一 ，利用数字 、图表来表示旅游环境质量状况 。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关于

旅游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现象和消息 ，但如果只是定性的 、笼统的一种印象 ，就

很难形成明确的 、具体的认识 。而采用数学手段 ，则可以通过数字和图表 ，精确

地 、具体地反映旅游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情况 。同时 ，用数字 、图表来表示某旅

游区 （点） 的大气环境 、水体环境 、土壤环境 、噪声环境等自然环境的现状 ，就

比定性表述要更精确和形象 。

第二 ，利用公式 、模型来计算旅游环境容量 。旅游环境容量大致上包括生态

的 、经济的 、社会的 、心理的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的旅游环境容量都可以利用

数学公式 、模型来表示和计算 。

（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物理手段

１畅 定义

旅游环境管理的物理手段 ，是指通过某些设施 、设备或方法的物理作用 ，来

达到处理污染物和保护旅游环境的目的 。物理手段多用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如污

水 、废气 、噪声 、恶臭 、垃圾和粪便的处理 。

２畅 物理手段的应用分析

第一 ，污水的物理处理法 。任何一个旅游区 （点） 在经营过程中 ，都会产生

和排放出不同数量的污水 ，这种旅游污水绝大部分是生活性污水 ，主要来自餐

厅 、饭店 、宾馆 、游泳池 、野营地 、冲水厕所等 。而且污水产生和排放的数量随

旅游季节的变化而消长 ，一般是旺季时增多 ，淡季时减少 、消失 。建立下水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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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污水处理系统 ，对于保障旅游服务人员和游客的身体健康 ，保证旅游资源及

环境免受污染和破坏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污水的物理处理法是指通过物理作用来清除废水中的污染物的方法 。常用的

物理处理方法是利用过滤 、沉淀等技术分离废水中的污染物 。这类方法在处理过

程中不改变污染物的化学性质 。常用的有过滤法 、重力分离法 、离心分离法等 。

第二 ，野生动物的物理保护 。给一些野生动物戴上无线电跟踪装置就是利用

物理手段对动物进行的保护措施 。美国曾给一头在喀麦隆科鲁普国家公园附近捉

住的大象戴上无线电项圈 ，以跟踪和了解它的活动范围和规律 ，从而制定出保护

这一象种的管理计划 。印度为了防止印度虎被偷猎 ，研制出一种特殊侦察器 ，这

种侦察器可以收集偷猎者的有关信息 ，如偷猎者的身材 、行进路线及他们进行虎

骨 、虎皮交易的方式和范围 ，侦察器为保护印度虎提供了技术保证 。我国为了保

护珍稀水生生物 ，于 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 ２６ 日在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白鳍豚自然保护

区给江豚佩带无线电标志 ，获得成功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在保护娃娃鱼过程中

也采用了同样的技术 。

（三） 旅游环境管理的化学手段

１畅 定义

旅游环境管理的化学手段是利用化学物质与污染物的化学反应 ，改变污染物

的化学性质或物理性质 ，使污染物从溶解 、胶体或悬浮状态转变为沉淀或漂浮状

态 ，或者从固态转变为气态 ，最后使其减少 、消失或变为其他物质的一种方法 。

２畅 污水的化学处理法

污水的化学处理法是指利用向污水中投加某种化学药剂 ，与污水中溶解性的

污染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使污染物质生成沉淀或转变为无害物质的方法 。常用的

化学处理方法有化学沉淀法 、混凝法 、中和法 、氧化还原法等 。

（四） 旅游环境管理的生物手段

１畅 定义

旅游环境管理的生物手段 ，是指通过利用植物 、动物 、微生物本身特有的功

能 ，以达到监测 、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 ，以及美化 、净化 、绿化 、香化旅游环境

的作用 。

２畅 生物在旅游环境管理中的作用

生物包括植物 、动物 、微生物等 ，它们为人类提供的东西主要有两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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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生物资源 ，二是生态环境 。也就是说 ，生物不仅可以向人类提供包括食物

类 、建材类 、工业原料类 、药物类 、燃料类等各种资源 ；而且还可为人类提供价

值更大的生态环境 。

（五） 旅游环境管理的工程手段

１畅 定义

工程手段是指建造或利用围墙 、堤坝 、沟渠 、桥 、梯等各类建筑物 ，以达到

保护旅游资源及环境的目的 。

２畅 工程手段的应用分析

（１） 野生动物的保护 。如西雅图的鱼梯 。西雅图城东的华盛顿湖 ，每年有

５０万条鲑鱼从城西的海湾回游 ，跳上鱼梯 ，进入运河 ，回到华盛顿湖 ，然后再

回溯到自己诞生的浅水溪里产卵 ，最后死在故乡 。这 ５０万条鱼的鱼肉价值上亿

美金 ，那些由北太平洋来到西雅图而没有进港的鲑鱼更是数百亿的生意 ，吸引无

数的渔船和观光客 。这里的法律规定 ，鲑鱼一旦回到小溪 ，就不准任何人碰 。因

为它们出海壮游四五年 ，千里万里地回到了故乡 ，不吃不喝地赶路 ，就是为了要

产卵 。因为西雅图雨多 ，淡水水位高 ，所以很多鱼回不到家乡 ，于是人们就建造

了一个大型工程 ———鱼梯 ，帮助鲑鱼顺利返家 。又如德国的大鸨鸟保护墙 。德国

为了保护 ３５只珍稀动物大鸨鸟 ，专门拨款 ７ ０００万马克 ，修建了一道隔离保护

墙 ，并使一项铁路工程拖延了两年 。大小如鹅的大鸨鸟 ， ５０ 年前 ，仅德国勃兰

登堡一处就有 ３ ０００只 ，可如今只剩下 １１５只 ，其中有 ３５只生活在柏林一汉诺威

铁路沿线 。这条铁路早该扩建为高速铁路 ，为了保护这 ３５只大鸨鸟 ，经过协商 ，

决定等 １９９５年出生的雏鸟在 ９月能够飞翔时再开工 ，并且先斥资建了一道 ３ 米

高的保护墙 ，使大鸨鸟免受施工时噪音的干扰 。 １９９７ 年高速铁路建成 ，列车穿

越保护区时 ，时速限制在 ８０ 千米以内 ，后来保护墙被加高到 ７ 米 ，这样一来 ，

大鸨鸟就可以在这里放心地生儿育女 、繁衍后代了 。

（２） 文物古迹的保护 。工程手段也可用于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 ，防止文物古

迹被污染和破坏 。比如 ，采用砌筑围墙阻挡 、隔离人类对文物古迹的接触 ，采用

建造堤坝以防止水体对文物古迹的侵蚀 ，采用建设房屋 、加盖顶棚等办法防止阳

光 、雨水等对文物古迹的侵蚀和破坏等 。

（３） 污染防治工程 。上海的苏州河治理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苏州河又

称吴淞江 ，是黄浦江水系中最大的支流 。苏州河原本非常清澈 ，鱼虾种类繁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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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上海工业得到高速发展 ，人口也急剧增加 ，苏州河吸纳了全市废污水总量

的 ４７％ ，水质污染日趋严重 ，污染范围不断扩大 。到 １９７８年 ，苏州河在上海境

内的水域全部遭受污染 ，市区段的河水污染十分严重 。为改善城市的水环境 ，上

海实施了城市污水截流外排长江口工程 。这项工程于 １９８８年开工至 １９９０年主体

工程完成 。该工程运用废污水收集系统 ，将原先排入苏州河的来自工厂和污水泵

站的废污水合流截入截流总管 ，在宝山竹园排放口采用水下扩散系统远岸排放 ，

借用大流量长江水达到水体自净 。城市污水截流 、合流排污一期工程投入运行

后 ，为苏州河水质改善和水体功能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

思考与练习题

１畅 旅游环境管理的实质是什么 ？

２畅 旅游环境管理有哪些特点和内容 ？

３畅 简述旅游环境管理的基本职能 。

４畅 简述我国环境管理的基本政策 。

５畅 旅游环境保护的基本手段有哪些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

６畅 旅游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有哪些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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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旅游环境管理的理论基础

旅游环境管理综合性的特点 ，决定了旅游环境管理是一个多学科知识交

互运用的创新过程 ，需要有多元化的的理论基础支撑 ，本章主要介绍旅游业

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理论 、容载力理论 、循环经济理论 、旅游可持续发

展理论 。这些理论是旅游环境管理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 ，对指导旅游环境

保护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章主要论述这些理论的概念与内涵 ，形成

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过程 ，以及在环境管理实践中的作用 。

第一节 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发展旅游业与保护环境之间存在着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良好的环

境是发展旅游的重要物质基础 ，旅游发展了 ，又可以对环境保护产生积极影响 ，

起到推动作用 。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是两者辩证关系的

一个方面 ；但是 ，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也存在相互矛盾 、相互冲突的关系 ，旅游

对环境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消极影响 ，是环境与经济之间不协调的具体表现 ，

这是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者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

一 、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

１畅 环境的保护是旅游业发展的根本前提

旅游是 “吃 、住 、行 、游 、购 、娱” 六要素的组合 ，尽管各要素均有重要作

用 ，但 “游” 这一要素是最根本 、最核心的因素 ，起着决定性作用 。 “游” 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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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旅游资源 ，正是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促成了旅游活动的进行 。旅游区的生态环

境是自然 、人文旅游资源的载体 ，良性循环的生态 、良好的环境质量有利于旅游

资源的保护 ，同时优美的生态环境作为旅游资源的背景 ，可增加旅游资源的美

感 ，提高其品位 ，从而扩大其吸引域 。在城市化不断扩张 、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

今天 ，旅游区生态环境条件本身已成为游客选择旅游地的一个重要参考因子 ，适

宜的自然条件 、优美的环境 、清新的空气 、洁净的水源 ，往往成为吸引游客的重

要因素 ，因此 ，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相反 ，恶

劣的生态环境 、污浊的空气 ，会大大降低旅游资源的品位 ，降低旅游资源的美学

价值和旅游环境的舒适度 。生态环境的破坏 、环境质量的恶化将加速自然 、人文

旅游资源破坏和丧失 ，使旅游业失去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 。

２畅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旅游环境的保护

旅游业的发展给区域的社会 、经济 、文化 、自然环境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影

响 ，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旅游业的意义和作用 。旅游业的生存和发展要以

环境为物质基础 ，同时 ，旅游业又是在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的产业 。通过对旅游资源及环境的合理开发利用而实现旅游业的良性循环与发

展 ，可以为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提供物质基础和条件 ，对环境保护起到促进作用 。

世界上一些国家生态旅游的发展就有力地促进了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 、历史文

化名城 、文化遗产等旅游资源的开发 、建设和保护 。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萨

维尼亚克所说 ： “旅游业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保护环境 ，特别是它可以通过提供

经济刺激的手段来保护那些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财政收入的资源 ，如珍奇动物

种群 、独特的自然景区和文物 。”

二 、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与冲突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 ，也会给环境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如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

中大量占用土地 、破坏植被 ，造成景观破坏 、生态系统受损 ；在经营过程中 ，大

量人口的涌入带来拥挤 、混乱 ；人的破坏性行为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大量人

口的暂时停留带来超出以往的生产 、生活资料的消耗和能源的使用 ，导致废水 、

废气和废渣数量增加 ，对旅游区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影响 。部分开发者和经营者

只注重经济利益 ，急功近利 ，缺乏科学地规划和管理机制 ，无序开发旅游资源 ，

超容量接待游客 ，更加剧了旅游地环境恶化 。一些著名景区 、景点 ，超容量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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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造成资源环境的破坏 。如五岳之首的泰山 ，接待量最大时 ，泰山顶上游客

数量达 ６万人 ，远远超过其承载能力 ，使泰山的天街成为空中闹市 ，失去本来具

有的庄严肃穆 。素有 “大地明珠” 的湖泊类旅游资源 ，由于受工业和旅游业的影

响 ，导致严重的富营养化 ，滇池 、太湖 、镜泊湖 、洞庭湖 ，均是被 “中国环境质

量公报” 公布的严重污染水体 。被誉为 “华北明珠” 的白洋淀 ， １９８９ 年蓄水以

来 ，仅 ３年时间其水体性状恶化 。太湖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９９％ 还是清洁水域 ，但

到 ９０年代中期 ，水体全面污染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 ，在开发初期 ，其主要构

景因素 ———金鞭溪 ，被誉为 “世界上最清澈的小溪” ，现在已存在严重的有机污

染 。景区内城市化 、商业化问题非常突出 ，因此受到 UNESCO 遗产保护委员会
措辞严厉的批评 ，２００１ 年进行了景区大拆迁 ，耗资巨大 。水上运动 ，对水体产

生了严重影响 ，船舶油污 、垃圾直排水体 ，如长江 ，每天接纳垃圾约 １７７ ～ ２３６

吨 ，大部分船舶卫生间与水体直接相通 ，造成严重污染隐患 。一些宗教旅游点烧

香 、放炮竹对景区大气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大量的环境问题 ，造成景区景观质量

大大降低 ，甚至影响到旅游业的正常 、持续发展 。

因此 ，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要充分重视 。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

才能保障旅游业健康 、持续发展 。

第二节 生态学理论

人口 、资源和环境等一系列世界性问题的出现 ，推动了生态学的发展 ，使其

迅速发展成为当代最活跃的前沿学科 。生态学的基本原则被看作是环境科学重要

的理论基础 。

一 、生态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观点

１９３５年英国学者坦斯利 （A畅G畅 Tansley） 提出 “生态系统” 的概念 ，开始从

更宏观的角度认识生态 ，探索生物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据此 ，生态学是研究

生物之间 、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生态环境 、生态问题 、 生态平

衡 、生态危机 、生态意识等 ，是当今人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些概念 。

从内涵来说 ，生态学的研究一般从研究生物个体开始 ，分别研究个体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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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群落 、生态系统 ，并形成相应的不同层次的生态学科 。现代生态学除研究自

然生态以外 ，还将人类包括在其中 。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认为 ，生态学

是一门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科学 ，也是一门包括自然在内的人文科学 ，并提出

“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的概念 。这样 ，生态学研究就包括了更为宏

观 、更为广阔的内容 ，即景观生态学和全球生态学 （生物圈生态学） 。

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

（１） 生态系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

（２） 人类的发展 、建设活动总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甚至改变生态系统的

结构与功能 。

（３） 人类必须认识和运用生态规律 ，改造环境 ，促进生态良性循环 。

二 、生态系统的概念 、组成及其关系

（一） 生态系统的概念

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提出生态系统概念后 ，著名生态学家 E畅 P ．奥德姆进行

了进一步研究 ，他于 １９７１年指出 ：生态系统就是包括特定地段中的全部生物和

物理环境的统一体 。具体地说 ，生态系统是一定空间内生物和非生物成分通过物

质的循环 、能量的流动和信息的交换而相互作用 、相互依存所构成的一个生态学

功能单位 。

地球上有无数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 ，大至整个生物圈 、整个海洋 、 整个大

陆 ，小到一片森林 、一片草地 、一个小池塘 ，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生态系统 。生态

系统的边界有的是比较明确的 ，有的则是模糊 、主观的 。它在大小和空间范围上

往往依据人们所研究的对象 、研究内容 、研究目的或地理条件等因素而确定 。

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 ，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点 ，已成为当

前生态学领域中最活跃的一个方面 。

（二） 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

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是指系统内所包括的若干相互联系的各种要素 。生态系

统是由两大部分 、四个基本成分组成的 。两大部分就是生物和非生物环境 ，也称

之为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或生命成分和非生命成分 ；四个基本成分是指生产者 、

消费者 、还原者和非生物环境 （图 ２ １） 。其中前三者属于生命成分部分 ，后者

为非生命成分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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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

生态系统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部由许多零件组成的机器 。这些零件之间靠能

量的传递而互相联系为一部完整的机器 。生态系统首先是由许多生物组成的 ，物

质循环 、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把这些生物与环境统一起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

功能单位 。

１畅 生产者

生产者是指生物成分中能利用太阳能等能源 ，将水和无机盐等简单的无机物

制造成复杂的有机物 ，供生物群落中各种生命活动之所需的自养生物 。包括陆生

的各种植物 、水生的高等植物和藻类以及一些光能细菌和化能细菌 ，生产者中最

主要的是绿色植物 。

生产者是生态系统的必要成分 ，它们的作用是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 ，以简单

的无机物质为原料制造各种有机物质 ，不仅供给自身生长发育的需要 ，也是其他

生物类群及人类食物和能量的来源 ，并且是生态系统所需一切能量的基础 。

２畅 消费者

消费者是指靠自养生物或其他生物为食物而获得生存能量的异养生物 ，主要

是各类动物 。其中有的以植物为食 ，这些是草食动物 ，又称初级消费者 ；有的以

草食动物为食 ，这些是肉食动物 ，又称次级消费者 。肉食动物之间又 “弱肉强

食” ，由此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级消费者以及四级消费者 。在消费者中最常见的是

杂食性消费者 ，例如池塘中的鲤鱼 ，它们既吃草 ，又吃小动物 ，食性很杂 ，正是

杂食性消费者的这种营养特点 ，构成了生态系统中极其复杂的营养关系 。它们虽

然不是有机物的最初生产者 ，但可将初级产品作为原料 ，制造各种次级产品 ，因

此 ，它们也是生态系统生命力构成中十分重要的环节 。

３畅 还原者

还原者亦称分解者 ，主要是指细菌 、真菌 、放线菌和原生动物 。它们也属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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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物 ，故又有小型消费者之称 。它们具有把复杂的有机物分解还原为简单的无

机物 （化合物和元素） ，释放归还到环境中去 ，供生产者再利用的能力与作用 。

如果没有分解者的作用 ，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就停止了 。还原者体型微小 ，数量

惊人 ，分布广泛 ，存在于生物圈的每个部分 。在环境保护中 ，常常利用还原者这

种特点 ，消解污染 。

４畅 非生物环境

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成分 ，或称环境亚系统 ，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来

源 ，包括生物活动空间和参与物质代谢的各种要素 ，其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为气

候因子 ，如光照 、热量 、水分 、空气等 ；其二为无机物质 ，如矿质 、盐分等 ；其

三为有机物质 ，如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类及腐殖质等 。

生态系统四个基本成分之一的非生物环境主要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和功能 。一

是它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生物活动的空间 ，生物在非生物环境中得到生存和繁

衍 ；二是它提供了生物活动 、成长及生理代谢所需要的各类营养要素 。

（三） 生态系统组成成分的关系

生态系统的这四个基本成分 ，在能量获得和物质循环中各以其特有的作用而

相互影响 ，相互依存 ，通过复杂的营养关系而紧密结合为一个统一整体 ，共同组

成了生态系统这个功能单元 。

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对于生态系统来说是缺一不可的 。倘若没有环境 ，生物就

没有生存的空间 ，也就得不到赖以生存的各种物质 ，因而也就无法生存下去 。但

仅有环境而没有生物成分 ，也就谈不上生态系统 。从这个意义上讲 ，生物成分是

生态系统的核心 ，绿色植物则是核心的核心 。因为绿色植物既是系统中其他生物

所需能量的提供者 ，同时又为其他生物提供了栖息场所 。而且 ，就生物对环境的

影响而言 ，绿色植物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 ，绿色植物在生态系统

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第一位的 。一个生态系统的组成 、结构和功能状态 ，除取

决于环境条件外 ，更主要的是取决于绿色植物的种类构成及其生长状况 。

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既是生态系统生命力构成中的重要环节 ，也是生态系统

中生产者进行生产活动的内在动力 。因为在没有消费者的情况下 ，生产是没有目

的和缺乏动力的 。此外 ，消费者的丰富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系统质量的

状况 ，因为消费者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营养组群 ，缺少它 ，食

物链就会断裂 ，更无法形成生物网 ，从而大大影响生态系统的生命力 。

生态系统中还原者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 ，尤其是各类微生物 ，正是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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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作用才使物质循环得以进行 。整个生物圈就是依靠这些体型微小 、数量惊人

的分解和转化者消除生物残体 ，同时为生产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营养原料 。

综上所述 ，可见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通过营养上的关系彼此联系着 。俗话

说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啃泥巴” ，一连串地吃下去 ，这就是所谓的

“食物链” 。但是许多生物并不只是以一种生物为食 ，一种生物常常也不只是固定

为某一种生物的饵料 ，因此食物链又互相交叉连接 ，构成所谓的 “食物网” 。

三 、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一） 生态系统的结构

１畅 空间结构

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指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空间配置 （分布） 状况 ，亦即

生物群落的空间格局状况 ，包括群落的垂直结构 （成层现象） 和水平结构 （种群

的水平配置格局） 。

２畅 物种结构

物种结构是指生态系统中各类物种在数量方面的分布特征 。由于各类生态系

统在物种数量及规模上差异很大 ，如水域生态系统的生产者主要是需借助显微镜

才能分辨的浮游藻类 ，而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却是一些高达几米甚至几十米

的乔木和各种灌木 。而且 ，即使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态系统 ，要全部搞清楚它的

物种结构也是极其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 ，人们主要以

群落中的优势种类 ，生态功能上的主要种类或类群作为物种结构研究对象 。

３畅 营养结构

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即食物网及其相互关系 。生态系统是一个功能单位 ，以

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作为其显著特征 ，而物质循环及能量流动在某种程度

上说又是以食物网为基础进行的 。要理解食物网首先要从食物链谈起 。食物链即

生物圈中一种生物以另一种生物为食 ，彼此形成一个以食物连接起来的链锁关

系 。也可将食物链理解为生态系统中不同物质之间通过取食关系而形成的链锁式

单向联系 。食物链的突出特性就是生物富集作用 （又称生物放大） 。某些自然界

不能降解的重金属元素或有毒物质 ，在环境中的起始浓度并不高 ，但经过食物链

逐渐富集 ，进入人体后 ，可能提高到数百倍甚至数百万倍 ，对机体构成严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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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食物链所具有的生物富集作用也可供人类进行 “生物冶金” 和 “生物治污” 。

前者如利用某些植物共有的富集金属的特性 ，从植物中提炼金属 。后者如利用某

些植物富集吸收高浓度金属的特性 ，让它净化被有毒金属污染的土壤 。

（二） 生态系统的功能

上述生态系统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基本功能 ，即物质生产 、能量流动 、物质循

环和信息传递 。

１畅 物质生产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生产主要是由绿色植物承担的 。只有绿色植物能把简单的

无机物 ，即水和无机盐等物质 ，在太阳辐射能的作用下转变为复杂的有机物 ，即

把太阳能转变为化学能 ，贮存在有机物中以供生态系统中各种生命活动的能量所

需 。这是人类食物的根本来源 ，直到现在 ，它仍然是人类能量利用的主要来源 。

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生产包括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两个过程 。前者是生产者

（主要是绿色植物） 把太阳能转变为化学能的过程 ，故又称为植物性生产 。后者

是消费者 （主要是动物） 的生命活动将初级生产品转化为动物能 ，故称为动物性

生产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这两个生产过程彼此联系 ，但又是分别独立进行的 。

２畅 能量流动

能量指物质做功的能力 。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是指能量通过食物网在系统

内的传递和耗散过程 。能量流动开始于初级生产者把太阳能固定在有机物中 ，这

部分能量有三个去向 ：一部分为各类草食动物所采食 ；一部分因自身生命活动而

消耗 ；第三部分暂时贮存在活的植物体内或枯枝落叶中 ，这一部分最终再经一系

列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过程而逐渐被分解者所分解 。实际上 ，生态系统中的能

量也包括动能和势能两种形式 。生物与环境之间以传递和对流的形式相互传递与

转化的能量是动能 ，包括热能和光能 ；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之间传递与转化的能量

是势能 。所以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也可看作是动能和势能在系统内的传递与转

化的过程 （见图 ２ ２） 。

３畅 物质循环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主要指生物维持生命活动正常进行所必需的各种营养元

素 ，包括近 ３０种化学元素 ，其中主要是碳 、氢 、氧 、氮和磷五种 ，它们构成全

部原生质的 ９７％ 以上 。这些营养物质存在于大气 、水域及土壤中 。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是指生命活动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通过食物链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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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 　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

级的传递和转化 ，这里所说的是各种营养物质经过分解者分解成可被生产者利用

的形式归还到环境中重复利用 ，周而复始地循环 ，完成生态系统的物质流动 。物

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不同 ，它不是单向性的 。同一种物质可以在生物链的同一营养

级内被多次利用 ，各种复杂的有机物质经过分解者分解成简单的无机物归还到环

境 ，再被生产者利用 ，周而复始地循环 。物质循环是生态系统的普遍现象 ，对维

持生态平衡及人类生存具有重大意义 。

４畅 信息传递

信息传递 （又称信息流） 指生态系统中各生命成分之间及生命成分与环境之

间的信息流动与反馈过程 ，是生物之间 、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

一种特殊形式 。在生态系统中种群与种群之间 、种群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 ，甚至

生物与环境之间都存在着信息传递 。信息传递与联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它的

作用与能流 、物流一样 ，是把生态系统各组分联系成一个整体 ，并具有调节系统

稳定性的作用 。可以认为整个生态系统中能流和物流的行为由信息决定 ，而信息

又寓于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之中 ，物质流和能量流是信息流的载体 。

信息流与物质流 、能量流相比有其自身特点 ：物质流是循环的 ，能量流是单

向的 、不可逆的 ；而信息流却是有来有往的 、双向运行的 ，即既有从输入到输出

的信息传递 ，又有从输出到输入的信息反馈 。正是由于信息流 ，一个自然生态系

统在一定范围内的自动调节机制才得以实现 。一般将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分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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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 、化学信息 、营养信息与行为信息 。

环境是生态系统的信息源 ，当系统中的自养生物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 ，把

来自环境的太阳光以化学能的形态固定下来并输入生态系统的同时 ，也就把信息

引进了系统 。阴晴雨雪 、春润秋爽 、闪电雷鸣 、河水的涨落 、海潮的澎湃 、水土

的流失和冲积等 ，无不体现着能量 、物质在时空上分布的不均匀性 ，无不包含着

这样或那样的信息 。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声 、光 、色是物理信息 ，诸如人的语言 ，

蛙的鸣叫 ，鸟的啼鸣 ，兽的吼叫 ，蝴蝶的飞舞 ，花的色彩 ，萤火虫的闪光等等 ；

生物体代谢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物质 ，如酶 、生长素 、维生素 、抗菌素 、性诱激素

等物质 ，在系统中不断传递着化学信息 ；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 、食物网到处充满

着营养信息 ，正是这些信息同能量 、物质的协同作用 ，把地球生物圈中的数万个

物种连接成一个整体 。生态系统中许多植物的异常表现和许多动物的异常行为所

包含的行为信息 ，常常预示着灾变或反映着环境的变化 。关于生态系统中的信息

流 ，许多问题尚在研究过程之中 ，这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宽阔而又深邃的科学

领域 。

四 、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及类型

（一） 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任何 “系统” 都是具有一定结构 ，各组成成分之间发生一定联系并执行一定

功能的有序整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 ，生态系统与物理学上的系统是相同的 。但生

命成分的存在决定了生态系统具有不同于机械系统的许多特征 ，这些特征主要表

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

１畅 生态系统是动态功能系统

生态系统是有生命存在并与外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的特定

空间 ，所以 ，生态系统具有有机体的一系列生物学特性 ，如发育 、代谢 、繁殖 、

生长与衰老等 。这就意味着生态系统具有内在的动态变化的能力 。任何一个生态

系统总是处于不断发展 、进化和演变之中 ，这就是所说的系统的演替 。人们可根

据发育的状况将生态系统分为幼年期 、成长期 、成熟期等不同发育阶段 。每个发

育阶段所需的进化时间在各类生态系统中是不同的 ，发育阶段不同的生态系统在

结构和功能上都具有各自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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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

生态系统都与特定的空间相联系 ，因此它是一个包含一定地区和范围的空间

概念 。这种空间都存在着不同的生态条件 ，栖息着与之相适应的生物类群 。生命

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生物对环境的长期适应结果 ，使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反映了一定的地区特性 。同是森林生态系统 ，寒温带的长白山区的针阔混

交林与海南岛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相比 ，无论是物种结构 、物种丰度还是系统的

功能等均有明显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区域自然环境不同的反映 ，也是生命成分在

长期进化过程中对各自空间环境适应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

３畅 生态系统是开放的 “自维持系统”

物理学上的机械系统 ，如一台机床或一部机器 ，它的做功需要电源 ，它的保

养 （如部件检修 、加油等） 是在人的干预下完成的 ，所以机械系统是在人的管理

和操纵下完成其功能的 。然而 ，自然生态系统则不同 。它所需要的能源是生产者

对光能的 “巧妙” 转化 ，消费者取食植物 ，而动 、植物残体以及它们生活时的代

谢排泄物通过分解作用 ，使结合在复杂有机物中矿质元素又归还到环境 （土壤）

中 ，重新供植物利用 。这个过程往复循环 ，从而不断地进行着能量和物质的交

换 、转移 ，保证生态系统发挥功能并输出系统内生物过程所制造的产品或剩余物

质和能量 。生态系统功能连续的自我维持基础就是它所具有的代谢机能 ，这种代

谢机能是通过系统内的生产者 、消费者 、分解者三个不同营养水平的生物类群完

成的 ，它们是生态系统 “自维持” 的结构基础 。

４畅 生态系统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

自然生态系统若未受到人类或者其他因素的严重干扰和破坏 ，其结构和功能

是非常和谐的 ，这是因为生态系统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 。所谓自动调节功能是指

生态系统受到外来干扰而使稳定状态改变时 ，系统靠自身内部的机制再返回稳

定 、协调状态的能力 。生态系统自动调节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同种生物种群

密度调节 ；异种生物种群间的数量调节 ；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适应的调节 ，主要

表现在两者之间发生的输入 、输出的供需调节 。

（二） 生态系统的类型

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所处空间环境性质及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两方面因

素 ，生物圈中大小不等 、类型各异的生态系统的划分见图 ２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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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生态系统的分类

五 、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对旅游环境管理的作用

任何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中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总是不断地进行着 。但在

一定时期内 ，生产者 、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 ，这种平衡状

态就叫生态平衡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 ，平衡还表现为生物种类和数量的相对稳

定 。生态平衡之所以能保持动态的平衡 ，主要是由于内部具有自动的调节能力 ，

例如对污染物质来说 ，就有环境的自净能力 。当系统的某一部分出现机能异常

时 ，就可能被不同部分的调节所抵消 。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越多样 ，能量流动和

物质循环的途径就越复杂 ，其调节能力也就越强 。相反 ，成分越单纯 ，结构越简

单 ，其调节能力也越小 。但是 ，一个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再强 ，也是有一定限度

的 ，超出了这个限度 ，调节功能就会减弱甚至失效 ，生态平衡就会受到破坏 。生

态系统之所以能维持相对稳定或动态平衡 ，是由其内在规律决定的 。

（１） 物物相关律 。在生态系统中各种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的关系 。有相同生理 、生态特性的生物 ，占据与之相适宜的小环境 ，构

成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 。系统中不仅同种生物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 ，异种生物

（系统内各部分） 间也存在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关系 ；不同群落或系统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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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存在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 ，亦可以说彼此影响 。改变其中某一事物 ，很

可能对其他事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甚至影响系统的整体 。

在旅游开发建设中 ，特别是在需要排放废弃物 、采伐森林 、修建大型工程设

施及其他重要建设项目时 ，务必注意调查研究 ，查清自然界诸事物之间的相互关

系 ，统筹兼顾 ，即要对与某事物相关的其他事物加以认真的 、通盘的考虑 ，包括

考虑此种开发活动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短期的和长期的 、明显的和潜在的） ，从

而作出全面合理的安排 。

（２） 物物相克律 。在生态系统中 ，每一种生物在物质和能量流动过程中都占

有一定的位置 ，彼此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 、协同进化 。任何一个物种都是生态系

统食物链或食物网中的一个环节 。通过 “食物” 而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 。被食者

为捕食者提供生存条件 ，同时又为捕食者控制 ；反过来 ，捕食者又受制于被食

者 ，彼此相生相克 ，使整个体系 （或群落） 成为协调的整体 。亦即体系中各种生

物个体都建立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上 ，它们的大小和数量都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

生物体间的这种相生相克作用 ，使生物保持数量上的相对稳定 ，这是生态平衡的

一个重要方面 。当人们向一个生物群落 （或生态系统） 引进其他群落的生物种

时 ，往往会由于该群落缺乏能控制它的物种 （天敌） 存在 ，使该种种群暴发起

来 ，从而造成灾害 。这种捕食关系表现了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彼此相克的关系 ，

使整个生态系统形成协调的整体 。

在旅游生态环境的管理 、保护和利用中不能任意改变这种比例关系 ，否则会

严重扰乱 、破坏生态平衡 ，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有些景区引进外来物种 ，由于没

有天敌 ，造成这种物种泛滥 ，引起严重的生态问题 。

（３） 能流物复律 。在生态系统中能量不断流动 ，物质不停的循环 。但是 ，能

量流动是单向的 ，在经过食物链的每一个级位时 ，都有一部分转化热而逸散进入

环境 ，不能再回收利用 。因此 ，在旅游开发中提高能量利用率是旅游环境管理的

战略任务之一 。在物质的循环过程中遵循物质不灭定律 。为了控制环境中毒 、有

害物质的迁移转化 ，掌握物质循环的途径及运行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

（４） 负载有额律 。任何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能力和抵御外来干扰的能力都是

有限的 。这个极限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 、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

力 。它是由生态系统结构决定的 。人类的开发建设活动不能超出这个极限 。

（５） 协调稳定律 。只有结构功能协调的生态系统才能够稳定运行 。 一般来

说 ，自然生态系统中 ，生物的种类越多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越强 。因此 ，环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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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要运用各种手段鼓励人们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研究生态设计 、创造结构和

功能相对协调的生物生产能力高的人工或半人工生态系统 。

（６） 时空有宜律 。各类特定的生态系统都随时空条件而变化 。因此 ，人类开

发利用自然资源 ，要了解和掌握不同时空条件下生态系统的特点 ，因时 、因地

制宜 。

生态学理论为旅游环境管理提供了重要基础和理论支撑 。

第三节 环境容载力理论

一 、环境容载力的概念与特点

环境容载力的概念是对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力两个概念的结合与统一 。环境

容量与环境承载力是环境系统的两个方面 ，它们紧密联系 ，共同体现和反映出环

境系统的结构 、功能与特征 ，但二者各有侧重 。

（一） 环境容载力的概念

１畅 环境容量

环境容量从狭义上理解 ，其概念可以表述如下 ：一定时间 、空间范围内的环

境系统在一定的环境目标下对外加的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承受量或负荷量 。它往往

是以环境质量标准为基础的污染物容纳阈值 ，即指基本环境基准 ，结合社会经

济 、技术能力指定的控制环境中各类污染物质浓度水平的限值 。而广义的环境容

量可以理解为是指某区域 （城市） 环境对该区域发展规模及各类活动要素的最大

容纳阈值 。这些区域环境容量包括自然环境容量 （大气环境容量 、水环境容量 、

土地环境容量） 、人工环境容量 （用地环境容量 、工业容量 、建筑容量 、人口容

量 、交通容量等） ，这些容量的总和即为整体环境容量 。环境容量是环境质量中

“量” 的方面 ，是质量的量化表现或定量化表述 。一般情况下 ，环境容量通常可

以用绝对值或单位标准值来表示 。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看 ，环境可分为大气环境 、水环境 、土地环境 、社会经济

环境 ，其环境容量可分为标准时空容量 、污染物极限容量 、人口极限容量 、生态

容量 （环境占用和资源消耗） 四个方面 。这四个环境容量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 。

对旅游区发展来说 ，环境标准时空容量是目标容量 ，污染物极限容量和人口极限

容量均是控制容量 ，生态占用量是开发利用容量 。在旅游区开发建设过程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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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人口或污染物总量超过环境极限容量时 ，环境承载力就会受影响 ，这需由生态

容量来调控 ，这样才能协调旅游发展与环境容量的定量关系 ，彻底解决旅游区环

境污染 、人口增长 、资源利用 、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 。

２畅 环境承载力

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 、一定的状态或条件下 、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在

维持区域环境系统结构不发生质的变化 、环境功能不遭受破坏的前提下 ，区域环

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 ，或者说是区域环境对人类社会

发展的支持能力 。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 ，即基本环境承载力 （或称差值承载力）

和环境动态承载力 （或称同化承载力） 。前者可通过拟订的环境质量标准减去环

境本底值求得 ，后者指该环境单元的自净能力 。环境承载力是环境质量的 “质”

的方面 ，是质量的质化表现或定性概括 。环境承载力也是各个环境要素在一定时

期 、一定的状态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宜程度 ，具体包括气候要素 （气候生产指

数 、气候干旱指数等） 、资源要素 （资源丰富度 、资源开发强度等） 、 地形要素

（地形起伏度） 等要素 。环境承载力可分为环境基本承载力 、污染承载力 、抗逆

承载力 、动态承载力四个方面 ，反映的是大气 、水 、土地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

动态和静态变化的水平 。要得到环境承载力的结论一般需要建立数值模拟模型和

预测模型 ，分析大气 、水 、土地 、社会经济环境的动态和静态变化趋势 ，确定环

境承载力指数 。

３畅 环境容载力

由上述可见 ，环境容量强调的是区域环境系统对其自然灾害的削减能力和对

人文活动排污的容纳能力 ，侧重体现和反映了环境系统的自然属性 ，即内在的自

然秉性和特质 ；环境承载力则强调在区域环境系统正常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 ，环

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 ，侧重体现和反映了环境系统的社会

属性 ，即外在的社会秉性和特质 ，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其承载力的根源 。在

区域的发展过程中 ，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反映的是环境质量的两个方面 ，前者

是环境质量表现的基础 ，反映的是环境质量的 “量化” 特征 ；后者是环境质量的

优劣程度 ，反映的是环境质量的 “质化” 特征 。一般来说 ，环境容量是以一定的

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 ，反映的是环境质量的 “量变” 特征 ，而环境承载力是以环

境容量和质量标准为基础的 ，反映的是环境质量的 “质变” 特征 。

环境容载力概念的提出主要是源于对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力两个概念的有机

结合与高度统一 ，也是环境质量的量化与质化的综合表述 。从一定意义上讲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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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环境的容量和质量 ，就没有环境的承载力 ，环境的容载力就是环境容量和承载

力 。因此 ，环境的容载力定义为 ：自然环境系统在一定的环境容量和环境质量支

持下对人类活动所提供的最大的容纳程度和最大的支撑阈值 。简言之 ，环境容载

力是指自然环境在一定纳污条件下所支撑的社会经济的最大发展能力 。它可看作

是环境系统结构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相适宜程度的一种表示 ，环境容载力可以用环

境容量分值和环境承载力指数来综合评价 。在区域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 ，依据环

境容载力评价结果 ，预测环境容量变动和承载力变动趋势 ，其结果可作为生态环

境功能分区的主要依据 。

（二） 环境容载力的特点

环境系统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一 ，因而环境容载力涉及的学科及范

围极为广泛 ，它在本质上反映了环境系统的复杂性 、资源的价值性和密集性等 ，

具有下述特征 。

１畅 有限性

在一定的时期及地域范围内 ，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条件下 ，

一定的环境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条件下 ，区域环境系统对其人口 、社会 、经济及各

项建设活动所提供的最大的容纳程度和最大的支撑阈值或以最大的环境容量和环

境质量支持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 ，即容载力是有限的 。尤其是区域

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 、能力和环境系统的功能是决定区域环境容载力大小的主要

因素 。

２畅 客观性

区域环境容载力本身是一个客观的量 ，是环境系统客观自然属性的反映 ，也

是环境系统的客观自然属性在 “质” 的方面的衡量 。在一定的区域环境容载力的

评价指标体系下 ，其指标值的大小是固定的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即从

“质” 的角度来讲 ，其 “质” 的量化的大小是固定的 。

３畅 变动性

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 、环境系统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随区域发展

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的 ，这些变化一方面与环境系统自身的运动变化有关 ；

另一方面与区域的发展对环境施加的影响有关 。这些变化反映到区域环境容载力

上 ，就是环境容载力在 “质” 与 “量” 这两种规定性上的变动 。在 “质” 的规定

性上的变动表现为环境容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变动 ；在 “量” 的规定性上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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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环境容载力评价指标值大小上的变动 。

４畅 可调控性

区域环境容载力具有可调控性 ，这种可调控性表现为人类在掌握环境系统运

动变化规律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需求对环境系统进行有目的的改造 ，从而提高

环境容载力 。如旅游区通过保持适度的生态建设和合理的空间布局 、客流的合理

调控及消费方式的改变等手段提高环境的容载力 。

二 、环境容载力的结构和功能

（一） 环境容载力的结构

具有复杂结构的区域环境系统所反映出的环境容载力是联系区域社会经济活

动与生态环境的纽带和中介 ，反映区域社会经济活动和环境结构与功能的协调程

度 。从结构上可分为总量和分量两部分 ，其中分量指大气 、水 、土壤 、生物等环

境 （要素） 的容量和水 、土地 、矿产资源 （要素） 的承载力 ，总量是指环境的整

体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整体承载力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 ，系统整体的功能大于各子

系统功能之和 ，因此 ，环境整体容载力大于各个要素容载力的综合 （见图 ２ ４） 。

图 2 4 　环境容载力的结构示意图

环境容载力的结构决定了环境容载力的功能 ，如果环境容载力结构合理 ，则

容载力总量与分量相对较大 ，相应容载力的功能就强 ；而容载力的功能体现了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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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的结构 。环境容载力结构和功能间相互关系见图 ２ ５ 。

图 2 5 　环境容载力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示意图

（二） 环境容载力的功能

环境容载力的功能 ，从外延上讲主要包括对环境系统的保护和恢复 ；从内涵

上讲主要包括服务 、制约 、维护 、净化 、调节等多种功能 。

１畅 服务功能

服务功能是指环境系统以其有限的环境容载力直接或间接为区域生态系统的

生存和活动服务的职能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 ，环境容载力的服务功能是多元化和

全方位的 ，其服务对象是区域整体的一切活动 ，服务范围达到区域所有作用腹地

并外延到区域周围地区 。环境容载力通过其服务功能体现出环境系统资源的价值

性 、维护性和效益性等特征 。

２畅 制约功能

制约功能是指环境系统以其有限的环境容载力限制区域生态系统发展规模的

职能 。环境容量的限制要求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 ，要进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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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 ；环境承载力的限制要求区域发展必须有序 、有节制地进

行 ，要不断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 ，注重利用技术的改良与创新 。环境容载力

制约着区域的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恢复 。

３畅 净化功能

净化功能是指区域环境系统以其有限的环境容载力通过各种自然环境作用及

社会经济活动作用达到净化和美化区域的职能 。区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必

须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造就一个优美适宜的生存环境 ；其次 ，由此改善社

会和经济环境 ，造就一个良好永续发展的环境 ，从而进一步提高区域的集聚能力

并推动其进化发展 。

４畅 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是指区域环境系统以其有限的环境容载力在其环境受到外界干扰时

做出指示和反应来进行自我调节的职能 。当环境容载力超过其阈值时 ，环境系统

就会立即做出反馈指示或报复反应 ，从而迫使自然和人文系统进行自律调节 。自

然系统会通过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调节其生物总量 ，而人文系统则会发挥主观能

动性 ，通过计划规划 、布局调整和技术提高等进行调节 。

５畅 输送功能

输送功能是指环境系统以其有限的环境容载力通过各种基础设施为区域生态

系统提供必要的物质和能量保障的职能 。若区域环境系统的容载力容量大 、承载

力强 、结构好 、性能优 ，便可积聚众多的生物流 、物质流 、能量流和信息流等 ，

从而保证区域整体的正常运转 。

６畅 维护功能

维护功能是指环境系统以其有限的环境容载力 ，以上述特定的功能和设施条

件维护区域自然环境系统 、社会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职能 。若区域环境系统的容

载力容量大 、承载力强 、结构好 、性能优 ，则有利于维护区域的生态平衡 ，有利

于强化抵御各种灾害 、伤害的能力 ，保证区域的正常发展 。

７畅 效益功能

效益功能是指区域环境系统以其有限的环境容载力通过生物流 、物质流 、能

量流和信息流等途径产生环境 、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的职能 。环境容载力可产生

直接的和间接的环境 、社会和经济的综合效益 ，其中更多的是产生间接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 。显然 ，环境容载力是联系区域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纽带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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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反映区域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结构及功能的协调程度 。区域环境容载力功能

的大小与环境系统功能的强弱呈对应的正相关 ，即环境系统功能是通过其容载力

大小来体现和反映 ，而环境容载力大小则是其功能在质与量上的综合衡量 。

三 、环境容载力的类型及其内容

根据如前所述 ，环境容载力类型主要包括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 。

（一） 环境容量的分类与内容

１畅 标准时空容量

环境标准时空容量是指以环境质量标准为基准的各类污染物质浓度在时间和

空间上分异的水平限值 。根据目前我国现行的环境质量标准 ，大气 、水 、噪声 、

土壤等环境质量均有规定的功能区分类 、标准分级和浓度限值 。如大气质量功能

区分为三类 ： Ⅰ类区为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 ； Ⅱ

类区为城镇规划中确定的居住区 、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 、文化区 、一般工业区和

农村地区 ； Ⅲ类区为特定工业区 。 大气质量标准分为三级 ： Ⅰ 类区执行一级标

准 ； Ⅱ类区执行二级标准 ； Ⅲ类区执行三级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各项污染物不允

许超过的浓度限值 ，一般以二级标准评价环境质量 ，即二氧化硫每立方米空气中

不超过 ６０微克 ，氮氧化物不超过 １００微克 ，总悬浮颗粒物不超过 ３００微克 。

社会经济发展时空容量指的是区域发展的时空层次 ，包括其区域的社会经济

增长 、社会经济变革 、社会经济进步这三个层次 。

２畅 污染物极限容量

污染物极限容量主要包括大气环境 、水环境 、土地环境和社会环境污染极限

容量 。其中大气环境污染物极限容量主要是指大气环境对大气污染物的最大容纳

阈值 。大气环境容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地理条件 、气象条件 、大气资源总量等因

素有关 。大气环境容量越大说明该地区大气环境纳污能力越强 ，大气污染状况也

相对容易得到控制 。 一般城市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等的排

放 ；而旅游区大气污染主要来自旅游服务设施 。

水环境极限容量定义为 ：一定水体在规定环境目标下 ，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

量 。水环境容量大小与水体特征 、水质目标及污染物特性有关 ，同时水环境容量

还与污染物的排放方式及排放的时空分布有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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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环境污染物极限容量主要是指土地环境对土地污染物的最大容纳阈值 。

其大小与该地区的土地资源总量 、该地区污染物本底浓度值等因素有关 。土地环

境容量的大小反映出该地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度的大小 。土地环境容量

大 ，说明该地区的土地承载力大 ，土地的开发利用潜力度高 。

３畅 人口极限容量

这包括水环境的人口容量 、粮食人口容量 、经济人口容量和区域可用土地人

口容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粮食人口容量 ，它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 ，区域内

的土地资源所能供养一定营养水平的人口数量 。受气候 、土壤等因素的制约 ，土

地不可能无限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容纳过量的人口 。粮食人口容量是以土地生产

潜力来计算 。土地生产潜力也是指土地潜在的生产力 ，在干旱区一般把光温生产

潜力作为土地生产潜力的上限 ，而将土地的气候灌溉潜力作为土地开发利用的实

现目标 。

４畅 生态容量

生态容量是指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 、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

间 ，是由环境容量所决定的生命活动空间 。针对不同的研究层次 ，生态容量可以

是个人的 、区域的 、国家的甚至全球的 ，其含义就是要维持一个人 、地区 、国家

或者全球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能够吸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的 、具有生物生产力的

地域面积或地理空间 ，用个人占有 、城市或农村利用的资源量 、生态污染物破坏

控制指标来表示 。

生态容量是一个和环境人口承载力既相似又不同的概念 。如前所述 ，环境人

口承载力是指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 ，一个地区的资源能够承载的一定生活质量的

人口的数量 。而生态容量则是反其道而行之 ，试图估计要承载一定生活质量的人

口 ，需要多大的生态空间 。这里的生态空间主要是指可供人类使用的可再生资源

或者能够消纳废物的生态系统 。因此 ，我们又称之为 “占用的环境容量” 。

（二） 环境承载力的分类与内容

１畅 环境基本承载力

环境基本承载力是环境承载力的最基本性质 ，可通过拟订的环境质量标准减

去环境本底值求得或分别由大气 、水 、土地 、社会经济环境指数来表示 。

２畅 环境污染物承载力

环境污染物承载力主要从污染物角度考察污染物在一定的区域环境下对环境

66

旅游环境管理　 　 Lüyou Huanjing Guanli



的侵占度及破坏度 ，从而反映区域环境系统对社会发展 ，特别是工业发展的承载

力与支持度 。即区域环境通过对污染物的负荷而体现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和承

载力度 。一般选取大气污染指数 、水污染指数 、污染物排放密度指数和污染物排

放强度指数作为环境污染物承载力指数因子 。

３畅 环境抗逆承载力

环境抗逆承载力主要是指环境本身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 ，一般以气候变异指

数 、生态脆弱指数和生态调控指数来表示 。这里所说的生态调控指数反映了区域

生态环境的主动性和适应性 。该指数包括污染物调控指数和环境调控指数 。前者

是人为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 ，体现了人在区域环境承载力中的作用 ；后者是自然

环境本身对环境破坏的缓解与承载能力 ，体现了环境自然秉性对环境的承载

能力 。

４畅 环境动态承载力

环境动态承载力主要是取决于环境基本承载力 、环境污染物承载力 、环境抗

逆承载力的变化程度 ，其中起决定性变化的在于环境污染物承载力 。在生态建设

过程中通过对污染物的控制 ，提高环境基本承载力和环境抗逆承载力 ，保持环境

承载力的稳定性 。通过对主要环境污染物的预测 ，分析环境动态承载力的变化

趋势 。

容载力理论是正确定位旅游区开发规模 、接待能力的重要理论 。通过对环境

容载力的评估 ，可以确定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 ，建立环境质量的生态调控指

标 ，从而确定旅游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发展规模 ，是旅游区环境管理

研究的重要理论 。

第四节 循环经济理论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 ，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 。

知识经济要求加强经济运行过程中智力资源对物质资源的替代 ，实现经济活动的

知识化转向 ；循环经济要求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 ，实现经

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 。自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 ，发达国家

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 、建立循环型社会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

实现方式 。

我国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引入循环经济的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 ，建立节约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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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会已成为党和政府的关注点 ， ２００５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大力推进

结构调整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２００６ 年我国进一步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 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４日在全国两会上 ，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了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 ，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

缓解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出路 ，是保障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 。

一 、循环经济的由来

“循环经济” 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提出生态经济时

谈到的 。他受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 ，宇宙

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 、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 ，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 ，最终它

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 。 唯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实现宇宙飞船内的资源循

环 ，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 。当然 ，最终宇宙飞船仍会因资源耗尽而毁灭 。同理 ，

地球经济系统如同一艘宇宙飞船 ，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得多 ，地球寿命也长得

多 ，但是 ，也只有实现对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 ，地球才能得以长存 。

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与环境的国际经济

研究 。 １９６８年 ４月在意大利的 “罗马俱乐部” ，人们提出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问

题 。在他们的 枟增长的极限枠 的研究总报告的第三章中 ，专门写了 枟人均资源利

用枠 一节 ，以说明资源循环问题 。

循环经济拓宽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

联系起来 。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的总报告 枟我们共同的未来枠 中

专门写了 枟公共资源管理枠 一章 ，探讨通过管理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再生和

循环 。

二 、循环经济的定义

循环经济就是在人 、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 、企业生

产 、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把传统的 、依赖资

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与工业经

济从劳力 、土地和资本的系统分析问题相比较 ，循环经济从人 、自然资源和科学

技术的更大系统来分析经济问题 ；与工业经济对资源的一次性使用 、生产增长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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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资源净消耗的线性增加相比较 ，循环经济对同一资源多次使用 、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 、变废为宝 、循环使用 ，依靠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来增加生产 。因此 ，循环经

济从宏观讲在经济结构 、产业政策方面 ，从微观讲 ，在企业管理和工业流程方面

都与其他经济有很大不同 。循环经济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最大的不同在于理

念 ，在于经济理论 、目标体系 、价值观和对经济要素的认识 。

循环经济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 。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 ，循环经济具有三个重

要的特点和优势 ：

第一 ，循环经济可以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

排放 ，保护生态环境 。传统经济是由 “资源 —产品 —污染排放” 所构成的单向物

质流动的经济 。在这种经济中 ，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自然资源和能源开采出

来 ，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 ，对资源的

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 。循环经济倡导建立在物质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

模式 ，根据 “资源输入减量化 、延长产品和服务使用寿命 、使废物再生资源化”

等三个原则 ，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 “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 —再生产品” 的循

环流动过程 ，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少产生

废弃物 ，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末端处理 。

第二 ，循环经济可以实现社会 、经济和环境的 “共赢” 发展 。传统经济通过

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增长 ，忽视了经济结构内部各产业之间的

有机联系和共生关系 ，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物质 、能量和信

息的传递 、迁移 、循环等规律 ，形成高开采 、高消耗 、高排放 、低利用 “三高一

低” 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 ，导致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 ，产生大量和严重的

环境污染 ，造成社会经济 、人体健康的重大损害 。循环经济则以协调人与自然关

系为准则 ，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规律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使社会

生产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的服务增长 ；同时 ，循环经济还拉长生产

链 ，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 ，增加就业机会 ，促进社会发展 。

第三 ，循环经济在不同层面上将生产和消费纳入到一个有机的可持续发展框

架中 。传统的发展方式将物质生产和消费割裂开来 ，形成大量生产 、大量消费和

大量废弃的恶性循环 。目前 ，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实践已在三个层面上将生产

（包括资源消耗） 和消费 （包括废物排放） 这两个最重要的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 ：

一是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 ，如杜邦化学公司模式 ；二是共生企业

间或产业间的生态工业网络 ，如著名的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 ；三是区域和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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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废物回收和再利用体系 ，如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 （DSD） 和日本的
循环型社会体系 。

因此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经济增长

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 ，协调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发展 ，走有中国特色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 ，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 。

三 、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

循环经济主要有三大原则 ，即 “减量化 、再利用 、资源化” 原则 ，每一原则

对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都是必不可少的 。

１畅 减量化原则

减量化原则针对的是输入端 ，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物质和能源流

量 。换句话说 ，对废弃物 ，是通过预防的方式而不是末端治理的方式来加以避

免 。在生产中 ，制造厂可以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的原料使用量 、通过重新设计制造

工艺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 。例如 ，通过制造轻型汽车来替代重型汽车 ，既可节

约金属资源 ，又可节省能源 ，仍可满足消费者乘车的安全标准和出行要求 。在消

费中 ，人们选择包装物较少的物品 ，购买耐用的可循环使用的物品而不是一次性

物品 ，以减少垃圾的产生 。

２畅 再利用原则

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 ，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 。 也就是

说 ，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地使用物品 ，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垃圾 。在生产中 ，

制造商可以使用标准尺寸进行设计 ，例如使用标准尺寸设计可以使计算机 、电视

和其他电子装置非常容易和便捷地升级换代 ，而不必更换整个产品 。在生活中 ，

人们可以将可维修的物品返回市场体系供别人使用或捐献自己不再需要的物品 。

３畅 资源化原则

资源化原则是输出端方法 ，能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 ，也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品的回收利用和废物的综合利用 。资源化能够减少垃圾的

产生 ，制成使用能源较少的新产品 。资源化有两种 ，一是原级资源化 ，即将消费

者遗弃的废弃物资源化后形成原来相同的新产品 ，例如将废纸生产出再生纸 ，废

玻璃生产玻璃 ，废钢铁生产钢铁等 ；二是次级资源化 ，即废弃物变成与原来不同

07

旅游环境管理　 　 Lüyou Huanjing Guanli



类型的新产品 。原级资源化利用再生资源比例高 ，而次级资源化利用再生资源比

例低 。与资源化过程相适应 ，消费者应增强购买再生物品的意识 ，来促进整个循

环经济的实现 。

四 、循环经济的微观模式

循环经济不仅得到了发达国家政府的推动 ，也得到了企业界的积极响应 。西

方许多企业在微观层次上 ，运用循环经济的思想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形成了一

些良好的运行模式 ，很值得我们借鉴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

（１） 杜邦化学公司模式 。这种模式可称之为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 ，其方式是

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 。 ８０年代末 ，杜邦公司的研究人员把工厂当作

试验新的循环经济理念的实验室 ，创造性地把循环经济三原则发展成为与化学工

业相结合的 “３R制造法” ，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 。他们通过

放弃使用某些有害环境的化学物质 、减少一些化学物质的使用量以及发明回收本

公司产品的新工艺 ，到 １９９４年已经使该公司生产造成的废弃塑料物减少了 ２５％

，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 ７０％ 。同时 ，他们在废塑料如废弃的牛奶盒和一次

性塑料容器中回收化学物质 ，开发出了耐用的乙烯材料等新产品 。

（２） 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模式 。这种模式可称之为企业之间的循环经济 ，其

方式是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 ，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 ，使

得一家工厂的废气 、废热 、废水 、废渣等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 。丹麦卡

伦堡工业园区是目前世界上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最为典型的代表 。这个工业园区的

主体企业是电厂 、炼油厂 、制药厂和石膏板生产厂 ，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 ，通过

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 ，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 ，

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 ，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形成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 。其中燃煤电厂位于这个工业生态系统的中心 ，对热能进

行了多级使用 ，对副产品和废物进行了综合利用 。电厂向炼油厂和制药厂供应发

电过程中产生的蒸汽 ，使炼油厂和制药厂获得了生产所需的热能 ；通过地下管道

向卡伦堡全镇居民供热 ，由此关闭了镇上３ ５００座燃烧油渣的炉子 ，减少了大量

的烟尘排放 ；将除尘脱硫的副产品工业石膏 ，全部供应附近的一家石膏板生产厂

作原料 。同时 ，还将粉煤灰出售供造路和生产水泥之用 。炼油厂和制药厂也进行

了综合利用 。炼油厂产生的火焰气 ，通过管道供石膏厂用于石膏板生产的干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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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火焰气的排放 。一座车间进行酸气脱硫生产的稀硫酸供给附近的一家硫酸

厂 ；炼油厂的脱硫气则供给电厂燃烧 。卡伦堡生态工业园还进行了水资源的循环

使用 。炼油厂的废水经过生物净化处理 ，通过管道向电厂输送 ，每年输送电厂

７０万立方米的冷却水 。整个工业园区由于进行水的循环使用 ，每年减少 ２５％ 的

需水量 。

五 、循环经济的理念

循环经济的理念是在全球人口剧增 、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的严峻

形势下 ，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界 、尊重客观规律 、探索新经济规律的产物 。其主要

变化如下 ：

（一） 新的系统观

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 ，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 、自然资源和科

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 。循环经济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把自身置

于这一大系统之外 ，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

经济原则 。

（二） 新的经济观

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 ，资本在循环 ，劳动力在循环 ，唯独自然资源没

有形成循环 。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 ，而不是仅仅沿用自 １９ 世纪以来机

械工程学的规律来指导经济生产 。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 ，还要考虑生态承载

能力 。在生态系统中 ，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 ，会造成生

态系统蜕化 ；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 ，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

发展 。

（三） 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在考虑自然资源时 ，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土地视为 “取料

场” 和 “垃圾场” ，将河流视为 “自来水管” 和 “下水道” ，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

用的资源 ，而是将其视为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 ；在考虑科学技术时 ，不

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 ，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

力 ，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 ；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 ，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

服能力 ，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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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的生产观

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 ，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

财富 ，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而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

的承载能力 ，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 ，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循环使用

资源 ，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 。在生产过程中 ，无论是材料选取 、产品设计 、工艺

流程还是废弃物处理 ，都要求实行清洁生产 。要实行 ３R原则 ，即资源利用的减

量化 （Reduce） 原则 ，即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少地输入自然资源 ；产品的再使

用 （Reuse） 原则 ，即尽可能延长使用周期 ，并在多种场合使用 ；废弃物的再循

环 （Recycle） 原则 ，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 ，力争做到排放的无害化 ，

实现资源再循环 ，例如对污水处理 ，并将中水再利用 。

同时 ，循环经济还要求尽可能地利用可循环再生的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 ，

如利用太阳能 、风能和农家肥 ，使生产合理地依托在自然生态循环之上 ；尽可能

利用高科技 ，尽可能地以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 ，以达到经济 、社会与生态的

和谐统一 ，使人类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真正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

（五） 新的消费观

循环经济要求走出传统工业经济 “拼命生产 、拼命消费” 的误区 ，提倡物质

的适度消费 、层次消费 ，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 ，建立循环生产

和消费的观念 。同时 ，循环经济要求通过税收和行政等手段 ，限制一次性产品的

生产与消费 。如宾馆的一次性用品 、餐馆的一次性餐具和豪华包装等 。

六 、循环经济在旅游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由旅游发展引发了

旅游资源破坏 、废弃物增加 、能源浪费等问题 。如在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大量占

用土地 、破坏植被 ，造成景观破坏 ，生态系统受损 ；经营过程中 ，大量人口的涌

入带来拥挤 、混乱 ；人的破坏性行为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大量人口的暂时停

留带来超出以往的生产 、生活资料的消耗和能源的使用 ，导致废水 、废气和废渣

数量增加 ，对景区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影响 ，特别是部分开发者和经营者只注重

经济利益 ，急功近利 ，缺乏科学地规划和管理机制 ，无序开发旅游资源 ，超容量

接待游客 ，更加剧了旅游地环境恶化 。如 ：云南省各地风景名胜区由于旅游度假

区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加 ，景区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青海湖畔著名的风景区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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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旅游热 ，污染周边草场的垃圾也日益增多 ，以至于附近牧民放养的千余

只绵羊因误食垃圾死亡 ；旅游业的兴旺也让九寨沟伤痕累累 ，非规划的房屋大批

出现 ，废弃的建筑材料随意堆置 ，土质和植被被伤害 ，宾馆饭店四周污水横流 ，

垃圾丛生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 ，素有 “九寨归来不看水” 之说 ，但九寨沟管理局

的监测结果表明九寨沟的水体已经有富营养化的趋势 ，湖泊有沼泽化倾向 ，专家

预测 ，如果仍采用现在的开发方式 ，九寨沟美景将会在 ２０ 年后消失 。生态环境

的破坏加速了旅游资源的破坏 ，严重的甚至致使其丧失吸引力 ，致使旅游业赖以

维系的物质基础正在丧失 。

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 ，循环经济的研究不断深入 ，人们不断探索以资源利用

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为主线 ，逐渐将清洁生产 、资源综合利用 、生产设计和

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战略 。在旅游领域中引入循环经济对旅游业持

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

（一） 构筑旅游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性

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其发展模式是实现经济与环境 “双

赢” 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理念 ，是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

锐矛盾 、推动传统经济向集约经济转变的根本措施 。因此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保护环境 、消解污染的根本手段 ，发展循环经

济就是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 ，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 。

旅游发展中引发的资源破坏 、环境污染问题影响到旅游业持续发展 。要解决

这一问题 ，仅仅去修补漏洞是不够的 ，更为重要的是去确立一种将人类与自然融

合在一起的发展观 ，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 、能源利用率 ，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推

行循环经济是落实 “人和自然和谐” 观的重要一步 ，只有构筑旅游循环经济体

系 ，在旅游发展中 ，遵循循环经济理论 ，履行循环经济实践 ，以生态效率为目

标 ，把旅游资源纳为一种稀缺性资源 ，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 ，

应用生态技术来组合和设计旅游产品 ，才可以减少旅游环境污染 ，从根本上解决

旅游 、环境之间的矛盾 ，保护旅游资源与环境 ，实现旅游业持续发展 ，因此 ，实

施循环经济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

（二） 构筑旅游循环经济体系的方法和措施

旅游活动最终产品为精神享受 ，属于纯粹的消费性产业 。分析旅游发展全过

程 ，其造成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产生于 “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 两个时期 ，前

一时期主要是不合理的开发建设引发的生态破坏 ，后一时期主要是不合理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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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引发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紧紧抓住这两个阶段 ，采取措施 ，可以大大缓解

环境压力 。

（１） 旅游开发前期 ，注重循环体系的构建 ，减少生态资本投入 。旅游开发前

期规划中 ，要注重循环体系构建 ，科学开发资源 ，重视环境保护 。由于各地条件

不同 ，提供的旅游产品各异 ，所构建的体系是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开发者要树立

循环经济的观念 ，借鉴国外实施循环经济的模式和经验 ，根据旅游地的生态环境

和资源特点 ，因地制宜 ，合理规划 ，根据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趋势 ，对旅游

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构筑旅游地资源循环利用系统 ，坚持尽量减少生态成本的原

则 ，减少土地等资源的占用 ，采用节能降耗技术 ，减少水 、能源等资源的使用 ，

加强对可再生资源如太阳能 、风能的使用力度 ；从源头控制资源的进入量 ，减少

污染物的产生 ，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 。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 ，一

方面可以减少废物的产生 ，保护环境 ，同时 ，也可取得非常好的经济效益 ，真正

实现 “双赢” 。

（２） 旅游活动开展期 （经营期） ，主张绿色消费 。旅游活动开展以后 ，要制

定合理的消费目标并形成制度 。现在 ，旅游各部门 ，特别是宾馆 、酒店 ，资源浪

费现象严重 。因此在吃 、住 、行方面要倡导绿色消费 ，采取措施 ，尽量减少能

源 、水源和生活物质的使用量 ，特别注意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如宾馆饭店的

一次性牙刷 、牙膏 、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拖鞋等日用品 ，质量差 、使用率低 、浪

费严重 ，而且生产过程中和使用后都会给环境造成很大压力 。目前 ，我国宾馆饭

店一次性牙刷的日用量已达 １０４万支 ，其生产中消耗的直接和间接物料进入环境

形成的污染量远大于牙刷本身使用后的污染量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严重 。饭店在

确保设施和服务不降低标准的前提下 ，物品尽可能地反复使用 ，把一次性使用变

为多次反复使用或调剂使用 。饭店在物品完成其使用功能之后 ，将其回收 ，把它

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 。例如饭店内每天残余的食物 ，作为一种可堆腐的有机

物 ，可通过厌氧发酵生产沼气 ，作为能源向饭店或周围居民供热或发电 ，或可以

成为周围养殖场的饲料来源 。废弃物要分类收集 ，便于无害化 。饭店为了节约资

源 ，减少污染 ，使用无污染物品或再生物品 ，作为某些物品的替代物 ，如使用纸

质餐具替代塑料餐具 ，使用印有饭店标志的纸质或布质提袋替代塑料袋 ，使用无

磷 、无铅 、 “高效 、无毒 、多功能” 型洗涤用品替代传统洗涤剂 。在与游客沟通

的条件下 ，变床单 、被单 “一天一洗” 为 “一客一洗” ，节约水资源 ，减少污染

排放 。要合理利用常规能源 ，如煤 、石油等 ，采用节能技术 ，提高能源效率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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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使用节能灶 ；尽量利用可再生能源 ，如在高原地区用太阳能来加热水 ，要充分

结合本地能源优势 ，考虑利用自然能 。建立以节能为中心的无污染型交通运输结

构 。通过倡导绿色消费 ，减少资源使用量和污染物产生量 ，节约资源 ，保护环

境 ，实现旅游业持续发展 。

（３） 旅游循环经济的循环模式 。旅游循环经济体系的构筑 ，需要在三个层面

上进行 。在微观上 ，各景区内部 ，物质循环 、资源节约 ，如水的循环利用或多级

利用 ，废水可直接用于浇灌植物园 。在中观上 ，景区与景区或景区与周围环境之

间构建物质循环圈 ，提高资源利用率 ，常见的有景区与周围农区物质循环 。如作

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示范点的辽宁盘锦西安生态养殖所 ，围绕着资源的永续利用

和生产的良性循环 ，真正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 “双赢” 。 １９９２年被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 “５００佳” 光荣称号 。在宏观上 ，要构筑景区更大范围其

他产业的循环 ，如景区大型旅游设施报废后 ，要返回本设备的回收单位 ，加工处

理 。因为景区不具备这种能力 ，相当一部分回收物 ，要运出景区到他地完成循环

利用 。

第五节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新的发展概念 、新的发展思想 、新的发展战略 。它的

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 。在人类发展问题上 ，一个战略性的基本问题是 ：

如何认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 。

传统的发展观 ：“有经济就有一切” ，把经济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视为发展

的基本指标 ，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结果是 ：自然界的疯狂报复 ，全球环境问题的

日益严重 。零增长发展观 ：在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中 ，人们提出了另一种发展思

想 ，即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零增长发展观 。其观念是 ：停止发

展 ，回到 “零增长” 的道路上去 。它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把自然从单

纯的索取对象变为简单的保护对象 。 结果是 ：这种观点既没有为发达国家所接

受 ，也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

一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 是在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 （Brundtland） 夫人的领导下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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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报告 枟我们共同的未来枠 中提出的 。可持续发展这

个概念提出以后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确切定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并且从不同

的角度为可持续发展下了定义 ，主要有以下几种 ：

１畅 从自然属性上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这个定义是由生态学家提出的 ，他们所关注的是生态持续性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即保持自然资源再生能力和开发利用程度之间的平衡 。

２畅 从社会属性上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该定义是 １９９１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 （FVCN）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 （WUF） 共同提出的 ，它是以人类社会的进步 、发展为

目标 ，即强调人类的生活 、生产方式与地球的承载力相协调 ，并最终落脚于促进

人类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 。

３畅 从经济属性上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经济学家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将经济的发展作为其核心内容 ，从经济发展的资

源支撑上理解可持续发展 。他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

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 。

上述这些定义的提出均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 ，但同时也有不少欠完备之

处 。迄今为止 ，为大家广泛认可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

提出的 。即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

的能力产生威胁的发展 。该概念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可持续发展

的目的还是要满足人的各种需求 ，这些需求应放在第一位来加以考虑 ，只有发展

才能满足需求 。其次 ，可持续发展不能以破坏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为代

价 。这里实际上讲的是人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度的问题 ，即人们在追求自身需

求得到满足时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环境与需求满足之间是相互依存 、缺一

不可的 ，可持续发展只有从上述两个方面来把握才能抓住其本质内容 。

二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从布伦特兰夫人所给出的定义中不难看出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人与自然和

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 ，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协

调 ，从而使社会的发展获得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 ，健康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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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应当建立在生态能力持续 、社会公正和人们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 。

它所追求的目标是 ，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 ，个人得到充分发展 ，又要

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 ，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显而易见 ，在 “可持

续发展” 中 ， “发展” 是前提 ，是基础 。但是这种发展绝非纯经济性的 ，它不仅

表现在经济的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它还表现在文

学 、艺术 、科学的昌盛 ，道德水平的提高 ，社会秩序的和谐 ，国民素质的提高

等 。总之 ，这种发展既要经济繁荣 ，又要社会进步 ，除了生产数量的增长 ，还有

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行政体制的进步 ；不仅有量的增长 ，还有质的提高 。而在

衡量发展的指标上 ，不能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 ，而是用社会 、经济文化 、环境等

多项指标 。于是 ，所谓可持续发展问题便归结为 ：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生产应如何

增长 ，以及如何增长才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导旅游环境管理的理论依据 ，其深层次所包含的意义基

本可以表述为以下三个原则 。

（一） 公平性原则

在社会发展中 ，经济的 、技术的和资源的分配方面的不公平 ，贫富悬殊 ，两

极分化 ，是导致环境问题和不能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 ，要实现社会的

持续发展 ，就必须正视和体现公平原则 。

所谓公平是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 。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 ：

１畅 当代人的公平 （代内之间的横向公平）

可持续发展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给他们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过美好生

活的愿望 。当今世界贫富悬殊 、两极分化的状况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因此 ，要给世界各国以公平的发展权 、公平的资源使用权 ，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进

程中消除贫困 。各国拥有根据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 ，

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 ，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

理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 。

我们需要打破自然资源利用 、生态环境维护问题上的利己主义 。反对为了某

些人的利益 、某个地区与国家的利益而伤害整体的利益 、全局的利益 、全球的利

益 、人类的利益 。当今世界的现实是 ：一部分人富足 ，而占世界 １ ／５ 的人口则处

于贫困之中 ；占全球人口 ２６％ 的发达国家耗用了 ８０％ 的资源 。这种不合理的 、

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的世界 ，严重损害着本代人之间的公平 ，是当今世界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当务之急 ，应当使世界各国人民享有公平的发展权 ，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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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最为优先的问题来考虑 。当世界还有几十亿人为生计而

挣扎时 ，世界不会安宁 ，生态环境恶化不可能得到抑制 ，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只

能是一句空话 。

２畅 代际间的公平 （代际之间的纵向公平）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当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

害后代人满足其发展需求的条件 ———自然资源与环境 ，要给后代人以公平利用自

然资源的权利 。传统发展的重大弊端是 ：看重今世而忽略未来 ，预支未来资源以

满足今天的需求 ，甚至为了今天的需要而竭泽而渔 ，不惜破坏生态环境 ，伤害 、

危及后人的生存之本 。历史是连续的 ，今人对于后人的生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为了今天的利益而破坏环境 、耗尽资源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是对后人的犯

罪 。黄土高原上 ，曾经林木葱茏 ，人民富庶 。 而今天 ，土地贫瘠 ，满目黄土高

坡 ，先人的过度采伐与垦殖 ，破坏了环境 ，给今人留下难以克服的难题 。我们应

当负起延续历史 、延续文明的责任 ，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为

后人留下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空间 。

（二） 持续性原则

在可持续发展中 ，在求得发展以 “满足需求” 的同时 ，要顾及 “限制” 因

素 ，即 “发展” 的概念中蕴涵着制约因素 。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物质基础 ，即自然资源与环境 。不言而喻 ，人类的存在和活动必然会对自然生态

系统进行干预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要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 ，就必须把人为干

预自觉地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的动态平衡所许可的范围之内 。 “发展”

和 “需求” 要以生物圈的承受能力为限度 ； “发展” 一旦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物质

基础 ，造成生态失衡 ，“发展” 本身就会衰退 ，“需求” 就难以满足 。持续性原则

的核心是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得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 。

可持续原则所包含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即 “可持续经济” 、 “可持续生

态” 和 “可持续社会” 。可持续发展就是可持续经济 、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

三方面的协调统一 ，它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 、关注生态和谐 、追求社

会公平 ，最终达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

（１） 可持续经济 。基本内容 ：区域开发 、 资源配置 、 生产力布局 、 结构优

化 、供需平衡等 。具体地说 ，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发展 ，通过经济发展提高人们

的生活水平 ，增强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 。因为经济发展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

基础 。社会发展必须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以便为整个社会进一步发展准备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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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基础 。但是可持续发展是主张在保护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的追求经济

的持续增长 。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 ，更要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 。

也就是说 ，可持续经济发展包括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两部分 。

其基本手段是 ：将传统的以 “高投入 、高消耗 、高污染” 为特征的生产模式

和消费模式 ，改变为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对中国来说 ，实现经济增长的方

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是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方面的必然要求 。

（２） 可持续生态 。基本内容 ：生态平衡 、资源保护 、永续利用等 。强调对自

然界精心保护 、合理开发 、永续利用 。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意

盘剥和利用的对象 ，没有把它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基础和生命支持系统的错误态

度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生态可持续同样强调环境保护 ，但不同于以往将

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分裂开来的做法 。可持续发展强调预防重于治理 ，要求通过

转换发展模式 ，从人类发展的源头 、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

其基本手段是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 。具体地说 ，地

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支持力量有一个极限 ，这就是所谓的 “环境承载力” ，可持续

发展要求人类的活动应保持在地球承载力的极限之内 ，经济发展应与自然承载力

相协调 。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 、改善和提高地球的资源与环境 。因此 ，可持续发

展强调发展是要有节制的 ，没有节制的发展必然导致不可持续的结果 。

（３） 可持续社会 。基本内容 ：社会发展 、 社会分配 、 社会公正 、利益均衡

等 。可持续社会主张长期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 ，保证资源与收入在当代人之间及

各代人之间公平分配 。

其基本手段是 ：“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取得合理的均衡” 。具体地说 ，可持续

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是发展的内在要素和环境保护得以实现的机制 。鉴于地球上自

然资源分配与环境代价分配的两极分化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发展

的本质应包括普遍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

等 、自由 、教育 、人权和免受暴力的地球社会环境 。

总之 ，如果社会在每一个时间段内都能保持资源 、经济 、社会同环境的协

调 ，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就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经济问

题 ，也不仅是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 ，而是三者互相影响的综合体 。三者的关系可

概括为 ：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 ，经济可持续是基础 ，生态可持续是条件 ，社

会可持续才是目的 。人类应该追求的是以人为目标的自然 —经济 —社会复合系统

的持续 、稳定 、健康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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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相关内容的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 ，实践可持续发

展理论将会促进人类文明的新的更替 。如果说 １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实现了从原

始渔猎文明到农业文明的转换 ，２００年以前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

文明的转换 ，那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呼唤人类社会从当前的工业文明走向未

来的生态文明或绿色文明 。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在下列方面与工业革命延续下来

的发展观念划清界限 ，即从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转向以经济 、社会 、生

态的综合发展 ；从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位 （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的基

本需求 、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的发展 ；从注重眼前利益 、局部利益的发展转向关

注长期利益 、整体利益的发展 ；从物质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转向非物质资源或信息

资源 （科技与知识） 推动型的发展 。正是在这些方面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标

志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观念的重大革命 ，标志着它是一个有利于人类健康地

走向 ２１世纪的新的发展理念和行动纲领 。我们可以期望 ，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将

会成为 ２１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

（三） 共同性原则

地域不同 ，国情不同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和道路各异 。然而 ，上述

的公平性原则 、可持续性原则应是共同的 。并且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

应该在全球达成共识 。认识到人类家园 ———地球具有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 ，只有

采取全球的联合行动才能成功 。

地球与人类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为了当代人民的幸福 ，为了世世代代人类

的幸福 ，全世界不同种族 、不同肤色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 ，共

同参与维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行动 ，共同实施 、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 ，共同遵循可

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和持续性原则 。

三 、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

（一）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历程

可持续旅游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领域的具体运用 ，是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 ，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自然延伸 ，是近 ３０年来人们对旅游

发展和环境效益不断进行探索的产物 。鉴于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旅游业的密切关

系 ，国际社会对可持续旅游的发展十分关注 。特别是 １９８７年 枟我们共同的未来枠

报告发表以后 ，伴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入探讨 ，对可持续旅游的研究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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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起 ，探讨旅游对环境和生态影响的学者日渐增多 。 １９８５年

枟国际环境研究枠 杂志出版了 枟旅游与环境枠 专辑 。 １９８７年 枟旅游研究纪事枠 第

一期出版了 枟旅游与物质环境枠 专辑 。 １９９０ 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全球可持

续发展大会上 ，旅游组织行动策划委员会提出了 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行动战略枠

草案 ，构筑了可持续旅游的基本理论框架 ，并阐述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目

标 。 １９９３年 ，一本专门以可持续旅游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 ——— 枟可持续旅游枠

（Journal Sustainable Tourism） 在英国问世 ，标志着可持续旅游研究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 。 １９９５年 ４月 ２４日至 ２８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

界旅游组织和岛屿发展国际科学理事会 ，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兰沙罗特岛专门

召开了 “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 ，大会通过了 枟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枠 和

枟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计划枠 ，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观点作了精辟说明 ，

为可持续旅游提供了一整套行为规范 ，并制定了推广可持续旅游的具体操作程

序 ，标志着可持续旅游研究已经进入了实践性阶段 。

（二）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目前 ，有许多专家学者投入了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但由于可持续发展

本身处于实践探究阶段 ，其概念和理论尚无统一结论 。在国外 ，比较权威的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有三个 ：一是 １９９０年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的 枟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行动战略枠 草案提出的 ，认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在保持和增强未来发展机会

的同时满足目前游客和旅游地居民的需要 。二是世界旅游组织顾问爱德华 ·英斯

基普的定义 ，他认为 ，可持续旅游就是要 “保护旅游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 、文

化资源 、其他资源 ，使其为当今社会谋利的同时也能为将来所用” 。三是世界旅

游组织的定义 。 １９９３年世界旅游组织出版了 枟旅游与环境丛书枠 ，其中对旅游可

持续发展给出的定义是 ： “指在维持文化完整 、保持生态环境的同时 ，满足人们

对经济 、社会和审美的要求 。它能为今天的主人和客人们提供生计 ，又可保护和

增进后代人的利益并为其提供同样的机会 。”

上述关于旅游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内涵的阐述 ，虽然所论述的重点和语言表述

不同 ，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对旅游可持续的实质的揭示 ，也就

是 １９９５年 枟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枠 中所指出的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 ，就是

要求旅游与自然 、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 。” 即旅游 、资源 、人类生

存环境三者的统一 ，以形成一种旅游业与社会经济 、资源 、环境良性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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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因此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就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

综上所述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以概括为 ：在充分考虑旅游与自然资

源 、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前提下 ，把旅游开发建立在生态环境

承受能力之上 ，努力谋求旅游业与资源 、人类生存环境的协调发展 ，并能造福于

后代子孙的一种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

（三）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释义

“旅游可持续发展” 这一概念 ，有两个要点 ：第一 ， “发展” 是主体 。一方

面 ，人类必须不断发展 ，如以张家界武陵源为例 ，不能因为保护金鞭溪水质不受

污染而不发展旅游 。正确的理解是在保护金鞭溪水质的前提下 ，积极发展旅游 ；

另一方面 ，在发展中必须时时考虑可持续 ，若金鞭溪水质恶化 、武陵源生态环境

受损 ，那么旅游业也将随之毁灭 。第二 ，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 、经济和社会三者

的可持续性 ，三者相互独立 ，又相互影响 ，并互为因果 。 单纯的环境是不存在

的 。如张家界导游的服务质量 、整个城市的文明好客程度 、旅游交通的安全便利

等等 ，这些与张家界自然风光和自然环境无关的社会因素也都直接影响到张家界

旅游业的生存发展 。

总之 ，旅游业作为一个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天然优势的产业 ，必然会有更加

广阔的发展前景 ，也会借助优势的发挥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

四 、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旅游环境管理中的指导作用

（１） 建立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综合决策机制 ，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实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需要对 “人与自

然” 、 “环境与发展” 的辩证关系有正确的认识 ，并对这些组合起来的大系统进行

全过程调控 ，使人与自然相和谐 、环境与发展相协调 ，这就必须从综合决策做

起 。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提出 ：“改革体制 ，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

制” ；１９９８年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也提出要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

决策制度 。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

实行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综合决策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决策机制 、提

高决策科学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 ，我们所遇到的旅游环境问题 ，相当一部

分是因为当初在做旅游经济技术决策时没有考虑环境原则 （生态要求） 而造成

的 。究其原因是由于决策层对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缺乏认识 ，环境保

38

第 ２章 　旅游环境管理的理论基础



护没有进入旅游经济技术决策的综合平衡 。一代人的决策失误要几代人来补偿 ，

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所以 ，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提高对建立旅游发展与环

境保护综合决策制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 ，尽快建立综合决策制度 ，确保旅

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

（２） 加快建立和完善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综合决策的各项制度 。实行旅游发

展与环境保护综合决策 ，事关旅游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 ，必须按照法

律 、法规的要求 ，从制度上进行规范 ，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 ，尽快建立和完善相

关的制度 。建立重大决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咨询制

度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资金保障制度 、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综合决策公众参与

制度 、重大决策监督与追究责任制度 、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教育培训制

度 ，以保证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 。

旅游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生态学理论 、容载力理论 、循环经济理论和可持

续发展理论为旅游区环境管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旅游区处理好旅游业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 。

思考与练习题

１畅 旅游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 ？

２畅 生态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是什么 ？

３畅 循环经济理论遵循哪些原则 ？

４畅 什么是生态容载力 ？它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

５畅 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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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旅游环境质量管理

旅游环境质量管理与监控是旅游环境管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问题 。通过

本章的学习 ，了解旅游环境质量及其管理的概念和特点 ，熟悉旅游环境质量

管理的基础环境标准 、环境监测 、环境质量评价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掌握旅

游环境质量管理与监控的方法与措施 。

环境质量管理是环境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 。 １９６８ 年日本学者首先提出了环

境质量管理的概念以来 ，环境质量管理技术在日本得到广泛应用 ，并以环境容量

研究为基础 ，逐渐形成了日本环境总量控制制度 。紧接着在美国也出现了以环境

质量管理技术为基础的所谓 “泡泡政策” 。日本学者将环境质量管理技术引入环

境科学领域 ，对解决日本的环境污染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环境质量管理概念于

１９７０年引入我国后 ，立即在环境科学界广泛流行和迅速应用 。环境质量管理技

术对解决我国环境问题也同样起到积极作用 。

当前 ，旅游开发活动异常活跃 ，许多地区把旅游业想象成为解决经济萧条 、

振兴地方经济的 “灵丹妙药” ，一些贫困地区甚至将旅游开发设计成为消除贫困

的 “金钥匙” 。在开发过程中 ，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不惜以牺牲旅游区环境

为代价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加强旅游区环境质量管理对于保护旅游资源与

环境 、保持旅游业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应充分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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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旅游环境质量管理概述

一 、旅游环境质量管理的基本概念

１畅 旅游环境质量的概念

旅游环境质量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空间条件下 ，旅游地环境总体和环境

的某些要素 （大气 、水体 、地质地貌等） 对旅游开发经营和游客心理 、生理及旅

游活动的适宜程度 。判别旅游环境质量优劣 ，要以旅游活动需要为标准 ，严格地

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

第一 ，以满足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身体健康要求为第一标准 （生理要求） ；

第二 ，以开展旅游活动的适宜性为标准 （景观美学质量分析） （心理要求） ；

第三 ，以人文背景的社会文化要素的质量分析为标准 （心理要求） 。

旅游环境质量的内容包括 ：旅游景观质量 、旅游生态环境质量 、旅游设施质

量 、旅游地社会环境质量 。

２畅 旅游环境质量管理的概念

旅游环境质量管理是为保证旅游活动所需要的自然环境质量和社会环境质量

而进行的各项管理工作 。其主要任务是 ：组织环境评价 （现状评价或影响评价） ，

掌握旅游区的环境质量状况 ；进行环境监测 ，了解旅游区的环境质量动态 ，建立

环境监测档案 ，编写 枟旅游区环境质量报告书枠 ；提出环境质量标准 ，组织协调

和监督检查 。

二 、旅游环境质量管理的内容

（一）确定旅游环境质量标准和目标体系

确定旅游环境质量标准和目标体系是进行环境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 各级政

府 、环境保护部门等根据国家和地方环境质量要求 ，结合旅游区所处地域的环境

条件 ，对旅游区各功能区所执行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规定或根据旅游区实际制定

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标准是旅游环境质量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尺度 ，是一定时期内

环境目标的重要体现 。有了环境标准 ，国家和地方就可以依据它们来制定旅游区

68

旅游环境管理　 　 Lüyou Huanjing Guanli



控制污染 、改善环境质量的规划 ，也就能将旅游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区域的经济 、

社会发展计划中去 。

旅游区环境管理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所谓环境管理目标就是在一定条件

下 ，决策者对环境质量所要求达到的标准 ，有了环境目标 ，就可以确定旅游区不

同区域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生态建设的水平 ，而环境目标就是根据环境标准提出

的 。环境质量目标包括总目标 、单项目标和环境指标 。总目标 ：旅游区环境质量

所要达到的标准 ；单项目标 ：依据区域环境要素和环境特征以及环境功能的差异

所确定的各功能区环境质量目标 ，如旅游资源核心区大气环境质量目标 ，接待区

噪声环境目标 ；环境指标 ：体现环境目标的指标 ，如旅游资源核心区大气环境质

量目标为一级标准 ，具体由 TSP 、 SO２ 、 NO２ 等指标表示 。

（二） 旅游环境质量监控

旅游环境质量监控包括 ：旅游环境监测 、旅游环境监测评价 ，旅游环境监

理 ，旅游污染源监控系统 ，旅游环境质量监控系统 ，旅游环境污染预测 、预报

等 。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 ，下面主要对旅游环境监测进行阐述 。

环境监测是科学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的基础和依据 ，是实行环境监督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柱 ，是环境管理中依法实施技术监督的重要手段 。我国的

环境监测工作从上到下已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网络化管理 。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 ———国家环境保护局 ，对全国环境监测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地方政府环保

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环境监测工作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其他部门 、行业及企业的

环保机构 ，对本部门 、行业 、企业的环境监测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各级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内设置环境监测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 。

环境监测的专业机构为环境监测站 ，按四级设置 。国家环境保护局设置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 （一级站）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环保部门及国务院其他部 、

委 、办 、局 、总公司 、军队的环保主管部门设环境监测中心站 （二级站） 。各市

（地区 、自治州 、盟） 、直辖市的区政府环保主管部门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政

府的有关厅 、局 、公司以及各海区 、水系设环境监测站 （三级站） 。各县 （县级

市 、自治县 、旗） ，大城市的区政府环保主管部门及各重点企业 、事业单位设置

环境监测站 （四级站） 。政府各级环境监测站受同级环保主管部门领导 ，业务上

受上一级环境监测站的指导和管理 ，接受所在地区环境监测网牵头单位的业务指

导和监督 。目前 ，大多旅游区的环境监测都由所在地的监测站完成 。相当一部分

旅游区还没有开展环境监测 ；已经开展监测的旅游区 ，普遍存在监测点位少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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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频次低 、监测项目不全等问题 ，有的区域只在某个景点设立一个点位 ，作为这

一区域的清洁对照点 ，如张家界环境监测站就在武陵源景区天子山设了一个大气

监测清洁对照点 ，这一个点成为掌握武陵源景区大气质量状况的唯一来源 。由于

监测水平落后 ，很多旅游区难以掌握本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 ，难以做出

合理的环境资源利用方案 ，对旅游区环境管理极为不利 。

为了借助监测 ，很好地掌握旅游区环境质量状况 ，发现存在的问题 ，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 ，各级政府及环保主管部门应重视旅游区环境监测工作 ，建立健全一

般常规的行政业务管理工作 ，制定具体的监测管理方针 、政策 、条例 、制度 ，组

织制定各种旅游环境监测的技术规范及统一的监测分析方法 ；编写并发布旅游区

特别是精华旅游区的环境质量报告书和环境年鉴 ；在 ４A 、 ５A 级景区组建环境监
测网络站 ；制定环境监测调查和监测内容 、频次等 ，使其成为例行监测任务 。各

级政府环保主管部门将本辖区旅游区环境监测网络站纳入管理范围 。旅游区监测

站要承担旅游区内环境的监测 、数据综合 、上报工作 。具体任务是 ： ①为旅游内

的环境管理服务 ，为决策提供依据 ，收集 、综合分析 、汇总监测数据 ，评价环境

质量及污染源排放情况及趋势 ，编写环境质量报告书及污染源监测报告 。 ②执行

旅游监测技术标准 ，负责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 ，旅游环境监测新技术的研究 、开

发 、推广等 。

通过监测 ，及时了解掌握旅游区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趋势 ，发现存在问题

及形成原因 ，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 ，确保旅游区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 。

（三）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是环境科学体系中一门基础性的分支学科 ，是环境管理决

策的重要支持技术 ，对于掌握旅游区环境质量状况 、合理规划和使用自然资源 ，

促进旅游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有助于掌握引起环境质量变

化的原因 ；了解旅游经济活动对环境质量所产生的影响 ，包括旅游开发期的大量

建设活动 、旅游运营期的设施运转和接待等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摸清

环境要素的组成 、结构 、以及污染物浓度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变化情况 ；了解

环境质量的变化对旅游者 、旅游地居民身心健康及旅游资源等所产生的影响 ；了

解环境质量的变化对旅游业进一步发展产生的影响 。

因为旅游区环境质量在自然力和旅游活动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 ，旅游者对

环境质量的需要在不断提高 。人类的旅游活动行为可能使环境质量的价值得到提

高 ，也可能使环境质量的价值降低 ，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 ，环境就建设得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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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的价值也就得到迅速的提高 。反之 ，人类的文明程度越低 ，环境就可能

被破坏得越严重 ，一个山清水秀的环境很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或几十年之间就变成

穷山恶水 ，环境质量的价值急剧地降低 ，因此必须进行旅游区环境质量评价 。通

过评价查明旅游区环境质量的历史和现状 ，确定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和主

要污染源 ，掌握旅游区环境质量变化规律 ，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为旅游区的

环境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促使环境质量的价值不因旅游活动的开展而降

低 ，相反得到迅速的提高 。环境质量评价是帮助决策者协调旅游经济发展和保护

环境的有效手段 。

（四） 编写旅游环境质量报告书

旅游环境质量报告书是在调查研究和科学监测得到大量数据基础上所编写的

反映旅游区一段时期内环境质量状况和改善环境质量对策的技术文件 。主要内容

是用大量数据说明环境质量状况 ，以及通过预测分析环境质量变化趋势 ，提出改

善环境质量的对策 。它的主要作用是 ： ①弄清旅游区环境质量状况 ，为旅游区环

境规划 、治理污染 、制定实施标准 、进行科学研究提供基础 。 ②向各级政府报告

旅游区环境质量状况 ，有利于推动旅游区环境保护工作进展 。 ③通过监测数据分

析 ，了解所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的效果和存在问题 ，以便提供更科学有效的环境

保护对策 。 ④可以及时了解旅游区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情况 。对促进旅游区环境保

护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

旅游区环境质量报告书是环境质量研究的成果 ，也是环境质量评价结果的表

示方法 ，报告书一般分为四个部分 ，其格式内容如下 。

１畅 旅游区概况

旅游区的自然地理位置 、 地质 、水文 、 气象 、人口 、 土地面积 、自然资源

（森林 、草原水力 、矿产等） 、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等 。

２畅 旅游区污染源状况

（１） 旅游企业事业单位废气 、废水 、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排放数量 、 种

类 、浓度 、超标情况 、排污去向和危害情况 、综合利用治理情况 、治理程度和效

果等 ，包括旅游者产生的污染情况及处理状况 。

（２） 交通污染状况 ：船舶 、 车辆和飞机造成的污染情况 （性质 、 范围 、 程

度） 及处理对策 。

（３） 能源污染状况 ：旅游设施运转 、旅游商品生产和生活用能源构成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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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影响环境的污染物含量 。

（４） 废弃物污染状况 ：废弃物 （垃圾 、 粪便和生活废水等） 数量及处理

情况 。

３畅 旅游环境质量状况

（１） 旅游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大气监测布点和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分析方

法和采样制度 ，以及大气质量状况 、气象状况和变化规律 。

（２） 旅游区域水环境质量状况 。水体监测布点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采样

制度 、水体质量状况及变化规律 。

（３） 旅游区域 “三废” （废水 、废气 、垃圾） 排放状况 。主要污染物排放数

量及浓度 ，主要污染源及其分布 ，等标污染负荷 ，污染负担率 ，污染治理情况 ，

环保投资和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 。

（４） 旅游区域噪声 。主要噪声源 ，地段超标点 ，噪声评价及分析数据 。

４畅 结论

（１） 综合分析影响旅游区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 ，并提出相应的整治意见 。

（２） 污染治理设施情况评价 ，并提出改进办法 。

（３） 综合分析旅游区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及其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

（４） 提出污染防治措施及经费需求量 。

第二节 旅游环境标准及其建设

在环境科学研究中 ，最核心的问题是环境质量 ，环境标准是衡量环境质量优

劣的根本尺度 。旅游区环境质量管理同任何质量管理工作一样 ，首先要解决 “标

准” 问题 。环境质量标准是环境质量管理的依据 ，是从保护人体健康 、维护生态

平衡出发 ，为获得最佳可行的环境效果和经济效益 ，在综合研究基础上制定的 ，

需要社会共同遵守的 、经过一定程序批准赋予法律效力的技术准则 。

一 、环境标准概述

（一） 环境标准

环境标准是国家根据人群健康 、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结构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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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综合考虑本国自然环境特征 、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条件的基础上 ，对环

境要素间的配比 、布局和各环境要素的组成所规定的技术规范 。环境标准是评价

环境状况和其他一切环保工作的法定依据 。

环境标准是一个体系的总称 ，是有关控制污染 、保护环境的各种标准的总

称 。环境标准规定了一定区域内环境污染物的允许含量和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数

量 、浓度 、时间 、速度以及进行环境保护的技术规则 ，是评价环境质量 、进行环

境监督 、环境监测和其他环境管理工作的法定依据 。

（二） 我国的环境标准体系

环境标准是环境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法规的执行过程与实施环境标准

的过程紧密联系 ，如果没有各类标准 ，环境法规将难以具体执行 。我国环境标准

具有法规约束性 ，是我国环境保护法所赋予的 。因此 ，环境标准是环境保护部门

的执法手段 。

环境标准是科学管理环境的技术基础 ，是推动环境保护科技进步的动力 。由

于标准是以科学技术与实践的综合成果为依据制定的 ，并注重最佳实用技术与标

准值匹配 ，使标准成为筛选 、评价环境保护科技成果的一个重要尺度 ，对技术进

步起到导向作用 。

环境标准体系是各个具体的环境标准按其内在的联系组成的科学的整体系

统 。环境标准是包括多种内容 、多种形式 、多种用途的标准 ，充分反映了环境问

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标准的种类 、形式虽多 ，但都是为了保护环境质量而制定

的技术规范 ，可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建立科学的环境标准体系 ，对于更好地

发挥各类标准的作用 ，做好标准的制定和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

环境标准体系可见图 ３ １ 。

１畅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１）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是为保障人群健康 、维护生态环境和保障社会物质

财富 ，并考虑技术 、经济条件 ，对环境中有害物质和因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 。国

家环境质量标准是一定时期内衡量环境优劣程度的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环境

质量的目标标准 。

（２）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或控制标准） ：是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以及

适用的污染控制技术 ，并考虑经济承受能力 ，对排入环境的有害物质和产生污染

的各种因素所做的限制性规定 。是对污染源控制的标准 。

（３） 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 ：为监测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 ，规范采样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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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我国的环境标准体系

析测试 、数据处理等所做的统一规定 （包括分析方法 、测定方法 、采样方法 、试

验方法 、检验方法 、生产方法 、操作方法的规定） 。

（４） 国家环境标准样品标准 ：为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 、可靠 ，对用于量

值传递或质量控制的材料 、实物样品而制定的标准物质 。标准样品在环境管理中

起着甄别的作用 ，可用来评价分析仪器 、鉴别其灵敏度 ；评价分析者的技术 ，使

操作技术规范化 。

（５） 国家环境基础标准 ：在环境标准工作中 ，对需要统一的技术术语 、 符

号 、代号 （代码） 、图形 、指南 、导则 、量纲单位及信息编码等所做的统一规定 。

２畅 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地方环境标准是对国家环境标准的补充和完善 。近年来为控制环境质量的恶

化趋势 ，一些地方已将总量控制指标纳入地方环境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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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 ，可制定地方

环境质量标准 。

（２） 地方污染物排放 （控制） 标准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

目 ，可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 ，可制

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

府制定的机动车船大气污染物地方排放标准严于国家排放标准的 ，须报国务院

批准 。

３畅 国家环保总局标准

除上述环境标准外 ，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还对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制定标准 。

包括执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 、监测技术 、环境区划 、规划的技术要求 、规范 、导

则等 。

４畅 环境标准之间的关系

国家环境标准与地方环境标准的关系 ：在执行上地方环境标准优先于国家环

境标准执行 。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之间的关系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又分为跨行业综合性

排放标准 （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等） 和行业性排放标

准 （如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造纸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等） 。综合排放标

准与行业性排放标准不交叉执行 ，即有行业性排放标准的执行行业性排放标准 ，

没有行业性排放标准的执行综合排放标准 。

（三） 环境标准的制定原则

（１） 确保人体不受污染危害原则 。环境中的污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 ，只有超

过一定的数量和浓度的限制 ，就会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危害 ，由此要求在制定环境

标准时 ，污染物的浓度应低于有害阈值 。

（２） 政策性原则 。环境标准应体现国家环境保护方针政策 ，符合国家技术经

济的实际水平 ，做到环境 、经济 、社会效益的统一 。

（３） 以环境状况为基础 ，要有科学依据 。在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时要考虑自

然界的净化能力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及能源 ，并考虑采纳环境的功能特性 。

（４） 差异原则 。制定环境标准应考虑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新老企业的环境 、

经济差异 ，不搞 “一刀切” ，即区别对待 、宽严有度 。

（５） 尽量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原则 。应加强与国际标准化机构 （ISO） 有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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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标准的技术委员会的联系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

二 、旅游环境标准

１９９５年国家环境保护局 、国家旅游局 、建设部 、林业部 、国家文物局联合

发出 枟关于加强旅游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枠 （环法 〔１９９５〕 ４６２号） ，要求全国

的各类旅游景区的主管部门按照 “谁主管 、谁负责” 的原则 ，切实加强对各类旅

游区的环境管理 。

旅游区需要环境标准对旅游区环境质量进行控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 枟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枠 （GB１７７７５ — １９９９） 中制定了旅游区
所使用的环境标准 ，包括空气质量 、 地表水质量 、 景观环境和环境氛围四个

部分 。

１畅 旅游区的环境质量应达到的标准

到目前 ，国家环保局先后出台了 ９８３项环境标准 ，但只有一项环境质量标

准为旅游业而设 ，即 “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 （GB１２９４１ — ９１） ，该标准经国家

环保局 １９９１年 ３月 １８日批准 ，１９９２年 ２月 １日开始实施 。其中设计了 ２１项指

标 ，涉及 ３类水体 ： Ⅰ类 ———主要适用于天然浴场或其他与人体直接接触的景观

娱乐水体 ； Ⅱ类 ———主要适用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游览区及那些与人体非直接接

触的景观娱乐水体 ； Ⅲ 类 ———适用于一般景观用水水体 。 显然 ，这一标准的建

立 ，对于保护和改善景观 、娱乐用水水体的水质 ，恢复并保护其水体的自然生态

系统 ，促进旅游事业的健康 、持续发展和保护旅游者身心健康具有很大益处 。

除 “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 （GB１２９４１ — ９１） 外 ，还有一些旅游行业标准 、

相关国家政策 、标准 、规章及文件以及其他行业的标准 、规章及文件对旅游区环

境提出相应要求 ，如 ：GB１６１５３ 饭馆 （餐厅） 卫生标准 、 GB９６６４ 文化娱乐场所
卫生标准 、 GB９６６３ 旅游业卫生标准 、 GB ／T１７７７５ — ２００３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

划分与评定 、 GB ／T１８９７３ — ２００３旅游厕所等级划分的标准与评定 、 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检查标准 （２００３修订本） 、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游乐园管理

规定 、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罚规定 、城市公厕管理办法 ，对旅游区环境质量管理提

供了依据 。

在国家标准 GB１７７７５ — １９９９中对不同 A 级的旅游区 （点） 应达到的环境质

量标准进行限定 （见表 ３ １） ，规定旅游景区的环境质量应达到的环境质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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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不同 A级旅游景区的环境质量标准
空气质量标准

（GB３０９５ — １９９６）

噪声标准
（GB３０９６ — １９９３）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HZB１ — １９９９）

４A级景区 一级 ０类 达到规定

３A级景区 一级 ０类 达到规定

２A级景区 一级 ０类 达到规定

A级景区 二级 １类 达到规定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 枟旅游规划通则枠 中对不同类型的旅游区的环境设计作出

了建议性的规定 。旅游区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及旅游容量采用不同的环境质量标

准 。对跨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类型的旅游区 ，应采用较高的环境质量标准 。

２畅 人文景观型旅游区的规划设计应达到的环境质量标准

（１） 绿地率不少于 ３０％ ；

（２） 大气环境达到 枟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枠 （GB３０９５ — １９９６） 一级标准 ；

（３） 人体直接接触的娱乐水体达到 枟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枠 （GB１２９４１ —
１９９１） A 类标准 ，与人体非直接接触的景观娱乐水体达到 枟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

准枠 （GB１２９４１ — １９９１） B类标准 ，生活饮用水水质达到 枟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枠

（GB５７４９ — １９８５） ，其他水体达到 枟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枠 （GB３８３８ — １９８８）
（注 ： 枟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枠 （GB３８３８ — １９８８） 已经由 枟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枠

（GB３８３８ — ２００２） 取代） ；

（４） 环境噪声达到 枟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枠 （GB３０９６ — １９９３） ；

（５） 公共场所卫生达到 枟公共场所卫生标准枠 （GB９６３３ — ９６７３ 、 １６１５３ —

１９９６） 。

３畅 自然景观型旅游区和度假型旅游区的规划设计应达到的环境质量

标准

（１） 除滑雪 、海滨和河湖型旅游区外 ，其他旅游区绿地面积不少于 ５０％ ；

（２） 大气环境达到 枟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枠 （GB３０９５ — １９９６） 一级标准 ；

（３） 人体直接接触的娱乐水体达到 枟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枠 （GB１２９４１ —
１９９１） A 类标准 ，与人体非直接接触的景观娱乐水体达到 枟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

准枠 （GB１２９４１ — １９９１） B类标准 ，生活饮用水水质达到 枟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枠

（GB５７４９ — １９８５） ，其他水体达到 枟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枠 （GB３８３８ — １９８８）
（注 ： 枟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枠 （GB３８３８ — １９８８） 已经由 枟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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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３８３８ — ２００２） 取代） ；

（４） 环境噪声达到 枟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枠 （GB３０９６ — １９９３） ０类标准 ；

（５） 公共场所卫生达到 枟公共场所卫生标准枠 （GB９６３３ — ９６７３ 、 １６１５３ —

１９９６） 。

专项旅游产品应按照专项产品环境质量保护的特殊要求进行规划设计 。

三 、旅游环境标准建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枟旅游区 （点 ）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枠

（GB１７７７５ — １９９９） 中制定了旅游区所使用的环境标准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 枟旅

游规划通则枠 中对不同类型的旅游区的环境设计做出了建议性的规定 ， 枟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枠 和 枟旅游规划通则枠 中均考虑了旅游区环境质量

标准 ，使旅游区环境质量管理有了基本依据 。但是 ，旅游环境要素的环境质量标

准并未独立设置 ，对旅游区的污染源如废气 、废水 、机动车尾气排放未做限制性

规定 ，一般借用其他标准 ，由于旅游区环境质量要求的特殊性 ，应用一般区域环

境标准必然有不适宜之处 ，因此 ，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进行旅游区环境质

量标准建设 。

旅游区由不同功能单位组成 ，包括游览区 、游览接待 、休息疗养区 、商业

服务中心 、居民区 、行政管理区 、加工工业区 、园艺场及副食品供应基地 、

农林地区等 ，不同功能区采用同样的标准 ，不够合理 ，也不利于旅游经济发展 ，

应针对不同功能区设立标准 。

自然景观旅游区与城市旅游区 ，由于环境本底差异明显 ，标准也应有一定不

同 。应根据旅游区实际 ，加强旅游区环境标准建设 ，如旅游区空气质量标准 ；旅

游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旅游区水环境质量标准 ；旅游区污水排放标准 ；旅游

区绿化指数标准 ；旅游区垃圾处理处置标准 ；旅游区容量利用标准 ；旅游区各功

能区执行标准等级规定等 ，为旅游区环境管理服务 。

第三节 旅游环境监测

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前提是了解引起环境

问题即环境质量变化的原因 ，了解污染物的性质 、来源 、含量及其分布状态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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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变化规律 ，从而客观评价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 ，确定污染物控制水平 。在研究

污染物的种类 、数量过程中 ，要借助物理的 、化学的 、生物的技术手段 ，获取环

境信息 ，这个过程就是环境监测过程 。环境监测是环境科学的基础学科 ，是旅游

区环境质量识别和旅游环境管理及监控的基础 。

旅游环境监测的目的是通过对影响旅游环境质量的污染因子及反映旅游环境

质量的环境因子的测定 ，评价旅游区环境质量 （或污染程度） 现状并预测其变化

趋势 。随着旅游业和科学的发展以及新的环境问题的出现 ，环境监测的含义也在

不断扩展 ，一方面 ，监测对象由污染源的监测逐步发展到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监

测 ，不仅包括影响环境质量的污染因子 ，还延伸到对生物 、生态变化的监测 ；另

一方面 ，监测的方法和技术也在不断更新 ，包括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的发展 。

一 、旅游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

所谓环境监测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监视和检测代表环境质量及发展变化趋势

的各种环境因子实际值的全过程 。简言之 ：是测定代表环境质量的各种标志性数

据的过程 。环境监测的目的是准确 、及时 、全面地反映环境质量现状及发展趋

势 ，为全面科学地评价环境质量状况 ，控制污染提供科学依据 。它是进行环境质

量评价 、制定环境规划 、制定和实施环境法规以及进行环境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

基础性工作 ，是环境管理 、治理污染和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具体可概括为

以下几方面 ：

（１） 根据环境质量标准 ，评价环境质量 。

（２） 根据污染物的时空分布情况 ，追踪寻找污染源 ，为实现监督管理 、控制

污染提供依据 。

（３） 收集本底数据 ，积累长期监测资料 ，为预测预报环境质量 、研究环境容

量 、实施总量控制和目标管理提供数据 。

（４） 为开展环境科学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

（５） 为保护人类健康 、保护环境 、合理使用自然资源 、制定环境法规 、 标

准 、规划等服务 。

旅游环境监测是特定范围的环境监测 ，通过监测及时了解旅游区环境质量状

况和环境质量变化情况 ，了解旅游区环境问题和变化趋势 ，制定相应的治理对策

和管理办法 ，保证旅游区环境处于良性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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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旅游环境监测的分类

环境监测可按其监测目的或监测介质对象进行分类 ，也可按专业部门进行分

类 ，如气象监测 、卫生监测和资源监测等 。

１畅 按监测目的分类

按监测目的可分为 ：监视性监测 、研究性监测和特定目的监测 。监视性监测

又称为例行监测或常规监测 ，一般指按照国家或地方有关技术规定 ，对旅游区指

定的有关项目进行定点的 、定期的 、长时间的监测 ，以确定旅游环境质量及污染

源状况 、评价控制措施的效果 ，衡量环境标准实施情况和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 ；

研究性监测又称科研监测 ，是针对特定目的的科学研究而进行的高层次的监测 。

包括为研究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而进行的监测 ；为确定某种新的污染

物在环境中的时空分布而进行的环境监测 ，以及确定这种污染物对环境 、人体和

生物体的危害性及影响程度而进行的研究 ；特定目的监测又称为特例监测或应急

监测 。根据特定的目的 ，可分为污染事故监测 、仲裁监测 、考核验证监测和咨询

服务监测四种 。

２畅 按监测介质对象分类

按监测介质的对象分为 ：水和废水监测 、大气和废气监测 、土壤监测 、固体

废物监测 、生物监测 、噪声监测等 。

３畅 按监测手段分类

按监测手段可分为 ：对污染物分析测试的化学 （物理化学） 监测 ；对物理

（或能量） 因子热 、声 、光 、电磁辐射 、振动及放射性等强度 、能量和状态测试

的物理监测 ；对生物由于环境质量变化所发出的各种反映和信息 ，如群落 、种类

的迁移变化 、受害症状等测试的生物监测 ；对较大区域或流域范围环境质量进行

连续测定的遥感监测 。

三 、旅游环境监测的要求和特点

（一） 旅游环境监测的要求

旅游环境监测是对旅游区环境信息的捕获 、解析 、综合和传递的过程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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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客观 、准确地获取到环境质量信息 ，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揭示监测信

息的内涵 ，才能对旅游区环境质量及其变化趋势作出正确的评价 。因此 ，旅游区

环境监测工作既要准确可靠 ，又要能科学地 、全面地反映实际的情况 。 一般来

说 ，环境监测的要求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１畅 代表性

由于污染物在环境中具有时空分布特征 ，环境监测要求确定合适的采样时

间 、采样地点 、采样频率和采样方法 ，从而使所采集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能真实

地反映旅游区总体的质量状况 。

２畅 完整性

完整性主要强调监测计划的实施应当完整 ，即布点 、采样 、样品运送 、分析

过程 、分析人员 、质控人员和签发人员等 ，包括从采样到分析 ，每一步骤都有记

录在案 。

３畅 可比性

可比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首先不仅要求同一实验室对同一样品的监测结果

应该具有数据可比性 ，而且还要求不同区域的各实验室之间对同一样品的监测结

果相互可比 ，这样就能从空间上比较环境质量的好坏 ；其次要求同一项目的历年

监测数据也应具有可比性 ，这样就能从时间上确定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 。

４畅 准确性

准确性指测量值与真实值的符合程度 。环境监测要求实验室分析结果可靠 。

５畅 精密性

精密性是指用一特定的分析程序在受控条件下重复分析均一样品所得测定值

的一致程度 、它反映分析方法或测量系统所存在随机误差的大小 。分析方法的精

密性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

（二） 旅游环境监测的特点

１畅 旅游环境污染的特点

（１） 时间和空间分布性 ：由于大部分景区存在明显的淡旺季差异 ，导致污染

物产生量有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环境质量因素也具有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由于受

污染源空间分布及污染物在环境中稀释 、扩散 、转化的影响 ，环境污染具有空间

分布特征 。因此 ，为了正确表述一个旅游区的环境质量 ，单靠某一点监测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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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说明的 ，必须根据污染物的时间 、空间分布特点 ，科学地制定监测计划 ，然

后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才能得到较全面而客观的评述 。

（２） 环境污染与污染物含量 （或污染因素强度） 的关系 ：当环境污染物质浓

度或污染因素强度低于某一阈值时 ，其对环境的危害并不明显 ；但当高于这一阈

值时 ，就会对环境产生明显的危害 。因此 ，研究这一阈值是判断环境污染及污染

程度的重要依据 ，也是制定环境标准的科学依据 。

（３） 污染物排放特点 ：旅游区排放的污染物与工业 、农业相比 ，种类少 ，内

容相对简单 ，主要是生活污染 、交通污染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

（４） 环境污染的社会评价 ：旅游环境污染的社会评价非常重要 ，关系到旅游

区的形象 ，影响游客对旅游项目的选择 ，同时旅游环境污染的社会评价往往受人

的主观意识作用 ，与社会制度 、文明程度 、技术经济发展水平 、民族的风俗习

惯 、哲学 、法律等问题有关 ，一般来说 ，人们对旅游区环境质量要求更高 ，对旅

游区环境污染评价更为苛刻 。

２畅 旅游环境监测的特点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时空变化特征 ，环境要素和污染组分具有多样性 ，因此 ，

旅游区环境监测具有相应的特点 ，具体可归纳为 ：

（１） 环境监测的综合性 ：环境监测的综合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监测对象的综合性 ：包括大气 、水体 （地表水及地下水） 、土壤 、固体废物 、

生物等环境要素 ，只有对这些要素进行综合分析 ，才能确切描述旅游区的环境质

量状况 。

监测手段的综合性 ：包括化学 、物理 、生物 、物理化学 、生物化学 、生物物

理等一切可以表征环境质量的方法 。

环境监测数据处理的综合考虑 ：对环境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综合分析

时 ，需要涉及该区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 ，因此 ，必须综合考虑才能正确阐明

数据的内涵 。

（２） 环境监测的连续性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时空变化特点 ，因此 ，只有坚持

长期监测才能从大量的数据中揭示其变化规律 ，预测其变化趋势 ，数据越多 ，预

测的准确度越高 。因此 ，监测点位 、监测网络的选择一定要有科学性 ，而且 ，一

旦监测点位的代表性得到确认 ，必须长期坚持监测 。

（３） 环境监测的追踪性 ：环境监测及一系列的程序 ，包括监测目的的确定 、

监测计划的制定 、采样 、样品运送和保存 、实验室分析和数据处理等过程 ，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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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节质量控制水平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监测结果的质量 。因此 ，为使监测结果具

有一定的准确性 ，并使数据具有代表性 、可比性和完整性 ，需要建立一个量值追

踪体系予以监督 ，对每一监测步骤实行质量控制 。

四 、旅游环境监测的原则

在旅游环境监测中 ，由于人力 、监测手段 、经济条件和设备仪器等的限制 ，

不能包罗万象地监测分析所有的污染物 ，应根据旅游区污染特点 、需要和可能 ，

坚持以下的原则 ：

（１） 监测对象的选择 ：选择监测对象应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针对污染物的

性质 ，选择排放量大 、危害严重 、影响范围大的污染物 。

（２） 对选择的污染物必须有可靠的测试手段和有效的分析方法 ，从而保证能

获得准确 、可靠 、有代表性的数据 。

（３） 对监测数据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和判断 。如果该监测数据既无标准可循 ，

又不了解对人体健康和生物的影响 ，会使监测工作陷入盲目性 。

（４） 优先监测的原则 ：需要监测的项目往往很多 ，但是不可能同时进行 ，必

须坚持优先监测的原则 。对影响范围大的污染物要优先监测 。造成局部污染的污

染物与在较大范围内存在的污染物相比 ，一般来说 ，后者应优先监测 。在大气污

染监测中 ，根据以上原则及 枟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枠 规定 ，现阶段常规分析的

指标有二氧化硫 、硫化氢 、二氧化碳 、二氧化氮 、一氧化碳 、烟尘和粉尘 。水污

染监测的项目主要与旅游区的生活污染相对应 ，主要有 ：水温 、电导率 、溶解氧

（DO） 、浑浊度 、化学需氧量 （COD） 、生化需氧量 （BOD） 、总需氧量 （TOD） 、
总氮 、总有机碳 （TOC） 、溶解性和悬浮性固体等 。在具体选择监测项目时 ，要

结合旅游区实际选择测试内容 。

五 、旅游环境监测的方法

（一） 旅游环境污染的监测方法

１畅 化学 、物理监测

对污染物的监测 ，目前使用较多的是化学方法和物理方法 。尤其是分析化学

的方法在环境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 ，容量分析 、质量分析 、光化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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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分析和色谱分析等 。物理方法发展也很快 ，如遥感技术在大气污染监测 、

水体污染监测以及植物生态调查等方面显示出特殊的优越性 ，是地面逐点定期测

定所无法比拟的 。

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分布是排放量 、时间和空间的函数 ，并受气象 、季节和地

形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 ，必须在一个地区内进行多点 、同步连续的监测 ，才能正

确地掌握该地区的污染状况 ；不仅需要分析测试技术 ，还需要借助电子计算机建

立自动监测系统 ，用以收集 、处理 、分析和储存数据 ；不仅监测环境质量现状 ，

而且能预测 、预报变化趋向 。如由国家环保总局投资 １５０万元在太湖流域湖州新

塘港建立的水质自动监测站 ，是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首批确定的 １０ 个地方建立

的监测站之一 。自动监测站安装的是法国进口的水质自动监测仪器系列 ，可同时

自动连续监测 pH 值 、水温 、溶解氧 、电导率 、浊度 、高锰酸盐指数 、总有机碳

共 ７个水质指标 。湖州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立 ，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出湖州流入太

湖的水质情况 ，为实现太湖水变清目标提供了管理依据和技术保证 。

２畅 生物监测

（１）大气污染物中的生物监测 。大气污染物中的生物监测有以下办法 ：第

一 ，利用指示植物的伤害症状对大气污染做出定性 、定量的判断 ；第二 ，测定植

物体内污染物的含量 ，做出判断 ；第三 ，观察植物的生理生化反应 ，如酶系统的

变化 、发芽率的变化等 ，对大气污染的长期效应做出判断 ；第四 ，测定树木的生

长量和年轮 ，估测大气污染的现状 ；第五 ，利用某些敏感植物 ，如地衣 、苔藓等

作为大气污染的植物监测器 。

（２） 水体污染中的生物监测 。水体污染中的生物监测有以下办法 ：第一 ，利

用指示生物监测水体污染状况 ；第二 ，利用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变化进行监测 ，同

时可引用生物指数和生物种类的多样性指数等数学手段 ；第三 ，水污染的生物测

试 ，即利用水生生物受到污染物的毒害作用所产生的生理机能变化 ，测定水质的

污染状况 。

（二） 旅游生态监测方法

旅游区环境保护包括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两个方面的内容 。生态监

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 ，是生态科学管理的依据 ，是加强生态环境法制的重要

手段 。实施生态建设 ，需要建立一套有效可行的生态监测方法 ，对生态的演化趋

势 、特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监测 、开展研究 ，对生态状况进行动态的定量监测

与控制 。生态监测是一项新的工作 ，也是今后旅游环境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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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生态监测工作才刚刚起步 ，基础设施差 、底子薄 ，工作人员少 。目前 ，除

国家建立的专业生态监测点外 ，全国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生态监测 ，特别是旅游

区 ，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很高 ，迫切需要了解生态环境状况 ，以便根据生态环境

实际 ，开展生态建设 ，保证旅游区生态环境处于良性状态 。因此 ，开展相应的工

作 ，建立和完善生态监测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

１畅 生态监测项目指标体系的建立

在确定的生态系统中 ，选择一系列项目指标 ，来反映该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及主要的生态问题 ，是生态监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工作 ，可通过典型生态类型和

重点生态监测实验逐步完善 。

（１） 生态监测指标的选择 。第一 ，自然指标 ：包括自然景观 、自然状况 、自

然因素等指标 ；第二 ，人为指标 ：包括人文景观 、人为因素等指标 ；第三 ，一般

性监测指标 ：包括重点生态监测指标 、常规生态监测指标 ；第四 ，应急监测指

标 ：包括自然力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紧急生态问题监测 。

（２） 典型生态系统监测指标的选择 。根据以上原则 ，就草原生态系统 、农村

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的监测项目简述如下 ：

草原生态系统 ：草地水源 （自然降水 、地表水 、地下水位） ，草地植被 （草

地总面积 、退化面积 、沙化面积 ；盐浸及荒漠化面积 、草地植物的种类及密度 、

盖度 、杂草的种类及分布密度 ；退耕还牧面积 ；相应的地理位置） ，草地载畜量 ，

草地鼠 、虫害密度 ，矿产资源的分布及数量 ，野生动物种类及数量 ，突发性灾害

监测 。

农村生态系统 ：土地总面积 ，沙漠化面积 ，盐浸及荒漠化面积 ；土壤有机质

状况 ，土壤组成及成分变化 ；农膜 、农药 、激素 、化肥的使用量及残留量 ；水土

流失面积 、植被的覆盖面积 ；植物秸秆合理利用情况及能源 、矿产资源分布及

数量 。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覆盖率 ；森林减少面积 、新增面积 、退耕还林面积 ；林

木种类 、分布及数量 ；水涵养率及涵养量 ；森林病虫害 、火灾的频度 ；林区的土

壤指标 ；野生动物种类 、分布及数量 ；矿产资源分布及数量 ；突发事件的监测 。

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建设布局 （包括交通 ，工厂布局） ，排污道设置 ，居民

区建设 ，公用设施建设 ；城市绿化面积 ，城市噪声 ，空气环境质量指标 ，水环境

质量指标 ；人口密度 ，沙尘暴的频度 ；能源与动力的利用 ；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

的保护及利用 ；矿产资源种类 、分布及数量 ；环境教育的普及程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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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生态监测的方法

生态监测是指对生态系统中项目指标进行具体量测和定度 ，从而得出生态系

统中某一项目的特征数据 ，通过统计分析 ，反映该指标项目的现状及趋势 。同一

指标项目可采用多种监测方法进行定性 、定量分析 。在选择监测方法时 ，要注意

现有的条件 ，结合实际选择出最佳监测方案 。一般采用定位观测的方法 。目前 ，

我们常见的生态监测仪器属大型监测设备 ，如遥感 （RS ） 、 地理信息系统
（GIS） 、全球定位系统 （GPS） 等 ，而常规的生态监测应选择小型仪器 。一般的

监测系统包括传感器 、中间变换设备 、传输设备 、数据处理设备 、显示记录设备

几部分 。

六 、旅游环境监测的内容和方案设计

（一） 旅游环境监测的内容

旅游区环境监测的内容要根据区域具体情况而定 。一般包括环境污染监测和

生态监测两大内容 。环境污染监测又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测 ，以环境质

量监测为主 。

１畅 环境污染监测

（１） 环境质量监测 ：对表征环境质量的环境因素进行监测 ，如对表征大气环

境质量的因素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飘尘等进行的监测 ；对表征水体环境质量的

因素 DO 、 COD等因素进行的监测 。

（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内容根据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种类 、数量决定 。

２畅 生态监测

在旅游区生态系统中 ，针对性地选择一系列反映该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及主

要的生态问题的项目 ，进行长期定位生态监测 。

（二） 旅游环境监测方案设计

监测方案是一项监测任务的总体构思和设计 ，制订时需回答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 ：通过监测需要得到什么环境信息 ；需要哪些具体的监测数据 ；在什么地方 、

什么时候 、怎样获取这些数据 ；怎样分析这些数据 ；怎样评价监测数据的质量 ；

怎样保证监测数据的质量可靠性 ；怎样管理 、存储这些数据 ；怎样传递数据到需

要的部门或个人 。针对这些问题 ，具体制定时必须首先明确监测目的 ，然后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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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监测对象 、设计监测网点 ，合理安排采样时间和采样频率 ，

选定采样方法和分析测定技术 ，提出监测报告要求 ，制订质量保证程序 、措施和

方案的实施计划等 。主要内容 ：

（１） 基础资料的收集 ：在制订监测方案之前 ，应尽可能完备地收集欲监测区

域的有关资料 ，主要有 ：污染源分布及排放情况 ；气象资料 ，包括监测区域的风

向 、风速 、气温 、相对湿度 、温度的垂直梯度和逆温层底部高度等资料 ；地形资

料 、地质和地貌资料 、土地利用和功能分区情况 ；监测区域以往的大气监测资

料 、监测网点的布设 ；水体的水文 、水质状况 ，包括历年的水文水质资料 、水体

的用途 、饮用水源分布和重点水源保护区等 。

（２） 监测网点 （断面） 的布设 ：监测网点的布设方法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方法

标准执行 。

（３） 采样时间 、频率的确定 ：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要求执行 。

（４） 采样 、监测技术和质量保证 ：要根据监测对象的性质 、含量范围及测定

要求等因素选择适宜的采样 、监测方法与技术 。监测所获数据 ，是描述和评价环

境质量 、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 ，必须进行科学的计算和处理 ，并按照要求的形式

在监测报告中表达出来 。为保证监测数据正确可靠 ，要求对环境监测的每一步骤

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使质量保证贯穿监测工作的全过程 。

第四节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

环境质量评价是确定 、预测和解释人为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也称环境影

响分析 。在地球科学等领域里 ，对一定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或某些自然资源 （如

矿产资源 、水资源 、土地资源 、土壤肥力 、森林资源 、气候资源） 本来就有进行

评价的传统 。通过旅游环境质量评价 ，可以使不同旅游区以及同一旅游区不同时

间的环境质量都具有可比性 。环境质量评价是认识旅游区环境质量状况的重要方

法 ，是进行旅游区环境管理的重要基础 。

一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含义

１畅 环境质量评价

环境质量评价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简作 EQA ） 是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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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的一个重要应用方向 。环境质量评价是对环境的优劣进行定量的描述 ，通过

建立定量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一定范围内的环境质量进行定量的判定 、解释和

预测 。其含义是作为主体的人对某一区域的环境进行的适宜于人类某种发展行为

的质量价值评估 。评价的对象是环境质量的 “价值” 而不是环境质量本身 ，所谓

“价值” 是指环境能满足主体某种行为的程度 ，即经济学中的 “效用” 量值 。评

价是人类对价值这一客观存在进行的判断和评定 。显然 ，评价的主体不同 ，其需

求方向和兴趣不一 ，则相同的环境质量可能出现不同的评价结论 。

根据叶文虎等对 “理论环境学” 的研究 ，环境质量问题的出现 、认识和研

究是推进环境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动力 ；而从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来看 ，环境质

量评价的对象应该是环境质量对人类社会和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 ，即环境质量的

价值 ；进行环境质量评价 ，必须进行环境质量 （评价客体） 的识别与人类社会

（评价主体） 生存与发展需要和行为的分析 ，二者缺一不可 。其中 ，人类社会的

经济发展行为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需要的核心内容 （区域的 EQA ，其委托方也

是基于某种经济行为） ，对它的识别是进行 EQA 的前提 。环境质量评价是帮助我

们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有效手段 。

２畅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

根据上述的环境质量评价性质分析 ，旅游区环境质量评价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of Tourist Region ，简作 TEQA ） 是对旅游区的环境进行的
专门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行为是旅游活动 ，客体是旅游环境 。客体能够满足主体

需要的程度 ———环境质量是否能够带来旅游者的满足 （用满意度指标表示） ，即

旅游环境质量的价值 。对这一价值进行的量化分析 （或定性分析） 过程即旅游区

环境质量评价 。简言之 ，旅游区环境质量评价是对旅游环境能够满足旅游活动需

要的程度进行量化分析或定性分析的过程 。既然主体需要已经正确把握 ———旅游

活动和旅游开发活动 ，那么对客体的分析就应依据此目的来进行 ，对作为客体的

旅游环境系统进行结构 、特征 、特性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和深入把握 。旅游

区环境质量评价最终归结为旅游环境的适宜性分析 ，它主要是指对于旅游活动的

适宜性 。根据旅游者活动规律和需求特征 ，以及旅游环境系统的结构 ，旅游环境

的适宜性评价的主要内容为 ：

（１） 作为旅游对象的景观要素的美学质量分析或称为 “旅游资源评价” ；

（２） 作为自然背景生态环境要素的质量评价或称为 “旅游生态环境质量评

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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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作为人文背景的社会文化要素的质量分析与评价或称为 “旅游社会软环

境质量评价” 。

对旅游环境质量的评价研究并不是目前学术界的重点或热门 ，甚至于 “旅游

环境质量评价” 这一名词也很少见诸于文献 。但是 ，类似的概念早有人提出 ，其

重要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对其的研究也在不断具体和深化 。例如国内学者郑

光磊 １９８２ 年提出了 “风景旅游区环境质量评价” 概念 ，美国土地管理局

（１９８４） 对于自然风景质量的评价 ，国内学者庄大春 （２００５） 对世界自然遗产武

陵源环境质量状况进行了评价 ，以及许多人进行的旅游资源质量评价等 ，均有相

似之处 。

二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类型

１畅 按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时间因素分

（１） 旅游环境质量回顾评价 ：根据历史资料对旅游区过去某一历史时期的环

境质量进行的回顾性评价 。通过回顾评价可以揭示出旅游区环境污染的发展变化

过程 ，推测今后的变化趋势 。这种评价需要大量的环境历史资料 、而实际所能提

供的资料往往有限 ，特别是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区 ，因此局限性很大 ，所得

的评价结论往往可靠性较差 。

（２） 旅游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这种评价一般是根据近一两年环境监测 、调查

资料 ，对旅游区域内环境质量的变化及现状进行评定 。它可以近似地反映环境质

量现状 ，探索形成环境质量现状的原因 ，为该区域环境污染的综合防治和制定旅

游环境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它也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工作 。

（３） 旅游环境影响评价 ：这类评价是对旅游区拟议的开发行动方案或规划所

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识别 、预测和评价 ，并在评价基础上提出合理消减和避免负

面环境影响的对策 。环境影响评价包含了很广泛的内容 ，它的评价结论是环境管

理决策的重要依据 。

２畅 按旅游环境质量评价要素分

按旅游环境质量评价要素来划分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可分为单个环境要素的

评价 。如旅游区大气环境质量评价 、水环境质量评价 、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等 ，或

几个环境要素的综合评价 ，也称为旅游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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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按旅游环境质量评价内容划分

按旅游环境质量评价内容划分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可分为景观要素的美学质

量分析或称为 “旅游资源评价” ；自然背景生态环境要素的质量评价或称为 “旅

游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人文背景的社会文化要素的质量分析与评价或称为 “旅

游社会软环境质量评价” 。景观美学评价 （以及旅游资源质量评价） 研究最为成

熟 ，国外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之前 ，国内在整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发表的该内容的

论文 、著作颇多 ，研究人员多为有 “资源学派” 之称的地理学工作者 。可以说尽

管目前国内学者在旅游资源质量评价的方法 、模型 、标准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分

歧 ，但由于地理学家的推进 ，这项工作已基本上步入规范化 。这部分内容在 枟旅

游资源学枠 中详细讲述 ，这里不再赘述 。

本教材着力分析的是作为自然背景的生态环境要素的质量评价 ，作为人文背

景的社会文化要素的质量分析与评价有所涉及 。自然背景要素的环境质量评价目

前较少有专门的研究人员 （且主要是环境科学工作者） ，多是因某种开发需要而

进行的简单分析 ，而且他们更为关心旅游开发行为的环境影响评价 ；至于社会文

化环境要素的研究则是旅游学者和管理者关心的内容 （这是由于服务质量在旅游

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旅游产品的核心是旅游服务 ；事实上在旅游管理者眼中 ，

旅游环境即指软环境 ，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但由于在评价指标 、标准和方法制

定上存在难度 ，因而少有论文发表 。值得欣慰的是 ，在 １９９８年开始的 “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 评选中增加了软环境的部分指标 ，这是一个进步 。国外学者对社会

环境的适宜性研究更感兴趣 。

三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是用以描述旅游区环境质量现状或评价旅游活

动所导致的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的一系列可度量参数的集合 ，同时也可作为环境质

量规划目标使用 。一个恰当的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是正确 、有效地进行环境

质量评价的基础 。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要在全面评价旅游区综合环境质量基础上选择恰当的指标

体系 。要对所评价的旅游区的环境对象有全面正确的认识 ，认识环境的范围 、内

容和功能 ，分析环境问题的成因 、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分解环境的构成因子 。这

是环境质量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 ，只有在正确认识环境 、分析环境 、分解环境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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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子的基础上 ，才能正确确立指标体系 ，才能保证旅游区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的

正确进行 。对于一般风景旅游区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包括地质 、 地形 、气候 、 水

文 、土壤 、植被等生态要素和空气质量 、水体质量 、环境噪声 、固体废弃物等环

境要素指标 ，按照影响程度 ，又分为一般指标和敏感指标 。

四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方法与程序

（一）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方法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与城市等区域的环境质量评价有所不同 ，旅游环境质量评

价除了关注环境要素如大气环境质量 、水环境质量 、噪声 、固体废弃物等 ，还要

关注构景生态要素如地质 、地形 、气候 、水文 、土壤 、植被等 ，特别是自然景观

旅游区对与自然景观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内容关注程度更高 。因此 ，旅游环境质量

评价即包括环境要素的评价 ，也包括构景生态要素的评价 。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实际上是对旅游区环境对于旅游业发展适宜度的评定过

程 ，而且是一种有方向性的评定过程 。这个过程包含有许多个层次 ，如环境评价

因子的确定 、环境监测 、评价标准 、环境识别等等 ，最终的方向是评定人类旅游

活动与环境质量之间的价值关系 。因此 ，广义地讲 ，旅游区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应

包括这一过程中使用的全部方法 。

目前 ，国内外常使用的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已出现很多 ，主要有综合指数评价

法 、专家评价法 、生态学评价法 、景观评价法 、主分量分析评价法 、模糊数学评

价法等 ，这里介绍综合指数评价法 、专家评价法 、生态学评价法 、景观评价法 。

１畅 综合指数评价法

指数评价法是最早用于环境质量评价的一种方法 。近十几年来 ，这一方法在

环境质量评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有了很大的发展 。它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

可比性 ，常用于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中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法主

要有以下几种 ：

（１） 环境质量指数的基本形式 。根据不同评价目的的需要 ，环境质量指数可

以设计为随环境质量提高而递增 ，也可设计为随污染程度的提高而递增 。

设只有一种污染物作用于环境因素的情况下 （也称单因子污染指数） ，其环

境质量指数的公式可写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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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
Ci
Si （公式 ３ １）

　 　式中 ，Pi为 i污染物的环境质量指数 ； Ci为 i污染物在环境中的浓度 ； Si为
i污染物对人类影响程度的限制值或评价标准 。如果一个旅游区某一种环境因素

中的污染物是单一的或某一种污染物占明显优势时 ，上述计算求得的环境质量指

数大体可以反应该旅游区环境质量的概况 。

（２） 简单叠加法 。若其一环境因素中有多种污染物 ，并且这些污染物之间并

没有明显的激发或抑制作用 ，可以近似地认为它们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挥作用 ，

环境要素的污染是各种污染物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而多种污染物作用和影响必然

大于其中任一种污染物的作用和影响 。用所有评价参数的相对污染值的总和 ，可

以反映出环境要素的综合污染程度 。那么环境质量指数计算公式可写为 ：

P ＝ ∑
n

i ＝ １

Pi ＝ ∑
n

i ＝ １

Ci
Si （公式 ３ ２）

　 　式中 ， P为环境质量指数 ， Pi为 i污染物的环境质量分指数 ； Ci为 i污染物
在环境中的浓度 ； Si为 i污染物对人类影响程度的限制值或评价标准 。

（３） 算术平均值法 。为了消除选用评价参数的项数对结果的影响 、便于在用

不同项数进行计算的情况下进行比较要素之间的污染程度 。该方法将指数和除以

评价参数的项数 n ，即 ：

P ＝
１
n ∑

n

i ＝ １

Ci
Si ＝

１
n ∑

n

i ＝ １

Pi （公式 ３ ３）

　 　式中 ， P为环境质量指数 ， Pi为 i污染物的环境质量分指数 ； Ci为 i污染物
在环境中的浓度 ； Si为 i污染物对人类影响程度的限制值或评价标准 ， n为评价
参数的项数 。

（４）加权平均法 。若考虑某环境因素在某一环境中所占的比例不相等 ，则需

要根据各环境因素在环境系统中各自与人类行为发生关系时所占的比例来确定其

权重 。

加权均值型指数 ：P ＝
１
n ∑

n

i ＝ １

W i Ci
Si ＝

１
n ∑

n

i ＝ １

W iPi （公式 ３ ４）

式中 ， P为环境质量指数 ， Pi为环境质量分指数 ； Ci为 i 污染物在环境中
的浓度 ； Si为 i污染物对人类影响程度的限制值或评价标准 ， n为评价参数的项
数 ，W i为 i污染物的权系数 。

（５）平方和的平方根法 。该法的计算式为 ：P ＝
１
n ∑

n

i ＝ １

Pi２ （公式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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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知 ，大于 １的分指数 ，其平方越大 ；而小于 １的分指数 ，其平方越

小 ，故不仅突出最高的分指数 ，而且也顾及到其余各个大于 １的分指数的影响 。

式中 ， P为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 Pi为环境质量分指数 ； Ci为 i 污染物在环
境中的浓度 ； Si为 i污染物对人类影响程度的限制值或评价标准 。

２畅 专家评价法

专家评价法的特点 ：专家评价法是一种古老的方法 ，但至今仍有重要地位 。

这是将专家们作为索取信息的对象 ，组织环境科学领域 （有时也需要请其他科学

领域专家） 运用专业方面的理论和经验对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的方法 。

专家评价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专家评价法的最大特点在于对某些难以用数学

模型定量化的因素 ，可以考虑在内 ；在缺乏足够统计数据和原始资料的情况下 ，

可以凭借经验做出定量估计 。值得指出的是 ，现代的专家评估方法与古老的直观

的评价法 ，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 ，而是有质的飞跃 ，它们之间有截然不同的特

点 ，其中较突出的有特尔斐法 。特尔斐法是专家会议预测法的一种发展 ，是一种

系统分析法 。其工作程序是 ：确定评价主题 ———编制评价事件一览表 ———选择专

家 ———环境预测和价值判断过程 ———结果的处理和表达 。该方法的特点是 ：专家

匿名函询 ，轮回反馈沟通情况 ，采用统计方法对结果定量处理 。所谓专家一般是

指在该领域从事 １０年以上技术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或专业干部 ，专家组的人数

一般在 １０ ～ ５０人 。

３畅 生态学评价法

生态学评价方法是通过各种生态因素的调查研究 ，建立生态因素与环境质量

之间的效应函数关系 ，评价自然景观破坏 、物种灭绝 、植被减少 、作物品质下降

与人体健康和人类生存发展 、旅游活动需要的关系 。由于生态学的内容非常丰

富 ，生态学评价方法也有许多种 ，这里主要介绍植物群落评价 、动物群落评价和

水生生物评价 。

（１） 植物群落评价 ：植物种类 、数量与旅游区生态环境关系十分密切 。一个

区域的植物与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评价这种关系可用下列指标 ：植物数量 ，说明

该地区的植被组成 、植被类型和各种物种的相对丰度 ；优势度 ，即一个种群的绝

对数量在群落中占优势的相对程度 ；净生产力 ，是指单位时间的生长量或产生的

生物量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生物学指标 ；种群多样性 ，是用种群数量和每个种群

的个体量来反映群落的繁茂程度 ，它反映了群落的复杂程度和 “健康” 情况 。通

常适用辛普生指数 ，其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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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N（N － １）

∑
k

n ＝ １

n（n － １）

（公式 ３ ６）

　 　式中 ， D为多样性指数 ； N 为所有种群的个体总数 ； n为单个种群的个体
数 ， k为种群种类数 。

由于指数受样本大小的影响 ，所以必须用两个以上同样大小的群落进行对比

研究 。

（２） 动物群落评价 ：一个区域的动物构成取决于植物情况 。因此 ，植物群落

的评价结果及方法 ，在动物群落评价中都有重要作用 。动物群落评价注重优势

种 、罕见种或濒危种 ，通过物种表 、直接观察等方法确定动物种群的大小 。

（３） 水生生物评价 ：水生生态系统 （包括河流 、海洋等水体） 的生物在很多

方面与陆地生物和陆生群落不一样 。因此 ，采集的方法和评价的方法也不同 。例

如 ，由于藻类是水生生物王国中主要的生产者 ，如果水质 、水温 、水位 、流量 、

有机质含量等发生变化 ，藻类的生产就会受到影响 。某些评价工作就需要对藻类

进行评价 。在评价过程中 ，通常需要了解组成成分 （即某区域内有什么生物体存

在） 、丰盛度 （某种水生生物在该研究区城内所有水生生物中相对数量） 、生产力

（为了说明某种生物在它的群落食物链中的相对重要性） 。其次是对水生动物的评

价 。水生动物包括范围很广 ，种类繁多 ，应根据评价的目的选择评价因子 。

４畅 景观评价法

景观评价法以满足人们追求舒适性的需求为目标 ，对环境质量的景观价值进

行评价 。

景观的描述主要包括对人文要素和环境要素构成美的内在关系的描述 。景观

评价是采用主观概率法计算美感值 ，其计算公式可以采用 ：

Q ＝ ∑
n

i ＝ １

QiW i （公式 ３ ７）

　 　式中 ， Q为评价对象的景观值 ； Qi为第 i 个要素美感值 ；W i 为第 i 个要素
的权系数 。

景观评价结果往往受评价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在评价中应该将有经验的专

家评分与公众的调查评定结果相结合 ，再加以分析调整 ，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客观

一致的评价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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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程序

１畅 旅游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程序

旅游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对特定区域 ———旅游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旅游适宜性

评价 ，是对生态环境要素特征及组合状态进行的质量认定 ，也是对其满足游人需

求的价值分析 ；评价的实质反映了游人对生态环境质量的特殊需要和追求 。旅游

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与一般的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程序是基本一致的 ，所不同的

是运用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 。一般意义上的环境质量评价 ，是以环境质量对人类

生活和工作特别是人类健康的适宜程度作为评价标准 ，而旅游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是以对游人的心理 、生理适宜性作为判别标准 。由于旅游活动的特殊需求追求高

品质的生态环境质量 ，游人对旅游地环境质量的要求显然高于其常驻地 （从旅游

经济的本质看 ，游客让渡了金钱和体力消费 ，是期望获得更高质量的环境状态的

感受 。尽管这种让渡是短暂的和临时的） 。因此 ，后者的标准要比前者严格 。

（１） 旅游区性质定位和区域界定 。既然评价的对象存在多种价值 （多样性利

用方式） ，其价值的评判则必须考虑人类主体的需要 。很显然 ，发生在同一环境

中的不同发展行为之评价标准和结论是有差异的 ，对某一旅游开发类型特别适

宜 ，可能对另一种类型不适宜 。旅游区性质定位便是首先确定人类发展行为特

征 ，即确认区域环境为自然风光旅游区 ，还是人文景观或人造景观旅游区 ，抑或

是三者的融合 ；然后进行二级分类 ———山岳型 、水景型 、山水型 、特异风光型 、

古城型 、大都市型 、海滨型 、古典园林型还是人工主题园型 ；最后要对旅游区提

供的主体旅游活动形式予以认定 ———观光型 、度假型 、娱乐型还是综合型 、特殊

型 。这是评价的基础性工作 。不同的旅游活动类型和旅游区性质 ，游客所感受的

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不同要求也有差异 。区域界定包括范围 、区位的认定 ，是游客

旅游活动中可能到达的地点综合 ，具有空间整体意义 。

（２） 评价指标的确定 。评价指标的确定是评价工作的核心环节之一 。一般包

括构景生态要素和环境要素 ，前者是与自然景观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内容 （如地

质 、地形 、气候 、水文 、土壤 、植被等） ，后者是狭义的环境质量要素 （如大气

环境质量 、水环境质量 、噪声 、固体废弃物等） 。普通指标包括 ：系统脆弱度 、

环境容量利用强度 、自然灾害等 ；不同类型的旅游地旅游区性质存在差异 ，因

此 ，还包括特征指标 ，如表３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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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旅游区自然生态环境评价指标

旅游区类型 评价指标 敏感指标

山岳型旅游区

①植被覆盖度
②生物多样性
③大气环境质量
④噪声
⑤地表垃圾
⑥水环境质量
⑦建筑物形态 、体量和美观度
⑧山体造型

①植被覆盖度
②植物种类 、生物多样性

海滨旅游区

①海水质量
②大气环境质量
③绿化指标
④植被形态
⑤建筑形态
⑥日照指数
⑦空气温度指数
⑧沙滩质量
⑨固体废弃物
⑩噪声

①海水质量
②气候舒适度

水景型 （江河 、 湖
泊 、瀑布） 旅游区

①水质
②沿岸植被
③空气质量
④建筑景观质量

水质

生态型旅游区 （森
林 、草原 、草甸等）

①植被覆盖度
②植被形态与品种
③动物种类与数量
④空气质量
⑤地表建筑
⑥地表垃圾

植被

风景旅游城市

①空气质量
②噪声
③绿化指标
④建筑形态
⑤地面清洁指数
⑥地表水质

空气质量指数
噪声污染指数

主题公园

①建筑形态
②地面清洁指数
③绿化指数
④地表水质
⑤空气质量
⑥噪声指数

建筑形态
地面清洁指数
绿化指数

　 　 资料来源 ：崔凤军 ：枟风景旅游区的保护与管理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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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环境监测与生态定位 。环境监测与生态定位是上述指标数据取得和量化

的关键 。通过一定的环境监测仪器分析主要环境要素的污染指数 （重点是空气 、

水和噪声） ，并调查污染源情况 （污染物排放类型 、强度和时间） ；借助生态定位

调查方法和仪器对生态要素 （重点是动植物） 进行判别 ，取得量化指标值 ；通过

社会心理的公众评价等手段取得建筑形态等人工环境的评价值 。

（４） 生态环境单要素评价 。根据旅游区环境质量标准确定各要素的旅游适宜

性程度 。评价方法使用公式 ３ １和公式 ３ ２ 。

（５）旅游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其具体包括 ：

①参数的等标化 。各个评价参数的度量单位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单位面积的

重量 ，如降尘 ；有的是单位体积内的重量 ，如各种污染物质的浓度 ；有的又是声

强分贝 ，如噪声 ；而且它们的数值大小及其意义也不相同 。为了使这些单位 、数

值及其意义各不相同的参数在同一基准上相互比较 ，就需要将参数等标化 ，即将

所有的参数都和它们各自的环境标准进行比较 ，使它们转换成具有相同环境意义

的定量数值 ，这一过程就叫参数的等标化或指标化 。评价目的不同 ，或环境要素

的功能不同 ，评价标准也就不同 。在进行环境质量评价时 ，应根据环境功能和评

价目的选择不同的标准进行等标化处理 。

②确定评价指标 （参数） 的权系数 。为了说明某一要素或总体环境质量的优

劣 ，需要将等标化后的评价参数综合起来 。这不应当是评价参数质量分指数的简

单加和 ，而应当是它们的加权和 ，为此 ，就要确定评价参数的权系数 。所选定的

评价参数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以及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并不是等同的 ，应对不

同的评价参数赋与不同的权系数 。而要正确地确定权系数 ，包括两方面的工作 ，

一方面 ，要深入研究标志污染物在区域环境中的污染状况及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

影响 ，特别要加强多种污染物联合作用的毒理学实验 ，确定污染物之间的相互作

用 ；另一方面 ，要运用近代的数学工具 ，进行数学分析 。敏感指标的权系数要大

于普通指标 。确定权系数的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 、模糊数学法和序列综合法 。

③建立数学模型 。我们所研究的旅游区环境对象是污染物在多介质 、多元体

系中物质的运动规律 ，要建立一个完善的 、科学反映环境质量状况的数学模式 ，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就目前来说 ，根据具体单元环境的污染状况 ，运用适当

的计算方法 ，可以顺利解决单元环境的并类问题 ，但从长远来说 ，为了不断提高

环境质量评价的水平 ，应努力加强数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渗透 。简单实用的模型

如公式 ３ １ ～公式 ３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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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建立分级标准 。从环境质量评价的数学模式得到的是环境质量的定量数

字 ，这些数字是根据所评价的环境要素或单元的功能选择不同的评价标准取得

的 。同样的数字 ，在不同的环境要素或单元间往往代表不同的环境质量内容 。即

使是在同一环境要素或单元内 ，这些数字也应当赋予它环境质量的具体内容 ，即

给这些定量数据以定性的解释 。为此 ，就要进行环境质量的分级 ，即根据环境质

量指数及其对应的生态效应将质量指数划分污染等级 ，这样 ，每个环境质量指数

值就代表具体的污染水平了 。 一般将环境质量分为五级 ——— 很适宜 、较适宜 、

基本适宜 、限制性适宜和很不适宜 。值得一提的是 ， “不适宜” 一方面可能由环

境要素的质量所致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其他特殊要求所致 （如水源保护区不适宜

于旅游开发） ，对此应有所区分 。

⑤编制适宜性评价图 。如果评价区域面积较小 ，一般不进行分区评比 ，没有

必要绘制评价图 。对于较大旅游区域 ，在评价开始时就需要做好分区工作 ，分别

进行评价 ，绘制评价图 ，并用不同色块或数字标明不同的环境质量评定等级 ，做

到一目了然 。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是旅游区环境管理的基础 ，环境质量管理必须纳入旅游区

统一管理中 ，成为旅游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环境质量评价 ，发现旅游区

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确保旅游区环境质量处于良性状

态 ，为旅游业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

２畅 旅游社会环境质量评价的程序

社会环境质量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因子 。对旅游业而言 ，旅游资

源是基础 ，自然生态环境是背景 ，而社会环境是核心 。

就其内容而言 ，旅游社会环境可谓包罗万象 。陆林在旅游者感知行为研究中

便提出了 ３项一级指标 ———供给 、管理和社区居民 ，以及价格 、秩序等 １０ 项二

级指标 。国家旅游局 １９９８年制定并实施的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 中设

定的 １８个方面中 ，就有 １６个为社会环境内容 。我们可以把社会环境划分为软 、

硬两部分 ，硬件包括宾馆数量 、旅游车船等有形内容 ，软件则包括服务 、管理和

居民素养等无形内容 。目前研究更关注的是后者 ，即对旅游社会软环境进行质量

适宜性评价 。

（１） 旅游社会环境质量评价指标选择 。

根据上述定位 ，选择如下评价指标 （见表 ３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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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旅游区社会环境质量评价主要指标

类型 内容 评价指标

旅游服务 服务意识 、态度 、质量 、技术 、规范化 、个性化 顾客满意度

旅游管理 社会治安 、社会秩序 、行业管理 旅游安全感知度

居民修养 好客度 、道德水准 、文化素养 社区居民好客度

　 　 （２） 旅游社会环境质量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

与自然环境不同的是 ，社会软环境指标难以用仪器进行测量 ，这为评价工作

增加了难度 。一般可采用旅游社会学的评价方法对旅游者进行感受调查 （分要素

综合） 。

（３） 旅游社会环境质量评价结果 。

评价结果等级可分为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和很差 。

评价标准按评价指标值统计 ，以百分制 （均值） 分别对应 ： ＞ ９０ ； ７０ ～ ９０ ；

６０ ～ ７０ ；５０ ～ ６０ ； ＜ ５０ 。

案 　例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环境质量评估

１畅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简介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位于张家界市中部 ，湖南省西北部 ，澧水中上游 。地处北

纬 ２８°５２′ ～ ２９°４８′ ，东经 １０９°４０′ ～ １１０°２０′ ，属于武陵山脉腹地 ，土地总面积

９ ５１６ km２
。张家界地处北中纬度 ，属中亚热带山原型季风性湿润气候 ，四季分

明 ，雨量充沛 ，无霜期长 ，严寒期短 。 年平均气温 １６ ℃ ，年降雨量 １ ４００ mm ，

降雨量在时空分布上有明显的不均 。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设立为地级市 ，初名大庸市 ，

辖永定 、武陵源两区和桑植 、慈利两县 ，并审定武陵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

１９９４年 ４月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索溪峪自然保护区 、天子山自然

保护区组成 ，所辖面积仅 ３９０畅８ km２
，其中 ，外围保护地带面积 １２６畅８ km２

，风

景区面积 ２６４ km２
。区内石英砂岩柱峰有 ３ １０３座 ，千米以上峰柱 ２４３座 ，最高

峰为兔儿望月峰 ，海拔 １ ２６４畅５ m ；境内长 ２ ０００ m 以上的沟谷 ３２ 条 ，总长达

８４畅６ km ，其中以金鞭溪最为著名 。峰顶多为三面悬崖深谷的台地 ，常为山民安

居扎寨之处 ，最为有名的有黄石寨 、鹰窝寨 、锣鼓寨 、躲官寨等 。武陵源风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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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区气候特点基本上与整个张家界一致 ，但是由于受地形的影响 ，气候复杂多

变 ，且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山高林密 ，雨丰湿重 ，形成特有的森林小气候 。武陵

源风景名胜区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地形 、地貌复杂多样 ，形成明显的垂直差

异 ，构成各种不同的山地小气候环境 ，为众多物种的生存 、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

件 。植物资源中 ，高等植物有 ３ ０００ 余种 ，珍贵经济用材有 １０ 余种 ，药用植物

１ ０００多种 ，木本油料植物 ７０多种 ，芳香植物近百种 ，可供观赏的野生花卉 ４５０

余种 ；首批列入 枟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枠 的重点保护植物有 ３５ 种 。其区

域森林覆盖率 ８５％ 。陆生脊椎动物有 ５０ 科 、 １１６ 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３

种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１０种 、国家三级保护动物 １７种 ，被誉为 “亚热带罕见的

物种基因库” 。 １９９２年 １２ 月 ，武陵源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自然遗产列

入 枟世界遗产名录枠 。

２畅 武陵源风景区的旅游活动特征

武陵源自然环境条件的特点是 ：山地 、丘陵 、岗地等地貌类型占据了全境近

９０％ 的面积 ，而堆积平原仅约占 １０％ ；气候资源 ，特别是气温 、降水非常优越 ；

生物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超过 ６５％ （２０００年数据） 。这些都决定了武陵源长期

以来土地覆被以天然森林为主的基本特征 。 而总人口少 、 农村人口超过 ７５％ 、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 ，少数民族聚居区多 ，特别是第三产业 （旅游产业） 为支柱

产业 （２０００年第三产业产值比例高达 ５０畅４８％ ） 等社会经济特征又决定了其环境

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口 、旅游业发展等 。

从接待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两个方面来看 ，可以发现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４ 年武陵源

的旅游发展状况是一个加速上升的过程 （如下图） 。旅游业的这种发展 ，必然会

对武陵源的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压力 。可以从以下若干方面分析 ：其一 ，旅游

业的发展必然对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保护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临近或者位

于旅游区之内的耕地以及原来通过毁林毁草开荒而形成的耕地重新转化成为林

地 、草地等 ；临近或者位于旅游区之内的地势低洼地带原先被开发为耕地 ，但是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适应进一步优化旅游资源的需求 ，也会重新转化为水域并作

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 。其二 ，旅游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和带动交通 、城镇建设等基

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以及餐饮 、游乐 、宾馆等服务设施的增加 ，这是导致耕地 、

林地等转化为建设用地的主要驱动因素 。其三 ，旅游业的发展将大量的人口从其

他产业 （主要是农业） 吸纳到服务等第三产业 ，而且旅游业 、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导致第一 、第二产业比重的不断下降 ，这些都对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 ，也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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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林地面积逐渐减少和转化为水域 、建设用地的重要原因 。

张家界 1989 — 2005年客流变化状况图

３畅 武陵源地区环境质量状况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景区气候温和 ，降水充足 ，云雾大 ，具有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域内典型的山地气候特征 。区内森林植被茂密 ，地形复杂 ，植被覆盖率达

９０％ 以上 ，保留着若干原生次生林和植物自然群落 。由于森林覆盖率高 ，构成理

想舒适的森林气候环境 ，境内生态效益明显 。 １９７９ 年以前 ，武陵源由于交通闭

塞 ，环境受人为因素干扰少 ，环境质量好 。之后 ，随着对其价值的认识 ，进行了

较大规模的旅游开发 ，环境质量随人为活动的增加而降低 。 １９８４年对武陵源进

行背景值调查时 ，不少地方仍保持着原始风貌 ，随着最近几年旅游开发的加速 ，

局部的环境质量明显下降 。武陵源风景区较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 ：大

气环境质量逐年降低 ；水质明显恶化 ；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景区城镇化 、工商

业化速度加快等 。

（１） 大气质量降低 。

武陵源风景区的大气环境质量逐年降低 。截至 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拆迁之前 ，武陵

源风景名胜区及其周围住宿设施床位总数达到 ３１ ０００ 多张 。核心景区及其上游

地带 ，有 ７９家宾馆 、饭店 、招待所 ，床位数已达到 ７ ５８５个 ，此外还有 ６１２家商

场 、店铺 ，５２家管理服务机构 ，３２５家宿舍民居 。在大气污染程度方面 ，住宿设

施集中的锣鼓塔 ，远比游览活动集中的黄石寨污染严重 。多年来 ，这些设施以煤

为主要燃料 ，每年有近 ６００吨 SO２ ，７０余吨粉尘直接排入景区大气 。张家界市环

保局监测数据 ，显示了大气污染指数从 １９９１年起 ，连年超过国家大气环境质量

一级标准 。这说明住宿设施对环境的影响 ，比其他游乐设施更为明显 ，是武陵源

风景名胜区旅游生态环境的关键影响因子 。

最近武陵源酸雨频率呈上升趋势 ， １９９９ 年酸雨频率为 ３７畅７％ ， ２０００ 年为

５０畅５％ ，已成为湖南省酸雨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 。各旅游生活接待区如锣鼓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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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坪及周围小范围内 ，部分指标超过一级标准 ，个别指标超过二级标准 ，大气

中二氧化硫 、总悬浮颗粒物呈上升趋势 。景区空气湿度达 ７７％ ，雨雾日多 ，军

地坪 、锣鼓塔 、水绕四门等旅游生活接待区 ，四面环山 ，周围高 ，中间低 ，地面

风速低 ，静风频率高达 ７０％ 以上 ，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 、稀释 ，特殊的地形条

件 ，使长时间滞留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 ，雨即成酸雨 ，污染环境 ，

危害森林植被及建筑 。

（２） 水质恶化 。

随着武陵源风景区游客的增多 ，其水质明显恶化 。 据统计 ， ２０００ 年经张家

界锣鼓塔进入景区的旅游人次数已达 １６８万 ，按 １００万人次计算排污理论值 ，每

天排放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５ ） ９４畅５ kg ，高锰酸盐指数 ６３ kg ，按地面水一级
标准衡量 ，BOD５ 的等标负荷为 ９畅４５ × １０

４ m３
／d ，而此段金鞭溪丰水期每昼夜水

流量为 ３畅４ × １０
４ 至 ８畅６ × １０

４ m３
，最小流量为０畅１ × １０

４ m３
，污水处理设施仅个

别单位安装有地埋式无动力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金鞭溪水质已明显恶化 。原来清

澈见底的河床已有一层附着物 ，呈现出明显的有机污染 。

根据张家界市环保部门所做的常规监督性监测 ，主要污染物的化学需氧量 、

五日生需氧量 、溶解氧 、高猛酸盐指数浓度在老磨湾 、紫草潭 、水绕四门三个断

面基本持平 ，有一定程度的污染 ，水质污染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 ，这一点可以从

以下监测数据看出 ：超标污染物溶解氧在枯 、 丰 、 平三个水期超标率分别为

４７畅０％ 、 ５８畅３％ 、 ２５畅０％ ；总磷在枯 、 丰 、 平三个水期超标率分别为 ５２畅９％ 、

５０畅０％ 、 １００％ 。总磷污染物变化趋势与武陵源区风景名胜旅游淡旺季相适应 ，

这说明水体污染物完全为生活废水污染 ，而生活废水主要来自接待旅客的旅游服

务设施 。根据环保部门从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０年在金鞭溪 、索溪多处断面取得的水质

监测结果分析 ，各断面污染程度排序为民中断面 ＞老磨弯断面 ＞ 水绕四门断面 ＞

紫草潭断面 ，这与各接待区游客接待能力排序 （武陵源城区 ＞锣鼓塔接待区 ＞ 水

绕四门接待区） 相一致 。数据表明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中旅游服务设施越多的地

方水质的污染越大 。从时间上看 ，在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０年的两年中 ，金鞭溪 、索溪

各断面年污染排序为 ：２０００年 ＞ １９９８年 ＞ １９９９年 ， １９９８年至 １９９９ 年各断面污

染呈缓慢下降趋势 。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０年各断面污染程度呈骤然上升趋势 ，这与武

陵源风景名胜区各年接待游客人数的变化相一致 。由此可以看出 ，来访游客人数

越多 ，风景区水质破坏越严重 。

（３） 生物多样性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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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风景区旅游资源的开发 ，使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为了繁衍后代和抵

御侵害 ，动物种群须达到一定的大小 ，而且每一种群 ，都有一个最小生存面积

（MVA） 。在能量金字塔中 ，处于高营养级的肉食动物 ，MVA 较大 。由于游道的

分割 ，豹 、云豹已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绝迹 。

对植物群落而言 ，其生境的地质 、气候和土壤条件 ，决定了其最小群落面

积 。植物群落实际面积小于其最小群落面积时 ，则面临着灭绝危险 。有 “自然博

物馆” 之称的武陵源风景区 ，里面两条高空游览索道和近 ４００ km 的高标准景区
游道造成森林破碎化和岛屿化 ，破碎了自然生态景观的完整性 ，减少了动物迁移

的频率 ，种子传播受到影响 ，阻碍了森林公园的正常 “物种流” ，压缩了珍稀生

物的生存空间 ，危及了森林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

（４） 城镇化 、工商业化 。

旅游开发建设对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旅游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

锣鼓塔水绕四门 、十里画廊出口 、绿山庄 、天子山等地 ，已由清幽山谷 （顶） 变

成了繁华闹市 ，卡拉 OK厅 、网吧电游室 、烟草专卖楼 、金银珠宝店 、自由菜市

场等应有尽有 。袁家界 、黄石寨 、张家界山庄等处 ，人工建筑也正在扩张 。 １９９７

年建成的黄石寨索道站房占地多达 ２６ × ６６６畅７ m２
，除操作间之外 ，还建有大量

的员工餐宿设施和一个篮球场 。金鞭溪上游锣鼓塔接待区 ，是金鞭溪水质的主要

污染源 ，但却没有列入拆迁范围 ，景区城镇化 、工商业化成为威胁旅游环境的又

一突出问题 。

４畅 武陵源地区环境质量的评估

（１） 生态环境质量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 。

各指标体系的选择依据主导性 、代表性 、针对性的原则 。通过征询专家意

见 ，建立旅游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划分为 ２级 ，一级因子 ３个 ，二级因

子 １４个 。

（２） 评价模型的构建 。

本评判是在对旅游区进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 。设评价因素集 U ＝

｛Y１ ，Y２ ，Y３｝ ，其中各要素子集 Yi ＝ ｛X１ ，X２ ， ⋯ ，Xi｝ 分别相应设定 （见

下表） 。设评语等级分为 ６级 ，即很好 （ Ⅰ级） ，好 （ Ⅱ级） ，较好 （ Ⅲ级） ，较差

（ Ⅳ级） ，很差 （ Ⅴ级） ，相当差 （ Ⅵ 级） ，则评语集合 V ＝ ｛D１ ，D２ ，D３ ，D４ ，

D５ ，D６｝ ＝ ｛很好 ，好 ，较好 ，较差 ，很差 ，相当差｝ 。模型采用经验分析及专

家征询方法确定权重系数 （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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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多层次评估指标体系表

一级
因子

一级
编号

一级
因子 V

一级因
子 W 二级因子

二级
编号

二级因
子 V

二级因
子 W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Y１ X０ ' 畅９１６ １ ０ 洓悙畅６３７ ０

大气环境质量
水体环境质量
环境卫生质量
环境承载能力
植被保护程度

X１１
X１２
X１３
X１４
X１５ 倐

０ <1畅２５０ ７

０ 1畅２５０ ７

０ 1畅０８２ ２

０ 1畅７８５ ５

０ 1畅５００ ５

０ 铑沣畅１３４ １

０ 沣畅１３４ １

０ 沣畅０４４ ０

０ 沣畅４２０ １

０ 沣畅２６７ ７

旅
游
资
源
环
境

Y２ X０ ' 畅３７１ ５ ０ 洓悙畅２５８ ３

景点布设的合理性
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程度
景观的持续性开发与保护

交通环境质量
服务设施规模

X２１
X２２
X２３
X２４
X２５ 倐

０ <1畅３１６ ４

０ 1畅５７２ ８

０ 1畅７１１ ７

０ 1畅２１５ ２

０ 1畅１３７ ６

０ 铑沣畅１６１ ９

０ 沣畅２９３ ２

０ 沣畅３６４ ３

０ 沣畅１１０ １

０ 沣畅０７０ ４

社
会
人
文
环
境

Y３ X０ ' 畅１５０ ６ ０ 洓悙畅１０４ ７

旅游资源开发政策的稳定性
经营管理水平
旅游舒适度

宣传促销与服务定位

X３１
X３２
X３３
X３４ 倐

０ <1畅８３８ ８

０ 1畅４７７ ９

０ 1畅１０７ １

０ 1畅２３７ ７

０ 铑沣畅５０４ ８

０ 沣畅２８７ ６

０ 沣畅０６４ ５

０ 沣畅１４３ １

　 　对 １５名评价专家测评的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整理得出二级因子的评价决策

矩阵为 ：

R１ ＝ （r１ ij）５ × ６ ＝

r１１１ ⋯ r１１１６
… … …

r１５１ ⋯ r１５６

＝

０畅０５ ０畅２５ ０畅５０ ０畅２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２０ ０畅４５ ０畅１５０ ０畅１０ ０畅１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５０ ０畅２５ ０畅１５ ０畅１０

０畅７５ ０畅２５ ０畅０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５５ ０畅４５ ０畅０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００ ０畅００

　 　同理 ，计算得出 R２ ＝ （r２ ij） ５ × ６ ，R３ ＝ （r３ ij） ４ × ６的值 。

由各子集中二级因子权重 Wi和评价决策矩阵 Ri ，根据合成运算法则 Bi ＝
Ri ，进行矩阵计算得出武陵源地区旅游环境第 i个子集 （i ＝ １ ，２ ，３） 的综合评

判结果为 ：

B１ ＝ W１ × R１ ＝ （０畅４６９０ ０畅２８５８ ０畅１４９４ ０畅０５７９ ０畅０２００ ０畅０１７９）

B２ ＝ W２ × R２ ＝ （０畅３１０１ ０畅２４４７ ０畅２２０７ ０畅１４８６ ０畅０４５３ ０畅０１２６）

B３ ＝ W３ × R３ ＝ （０畅２７７７ ０畅４２１３ ０畅１６４３ ０畅０９９９ ０畅０３０４ ０畅０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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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要素模糊综合评判结果 B ，可以得到 U 中各子集的综合评判决策
矩阵 ：

R ＝
B１
B２
B３

＝

b１１ ⋯ b１６
b２１ ⋯ b２６
b３１ ⋯ b３６

＝

０畅４６９０ ０畅２８５８ ０畅１４９４ ０畅０５７９ ０畅２００ ０畅０１７０

０畅３１０１ ０畅２４４７ ０畅２２０７ ０畅１４８６ ０畅０４５３ ０畅０１２６

０畅２７７７ ０畅４２１３ ０畅１６３２ ０畅０９９９ ０畅０３０４ ０畅００６４

　 　 （３） 总体环境结果分析 。

根据一级因子权重 W 和综合评价决策矩阵 R的值进行模糊变换的合成运算 ，

得出武陵源旅游区旅游环境质量综合评判结果 ：

B ＝ A × R ＝ ［０畅４０９９ ０畅２９０８ ０畅１７０２ ０畅０８６１ ０畅０２７８ ０畅０１５３］

由值可知评语为很好 、 好 、 较好 、 较差 、 很差 、 相当差的可能度分别为

０畅４０９９ ，０畅２９０８ ，０畅１７０２ ，０畅０８６１ ，０畅０２７８ ，０畅０１５３ 。按最大隶属度原则 ，隶属

度最大值为 ０畅４０９９ ，对应评语为 “很好” ， “较好” ， “好” 和 “很好” 的总体水

平占到 ０畅８７０８ ，因此最后评价为 “好” 是适当的 ，说明武陵源地区旅游业的发

展状况从整体上看是比较好的 。

（４） 子系统环境评价结果分析 。

对 R的值进行纵向比较 ，评语为很好 、好 、较好 ３个级别所对应分值的总和

为 X１ （０畅９０４３） ，X２ （０畅７７５５） ，X３ （０畅８６３２） 。按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为 X１ ＞

X３ ＞ X２ ，说明该旅游区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与旅游资源环境都比较优

越 ，相对而言 ，由于近年来旅游开发力度加大 ，新增景点布设不合理 ，出现旅游

资源的不持续利用的现象 ，这与武陵源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

（５） 评价各因素结果对比分析 。

进一步分析 ，忽略评语级别内部的差异 ，从模糊的角度把评语分为 ２级 ，即

评语为 “好” （包括很好 、好 、较好） 和评语为 “差” （包括较差 、很差 、相当

差） ２个级别 ，并把一级因子 Xi中各因子相应的隶属度值前 ３项和后 ３项分别相

加 ，实现其总和标准化 ，以便于发现评价信息的特征与规律 。

在子环境系统中 ，X１４ （环境承载能力） 、 X１５ （植被保护程度） 、 X２３ （景观

的持续性开发与保护） 、 X３１ （旅游资源开发政策的稳定性） ４个环境因子 pi值
最高 ，即评价值为 “好” ，且从 pi值中可知 X３１ （０畅３８４６） ＞ X２３ （０畅３３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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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１４ （０畅２５３２） 、 X１５ （０畅２５３２） ，表明在所有最好因子中稳定的旅游资源开发政

策的合理性最佳 。而 X１３ （环境卫生质量） 、 X２４ （交通环境质量） 、 X２５ （服务

设施规模） 、 X３３ （旅游舒适度） ４个环境因子中 qi值最高 ，即评价为 “差” ，且

从 Qi 值可知 ， X３３ （０畅３４６２ ） ＞ X２５ （０畅３２２０ ） ＞ X２４ （０畅２２０３ ） ＞ X１３
（０畅１２６６） ，表明在所有最差因子中旅游舒适度最差 。从总体上看 ，武陵源旅游区

的环境承载能力较大 ，据专家测定 ，核心景区的日环境容量为 １０ ０１７人 ，目前多

数景区的植被保护程度尚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 ，持续性开发与保护的一些政策逐

步实施 ，这有利于资源的合理保护与开发 。但是 ，从评估的结果也可以看出 ，武

陵源旅游区前期的开发力度过大 ，某些地方的无序开发已经导致了一些环境问

题 ，环境卫生质量 、交通与服务设施未能及时跟进 ，从而使某些游客感觉旅游舒

适度不佳 。

资源来源 ：庄大春 ，邓祥征 ，战金艳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环境质量评估 ．地理研究

思考与练习题

１畅 简述旅游环境质量管理的重要作用 。

２畅 简述旅游环境监测的意义 、目的和主要类型 。

３畅 简述旅游环境监测的基本程序 。

４畅 简述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的内容 、基本方法和程序 。

５畅 简述旅游环境质量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

６畅 简述在国家标准 GB１７７７５ — １９９９中规定的不同 A 级旅游景区的大气 、地

表水和噪声的环境质量应达到的标准分别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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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的管理

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是旅游环境管理实践中不容忽视的基本问题 。通

过本章的学习 ，了解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和特点 ，熟悉旅游环境容量的基本

类型及其测量方法 ；掌握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 、内容及对旅游环境承载力

的测度 ，掌握旅游环境容量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合理利用 、调控与建设等管

理技术 。

旅游容量和承载力是旅游地理学 、旅游环境学 、旅游规划学 、旅游学术研究

乃至旅游管理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被称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判据之一 。旅游

容量和承载力的评估和建设是旅游环境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 ，对于实现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对环境投放的影响超过了

环境的容量和承载力 。旅游环境质量是旅游环境管理的核心 ，环境质量变化取决

于人类投放的影响和环境承载能力两个方面 ，人类投放的影响越大 ，造成环境质

量下降的可能性越大 ；而环境承载力越大承受影响的能力越强 ，环境质量下降的

可能性降低 。要保持旅游区环境质量良好状态 ，一方面要控制人为负面影响 ，另

一方面 ，要合理利用 、调控 、建设扩大环境容量和承载能力 ，这是旅游环境管理

的核心内容之一 。

旅游容量与承载力管理的核心是在调查研究 、深入分析测算基础上 ，科学确

定旅游区环境承载力和环境容量 ，并根据旅游业发展要求 ，对旅游环境容量与承

载力进行合理利用与调控 ，探寻影响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的限制因素 ，根据生

态学原理开展生态建设 ，扩大旅游区环境承载能力 ，使旅游资源的价值得到最大

限度体现 ，旅游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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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旅游环境容量概述

当今世界环境形势严峻 ，加之人们对旅游业是 “无烟工业” 的传统认识 ，使

得从发展中的非洲到后工业化的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寄希望于旅游业发展

拉动地方经济 ，使得旅游业不仅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 ，而且已经成为发展

势头最强的产业类型 。然而 ，在旅游业发展带来经济收入 、就业等经济影响的同

时 ，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甚至形成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 。如

何达到旅游经济 、环境协调发展 ，必须认识旅游区环境容量并进行有效管理 ，以

旅游环境容量为依据 ，确定旅游业发展的合理规模 ，应用生态学理论 ，合理调

控 、建设扩大旅游容量 ，促进旅游经济与环境保护双赢 ，因此 ，旅游容量研究日

益受到重视 。

一 、旅游环境容量研究的发展

“环境容量”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这一概念最初诞生于日本 ，

“环境容量” 的概念在第二章进行了论述 ，其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现阶段环

境科学里研究的环境容量是指某一区域环境可容纳的某种污染物的阈值 ；存在阈

值的基本原因是环境 （特指自然生态环境） 具有一定的消纳污染的能力 （即自净

能力） ，但这种能力存在一个上限值 ，即容量 。它是一种稀缺性资源 ，同一环境

相对于不同的污染成分具有不同的容量值 。

旅游系统是涉及面非常广的 “自然 —经济 —社会” 复合生态系统 ，旅游活动

对环境的要求不仅要满足参与者的身体健康 ，同时还要满足游客的心理要求 ；不

仅要考虑旅游区的空间承载能力 ，还要考虑旅游区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和旅游环

境的承受能力 。因此 ，旅游环境容量是一个广义的环境容量 ，与环境学中狭义的

环境容量有一定的区别与联系 。旅游容量一般可以用容纳的旅游者数量表示 ，这

就决定了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难度 ，除了地域 、时间上的差别外 ，人的行为因具

有易变性而难以把握 。

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起步较晚 ，从 １８４１ 年托马斯 · 库克 （Thomas Cock）
组织的第一次包价旅游至今 ，旅游业在世界各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然而旅游业

在经济上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 ，掩盖不了它对社会文化 、自然环境的负面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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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年来对旅游环境方面的研究相对于旅游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明显滞后 。 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前 ，学术界对旅游环境的研究几乎是零 ，直到 １９６３年 ，由莱佩

奇 （Lapage） 首先引入了旅游容量的概念 ，但真正深入的研究是到 １９７７年 ，由

劳森 （H畅Lawson） 等写出了 枟旅游和休闲的发展 ：旅游资源评价手册枠 ，其中

专门探讨了旅游容量的问题 。此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风靡全球 ，相关的论

文 、著作不断发表 ，成就瞩目 。

国内旅游环境问题暴露时间较早 ，但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才引起人们的重

视 。从文献上看 ，首先将该问题引入的是赵红红 ，她于 １９８３ 年发表了一篇名为

“苏州旅游环境容量问题初探” （见 枟城市规划汇刊枠 ， １９８３ ，３ ： ４６ ～ ５３） ，对苏

州园林这一我国的热点旅游区的旅游容量问题进行了阐释 。保继刚在导师陈传康

教授的指导下对旅游容量进行了理论探索 ，并以颐和园为对象进行了实证运用 ，

论文 “颐和园旅游环境容量研究” 在 枟中国环境科学枠 （１９８７） 发表后引起较大

反响 ，事实上该文成为 ９０年代国内旅游规划实践中关于旅游容量问题研究的主

要参考文献 。楚义芳在其 １９８９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旅游的空间组织” 中对旅游

环境容量的概念与体系进行了系统性整理 ，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即 ：旅游容量

是一个概念体系 ，并无特指 ；旅游容量可分为基本容量和非基本容量 ，前者包括

旅游心理容量 、旅游资源容量 、旅游生态容量和经济发展容量 ；后者分为 ３个分

量 ，即旅游合理容量 、既有旅游容量和期望旅游容量 、与旅游活动的空间尺度相

联系的容量概念 。这些主要观点已在 枟旅游地理学枠 （高等教育出版社 ， １９９３）

中阐明 。楚义芳的一些观点虽还值得商榷 ，但其贡献是大的 ，一方面他澄清了容

量的组成体系 ，使人们的视野迅速扩展 ；另一方面总结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模型 ，

可以拿来所用 。崔凤军于 １９９４年发表了关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系列论文 ，他将

容量拓展为承载力 ，从单纯的 “游客量” 承纳拓展到 “游客密度” 、 “土地利用强

度” 和 “旅游经济收益强度” ３ 个指标 ，并从只关心生态环境扩展到关心社会文

化环境 ，这显然是一个进步 。

国内的实证研究也较有价值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 ，北京大学就涉足了八达岭

长城的容量研究 ，首次依据游人活动规律 （时 、空分布） 对旅游容量进行了测

算 ，汪嘉熙 （１９８６） 对苏州园林容量进行了研究 ，冯孝琪 （１９９１） 对骊山风景区

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研究 ，陈怀生等 （１９９０） 对滨海沙滩旅游生态环境容量的研

究 ，骆培聪对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旅游环境容量做了定量分析 ，解庆林等

（２０００） 对桂林七星公园的旅游环境容量做了初步研究 ，刘庆友等 （２００３） 对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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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景名胜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估算 ，郭静 （２００３） 对南京东郊风景名胜区

旅游环境容量做了定量研究 ，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对黄山 、张家界 、泰山的研究

等 ，均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总的看来 ，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尚不够规范 ，理论探索不够 ，表层的东西

多 ，有实际价值的可供参考的文章还较少 。可喜的是 ，一批环境学 、生态学学者

的介入 ，将有益于该项研究的深化 。

二 、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体系

环境容量的概念来源于一个人所共知的现实 ：地球上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任

何区域环境的资源利用强度 ———单位时间内的利用数量 （程度 ／时间） 事实上都

存在一个上限 ，这一阈值是指在不破坏环境的自然恢复能力和持续能力前提下的

利用强度饱和值 。超出这一限度 ，不但会破坏生态稳定性 ，而且可能导致相当长

时间内 （甚至是永久性地） 难以恢复原有状态 ，造成彻底破坏 。其规律像弹簧 ，

在弹性范围内 ，可以利用其弹性为人类服务 ，使用后可以恢复 ，而一旦超过弹性

限度 ，就可能造成弹簧本身破坏失去利用价值 。

旅游容量一般是指可以容纳的旅游者数量 。在旅游容量的阈值之内应至少满

足三个条件 ：第一 ，不降低旅游地自然环境质量 ，也即环境的自然恢复能力不应

受到损害 ，自然演替规律不应被打破 ，环境质量达到相应的标准 ；第二 ，不降低

游客的游览质量 （包括视觉效果和参与效果） ，提高游客满意度 ；第三 ，不能损

害旅游社区居民的社会福利 （well being） 平均值 ，也即不能超出当地居民对旅

游开发影响的最大容忍程度 ，满足社区居民的社会心理要求 。

（一） 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

根据以上分析 ，旅游环境容量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
的定义概括为 ：特定时间内某一地域的旅游地或单元 （如旅游区 、游览区 、旅游

点等） 在不破坏生态平衡 、达到旅游区环境质量要求并能满足游人最低游览要求

时所能承受的旅游活动最大值 ，一般用游客数量来表示 ；旅游环境容量指旅游区

的生态系统在保持其生产能力 、适应性和再生能力等机能的同时 ，还能支持一个

健康的旅游系统发展机制的能力 。包括旅游区生物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的

容量 ，前者表示一个旅游区可以容纳的旅游业资源利用及相关基础设施的最大限

度 ，一旦超越 ，该旅游区资源退化 、游客满意度降低 ，对该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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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无法避免 ；另一方面 ，不应忽视旅游环境中的社会心理容量 。这个定义

意味着容量由两部分组成 ：高质量的自然环境和高质量的休闲体验 ，具体内容涉

及自然因素 、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因素和管理因素等四部分 。

由于环境本身具有地域性 、动态性的特点 ，加上开发利用者的行为 、设施的

设计 、设施的类型和管理水平存在差异 ，旅游区环境容量因地域 、季节 、时间和

管理方式不同而变化 。因此 ，在实践中不应该将旅游活动与人类其他的活动相分

离 。鉴于环境容量的这一动态特征 ，有些学者认为 ，计算一个旅游区的准确容量

并不是很科学 ，转而提出应当研究生态区可接受的环境变化范围究竟有多大 。这

种观点认为 ，只要因开展旅游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话 ，都是可

行的 。尽管如此 ，对旅游环境容量的计算仍不失为一种操作性较强的区域环境管

理方法 。

（二） 旅游环境容量的基本构成

旅游环境容量主要包括 ：旅游环境的自然容量 ，旅游环境的社会 、 文化容

量 ，区域经济发展容量和环境的管理容量四个方面 。

１畅 旅游环境的自然容量

环境的自然容量主要与自然资源有关 ，没有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可经受得起毫

无限制地开发利用 。因此 ，要设定一个明确的开发使用的界限 ，这一界限的确立

是建立在对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评估的基础上 。自然环境的容量水平取决于环境的

面积 （旅游资源的空间容量） 和环境的复杂性 （生态容量） 。旅游资源的空间容

量是以资源可利用面积或规模为计算依据的容量形式 ，它主要依据因素有 ：根据

每个游人的土地平均利用面积计算某一单元空间的容纳量 ；保继刚 、楚义芳所编

枟旅游地理学枠 已提供了这种基本空间标准参数值 。

值得一提的是 ：通常情况下这种旅游资源的空间容量易于确定高准确率的接

待数量 ，但也有一些情况难以精确计算 。因为第一 ，国情不同 ，游客的基本空间

标准要求不一致 ，因而参数值不同 。欧美是强调 “人权” 的社会 ，游客对私人空

间要求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内地游人喜 “热闹” ，善于营造家庭气氛 ，对公

共空间要求较高 ，而私人空间弹性较大 。例如 ，日本人和美国人对海滩密度要求

分别为 １０平方米 ／人和 １５平方米 ／人 ，这就要求在制定旅游资源的空间容量时还

必须考虑客源市场的结构组成 。 第二 ，在一种资源一旦可以提供多种活动方式

时 ，物质容量的计算也会增添许多难度 。不同的游憩活动方式对资源空间的占用

值不同 ，而一旦旅游活动方式存在不确定性或可选择性 ，计算便会陷入麻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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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片水面 ，可游泳 、潜水 、划小船 ，也可滑水 、乘帆船 ，显然后者占用水面远

多于前者 。

生态容量原是指在保持区域环境的可更新资源正常的产出水平而不损失土地生

产力的前提下能够承纳的人类影响阈值 （Chubb and Ashton ， １９６９ ，转引自

Z畅Mieczkowski）。用于旅游活动 ，这种 “生产力” 的保持是指经济产出水平的持续

性 （或旅游开发收益的持续性） ，而保持这种经济收益持续性的前提是自然生态系

统自我恢复力的保持 。由于旅游生态容量是以生态系统的 “供给量” 为基础的运算

容量 ，其定义可概括为 “在自然生境系统及要素保持持续生存能力而不受损害的前

提下 ，区域的环境 （主要指自然风景型旅游区） 所能承受的旅游活动强度指标 （用

单位土地的游客密度表示）” 。因此 ，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 “自然资源容量” 。

生态容量和资源空间容量相比 ，技术实现难度大得多 ，主要原因是生态系统

要素之间具有十分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种机制承受旅游开发的影响判定存在诸多

困难 ，套用人均土地或空间密度往往出现失误 。例如 ，天生喜静 、对游人十分敏

感的某种鸟类 ，一遇行人就倾巢迁移 ，而这些鸟类可能是维系生态系统正常存续

的关键 ，这样 ，游人尽管可能很少 ，但仍会对生态系统产生致命损伤 。

２畅 旅游环境的社会 、文化容量

旅游环境容量的应用早期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前） 集中在生态方面 ，这种纯

自然化的生态容量并不完全代表旅游容量 ，因为它忽视了旅游系统的基础支持因

子 ———当地居民和旅游主体要素 ———旅游者的心理感受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 ，

随着人文关怀思想的兴盛 ，业主 、管理者和研究者开始重视 “人的因素” ，社会

容量应运而生 。环境的社会 、文化容量是指旅游者和当地人口所能承受的因旅游

业带来的社会 、文化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的程度 ，包括当地居民心理容量和旅游

者心理容量 。

（１） 当地居民的心理容量 。旅游活动一旦超越一定水平 ，就会对当地居民带

来社会 、文化方面的负面影响 。环境的社会文化容量首先涉及的是作为接待者的

主人 ———当地居民 。当地居民的心理容量主要是指接待地区的人口构成 、宗教信

仰 、民族风俗 、生活方式习惯 、社会开化程度以及国家政策等所决定的当地居民

和社会文化形态可以接纳和容忍的旅游业的规模 。简言之是指旅游地所能承受的

因游人的大量到来而产生的对当地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冲击 、基础设施挤占之最大

极限 ，或者说 ，当地居民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或容忍程度 ，以及在某单位时间内能

接纳多少游客才不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和对当地社会环境的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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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地旅游发展的经验看 ，当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往往沿着这样的规

律发展 ：在旅游发展的早期阶段 ，当地人欢欣鼓舞 ，他们对投资和就业机会得到

改善感到高兴 ，这时旅游者数量较少 ，且大多属于 “探险者” ，能够接受东道主

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 。这些都意味着旅游者将受到欢迎 ，甚至被视为朋友 。 此

后 ，当地人对旅游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已习以为常 ，他们对旅游发展带来的问题开

始有所了解 ，并逐渐接受它 。他们与旅游者的交往变得较为平常 ，带有更多的商

业色彩 。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当地人认识到旅游正以某种方式改变着他们

的社会和文化标准 ，他们普遍感到 ，旅游者给他们带来的与其说是利益 ，还不如

说是烦恼 。最后 ，当地人对旅游者潮水般涌入表现出公开的敌意 。夏威夷的瓦基

基海滩经营了近 ４０年 ，是整个太平洋地区在经营上最成功的一个旅游胜地 。可

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旅游胜地它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 ：兴旺带来了小商 、小贩 、

娼妓 ；富人都要在这里盖房子 ，使得环境变得拥挤 ；人们来往的交通工具飞机 、

汽车带来的空气污染 。如此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接踵而来 ，毁坏了这一地区的优越

性 ，当地居民反对发展旅游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

（２） 旅游 （者） 心理容量 。旅游心理容量也称旅游感知容量或旅游气氛环境

容量 ，是需求方面的唯一一个容量概念 。

根据环境心理学原理 ，旅游者在旅游时对环绕在身体周围的空间有一定的要

求 ，如果空间狭小 、拥挤 ，便会导致情绪不安和精神不愉快 。所以 ，旅游心理容

量是指旅游者在某一地域从事旅游活动时 ，在不降低活动质量 （保持最佳游兴状

态） 的条件下 ，该旅游地域所能容纳的旅游活动最大量 。旅游心理容量属于心理

需求方面的容量概念 ，它是从服务于游客的角度来讲的 。

旅游心理容量受旅游者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 ，因此 ，旅游心理容量不能简单

地用环境对旅游者人数的容纳值加以反映 ，因为这个量值充其量仅仅是一个单纯

的外在的指标 。对于旅游者来说 ，他们对旅游环境的心理感受的阈值既取决于旅

游的性质 、旅游者的经验背景 、看待问题的方式 、调整心态的能力 ，也取决于旅

游者与当地居民交往中角色扮演的效果 。一个旅游区在能保证随时为游客提供高

质量旅游体验的同时所接待游客的最大量 ，视地区 、旅游吸引物的类型 、每个旅

游者 （从经验丰富的生态旅游者到普通游客） 的具体特点不同而发生变化 。 通

常 ，在观景点每位游客需要 ２０平方米 （或 １ 平方米扶手护拦） 的空间 ；在人口

密集的营地 ，每位游客需要的空间为 １０ 平方米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在一般情

况下 ，旅游心理容量都可能是一个最不稳定的量数 ，会因时 、因地 、因人而呈现

131

第 ４章 　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的管理



出很大的不同 。

值得注意的是 ，本土居民和旅游者 ，甚至在他们各自的内部 ，对旅游活动带

来负面影响的因素认识不同 ，因此相对于自然环境容量 ，旅游地居民与旅游者的

心理容量的计算更难把握 。例如 ，一个纯粹以旅游业为生的人对旅游业的看法完

全不同于一个与旅游业无关的人 。这使得对环境的社会文化容量难以进行准确的

测量和评估 。以主体的人作为观察对象制定其满意度 ，获得的效用价值 （指旅游

者） 和福利水平 （指目的地居民） 要比以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为对象复杂并难以

认定 。因此 ，一般而言 ，人们只是分析他们所能承受的因旅游业带来的环境影响

的忍耐程度 。社会 、文化 、经济的影响更难以量化和建立函数对应关系 。于是 ，

来自于人类学家及其他专业的社会科学家的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 。旅游社会容量

的测量一般采用人们的 “社会 —心理” 承受能力的观察方法 ，最常运用的指标是

“饱和状态容量” ———即旅游者或居民感觉到 “拥挤” 状态时的容量值 ，对游客

而言 ， “过度拥挤” 会使旅游感受质量降低 ；对社区居民而言 ，则会危及其正常

的生活秩序与社会福利 （物价 、基础设施等） 。

旅游社会 、文化容量值与游憩活动方式 、游憩地布局 、季节变化 、游客的经

济文化背景 、生理结构 、旅游地开发成熟度 、环境改造与调适 、人群的种族形

态 、游客的游憩技能 、设备质量 、植被覆盖度等因素有关 。

３畅 旅游经济容量

旅游经济容量也称旅游经济发展容量 ，是指一定时间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

由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所决定的旅游活动的极限 。旅游作为一个产业 ，是与国民

经济其他部门密切相关的 ，旅游的接待能力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而形

成了约束旅游发展和旅游活动规模的阈值 。具体说 ，旅游经济发展容量有四个影

响因素 ：

（１） 设施容量 ，指旅游基础设施与专用设施的容纳能力 ，即在一定时间 、一

定区域范围内 ，依其经济发展程度或水平所决定的能够接纳的旅游活动量 。每一

项设施有利用的密度限制 ，如停车位 、码头 、泊位 、床位数 、剧场座位 、球场的

球位数量等 。因而计算这种旅游服务设施的容纳量相对简单 。

（２） 区域旅游开发的能力 ，旅游业的投资能力 、所能投入旅游业的人力资源

以及供给能力 。

（３） 当地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 ，如交通 、零售 、服务等所能满足旅游需求的

程度及从区域外调入人力 、物力 、财力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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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如果发展旅游业不可避免地要使某些产业萎缩 ，甚至完全终止 ，则应考

虑旅游业与这些产业之间的比较利益 。

在一般情况下 ，设施容量是经济发展容量中的主要方面 。设施容量也称为设

施承载量 。它是以发展因素作为评估参数的 ，如用停车场 、露营区等人为设施的

供给量来求得旅游承载量 。若将空间视为一种资源 ，它有下列两个方面容量 ，一

是每个空间单位如每平方米土地可供多少游客使用 ；另一方面则是以设施单位作

为计量 ，如每座露营场可供多少游客使用 。根据学者的看法 ，一般说来设施承载

量和人为设施的规模直接相关 ，其中包含对许多基础设施的考虑 ，如该区水资源

可供多少人使用 ，该区供电状况可提供多少人使用 ，还包括交通运输的容量 、住

宿设施的床位数等 。一般来说 ，设施承载量容易决定 ，就看设施的提供能力可为

多少游客服务 。所以说设施承载量是最为直观的 ，其测量方式也是简易的 。 此

外 ，同一环境的设施承载量并非是个固定值 ，不同季节 、不同时期可能会产生变

化 ，如高山地区的步行道在冬季时可能结冰 ，这时的承载量就不同于夏季 ，生态

环境对人类活动干扰的敏感性也会随不同季节而改变 。

现代旅游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因此 ，各区域的旅游接待能

力也受到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 。较发达区域易于适应游客的增长 ，

而欠发达区域对快速增长的旅游需求适应能力相对低一些 。空间和人口规模相近

的两个区域 ，在旅游资源潜力近似的情况下 ，经济较发达的区域旅游容量较大 。

设施容量与生态容量在不同形态的旅游地所表现出的作用是不同的 。如果旅

游活动 （如游泳） 是基于某种设施基础 （水域或泳池） ，设施容量与生态容量比

更重要 ；反过来 ，如果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 （如自然风景区） 生态容量比设施容

量更重要 。前种情况下 ，旅游容量约等于设施容量 ，后种情况下 ，旅游容量近似

等于生态容量 。

４畅 旅游环境的管理容量

旅游环境的管理容量指的是在不影响有效管理的情况下 ，借鉴旅游容量测算

值而制定的特定旅游区可接待旅游活动量的最大程度 。它是一个非精确化的管理

数据 ，常常表现为一个范围 （上 、下限） ，因而是一个决策概念而不是科学概念 。

它的评划标准是 “可接受” ，” 适宜” 或 “理想” 、 “希望” ，不同于生态容量之严

密 、精当 。旅游环境的管理容量具有重要的作用 ，是维护旅游区环境质量的重要

手段 。

旅游环境的管理容量制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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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科学分析与测算出的旅游容量是制定旅游环境的管理容量的主要依据 。

如果前期没有进行该项工作 ，也可将相类似的旅游区 （指性质 ，分布等特征相类

似） 之容量作为初始依据 ；

（２） 根据环境质量状态及变化速度的规范要求 ，设置相关曲线函数 ；

（３） 制定旅游环境标准 ；

（４） 根据旅游社区具体的人口 、经济 、财政 、设施等限制因子予以调整 ，是

社区 （包括纳税人 、管理人员 、规划师 、政府官员等） 综合协调的结果 ；

（５） 由于同一旅游区内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 ，在旅游项目设计中应做出分区

规划 ，同时制定相对合理的分区容量予以管理 ，前提是制定分区域的发展目标 。

（三） 旅游环境容量的特点

１畅 静态性与动态性

静态性主要是由游客进行某一游览活动所必需停留时间决定的 ，在这一活动

过程中 ，环境容量不会发生变化 ，即具有一个瞬时环境容量 ；而动态性由停留时

间的有限性和开放时间的无限性这一关系决定的 ，游客的各种流动现象总是表现

为输入和输出 ，开放时间与停留时间的比例就表明了这一特性 ，此比例称为旅游

环境的周转率 。这一特性决定了旅游环境容量在一定时段内可以达到可观的数

量 ，其值一般大于瞬时值 。同时静态性常常受当前条件的制约 ，反映了现状 ；动

态特性则反映了运动和变化 。

２畅 客观性与可量性

在一定时期内 ，某一旅游环境在构成要素 、功能 、传达信息等诸方面具有相

对的稳定性 ，所以由此决定产生的旅游环境容量的大小是客观存在的 ，可以通过

数据调查 、定量分析及数学模型加以计算 。

３畅 易变性和可控性

在一段时期内 ，环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但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常与山区 、湖

泊 、海岸带 、草原等自然景观以及古城 、古村落 、历史遗迹 、少数民俗文化相联

系 ，而这些地区恰恰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地带 ，环境脆弱度高 ，极易受到来自外

界的影响 。所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容量变化的原因可能是人类外部施加的 ，如

人类过度砍伐 ，造成风景区草场沙漠化 、草皮面积减少 ，导致草场环境容量变

小 ；也可能是来自自然环境本身 ，如一段时期内降水增加 ，引起湖泊水面面积扩

大 ，而致使水面旅游环境容量增大 ；还可能是人与自然双方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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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容量的变化 ，只要充分掌握了其运动的规律及系

统变化的特征 ，即可根据自身的目标与需求 ，对环境进行适度改造 ，达到理想中

的容量 ，所以说容量又是可控的 ，该特性在旅游业的发展中 ，常表现在对旅游资

源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上 。当然可控性是有限度的 ，应在承认规律 、尊重客观的

基础上进行 。

第二节 旅游环境容量的测算

旅游环境容量测算 ，是制定旅游环境管理容量的基础和前提 ，是旅游区环境

管理的必要内容 。

计算环境容量要拥有资源本身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信息 。对具体的旅游区而

言 ，这一信息是具体的 、明确的 。因此 ，每一个旅游区在某些方面或在所有方

面 ，它的环境容量都是明确具体的 。环境容量的关键要素包括 ：旅游活动的类

型 、季节 、每天的游览时间 、被开发的资源的安全状况 、现有设施和游客的满意

度等 。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环境容量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敏感要

素的影响 。

一 、旅游环境容量的测量依据 ———基本空间标准

旅游环境容量的测量在于应有一个基本的空间标准 ，即单位利用者 （通常以

人或者人群为单位 ，也可以是旅游者使用的载体如轿车 、船等） 所需占用的空间

规模或设施量 ，这是旅游环境容量测量的基点 ，也称为单位规模指标 。以海浴为

例 ，基本空间标准多以平均每位海浴者所占用的海滩面积来表示 。

１畅 基本空间标准计量指标

对于不同的旅游环境容量而言 ，表示基本空间标准的计量指标也不相同 。关

于旅游资源容量的计量 ，通常用人均占有面积数 （平方米 ／人） 表示 ；在测量设

施容量时 ，多用设施比率 （设施量 ／旅游者数） 表示 ；在测量生态容量时 ，一般

采用一定空间规模上的生态环境能吸收和净化的旅游污染物的数量 （污物量 ／环

境规模） 表示 。

２畅 有关基本空间标准数据的获得

基本空间标准数据的获得 ，大多是长期经验积累和专项研究的结果 。在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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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 ，基本空间标准是规划时直接应用的一项重要指标 。测定旅游资源容量 、

旅游心理容量和旅游设施容量的基本空间标准 ，初始阶段需要对旅游者进行直接

的调查 ，如搜集不同旅游者对于同一利用场所的拥挤与否和满意程度的反映 ，即

可得出这一场所的基本空间标准 ，然后将其调查资料运用到同类型旅游场所的规

划与管理中 。具体调查方法可视环境与具体条件而定 ，有问卷调查 、统计 、比较

分析以及航空摄影分析等方法 。

３畅 基本空间标准事例

对于一个旅游场所而言 ，它所要接纳的旅游活动的性质和类型 ，是决定其基

本空间标准的关键因素 。不同的场所有不同的空间标准 ，室内标准与室外标准不

同 ，自然风景区与人文名胜地的标准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不同旅游活动场所的基

本空间标准差异可以很大 。此外 ，影响基本空间标准的因素还有各国 、各地区的

旅游资源条件 、旅游环境和旅游客源结构 、居民生活方式等 。

我国经过多年实践得到一些具体数据 ，例如我国古典园林游览的基本空间标

准以每人 １０平方米左右为宜 ；商业型旅游胜地的观赏点 ，人均占有面积应该达

到 ８平方米 ；风景旅游城市中的自然风景公园应该达到每人 ６０平方米 。表 ４ １

为日本旅游场所基本空间标准 ，表 ４ ２ 为中国海水浴场设施的基本空间标准 ，

表 ４ ３为游憩用地标准 ，这些都可用于参考 。

４畅 基本空间标准的测定

在测定旅游容量的实际工作中 ，不同的旅游容量有不同的量度方式 。有的量

取极限 （最大） 容纳能力 ，有的量则取合理容量 。每个旅游基本容量的原有含

义 ，都是指旅游活动的最大承受能力 ，但在实际旅游规划和管理中 ，则主要寻求

旅游合理容量 ，而对于经济发展容量一般只关心设施容量 。至于旅游资源的合理

容量值 ，则应与心理容量值一起考虑 。容量计算中所取的时间单元 ，可以是某一

时点可容能力 （时点容量） ，如日容量 、周容量 、月容量 、季容量 、年容量等 。

表 4 1 　日本旅游场所基本空间标准

场所 基本空间标准 备考

动物园 ２５ m２
／人 上野动物园

植物园 ３００ m２
／人 神代植物园

高尔夫球场 ０ od畅２ ～ ０ K畅３ ha／只 ９ ～ １８洞 ，日利用者 ２２８人 （１８洞）

滑雪场 ２００ m２
／人 滑降斜面的最大的日高峰率为 ７５％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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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场所 基本空间标准 备考

溜冰场 ５ m２
／人 都市型室内溜冰场

码头
小型游艇 ２ 潩拻畅５ ～ ３ ha／只 ２５ m２

／艘

汽艇 ８ ha／只 １００ m２
／艘

海水浴场 ２０ m２
／人 沙滩

划船池 ２５０ m２
／只 上野公园划船场 ２ ha ，８０艘

野外比赛场 ２５ m２
／人

射箭场 ２３０ m２
／人 富士自然修养林

骑自行车 ３０ m２
／人

钓鱼场 ８０ m２
／人

狩猎场 ３ 忖鬃畅２ ha／人
旅游牧果园 １００ m２

／人 以葡萄园为例

徒步旅行 ４００ m２
／团

郊游乐园 ４０ ～ ５０ m２
／人

游园地 １０ m２
／人

露营场所
一般露营 １５０ m２

／人 容纳 ２５０ ～ ５００人

汽车露营 ６５０ m２
／辆 容纳 ２５０ ～ ５００人

　 　 资料来源 ：保继刚等 ， 枟旅游地理学枠 ，高等教育出版社 ， １９９３ 年 ５月 。

表 4 2 　中国淡水湖泊场设施建议指标
项目

数量
公共浴场 （m２

／千人） 专用浴场 （m２
／千人）

更衣室 １５０ ～ ２００ �
保存室 ２０ ～ ４０ 憫包括在更衣室内

净身室 １０ ～ ２０ 憫５０ ～ １００ 邋
管理室 １５ ～ ３０ 憫３０ ～ ５０ 挝
仓 　库 ５ ～ １０ z３０ ～ ５０ 挝
厕 　所 １０ ～ １５ 憫包括在净身室内

停车场 １００ ～ １５０ 靠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资料来源 ：马勇 、 舒伯阳 ， 枟区域旅游规划枠 ，南开大学出版社 ，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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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游憩用地标准

用地类型
允许容量和用地指标

人∕公顷 m２
／人

（１） 针叶林地
（２） 阔叶林地
（３） 森林公园
（４） 疏林草地
（５） 草地公园
（６） 城镇公园
（７） 专用浴场
（８） 浴场水域
（９） 浴场沙难

２ ～ ３

４ ～ ８

＜ １５ ～ ２０

２０ ～ ２５

＜ ７０

３０ ～ ２００

＜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 ３ ３００

２ ５００ ～ １ ２５０

＞ ６００ ～ ５００

５００ ～ ４００

＞ １４０

３３０ ～ ５０

＞ ２０

２０ ～ １０

１０ ～ ５ q
　 　 资料来源 ：王大悟 、毕吕贵 ，枟旅游规划新论枠 ，黄山书社 ，２００２年 ２月 。

二 、旅游环境容量计算

（一） 旅游资源空间容量和旅游心理容量的测量

就资源本身的容纳能力而言 ，极限值的取得较为简单 ，以资源的空间规模除

以每人最低空间标准 ，即可得到资源的极限时点容量 ，再根据人均每次利用时间

和资源每日的开放时间 ，就可得出资源的极限日容量 。

旅游者的心理容量一般要比旅游资源极限容量低得多 ，这有其深刻的环境心

理原因 。个人空间的大小受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活动性质和活动场所的特性 ；

年龄 、性别 、种族 、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背景等个人因素 ；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

喜欢程度 、团体的组成与地位等人际因素 。活动的性质对个人空间值影响最大 ，

通过对参与不同活动的旅游者进行环境基本要求比较而获得 。个人空间值就是规

划和管理中所用的基本空间 。实际上 ，旅游资源合理容量的观念也主要是考虑旅

游者感知的满足程度 ，即旅游者平均满足程度最大时 ，旅游场所容纳旅游活动的

能力被视为旅游资源的合理容量值 。从这里可以看出 ，旅游资源合理容量事实上

与旅游心理容量 （旅游感知容量） 为同一个数值 ，计算模型设计如下 ：

１畅 总量模型

将某一旅游区内景点看作是均匀分布 ，有多个门可出入 ，游客在区内随机走

动 ，无规则但较均匀分布 ，其计算公式为 ：

Dm ＝ S ／d （公式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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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 Dm × （T ／t） （公式 ４ ２）

　 　 式中 ， Dm ———某旅游区瞬时客流量 （人） ； Da———日客流容量 （人 ） ；

S ———旅游区游览面积 （m２
） ； d ———游人游览活动基本空间标准 （m２

／人 ） ；

t ———游人每游览一次平均所需时间 （小时或分钟） ； T ——— 每天有效游览时间

（单位同 t） 。
以南岳衡山绝顶的祝融峰为例 ，该峰顶总面积 ４４７ m２

，一天开放 １２小时 ，

每个游人平均游览时间 １５分钟 ，山岳型风景区基本空间标准 ８ m２
／人 ，则祝融峰

瞬时容量 Dm ＝ S ／d ＝ ４４７ ／８ ≈ ５５人次 ，即祝融峰游瞬时容量为 ５５人次 ；日客流

容量 Da＝ Dm × （T ／t） ＝ ５５ × １２ × ６０ ／１５ ≈ ２ ６００ 人次 ，即祝融峰游日容量为

２ ６００人次 。

２畅 流量流速模型

一个旅游区如以若干个景点为结点 ，以既定的粗细均匀的游览线路为通道 ，

连接成网络系统 ，游客按既定线路游览 ，则容量计算公式如下 ：

Dm ＝ L ／d′ （公式 ４ ３）

Da ＝ （V × T） ／d′ （公式 ４ ４）

　 　式中 ， L ———游览区内游览路线总长度 （单位 ：米） ； d′ ———游览线路上的游
客的合理间距 （单位 ：米 ／人） ； Dm 、 Da、 T的含义同前 ； V ———游客平均游览

速度 （米 ／秒） 。

若指一些采用交通工具游览的线状路线的风景区 ，则公式要改为 ：

Dm ＝ L ／d′ × N （公式 ４ ５）

Da ＝ （V × T） ／d′ × N （公式 ４ ６）

　 　式中 ， d′ ， ———交通工具之间的合理间隔 ； N ———某交通工具载客量 （人

数） ， V ———交通工具平均速度 （米 ／秒） ， T ——— 每天开放时间 。

以武夷山风景区为例 ，计算九曲溪的旅游资源空间容量 ，有关数据经调查可

知 ：九曲溪自九曲码头至一曲码头水路游览总长 ８ ０００米 。前后两张排之间的标

准距离 （包括竹排长度 ８米） ，以 ５０米为合理 ；开放时间 ５小时 ，每排游一次需

要 ２小时 ，九曲溪合理的瞬时客流量和日客流容量运用上述公式计算 ：

Dm ＝ L ／d蚕 × N ＝ ８０００ ／５０ × ６ ＝ ９６０人次

Da ＝ （V × T） ／d ，× N ＝ ［８０００ × ５ ／２ ÷ ５０］ × ６ ＝ ２４００人次

但是 ，在旅游区内不同景点往往存在有饱和区和非饱和区 ，所以计算中应分

别对待 。饱和区容量仍按上述公式计算 ，而非饱和区则要根据实测的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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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

（二） 旅游生态容量的测定

旅游生态环境容量主要指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地容纳旅游活动量的限定值 。

在这个限度内旅游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致退化 ，或者在很短时间内自然生态环境

能够自行调节 ，有可能从已退化的状态恢复原状或原貌 。

旅游生态容量的确定是立足于维持当地原有的自然生态质量 。维持旅游地的

自然生态质量 ，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 ，自然环境能够承受因旅游活动造成

的对生态的消极影响 ，即自然环境本身的再生能力能很快消除这些消极影响 。例

如 ，在旅游旺季时 ，自然风景区的植物遭受旅游者的直接践踏 ，但最迟这些植物

能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时恢复到原有的生长状况 ；第二 ，自然环境对于旅游者

所产出的污染物能够完全吸收与净化 。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的大小取决于自然生

态环境净化与吸收旅游污染物的能力 ，以及在一定时间内 ，每个旅游者所产生的

污染物的数量 。

关于生态容量的测定 ，一般应以旅游区为基本空间单元 。有些旅游活动直接

导致的对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可以通过严格管理措施而予以控制 、限制或者可以

杜绝 ，如践踏 、采摘 、折损等 ，在生态容量测定中一般不予考虑 ，而只考虑对污

染物的吸收与净化 。因此 ，一个旅游区生态容量的测定因子主要考虑自然生态环

境净化与吸收旅游污染物的能力 ，以及一定时间内每个游客所产出的污染物总

量 。旅游生态容量中包含四个分量 ，分别为 ：水环境容纳量 （以水面为主要旅游

资源 ，取水环境容纳量 ＝ 水环境容量 ／人均废水产水量 ，不以水面为旅游景点或

不构成主要环境要素 ，则取无穷大） ；大气环境容纳量 （对于不产生大气环境污

染的旅游活动类型 ，可取无穷大 ；产生大气污染时 ，大气环境容纳量 ＝区域大气

环境容量 ／人均废气产生量） ；固体废弃物的容纳量 ［可分作以下两种情况 ：对于

无须由人工处理方法处理部分旅游污染物的旅游地 ，固体废弃物的容纳量 ＝区域

固体废弃物自净量 ／人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对于拥有人工处理方法处理部分固

体废弃物的旅游地 ，固体废弃物的容纳量 ＝ （区域固体废弃物自净量 ＋人工处理

量） ／人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自然植被 （土壤） 承纳量 （取决于自身接受践

踏并恢复的能力 ，需通过现场监测获得数据） 。

旅游区生态容量测定公式为 ：

F０ ＝ ∑
n

i ＝ １

SiT i ∑
n

i ＝ １

Pi （公式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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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 F０ 为旅游生态容量 （日容量） ，即每日接待游客的最大允许量 ； Pi为
每位游客一天内产生的第 i种污染物量 ；Si为自然生态环境净化吸收第 i 种污染
物的数量 （量 ／日） ； T i为各种污染物的自然净化时间 ， n为旅游污染物种类数 。

显然 ，生态容量的测定 ，最重要的是确定每位游客一天所产生的各种污染物

量和自然环境净化与吸收各种污染物的数量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会随旅游活动

的性质 、旅游区所处的区域自然环境而有大的差别 。在我国北方的观赏型旅游

区 ，旅游者每人每天产生的主要污染量参见表 ４ ４ 。

表 4 4 　旅游者产生的主要污染物量 （中国）

污染物 数量 （克／人 ·日）

粪便 ４００ �
BOD ４０ 骀
氨氮 ７ 舷
悬浮固体 ６０ 骀

不居住游人垃圾 ２００ （公园） 　 ５００ （远足）

　 　 资料来源 ： 枟旅游与环境枠 编写组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１９８６ 年 。

在绝大多数旅游地 ，旅游污染物的产出量都超出旅游区生态系统的净化与吸

收能力 ，因而一般都需要对污染物进行人工处理 。

人工处理污染物的速度要比自然的净化和吸收速度快得多 。据国外的经验 ，

１公顷面积的污水处理场 ，日可处理约 ３ ３３０人产生的生活污水 。在旅游需求日

益增长 、旅游旺季高峰流量增大的情况下 ，为保护旅游区的生态环境 ，大的旅游

区一方面应配备旅游污染物的人工处理系统 ；另一方面应尽可能改革某些固体用

具的质量 ，如塑料饭盒 、塑料包装袋类 ，可考虑以纸质盒袋代替 ，从而减少固

态 、难降解污染物的数量 。

（三） 旅游经济容量的测定

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旅游内部的经济因素 ，主要指

旅游设施 ；其二是旅游外围的经济因素 ，它以基础设施和支持性产业为主体 。影

响旅游需求的最敏感的问题是食宿供给条件 ，水资源条件 、电力供应 、 交通运

载 ，其次是娱乐 、购物条件等 。这两者所决定的旅游经济发展容量的测定公式

如下 ：

Ce ＝ ∑
m

i ＝ １

Di ∑
m

i ＝ １

Ei （公式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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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 ∑
n

i ＝ i
D j ∑

n

i ＝ １

Ej （公式 ４ ９）

Cb ＝ ∑
H

i ＝ １

Bi （公式 ４ １０）

C ＝ min（Ce ，Cp ，Cb） （公式 ４ １１）

　 　式中 ，Ce为主副食供应能力所决定的旅游容量 （日容量） ； Cb 为住宿床位
决定的旅游容量 （日容量） ； Cp 为水 、电等因子所决定的旅游容量 （日容量） ；

Di为第 i 种食物的日供应能力 ； D j为水 、电等因子的日供应能力 ；Ei为每人每
日对第 i 种食物的需求量 ； Ej 为水 、电等因子的日供应能力 ； Bi为第 i 类住宿
设施床位数 ；m为游人所耗食物的种类数 ； n为水 、电等因子数量 ； H 为住宿设
施的种类数 ； C为旅游区经济容量 。

根据国内旅游研究的实践 ，一般取宾馆床位 、水资源供给 、电力供给 、交通

运载 ４个要素 ，而诸如主副食供应因其弹性较大 ，不列入限制性经济因子 。

据北京市调查 ，我国旅游者 （含国际旅游者） 对各种食物的日需求量或基本

消耗标准 ，参见表 ４ ５ 。

表 4 5 　旅游者基本消耗 （北京）

粮食 ０ 噜照畅４ kg／ （人 ·日） 备注

肉 ０ 缮揪畅１５ kg／ （人 ·日）

蛋 ０ 噜照畅１ kg／ （人 ·日）

奶 ０ 噜照畅１ kg／ （人 ·日）

鱼 ０ 缮揪畅１５ kg／ （人 ·日）

水果 １ kg／ （人 ·日）

蔬菜 ２ kg／ （人 ·日）

酒 、饮料 １ 噜照畅５ kg／ （人 ·日）

用水量 （根据不同旅游地
具体确定）

一般宾馆 ２吨／ （床 ·日） ，

不居住游人 １０ ～ ２５L ／ （人 ·日）

供电 ３ Kw X畅 H／ （床 ·日）

煤气 ３ ～ ５ m３
／ （床 ·日）

热力 ４０万 J／ （床 ·日）

电话 （宾馆） １门／床
车辆 （宾馆） ０ 挝妹畅１５辆／床 （小车）

停车场 （宾馆） ４ ～ ５ m２
／床

主副食量如果考虑不居住
游人及服务人员的消耗 ，

可按照所述指标的 ５０％

计算

　 　 资料来源 ： 枟旅游与环境枠 编写组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１９８６ 年 。

（四） 当地居民心理容量测算

当地居民心理容量测算模型为 　 P ＝ A · Pa （公式 ４ １２）

式中 ， P为当地居民心理承载量 （容量） ； A 为旅游区或其依托的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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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 面积 （单位 ：公顷） ； Pa为当地居民不产生反感的游客密度最大值 （单

位 ：人 ／公顷） ，若居民点与旅游区合二为一则 Pa值较大 ，即当地居民对游客密

度承受值较大 ，若居民区与旅游区基本分离但作为其依托区 ，则 Pa较小 ，若旅

游区与居民区不关联 ，旅游者到达不了居民区 ，则 Pa 取无穷大 。

（五） 旅游景区环境容量综合值

旅游景区环境容量综合值是旅游资源空间容量 、旅游生态容量 、旅游经济容

量 、游客心理容量和当地居民心理容量中的最小值 。

C总 ＝ min （旅游资源空间容量 ，旅游生态容量 ，旅游经济容量 ，游客心理

容量 ，地居民心理容量） （公式 ４ １３）

案 　例

泰山风景旅游区旅游环境容量研究

泰山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负盛名的山岳风景区之一 ，其腹地为人口密度

很大的发达经济区 ，客源充足 ，年接待游人 ３００多万人次 。然而 ，鉴于泰山主要

以其 “主景区” 而著名 ，因此游人多集中于此热线上 ， “超载” 现象时有发生 ，

而外围景区游人稀少 ，资源闲置严重 。尽管实行双休日以来 ，绝对高峰期 （每年

“十一” 、 “五一” 期间） 游客量有所平抑 ，低谷期有所回升 ，但游客的时空变化

依然显著 ，“超载” 、 “弱载” 交替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旅游环境和感应气

氛 ，限制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水平的发挥 。崔凤军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依据旅游环

境容量和承载力理论 ，对泰山主景区的容量做出时空分异测算 ，提出了旅游调控

策略 。

一 、资源空间承载量 （容量） 的测量

１畅 泰山游览线路概况与空间划分

目前泰山有 ４条登山线 ：泰山中路从岱宗坊开始 ，经红门 、万仙楼 （入山检

票口） 、中天门 、南天门而达岱顶 ，此线为景点集中区 ，是泰山主轴线 ，游人步

行攀道 （共 ６ ６００余级台阶） 而上 ；泰山西路从大众桥 （天外村） 起步 ，游人乘

车经环山公路到达中天门后与中路游客汇合 ；位于泰山西麓的桃花源入口 ，游人

乘索道可直达岱顶 ；泰山东路始自玉泉寺 ，步行经岱阴后石坞直达岱顶 ，此线路

尚未大幅度开发 。泰山有 ３ 条索道 （即中天门索道 、后石坞索道 、桃花源索道）

均可直达岱顶 。泰山的依托城市为泰安城 ，山城一体 ，游客取道泰城并多吃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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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中 ，是生活区 。

泰山主景区为游览区 ，除岱顶 （含南天门） 基本上属于均质空间的旅游区

外 ，其余为游览线 ，中天门则集游览 、休息 、集散等功能于一体 ，而其中尤以集

散为主 。鉴于此 ，笔者分别测算以下旅游空间的环境容量 ：红门 —中天门盘道游

览线 ；天外村 （大众桥） —中天门环山公路游览线 ；中天门 —南天门游览线 ；岱

顶 （含南天门） 游览线区 ；中天门游览区 ；后石坞游览区 。

２畅 泰山主景区旅游资源空间容量测算

（１） “红门 —中天门” 盘道游览线 。该线路的测算如下表 ：

“红门 —中天门” 盘道游览线旅游资源空间容量测算表

主要参数值
线路总长度 L１ ＝ ３ ８００米 ，盘道平均宽度为 ５米 ，台阶 ２ ４１２级 ，游客平均
游览时间 t１ ＝ １１０分钟 ，经测算该线路上的游人最佳密度 d１ ＝ ５米／人 （夏
半年） ； d２ ＝ ６米／人 （冬半年） 。

瞬时容量 夏半年 ＝ ７６０人 ；冬半年 ＝ ６３３人 （利用公式 ４ ３计算）

最大日容量 夏半年 ＝ ９ ９３６人／日 ；冬半年 ＝ ８ ２８０人／日 （利用公式 ４ ４计算）

合理日容量
夏半年 ＝ ８ ２９０人／日 （T 折合为 ２０ 小时） ；冬半年 ＝ ５ ５２４人／日 （T 折合
为 １６小时）利用公式 ４ ４计算

可承载的游客
容量总值

夏半年 ＝ １８ ０００人／日 （游人游览该线的比例 ４６％ ）

冬半年 ＝ １３ ８１０人／日 （游人游览该线的比例 ４０％ ）

　 　 （２） “天外村 —中天门” 环山公路游览线 。该线路为乘车游览线 （步行上 、

下山者所占比例小 ，可忽略不计） ，其容量取决于交通日运输能力 （上山或下山

单计 ，如下表） 。

“天外村 —中天门” 环山公路游览线运输量测算表

主要参数值
公路总长度 １１ 倐w畅６千米 ，宽 ８米 ，专线游览车 ４０辆 ，行车合理间距夏天 ７５０

米 ，冬天 １ ０００米 ，行车时间 ３５分钟 （上行）

瞬时容量 夏半年 ４６５人 ；冬半年 ３５０人

最大日容量 夏半年 １１ ９５７人／日 ；冬半年 ６ ０００人／日

可承载的游客
容量总值

夏半年 ２３ ９１４ 人／日 （入山游客经此线者约 ５０％ ） ；冬半年 １０ ９１０ 人／日
（入山游客经此线者约 ５５％ ）

　 　 资料来源 ：崔凤军 ， 枟风景旅游区的保护与管理枠 ，有改动 。

（３） “中天门 —南天门” 登天游览线 。该线为泰山精华游览线之一 ，游客可

步行或乘中天门索道上 、下山 ，其容量测算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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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门 —南天门” 登天游览线旅游资源空间容量测算表

主要参数值
距离 L２ ＝ ２ ７００米 ，台级阶数 ３ ２８８级 ，游览时间 １２０分钟 （上下山平均） ，

平均游览速度 V ＝ ２２ 厖z畅５米／分钟 ，游客合理间距 d１ ＝ １ 栽畅８米／人 （夏半年） ；

d２ ＝ ２  畅５米／人 （冬半年） ，中天门索道运输游客 （单程） １ ２００人次／日

瞬时容量 夏半年 １ ５００人 ；冬半年 １ ０８０人 （利用公式 ４ ３计算）

最大日容量
夏半年 １８ ０００人次／日 ，加上索道分流共计 １９ ２００人次／日 ；

冬半年 １２ ９６０人 ，加上索道分流共计 １４ １６０人次／日
（利用公式 ４ ４计算）

合理日容量
夏半年 １６ ５００人次／日 ，加上索道分流共计 １７ ７００人次／日 ； T ＝ ２２小时
冬半年 ８６４０人 ，加上索道分流共计 ９８４０人次／日 ； T ＝ １６小时
（利用公式 ４ ４计算）

　 　 资料来源 ：崔凤军 ， 枟风景旅游区的保护与管理枠 ，有改动 。

（４） 岱顶 、后石坞及中天门游览区旅游容量测算 。利用总量模型分别测算此

三区旅游环境容量值 ，如下表 ：

岱顶 、后石坞及中天门游览区旅游容量测算表

游览区 岱顶 （含南天门） 后石坞 中天门 公 　式

旅游功能
观赏旭日东升等六
大景观 ，欣赏碑刻 、

碑文

探险旅游
生态旅游

观赏 、休息 、就餐 、

集聚

主要参数值

总面积 ０ 憫唵畅６ 平方公
里 （含南天门 、 玉
皇顶 、天街等） ，其
中 ，可游览面积 S
＝ ２ 牋畅６ × １０

４ m２
，游

客平均滞留时间 ２

小时 ，游客最佳密

度 d ＝ ８ m２
／人

总面积 １００ 公顷 ，

实际可达的可游览

面积 １０ × １０
４ m２

，

按生态旅游测算的

游客密度 ２００ m２
／

人 ，游客平均游览
时间 ６０ 分钟 ，每天
开放时间夏半年 １０

小时 ，冬半年 ８小时

游人可利用面积 S
＝ １０ × １０

４ m２
，按

游客集散要求 ，取

合理密度 ５ m２
／人 ，

游客平均滞留时间
３０分钟

瞬时容量 ３ ２５０人 ５００人 ２ ０００人 公式 ４ １ 鬃
最大日容量
（T ＝ ２４小时）

１９ ５００人／日 夜间不开放 ６０ ０００人 公式 ４ ２ 鬃

合理
日容量

夏半年
１６ ５００人／日

（T 折合为 ２０ 小时）
５ ０００ [６０ ０００

（T 折合为 １５ 小时）
公式 ４ ２ 鬃

冬半年
１３ ２００人／日

（T 折合为 １６小时）
４ ０００ [４８ ０００

（T 折合为 １２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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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城市） 计 ，可供 ２畅８万人用水 ，C２ ＝ ２畅８万人 。

３畅 山上供电 （C３ ）

泰山目前已有 ３５万千伏 （凤凰岭） 、 １０万千伏 （中天门） 变电站各 １座 ，岱

顶有 ３１５千伏变压器 ２台 ，有 １０ 路高压线 ，可满足远期泰山用电需求 ，加上供

电量与游客数量无显著的直接关系 ，因此 ，泰山供电不构成限制性因子 。

４畅 交通运载 （C４ ）

泰城是游人出入的交通枢纽 ，公路铁路俱全 ，途经并停靠泰安的列车 ３０ 余

对 ，日可发送量约 ２畅４万人 ，公路日客运量 １畅２万人 ，得 C４ ＝ ３畅６万人／日 。

５畅 经济承载量 （C）
套用公式 ４ １０得 ：

C ＝ ２畅８ 万人／日

三 、当地居民心理容量测算

利用公式 ４ １２计算 。

泰城是旅游开放城市 ，依托泰山发展旅游业是泰安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

一 。因此 ，泰城居民对游人密度的容忍值较大 ，根据定点观测 “行人密度 —居民

心理感应” 的响应关系 ，确定当地居民心理承载量最大量 P ＝ ４畅８万人 。

四 、泰山旅游环境容量综合值

根据测算 （公式 ４ １３） 得到泰山旅游环境容量综合值为 １６ ５００ 人／日

（夏） ，９ ８４０人／日 （冬） 。得出以下结论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主要取决于旅游

环境容量 （即资源空间承载量） ，泰山旅游环境容量的时空分布规律即是资源空

间承载量的规律 ；泰山主景区旅游环境容量资源的瓶颈为 “中天门 —南天门” 游

览线 ，其次是岱顶 （其中主要是山顶客房数量和日出观景点面积） 。

第三节 旅游环境承载力概述

一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与构成

（一） 从旅游容量到旅游承载力

由于旅游经济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各种负荷根本上是由于对游客的接待和游览

活动造成的 ，而且游客人数的多寡直接影响了旅游环境的经济产出 ———旅游收

入 ，因此一般用旅游区所容纳的游客数量作为旅游区的环境容量值 。它一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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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现旅游区有多大的总承受力 ，另一方面又可以表明旅游经济允许发展的规

模 。于是 ，我们可以把具有不同量纲的诸种承受力通过相关的属性归到游客人数

这一统一的量纲上来 。

但是 ，旅游环境容量尚存在局限 。由于国内旅游规划 （包括区域的和社区

的） 对旅游环境容量有计算上的要求 ，也引入了一些定量化的计算模式 ，但国内

旅游规划的文本资料所用模式多为静态的 ，同时大部分研究人员仅仅局限于 “空

间承载量” 的计算 ，而且 ，以承纳的旅游者数量作为唯一指标 ，这必然违背旅游

环境作为空间和非空间的 、作为实物和非实物要素载体的本质内涵 。同时 ，环境

对于旅游强度承载并不总是被动的 ，它也有积极主动的一面 ：一方面表现在不同

旅游形式呈现不等量的承载力值 ；另一方面 ，旅游活动一旦超出其阈值便会遭到

剧烈的破坏而导致旅游地的衰落甚至消亡 ，因而用 “容量” 这一被动的名词显然

削弱了环境的主动性 。加上环境容量在环境科学 （一级学科） 中是一个应用很

广 、科学体制非常完善 ，落脚点为污染物 （如二氧化碳 ，总悬浮颗粒物 ，五日生

化需氧量） 承受能力的重要概念 ，搬到旅游科学中用于容纳游客量则有混淆不清

之感 。不少学者致力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提出旅游承载力的概念 。

（二）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

旅游环境承载力 （Tourism Environment Bearing Capacity ， TEBC） 是由环境承
载力派生出来的一个具体概念 ，其定义表述为 ：在某一旅游地环境 （指旅游环境系

统） 的现存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 （包括旅游者和当地居民） 及未来人有

害变化 （如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减 、生态系统的破坏 、环境污染 、舒适度减弱等过

程） 的前提下 ，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 （或景点 、景区） 所能承受的旅游者人数 ，它

包括游客密度 、土地利用强度和经济发展强度 ３个分量指标 （崔凤军 ，１９９５）。

（三）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组成体系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个系统的概念 ，关于其组成依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可能得出

不同的结论 。

１畅 以环境为出发点

以环境为出发点的分类方式 ，即从旅游活动受体角度的分类 。在这种分类方

式下 ，通常将旅游环境分为自然环境 、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旅游环境承载

力包括自然环境承载力 、经济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文化环境承载力三个分量 。

２畅 以旅游为出发点

以旅游为出发点的分类方式 ，即从旅游活动主体角度的分类 。由于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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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包括食 、住 、行 、游 、购 、娱六要素 ，可以相应地将旅游环境承载力分为生

活环境承载力 、交通环境承载力 、游览环境承载力 、旅游用地承载力 、自然环境

纳污力 、社会经济承载力 。

３畅 以旅游地域角度系统为出发点

如果从旅游地域角度系统出发 ，旅游环境应包括旅游地旅游环境 、游客客源

地旅游环境和旅游通道旅游环境 ，因此旅游环境承载力也就可以分为旅游地环境

承载力 、游客客源地环境承载力和旅游通道环境承载力 。本教材主要研究旅游地

环境承载力 。

二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特点

（一）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一种稀缺性非实物资源

毋庸置疑 ，作为旅游资源的客观属性之一 ，其承载游人规模是有限的 、稀缺

的 ，特别是旅游环境在空间上面积狭小 ，其生产能力有限 ，旅游区的环境生态系

统被人类利用的可能性程度具有限制性 ，因此具有稀缺性 。

（二） 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时空分异和可控性特征

从时间分布上看 ，旅游活动具有季节性 ，这主要是由于自然天气的变化 、旅

游主题的季变 （如 ：冰城旅游 、避暑旅游） 以及旅游者活动规律的季节性等特征

造成的 ；对旅游环境而言 ，由于旅游区自然生态容量 、社会经济环境适宜性乃至

工程环境承载力均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因而其承载力水平也有时间分布特征 ，

如山岳景区冬季承载力小于其余各季 ，夜间承载力小于白天 。从空间分布上看 ，

TEBC的差异更加明显 ，因为作为基础的自然环境 ，其生态恢复力 、抗逆性等特

性存在空间差异 ，人工工程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也存在区域差异 。

TEBC具有可控性 ，多表现为对 TEBC的限制因子的定向改造 ，但它是有限

度的 ；若限制因子弹性大则可控性强 ，刚性大则改造难度大 、可控性弱 ，一般而

言 ，资源空间承载量刚性大 、弹性小 ，而经济承载量弹性较大 ，改造容易 。 因

此 ，限制 TEBC增长的瓶颈往往是环境容量 。

（三） 其他特征

旅游环境系统是一个由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内部流动与输入输出而形成的开

放系统 ，其结构 、组成既有相对的稳定性 ，又有绝对的变动性 。因此 ，它对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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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经济的支持能力也具有双重性 ，即相对稳定性 ———在一定时期内旅游环境系统

对旅游经济活动的支持能力的阈值稳定在某一数值附近 ；绝对的变动性 ———短期

的波动和长期的显变 。建立在这种特征环境系统之上的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以下

特点 ：

１畅 客观性与可量性

在一定时期内的旅游环境系统在结构 、功能 、信息诸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 ，即不发生质的变化 ，因此 ，反映旅游系统结构组成特征的旅游环境承载力具

有在量和质两种规定性方面的客观性 ，并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来把握和计算 。例

如 ，某一独立景点在一定时段内 （指没有经过大规模改造的时段） 所能承载的旅

游者数量的阈值保持相对稳定 ，且这一阈值具有可量性 。

２畅 变易性

由于人类对旅游环境系统施加作用 ，如增设新的旅游景点 ，或由于系统本身

的运动变化 、因降水增加而引起的湖泊水面旅游面积扩大等均会引起旅游环境承

载力的变化 （上述两例均为承载力的增加） 。因此 ，旅游环境系统在结构组成上

的变化 ，反映在承载力上 ，就是在量和质两种规定性的变动 。质的规定性上的变

动表现在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改变 ；量的规定性的变动表现为指标值大小

的改变 。

３畅 可控性

人类对旅游环境系统实施改造必须在充分掌握其运动规律和系统特征的基础

上完成 ，因此 ，根据一定的需求和目标 ，人类可以对环境进行适度改造 。例如 ，

改变旅游资源品种和数量 ，从而使旅游环境承载力在量和质两方面朝人类预定的

目标变化 ，我们把它的这种特性称为可控性 ，但这种可控性是有限度的 。显然 ，

改变旅游地的性质即它所承受的旅游活动类型变化所造成的旅游承载力值的变动

最为显著 。

４畅 存在最适值和最大值

最大值或称饱和承载力 ，是旅游承载的极限 ，超出此极限值则视为超载 。长

此以往 ，旅游环境系统会遭到质的破坏 。最适值或称最佳承载力 ，此值点既能保

证旅游环境系统的功能发挥最适 ，又不会导致 “疲劳” 状态 ，经济收益也比较理

想 ，因此 ，旅游规划人员对它最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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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子

旅游承载力是反映某一旅游地对旅游活动强度的承受能力大小的综合指标 ，

影响其变化的因素很多 ，很复杂 ，包括资源 、环境 、社会 、经济等因子 。

对旅游承载力影响因子的认识有一时间过程 。最初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由 But唱
ler 和 Kundson在游憩娱乐领域内认识到 ，物质体系 （指游乐设施 、旅游基础设

施） 的自然承受能力是游客容纳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旅游目的地

转向并集中于自然风光旅游地 ，由于自然生态质量是旅游发展的基础 ，因而旅游

承载力大小被认为是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对游客数量的承纳力 ，并一度使旅游容

量变成了旅游影响评价的概念 ；之后 ，旅游社会学研究逐步兴起 ，旅游区的社会

容量定义为 “当地居民的社会损失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达到不可接受 （unaccepta唱
ble） 状态时的游客数量极限点” ，这与当地居民心理容量极大状态相一致 。

１畅 社会文化环境因子 ———游客密度 （Visitor Density） 指数
旅游者对当地居民的社会文化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种影响 （正面的和负

面的） 的发生程度和范围是不同的 ，游客密度越大 ，这种冲击便越大 。我们用游

客密度指数 （Visitor Density ，简称 VDI） 来表现这一影响 。其公式为 ：

VDI ＝ visitor density ／resident density
即游客人数与当地居民人数的比值 （故又称游居比） 。

相同大小的游客密度指数在不同的旅游区内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有所不同 ：其

一 ，旅游业占绝对主体的地域 ，居民所能承受的游客密度要大于具有不同产业结

构特征的地域 。例如 ，庐山牯岭镇游客密度指数承受力要大于泰安城区 ，而后者

又大于兼有旅游功能的城市 （如济南） ；其二 ，旅游地生命周期中的后期阶段一

般大于前期阶段的游客密度指数承受力 。这是由于当地居民从旅游开发中获得了

收益并逐步适应了旅游活动气氛 ，心理承受能力加大 ；其三 ，文化差异 （包括信

仰 、习俗 、生活观念等） 越大 ，旅游冲击力越大 ，居民承受的游客密度指数越

小 ，也即以区外市场为客源主体的游客密度指数冲击力大于以区内 （含周边地

区） 客源市场为主的旅游地 。因此 ，不同的旅游目的地应有不同的游客密度指

数值 。

２畅 社会经济环境因子 ———旅游经济收益 （Economic Income） 指数
谈到社会经济环境因子对旅游承载力的贡献 ，一般选用经济发展容量作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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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 ，它是指旅游区的经济要素 （诸如饭店床位 、食物供给 、水电供应等） 所

能容纳的游客数量 。这种以供给确定承载力的方法可操作性强 ，计算简单 ，但意

义不大 ，因为不考虑游客需求方式 、规模等内容在内的单纯的供给能力计算是难

以说明旅游承载力的真正含义的 。建议抛开具体的经济因子 ，而以旅游经济收益

作为社会环境因子的综合性指标 ，并将经济承载量界定为当旅游地居民和政府的

旅游经济收益 （等于收入减去漏损） 达到某一临界值时所容纳的游客人数 。

可借用凯恩斯边际收入乘数 M ＝ １ ／（L － mpc） 定义旅游经济收益指数 EII ＝
１ ／L 。式中 ，mpc为边际消费倾向 ， L 为漏损率 ， L ＝ １ － mpc 。
３畅 生态环境因子 ———土地利用强度 （Land use Intensity） 指数

旅游区内的旅游用地面积越大 ，旅游活动规模空间越大 ，居民用地越少 。当

居民用地面积缩小到一定极限 ，会导致当地居民 （包括旅游从业人员与非从业人

员） 的心理抗拒生活秩序被打乱 ，导致紧张 、焦虑和沮丧 ，降低了生活环境质

量 。我们用土地利用强度指数 （LII） 来表现这种状况 ： LII ＝ LUAt ／LUAr 。 式
中 LUAt为旅游用地面积 ， LUAr为居民用地面积 。

四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技术测量

１畅 旅游承载力指数 （TBCI） 内涵界定
根据前述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定义 ，从旅游地居民的心理容量及其游客 “规模

—心理感应” 的响应关系 ，把旅游承载力指数 （Tourism Bearing Capacity In唱
dex） 界定为 “在不对旅游地社会 、经济 、自然环境 、公共设施产生不利影响的

前提下 ，某一旅游区所能承纳的旅游活动强度的无量纲表示值” 。

２畅 函数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分量函数关系 ：

（１） TBCI与 VDI （游客密度指数） 成反比例关系 ，即 ， TBCI ∝ １ ／VDI 。它
表明旅游地接受的旅游活动强度随着的 VDI增加而降低 。用公式表示 ：

TBCI ＝ K１ · １ ／VDI ＝ K１ · RD ／VD ＝ K１ · RP ／VP ，式中 ， K１ 为常数 ，

RD 、 VD分别为居民和游客密度 ，RP和 VP分别为居民人数和游客人数 。

（２） TBCI和 EII （旅游经济收益指数） 成正比例关系 ，即旅游承载力指数

随着旅游净收益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即 TBCI ∝ EII 。用公式表示 ： TBCI ＝ K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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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式中 ，K２为常数 ， L 为漏损率 。

（３） TBCI与 LUI （土地利用强度指数） 成反比例关系 ，即旅游地接受的旅

游活动强度随着 LUI的增加而呈减弱趋势 ，即 TBCI ∝ １ ／LUI 。用公式表示 ：

TBCI ＝ K３ · １ ／LUI ＝ K３ · LUAr ／LUAt 。
３畅 旅游承载力指数 （TBCI） 的数学表达

综合上述函数关系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数学表达式 ：

TBCI ＝ K · （RP ／VP） · （１ ／L ） · （LUAr ／LUAt） ＝ K · RP · LUAr ／
（L · LUAt · VP）
式中 K 为常数 ，其余变量的含义同上 。

４畅 简化的旅游承载力指数 （TBCI） 数学表达式
以上公式存在的缺陷是难以得到具体的指数值 ，不同旅游区难以比较大小 ，

因为参数 K 难以确定 。不过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简化的指数模式来表达 。

设定 ：VDI′＝ VDI ／VDI０ ，EII′＝ EII ／EII０ ， LII′＝ LII ／LII０ ，

式中 ，VDI′ 、EII′ 、LII′含义同前 VDI０ 、 EII０ 、LII０ 分别代表通过旅游心理调
查得到的理想值 （满意值 ，不等于最大值） 。然后对 VDI′ 、 EII′ 、 LII′实施归一
化 ，假定

D ＝ VDI′＋ EII′＋ LII′ ，VDI′ ＝ VDI′ ／D ， EII′ ＝ EII′ ／D ， LII′ ＝ LII′ ／D ，

则 ：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可用归一化后的矢量模来表示 ，即 ：

TBCI ＝ ［ ∑ （ 「VDI′」２
，「EII′」２

，「LII′」２
）］

１ ／２

５畅 旅游承载力指数的应用

根据旅游承载力指数的的大小 ，可以对其进行分级 。从理论上讲 ，同一旅游

地不同开发模式所引起的旅游承载力是有差异的 。在生态旅游地 ，以旅游承载力

的 ３０％ ～ ５０％ 确定旅游容量比较合适 ，而对旅游度假村 ，旅游环境容量一般大

一些 。一般情况下 ，认为环境承载指数小于 ０畅８ 时 ，开发强度不足 ； ０畅８ ～ １畅０

时 ，达到开发平衡 ；大于 １时 ，表明开发过度 ，不宜再开发 。针对这一特点 ，旅

游承载力指数可作如下分级 （表 ４ ６） ：

表 4 6 　旅游承载力指数分级

旅游承载力指数

小于 ０ 屯侣畅８ ０ 儋挝畅８ ～ １ 档畅０ １ 亮抖畅０ ～ １ 潩畅２ 大于 １ 谮舷畅２

级别划分 弱载 适载 轻度超载 强度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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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案例分析

试图建立适合不同旅游地的理想或规范化的旅游承载力指数是不现实的 ，因

为各要素指标的取值特别是常数 K 是有差异的 。不过我们可运用前述公式计算

同一旅游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 TBCI变化值 ，并依据其变化发展方向采取适当的

调控策略 （Formulation Strategies） 。以山东某岛屿旅游区为例 （基准年为 １９９０

年） ，各变量 （参数） 值如表 ４ ７ 。

表 4 7 　山东某旅游岛屿的旅游承载力指数 （TBCI） 变化分析

变量 １ ９９０ [１ ９９６ �变化倍数

L ０ 儋挝畅５ ０ dY畅３５ ０ C8畅７

RP １８０ ０００人 ２５０ ０００人 １ ,!畅３９

LUAr １５０ ０００ ha １２０ ０００ ha ０ C8畅８

LUAt ２ ０００ ha ４ ０００ ha ２ C8畅０

VP １５０ ０００人 ４８０ ０００人 ３ C8畅２

K 保持不变
TBCI２ ／TBCI１ ＝ ２４ 适靠畅８％

　 　表 ４ ７说明该地旅游承载力指数下降了 ７５畅２％ ，平均每年降低 １２畅５％ ，如

果继续按此速度下降 ，很快便无承载力潜力可用 ，旅游活动强度达到饱和 。该例

子也表明 ，尽管随着旅游开发时序的深入 ，当地居民的心理承载力加大 ，但此例

显示了因旅游强度增加过快 ，而居民的心理承受力及经济收益率的增长难以与其

匹敌 ，致使短短的 ６年间 TBCI下降了 ３ ／４ 。为防止继续下滑 ，应采取一些措施 ，

包括 ：维持现有居民用地的面积不再减少 ；削弱旅游季节性强度 ；服务队伍以培

训后的当地人为主 ；减少税率 ；增加消费比例等 。

利用简化的 TBCI公式可以比较不同旅游区的环境承载力值 ，或者比较同一

旅游区不同的利用方式 （旅游形式） 表现出的 TBCI大小 ，进而选择环境最佳利

用的旅游方式 ，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 。

第四节 旅游环境容量及承载力的管理

众所周知 ，旅游区环境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但它是旅游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

要资源 。旅游区旅游环境容量的测算 ，根本目的是认识了解旅游区能满足游人最

低游览要求时所能承受的旅游活动最大值 ，以便于制定合理的容量使用 、调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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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并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旅游区生态建设方案 ，扩大部分限制因子的承载能

力 ，有利于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 。

在旅游区环境容量与承载力测算 、评价的基础上 ，制定合理的容量使用规

划 ，以生态学 、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 ，采用最节约的容量利用路线 ，保障旅游区

环境容量的有效利用 。这是容量与承载力管理的重要内容 ，同时要根据旅游区发

展需要 ，对旅游区容量与承载力进行合理调控与建设 ，扩大接待能力 ，提高经济

效益 。

一 、旅游环境容量与旅游承载力调控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总体已经进入小康社会 ，旅游业

已经成为规模越来越大的大众性活动 ，这就导致了精华旅游地游人大幅度增长和

有限的旅游容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节假日旅游高潮迭起 ，近几年稍

有回落 ，但游客流量仍保持很高水平 。例如 ， ２０００年 “五一黄金周” ，全国共接

待旅游者 ７ ３７５万人次 ，张家界 ２００１年五一 、十一两个 “黄金周” 共接待 ６７畅９

万人次 ，２００２ 年两个 “黄金周” 共接待 ６１畅５ 万人次 ，分别占全年接待量的

１０畅８％ 和 １０畅６％ ，超过最大容量近 ３倍 ，超载现象十分严重 ，造成一系列问题

出现 。

在理论上 ，旅游区 （旅游景点） 承受的旅游流量或活动达到其极限容量 ，称

为旅游饱和 ，而一旦超出极限容量值 ，即是旅游超载 。在日常的旅游管理工作

中 ，有时视旅游地域接待的旅游流量达到其合理容量为饱和 ；越过合理容量值为

超载 。旅游超载必然导致旅游地环境污染或拥挤 ，如果旅游区长期连续地或间歇

地超载 ，其结果将是旅游资源被破坏 、旅游地生态系统遭到损伤 、旅游接待质量

明显降低 ，旅游安全系数下降 ，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的和谐关系破裂 。

根据旅游超载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特点 ，可以将其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 ，

周期性超载与偶发性超载 。周期性超载源于旅游者社会活动具有周期性规律以及

自然气候的周期性变化 。一般在每年的夏季 ，节假日周期出现 。偶发性超载常是

由于旅游地或其附近发生了偶然性的事件 ，这些事件在较短时间内吸引来大量旅

游者 ，如张家界飞越天门活动 、体育赛事等 。在一般情况下 ，偶发性的超载造成

的环境影响易于消除 ，而周期性的超载则是一个危险信号 。旅游对于环境的影响

（在不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的情况下） 可能是无法挽回的甚至是毁灭性的 。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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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连续性超载与短期性超载 。在实际中 ，短期性超载的现象占绝大多数 ，它又

分为周期性与偶发性两种情况 。在长期连续性超载的情况下 ，应实行严格的旅游

分流和管理措施 。第三 ，空间上的整体性超载与局部性超载 。旅游区的整体性超

载是指所有景区 、景点和设施承受的旅游活动量皆已超出各自的容量值 。整体性

超载则意味着旅游区内各旅游点皆已无剩余的容纳能力 ；旅游区域的局部性超载

指旅游区中部分旅游景点或设施旅游流量已达到与超出其容量值 ，但整个旅游区

容量还未超载 ，这是旅游活动中最常见的现象 ，可以通过空间调控实现 。

旅游区超载对于环境和设施的消极影响十分突出 。在超载时 ，旅游活动场所

承受超出其正常容纳能力的旅游活动量 ，对旅游场所的践踏和磨损 ，就可能导致

生态系统受损 ；加速人文旅游资源自然损蚀 ，损害资源的价值 ；导致对旅游地水

体的污染 ；环境噪声增加 、旅游者感觉拥挤不堪 ，旅游气氛受到严重影响 ，使旅

游体验质量下降 ，因而造成旅游者心理上的不满足 ；还可能引起敏感动物迁移 。

在精华旅游地游人大幅度增长 、出现严重超载情况的同时 ，又存在不少景区

客流严重不足 ，部分精华旅游地的部分景点游客数量很少 ，旅游资源和设施利用

率较低的现象 ，造成旅游区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 ，经济效益低下 ，就业困难等问

题出现 ，甚至对社会安定造成威胁 。因此 ，各级政府都应在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基

础上 ，逐渐建立相应的旅游容量管理系统 ，对其进行合理调控 。

二 、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的调控原则

（１） 尽量给旅游者提供更多的游憩机会 （产品谱） 以满足不同需求和目的的

游客要求 。

（２） 规划专家及旅游管理者制订的旅游地资源利用水平 （强度） 不至于损害

生态系统 。

（３） 客观测算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 ，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找出旅游容

量的限制因子 ，利用生态学原理 ，进行必要的人为建设 ，提高限制因子的阈值 。

（４） 对于一些具有相同目的的旅游区 ，新建旅游点的利用强度应低于已设立

容量阈值的已开发地区 。

三 、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调控与建设的途径和手段

（１） 科学地测算旅游环境承载力 ，科学地确立旅游景区合理容量 ，并对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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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的旅游区采取相应措施将客流量控制在旅游容量允许范围内 。如九寨沟 “黄

金周” 旅游高峰期间每日限售 １畅２万张门票 ，敦煌莫高窟限准 ２ ０００人入内 ，山

西悬空寺一次限 ８０人登临 ，此举无疑为全国各风景名胜的环境管理带了个好头 。

（２） 逐步建立有效的调控系统 ，通过加强旅游区之间的合作或增加旅游产品

对旅游区超载现象进行调控 ，对旅游区的局部性超载可以通过内部合理调控实现

基本平衡 。

（３） 依法调控 ：运用国家制定的法律 、法规 ，依法对景区旅游资源与环境进

行保护 ，依法规范旅游服务行业经营者 、旅游者和管理者的自身行为 。

（４） 有计划地分散客流 ：通过大众传媒向潜在旅游者传播旅游地信息与建

议 ，对游客流向进行引导 ；有计划安排可能导致客流重大变化的各种大型活动和

带薪假期 ，使之错开旅游高峰期 。

（５） 运用经济杠杆调控客流方向 ：采用旺季高价 、 淡季低价等方法进行

调控 。

四 、旅游环境容量的调控与建设措施

１畅 设施容量的调控与建设

（１） 扩大规模 。设施容量的提高具有弹性 ，只需增加现存设施规模即可得以

实现 。例如 ，游泳地 、网球场 、旅馆 、野营地 、厕所等 。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旅

游区 ，这一措施很容易执行 。通过增加资金 、劳动力 、管理技术也可以增加容量

阈值 。

但是 ，也有一些极端情况 ，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完全被人工环境所替代 ，如人

造海滨 。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滑雪场是东京的 Skidome （４９０ 米长 ， １００ 米宽 ， ８０

米落差） 。从环境角度看 ，尽管是在脆弱环境 （如 ：拥挤的国家公园 ，相对面积

小而发展成熟 、人口密度很大的其他旅游区） 上建立的 ，但这种开发令人后悔

莫及 。

（２） 结构调整 。在不进行设施规模扩张的前提下 ，对设施的结构予以优化设

计 ，以有效地满足多种游人 （包括儿童 、成人 、残疾人） 的设施要求 ，并加快游

客的流动速度 。

（３） 限制游人的过度膨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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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生态容量与社会容量的调适与建设

同物质容量相类似 ，生态容量也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而提高其阈值 ，但

在多数情况下 ，通过管理技术的提高降低旅游者利用强度则是更可行的措施 ，只

是由于限制游客的自由活动而往往遇到公众乃至政治上的抵制 。社会容量提高措

施与此相类似 。

总的来讲 ，有以下措施可以运用 ：

（１） 在旅游地选择上 ，应寻求自然抵抗力强 ，土壤深厚 ，植被茂盛 ，生产率

高的环境予以开发 。因为如果土壤层薄 ，往往伴随着土壤质地粗裂 ，岩石裸露而

且对植被的保育能力差 。

（２） 改善土壤质地 ，施用肥料和人工土壤团粒结构促进剂 。

（３） 有效管理植被 ，增种耐干 、耐压品种 。

（４） 定时浇灌 。

（５） 防止土壤侵蚀 ，可在陡峭山坡等地铺设碎石 、沥青等防侵游径 。

（６） 适当降低乔木的密度 ，改善土壤水分 、空气结构 ，增加地被植物的密

度 ，提高抗侵蚀能力 。

（７） 在环境脆弱区 （如沼泽地） 增设防治设施 。

（８） 土地及设施的循环利用 ，以利于土地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和设施保养 。

（９） 利用生态措施 （如树篱） 保护脆弱地区 ；在恢复力强的地区开辟行车

道路 。

（１０） 管理手段的利用 （例如限制车辆 、船舶等的空间占用面积） 。

（１１） 在脆弱环境区限制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的体量和数量 。

（１２） 季节性票价浮动 。

（１３） 调整旅游团体规模 。

（１４） 禁止破坏环境的旅游活动形式 。

（１５） 土地利用方式的相对隔离 （如步行与汽车 、摩托与游泳 、钓鱼） 。

（１６） 在特定地区设置不同的 、可与游憩者相和谐的空间 。

（１７） 合理规划 ，制定不同区域内的容量阈值 ，设置不同的旅游开发形式和

利用强度 。

（１８） 减少旅游对脆弱环境且利用率高的旅游区的要求 。

（１９） 疏散过度利用区的游客 ，开发新的旅游地 ，实施游客分流 。

（２０） 鼓励在城市化公园区及保护区外围设置私人投资设施并力图豪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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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时间分流 ：限制一段时间内进入某区的游客量 。

（２２） 错开旅游者休闲时间 。

（２３） 鼓励淡季 （off season） 和平日旅游 ，方法是实行分时价格措施 ，设

置不同的单价 （或入场费） 。

（２４） 建立标语 、提示牌以提醒游人保护环境 。标语如 “Take only picture ，
leave only footprints” ，或 “把垃圾都带走” 。

（２５） 从根本上调整游客行为 （间接措施 ：教育 ；直接措施 ：管理） 。

（２６） 利用多种媒体唤起游客环境道德意识 。

（２７） 打击犯罪和环境破坏行为 ，通过法律 、规章制度制裁违法者 ，用于警

示游人 。

（２８） 增加管护人员 ，提高管护质量 。

五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调控与建设措施

首先科学确定旅游活动项目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 。根据指数分级确定实际

容量与承载能力的关系 。

１畅 弱载时的调整

弱载即实际容量明显小于承载力 ，旅游地对游客的容纳量尚有足够的空间 ，

对旅游开发和发展强度还有较大的承载余地 ，不会对旅游地资源环境 、旅游设施

产生污染和破坏 。一般不会因游人过多而导致旅游环境质量降低的问题 ，可持续

发展潜力很大 。这种情况下 ，要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特色 ，以市场为导向 ，加大资

源开发力度 ；针对客源市场进行宣传 ，提高知名度 ，开发特色旅游项目 ，大力开

拓客源市场 ；同时还要注意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 ，克服衰退现象 ；要注意与热点

景区的合作 ，以热带冷 ，促进旅游发展 。

２畅 适载时的保持

适载即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处于最协调状态 ，旅游开发取得了最佳经济效

益 ，实现了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应注意保持系统良性运作 。

３畅 轻度超载时的调整

轻度超载即旅游开发强度已经超过了旅游环境系统的承受能力 ，环境系统整

体上超负荷运行 ，局部景点可能会处于强超负荷状态 ，旅游可持续发展受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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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 。考虑超载的强度不是很大 ，对已经开发的旅游地 ，寻找限制旅游环境承载力

的瓶颈因素 ，提高其承载力 。如果其限制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瓶颈因素是生态环

境 ，即旅游污染物的产出量超出旅游地生态系统的净化与吸收能力 ，一般都需要

对污染物进行人工处理 。在用人工方法处理旅游污染物的情况下 ，可以使旅游地

接待旅游量的能力明显扩大 ，这种扩大了的旅游接待能力同原有生态环境限制下

的旅游接待能力 （生态容量） 已不一样 ，可以称之为扩展性旅游生态容量 ，其计

算方法如下 ：

Fo ＝ ∑
n

i ＝ １

SiT i ＋ ∑
N

I ＝ １

Qi） ∑
n

i ＝ １

Pi

　 　 式中 ，Fo为扩展性生态容量（日容量） ；Qi为每天人工处理掉的第 i 种污染物
量 ，∑ Qi就是通过生态建设扩展的承载能力 ，其他符号意义同生态容量计算公

式 。人工处理污染物的速度要比自然的净化和吸收速度快得多 。人工处理污染物就

是生态建设的内容 。

对于待开发的旅游地 ，考虑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要对欲开发计划适当调整 ，

削减某些项目的开发强度 。

４畅 强度超载时的调整

强度超载即旅游开发强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旅游环境系统的承受能力 ，长期的

旅游超载 ，将对旅游业造成致命的消极影响 ，需要进行大的调整 。在已经开发的

旅游地 ，可以考虑开发一些新景点 ，对过热景点游客进行适当引导和分流 ，并把

环境污染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对于待开发旅游地 ，除了对现有开发规划的强度作

一定限制外 ，可以考虑调整旅游地开发类型 。

思考与练习题

１畅 什么是旅游环境容量 ？它由哪些基本容量构成 ？

２畅 旅游环境容量的测量依据是什么 ？怎样计算旅游环境容量 ？

３畅 什么是旅游环境承载力 ？它与旅游环境容量的关系如何 ？

４畅 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有哪些基本类型 ？怎样计算 ？

５畅 旅游环境容量与承载力如何调控 ？其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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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管理与监控

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管理主要目的是预防新污染源和生态破坏产生 ，旅

游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审计是有效的管理和监控方法 。本章主要介绍旅游开

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意义 、概念 、内容和方法程序 ；旅游环境审计概念 、

内容和程序 ，为旅游区开发项目管理提供方法基础 。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最大限度地增加旅游社区政府及居民

的经济效益 、满足游客旅游需求的同时 ，将旅游开发对所在地区 、社区 、居民带

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对环境 、资源的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之内 。显然 ，这是一对矛

盾 ，两者均达到最优值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在某种情况下 ，两者甚至不可调

和 。因此 ，必须寻求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 “满意解” ———在对环境 、资源和社区

的消极影响维持在一定限度之内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增大经济效益和旅游者满意

度 ，这是旅游区开发项目管理的核心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期工作是客观评价和

分析旅游开发活动可能引发的消极影响 ，并深入探讨消除这种负面影响的途径 。

其中 ，环境科学中的 “环境影响评价” （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

EIA） 和环境经济学中的 “环境审计” （Environmental Auditing） 是最为有效的
方法 。

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管理的基本内容是 ：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对大中型

旅游开发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分析预测旅游开发活动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 ，

提出解决对策 ，预防新污染出现 ；项目建成运营后 ，通过环境审计对开发项目进

行监控 ，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 ，促使旅游开发行为造成的环境

影响控制在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使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相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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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概述

一 、环境影响评价概述

环境影响是指人类活动 （经济 、社会活动） 对环境的作用和导致的环境变化

以及由此引起的对人类社会和经济的效应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技术 ，用以识别

和预测某项人类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解释和传播影响信息 ，制定出减轻不

利影响的对策措施 ，从而达到人类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

环境影响评价有广义 、狭义之分 ，广义的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拟议中的人为

活动 （包括建设项目 、资源开发 、区域开发 、立法 、法规等） 可能造成的环境影

响 （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也包括对环境的有利影响） 进行分析 、论证的全

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采取的防治措施和对策 。狭义的环境影响评价指对拟议

中的建设项目在兴建前即可行性研究阶段 ，对其选址 、设计 、施工等过程 ，特别

是运营和生产阶段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分析 ，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

为项目选址 、设计及建成投产后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

（一） 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与意义

１畅 环境影响评价的意义

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管理的三大法宝之一 ，其目的是贯彻环境保护这项基本

国策 。它在拟建工程审查阶段通过评价查清项目拟建地区的环境质量现状 ，针对

项目的工程特征和污染特征 ，预测项目建成后对当地环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及

其范围和程度 ，从而有可能通过采取污染控制 、改革工艺 、改进装置等措施 ，也

可能通过工程的合理规划 ，达到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环境的目的 ，变被动的污染治

理为主动的预防 ，是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改革 ；环境影响评价为确立区

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布局方式提供了依据 ；同时为合理确定环境保护对策 、进行

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 。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可以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统一起

来 ，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

２畅 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

了解建设项目对外在环境产生影响的多少 ，摸清两者的关联机制 ，从而制定

相应的措施 ，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为人类社会的健康 、持续发

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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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功能

环境评价的基本功能为环境的判断功能 、环境的预测功能 、环境的选择功能

和环境问题的导向功能 。其中环境问题的导向功能是属于核心地位的功能 ，而其

他三个功能则是导向功能决策的基础 。目标的确定要以评价的价值判断为前提 ，

而对价值的判断是通过对价值的认识 、预测和选择来实现的 。这是人类活动的目

的性与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

环境影响评价的形式之一是以人类社会需要为准则 ，对已有的客体做出判

断 。例如对自然风景区做出审美价值的判断 ，通过这一判断人们就可以了解客体

的现状 ，并可揭示客体与主体的需要满足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 。

环境影响评价形式之二是以人类需要为准则 ，对形成的客体的价值做出判断 。在

做出这一判断时 ，经常要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和思维来构建未来的客体 ，并对客体

与人类的需要关系做出决策 ，从而预测未来客体的价值 。预测功能是环境影响评

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 。环境影响评价的第三种形式是将同样具有价值的客体

进行比较 ，从而确定哪一种更有价值 ，更值得争取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替代

方案的比较与选择就属此列 。通过权衡利弊 ，选择一种更值得争取的客体 ，这就

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选择功能 。

４畅 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质量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 （EIA） 是对建设项目 、区域开发计划及国家政策实施后可能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和估计 。到目前为止我国只做前两项评价 。环境影响

评价是由多学科组成的应用技术 ，既属于软科学的范畴 ，又含有硬科学的成分 ，

而且具有与环境质量评价不同的内涵 。

环境质量评价是按照一定评价标准和方法对一定区域内的环境质量进行评定

和预测 ，主要是为环境规划与环境质量管理服务 。

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质量评价 （又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是性质上完全不同

的两项工作 。无论是工作目的 、任务 、内容和方法都各不相同 ，其主要差别见表

５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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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质量评价的区别

区别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质量评价

工作目的
防患于未然 ，为建设项目合理布局或区
域开发提供决策依据

为环境规划 、 综合整治提供科学
依据

工作性质 环境影响预测 环境现状评定

工作对象 建设项目 、区域开发计划 区域性自然环境

工作特点 工程性 、经济性 区域性

工作方法 收集资料 、模拟试验 、监测 、模式预测 环境调查与监测

（二） 环境影响评价的发展

自 １９６５年以来 ，由于在这之前的大型开发建设项目缺乏对环境的考虑而导

致了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教训 ，西方国家开始关注环境影响分析 （或环境影

响评价） 。

１９６９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 枟国家环境政策法枠 （NEPA） ，其中规定了开发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把环境影响评价以法律形式肯定

下来 ，该法案于 １９７０年开始实施 。几乎与此同时 ， １９７０ 年世界银行设立了一个

环境咨询职位 ，以对每一个投资项目从其潜在的环境影响方面作出审查和评价 。

继美国之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有十几个国家先后以不同形式建立了自己的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 。发达国家如瑞典 、英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法国 、加拿大 、联

邦德国 、新西兰等 ，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 、 菲律宾 、 印度 、 中国 、 泰国 、 印

尼 、斯里兰卡等 。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用环境保护法律规定为一个必须遵守的制

度 ，使其具备了强制性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环境管理措施 。

在中国 ，由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较迟 。 １９７３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

议后 ，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开始引入我国 。在 １９７９年 ９ 月颁布的 枟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枠 中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但由于人员 、技术 、

资金和理解程度落后 ，直到 １９８５ 年之后该工作才得以全面展开 。事实证明 ，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和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 。但就环境影响评价的

进展看 ，国内外差距还很大 。目前 ，国内的环境影响评价主要集中于大中型建设

项目的自然环境影响预测上 ，对生态环境影响也有涉及 ；国外 ，已经展开社会环

境影响评价 、景观协调评价 、环境风险评价 、环境影响综合评价 、环境经济分析

等方面的工作 ，并且由单一的项目扩展到了区域层次 ，对经济发展政策也有所

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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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环境影响评价的特征

１畅 环境评价标准的差异性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 、环境资源特征 、公众态度等方面的差异 ，国别之间

所采用的环境标准是不同的 ，甚至于一个国度内的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 。环

境标准的差别是导致产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

２畅 综合性与整体性

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个系统 ，在对环境要素做出分析预测之后 ，要站在区域

人类 ———生态系统的高度分析其综合效应 ，正确 、全面估计其影响 。

３畅 多学科性

由于环境的复杂性 ，没有哪一个人或一门学科能独立解决所有环境问题 ，必

须有多学科的协同工作 。

４畅 主导性与相关性

既要识别环境影响评价系统中的支配性 “序参量” ，又要分析各子系统之间

的关联性质 、联系方法 、紧密程度 ，判别环境影响的传递性 。 其中对 “主要矛

盾” 的把握往往是环境影响评价成功的关键 。

（四）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与指标

１畅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评价客体不同 ，指标和程序会有所差异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大体分三

个阶段 （见图 ５ １） ：

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 ，主要工作为研究有关文件 （已批准的项目建议书 、规

划草案 、国家的有关法律文件等） ，进行初步的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 ，筛选

评价因子 ，确定重点评价项目 ，确定各单项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 ，编写评价

大纲 ；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 ，主要工作为环境现状分析 ，工程分析 ，环境影

响预测和环境影响评价 ；第三阶段为报告书 （表） 编制阶段 ，其主要工作为汇

总 、分析第二阶段所得的各种资料 、数据 ，并得出结论和提出跟踪监测评价方

法 ，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如对规划草案提出否定意见时 ，应对新规划草

案进行重新评价 。同样 ，如对项目选址 、项目的设计提出否定意见 ，则也应对新

的选址和项目设计重新评价 。如需进行多个厂址的优选 ，则应对各个厂址分别进

行预测和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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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２畅 选择评价指标要素和参数

如图 ５ ２ ：

图 5 2 　一般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及所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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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

由于拟议项目是千差万别的 ，其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对每一个拟议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都应当根据项目自身的特点来进行 ，不同的项目 ，其环境影

响评价应当调查 、分析 、研究 、论证 、评价的内容也可能不同 。一般来说 ，环境

影响评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

１畅 项目概况

包括项目名称 、性质 ；项目所在地点 ；建设规模 、占地面积及平面布置 ；产

品方案和主要工艺方法 ；职工人数和生产 、生活区布局 ；土地利用情况和发展规

划 ；采用的主要原料 、燃料及其来源和储运 ；水的用量 、来源及回用情况 ；产生

废水 、废气 、废渣 、粉尘 、放射性废物等的种类 、排放量和排放方式以及其中所

含污染物种类 、性质 、排放浓度 ；产生的噪声 、振动的特性和数值等 ；废弃物回

收利用 ，综合利用和处理 、处置方案等 。

２畅 项目周围环境状况

包括所处的地理位置 ；项目周围的地质 、地形 、地貌和土壤情况 ；江 、河 、

湖 、海 、水库的水文情况 ，气候和气象情况 ；矿藏 、森林 、草原 、水产和野生动

植物 、农作物等情况 ；现有工矿企业分布情况 ；生活居住区分布情况和人口密

度 、健康状况 、地方病等情况 ，大气 、地面水 、地下水的环境质量的现状等 。

３畅 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和预测

包括预测环境影响的时段 ，预测的范围主要有 ：对周围地区的地质 、水文 、

气象可能产生的影响 ，对周围地区自然资源可能产生的影响 ，对周围地区自然保

护区 、风景游览区 、名胜古迹 、疗养区等可能产生的影响 ，各种污染物最终排放

量 ，对周围大气 、水 、土壤的环境质量及居民生活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噪声 、

振动 、电磁波等对周围生活居住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等 ；预测的内容及预测方

法 ；预测结果及其分析 、说明等 。

４畅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 、技术论证

是根据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析和预测 ，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和减少

这种影响的各种措施 ，既包括生物措施 ，也包括工程措施等 ，并对提出的各种环

境保护措施进行经济合理性 、技术可行性等方面的研究论证 ，提出各项环境保护

措施的投资估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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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畅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指根据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分析和预测 ，进一步分析研究这些环境影

响可能对项目的经济效益带来怎样的影响 ，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 。

６畅 对项目实施环境监测的建议

主要包括关于环境监测布点原则的建议 ；关于环境监测机构的设置 、人员 、

设备等的建议 ；关于监测项目 （范围） 的建议等 。

７畅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结论必须清楚说明以下主要问题 ：拟议项目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 ；拟议项

目的建设规模 、性质 、选址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拟议项目所采取

的防护措施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经济上是否合理 ；是否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评

价等 。

（六）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管理

１畅 评价单位资格考核与人员培训

承担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单位 ，必须持有 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证书枠 ，

按照证书规定的范围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并对评价结论负责 。

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工作 ，涉及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内的各个方面 。因此它需要多学科的研究和综合知识 。评价人员的知识结构需

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因此加强评价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十分

重要 ，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 ，知识更新尤为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环境

影响评价的科学性 。环境影响评价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

２畅 评价单位的管理

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 （简称评价单位） 应

该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考核 、审核合格后 ，颁发资质证书 。按照资质

证书规定的等级和评价范围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服务 ，并对评价结论负责 。国务院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已取得资质证书的 、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

术服务的单位给予公布 。

评价单位资格考核分为定期和日常抽查两种 。每两年进行一次定期考核 ，日

常考核不定期进行 ，考核的主要内容是 ：

（１） 评价单位的机构 、人员状况 ；

（２） 在编专职环境影响评价人员的业务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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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设备仪器 、分析测试手段和数据质量 ；

（４） 评价已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

（５） 验证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

（６） 遵守 枟环境影响评价法枠 及其他法规情况 。

３畅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大纲的审查

评价工作大纲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总体设计 ，应在开展评价工作之前编

制 ，由建设单位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抄报行业主管部门 。环境保护部

门根据情况确定评审方式 ，提出审查意见 。

４畅 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管理

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管理是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关键 ，必须贯穿于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的全过程 。从接受委托开始 ，承担单位就要责成有经验的人员担任

项目负责人 （最好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 ，组织编写评价大纲 ，明确目标和任

务 ，同时还要编写质保大纲 。其内容是监测分析 、参数测定 、野外实验和调查 、

室内模拟 、模式验证 、数据处理 、仪器校验等 。并由负责人对执行情况及时进行

检查 ，把好质量关 。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请有经验的专家咨询 ，完成后再请有

关专家评审 ，这些都有助于保证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 。

５畅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查

审批程序 ：一律由建设单位负责提出 ，报主管部门预审 ，主管部门提出预审

意见后转报负责审批的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查应遵循以

下原则 ：

（１） 审查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标准 ；

（２） 审查该项目是否符合城市功能区划和区域总体发展规划 ，合理布局 ；

（３） 审查该项目的技术和装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政策 ；

（４） 审查该项目是否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 ；

（５） 审查该项目是否满足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

（６） 审查该项目建成后是否维持地区环境质量 ，符合功能区要求 。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审查以技术审查为基础 ，审查方式主要是专家评

审会 。

６畅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程序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程序是保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顺利进行和实施管理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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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是管理部门的监督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程序是环境管理程序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到落实文件的对策与审批意见都必须遵循

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所规定的一系列程序 。

二 、旅游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一） 旅游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

旅游环境影响评价 （TEIA ） 是指旅游区内的旅游开发行为 （项目） 及发展

政策对环境的影响评价 。环境一般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前者又包括物

理的 、化学的和生物的环境 ，后者包括社会的 、经济的和文化的环境 、 文物古

迹等 。

从性质上看 ，旅游区环境影响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一个专项内容 （对旅游

发展行为的评价） ，但从组成内容上讲它又是综合性的 。

（二） 旅游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进展

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评估某一开发和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

已被许多国家以环境政策的形式强制执行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以法律或规定的形

式明确了环境影响评价在待审项目中的作用 。但是 ，旅游开发项目因传统观念中

不产生大的污染而没有强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在旅游项目建设中引入环境影响

评价只是近几年的事情 。

西方学者最先认识到环境影响评价在旅游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 Martin 和
Uysal （１９９０） 曾经指出 ，在旅游开发的前期研究中 ，环境影响评价和旅游市场

分析同等重要 ；而根据 Butle （１９９１） 的观察 ，在许多地区很多年来旅游项目很

少在获得通过之前做过环境影响分析 ， Holder （１９８８） 、 Cronin （１９９０） 、 Milne
（１９９０） 建议旅游开发项目在获得批准之前应首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实际上 ，

在 １９９１年 Wheatcrof t便指出世界旅游与旅行协会 （World T 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 已规定新的旅游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这与世界环境与发展组

织 （WCED） 要求的 “所有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对环境有重要影响或利用自然资源

的开发活动之前必须预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相呼应 。

正是由于环境影响评价可使旅游可持续发展由概念转化为行动 ， Htun
（１９９２） 指出环境影响评价对于可持续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但提供了识

别旅游业潜在影响的方法 ，而且使实现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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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也就是在这种理念支配下 ，国外的大中型旅游项目一般要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 ，而且近来已由单纯的自然生态环境评价扩展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评价 。

国内旅游界对环境影响评价的了解不过是近年来的事情 ，但已经有了方法和

实践上的探讨 。与旅游业相关的项目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期之后有几项进行过环

境影响评价 ，由环境保护部门来完成 。例如 ，北京市为争办 ２０００年奥运会 （体

育赛事是重要的旅游项目） ，委托北京市环保所于 １９９２年完成了 “北京奥运会对

环境的影响研究” 。该研究对 ２０００年北京城市生态系统对奥运会活动的适应性 、

奥运场馆建设对周围地区的环境影响 （包括 ２１世纪体育中心 、奥运会主体育场 、

昌平自行车赛场 、顺义水上运动场 、大兴马术场等 ５ 处新建场馆） 、奥运会高峰

期环境影响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环境改善方案 。尽

管北京没有获得 ２０００年奥运会主办资格 ，但该研究提供的研究方法仍是有借鉴

意义的 。又如 ，济南市环保所于 １９９７ 年完成了济南市五峰山省级旅游度假区的

环境规划研究 ，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预测 。国家环保局自然保护司

还于 １９９３年进行了 “山岳风景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的调研 。但总

体上看 ，国内还没有对旅游开发项目作出环境影响评价的硬性规定 。

（三）旅游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程序

旅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从内容上分为旅游开发活动的自然环境影响评价和旅

游开发活动的社会环境影响评价 。目前 ，研究比较多的是旅游开发活动的自然环

境影响评价 。本教材主要介绍旅游开发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程序 。现

以山岳型风景区为例 ，介绍旅游开发的自然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与程序 。

旅游开发建设活动的自然环境影响评价应遵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

程序 。自然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 、内容 、标准 、等级和评价方法等 ，须根据旅游

开发活动的影响性质 、影响程度和自然环境条件作具体的分析和确定 。

１畅 确立评价指导思想

旅游开发建设项目自然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目的是认识区域的生态环境特点

与功能 ，明确开发建设项目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的性质 、程度和生态系统对影响

的敏感程度 ，确定应采取的相应措施以维持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性 。通过评价可明确开发建设者的环境责任 ，同时为区域生态环境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 ，也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供建设性意见 。

２畅 确定评价范围

自然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包括旅游开发建设全部活动直接影响范围和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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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所及范围 。按照环评工作程序评价范围可分为生态调查范围 、生态分析范

围 、影响分析与预测范围等 ；按照受影响因子的性质 ，可有植被 、动物 、土壤 、

空气 、地面水 、地下水等不同因子相应的调查与评价范围 。

３畅 进行环境影响识别 、建立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影响识别是设计环评工作和编制环评大纲中的重要步骤 。这是将开发建

设活动的作用和环境的反应结合起来作综合分析的第一步 ，目的是明确主要影响

因素 ，主要受影响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因子 ，从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并筛选出评

价工作的重点内容 。环境影响识别是一种定性的和宏观的生态影响分析 ，主要包

括影响因素的识别 ，影响对象识别和影响性质 、程度与影响后果的识别 。

区域旅游开发是多个旅游建设项目的组合 ，包括基础设施 、交通游览设施 、

娱乐设施 、接待服务设施的建设 ，其效应具有综合性 ，往往投资巨大 ，工程量集

中 ，除了带来一定的或可观的经济效益外 （当然不排除开发失误造成的经济损

失） ，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环境影响 。例如 ，环境污染加剧 ，自然和人工灾害频

率加大 ，环境感应降低 ，地形破坏 ，社会经济状态变更等 ，它是一系列建设项目

的综合效应 。正确评估旅游开发政策 、项目选址 、项目性质等带来的环境影响 ，

对于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环境保护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其中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是一项关键工作 。山岳型风景区是目前国内外重要

的旅游观光载体 ，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中 ，山岳型约占一半 ，中

国名山的开发对于满足旅游需求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 ，由

于名山本身的生态系统比较脆弱 ，难以负担巨大的旅游流 ，引发了许多生态环境

问题 。因此建立针对山岳型风景区的环境影响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对于新景

点的开发 、老景点的改造建设均具有积极意义 。

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依据国家风景名胜区管理要求和旅游开发方向

定位所设定的指标应对环境影响评价具有指导 、监督和协调作用 ，可据此进行风

景区建设规划方案的评价 、调整和检查 ；评价指标既要反映未来环境质量状况 、

生态系统稳定性 （和正向演替） 特征 ，还要能够反映社会 、经济 、文化的支撑能

力 ；评价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 ，含义明确 、方法统一 、易于理解 （不产生歧义） ，

而且具有普适性 ；与环境质量的旅游适宜性评价指标吻合 。指标要有评价标准 ，

尽量采用现行的各类环境质量指标 ，以保证标准的相互借鉴作用 ，也使评价标准

“师出有名” 。指标体系方案见表 ５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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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山岳型风景区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层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作用强度

１  
景观环境

环境协调度
民俗容许度
资源破坏度

形态美观度
质感美观度
色彩美观度
线形美观度

自然生态
质量指标

植被覆盖度
森林覆盖度
生物多样性
珍稀动物赋存度

对难以达到评价要求的 ，

必须对项目布局 、规模 、

内容等作出改正

２  

环境质
量指标

大气污染指数
地表水环境污染指数
饮用水达标指数
环境噪声污染指数

环境感
应指标

地表垃圾处置率
环境异味
旅游容量利用强度
建筑密度指数

评价结构不符合要求的 ，

可以做出修改或末端工程
治理措施以及加强环境监
管 ，使之达到规定要求

３  社会环境
质量指标

社会治安之安全系数
人工及自然灾害发生频度
旅游经营秩序
社区居民旅游好客度
社区的社会结构稳定度

属于软环境管理范畴 。加
强管理 ，完善法规

４畅 确定评价标准

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以污染控制为宗旨 ，其评价标准有两类 ：环境质量标准

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 ，以是否达到标准要求作为项目可行

与否的基本度量 。这是一种纯质量型评价 。

在进行旅游开发活动的自然环境影响评价时 ，也需要一定的判别基准 。 但

是 ，生态系统不是大气和水那样的均匀介质和单一体系 ，而是一种类型和结构多

样性很高 、地域性特别强的复杂系统 ，其影响变化包括内在本质 （生态结构） 的

变化和外在表征 （环境功能） 的变化 。即有数量变化问题 ，也有质量变化问题 。

并且存在着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变化规律 ，因而评价的标准体系不仅复杂 ，而且

因地而异 。

此外 ，旅游开发活动的自然环境影响评价是分层次进行的 ，评价标准也是根

据需要分层次决定的 ，即系统整体评价有整体评价的标准 ，单因子评价有单因子

评价的标准 。

旅游开发活动的自然环境影响评价标准要求能够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 ，

特别是能够衡量生态环境功能的变化 ；能反映生态环境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尽

371

第 ５章 　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管理与监控



可能定量化 ；能用于规定开发建设活动的行为方式 ，即具有可操作性 。目前除国

家已制定的标准和行业规范与设计标准之外 ，自然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标准大多

数尚处于探索阶段 。

旅游开发活动的自然环境影响评价标准的来源有 ：国家 、行业和地方规定的

标准 ；背景或本底标准 ；类比标准 ；科学研究已判定的生态效应 。

５畅 进行评价等级确定

评价等级的划分是为了确定评价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体现对旅游开发建设项

目的生态环境影响的关切程度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程度 。参照世行要求 ，生态

环境影响评价的等级可划分为三级 ：一级 （一般为大型开发项目或影响较大 、重

点区域 、生态严重脆弱区的中小型开发项目） 为深入全面的调查与评价 ，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严格 ，须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编制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或行动计

划 ；二级 （一般为中型开发项目） 为一般评价与重点因子评价相结合 ，生态环境

保护要求较严格 ，须针对重点问题编制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和进行相应的技术经济

分析 ；三级 （一般为小型开发项目） 为重点因子评价或一般性分析 ，生态环境保

护要求一般 ，须按规定完成绿化指标和其他保护与恢复措施 。表 ５ ３ 提供了一

个简化的评价模式即三级评价模式 。

表 5 3 　旅游环境影响评价简化模式

影响类型
影响评价 综合评价

无影响 较小影响 中度影响 严重影响 可接受 不可接受

空气质量

地表水质量

地下水质量

道路交通

噪音污染

垃圾处理

历史遗迹破坏

视觉舒适度

自然植被

野生动物 、鸟类

昆虫 、陆地动物

　 　 注 ：此表仅是简化的范例 ，在实际的环评中指标更多 。

资料来源 ：引自 ： Edward Inskeep ， （１９９１） Tourism planning ： An Integ r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唱
ment Approach ， Van Nostrand Reinho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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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畅 进行生态环境调查

生态环境调查是进行自然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性工作 。生态系统的地域

性特征决定了细致周详的生态环境现场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步骤 。

生态环境调查的主要内容和指标应能满足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分析的要求 ，

一般应包括组成生态系统的主要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 ；能明确认识区域的主要

生态环境问题和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能分析区域自然资源优势和资源利用

情况 。在有敏感生态保护目标或有要求特别保护的对象时 ，须对之作专门的

调查 。

生态环境调查的主要内容有气候与气象调查 、地质 、地貌与水土条件调查 、

生物因子调查等 。此外还要调查区域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特别保护目标 ；与

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社会经济状况 。

７畅 进行生态分析

生态分析与生态影响分析是在生态调查的基础上 ，对生态环境进行深入认识

的过程 。生态分析主要是认识生态系统的类型 、结构 、运行特点及其环境功能 ，

认识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功能的主要需求 ，生物资源优势以及系统主要受

到的外力作用 。生态影响分析则是在工程分析和生态环境调查的基础上 ，分析开

发建设项目影响生态环境的途径 、方式 、强度和性质 ，以及受影响生态系统的响

应特点 。

由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 ，人类对其的认识还比较肤浅 ，认真进行生态分析 、

全面深入地认识系统的特点就成为环评工作中一项贯彻始终的工作 ，成为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 、规范人类行为的重要步骤 。

生态分析是在生态调查已获得相当信息的基础上 ，运用生态学原理进行由此

及彼 、由表及里 、由局部到整体的综合研究过程 。分析的目的是深入认识生态系

统的内在本质和外在表征 ，明确区域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认识区域不同生态系统

之间和各生态因子间的相互关系 ，分析区域资源优势以及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

相互联系等等 ，从而为进一步的评价工作奠定基础 。

８畅 进行生态影响分析

生态影响分析包括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对象分析和影响效应分析 。旅游开发

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分为物理性作用 、化学性作用和生物性作用 。

影响对象主要包括 ：主要受影响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因子 ，主要受影响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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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式 ，即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 ，或者通过相关性分析明确的潜在影响 。影响对

象的敏感性是影响对象分析中的重要内容 ，生态系统受到某种作用力后 ，所发生

的变化 （即效应） 因作用的方式 、强度 、范围大小 、时间长短等不同会有很大的

差异 。

在进行影响效应分析时 ，应首先考虑影响效应的性质 ，即影响是正向还是负

向 ，导致的变化是不可逆的还是可逆的 。在旅游开发中 ，凡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

逆变化的行为应尽量避免 ；其次考虑影响效应的程度 。即根据影响作用的方式 、

范围 、强度 、持续时间来判别生态系统受影响的范围 、强度 、持续时间 ，受到影

响的生态因子的多少以及生态环境功能的损失程度 ；第三方面要进行影响效应特

点分析 。生态组成因子不同 、生态影响因子不同 ，会使影响效应的表现多种多

样 。有些生态系统或生态因子受到影响后 ，其变化是渐进的 、累积性的和从量变

到质变的 ，只有达到某种临界状态或直到系统崩溃时 ，才能发现影响的结果 ；此

外还要进行影响效应的相关性分析 ，从生态因子相关性分析可知生态效应的相关

性 ，这也是生态分析中直接与间接 、显在与潜在影响的问题 。从生态环境功能的

保护来看 ，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往往比间接影响要小很多 。这是生态环境影响

的一大特点 ，也是生态环境影响分析中应予以充分注意的地方 。

生态影响分析是个复杂的过程 ，也是自然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关键性工作

过程 。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的影响分析的要求是 ：对影响因素 （影响主体 ，即工程

项目） 的分析要求全面性 ；对影响的受体 （生态环境） 的分析要求针对性 ；对影

响效应 （即一般所谓的影响） 的分析要求科学性 。此外 ，影响分析中还需将影响

的区域性特征与工程特征结合起来考虑 。

９畅 进行环境现状评价

生态环境现状评价是将生态分析得到的重要信息进行量化或比较精细地描述

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由于生态环境结构的层次性特点 ，决定着自

然生态环境的评价具有层次性 ，一般可按两个层次进行评价 ：一是生态系统层次

上的整体质量评价 ；二是生态因子层次上因子状况评价 。两个层次上的评价都是

各由若干指标来表征的 。在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中 ，一般对可

控因子要做较详细的评价 ，以便采取保护或恢复性措施 ，对人为难以控制的因

子 ，如气候因子 ，一般只作为生态系统存在的条件和影响因素看待 ，不作为评价

的对象 。现状评价包括生态因子现状评价 ，如植被 、动物 、大气 、水资源等 ；生

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现状与功能评价 ；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评价 ；生态资源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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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１０畅 进行环境影响预测

旅游开发建设项目自然生态环境影响预测是在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生态分析

和影响分析的基础上 ，有选择有重点地对某些受影响生态系统进行深入研究 ，对

某些主要生态因子的变化和生态环境功能变化作定量或半定量预测计算 ，以便把

握因开发建设活动而导致的生态系统结构变化和环境功能变化的程度以及相关的

环境后果 ，由此进一步明确开发建设者应负的环境责任以及指出为保护生态环境

和维持区域生态环境功能不被削弱而应采取的措施及要求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的

基本程序是 ：选定影响预测的主要对象和主要预测因子 ———根据预测的影响对象

和因子选择预测方法 、模式 、参数 ，并进行计算 ———研究确定评价标准和进行主

要生态系统和主要环境功能的预测评价 ———进行社会 、经济和生态环境相关影响

的综合评价与分析 。 预测的对象和生态环境因子如生态分析和影响分析中所

确定 。

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的自然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中 ，综合评价与分析是十分重要

的步骤 ，通过影响预测 ，应阐明如下问题和内容 ：

（１） 生态环境所受的主要影响 。阐明建设项目主要影响的生态系统及其环境

功能 ，影响的性质和程度 ；

（２） 生态环境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生态环境稳定性的影响 。阐明影响

的补偿的可能性和生态环境功能的可恢复性 ；

（３） 对主要敏感目标的影响程度及保护的可行途径 ；

（４） 主要生态问题和生态风险 。阐明区域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 、发展趋势 ；

阐明主要生态风险 （生态灾害与污染风险） 的来源 、出现概率 、可能损失 、影响

风险的因素及防范措施 ；

（５） 生态环境宏观影响评述 。评述区域生态环境状况及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

境的需求 ，阐明旅游开发项目生态环境影响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基本关系 。

１１畅 提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是自然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 ，也是环境影响报告

书中最精华的部分 。编制生态环保措施必须体现法规的严肃性 、要有明确的目的

性 （即明确开发建设者的环境责任 、对建设项目的环保工程设计提出具体要求和

提供科学依据 、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实行对项目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具有

约束力的文件） 、具有一定超前性 、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结合 、提高针对性和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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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性 。

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须从生态环境特点及其保护要求和开

发建设工程项目的特点两个方面考虑 。从生态环境的特点及其保护要求考虑 ，主

要采取的保护途径有保护 、恢复 、补偿和建设等方面 。

（１） 保护 。在旅游开发建设活动前和活动中注意保护生态环境的原质原貌 ，

尽量减少干扰与破坏 ，即贯彻 “预防为主” 的思想和政策 。有些类型的生态环境

一旦破坏就不能再恢复 ，即发生不可逆影响 ，此时实行预防性保护几乎是唯一的

措施 。例如 ：许多被列为特别保护目标者 ，大都具有此类性质 ，如海滨的沙滩浴

场 、一些重要湿地 、珊瑚礁 、红树林 、原始森林 、地质遗址等 ，预防性保护是应

予优先考虑的生态环保措施 。

（２） 恢复 。旅游开发建设活动虽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但可通过事后努

力而使生态系统的结构或环境功能得到修复 。由于在开发建设活动中几乎都存在

占用土地 、改变土地使用功能问题 ，事后也很少能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 ，因而生

态环境的恢复主要是指恢复其生态环境功能 。

（３） 补偿 。这是一种重建生态系统以补偿因开发建设活动损失的环境功能的

措施 。补偿有就地补偿和异地补尝两种形式 。就地补偿类似于恢复 ，但建立的新

生态系统与原生态系统没有一致性 。异地补偿则是在开发建设项目发生地无法补

偿损失的生态环境功能时 ，在项目发生地之外实施补偿措施 。如在区域内的适宜

地点或其他规划的生态建设工程中进行补偿 。补偿中最重要的是植被补偿 ，因为

它是整个生态环境功能所依赖的基础 。植被补偿可按照生物生产等当量的原理确

定具体的补偿量 。补偿措施的确定应考虑区域生态环境功能保护的要求和优先次

序 ，考虑建设项目对区域生态环境功能的最大依赖和需求 。

（４） 建设 。在生态环境已经相当恶劣的地区 ，为保证旅游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和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开发建设项目不仅应保护 、恢复 、补偿直接受其影响

的生态系统及其环境功能 ，而且需要采取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建设具有更高环境

功能的生态系统的措施 。例如 ：沙漠或绿洲边缘的旅游开发建设项目 ，水土流失

或地质灾害严重的山区 、受台风影响严重的滨海地带及其他生态环境脆弱带实施

的旅游开发建设项目 ，都需为解决当地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而进行有关的生态

建设 。

（５） 替代方案 。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 ，开发建设项目的替代方案主要有开发

地点或线路走向的替代 、施工方式的替代 、生态保护措施的替代等 。替代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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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是一个不断进行科学论证 、优化 、选择的过程 ，最终目的是使选择的方案具

有环境损失最小 、 费用最少 、生态功能最大的特性 。前述的生态环境保护 、 恢

复 、补偿和建设措施 ，都可以结合建设项目的工程特点选择两种或多种替代

方案 。

（６） 倡导绿色消费 ，减轻环境压力 。采用清洁和高效的旅游区建设技术 ，减

少工程建设本身带来的污染和对生态环境影响或破坏 。倡导绿色消费 ，减轻项目

运营中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

（７） 加强管理 。管理措施的内容包括生态的监测和长期观测 ，为此需配备必

要的设备和专业人才 ；需认识污染的生态效应和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 ，为此需有

必要的研究 ；需要必要的法规和制度 ，为此需要在环评中提出有关建议 ；还需要

设置必要的机构并明确职责 。

（四）旅游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

１畅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的编制

环境影响评价大纲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总体设计和行动指南 。评价大纲应在

开展评价工作之前编制 ，它是具体指导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文件 ，也是检查报告

书内容和质量的主要依据 。该文件应在充分研读有关文件 、进行初步的工程分析

和环境现状调查后形成 。评价大纲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

（１） 总则 ：包括评价任务的由来 、编制依据 、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目标 、

采用的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及其工作等级和重点等 ；

（２） 旅游开发建设项目概况 ；

（３） 拟建项目地区环境简况 ；

（４） 旅游开发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的内容与方法 ；

（５） 环境现状调查 （根据已确定的各评价项目工作等级 、环境特点和影响预

测的需要 ，尽量详细地说明调查参数 、调查范围及调查的方法 、时期 、地点 、次

数等） ；

（６）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包括预测方法 、内

容 、范围 、时段及有关参数的估值方法 ；

（７） 评价工作成果清单 ，拟提出的结论和建议的内容 ；

（８） 评价工作的组织 、计划安排 ；

（９） 经费概算 。

971

第 ５章 　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管理与监控



２畅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环境影响报告书是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和内容的书面表现形式之一 ，在编写时

应遵循下述原则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该全面 、客观 、公正 ，概括地反映环境影响

评价的全部工作 ；评价内容较多的报告书 ，其重点评价项目另编分项报告书 ；主

要的技术问题另编专题报告书 。文字应简洁 、准确 ，图表要清晰 ，论点要明确 。

大型或复杂的项目 ，应有主报告和分报告或附件 。主报告应简明扼要 ，分报告把

专题报告 、计算依据列入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根据环境和工程特点及评价工作等

级 ，选择下列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编制 。

（１） 总则 ：结合评价项目的特点阐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目的 。 编制依

据 ：项目建议书 ；评价大纲及其审查意见 ；评价委托书 （合同） ；采用标准 ：包

括国家标淮 、地方标准或拟参照的国外有关标准 ；控制污染与保护环境的目标 。

（２） 开发建设项目概况分析 ：开发建设项目的名称 、地点及建设性质 ；开发

规模 ；旅游从业人员及常住人口数量和生活区布局 ；开发项目占地面积及平面布

置 ；主要原料 、燃料及其来源 ，水的用量与平衡 ，水的回用情况 ；主要产品方

案 、旅游布局及旅游线路安排 ；开发建设和旅游活动经营中排放的废水 、废气 、

垃圾等废物等的种类 、排放量和排放方式以及其中所含污染物种类 、性质 、排放

浓度等 ；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综合利用和处理 、处置方案 。

（３） 开发建设项目周围的环境现状 ：地理位置 （应附平面图） ；地质 、地形 、

地貌和土壤情况 ，河流 、湖泊 （水库） 、水文情况 ，气候与气象情况 ；大气 、地

面水 、地下水和土壤的环境质量状况 ；矿藏 、森林 、草原 、水产和野生动物 、野

生植物 、农作物等情况 ；自然保护区 、旅游资源状况 ；

（４） 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预测环境影响的时段 、范围 、 内

容 ；预测方法 、结果及其分析和说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特征 、范围 、程度和

性质 ；将建设项目对旅游区及周围的环境影响和该旅游区的环境保护目标或环境

标准进行比较 ，说明影响是否可以接受 。

（５） 开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预测结果提出环境保护措施 ；并对环

境保护措施进行经济 、技术论证和投资估算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提出环境

监测制度及环境管理 、环境规划的建议 。

（５）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提出开发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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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审计

一 、环境审计概述

（一） 环境审计制度的产生

环境审计 （Environmental Audit） 是环境质量管理法制化的产物 ，是现代审

计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 。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环境审计在西方国家的一些企

业首先得到成功运用之后 ，许多国家最高审计机关也在一定范围内试行了环境审

计 ，从而引起了国际审计界的广泛注视 。 １９９５ 年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在开罗

召开第 １５届大会 ，把环境审计列入主要议题 ，并作为第一主题纳入 枟开罗宣

言枠 ，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重视 。

环境审计是全球工业化的必然产物 ，也是人们环境意识普遍提高的重要表

现 。由于世界工业化在 １８世纪产业革命之后的迅速展开 ，以资源与环境为代价

的经济增长模式几乎成为西方工业国家占据主导的生产方式 ，虽然为工业化国家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同时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巨大的环境损失 ，而其污染的

转移和基础资源利用的外域化 ，给欠发达国家也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 “可持续发

展” 的思想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 ，各国环境管理也逐步从自由化向法制化 、民

主化发展 ，审查 、评价 、鉴定环境管理责任的范围越来越广 ，对违背环境法的惩

处越来越严格 。传统的经济可行性评价内容已不足于完成对环境的评价要求 。传

统经济理论对 “外部不经济性” 没有考虑 ，在生产成本中没把污染物的处置费用

计算在内 ，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高额利润不能说明一切 ，把沉重的环境处置

费用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更不可取 ，而以环境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环境审计方法则

可有效地解决这一不足 。这样 ，环境审计及其制度的建立已提到了各国审计部门

的议事日程上来 。

环境审计在西方已有 ２０多年的发展经验 。一些发达国家不仅在企业内部进

行了审计师环境审计 ，美国 、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也根据各国

议会的要求开展环境审计 ，并尝试建立环境审计制度 。我国在国际有关机构的帮

助下也开展了一些环境审计的尝试性工作 ，但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国家审计署

分别在 １９８５年和 １９９３年两次对兰州 、重庆 、广州等 ２０ 多个城市开展了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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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计实践 。在 １９９４年公布的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枠 中 ，国家审计

署提出了 ４个环境审计示范项目 ，即 ：以三峡库区为样本的水利工程项目环境审

计示范 ，以滇池为样本的环境污染控制领域环境审计示范 ，以烟台经济开发区为

样本的经济开发区环境审计示范 ，以西双版纳和神农架自然保护区为样本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项目审计示范 ，以此探讨中国环境审计的基本框架 。中国审计学会也

把环境审计列入 “九五科研规划” 的重点课题 。

但是 ，总的来看 ，由于环境审计尚处于初创阶段 ，理论尚未成型 ，需要世界

各国共同做出努力 。尽管如此 ，环境审计将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出现在 ２１世纪 。

（二） 环境审计的意义

环境审计尽管刚起步 ，但其功能绝不亚于其他专项审计 。随着人类步入现代

文明 ，人们已逐步认识到 ：对大自然近乎掠夺式的索取和破坏性的开发 ，无异于

竭泽而渔 ；停止这种饮鸩止渴式的生产方式 ，努力改善已遭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

和生存环境已刻不容缓 。环境审计就是伴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环保事业

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

开展环境审计是环境经济管理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眼光观察环境问题 ，造成

环境恶化的根源无非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

利用 ，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将超量的废气 、废水 、废物释放到环境中 。因此 ，环

境经济一要讲求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最佳利用 ；二要在环境保护和治理中讲求

以最少的投入 ，达到最佳的目的 ，即经济性 。社会越进步 ，经济越发展 ，保护环

境对于人类就越重要 ，这就要求政府动员各方力量 ，采用法律 、经济 、行政等手

段来加强这项工作 。审计以其独有的超脱地位和特有的社会 、文化 、经济功能发

挥作用 ，是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 。

环境审计的范围为 ：存在环境问题的经济活动和治理环境过程的经济活动 。

环境审计要对存在环境问题的消耗是否有效 、恰当 ，生产的取得和污染的造成是

否经济 ，环境风险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视程度 ，经济活动对环境保护的措施和成

效 ，抑制 、消除环境问题的成本费用是否真实 、合理等方面进行监督 。 由此可

见 ，积极开展环境审计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审计在保护环境中

必将功效卓著 。

（三） 环境审计的内容与程序

１畅 环境审计

环境审计是环境审计主体 （包括国家审计机关 、社会审计组织和具有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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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人员） 依法对被审计单位 （企业 、行政事业单位） 的开发活动 、政策和环

境行为进行的评价 ，评价其是否遵从已制定的环境规章 、制度 、标准和政策的一

种审查活动 。

２畅 环境审计的内容

（１） 国家环境政策和项目的审计 ；

（２） 政府部门 、 国有公司 、 私营公司遵守国家环境法律和规章的情况的

审计 ；

（３） 现有国家环境政策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 ；

（４） 拟议的国家环境政策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 ；

（５） 本国政府遵守国际协议情况的审计 ；

（６） 国有企业履行国际义务情况的审计 ；

（７） 非环境政策和项目的环境影响审计 ；

（８） 地区或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和项目环境影响的审计 ；

（９） 鼓励政府制定新的环境政策和项目 ，或修改现有的环境政策和项目 。

概括上述内容 ，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各级政府环境政策的合理性和执行绩

效审计 ；二是环境项目 ，主要是对政府支出的审计 ；三是政府部门 、国有公司的

合规性审计 ；四是非环境政策和项目的环境影响审计 。

３畅 环境审计的程序

（１） 环境审计的准备阶段 。 ①确定审计任务 ，进行审计立项 。对于国家审计

机关来说 ，确定环境审计任务就是制定一个时期的环境审计工作项目计划 ，即以

上级审计机关的部署为出发点 、结合党和国家本时期环境工作的中心 ，针对当前

环境经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审计机关已掌握的情况 ，确定本机关在一定时期内

对本辖区的审查部门 、单位和项目等 。审计任务确定之后 ，应及时办理审计立

项 。审计立项是指审计机关确定具体的审计对象 、审计内容和要求 ，逐项办理立

项审批手续 ，填制 “审计项目书” 的过程 。审计项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被审项

目或被审计单位的名称 ；立项依据 ；审计种类和要求 ；审计范围 ；立项部门的意

见 ；局领导指示等 。 ②指定审计人员 ，明确职责分工 。一般情况下 ，环境审计任

务确定之后 ，审计机关的业务部门应根据每个审计项目的繁简程度和审计人员的

情况 ，选派恰当的审计人员 ，成立若干个审计组 ，分别完成各审计项目 。 ③充分

了解情况 ，初步评价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 ，掌握审计依据 。 ④下达审计通

知书 。国家审计机关根据审计计划确定的审计事项 ，组成审计小组 ，在实施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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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要向被审计单位下达审计通知书 。审计通知书是审计机构通知被审计单位接

受审计的书面文件 。它是国家审计机关签发的审计指令 ，是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

计的书面通知 ，也是审计人员进驻被审计单位行使审计监督权的依据和证件 。 ⑤

编制环境审计工作方案 。

（２） 环境审计实施阶段 。审计的实施阶段是指审计人员进驻被审计单位进行

实地审查到查清事实取得充分有效的审计证据的过程 。该阶段的工作内容具体复

杂 、工作量大 ，是审计工作程序中的关键性阶段 。主要工作是按照审计方案的要

求 ，采用各种不同的审计方法 ，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其遵守情况

进行检查 ，对环境报告项目的数据实施重点 、细致的检查 ，取得审计证据 。其一

般程序为 ： ①进驻被审计单位 。 ②对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进行符合性测试 。 ③

对被审计单位环境资料及其反映的环境经济活动进行实质性测试 。 ④收集审计证

据 ，形成审计工作底稿 。

（３） 环境审计报告阶段 。环境审计的报告阶段是指在环境审计的实施工作结

束之后 ，提出审计报告 ，作出审计结论和决定并建立审计档案的工作阶段 。本阶

段主要工作有分析综合审计证据 ，起草审计报告 、征求意见修改报告 、审定和报

送审计报告 、做出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 ，总结 、整理归档等 。其中社会审计组织

不需做出审计处理决定 ，但应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 。其一般步骤为 ： ①分析综合

审计证据 ； ②起草审计报告 ，提出审计意见 ； ③征求意见 ，修改报告 ； ④ 复核 、

审定审计报告 ； ⑤作出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 ； ⑥全面总结审计工作 ； ⑦审计文件

的整理和归档 。

（四） 环境审计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关系

环境影响评价注重于科学的预测 ，重点剖析经济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规

律 ，判断项目的可行性 （包括项目内容 、性质 、规模和选址等） ，并提出切实可

行的环境保护方案 。环境审计则是着重于评估项目运作中的实际环境表现 ，比较

预测值与现实值之差异 ，从而确定项目成功与否 。

二 、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审计

将环境审计应用于旅游开发中 ，目前尚未见有报道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认

识上还未统一 ，一般认为旅游开发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已足够 （丁培毅 ，

１９９６） ，另一方面环境审计本身无论概念还是手段 、方法均还不完善 ；加上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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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机制和权威机构 ，环境监测数据也难以配套等限制因素的存在 ，因此目前

将环境审计应用于旅游业中还不成熟 。但是 ，作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手段 ，随着环境审计的逐步成熟 ，应用于旅游业已是大势所趋 ，这只是时间上的

问题 。

１畅 旅游环境审计的含义

旅游环境审计 （Environmental Auditing of Tourism Development ） 是指审
计机构或人员依法对旅游开发单位 （或个人） 进行的有关经济活动 、环境管理与

生态保护的真实性的评价和检查 。其性质与环境审计的一般特征一致 。

２畅 旅游环境审计的内容

（１） 对旅游环境管理条例及其实施情况的审计 ；

（２） 对旅游规划和旅游环境保护方案及其实施情况的审计 ；

（３） 对旅游产品的环境合法 、合规性审计 ；

（４） 对旅游建设实施情况的审计 ；

（５） 对旅游开发中的环境负债审计 ；

（６） 对旅游交易和旅游商品开发的环境负债审计 ；

（７） 对旅游开发的外部不经济性予以审计 ；

（８） 对旅游开发政策 ，遵守国际 、国家和地区条约情况的审计等 。

环境审计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保证环境 、经济 、社会

的效益的全面提高 。

３畅 旅游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

（１） 揭示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 ，明确责任 ；

（２） 检查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执行情况 ，执行效果如何 ，影响旅游规划执行

的原因何在 ；

（３） 科学估算旅游开发引起的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社会损失之经济价值

（包括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 、区内损失和域外损失） ；

（４） 评价环境管理系统的健全性和实施效率 ；

（５） 建立健全旅游业环境会计核算制度 ，提高企业领导者和员工的环境保护

意识和环境危机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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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练习题

１畅 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管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

２畅 什么是旅游环境影响评价 ？其意义何在 ？

３畅 简述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内容 。

４畅 简述旅游环境影响评价的编制程序 。

５畅 旅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内容有哪些 ？

６畅 什么是旅游环境审计 ？其意义何在 ？

７畅 简述旅游环境审计的内容 。

８畅 简述旅游环境审计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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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旅游环境规划

旅游环境规划是旅游环境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 ，是实施旅游环境管理的

重要手段 。通过本章学习 ，掌握旅游环境规划的基本概念 、基本内容和编制

方法 ；掌握以土地功能分区为基础的保护区的划定方法 、以环境质量为目标

的污染控制规划制定方法 ；以生态系统为基底的生态建设规划制定方法 、从

环境生态保护的角度提出的旅游线路规划和游客行为规划方法 。

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开始 ，人们逐步认识到 ，要想控制住一个地区的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 ，首先应该从全局出发采取综合性的预防措施 ，环境规划就是在这

种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并逐步被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 。在传

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引入环境规划 ，使可持续发展由概念变为行动 ，

标志着人类除关注经济效益外 ，增加了对环境质量的关心 ，即要求经济效益又要

求环境效益 。发展不仅是为了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 ，更要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

的良好环境 。从目前发展来看 ，环境规划已经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成为研究

热点 。

环境规划是指为使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把 “社会 —经济 —环境” 作为

一个复合生态系统 ，依据社会经济规律 、生态规律和地学原理 ，对其发展变化趋

势进行研究 ，从而对人类自身的开发活动和对环境所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

安排 。

环境规划实质是一种克服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环境保护活动盲目性和主观随

意性的科学决策活动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在应用各

种科学技术信息 、预测发展对环境影响的基础上 ，为了达到预期的环境目标 ，而

进行综合分析做出的带有指令性的最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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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是环境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 。环境规划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的有机组成部分 ，具有明确的环境目标 ，是防治环境污染与破坏 、解决环境问题

的重要措施 。它既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的相对独立部分 ，又与工业

发展 、能源开发与利用 、农业现代化 、旅游资源开发等各部分密切相关 ，渗透在

各部门之中 。

旅游环境规划 （Environmental Planning in Tourism Zones ） 是实施旅游环
境管理 、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它是在旅游区环境适宜性评价和环

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完成的 、旨在保障旅游资源与环境不被破坏的关于旅游区环

境资源利用和污染治理的方案 ，是旅游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

目前 ，关于一般区域 （特别是工业区） 的环境规划研究已有很大进展 。当意

识到单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不足以解决区域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及工业的合

理配置问题时 ，国内外环境学工作者开始转向区域的整体规划研究及实践 。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在区域环境分析与规划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国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初期在一些重污染地区开展了区域的环境规划 ，如在山西能源基地 、天津滨海

地区 、沈阳地区 、本溪市等进行的区域环境规划等 ，为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

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许多环境管理政策 （如总量控制 、排污权转让和交易） 在

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 ，同时也促成了这些政策实施的可操作化 。

但是 ，对于旅游区环境规划的研究目前尚未具有值得称道的实践或令人信服

的理论 。这主要是因为旅游开发作为人类发展行为的一种具体形式 ，对环境的破

坏并不像制造业那样强烈 ，难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更何况旅游业发展本身必

须有优美的环境作为保障 ，而对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关系若处理得当 ，对环境也

可能是一种促进 ，这样 ，旅游区的环境规划 ，往往置于其他规划之中 。例如 ，风

景名胜区规划中一般也包括环境的规划 ———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 、景观 、生态 、

基础设施的规划 ；国土开发规划中也往往有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专题内容等等 。

郭来喜等完成的 “中国黄金海岸开发研究 ———沿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规划” 中

就设置了 “黄金海岸旅游风景区水污染防治规划” 等专题 。另外 ，几乎在所有的

旅游规划实践中均有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对策分析 ，但仅仅是充当 “配角” ，目前

尚未见到有专门的旅游区环境规划研究实例 。从理论上看 ，突破点也不多 ，强调

“实用性” 使对理论的探索非常薄弱 ，值得称道的是 Ress K畅Dowling １９８２ 年提
出的 “环境适应性旅游开发模式”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 ，结合旅游区环境分异特

征 （特别是脆弱性特征） ，一些重要的风景区划定了保护范围 。例如按照保护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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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划分为核心区 、缓冲区 、影响区和外围区 ，如黄山 、泰山 、张家界等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 ，湖北神农架 、云南西双版纳等自然保护区都进行了类似划分 。 但

是 ，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除了游人不加控制的进入带来的破坏外 ，地方管理部门

违反规划限定而乱建造成的各种破坏也是屡见不鲜 ，这也说明规划执行力度之薄

弱 、限定之苍白 。中国的旅游业还在呼唤具有操作性 、完整性和法制性的旅游环

境规划 。

第一节 旅游环境规划的概念体系

旅游环境规划是根据旅游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在对旅游区自然生态环境进

行现状分析及演变趋势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而做出的旅游区

环境保护划分 、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方案 ，是旅游区实施有效环境管理的依据 。

一 、旅游环境规划的意义和作用

人类的旅游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及生态规律 ，实行旅游开发与环境协

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促进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和资源的永续利用 。旅游环境规

划的目的就在于调控人类自身的旅游开发活动 ，规范自身的行为 ，减少污染 ，防

止生态破坏 ，保护资源 ，协调旅游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 ，实现环境与旅

游经济协调发展 ，达到双赢的效果 。

一般来说 ，旅游环境规划应该包括对人类旅游开发活动的要求和对旅游环境

状况的规定 。对人类开发活动的要求是指确定合理的旅游开发规模 、合理的空间

布局 ，采用先进的开发技术和手段 ，减少旅游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处理好开

发与保护的关系 ，提供必要的环境保护资金等 ；对环境状况的规定是指要确定环

境质量目标和生态保护目标 。

旅游业对环境的要求远大于一般制造业 ，虽然其污染程度一般不及制造业 ，

但由于它对环境的强烈的依附性和依存度 ，因此旅游环境的保护更为重要和突

出 ，旅游区环境规划也更为迫切 。由于任何人类活动都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干扰 ，

要使旅游开发不带来任何环境的变化也是不现实的 ，过去由于注重经济效益 、忽

略开发对环境的干扰 ，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 。环境规划的作用之一便是

变开发商单一的 “利益驱动” 为 “经济利益” 和 “社会 、 环境利益” 的双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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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环境规划虽然不能确定不同功能区可以发展什么项目 （那是旅游规划的任

务） ，但可以明确规定不能发展什么项目 ，即所谓 “环境限定性” 。它必然会对开

发商选择开发方式具有限定作用 。

既然旅游开发不能完全避免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那么寻求环境负面影响程度

最低的发展途径 、保证旅游区的长久的生存力便是环境规划的基本任务和重要作

用之一 。但是 ，由于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旅游环境规划的标准也存在一

定差异 。例如 ，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对环境保护的要求程度更高 ，而且随着人

民生活水准的提高 ，对同一旅游区的环境要求也会有所提高 。另外 ，不同性质的

旅游区标准也不一致 ，如对自然保护区或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的环境要求远大于人

工环境 。

二 、旅游环境规划的内涵

（１） 旅游环境规划研究对象是旅游复合生态系统 ，其任务在于使该系统协调

发展 ，维护系统良性循环 ，以谋求系统最佳发展 。

（２） 旅游环境规划依据社会经济原理 、生态原理 、地学原理 、系统力量和可

持续发展力量 ，充分体现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和边缘性 。

（３） 旅游环境规划的主要内容是合理安排人类旅游活动和对环境的利用 ，规

范开发者的开发行为 ，规范旅游者的消费行为 ，减少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 ，保护

资源 ，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

（４） 旅游环境规划是一定条件下的优化 ，它必须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 、

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 。

三 、旅游环境规划的分类与基本内容

１畅 旅游环境规划的分类

（１） 按规划的时间期限分类 。按时间期限可以把旅游环境规划分为短期 、中

期和长期规划 。通常短期规划以 ５ 年为期 ，中期规划以 １０ ～ １５ 年为期 ，长期规

划以 １５ ～ ３０年为期 。

（２） 按规划性质分类 。按规划性质可以把旅游环境规划分为旅游区环境保护

区划 、旅游区污染控制规划 、旅游区生态建设规划 、游客行为规划等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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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按照旅游区的性质分类 。按照旅游区的性质可分为自然风景区环境规划

（如山岳风景区 、海滨风景区） ，城市 （乡村） 旅游区环境规划 （如古城 、现代都

市 、古村落） ，人工旅游区环境规划 （如人工园林 、主题公园 、 城市公园） 等

类型 。

２畅 旅游环境规划的基本内容

旅游区环境规划的基本内容包括 ：结合土地功能分区划定的保护区规划 ；以

环境质量为目标的污染控制规划 ；以生态系统为基底的生态建设规划 。另外 ，从

环境生态保护的角度提出旅游线路规划和游客行为规划 。

３畅 旅游环境规划在旅游规划中的地位

旅游环境规划是实施旅游区环境管理 、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

是关于旅游区环境利用和污染治理的规划 ，是旅游规划的重要组成内容 。其程序

如图 ６ １ ：

图 6 1 　旅游环境规划程序

４畅 旅游环境规划中存在问题

由于旅游开发作为人类发展行为的一种具体形式 ，对环境的破坏并不像制造

业那样强烈 ，难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目前仍然包含在旅游规划中 ，因此导致

一些问题的出现 ：一是环境规划编制滞后 ，审批周期过长 ；也有规划通过审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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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形同虚设 ，且监管不力 。二是环境规划编制的水平不高 ，规划的内容中 ，指

令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不明确 ，缺乏可操作性和监督性 ，缺乏对自然景观要素和

风景空间的认识与把握 ，往往套用城市规划手法编制旅游区环境规划 ，常常出现

建筑物主体化 、人口广场化 、环境花园化 、游人中心集市化等建设败笔 。三是旅

游环境规划实施困难 。过去人们抱怨规划是 “纸上画画 ，墙上挂挂” ，其原因之

一是旅游环境规划在短时间内无法产生效益 ，发展与保护一旦对立 ，一般前者占

据优势 ，从而导致规划执行中的不连续性 。在中国 ，干部升迁机制中的一些弊

端 ，使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短期行为意识严重 ，肆意改动规划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

次是对规划的实施缺乏监督 ，从上到下都未建立监督的制度和体系 ，因而对景区

违规建设 ，不能及时地制止和纠正 。因此 ，应加强立法 ，提高环境规划的权威

性 ，让规划不以人事变动而改变 ，保障规划得到实施 。

四 、旅游环境规划的编制原则与方法

（一） 旅游环境规划的编制原则

１畅 生态平衡原则

旅游环境规划是在调查 、分析与研究旅游复合生态系统中物质与能量的转化

运动的基础上 ，制定出适宜的环境利用模式 ，促使其保持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 。

２畅 各部分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原则

旅游环境规划对生态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研究 ，并通过各种结

构模型进行计算 、分析和评价 。

３畅 极限性原则

对旅游区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 ，必须维持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和环境质量

的恢复能力 ，不允许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容量或容许极限 。在制定旅游环境规划

时 ，应该根据事物的极限性原理 ，对生态系统安全 、环境质量保障进行慎重的分

析研究 。

４畅 整体性原则

旅游活动与环境系统中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各个变量或因素 ，构成了一个

有机的统一体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或不协调 ，都会影响到其他因素 ，甚

至是整个系统失调而引起平衡的破坏 。因此 ，旅游环境规划必须从环境整体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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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发 ，进行综合研究 ，将旅游经济和自然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才能克服

一般规划的局限性 ，避免产生顾此失彼的现象 。

５畅 区域性原则

由于各个旅游区的人口密度 、经济发展状况 、能源资源储量和文化技术水平

等方面差别较大 ，所以在环境规划中应按区域环境的特征制定环境功能区划 ，在

进行环境评价的基础上 ，掌握自然系统的复杂关系 ，分清不同的机理 ，准确地预

测其综合影响 ，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策略措施和设计方案 。

６畅 预防为主原则

坚持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 ，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 ，突出重点 ，兼顾一般 ，把

工作重点转向环境综合整治 。

（二） 旅游环境规划的方法

旅游区环境规划实质上就是 “环境与旅游发展规划” ，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是协调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旅游环境规划常用的技术方法包括环境

评价 、环境预测和环境决策等方法 ，其中环境预测和决策是环境规划中具有重要

作用的两项基本活动 。它们贯穿渗透在环境规划过程的许多环节中 。

１畅 旅游环境规划预测的方法

环境预测是一类针对环境领域有关问题的预测活动 。通常指在环境现状调查

评价和科学实验基础上 ，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对环境的发展趋势作出科

学的分析和判断 。环境预测在环境影响的分析评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实际

中 ，环境影响一般考虑环境质量的一个或多个度量值的具体变化 。对于这类变化

的分析把握是环境预测的核心内容 。旅游环境规划中 ，为实现协调环境与旅游经

济发展所能达到的目标 ，环境预测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这也是旅游环境规划决策

的基础 。环境预测的主要内容有旅游区社会发展状况预测和经济发展状况预测

（即体现旅游区开发强度） 和环境质量与污染预测 ；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预测是

根据旅游区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 ，预测规划期对旅游资源 、水资源 、能源 、土地

资源 、生物资源等的需求量 。环境污染防治规划是旅游环境规划的基本内容 ，与

之相关的环境质量与污染源的预测活动构成了环境预测的重要内容 。环境预测是

在环境调查和现状评价的基础上 ，结合旅游区经济发展规划或预测 ，通过综合分

析或一定的数学模拟手段 ，推求未来的环境状况 。通过预测 ，了解旅游区各类资

源的可供应量 ，分析供需平衡状况 ，它与一般预测的技术方法相同 ，有关旅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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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预测的技术方法也大致分为两类 ，即定性与定量预测 。

２畅 旅游环境规划的决策方法

所谓 “决策” ，是指为了解决某一行动选择问题对拟采取的行动所作出的决

定 。由于决策的内容直接来源于所要解决的问题并受其制约 ，因此 ，这个待解决

的问题就构成决策问题 。针对一个决策问题作出决定时 ，总要包括决策者对要解

决问题所抱有的期望 。因此一个合理的决策问题 ，首要之点是确定决策的目标或

决策者所希望达到的行动结果或状态 。这种有目的的行动 ，一般由三种活动所组

成 ：即设计备选方案 、选择行动方案和实施行动方案 。

为了取得最佳的旅游环境规划方案以及选择最优的环境规划目标函数 ，往往

需要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对总体的环境规划方案 、环境规划目标与环境规划决策

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单项的污染综合防治和生态资源保护规划等项内容进行定量

分析 ，以便决策者选择最佳的环境规划方案和适宜的环境目标 。较为常用的有线

性规划法 、非线性规划法 、动态规划法 、投入产出分析法 、多目标规划法和整数

规划法等 。

五 、旅游环境规划的编制程序

１畅 确定旅游环境规划的目标和指标体系

制定恰当的环境目标是制定旅游环境规划的关键 。旅游环境规划的目的就是

为了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 。环境规划目标是环境战略的具体体现 ，是进行环境建

设和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环境规划目标是通过环境指标体系表征的 ，环境

指标体系是一定时空范围内所有环境因素构成的环境系统的整体反映 。

环境规划目标是旅游环境规划的核心内容 ，是对旅游区未来某一阶段环境质

量状况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所作的规定 。它既体现了旅游环境规划的战略意

图 ，也为环境管理活动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管理依据 。目标制定要在研究旅游业

发展趋势和因此而产生生态破坏和污染情况预测的基础上 ，制定总目标和阶段性

目标 。环境规划指标是直接反映环境现象以及相关的事物并用来描述旅游环境规

划内容的总体数量和质量的特征值 。环境规划指标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表示规

划指标的内涵和所属范围的部分 ，即规划指标的名称 ；二是表示规划指标数量和

质量特征的数值 ，即经过调查登记 、汇总整理而得到的数据 。环境规划指标是旅

游环境规划工作的基础 ，并运用于整个旅游环境规划工作之中 。环境规划指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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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征对象 、作用以及在环境规划中的重要性或相关性来分 ，有环境质量指标 、

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环境规划措施与管理指标以及相关指标 。

２畅 旅游环境现状调查

旅游环境现状调查对象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１） 环境特征 ，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特征 ；

（２） 土地使用现状评价 ；

（３） 水资源及生物资源等调查 、评价 ；

（４） 污染源调查 、评价 ，并绘制污染源分布图 ，确定污染负荷的分摊率 ；

（５） 污染现状调查 、评价 ；

（６） 生态破坏现状调查 、评价 ；

（７） 旅游环境质量评价 ；

（８） 环境保护投资 、防治措施现状及环境保护投入现状调查与评价 ；

（９） 环境管理的现状调查 、评价等 。

通过调查 ，发现主要环境问题 ，并根据严重程度排队 。

３畅 旅游环境预测

环境预测是指根据已掌握的过去和现有信息 、资料 、经验和规律 ，运用现代

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 ，对未来的旅游区环境状况和环境发展趋势及其主要污染物

和污染源的动态变化进行描述和分析 。预测内容 ：预测旅游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 ，如植被破坏 、土壤退化和生态失调 ；预测旅游业发展带来的能耗 、水耗

的增长 、土地利用 、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和速度 、能量供求矛盾及其对环境的影

响 ；预测排污量的增长速度 ；预测环境状况的变化 ，包括大气 、水质 、声环境 、

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状况的变化 ，根据环境特征和环境污染变化规律 ，建立预测

模型 。

４畅 旅游规划方案的制定

根据旅游规模目标 ，生态负荷和污染负荷预测结果和现实条件 ，拟订实现目

标的不同备选方案 。在确定主要污染物的目标削减量时 ，可根据环境目标与环境

污染状况预测进行比较分析 ，先测算出主要污染物削减量 ，再确定出不同功能区

的控制指标 ，制定防治生态破坏规划及环境科学技术研究规划 。

５畅 系统分析 ，择优决策

根据旅游区经济 、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和环境保护与旅游经济同步发展的原

591

第 ６章 　旅游环境规划



则 ，近期与远期全面考虑 ，全局与局部兼顾 ，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效益并重 ，择

优选择方案 ，以保证旅游经济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 ，实现环境保护与旅游

经济发展 “双赢” 的目的 。

第二节 旅游区环境保护区划

为保护旅游区生态环境 ，使其合理利用 ，达到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

的 ，制定旅游区环境保护区划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外的开发实践也基本上采用了

旅游区功能划分的规划方法 ，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操作上的问题 （如措

施不当 、执行不严） ，但总体上起到了较强的保护效果 ，成为旅游区设计 、开发 、

控制和管理的有效工具 。

一 、区划原则与依据

（１） 区域分异原则 ：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保护价值和环境本身状况予

以空间上的划分 。区域分异是空间载体的共有规律 ，也是保护区划的基本原则 。

（２） 优化原则 ：功能分区强调功能区的合理配置与功能优化 ，既要保证不同

区的和谐 、高效 ，又要立足于生态系统的质量进化 。

（３） 发展原则 ：只强调保护而不求发展 ，目前在中国尚行不通 。发展原则的

基本含义是使最具旅游观赏价值的地段向社会开放 ，为人类提供优秀的旅游产

品 ，使人们共享大自然和历史之神奇 ；同时 ，又要保证环境的变化在可被 “接

受” 的范域之内 。只强调开发或只重视利用的做法均不可取 （特殊需要保护的生

态系统除外） 。

（４） 生态脆弱性原则 ：遵循生态规律 ———生态进化规律 、生态平衡规律 、生

态优化规律 、生态经济规律等 ，以生态学原理 ———生态系统生态学 、种群群落生

态学 、景观生态学 、生态工程学等理论指导旅游地保护区或功能区的划分 。

生态原则得以贯彻的前提是进行 “生态脆弱性” 识别 。单项识别因素包括植

被 、土壤 （含耕地） 、地形 、地表水 、地下水 、河岸带 、珍稀动植物等 ，其中地

形因素最为重要 。从分布看 ，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和典型的生态破坏地带为生

态脆弱区 ，它们对外界施加胁迫或干扰的抵抗力较弱 ，敏感度大 。生态脆弱区应

当成为保育区或保存区 ；已经被破坏的 ，可采取生态恢复途径予以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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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生态整体性原则 ：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规划的基本目标之一 ，可持

续旅游的前提是 “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也就是说 ，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管理

必须使以获取经济效益为目的的旅游开发的规模 、范围和强度限定在一定值域

之内 。

二 、旅游区环境保护区划 （功能分区）

（一） 同心圆模式

按同心圆由里向外划分出不同功能的区带 ，即核心区 、缓冲区和过渡区三个

层次 （见图 ６ ２） 。核心区是不受任何人为干扰的 ，保持原始状态的自然生态系

统 ，是自然保护区的主体 ；缓冲区是在一定程度上可受人为干扰的 ，但仍基本保

持自然生态系统状态的区域 ，在缓冲带内可以允许少量的定居点 ，并能从事一定

的但受严格限制的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活动 ，如物种人工繁殖等 。过渡区是自然

保护区与非自然保护区之间的过渡带 。在过渡区内 ，可以从事一定的资源开发与

生态旅游等活动 。但必须强调 ，资源开发利用要和资源保护相结合 ，在保护中求

利用 ，在利用中做好保护 。

图 6 2 　旅游区同心圆模式图

（二） 三级分区模式

黄山风景区在规划中提出了三级保护 ：一级保护区 ———风景中最精华部分 ，

不得人工改造 ，游人一般不得进入 ，即使进入也只能是观光 ；二级保护区 ———处

于绝对保护区附近 （相当于缓冲区） ，是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允许建亭 、台 、

坊等景观小品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但不得破坏自然山水景观 ；三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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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按照规划要求 ，不得随意破坏或增加建筑物 。如黄山

因整个风景区精华部分多 ，可以分片 、分时开放 ，以保证植被的自然恢复 。由于

黄山采取了上述保护措施 ，尽管每年接待近 ２００万游客 ，但破坏程度不大 。

（三） 规范化分区模式

风景旅游区保护分区的规范化标准见表 ６ １ 。

表 6 1 　风景旅游区保护分区的规范化标准

级别 保护方式 基本特征 人类活动形式

一级保护区 核心保护区

脆弱性的精华景区 ，稀
有物种 （或濒临灭亡 ）

的生态系统 、 水源一级
保护地 、 生物多样性变
化区等

只能进行景观维护和植被恢复工程 ；

一般游客不得进入 （探险 、科考等
经过批准可限制性进入 ，但不得有
损害生态环境的任何行为）

二级保护区 重点保护区

一般生态保护区 、 重点
景区 、 水源地 、 二级保
护区 、 一般位于核心保
护区的边缘 （外缘）

有限开发 、建设基础设施 ，开展生
态旅游和自然观光旅游 ，游客适度
限制进入 ，不适宜大众旅游开发

三级保护区 一般性保护区

具有一定保护意义的生
态区或风景区 ，一般位
于核心保护区的影响区
范围

可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一定规模
的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的建设 ，但建
设项目必须通过 EIA 并保持与景观
环境的协调 ，可开展大众旅游

四级保护区 限制性保护区

一般处于核心区的外围 ，

它的保护对于整个生态
系统的维护具有一定
意义

可开展娱乐度假旅游项目 ，是游人
的主要活动范围和接待服务设施区 ，

但限制污染企业或采掘工业的开发

　 　 资料来源 ：崔凤军 枟风景旅游区的保护与管理枠 ，中国旅游出版社 ，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５３ 页 。

第三节 旅游区污染控制规划

旅游区污染控制规划是针对旅游区污染引起的环境问题编制的 。主要是针对

旅游区开发建设 、旅游接待 、交通运输和旅游区常住人口生活等人类活动对环境

造成的污染而规定的防治目标和措施 。旅游区污染控制规划是属于工程范围的内

容 ，它主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和旅游区大气 、水 、噪声和环境质量的基本

要求 ，对旅游污染物 、垃圾 （废弃物） 进行的治理规划 。旅游区污染控制规划的

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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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确定污染控制目标

１畅 确定空气污染控制目标

在规划期内 ，要把旅游区域内的空气主要污染物的总量 、浓度控制在一定的

标准范围内 ，包括各项空气质量指标和空气污染治理指标 ，防止大量污染物进入

大气系统破坏旅游环境 ，满足游客及当地居民的需求 ，大气环境质量应达到规定

标准 。对受到影响的大气系统 ，采取措施恢复其使用功能 ，为旅游业发展提供舒

适 、安全的空气环境 。

２畅 确定地表水污染控制目标

控制旅游区内及周边地区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的排放总量 ，主要污染物总

量 ，制定浓度与总量控制目标 ，控制地表水水质在规定的水质标准范围内 ，防止

大量污染物进入地表水系统 ，满足游客及当地居民的需求 ，使地表水环境质量达

到规定标准 。对受到影响的水域 ，采取措施恢复其功能 ，并制定各类水体污染物

的治理目标 。

３畅 确定噪声污染控制目标

按照旅游区噪声环境质量要求 ，依据国家制定的全国统一执行的环境噪声标

准制定不同功能区噪声污染控制标准 。把旅游区的一般噪声 、交通噪声 、社会噪

声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

４畅 确定垃圾污染控制目标

按照旅游区环境卫生要求 ，制定不同功能区垃圾产生量和排放量控制目标 ，

提出不同区域垃圾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等目标 。

二 、旅游区环境污染预测和环境问题研究

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 ，对规划期内环境状况和环境发展趋势进行预

测 ，掌握未来环境状况与控制目标之间的差距 ，确定污染消解量 ；掌握本区域主

要环境问题 ，为制订污染治理方案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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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确定环境污染控制类型

１畅 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

浓度控制是采用控制污染源排放口排出污染物的浓度来控制环境质量的方

法 。排放浓度标准依据国家制定的全国统一执行的污染物浓度排放标准 。浓度控

制实施管理方便 、对管理人员要求不高 ，适合中国旅游区的实际状况 ，对旅游区

的污染控制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发展 ，对于那些环境污染

严重的地区 ，可采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总量控制是根据旅游区环境目标 （环

境质量目标 、污染控制目标） 的要求 ，预先推算出达到该目标所允许的污染物最

大排放量 ，然后通过优化计算 ，将允许排放量分配到各个污染源 ，以达到消解污

染的目标 。

２畅 末端控制与全程控制

末端控制又称 “尾部控制” ，是环境管理部门运用各种手段促进或责令污染

排放单位对其排放的污染进行治理或对排污去向进行限制 。这种控制模式是在已

经产生了污染和破坏以后 ，再去施加影响 ，属于被动 、消极的控制方法 ，投资

大 ，效果差 。全程控制是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控制 ，通过采用清洁能源和原料 ，

采用先进工艺路线 ，实现最大限度消解污染的目标 ，属于主动 、积极的控制

方法 。

２畅 分散控制与集中控制

分散控制是以单一污染源为主要控制对象的一种控制方法 ，也称 “点源” 控

制 。分散控制一直是一种普遍推行的污染控制方法 ，但这种控制方式存在投资分

散 、管理困难 、规模效益差 、综合效益低等缺点 。污染物的集中控制 ，也叫 “面

源” 控制 。污染集中控制是在整个旅游区或特定的范围内 、为保护环境所建立集

中治理设施和采用集中的管理措施 ，是强化环境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它用尽可

能小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效益 。

旅游区可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适合自身特点的控制类型 。

四 、旅游区环境污染控制方案的确定

根据旅游区环境问题 、环境目标 、污染物消解量 、投资能力及治污技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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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和规定 ，提出旅游区污染控制规划方案 。

五 、旅游区环境污染的控制途径

１畅 大气污染控制途径

大气污染控制的基本途径包括 ：搬迁旅游区内的大气污染型企业 ；推行清洁

能源 （用交流电 、液化气 、煤气或沼气替代柴草和煤炭） ；控制机动车数量等 。

２畅 地表水污染控制途径

污染控制 （治理） 的基本措施有 ：关 、停 、并 、转周边及旅游区内污染型工

业企业 ；控制旅游区内生活接待设施的污染排放量 ，建设规模适宜的污水处理

厂 ，实施污水达标排放和 “污染者收费” 的规定等 。

３畅 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噪声治理措施以预防和疏导为主 ，以车辆引起的交通噪声 、游人生活噪声 、

建筑噪声 、设备噪声为治理重点 ，必要时采取绿化隔离带 、玻璃防噪墙等措施 。

４畅 垃圾污染控制措施

垃圾处理措施包括 ：加强跟踪式清扫力度 ；设置生态型垃圾箱 ；加强垃圾清

运 ；必要时建设掩埋式垃圾站等 。

由于不同旅游区污染情况差异较大 ，控制规划措施要因地制宜 、因景制宜 。

关于具体的大气 、水 、噪声 、垃圾污染控制措施在第七章详细介绍 。

第四节 旅游区生态建设规划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统一 。旅游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是

与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旅游

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应当着重考虑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强调旅游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协调统一 ，以旅游经济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与建设 ，以生态建设

促进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生态建设的内涵 。广

义的生态建设不仅应该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态产业的内容 ，同时也包括生态

文化的建设 。生态文化是生态建设的原动力 ，它具体表现在管理体制 、 政策法

规 、价值观念 、道德规范 、生产方式 、消费行为等诸多方面 。对这方面工作的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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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性和长期性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才能保证生态建设和区域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真正实现 。

旅游区生态建设规划 （Planning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for Tourism Are唱
as） 是指依据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对旅游区脆弱的生态系统

或已破坏了的自然景观及其组合所采取的生态工程恢复途径的规划 ，一般包括绿

化 、水生态补偿和地形改造等基本措施 。生态建设对于旅游区生态稳定性 、抗逆

性和适应性以及景观可视性具有积极作用 。

一 、旅游区生态建设规划的基础 ———生态负荷研究

１畅 生态负荷的概念

生态负荷的初始含义是指某一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接受污染物量之后同其原始

状态相比所引起的系统变化强度 。根据这一概念可依照生态系统的性状变化判断

污染物输入量和强度 ，并可建立起污染物的输入量与系统性状变化之间的响应关

系 ，借此可对污染物排放所引发的后果做出预测 。如对山岳风景区而言 ，旅游方

式以观光活动为主 ，引起生态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开发建设物质体系 （服务系统）

密度过大及游人数量过多 ，超过资源及环境的承受能力 。因此 ，把生态负荷概念

引入旅游区研究中 ，可将其定义为 “旅游区在其开发过程中所承受的各种环境生

态压力的总和” 。

２畅 生态负荷的影响因子

旅游区 ，特别是自然旅游区 ，在旅游开发之前 ，人为扰动很小 。随着旅游开

发 ，大量的建设活动 、大量的游人涌入 ，给旅游区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扰动 ，

使这里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风景区旅游开发前 ，

由于交通闭塞 ，经济落后 ，环境受人为干扰很小 ，这里景色优美宜人 、气候温和

舒适 ，降水充足 ，植被覆盖率高 ，生态环境极为优越 。然而 ，当人们无意中揭开

武陵源神秘的面纱后 ，她的惊人美丽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之后 ，随着对其价值

的认识 ，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旅游开发 ，生态环境质量随着人为活动加剧逐渐

降低 。

根据旅游区生态负荷的根源性分析 ，旅游区生态负荷影响要素是极为复杂

的 。但主要因素是人为活动造成的 ，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

（１） 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建设 ：旅游活动造成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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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 “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 两个时期 ，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建设主要发生

在前期 ，包括修建游道 、旅游设施 、宾馆 、饭店 、旅游管理部门等必要的建筑等

造成生态破坏 ，如 ：土地占用 ，植被铲除 ，生态系统碎裂化 ，建筑垃圾产生 、旅

游区生态系统真实性完整性受到影响 。

（２） 人口增加 ：旅游区内游客 、服务人口 （常住人口） 和过往行人 ，由于旅

游发展大大增加 。在旅游活动经营过程中 ，由于游客 、服务人口进入旅游区后对

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物质消费产生的污染 ，如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污染 、固体废弃

物 （主要是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旅游接待过程中 ，由于接待设施运转 、游客

和常住人口消费 ，产生的废水 、废气等污染物 ，造成生态负荷变化 。

（３） 设施运转 ：旅游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运转过程中排放污染或引起生态

破坏 。

二 、旅游区生态建设规划的编制

（一） 确定生态负荷

１畅 指标选取

根据旅游区生态负荷的根源性分析 ，一般选择如下指标作为旅游区生态负荷

分析要素 ：

（１） 开发建设密度 （建筑面积 ／游览面积） ；

（２） 人口增长率 （％ ） ，包括游客 、从业人口 、常住人口 ；

（３） 生态用地递增率 （％ ） ；

（４） 旅游容量利用强度 （人口 ／旅游环境容量） ；

（５） 大气污染指数 ；

（６） 水污染指数 ；

（７） 噪声 ：主要是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 ；

（８） 外来种侵入 ；

（９） 自然灾害频度 ；

（１０） 污染物处理率 ：主要是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地表分布及处理情况 ；

（１１） 植被覆盖度 ；

（１２） 生物多样性 ；

（１３） 特殊保护地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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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生态建设投入 （生态建设投入 ／GDP） ；

（１５） 绿地和水面面积比率 ；

（１６） 旅游环境容量 。

其中（１） ～ （９）项指标与生态负荷呈正相关 ，（１０） ～ （１５）项指标与生态负荷呈

负相关 。

２畅 生态负荷分析方法选择

一般采取多因子综合分析方法 。

首先 ，按方格网法或功能区划法把欲评价地域划分为 n个地块单元 ，然后根

据上述各项指标确定不同地块的评价指标值 。

对各类指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 ，并确定各指标对旅游区生态负荷的贡献权重

值 ，最后计算不同时间域 （旺 、淡 、平季） 的各地块单元的生态负荷综合分级指

数 ：Ii ＝ ∑ A j · X j

式中 ， i ＝ １ ， ２ ， ３ ， ４ ⋯ ⋯ n （方格数量） ； j ＝ １ ， ２ ， ３ ， ４ ⋯ ⋯ （指标数） ，

A j为权重 ， X j为归一化的各项指标值 。其中 ，求得的 I值极大的地块单元 ，称

为 “生态冲突带” （域） 。

第二 ，因子权重值确定 ：采取德尔菲法确定对各项指标的权重值分别进行

计算 。

第三 ，因子原始值与生态负荷综合分级指数确定 ：根据实地调查数据 、航片

解译资料和环境监测资料确定各地块单元的原始数据和归一值 。由此计算出生态

负荷综合分级指数值 。

第四 ，生态负荷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生态负荷计算结果 ，分析生态负荷量值

大小 ，确定生态脆弱区 ，为生态建设提供依据 。

（二） 生态建设方案设计

环境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 ，保持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重要 。然

而就目前大多数旅游区旅游发展趋势看 ，游客数量还会有稳定增长 ，很多区域已

是超负荷运转 ，游客数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有一定增长 ，这对自然生态环境

有更大的冲击 ，生态冲突会更严重 ，因此必须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削减生态冲突

和负荷强度 。通过生态负荷分析 ，找出生态脆弱区 ，并根据区域实际 ，制订生态

建设方案 。 常用的生态建设方案有绿地补偿 、 水体补偿 、 地形改造 、 治污设

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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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案选优

根据旅游区经济 、 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和环境保护实际 ，近期与远期全面考

虑 ，全局与局部兼顾 ，经济效益与保护环境并重 ，择优选择方案 ，以保证旅游经

济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

第五节 游客行为规划

对于旅游区环境问题的解决 ，一方面采用合理的科学方法 、技术 、手段减少

污染的进入量 、增加生态承载力 ；另一方面 ，通过提高游客的环境意识 ，规范行

为 ，减轻生态破坏和减少环境污染 ，从而减轻生态环境压力 。

前面介绍了生态建设规划 、污染控制规划和生态功能分区规划等是旅游区环

境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游客的旅游行为的规划 ，也是旅游区环境保护非常有

效的措施之一 ，这是从根本上降低环境损失 、维护旅游区生态平衡的上源途径 ，

属于调控人类活动行为方式范畴 ，通过对旅游开发行为约束 、游客选择行为规

划 ，使得旅游区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状态 。它实际上也决定了旅游区的发展战略和

开发方向 。

一 、旅游行为规划在旅游区环境规划中的地位

如图 ６ ３所示 ，游客行为规划在旅游区环境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旅游

区发展战略高度的内容 。

二 、倡导选择性旅游 （AT） ，减轻环境压力

（一） 选择性旅游概念及组成体系

选择性旅游 （Alternative Tourism ，AT ） 是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在西方

学术界颇为流行的一个概念 ，但在国内尚未见有论述文章 。虽然其概念还没有获

得大家的共识 ，但其基本含义是十分清楚的 ，即它是与传统的大众旅游 （Con唱
ventional Mass Tourism ，CMT ） 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即 AT 与 CMT 共同构成了
“旅游体系” 。

学术界目前对选择性旅游的认识还不尽统一 。 Butler R将选择性旅游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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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 　游客行为规划在旅游区环境规划中的位置

富人专门到异国情调的旅游目的地 （exotic destination） 进行豪华型团队包价旅
游 （up唱market package tours） 。显然 ，这种理解过于狭隘 。 Becker C （１９８８） 则

将选择性旅游定义为缺少旅游费用的一群青年背包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与当地居

民同吃 、同住或野营 、露宿的一种旅游形式 。这是一种最朴素的理解 。崔凤军赞

同 Mader （１９８８） 对选择性旅游的认识 ：选择性旅游是目前出现的各种旅游形式

的统称 ，它包括 “软旅游” （sof t唱tourism） 、生态旅游 （eco唱tourism） 、绿色旅游
（green唱tourism ） 、 弱影响旅游 （ low唱impact tourism ） 、 自然旅游 （nature
tourism） 、绅士旅游 （gentle tourism） 、渐进旅游 （progressive tourism） 、责任
旅游 （responsible tourism ） 、 适宜性旅游 （appropriate tourism ） 、 时尚旅游

（popular tourism ） 甚至可持续旅游 （sustainable tourism ） 。 Mieczkow ski Z
（１９９５） 将选择性旅游划分为如图 ６ ４中的内容 ，其科学定义更加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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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4 　选择性旅游组成体系 （据Mieczkowski Z 1995）

（二） 选择性旅游特征及作用

实施选择性旅游的根本目的是在满足游人不同旅游需求基础上 ，通过促进各种

旅游形式的开展 ，将旅游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它之所以能

够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是基于其与大众旅游相区别的特征 。见表 ６ ２ 。

表 6 2 　大众旅游与选择性旅游的特征比较

大众旅游 （CMT ） 选择性旅游 （AT）

总特征

发展迅速
追求最大化
不可控性

短时间 、暴发性
世俗性 、大众化

缓慢有序发展
追求理想化
可控性

长时间 、不具暴发性
非大众化 、高雅

旅游行为特征

团队群体出游
混合 、多样性旅游交叉路程

旅游导向性消费
舒适但被动
非异种语言
吵闹

相互照应

个人或家庭出游
自发性决定

旅游者自由决定出游行为
主动但费力
学习各种语言

安静
独立行事 、机智处理各种事宜

基本要求

有集中型假期
游客不必有专门的训练式旅游经验

成熟的旅游线路
有强烈的购物欲望

有长假
行前进行强化训练 （自我训练为主）

旅游者自选线路和主题
购买真正喜欢的物品

发展策略

一般无计划
项目引导型开发
建造新的建筑物

有境外 （域外） 发展商的进入

有计划
主题引导型开发
旧建筑的重新利用
本地开发

　 　显然 ，与大众旅游相比 ，选择性旅游更能满足游人在旅游中获得知识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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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等效能 ，而且因规模远低于前者 ，对环境 、生态的冲击弱 ，更有利于实现旅

游可持续发展 ，但其不利因素是经济效益低 。这与当前中国国情有些背离 ，但选

择性旅游可以作为大众旅游的补充 。

（三） 选择性旅游的规划重点

（１） 保证资源质量的提高和保护 ，增强敏感环境和人文遗产的抗干扰力 ；

（２） 尊重地方精神 ，保证其完整性和真实性 ；

（３） 规模控制 ，人数限制在合理容量之内 ；

（４） 所有开发必须得到允许和通过审批手续 ；

（５） 不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

（６） 强调地方政府和居民的非经济目的的参与 ；

（７） 其他 。

三 、发展生态旅游 ，明确环境保护责任

（一） 生态旅游的概念与内涵

随着旅游活动的蓬勃发展和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 ，传统旅游发展方式中存在

的问题 ，如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

旅游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 ，已经成为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 。人们越

来越多地了解到旅游观光活动也可能成为破坏环境的举动 。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克

服这些弊端 ，实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 ，旅游学界的专家 、学者开

始对传统的大众旅游方式进行反思 ，开始倡导一系列新兴的旅游方式 。生态旅游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

生态旅游的内涵 ，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第一 ，生态旅游是一种依赖当地资源的旅游 ，旅游对象是原生 、和谐的生态

系统 。生态旅游以回归大自然为基调 ，于是必须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旅游对象

物 ，必须有特定的旅游观赏内容 ，生态旅游不仅能使旅游者返璞归真 ，享受大自

然 ，在清新 、开阔 、洁净的环境中修养身心 ，而且能够了解 、研究特定区域内的

自然景观 、野生动植物以及相关的文化历史特征 ，使旅游者从中获得高质量的旅

游经历 。

第二 ，生态旅游是一种强调保护当地资源的旅游 。生态旅游不仅是一种单纯

的生态性 、自然性的旅游 ，更是一种通过旅游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旅游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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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希望直接提供环境保护的实际贡献的旅游活动 。所以 ，生态保护一直作为

生态旅游的一大特点 ，也是生态旅游开展的前提 ，并且还是生态旅游区别于自然

旅游的最本质特征 。

第三 ，生态旅游是一种维系当地人民生活 、强调社区的参与和利益的旅游 。

生态旅游除了是一种提供自然旅游体验的环境责任型旅游之外 ，也负有繁荣地方

经济 、提高当地居民生活品质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尊重与维护当地传统文化的

完整性的重要责任 。

总之 ，保护当地自然 、历史和文化资源 ，使旅游者获得高质量的旅游经历 ，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既是生态旅游的三个目标 ，也是三个基本要求或条件 。如果

不保护资源 ，就无法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也就没有旅游业 ；没有当地经济的发

展 ，也就没有办法保护资源 ；因此生态旅游就其实质而言 ，是旅游者 、自然及文

化保护 、地区性经济增长三者的融合 ，其最终的目标是追求环境 、经济和社会三

者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 。

（二） 生态旅游对旅游环境保护的意义

几十年来 ，随着人们回归自然热情的日益高涨 ，生态旅游在世界各地普遍开

展起来 ，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 。伴随着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 ，其积极

的意义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 ，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１畅 生态旅游可以有效地实现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生态旅游可以有效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 ，目前世界上生

态旅游的主要客源地是经济发达国家 ，游客收入一般比较高 ，旅游花费也大 ，接

待这些旅游者 ，可以为国家赚取巨额外汇 。例如肯尼亚 、哥斯达黎加 、卢旺达 、

泰国 、斐济 、澳大利亚等国 ，通过开展生态旅游 ，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外汇收

入 ，使旅游业成为本国外汇的主要来源 。

大多数未被破坏的自然和文化资源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所以生态旅游在这些

地区发展迅速 。据统计 ， １９８８ 年中国旅游收入为 ５５０ 亿美元 ，其中生态旅游为

１２０亿美元 。肯尼亚旅游收入几乎全部来自野生动物旅游 。仅安波沙提一个国家

公园每年的旅游创汇就达 ８００万美元 。去哥斯达黎加的旅游者 ６０％ 对参观国家公

园感兴趣 ，１９８６年此项收入达 １３畅８亿美元 。生态旅游在许多自然资源丰富 ，但

经济落后的小国发展尤其迅速 ，成为本国的经济支柱 。

在我国 ，生态旅游的经济效益也十分明显 。例如 ，湖南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

园的开发 ，使张家界市的旅游产值占到全市总产值的 ５０％ 以上 ，２０畅４ 万农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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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旅游摆脱了贫困 。

２畅 生态旅游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就是对环境负有责任的生态旅游 。不少传统旅游

形式为了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 ，结果造成了

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总结这些旅游开发教训 ，人们开始意识到 ，必须采取一

种与生态环境保护直接发生联系并直接产生协调效果的旅游形式 ，这就是把环境

保护作为主要义务与责任的生态旅游 。

人们对生态旅游的概念界定不清 ，以为生态旅游就是自然旅游 。其实 ，生态

旅游和自然旅游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 ，大自然是这两种旅游形式的资源基础 ，这是两者的共同点 ，即自然旅游和生

态旅游都是以自然资源为主要旅游吸引物 ，开展观光 、度假和多种专项旅游活

动 。但它们之间仍有根本性的区别 ：自然旅游主要强调的是利用自然资源来吸引

旅游者 ，侧重观赏和享受自然之美 ；而生态旅游更强调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要对自

然保护做出贡献 ，即要求旅游者珍惜和爱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更要求保护生

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例如 ，狩猎旅游可以是一种自然旅游 ，但它不符合生态旅游

的标准 ，而观鸟旅游则是一种生态旅游 ，其前提是鸟类的生存环境不被干扰或

破坏 。

３畅 生态旅游管理促进旅游环境的保护

发展生态旅游的根本保障在于建立起一套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 ，在政府部

门 、旅游业者 、游客和旅游地所在社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使生态旅游的观念深

入人心 ，并落实到行动中去 。因此 ，对生态旅游的管理至少包括了对旅游者的管

理 、对旅游企业的管理以及对旅游地居民的管理三个方面的内容 ：

（１） 对旅游者的管理 ———塑造 “负责任的旅游者” 。作为旅游活动主体的旅

游者 ，其旅游消费行为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特种旅

游形式 ，它对其中的参与主体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这些特殊要求也可以说是构成

生态旅游的必要条件 。要使旅游者符合生态旅游者的要求 ，就必须对其进行三步

管理 ：

第一 ，通过导游或宣传手段对旅游者进行教育 。对生态旅游者管理的基本点

应立足于通过宣传教育 ，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组织者不但要严格地管理好

游客 ，使之不要破坏生态 ，更应该用丰富的生态和环保知识感染游客 、 教育游

客 ，让游客不但 “游” 出快乐 ，也 “游” 出知识和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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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通过法规 、制度等手段制约旅游者行为 。对旅游者进行管理的第二步

是对旅游者行为进行制约 ，可通过法规 、制度等手段去实现 。一些旅游协会和旅

行社制定了生态旅游者遵守的准则 。

第三 ，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生态旅游者的管理 。对生态旅游者的技术管理包

括 ：合理划分保护区功能分区 ，根据不同保护区段特点采取封闭或关闭的办法 ，

以减少游客不当行为对旅游资源环境的冲击 。

（２） 对旅游企业的管理 ———创办绿色企业 。生态旅游的健康顺利发展 ，离不

开各方面的密切合作 ，旅游经营者 、旅游企业在其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为

此 ，生态旅游管理也包括对旅游企业的管理 。而对旅游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创建

绿色企业 。这部分内容在第八章详细介绍 。

（３） 当地居民管理 ———社区参与 。在大众旅游中 ，通常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

能从旅游开发中得到实惠 ，大多数人只会感受到发展旅游带来的社会成本上升 ，

如物价上涨 、环境拥挤等 。长此以往 ，必然会引起当地居民对游客的反感和对旅

游的厌恶情绪 。另外 ，当地居民有权利选择安静 、舒适的生活环境 。所以社区参

与是保证旅游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在生态旅游规划和管理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 ，开发必须立足

本地 ，必须让当地居民参与 ，决定要做什么 ，以及想要什么样的开发 。只有在规

划过程中更多地深入社区 ，规划才能被民众所接受 。要保证主体社区位于开发规

划的前沿 ，而不能只把它们当成附庸 。

所以 ，生态旅游虽然是一种自然旅游形式 ，但是它与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密

切的关系 。生态旅游可以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是保护环境 、维护生态平衡的

最好旅游方式 ，因此是在旅游领域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 ；而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要求生态旅游在保护旅游资源及其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 ，对民众进

行生态环境教育 、规范其道德和行为等方面具有比其他旅游形式更突出的作用 。

所以生态旅游本身就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是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核心 。

（三） 生态旅游的开发原则

旅游资源开发活动 ，是一种经济技术活动 ，要有开发的主体 ，要投入一定的

资金 ，要遵循一定的开发原则 ，要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 ，要体现一定的科学

技术水平 。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全新的旅游形式 ，遵循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根本宗旨

是促进旅游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所以 ，生态旅游的开发必须有严肃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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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 ，必须遵循生态旅游开发的原则 。

１畅 保护性开发原则

世界闻名的 “绿色冠军” 戴维 ·贝拉米 （David Bellamy） 教授认为 ：旅游是

依赖一种并非一成不变的资源而存在的 ，这一资源是由多种形式的遗产组成的 ，

而一旦失去了这一美丽的环境和历史所造就的遗产 ，那么 ，无论是自然的或是人

工的旅游业都将是不可能的 ，更谈不上长期存在下去了 。

要使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 ，就必须加强对旅游资源的保护 。旅游资源保护是

相对于开发提出来的 。长期以来 ，人类一直没有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 。针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而言 ，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应体现的总原则是 ：开发

应服从保护 ，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开发 。资源得到妥善保护 ，开发才能得到收

益 ；开发取得收益 ，反过来可促进保护工作 。但是 ，一旦开发与保护出现矛盾 ，

保护对开发拥有绝对否决权 。

资料卡片

澳大利亚的环境保护性开发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生态旅游发达的国家 ，其优良的生态资源环境既得益于大

自然的恩赐 ，也得益于政府对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 。为解决好旅游开发和

旅游保护的矛盾 ，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保护性开发的口号 ，并通过下列具体措施付

诸实践 ：

第一 ，制定旅游开发 、城市发展规划时 ，把资源保护作为重要内容 。澳大利

亚政府在制定旅游开发和城市发展规划时 ，始终体现下列原则 ： ①在保护能力许

可的情况下开发 ； ②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 ； ③开发项目必须与自然环境协调 。对

缺乏保护能力的地方 ，要暂停开发 。 所以至今仍有部分岛屿和海域不对游人

开放 。

第二 ，旅游开发出现破坏资源和环境时 ，及时调整修改开发计划 。例如珀斯

曾一度由于开发过度造成了市内过境河流斯旺河的严重污染 ，使黑天鹅的家园眼

看就要被残酷的现代化工业和城市建设所毁灭 ，不少黑天鹅开始举家迁逃 。州政

府立即请来世界著名城市设计家和生物学家共同规划 ，治理污染 。根据专家们的

设计规划 ，以斯旺河为界 ，北岸发展市区 ，南岸开辟为自然保护区 ，重工业则被

限定在市区以南 ３０多公里的柯克博桑 。与此同时 ，斯旺河南岸建起一座全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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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公园 ———帝王公园 。公园占地 １ ０００余英亩 ，里面有濒临绝种的珍禽异兽和

奇卉 。不久斯旺河的河水渐渐变清了 ，河的南岸又恢复了往日的寂寥 ，正欲告别

自己心爱的故乡的黑天鹅又留下来了 。从此 ，斯旺河两岸出现了两个绝然不同的

世界 ：一个静谧 、空旷 、原始 、自然 ；一个热闹繁荣 ，具有现代感 。珀斯的市民

们有了两个迥然有别的环境 。过腻了烦杂的现代化都市生活 ，到南岸去散散心 ：

野营 、钓鱼 、捉虾 、观赏黑天鹅 、躺在河边的草地上晒太阳 ；或在幽林里为揣着

幼鼠的袋鼠喂食 ，听各种奇妙悦耳的鸟鸣 。

第三 ，全民绿化 ，普及园林开发 ，变开发为保护 。澳大利亚人均拥有绿地和

园林面积堪称世界之最 。万花之都堪培拉 ，到处鸟语花香 ，绿地占市区面积的

５８％ ，人均占有绿地 ７０畅５平方米 ，略低于华沙居世界第二位 。布里斯班人口只

有 １８０万 ，大小公园差不多有 ２００座 。至于繁华的悉尼 ，公园多如中国大街上的

餐馆 ，连世代居住在悉尼的市民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公园 。

２畅 保护民族性与地方特色原则

众所周知 ，旅游者到异国他乡旅游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观新赏异 ，体验

异域风情 。不难想象 ，如果开发后的旅游地环境同客源地的情况无大差别 ，那么

游客就不会被吸引前来了 。生态旅游的开发同样如此 ，应当注意的是 ，对自然生

态旅游区应遵照其生态发育的客观规律进行开发保护 ；而对文化生态旅游区则应

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特色 ，使其在开发后不被损害 、破坏和削弱 。生态旅游资源

要对外国旅游者有吸引力 ，就必须具有民族性 ，反映当地的文化特点和地方特

色 。生态旅游的开发尤其应多鼓励当地人的参与 ，在文化内涵上下功夫 ，以突出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 。

案 　例

百慕大生态旅游开发

１ ．开发运动旅游

由于来百慕大旅游的人中相当多的人是来度假和疗养的 ，针对这一特点 ，旅

游部门大力开发体育运动项目 ，适应旅游者的需要 。百慕大的旅游体育项目很

多 ，主要有网球 、高尔夫球 、足球 、 篮球 、 排球 、 水球以及其他水上和水下运

动 。百慕大的水上和水下运动项目有 ：划船 、 滑水 、跳水 、 跳伞 、 游泳 、 潜水

等 ，老年人或疗养者还可乘游艇出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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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行 “抵制汽车” 政策 ，保持岛内特色

自汽车文明出现之后 ，百慕大一直禁止在群岛上使用汽车 ，竭力想使岛屿成

为旅游者的 “极静世界” 。直到 １９４６年 ，地方政府才勉强从俗 ，允许有限制地在

岛上使用汽车 。如根据法律规定 ，只有岛上永久性居民才能拥有私人汽车 ；汽车

的发动机大小和功率都有一定的限制 ；汽车的行驶速度控制在 １ 小时 ３２ 公里之

内 ；出租汽车总数不得超过 ５００辆 ，等 。由于汽车受到限制 ，具有中世纪特色的

马车得到发展 ，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见到四轮马车与汽车并行 。

３ ．强调建筑特色

百慕大作为文物古迹保存下来的传统建筑风格各异 ，就是现代建筑也同样具

有自己的特色 ：百慕大没有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 ，大多数现代建筑仍保持传统特

色 ，百慕大的民居虽各具特色 ，但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特点 ———房顶都是白

色 、银白色 。凡到百慕大旅游的人 ，登上岛的第一个新鲜感觉就是那里的建筑 。

４ ．开发民俗歌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百慕大没有自己独特的民俗 ，因为岛民都是从外面迁移

来的 。但为吸引游客 ，强化群岛旅游特色 ，百慕大旅游部门推出了具有 “非洲 —

西印度群岛” 特色的文艺节目 。这些节目虽然是舶来品 ，但经过他们的改造又有

了另一番情趣 ，有的还很罕见 。其中有个节目是在烧热的玻璃上由一位身材高大

的黑人跳舞 ，很受观众的欢迎 。

综上所述 ，发展生态旅游对旅游区环境保护意义重大 ，可以通过发展生态旅

游 ，减轻环境压力 ，这是旅游环境管理的有效途径之一 。

四 、旅游区游览线路的合理组织 ———减少生态成本

线路设计尽管是旅游地 （区） 规划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不属于旅游环境规划

内容 ，但要建立在环境影响评价基础上） ，但因它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密切联

系在一起 ，也决定了游人的游览路径 ，因此对旅游区生态环境有很大影响 。从生

态环境角度评价和选择旅游区游览线路是环境规划的基本任务之一 。

旅游线路组织 （或设计） 按照空间尺度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宏观层次上

的 、跨越不同地区和旅游地的线路设计 ，事实上也包含了旅游产品所有组成要素

的有机组合与衔接 ，是旅游销售商和中间商所关心 ，并作为 “卖点” 向社会推出

的完整的旅游产品 。二是微观层次上的 ，即旅游区的游览线路设计 ，是旅游地规

划的内容 ，与旅行社关系不大 。微观层次上的线路设计与旅游区环境质量的保护

412

旅游环境管理　 　 Lüyou Huanjing Guanli



关系紧密 ，这方面的实践不少 ，但理论总结却很少 ，有待进一步研究 。旅游区游

览设计的基本原理 ：

１畅 游览便利性

为方便游客 ，旅游区线路建设一般要呈 “环形” 线 ，不走回头路 ；同时线路应以

较短的距离直达精华景点 ，并应在一条直线上串接大部分重要景点 （部分景点因无法

串接成一线 ，可在距主线路最近处开辟单一游线连接） ，这是两条基本原则 。

２畅 工程便利性

工程是否方便 （取决于工程量和难度） 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实际上旅

游区线路开发多是在原始存在的路径基础上形成的 （传统性） ，可以节省诸多投

资 。对于山岳型风景区而言 ，除少许特别景区外 ，游径多开置于山谷之中 ，可减

少工程量 。

３畅 环境适宜性

线路设计必须考虑环境本身情况 ，对于一级保护区不得有机动车道进入 ，为

满足部分探险者或选择性旅游的游人 ，可开辟简单步行游径 。对于环境脆弱区

（如生态抚育区 、独特生态系统区 、珍稀或濒临灭绝的物种生态区 、典型生物物

种多样性维护区等） 一般不能有游径通过 ，即使必须经由 ，也不得有较大面积的

活动 、休息区 ，以尽量减少游客滞留时间 ，同时尽量防止游客偏离主游径进入生

态脆弱区 。若生态脆弱区本身又是精华景区 ，游人必须停留 ，也要采取工程措施

圈定游人活动范围 ，如果条件允许 （如精华景区丰富 、多样且分散布局） ，则可

采取隔年度关闭一部分景区的做法 ，以利于这些脆弱区的自然生态恢复 。

思考与练习题

１畅 什么是旅游环境规划 ？其主要内容有哪些 ？

２畅 简述旅游环境规划的编制原则和程序 。

３畅 简述旅游区环境保护区划模式 。

４畅 简述旅游区污染控制规划的基本内容 。

５畅 简述旅游区生态建设规划的基本内容 。

６畅 简述旅游区游客行为规划的基本内容 。

７畅 什么是选择性旅游 ？为什么要倡导选择性旅游 ？

８畅 什么是生态旅游 ？它对旅游区环境保护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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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旅游环境保护技术

旅游环境保护技术 ，是旅游环境技术管理的重要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

习 ，了解旅游区环境问题的来源与类型 ，掌握对自然旅游资源及环境 、人文

社会旅游资源及环境进行保护的具体措施 。关于自然旅游资源及环境的保

护 ，重点掌握对地质地貌 、水体 、大气和生物旅游资源及环境的保护措施 ；

同时熟悉噪声污染防治 、旅游垃圾处理 、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的措施 ；关于

人文社会旅游资源及环境的保护 ，重点掌握对文物古迹 、民俗风情与传统文

化艺术的保护措施 。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旅游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外围资

源 ，具有不可替代的背景价值甚至是观赏价值 ，旅游环境是旅游资源保全的重要

条件 ，旅游资源与环境构成了旅游业发展的基底 。然而 ，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 ，

不可避免地对旅游资源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为了保障旅游业持续发展 ，必须采

取一定技术方法与措施对旅游资源和环境实施保护 ，使负面影响控制在旅游资源

和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实现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

第一节 旅游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关于旅游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是现阶段颇受重视的研究课题 。由于过去

相当长时间对旅游是 “无烟工业” 的认识 ，造成对旅游环境负面影响的忽视 ，引

发了很多环境问题 。事实上 ，据统计 ，１９９０年旅游业就消耗了 １畅７６亿吨航空燃

料 ，这将导致 ５畅５亿吨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和 ２畅２亿吨污水和 ３５０万吨氮氧

化物的产生 。此外 ，由于某些游客的生态意识薄弱 ，加剧了旅游区自然景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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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观的破坏 。 因此旅游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轻视 。 Colin Hunter
（１９９５） 把旅游业的环境影响分为旅游业对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影响 。

一 、旅游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旅游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见表 ７ １ 。

表 7 1 　旅游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影响方面 潜在结果

动植物种群构成

①破坏动物的繁殖习惯
②狩猎过程中猎杀动物
③为制作旅游纪念品而猎杀动物
④影响动物的迁徙
⑤旅游者或交通工具践踏和损害植物
⑥伐木者或旅游者采集花木破坏植物
⑦由于建设用地改变地面植被的范围和程度
⑧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或繁殖基地

污 　染
①污水排放 、石油的渗漏等造成水体污染
②汽车尾气 、加热或取暖过程中燃烧排放污染空气
③旅游交通 、旅游活动所带来的噪声污染

侵 　蚀

①土地板结 ，加速水土流失和侵蚀
②增加了滑坡的可能性
③增加了雪崩的可能性
④对地质特征的影响 （如旅游活动对岩洞 、珊瑚礁 、突岩的影响）

⑤对河床的影响

对自然资源的影响

①消耗地下 、地表水资源
②消耗化石类燃料 ，从而为旅游者提供能源
③增加了火灾的可能性
④建筑工程中消耗矿石资源
⑤过度掠夺生物资源 （如过度渔猎）

⑥水文格局的变化
⑦土地利用的变化

视觉影响
①设施 （如建筑物 、停车场）

②垃圾 、废弃物
③污水 、海藻等

二 、旅游活动对人工环境的负面影响

旅游业对人工环境的影响见表 ７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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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 　旅游业对人工环境的影响

影响方面 潜在结果

城市形状

①通过都市化 ，城市扩张或再发展改变城市地理特征
②改变居住 、零售或工业用地类型 （如私宅变饭店 、娱乐设施）

③改变城市结构 （如道路 、街道 、城市基础设施）

⑤城市内出现旅游用地和居民地的对立与矛盾

基础设施
①城市基础设施的超负荷 （如道路 、铁路 、停车场 、电力 、通信 、废
物处理 、清洁水供应）

②提供新的基础设施或提升现有设施

视觉影响

①被开发地区设施增加
②新的建筑风格
③旅游者拥挤 、乱丢废弃物
④绿化与美化

修 　复
①废弃建筑物的重新利用
②对历史遗址 、建筑物的保护与修复
③对废弃建筑修复使其成为别墅

侵 　蚀 行走 、践踏和交通工具对建筑物侵蚀

污 　染
①来自旅游者和旅游交通的空气污染
②非旅游活动造成对旅游设施的污染

　 　由于旅游业对各环境要素 ，如动物 、植物 、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 ，往

往是综合性影响 ，如旅游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就是旅游业环境影响的一个综合

反映 。由于各环境要素之间有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目前对旅游业环境影响的研

究更侧重于对生态环境系统和更体现综合环境影响因素的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

第二节 旅游环境保护的原则与技术措施

一 、旅游环境保护的原则

旅游环境保护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旅游区开发必须坚持以下环境保护

原则 。

１畅 严格遵循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

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环保局 、国家旅游局 、建设部 、林业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

下发的 枟关于加强旅游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枠 （１９９５年 １１月） 、 枟风景名胜区

管理暂行条例枠 （国务院 １９８５年 ６月 ７日颁布） 和 枟风景名胜区建设管理规定枠

（建设部 １９９３年 １２月 ２０日发布） 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旅游局 、国家文物

局 、建设部 、林业部 、宗教局 、土地局等有关部门和各种地方性的法规和规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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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坚持 “保护中开发 ，开发中保护” 的原则

树立 “保护中开发 ，开发中保护” 的意识 。在旅游开发中 ，旅游项目 、活动

内容 、旅游设施的风格 、数量等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开发建设中禁止滥伐树

木 、开山采石 、破坏溶洞 、污染水体等破坏性行为 ，防止环境污染 ，维护生态

平衡 。

３畅 坚持 “修旧如旧” 、 “新建如旧” 的文物古迹修复原则

对文物古迹 、名人遗迹要明确保护等级 。对文物古迹的修复要遵循 “修旧如

旧” 的原则 。防止文物古迹修复中的随意更改 、占用 、毁坏文物古迹的行为 。

４畅 坚持 “四个兼顾 ，四个第一” 原则

在旅游开发中要做到保护与开发建设兼顾 ，保护第一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兼顾 ，生态效益第一 ；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兼顾 ，长远利益第一 ；全局利益与局

部利益兼顾 ，全局利益第一 。

二 、旅游环境管理的技术措施

１畅 加强旅游区的规划管理

旅游区资源与环境的保护要从加强区域的规划管理工作入手 ，做好旅游区的

总体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建性详细规划 ，并严格执行通过的各种规划 。在

旅游区开发建设中 ，认真履行旅游项目审批制度 ，坚决执行国务院 枟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枠 ，凡新建 、扩建旅游项目在项目审批前必须先取得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 ，执行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

时投入使用的 “三同时” 制度 。

２畅 科学合理地确定 、调控和建设旅游区的环境容量

根据旅游景区景点的性质 、类型 、规模 ，科学合理地确定景区景点的旅游环

境容量 ，结合旅游区旅游发展实际 ，合理调控 、使用旅游区的环境容量 ；并能结

合敏感因素进行合理的生态建设 ，确保旅游经济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如 ：第五

章所述九寨沟 、莫高窟等风景名胜区限量对游人开放 ，其所依据的正是容量的科

学确定 。有专家从更深层次提出 ，风景名胜区也要实行 “休游” 制度 ，让自然生

态有定期封闭的 “休养生息” 。同时他们从标本兼治的角度认为 ，风景名胜 “限

量供应” 虽有其积极意义 ，但毕竟是权宜之计 ，应切实采取更多的方法来限制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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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数量 ，如在自然景区内少建大路 （减少大车载客量和过度排放废气） ，水域风

景提倡人力船 （减少动力船客流和水质污染） ，山川禁建索道 （减缓上山人流 ，

以免景观破坏） 。这才是 “限量供应” 最有效的手段 。

３畅 加强对废弃物 、污染物的管理

真正避免垃圾对环境产生破坏的方法就是防止垃圾的产生 。防止污染意味着

改变旅游活动的方式 ，当然不是不容许使用某些材料 ，而是得改变原先的使用方

式 ，如采用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饮料瓶等 。

对垃圾的防治工作促使人们思考如何降低物质消耗的问题 ，如采用多次使用

的方法 、回收再用的方法以及最好避免使用会产生垃圾的材料等 。若非要使用某

些材料不可 ，该材料应该可以被就地多次使用为佳 ，不能被直接再用的材料应该

回收 ，不要带入生态旅游区 。

４畅 加强生态伦理建设 ，提高全民生态伦理道德水平

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全民环保意识宣传 ，加强生态伦理建设 ，提高全民生态伦

理道德水平 ，使旅游者能将环境保护的社会要求内化为个人生态伦理要求 。自觉

保护环境 ，妥善处理生活垃圾 ，特别是防止和清除 “白色污染” 。

５畅 确立管理区域

根据旅游区内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价值 ，特别是它们的脆弱性和容量来划

分管理区域 。一般来说 ，保护区可分为 ：严格保护的区域 ，不允许游人进入 ；严

格限制使用的区域 ，可允许游人进入 ，但只能是步行入内 ；中度开发利用的区

域 ，建有配套的 、数量有限的且负面影响小的服务设施 。

旅游区的目标永远是 ：保护环境 、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改

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 。保护旅游区的环境是旅游产业发展的要求 ，应当寻求有

利可图的经营方法 。所以 ，管理者要加强管理首先应该分别计算出每一个区域的

环境容量 ，而不是无限制去扩大客流量 ，若发生冲突 ，应优先考虑当地居民的利

益的同时保证旅游开放区域设施齐备 、优质接待旅客 。

６畅 保护文化资源

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地域环境和发展历史下 ，均创造了各自辉煌的传统和文

化 ，也从外界吸收了养分 ，发明了各自的礼仪 ，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重塑 。旅游

活动在这一自我重塑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 。有些文化形态在旅游业的影响下完

全弃绝了它们自己的文化之根 。很明显 ，那些在经济上是脆弱的 、在政治上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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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地位的文化极容易受到旅游业的影响 。 旅游区的发展要注意文化资源的

保护 。

７畅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坚持的 ３R原则 ：即减量化 （Reduce） 、再利用 （Re唱
use） 、再循环 （Recycle） 原则 。 ３R原则可应用于旅游区的各个方面 ，如 ：旅游

区能源的利用 、旅游区的交通方式 、旅游区生活等 。

（１） 能源利用最小化 。坚持能源与技术的最佳组合 、设备的运营时间最小

化 、设备的使用效率最大化等原则 ，以减少能量的消耗及其给环境带来的负面

影响 。

（２）废弃物产生量最小化 。在旅游区要遵循废弃物最小化的原则以减少废弃

物产生量 ，同时要促进物质的再利用 ，如为同一目的的再次使用 （容器 、杯子和

厨房用具的再利用） ；为不同目的的再次使用 （例如 ，废水可用来浇灌花园） ；物

质的再回收 ，例如玻璃和铝制品 、塑料制品 、报纸和杂志等 。目前 ，一些旅游区

在景区内设立垃圾箱时 ，同时设立三个垃圾箱 ，标明 “可回收” 、 “可利用” 和

“有毒有害” 的明显标志 ；一方面有利于垃圾的回收利用 ，另一方面提醒游客丢

弃垃圾时注意垃圾的分类和对游客进行环境教育 。

第三节 旅游资源保护的技术与措施

传统的旅游资源分类方法将旅游资源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社会旅游资

源 。自然旅游资源是各种自然因素相互作用 、长期演化而形成的 ，包括地质地貌

旅游资源 、水体旅游资源 、生物旅游资源 、气候天象旅游资源 ；人文旅游资源是

特定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包括文物古迹 、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艺术

等 。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社会旅游资源构成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

一 、自然旅游资源保护的技术与措施

旅游活动造成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产生于 “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 两个时

期 ，前期主要是开发过程中如修建游道 、旅游设施 、宾馆 、饭店 、旅游管理部门

等必要的建筑等造成的 ，如 ：土地占用 ，植被铲除 ，生态系统碎裂化 ，景区生态

系统真实性完整性受到影响 ，以生态破坏为主导 。经营过程中主要是游客进入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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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区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物质消费产生的污染 。旅游对景区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表现在对地表的践踏引起的植被破坏 ，由此种方式引起的植被破坏 ，通常还会伴

随着土壤压实 、土壤结构破坏 、地表水流失 、土壤侵蚀以及生物多样化降低 。旅

游活动中 ，游客平均每日的物质 、能量消耗远比固定居民高 ，煤 、电 、石油 、能

源和水源消耗量增大 ，必然伴随大气 、水体污染物和各种物质消耗所产生的固体

污染物 、废弃物总量增大 。在制定旅游资源的保护措施时要从旅游区实际出发 ，

从引发环境问题的环节入手 ，从而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

（一） 地质地貌旅游资源的保护技术与措施

地质地貌旅游资源是构成自然景观的骨架 ，它不仅可以单独成景 ，也可以在

旅游区中起重要的配景作用 ，增加旅游区美感 ，是自然旅游区中构景的基本要

素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地质地貌旅游资源的特点 ：形成年代久远 ，往往是几

万年 、几百万年乃至更长 ，一般具有不可再生性 ，一旦破坏 ，不可能再恢复 ，应

切实加强保护 。

１畅 人工设施建设适度

为防止过度建设人工设施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 ，必须做到 ：

（１） 严格审批制度 。审批依据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如 ，修建索道可以

为游客带来方便 ，但建设过程中 ，必须建铁塔 、立支架 、架电缆 ，还可能开山炸

石 ，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 ，建设前期必须经过认真的环境影响评价 ，

由建设 、旅游 、交通 、环保 、园林 、生态 、 地质等部门和相关专家组成技术小

组 ，对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审查 ，确保负面影响在能够承受范围内 ，才能给予

审批 。

（２） 采用先进的建设手段和工艺设备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扰动 。建设过程

中 ，要使用新技术 、新工艺 ，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如建设索道 ，要选择国

内外最好的索道设计单位和生产技术 ，选择线路要考虑避开传统的登山路线 ，保

证两边的景观 、文物古迹不受破坏 。人工设施要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 。 近些年

来 ，国内对索道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其实山地索道问题的关键不是该不该建 ，而

是如何建和如何管理及如何使用的问题 。过多索道的建设 ，有可能破坏环境 ，而

且使大好美景成了过眼烟云 ，更为严重的是造成旅游区内旅游环境容量失控 ，资

源和环境承受更大的压力 。

（３） 人工建设要少而精 ，保护原有的自然风貌和文化特色 。在自然资源风景

区 ，特别是山地景观 ，不宜过多建设人工景点 ，更不能新建寺庙 。人工设施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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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少 、质量精 、体现特色 。不得不建设的项目 ，要符合总体规划的要求 ，严格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对已经列入世界自然或文化遗产的景区 ，要严格遵守国际

公约和标准 。建设设施少 ，对自然环境影响就少 ，可以最大限度保持自然景观的

原始性和完整性 。精 ，就是与环境协调 ，要求建筑体量 、形态 、色调 、格局 、建

筑材料 、服务项目等都要与自然环境协调 。对山岳型旅游地建筑风格宜山野化 、

园林化 ，不宜人工化 ；空间布局宜分散 ，不宜过分集中 ；建筑色彩宜淡雅 ，不宜

浓烈 ；建筑材料宜采用木石竹草 ，慎用水泥 ，有条件的地方应推广生态建筑 。福

建省武夷山以优雅秀丽的自然风景取胜 ，该风景名胜区在开发过程中 ，特别注意

了协调性 。虽然也修筑了一些必要的设施 ，也做了一些人工点缀 ，但看起来与自

然很协调 。在修建设施时 ，其做法是 ：“宜小不宜大 ，宜土不宜洋 ，宜低不宜高 ，

宜隐不宜显 ，宜淡不宜艳 。” 宜小不宜大 ，宜低不宜高 ，是指建筑物体量要小 ，

不搞庞然大物 ，不与自然物夺空间 ；宜隐不宜显 ，是使建筑物尽量不要直入游客

眼帘 ，游客远处眺望 ，虚虚实实 ，时隐时现 ，不破坏景区的原有风貌 ；宜土不宜

洋 ，是指建筑物的风格 ，不搞洋式建筑 ，而是搞篱笆环绕的草房和竹楼 ，具有山

间野趣情景 。当然 ，草房 、 竹楼不一定真的用草用竹修造 ，而是形似草房和竹

楼 ，同时 ，在草房竹楼内部也不排除搞 “洋” 的现代化设施 ，可设卫生间 ，可装

暖气和空调等 ；宜淡不宜艳 ，是指建筑物的颜色 ，淡 ，观后使人觉得柔和 ；艳 ，

则夺人眼目 ，有喧宾夺主之嫌 。总之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上述做法是很有见地

的 ，其经验值得借鉴 。

２畅 减少污染排放量

（１） 控制旅游区超容量接待现象 ，合理调控客流 。针对目前精华风景区的超

载现象和季节性 、局部性的饱和问题 ，管理者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措施来加

强对山地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如每年 “五一” 、 “国庆” 期间 ，泰山游客数量大

增 ，泰山岱顶区 ０畅６平方公里的地方 ，在高峰时间段游客达到了 ６万人 ，激增的

游人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 ，岱顶的生态非常脆弱 ，最

多只能容纳 １万人 ，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可以通过门票的发售来合理地控制

旅游者人数 ；通过新闻媒介及时向社会发布风景区旅游冷热的信息 ，避免和减少

人们出游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管理人员在较热景点进行必要的分流等都是行之有

效的管理措施 。

（２） 净物上山 。目前 ，很多风景区污染最严重的是游人和宾馆 、饭店的集中

地 ，尤其是垃圾的污染相当严重 。为此 ，一些旅游区采取净物上山的措施 。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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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带皮 、带壳 、带毛的蔬菜和肉类在风景区外先行粗加工 ，去皮 、去壳 、 去

毛 ，清洗后用食品保鲜袋装好再运往山上 ，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风景区内的生活

垃圾数量 。

（３） 规范游客行为 。一方面 ，规定游客携带物品的数量 。如云南玉龙雪山对

上山游客所携带的物品实行严格规定 。游人上山除可携带相机外 ，其余物品如行

李 、饮料 、香烟 、打火机 、火柴等都不能带到山上 ，就连胶卷纸盒也要放在山脚

下的垃圾场内 。云南玉龙雪山的生态保护措施博得了世人的称赞 ，人们称这里是

“国内旅游风景区环境保护意识最强 、生态旅游最好的风景旅游地” ；另一方面要

求游客自带垃圾下山 。如海南省五指山国际度假寨开展了登山环保旅游项目 ，为

了更好地保护五指山的生态环境 ，即对旅游登山者所携带的饮食物品在出发前实

行登记 ，登山者必须做到把饮食后剩下的罐 、盒 、袋等垃圾品全部带回 ，由五指

山寨按每件的市场回收价付给他们环保费 。反之 ，客人每少带回一件登记品则缴

纳 １００元 ，作为环保资金专用 。为了减轻旅游者的身体负荷 ，方便客人游览 ，五

指山国际度假寨在登山游览区沿途设立多个 “登山环保引导站” ，摆放垃圾篓 ，

由专职环保人员负责回收 ，并开具收据 ，以便客人回寨 “报销” 。环保旅游项目

实行以来 ，得到登山者的广泛支持 。

３畅 短期封闭制度 ，给自然以休养生息的机会

例如 ，黄山实行了热线景点单独出售游览证 ，控制客流量 ；疲劳景点实行封

闭轮休 ，让其休养生息 ，恢复小环境自然生态 。对建筑过多的景区 ，实行细则管

理 ，拆除违章建筑 。在景区外建居民新村 ，迁出景区内的全部居民 ，恢复景区自

然风貌 。

对于低山丘陵和平原应尽量减少占地 ，减少污染 。

２０世纪 ８０ ～ ９０年代在我国各地滥建的大型人工景点 ，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还造成对土地的大量占用和浪费 。据估计 ，包括在建的和已

经停业的在内 ，全国人造景点总数在 １ ０００座以上 ，全部投资不低于 ８００ 亿元 。

这还不包括对耕地和土地占用所造成的损失 。而这些大型的人工景点 ，大多是急

功近利的粗制滥造 ，大多入不敷出 ，经济效益很差 。因此 ，必须严格控制人造景

点 、高尔夫球场 、仿古城 、游乐场 （宫） 等项目的建设数量 ，同时要处理好旅游

资源保护和城市建设 、耕地保护的关系 。如高尔夫球场一方面占地面积大 ，一个

高尔夫球场少则占地 ３００亩 ，多则上千亩 ，另一方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益显

现 ，表现在原生植被砍伐造成原生态系统受损 ，大量杀虫剂 、除草剂 、农药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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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造成严重污染 ，因此人们对高尔夫球场的抵制情绪也越来越强烈 。为此 ，应

控制高尔夫球场数量 ，同时也应制定一些针对高尔夫球场及其他旅游项目建设对

土地资源及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的防治对策 。

对于洞穴旅游资源 ，第一要保护其自然景观的原始风貌 。溶洞是一种地下风

景地貌资源 ，其类型和特色多种多样 ，具有其他地貌景观无法比拟的特殊吸引

力 。溶洞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原始自然风貌 ，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洞内的人工建筑 ，

必须谨慎使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手段 ，坚持以保护为主 ，开发必须服从保护 。如北

京银狐洞在施工中 ，采取鼓风 、遮盖等办法 ，防止电焊产生的烟尘污染 ，缓冲放

炮引起的冲击波对景物的损伤 ；对整个溶洞 （地下河除外） 不准使用电雷管 ，不

准放大炮 ，尽可能减轻震动 ；而且在施工中尽量少用现代建材 ，管道 、灯具 、电

线等都隐蔽起来 ，做到只见灯光 ，不见光源 。第二要加强溶洞安全管理 。溶洞属

半封闭空间 ，环境容量有限 ，溶洞的安全问题 ，除了保护好洞顶 、洞壁及洞底的

稳定状态外 ，还要对洞内的二氧化碳含量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氧化碳含量过高 ，

会危害游客的身体健康 。因此 ，必须采取防范措施 ，控制进洞的瞬时游客数量 ，

做好人工通风等 。

（二） 水体旅游资源的保护技术与措施

水体旅游资源 ———河 、湖 、海洋 、瀑布 、泉点是最活跃的构景要素 ，被称为

风景的血脉 ，在国家级风景名胜中水域性 、海滨性旅游资源占 ２６％ ，但是 ，大

部分水景资源已受到局部或整体的污染 。据国家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分析 ，全国

７大水系和内陆河流水质符合较高标准旅游需求的水体 ，即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

标准 １ 、 ２类的仅占 ２５％ 。我国大部分海滨浴场的水质下降 ，部分浴场只得关闭 。

受上游过量采水 （引水） 或污水排放的影响 ，包括太湖 、滇池 、漓江 ，以及温州

的楠溪江 、张家界的金鞭溪在内的著名游览区受到严重污染 。城市附近的河流污

染更是普遍 ，例如 ，位于长江沿岸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庆 、武汉 、南京 、上海

等热点旅游城市 ，其城市河段水域污染严重 。位于我国北方的松花江 ，属于 “地

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４ 、 ５类的河段占 ６２％ ” ，尤以哈尔滨段和吉林段污染最重 ，水

面游乐活动已不适宜 。湖泊素有 “大地明珠” 之称 ，是构成自然风景区的主体 ，

也是生态平衡的主要依托物 ，但是前几年因湖泊流域内工业化的影响 ，以及旅游

开发活动的污染而使湖泊普遍受到氮 、磷等营养物的污染 ，导致了富营养化 。例

如 ，以大型淡水湖泊为基础资源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包括滇池 、太湖 、镜泊

湖 、洞庭湖 ，以及玄武湖和新安江水库 ，均是被 “中国环境质量公报” 公布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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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污染了的水体 ，尤其是昆明滇池污染程度属于首位 ，其湖中水质已经超过国

家地面水环境质量 ５类水体标准 ，外海水质均属 ４ 、 ５类 ，这种恶劣的水体环境 ，

直接威胁着滇池的旅游环境质量 。尽管昆明有 “四季如春” 的旅游适宜性气候 ，

但是滇池恶劣的生态环境令人生畏 ，严重影响了昆明的 “春城” 形象 。对于水体

旅游资源保护和改善必须高度重视 。

对于水体旅游资源的保护关键是水质和水量的保护 。主要手段一是控制外部

污染与旅游内部污染的进入 ，二是对已经进入的污染进行有效治理 ，三是开展生

态保护与建设 ，保证水源涵养功能得到保护 。

１畅 控制污染进入 ，对污染水体进行有效治理

（１） 控制外部污染进入 。通过关 、停 、并 、转 、迁污染型企业减少外部污染

进入水体 。根据国务院 枟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枠 的要求 ，到 ２０００年底 ，

全国所有工业污染源都要做到达标排放 ，否则就要采取关 、停 、并 、转 、迁措

施 。旅游区要采取坚决措施 ，严格控制新工业污染源 ，抓紧治理旧污染源 。在河

湖等旅游区 （点） 周围 ，要严格禁止新建小造纸厂 、小化工厂 、小制革厂 、小酿

酒厂等污染严重的企业 。现有污染企业 ，要按照 “谁污染 、谁治理” 的原则 ，由

污染者承担治理费用 。对污染严重的实行限期治理 ，或者采取果断措施 ，关 、

停 、并 、转 、迁 。如桂林市为保护漓江水源 ，就曾下令关 、停 、并 、转 、迁了漓

江上游一批污染型工业企业 。上海市为加强苏州河 、黄浦江上游的污染防治 ，也

采取了同样措施 。

改革生产工艺 ，推行清洁生产 。这是实行全过程控制污染 ，减少排污量的最

佳途径 。首先 ，可采用改革工艺 ，减少甚至不排放污水 。如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

能源 、原材料和产品替代毒性大 、污染重的能源 、原材料和产品 ；用消耗少 、效

率高 、不排污或排污少的工艺 、设备替代消耗高 、效率低 、产污量大的工艺 、设

备 。其次 ，提高生产用水的重复利用率 。尽量采用重复用水及循环用水系统 ，使

废水排放量减至最少或将生产废水经适当处理后循环利用 。以工业企业为例 ，减

少工业用水量不仅意味着可以减少排污量 ，而且可以减少工业新鲜用水量 ，节约

水资源 。因此 ，发展节水型工业对于节约水资源 、缓解水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的

矛盾 、减少水污染和保护水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长期以来 ，我国工业废水的排放一直实施浓

度控制的方法 。这种方法对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也出现

了某些工厂采用清水稀释废水以降低污染物浓度的不正当做法 。污染物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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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是既要控制工业废水中的污染物浓度 ，又要控制工业废水的排放量 ，从而使

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总量得到控制 。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我国环境管理

制度的重大转变 。它将对防治工业水污染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对河 、湖采取截污工程 、清淤工程 ，进行综合治理 ，改善水体质量 。

（２） 控制旅游区内部污染 。各种水上旅游交通是造成水体污染的又一大原

因 。要关注旅游交通燃料污染 、污水 、垃圾的处理 。水上交通游览船只是重要污

染源 ，要利用污水箱 、垃圾箱袋集中收集污水和垃圾 ，待靠岸后再处理 ，不能直

接排入水中 。旅游交通燃料污染控制 ，对水上游览船只要实行挂牌经营 ，控制船

只的数量 ，要逐步淘汰燃油机动船只和破旧船只 ，杜绝跑 、冒 、滴 、漏油现象 ，

多利用无污染且噪音低的船只 ，如电瓶船 、太阳能船等 。

旅游接待设施如宾馆 、饭店污水排入水体 ，是造成严重污染的又一重要污染

源 。各旅游区 （点） 内的各类接待场所 ，如饭店 、宾馆 、疗养院 、度假村 、餐馆

是旅游区的主要污染源和污染大户 ，必须要求其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实行污水处

理达标后排放 ，禁止向水中排放没有处理的污水 。强制推广使用无磷洗衣粉 ，控

制旅游企业含氮磷污水流入水体 。 严格执行 “污染收费” 制度并应加大收费

力度 。

改革水价制度 。对生活用水和排污都要建立定额管理 、累进加价的水价制

度 ，通过经济杠杆调整 ，提高公众的节水意识 ，加强节约用水 ，减少排污量 。

２畅 水体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河湖两岸 ，一是抓好河湖两岸的绿化和护岸工作 ，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 ，进而达到改善水环境质量的目的 。二是抓好上游水源保护 。在江河上游严格

控制林木采伐量 ，建设和保护好水源保护区 ，防止水土流失 。

对于瀑布要通过生态环境维护与建设来保证瀑布有充足的水源和水量 ，特别

要严格保护瀑布上游及周围的生态环境 ，植树种草 ，严禁在坡地砍树开荒 ，要退

耕还林 ，加强水土保护 ，防止水土流失加剧 ；另外要处理好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用

水与旅游业的关系 。对著名的瀑布风景旅游资源 ，要有一定的取水限制 ，尤其在

枯水期 ，对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用水可采取另辟水源的办法 ，以保证瀑布有充足的

水量 ，如可能还要建立护水工程 。瀑布水质保护要求严禁在瀑布上游及周围开

矿 、建厂 ，以防止工矿企业的废水污染 ；同时严禁向水中排放废水 、垃圾等污染

物 。如贵州黄果树旅游区 ，要防止六枝煤矿区直接向瀑布上游的白水河中排放洗

煤水 ，以防 “白瀑” 变成 “黑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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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泉水保护要抓好荒山荒地的植树绿化工作 ，加强水源涵养 。据测定 ，每

亩林地所涵养的水量为 ２０万吨 。松厚的枯枝落叶 ，可吸收降雨量的 ５０％ ～ ８０％ ，

雨后降水又会缓慢流出或渗入地下 。在山区修建水库 、塘坝拦截地表径流 ，既可

灌溉 ，又能促使水的下渗 ；严禁在泉水周围开山采石或修建大型人工建筑 ；保护

地表水下渗的通道 ，防止地下水水质的污染 ；对上游地区的污染源 ，要采取迅速

有效的措施治理 ，至少要防止其扩散 ；要处理好旅游与工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用

水的关系 。

对于海洋 ，要进行海洋功能区划 ，根据海域区位 、自然资源 、环境条件和开

发利用的要求 ，按照海洋功能标准 ，将海域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功能区 。通过海洋

功能区划的实施 ，可以控制 、引导海域的使用方向 ，保护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

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强调 ，海洋功能区划是海域使

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的依据 ，具有法定效力 ，必须严格执行 。海洋旅游资源的

开发和保护必须符合国家海洋功能区划的统一要求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要建立

海洋自然保护区 ，对海洋进行有效保护 。

控制陆源对海洋的污染 ：主要是控制沿海大中城市的工业企业 、海滨旅游地

的各类旅游企业及其旅游服务设施所产生的废水 、垃圾等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应

建立制度 ，加强旅游区重点排污口的监测 、监视和管理 。沿海大中城市要不断调

整工业布局 ，加强技术改造 ，开展三废综合利用 ，对污染严重的企业限期治理或

关 、停 、并 、转 、迁 ，要建设一批污水处理厂 ，控制新污染源 ，减少陆源污染物

入海量 。还可以采取深海远距离排放的办法 ，尽量减少对近岸水域的污染 。在旅

游胜地夏威夷 ，它的所有废水都要经过处理达标后 ，再排入 １ ０００ 米深的海底 。

另外还要防治海上溢油 、漏油污染 。

（三）生物资源的保护技术与措施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对生物资源的破坏 ，表现在开发建设中对植被的砍伐 ，如

修建游道和其他设施 ，将完整的生态系统割裂 ，有的甚至成为孤岛 ，在旅游接待

过程中的践踏 、采摘对植物正常发育造成影响 ，噪声对敏感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

扰动 。

对生物资源的保护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

（１） 控制人为建设 ，合理选址 ，减少土地占用 ，如游道建设宜窄不宜宽 ，减

少生态破坏 。

（２） 功能划分 ———建立自然保护区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就地保护野生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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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有效措施 。就地保护是指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以及维护和恢复在其自然

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物种群体 。 “保护区” 是指一个划定地理界限的 、为达到特定

保护目标而指定或实行管制的地区 。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是具有一定代表

性 、典型性和完整性的各种自然生态系统 、野生生物物种 ；各类具有特殊意义

的 、有价值的地质地貌 、地质剖面和化石产地等自然遗迹 。但最主要的保护对象

仍是生物物种及其自然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系统 ，即生物多样性 。建立自然保护

区 ，不仅可以保护珍稀动物及其栖息地 ，而且可以使其他种类的野生动植物得到

很好的保护 。所以说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重要基地 ，是最有

力 、最高效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 。

自然保护区由于保存着较为完好的自然生态系统 、珍稀动植物 、特殊自然历

史纪念物和景观 ，这种未经人工雕琢的自然风景 ，往往对游客具有很强的吸引

力 ，因而在许多国家已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 。如在非洲的坦桑尼

亚 、肯尼亚和南非等国 ，野生动植物保护区是其最大的旅游吸引力所在 。需要注

意的是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珍稀物种 ，其次才是发挥其旅游的

功能 。在有条件的地方 ，从自然保护区中划出一定的适宜地域开展旅游活动是允

许的 ，但其活动范围和强度要有严格的限制 ，应以不破坏和污染保护对象为原

则 ，必须以保护为前提 。

（３） 迁地保护 ———建立动物园 、植物园和各种繁育中心 。建立动物园 、植物

园及各种引种繁育中心 （基地） 是移地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有效措施 。移地保护是

指将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移到它们的自然环境之外进行保护 。移地保护主要适

用于受到高度威胁的动植物物种的紧急拯救 。移地保护往往是单一的目标物种 ，

如利用植物园 、 动物园和移地保护基地和繁育中心等对珍稀濒危动植物进行

保护 。

中国的植物园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发展很快 ，已建立大型植物园 ６０多个 ，

野生植物引种保存基地 ２５５个 。其中 ，有用于科学研究的综合性植物园或药用植

物园 ，有以收集树种为主的树木园 ，还有观赏植物园等 。我国植物园保存的各类

高等植物有 ２３ ０００余种 。

这些动物园和植物园的建立 ，使大熊猫 、 扬子鳄 、中华鲟 、白暨豚 、 东北

虎 、朱鹮 、银杉 、珙桐 、苏铁 、金花茶等珍稀濒危动植物得到保护 。此外 ，中国

还建立了十多个标本馆 ，１个基因库和 ２个野生动物细胞库 ，为遗传多样性的研

究和保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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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文社会旅游资源的保护技术与措施

人文社会旅游资源 ，分布地区最广 ，品种类型最丰富 ，是物化的历史文化 ，

是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财富 ，对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应重视其保护 。

（一） 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保护技术与措施

１畅 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

（１） “修旧如故 ，以存其真” 的总原则 。维护和修复是文物古迹保护的一项

重要工作 ，而文物古迹维护和修复却不同于普通建筑的维护和修复 ，保护文物古

迹就是保持现状及其历史环境 ，因而文物古迹保护的关键是保护其历史的真实

性 、风貌的原生性 。真实性和原生性是文物古迹的灵魂 ，其根本特点 ———不可再

生性 ，一旦失去便永远无法恢复 ，任何复制品都不可能具有原有的价值 。因此 ，

文物古迹保护应坚持的一个总原则就是 “修旧如故 ，以存其真” 。这里的 “故” ，

就是历史原貌 ；“真” ，就是真实的历史信息 。

文物古迹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是历史的遗存 ，哪怕已经斑驳陆离 、锈迹斑斑 ，

甚至残缺不全 ，但这正是历史留下的痕迹 ，所以称文物古迹为 “历史的载体” 。

文物古迹作为历史的载体 ，在对其进行维护和修缮的过程中 ，要力争 “修旧如

旧” 、 “返璞归真” ，尽量保持其原有的原始风貌 ，发扬其特有风格 ，而不是 “修

葺一新” ，任何过分修饰和全面毁旧翻新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正如著名建筑学

家梁思成的一句名言 ，保护古建筑 ，“要让它延年益寿 ，不要返老还童” 。可惜的

是 ，在具体实践中 ，修缮者往往违背 “修旧如故” 的原则 ，而求其 “修葺一新” ，

并有意无意间表现自己的美学观点 ，还常常使用现代化建筑材料 ，因此或多或少

地改变了其原有的历史风貌 。这些做法违反了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枠 的

要求 ，也与 １９６４年几十个国家代表共同制定的 枟威尼斯宪章枠 相抵触 。该宪章

规定 ：一定要保证文物建筑的历史可读性 ，即将其看做历史和信息的载体 ，不允

许任意增删修改 。这一要求对于其他文物古迹同样适用 。在这方面 ，我国成功的

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不少 。

西安的小雁塔曾因地震而毁掉了顶部 ，塔身也中裂 ，形势岌岌可危 。在研究

对其加强保护时 ，并未推倒重建 ，而是在塔身加上了铁箍 。正是此种做法 ，得以

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唐代古建筑的原本面貌 。

曲阜市文物古迹的维修也充分尊重 “修旧如故” 、 “保持原貌” 的原则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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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以来 ，曲阜市利用国家投资 ２ ９００万元 ，自筹资金 ９ ０００多万元 ，对文物古

迹进行了全面维修 。 １９８３ 年 ，他们投资 １００ 多万元 ，对大成殿内的孔子塑像 、

神龛 、飞龙盘柱 、供桌 、匾联 、神椅 、四配 、十二哲等进行了全部复原 。大成殿

是孔庙的主体建筑 ， “文革” 期间殿内的神龛 、塑像等毁坏一空 。由于文献资料

少 ，缺少具体数据 ，技术力量又薄弱 ，要恢复其清雍正年间的样式困难重重 。因

此 ，曲阜市抽调了 ６０多名能工巧匠 ，参照 枟营造法式枠 和 枟清式营造枠 等书中

的基本模数 ，根据大成殿内的各种配件法式和公元 １７２９年所塑的情况 ，验算各

种尺寸 ，绘出草图 ，一切仿雍正年间的塑制而复原 。尤其是孔子神龛的凤头昂斗

拱装饰 ，仅小物件就有 ９ ８６４件 ，对每一个部件都进行精心计算 。在处理孔子神

龛的盘龙纹饰时 ，请来了祖祖辈辈在孔府搞修建的民间老艺人 ，多方查阅有关文

献资料 ，凭着老艺人的高超绘画和雕刻技艺 ，采用现代工艺手法 ，由原来的泥脱

模改为石膏脱模 ，使塑像无论在工艺制作上 ，还是在材料造型上都好于泥胎脱

模 。整个工程严格尊重历史原貌 ，在比例尺度等各种工艺上恰如其分地再现了其

历史的原貌 。凡游览过孔庙的人都会看到 ，在大成殿正中 ，端坐着栩栩如生的孔

子像及其左右 “四配” （颜子 、曾子 、孔伋和孟子） 和 “十二哲” 的塑像 。这是

公元 １７２９年以来的首次复原 。

不尊重历史的修缮 ，有时会严重影响旅游资源原有的最有价值的特征 。武当

山金殿 （全用铜铸） 曾有 “雷火炼殿” 奇观 。当电闪雷鸣时 ，金殿常遭雷击 ，火

球滚动 ，但在殿内的人却安然无恙 。待雨过天晴之后 ，因电火将铜锈剥离 ，故此

金殿能永葆熠熠光辉 。近年也像对其他古建筑一样安装了避雷针 ， “雷火炼殿”

的奇观消失了 ，金殿也因生锈变黑了 。此时人们才有所觉悟 ，重新拆除了避雷

针 。五台山菩萨顶有座佛殿 ，俗称 “滴水殿” ，因为雨后很长时间檐瓦仍会滴水

不止 ，天长日久 ，檐下的石条 、雕刻的石阶竟被小小的水滴凿成了密密麻麻的

坑 ，因而令人称奇 ，给这座佛殿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其中的奥秘在于屋瓦上

有小洞 ，瓦下铺有厚厚的一层可蓄水的物质 ，当降雨时 ，水通过瓦上的小孔被积

蓄起来 ，受重力作用再缓慢地滴落 。但翻修此殿时 ，忽略了其特殊结构而按照通

常的方法重修 ，结果这一奇观不再出现了 。

（２） 处理好文物古迹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物古迹是历史的见证与载

体 ，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遗产和财富 。文物古迹一旦破坏 ，就很难复原 。而在现

代社会 ，很多文物古迹都面临着诸如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及旅游开发等经济大潮

的冲击 。以古城保护为例 ：不少旧城区目前已成为土地增值很高的黄金地段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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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房地产开发商纷纷愿出高价来开发这些土地 。而居住在这些地段上的居民由于

长期居住条件差而迫切要求改建 。这种力量造成古城风貌的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

设的矛盾十分突出 。古城保护是为了延续历史 ，了解历史 ，而城市现代化建设则

是时代所需 。因此 ，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 ，我们既不能重发展 、轻保护 ，也不能

重保护 、轻发展 ，而必须是两者并举 。当文物古迹保护与具体的经济建设项目发

生矛盾时 ，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可采取以下两种措施 ：

①原地保护 。当某一新建工程必须在文物古迹所在位置上进行 ，而文物古迹

的价值重大 ，不能将其拆除或搬迁时 ，就要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 ，将文物古迹就

地保护起来 。如在对三峡地区文物抢救保护的过程中 ，２０００ 年重庆三峡库区就

原地保护文物 ６２处 。

②搬迁保护 。搬迁保护分为两种情况 ：

第一 ，古迹搬迁 。如果文物古迹的价值十分重要 ，而经济建设项目又必须进

行时 ，就应搬迁文物古迹到适宜地方重建保护起来 。如即将竣工的三峡工程 ，将

淹没张飞庙等很多珍贵的文物古迹 ，我国现正在对它们进行搬迁保护 。

第二 ，建设项目或居民搬迁 。我国在 １９８３年发布的 枟关于在建设中认真保

护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的通知枠 中明文规定 ：新的建设项目选址 ，要避开文物和

风景名胜集中的地区 。现已占用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的单位 ，能迁出的要

有计划地迁出 ，一时不能迁出的 ，也应有严格的保护措施 ，严禁乱拆 、乱挖 、乱

建 。有污染的要迅速治理 ，并且也应创造条件及早迁出 。

按照此通知精神 ，当文物古迹保护与居民生产 、生活产生矛盾时 ，应尽量实

行居民搬迁 。如为了保护曲阜市的文物古迹 ，曲阜市先后迁出了文物区的十多个

单位和 ２００多户居民 ，拆除了非文物建筑 ３万多平方米 。九寨沟按照国务院批准

的规划要求 ，严格实施 “沟内游 、沟外住” 的景区经营活动外迁规划 ，计划投入

资金 １畅５６亿元 ，用于搬迁沟内居民经营项目 ，净化景区环境 。

（３） 处理好文物古迹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在处理文物古迹保护与利用的辩证

关系时 ，要坚持 “有效保护 、合理利用” 的原则 ，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 ，积极探

索合理利用的途径 ，通过科学 、合理的利用反过来促进 “有效保护” ；在有效保

护的前提下 ，提高综合利用的效益 ，使文物保护与旅游业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

协调发展 。

要实现对文物古迹的有效保护 ，就要从根本上解决文物保护的资金来源问

题 。我们可以在有限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有文物去发展旅游 。文物旅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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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不损耗和破坏文物资源 ，但同时可以更高质量地发挥文物的文化教育 、知识

教育 、精神教育等社会功能 ，还可以把文物旅游获得的收入用于文物的保护与进

一步的开发 。这样不仅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有效性 ，而且也增强了文物景区的吸引

力 ，从而形成一个文物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 ，最终实现文物的有效保护 。

２畅 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保护措施

（１） 限制客流 ，减轻文物古迹景区压力 。文物古迹的热点景区 、景点可采取

单独售票或提高门票价格的方式 ，限制游客数量 ，以直接减轻景区景点的外在压

力 。文物古迹参观游览场所的门票是有效的保护管理手段和措施 ，它的作用一是

限制闲杂人员进入 ，限制小商小贩活动范围 ，创造优良的参观游览环境和秩序 ；

二是为了保护文物 ，调控参观游览人员 。北京故宫前些年提高门票价格 ，主要目

的就是为控制参观人数 ，保护文物 。

（２） 加强规划保护 。在编制城乡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时 ，要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的保护措施纳入规划 ，分别确

定其保护范围和控制建设地带 。负责文物管理保护的单位和风景名胜区的单位 ，

要模范地遵守国家法令 ，落实保护责任制度 ，及时搞好维护 ，切实保护好文物古

迹 、风景名胜 。城市总体规划的各个环节均应考虑文物保护问题 ，使文物不仅受

到法律的保护 ，同时也受到规划的保护 。将文物纳入规划保护 ，关键要做出详细

规划 ，这样才能增加文物保护的可操作性和严肃性 。

（３） 遗产申报保护 。为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于

１９７２年缔结了 枟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枠 。中国于 １９８５ 年成为该公约缔

约国 。 枟公约枠 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使我们从世界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 ，

使遗产保护有了规范而具体的标准和前所未有的激励与促进 。很多旅游景区景点

通过申报世界遗产进一步促进了文物古迹的保护 。如拉萨前些年来改建和兴建了

一些与古城传统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 ，甚至是违章建筑 ，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

注 ；虽然有关方面反复敦促整改 ，但成效甚微 。而在布达拉宫申报世界遗产后 ，

拉萨市投入 ５ ０００多万元整治环境 ，拆除了不协调的非文物建筑 ５００多处 。河南

龙门石窟周围多年来市场脏乱无序 、违章建筑拥挤不堪 ，虽经专家呼吁 、文保部

门干预 ，直至全国人大考察团检查督促均未能根治 ；也是由于申报世界遗产 ，使

得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投入 １亿多元 ，拆除了南门外的中华龙宫 、环幕影城 、部

队营房及各种不协调建筑 ，恢复了绿地 ，美化了环境 ，使龙门石窟及周围景观相

得益彰 。其他如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湖北武当山 、重庆大足石刻等无不如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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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都江堰为整治文化环境 ，拆掉了价值大约 ２畅２亿元的建筑 ；武夷山在申报遗产

中也花了一个多亿 ，连安徽黟县的西递和宏村两个小村落 ，也投入了 ６００多万元

用于整治环境 。

（４） 推进文物管理体制的改革 。原有的文物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建

立的 ，目前在国家由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期间 ，文物资源如要得到

有效的保护并有效地发挥其经济功能 ，必须对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基础上的传统

的文物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使其转移到市场经济体系的轨道上来 。

（二） 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技术与措施

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艺术都属于民族文化的范畴 。

民族文化是指某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

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从文化的结构角度 ，民族文化可划分为三种形

态 ：第一 ，物质文化 ：包括民族传统服饰 、饮食 、民居建筑 、生产生活用具等 。

第二 ，行为文化 ：包括婚丧嫁娶 、 节日礼俗 、待客礼仪 、 宗教仪式及行为规范

等 。第三 ，精神文化 ：包括思想意识 、价值观念 、民族心理 、宗教信仰以及民间

艺术 、民间歌舞 、民间游乐及戏曲文艺 、绘画雕塑等民间传承文化 。

文化需要保护 ，从某种程度上说 ，文化的保护比自然的保护更为重要 。因为

人们可以通过封山育林 ，使森林植被恢复 ；通过防治污染 ，还河流和大气的清

洁 ；通过保护珍稀生物 ，恢复它们的种群 。总之 ，人们可以通过种种保护措施 ，

使被破坏的大自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再生 。而文化一旦遭到破坏 ，则很难恢

复和再生 。

这里所指的文化 ，是特指那些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并保留至今的活的

珍稀濒危的文化遗存 。在当今社会中 ，它们一般都处于弱势文化地位 ，非常珍稀

而又脆弱 ，如果遇到现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冲击而不加保护 ，必将很快灭绝 。这些

文化遗存 ，是代表人类多元文明的突出典范 。保护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

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使命 。

长期以来 ，人们对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艺术等民族文化的保护提出了种种设

想 ，出现了建设诸如文化村 、民族文化生态村 、文化保护区 、生态博物馆等许多

模式 ，综合分析这些保护模式 ，不难发现其中呈现出两种倾向 ：一种是封闭式保

护 ，一种是开放式保护 。前一种是消极的保护 ，而后一种则是积极的保护 。下面

就以少数民族文化的典型 ———云南泸沽湖摩梭人文化保护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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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 消极保护 ———封闭式保护

所谓封闭式保护即隔断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的联系 ，完全封闭隔离起来 ，维

持其自然 、原始的状态 ，任其发展演化 ，所以这种保护在国外又称为 “冻结式”

保护或木乃伊式的 “真空化” 保护 。这种保护是否可行呢 ？

泸沽湖是我国最清澈的高原湖泊之一 ，泸沽湖不仅有高品位的自然资源 ，更

有第一流的不可替代的人文景观 。其文化核心是摩梭人母系家庭和 “阿肖” 走婚

习俗 。摩梭人母系家庭 ，指家庭世系按母系计算 ，子女从母居住 ，家庭无父亲血

缘亲属关系 ；母亲为家长 ，舅掌礼仪 、母掌财 ，以母系血缘实行家庭的权力分

配 。 “阿肖” 走婚习俗 ，指女不嫁 ，男不娶 ，只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走婚关系 。

“阿肖” ，意为亲密的情侣 。因此 ，泸沽湖被人称为 “东方女儿国” ， “母系氏族的

最后一块领地” 。这是人类母系氏族文化保留至今 、世界上极为珍稀的文化遗存 ，

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而且极具旅游价值 。

泸沽湖是一个文化脆弱区 ，泸沽湖旅游经济的发展 ，势必给摩梭人传统的文

化形态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冲击 ，可能导致摩梭文化的蜕变甚至消失 ，所

以应对泸沽湖的摩梭文化加以保护 ，并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展旅游业 ，形成以保护

促开发 ，以开发促保护的良性循环 。那么 ，又该如何有效地对摩梭文化加以保护

呢 ？经过专家们的考察研究证实 ，把泸沽湖封闭起来加以保护 ，不作开发 ，这既

不现实也不可能 。

泸沽湖的摩梭人文化之所以能够保留至今 ，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闭塞 ，地点

偏僻 ，与世隔绝和经济落后 ，但现今的情况已大不一样 ，人类已经进入了新的千

年 ，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 ，商品经济无孔不入 ，交通日益方

便 ，信息交流手段日益便捷 ，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想

保持过去的封闭和落后 ，都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 。就算我们划定所谓的 “核心

区” 与 “非核心区” ，尽量减少因游客的进入而给 “核心区” 带来的文化影响 ，

我们也无法阻止以电视 、电话 、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的迅速普及及其所携带

的外来文化因子的渗入 ，以及当地居民与外界民众的交往 。

其次 ，封闭的做法不符合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不符合四川省和云南

省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的方针政策 ，也不符合当地人民要求开发旅游 、脱贫致

富的强烈愿望 。

摩梭人是摩梭人文化的创造者 ，摩梭人是摩梭人文化的主人 。他们拥有平等

发展本民族或本族群文化的权利 。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 。所以 ，如果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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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众不愿意再穿传统服饰 ，过传统生活 ，我们显然不可以为了 “旅游” 而剥夺

“主人” 追求现代化的良好愿望 。把泸沽湖封闭起来不开发 ，虽然有好的愿望 ，

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封闭一旦打破 ，外来文化汹涌而入 ，反而会加速泸沽湖

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文化的毁灭 。但是 ，不正确的过度的旅游开发也必然造成该地

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文化的破坏 。唯一的选择是 ：采取正确的模式 ，积极而又适

度地开发泸沽湖的旅游 。

２畅 积极保护 ———开放式保护

开放式保护同样适用于建立生态村 、文化村或文化保护区 。但这里的所谓保

护 ，是在开放中发展和保护 ，是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开放式保护 ，是政府的主导

行为与当地居民的自愿参与相结合的保护 。所以这种思想指导下的 “文化保护

区” 的概念可定义为 ：文化保护区是以政府主导行为为前提 、当地社区居民自愿

参加为基础的 、对人类文明进程中产生并保留至今的活的珍稀濒危的文化遗存加

以保护的区域 （文化特区） 。

保护的关键是政府的作用和居民的自愿参与 ，二者缺一不可 。

在世界历史上 ，有美洲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模式 。以美国为例 ，１８３０ 年美国

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徙法案 ，强迫各地印第安人化零为整 ，离开自己的家园 ，

迁移到干旱贫瘠的地区 ，在那里划出若干保留地 ，把印第安人圈在其中 ，任其自

生自灭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又采取同化政策 ，鼓励印第安人吸收白人文化 。

１７０年过去了 ，现在 ，美国印第安人有 １００多万 ，保留地内的印第安人约占 １ ／３ ，

他们大多一贫如洗 ，印第安人保留地已经成为美国最贫穷的地方 。许多印第安青

年纷纷走出保留地 ，到城市去谋生 ，但他们同样受到失业和贫穷的困扰 。在今日

美国 ，由于商业文明的巨大冲击 ，印第安人文化已到了濒于灭绝的边缘 。暂且不

论其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 ，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要害是 ，只谈 “保留” ，不谈

“保护” 。印第安人保留区是开放的 ，但只谈 “开放” ，不谈 “保护” ，不过是让弱

势文化任凭强势文化宰割而已 。由此可见 ，当今世界 ，若欲保存弱势文化 ，政府

主导性的保护行为乃是第一要事 。舍此前提 ，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其次 ，当地社

区居民必须自愿参与保护行动 。舍此基础 ，政府的主导行为则将落空 。少数民族

传统文化源于民间 ，植根于民间 。所以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建立在民间主动

配合的基础之上 。面对民族社区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趋同现象 ，政府

可以通过经济杠杆 ，使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 ，从而激发他们

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与文化自觉意识 ，促使他们主动地去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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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本民族文化 。另外政府还应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保护历史文化遗存 ，规范旅

游开发商的行为 ，将部分旅游收益用于当地的文化保护和建设事业中 ，支持科研

机构和民间文化团体开展抢救民族文化遗存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 。

开放式保护主要强调在开放中发展和保护 ，保护应当与开发相结合 。二者的

结合点 ，则是开展旅游 。在旅游开发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

少数民族文化实行保护 ：

（１） 保留 。如上所述 ，对传统文化中正在趋同的物质文化特征进行保留 ，如

保护传统的民族服饰 、生产生活用具 、建筑形式 、饮食等 。比如可在泸沽湖划分

出一个摩梭文化保留区 。区内建设小型摩梭村寨 ，作为对摩梭传统文化进行全面

抢救 、研究 、传习和展示的基地 。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摩梭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 。在此基础上 ，以其丰富真实的文化表现形式为主体旅游资源开展旅游业 。之

所以称为 “保留区” 是为强调它是对摩梭文化发展过程中过去某一阶段文化有意

识地保存 。

（２） 分离 。对传统文化中的礼俗和宗教的仪式等实行分离保护 。 “分离” 指

的是出售给游客的文化样品与真正存在于本地居民间的文化内容相区别 ，以防止

传统文化形式的内在价值受到扭曲或削弱 。

（３） 传承 。它保证了本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是民族文化保护的关

键 。民族文化的传承主要有物质的传承 、行为的传承和精神的传承三种方式 。其

中物质传承和行为传承以及精神文化中的民族心理的传承是较易实现的 。因为在

一定程度上文化的传承是一种社会强制 ，每个人从一出生时就毫无选择地处于一

定的文化氛围 ，并承袭这种文化 。而集中体现本民族精神文化的神话传说 、 哲

学 、原始宗教 、文学 、艺术等方面的传承则需人为地促进 。

（４） 提倡 。传统文化的保护必须尊重当地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做出的选择 ，

基于本民族自觉 、内在的意愿 。但尊重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 ，应通过多种形式积

极提倡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优秀的部分 ，力求保持其民族特色 ，培养居民良好的个

人品质 、社会公德和民族自豪感 ，提倡保持传统文化中真 、善 、美的德行和礼

仪 ，尽量减少旅游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

第四节 旅游环境保护的技术与措施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游客对旅游区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旅游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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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旅游区经营管理者对旅游区环境的保护应给予高度重视 。

一 、大气环境保护的技术措施

从旅游区大气污染的发生原因与过程分析 ，防治和控制大气污染的工作重点

主要是污染源及污染排放途径 。污染源得到有效防治 ，也就基本上解决了污染问

题 。合理的排放途径 ，可以降低污染浓度 ，减少对旅游区的大气污染 。如今 ，在

解决大气污染方面可以采取许多方法和技术措施 。

（一） 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

１畅 划定保护区范围 ，搬迁旅游区内污染大的企业

在旅游区附近地区 ，生产部门 、尤其是工业生产部门的布局是否合理 ，与旅

游区的大气环境关系极为密切 。工业生产部门过分集中于旅游区附近地区 ，大气

污染物排放量必然过大 ，且不易被稀释扩散 。因此 ，在旅游区附近 ，应尽量不建

设或少建设工 、矿企业 ，尤其是那些耗能高 、污染大的工业部门 ，要尽量远离旅

游区 ，对旅游区内现有的污染企业 ，要设法迁出旅游区 。

２畅 旅游区内工业生产部门与旅游设施的合理布局

若必须在旅游区附近地区布局必不可少的工业生产部门时 ，应将工业生产部

门合理分散布设 ，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地形及气候等条件 ，厂址要设置在该地盛行

风的下风区域 ，使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易于稀释扩散 。此外 ，工厂区和旅游区之

间要有足够的间隔距离 ，尽可能留出一些空地 ，用于绿化造林 ，以使工厂区排出

的污染物有一个充分的扩散稀释的空间 ，而不是直接排入旅游区 ，以免对游客健

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 。

另外 ，旅游服务设施也要科学布局 。厕所 、污水处理厂 、垃圾集中处理场地

等 ，应建在游览区 、娱乐场 、野营地 、交通道路和旅馆餐厅的全年主导风向或旅

游季节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停车场设在下风侧 ，但应在厕所 、污水处理厂 、垃圾

集中及处理地的上风侧 ，并与餐馆 、旅馆 、野营地 、娱乐场 、游览地等保持一定

的空间距离 ，以减少汽车和灰尘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餐馆等饮食服务设施应建在

游览地 、野营地 、娱乐场的下风侧 ，但应建在停车场的上风侧 。

（二） 改进燃烧方式

中国的资源状况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全国烟尘排放量的 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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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９０％ 都来自于燃煤 。燃煤排放的相当一部分污染物是由于燃

烧不完全而产生的 。目前 ，我国烟尘年排放量约 ２ ３００万吨 ，这与工业和民用均

采用原煤散烧的方式有关 。因此 ，改进燃烧方式 ，发展清洁能源 ，减少污染物的

排放量 ，对于减轻大气污染十分重要 。

１畅 推广型煤

今后 ３０ ～ ５０年 ，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会改变 。在目前情况下 ，采

用清洁煤技术 ，能够提高煤炭使用效率 ，减少燃煤对大气的污染 。旅游地可根据

实际情况 ，采用适宜的清洁煤技术 。如推广型煤就是很好的方法 。

我国人民经过多年实践 ，制成了一种型煤 ，即将散煤经过一定配方加工成

型 ，它有利于充分燃烧和减少烟尘排放 。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 ，燃用上点式蜂

窝煤与烧散煤相比 ，一氧化碳减少 ７０％ ～ ８０％ ，烟尘减少 ９０％ 以上 ；若把全国

民用的 １亿吨散煤加工成蜂窝煤 ，每年可节约 ２ ５００万吨原煤 ，为国家节省煤炭

开采投资 ８２畅５亿元 。目前 ，四川省以及沈阳 、太原 、西安 、北京 、天津等城市

已开始在部分行业中推广了型煤 ，取得了较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

２畅 采用区域采暖 、集中供热

所谓区域采暖 、集中供热 ，就是利用集中的热源 ，比如在城市的郊外设立几

个大的热电厂和供热站 ，供应较大区域内的工业和民用采暖用热 ，以代替为数众

多的低矮烟囱 ，是消除烟尘的有效措施 。据测算 ，同样 １吨煤 ，居民与企业分散

使用比集中使用产生的烟尘多 １ ～ ２倍 ，飘尘多 ３ ～ ４倍 。在旅游区内及其周围地

区 ，采取区域采暖 ，可以提高锅炉设备的热效率 ，降低燃料的消耗量 ，一般可以

将锅炉的热效率从 ５０％ ～ ６０％ 提高到 ８０％ ～ ９０％ ，还可利用废热 ，提高热利

用率 。

３畅 改变燃料结构 ，发展新能源

对燃料要进行选择和处理 ，改变燃料结构 。在有条件的旅游区点 ，要逐步推

广使用天然气 、煤气和石油 。

（１） 实现煤气化 。由于气体燃料比固体燃料干净 、方便 、易于输送 ，因此 ，

发展也较快 ，工业发达国家的大 、中城市基本上实现了煤气化 。近年来 ，我国气

体燃料也有所发展 ，据统计 ，城市居民气化率 １９８０年为 １５畅２％ ， １９９０年已提高

到 ２４％ ，一些大城市已基本实现民用煤气化 。

（２） 以油代煤 。由于石油灰分低 ，燃烧时热效率高 ，有些国家改变燃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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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由燃煤向燃油转换 ，以减轻煤烟尘的污染 。如美国原来烟尘污染较突出的匹

兹堡市 ，由煤改油后 ，已成为 “无烟” 的匹兹堡市 。黄山在治理大气环境污染时

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适时调整能源结构 ，已先后两次对风景区的燃料结构进行了

调整 ，由烧柴 、烧煤改为烧油 、烧气和用电 。能源结构的改变 ，既大大减轻了对

风景区环境的污染 ，又极大地增强了各类基础设施的安全和用电可靠性 。

（３） 开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目前 ，世界上发展较快的清洁能源主要有

地热能 、风能 、太阳能 、天然气 ，另外还有水能 、潮汐能和生物能等 。其中 ，地

热能量相当于地球上全部煤储量的 １畅７亿倍 ，而且地热电站一般不需要庞大的燃

料运输设备 ，也不排放烟尘 。地热蒸汽发电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远低于燃

气 、燃油 、燃煤电厂 。风是地球上潜力巨大的能源 ，如能将地球上 １％ 的风能利

用起来 ，即可满足整个人类对能源的需求 。目前利用风能所提供的电量还不足全

球总发电量的 １％ 。太阳能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 ，但急需经济实用

的太阳能利用技术 。

在我国 ，水能 、生物能 、地热能等都是极有潜力的再生能源 。 枟北京奥运行

动规划枠 做出决定 ，在奥运会设施中要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太阳能 、地热能 、风

能等可再生能源 。在奥运场馆周围 ， ８０％ ～ ９０％ 的路灯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

术 ；奥运村 ９０％ 的洗浴热水采用太阳能集热技术 。

（三） 减少和治理交通废气污染

１畅 改革汽车燃料和设备 ，控制汽车尾气污染

现代旅游的四大交通工具 ，飞机 、火车 、轮船 、汽车都有程度不同的污染 ，

尤其是汽车尾气污染最为严重 、广泛 ，汽车还是产生光化学烟雾的重要污染源 。

汽车废气主要来自汽油的燃烧 ，因而改革燃料和设备是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的有效

措施 。

在燃料改革方面 ，主要是清洁油品 。车用燃料对车辆尾气排放有很大影响 ，

所以要有计划地改善燃油品质 。如采用无铅汽油代替有铅汽油 ，使用新型燃油添

加剂以提高燃烧效率 ，也可采用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等新燃料 。

在汽车设备改革方面 ，一是改进内燃机的燃烧设计 ，主要是改进发动机本身

结构 。另外还可在排气系统安装附加的净化装置 ，如安装热反应器和催化转化器

（将废气变为无害气体或降低排放量） ；还可采用使废气再循环的废气回流管以降

低 NOX排放量等 。 ２０００年 ６月底 ，中国已全面实现了汽油无铅化 ，全国每年减

少铅排放量达 １ ５００吨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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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推广和使用少污染的交通工具

研制 、发展无公害汽车和高效交通系统 ，是长远的控制汽车大气污染的重要

措施 。在旅游城市 ，多用无轨电车代替汽车 ，在旅游区 （点） 及其周围多发展公

共交通系统 ，鼓励使用电瓶汽车及一些畜力车和人力车等少污染或无污染的交通

工具 ，都可以减少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

３畅 控制私人汽车拥有量 ，积极发展公共交通车

为保护城市环境 ，私人汽车的拥有率必须控制在适度水平 。旅游城市和旅游

区 （点） ，应多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鼓励人们多使用火车 、公共汽车等交通方式 ，

减少使用私人汽车 ，控制进入旅游区的汽车数量 。

有人测算 ，按目前价格 ，中国到 ２０２０年时 ， “公交优先” 策略将只需要 ３００

亿美元的汽油和柴油消耗 ，而在以私人机动车为基础的策略下 ，汽油柴油总消耗

将达到 ８７０亿美元 。因此 ，大力发展公共汽车可以避免汽车对油料过大的需求 ，

并有效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而产生的城市大气污染 。

４畅 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

为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的控制 ，新修订的 枟大气污染防治法枠 ，将防治机动

车船污染单独作为一章 ，对机动车制造 、使用和维修 、燃油质量 、监督检查等几

个环节 ，分别做出了规定 。对新机动车船 ，规定 “机动车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不

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造 、销售或者进口污染物排放

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船” 。对在用机动车 ，规定 “不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 ，不得上路行驶” 。对燃油质量也做出了规定 ，“国家鼓励和支持生产 、使用优

质燃料油 ，采取措施减少燃料油中有害物质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单位和个人应当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期限 ，停止生产 、进口 、销售含铅汽油” 。对机动车排气污染

的监督检查 ，从年度检查和日常检查两个方面做出了规定 。

（四） 植树造林 ，净化空气

植树造林是防治大气污染的一个经济有效的措施 。因为植物有放出氧气和吸

收各种有害有毒气体及净化空气的功能 ，所以旅游城市或旅游区的环境中应保持

相当比例的绿地面积 ，以起到净化和缓冲大气污染的作用 。尤其是厕所 、停车

场 、垃圾处理场等服务设施内部及周围要多植树 、种草 、种花 ，既吸味 、吸音 ，

又能除臭 、杀菌 ，能起到很好的美化 、绿化 、净化环境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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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体环境保护的技术与措施

水体环境的保护措施同前述水体旅游资源的保护 。

三 、噪声污染的控制与治理

（一） 控制噪声污染途径

１畅 噪声声源控制

这是噪声控制的根本途径 。可通过研制和选用低噪声设备 、改进生产工艺 、

提高机械设备的加工精度和安装技术 ，达到减少发声体的数目或降低声体的辐射

声功率 ，或从根本上清除噪声声源 。如餐馆 、娱乐场所不允许使用高音喇叭 ，游

览时间内不得进行产生噪声 、干扰游客的作业 ，以及旅游区车辆禁止鸣笛等 。

２畅 噪声传播途径控制

即在噪声传播途径中减弱其强度 。其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合理布局旅游区位

置 。比如 ，旅游区应与交通要道 、工业区和商业区等隔开一定距离 。在旅游城

市 ，要把高噪声的工厂或车间与游览区 、居民区 、高教区 、机关区等分隔开 ；在

旅游区内部 ，要把强噪声设施设备 ，如锅炉房 、水电房 、宾馆厨房等与游客居住

区 、游览区隔离开 。二是利用屏障 （山岗 、树木 、草丛 、建筑物等） 阻止噪声传

播 。在各隔离带中间布置林带等屏障以隔声 、滤声和吸声 ，以免相互干扰 。三是

把声源排放口朝向野外 、地沟等对人群影响较小的地域 。

（二） 噪声控制管理

噪声控制立法是控制噪声的重要和有效措施 。国际上控制噪声的立法活动从

２０世纪初就已经开始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 ６０年代初以来 ，许多国家都陆续颁

布了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噪声控制法规 ，我国已公布了噪声污染防治法 ，为管理和

控制各类噪声提供了法律依据 。

（三） 噪声控制技术

１畅 吸声降噪

在室内的墙面或顶棚上饰以吸声材料 、或设置吸声结构 ，或在空间悬挂吸声

板 、吸声体 ，将叠加声波产生的混响声吸收掉以降低室内噪声级 ，这种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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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吸声降噪 。

吸声材料可用玻璃棉 、毛毡 、泡沫塑料 、吸声砖等 ，或采用共振吸声和微穿

孔板吸声结构 。吸声技术可降低噪声 １０ ～ １５分贝 。

２畅 隔声降噪

应用隔声结构 ，阻碍噪声向空间传播 ，使吵闹环境与需重安静的环境隔开 ，

这种措施称为隔声降噪 。隔声装置称为隔声围护结构 ，如隔声室 、隔声墙 、隔声

罩 、隔声屏等 。例如 ，在城市高架道路上设置声屏障就不失为一种防治高架道路

交通噪声的有效措施 。据测试 ，一般可降低噪声 ５ ～ １５ 分贝不等 。 １９９３ 年 ，上

海市有关部门投资 １ ０００万元 ，在市区内环线高架道路和南北高架道路处敏感路

段建造了声屏障 ，累计长度约 ８ ０００米 ，取得了明显的降噪效果 。

３畅 绿化降噪

绿化降噪是指栽植树木和草皮以降低噪声的方法 。要消除城市或旅游区噪

声 ，除了改进车辆的设计 ，或在噪声响的机械和噪声集中的场所安装消音设备

外 ，还应该在道路两旁多植树 ，扩大绿化区域 ，在住宅区里栽上多叶的花草树

木 ，这样既能减弱噪声 ，又能美化环境 。

四 、固体废弃物 ———旅游垃圾的处理

控制旅游垃圾对环境污染和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主要途径是实行对固体废物及

旅游垃圾的减量化 、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 。

（一） 旅游垃圾的减量化

“没有一种废弃物处理方法是全然安全的” ，换句话说就是 ，各种废弃物处理

方法对社会而言都有负面影响 。所以 ，我们不可过分依赖废弃物处理设备 ，而要

从固体废弃物的产出方面实行管制 ，实行垃圾减量 ，能回收再用的就要回收 ，剩

余部分才当成 “废弃物” 进行处理 。

旅游垃圾由于多位于旅游区点 ，如山地 、度假地等 ，因此 ，更增加了收集与

运输的难度与成本 。所以旅游垃圾减量化处理 ，有着更现实的意义 。垃圾减量的

具体措施包括 ：

１畅 净菜进城市或旅游区点 ，减少垃圾产生量

目前我国的蔬菜大多未进行简单处理即进入居民家中 ，其中有大量泥沙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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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食用的附着物 。据估计 ，蔬菜中丢弃的垃圾平均占蔬菜重量的 ４０％ 左右 ，且

体积庞大 。如果在一级批发市场和产地对蔬菜进行简单处理 ，净菜进城市或旅游

区点 ，即可大大减少城市垃圾或旅游区点垃圾中的有机废物量 。

２畅 推行垃圾分类收集

城市垃圾收集方式分为混合收集和分类收集两种方式 。混合收集通常指对不

同产生源的垃圾不作任何处理或管理的简单收集方式 。无论从保护生态环境和资

源利用的角度看 ，还是从技术经济角度看 ，混合收集都是不可取的 。实行垃圾分

类收集 ，不仅有利于废品回收与资源利用 ，还可大幅度减少垃圾处理量 。例如 ，

荷兰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后 ，使清运的垃圾量减少了 ３５％ 。

最科学的垃圾分类方法是把垃圾分成可燃物 、 不可燃物 、塑料 、玻璃制品 。

如果真正实行了垃圾分类 ，仅每天在垃圾焚烧中就可节约开支 ２ ／３左右 。

３畅 物品的重复利用

物品的重复利用旨在减少浪费 ，对同一物体进行多次使用 。这样做不但杜绝

了浪费 ，节约了资源 ，还减少了垃圾的产量 。香港政府规定 ，公务员办公用纸的

正反面必须得到充分利用之后 ，方能被当做垃圾扔掉进行回收 。日本理光复印机

公司每年的产值上千亿 ，而每天排放的垃圾还不足 ５０公斤 。原因就在于部门与

部门之间流通时用的包装箱循环使用 ，最多可达 ３０次 。

旅游饭店应贯彻物尽其用的原则 ，在确保不降低饭店的设施和服务标准的前

提下 ，物品要尽可能地反复使用 ，把一次性使用变为多次反复使用或调剂使用 ，

对于可以再利用和回收的物品 ，倡导员工继续使用 。客房盥洗室尽量采用能够重

新灌装的容器 ，减少一次性用品的用量 。

４畅 避免过度包装

旅游商品中有大量的属纪念品 、艺术品 ，由于人们看重的多是它们的艺术性

或纪念意义 ，而非实用性 ，这就促进商品生产部门在包装上下了很多工夫 ，这无

疑会增加旅游垃圾产生量 。因此 ，必须强调包装废物的产生者有义务回收包装废

物 ，这可以促使包装制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在产品的设计 、制造环节少用材料 ，

减少废物产生量 ，少使用塑料包装物 ，多使用易于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处置的

材料 。

（二） 旅游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对策与措施

国内外城市垃圾和旅游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方法主要有三种 ，即卫生填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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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法 、焚烧法 。

１畅 卫生填埋法

卫生填埋法是目前世界上最常用的垃圾处理技术 。 卫生填埋最早出现在

１９３０年 ，到 ２０００年 ，全球已有约 １ ４００座城市采用填埋法处理城市垃圾 。

它的基本方法是先要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通过分类 ，将可再生利用的废

纸 、金属 、玻璃瓶 、易拉罐等与其他废物分开 ，这样既可以使物尽其用 ，又可以

减少垃圾量 ；剩余的无利用价值的垃圾进行减害化处理后 ，再运到填埋场 ，用推

土机或压路机压实 ，覆盖一层土 ，再放一层垃圾 ，这样逐层填埋 ，最后覆盖一层

３０厘米厚的泥土 。在填埋 ２ ～ ５年后 ，可在上面钻孔取沼气 ，用管道引到附近的

沼气发电厂用于发电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 ：投资少 、处理费用低 、处理量大 、操

作简便等 。其缺点是 ：第一 ，垃圾场要占用大量土地 。第二 ，渗滤液问题 ，至今

仍然难以解决 。防渗层老化及破损使渗滤液下渗 ，严重地威胁着地下水的安全 。

第三 ，大气污染问题 。由于气体回收设备复杂 ，投入大 ，效益低 ，所以很多垃圾

填埋场不设气体回收系统 ，大量的有毒 、有害气体被释放到空气中 ，气体污染十

分严重 ，且填埋层中积聚的气体也时常引发爆炸事故 。

２畅 堆肥法

堆肥法是利用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微生物处理垃圾的一种技术 。它通过生物反

应 ，有控制地促进固体废物中可降解有机物转化为稳定的腐殖质 。堆肥过程中的

发酵阶段可以消除垃圾中的病原体 ；采用垃圾堆肥作 “土壤改良剂” 或 “土壤调

节剂” ，可以增加土壤中有机质成分 ，提高农业产量 。因此 ，堆肥法在发展中国

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但是 ，由于堆肥的肥效低 、市场销售量小 ，堆肥法的垃圾

减量化程度不高 ，对高分子有机物及重金属的污染无法解决等问题的存在 ，制约

了垃圾堆肥法的普遍应用 。

３畅 焚烧法

焚烧法是一种高温热处理技术 ，即以一定的过剩空气量与被处理的废物在焚

烧炉内进行氧化燃烧反应 ，从而使废物中的有害毒物在高温下氧化 、热解而被破

坏 。这种处理方式可使废物完全氧化成无毒害物质 。焚烧技术是一种可同时实现

废物无害化 、减量化 、资源化的处理技术 。其优点是 ：占地小 、场地易选择 、处

理时间短 、减量化明显 （减重一般达 ７０％ ，减容一般达 ９０％ ） 、无害化彻底 ，焚

化的热量还能用于蒸汽发电等 。其缺点是 ：易产生二次大气污染 。所以焚化过程

542

第 ７章 　旅游环境保护技术



必须在焚化炉中封闭进行 ，焚化炉必须安装除尘和除烟装置 ，这无疑又增加了垃

圾处理的成本 。

（三） 旅游垃圾资源化处理对策与措施

人们称垃圾是 “摆错位置的财富” ，垃圾的资源化处理就是对这种财富的发

掘 。垃圾是一种有开发价值的财富 。垃圾资源化的前提是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

垃圾中的金属 、玻璃 、塑料 、橡胶等物质经分选后提取出来 ，经过加工处理 ，就

能变成有用的资源了 。在德国 ，新闻纸的 ６０％ 、玻璃瓶的 ５０％ 、铜制品的 ４０％ ，

都是从垃圾中回收提取出来的 。在美国 ，钢铁工业中有一半以上的原料是由废旧

汽车提供的 。

垃圾资源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 。改革传统工艺 ，发展物质循环利用

工艺 ，使生产第一种产品的废物 ，成为第二种产品的原料 ，使生产第二种产品的

废物又成为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等等 ，最后只剩下少量废物排入环境 ，这样能

取得经济的 、环境的和社会的多方面的效益 。有关专家曾做过测定 ，每回收利用

一吨废旧物资 ，可节约自然资源近 １２０ 吨 ，节约标煤 １畅４ 吨 ，还可减少近 １０ 吨

的垃圾处理量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估算 ，我国每年还有几百吨废钢铁 、废纸未回

收利用 ；每年扔掉的 ６０ 多亿支废干电池中就有 ７ 万多吨锌 、 １６万吨二氧化锰 、

１ ２００多吨铜 ；每年生产的 １万多吨牙膏皮 ，回收率仅为 ３０％ 。难怪废旧回收业

被经济学家称为 “第二矿业” 。技术人员测算发现 ： １公斤的垃圾相当于 ０畅２ 公

斤煤所产生的热量 。北京市一年产生的 ４５０万吨垃圾就是 ９０ 万吨煤 ，而且烧结

后的炉渣还可以制砖 ，做到物尽其用 。可见 ，垃圾的确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

（四） 白色污染” 的治理

“白色污染” 是指不可自然降解的废弃高分子有机聚合物排放到环境中所形

成的一种现代污染现象 。主要污染物是各种各样的塑料垃圾 ，包括塑料袋 、 地

膜 、快餐盒 、饮料杯 、废电器壳等 。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 ，社会经济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 “白色污染物” 的排放量猛增 ，污染日益严重 ，已到了非

彻底治理不可的程度 。据调查 ，仅北京市每天消耗的快餐盒就达 ２００万个 ，全年

大约 ８亿个 ；每天使用塑料袋大约 ６ ０００万个 ，全年大约 ２１３亿个 。 “白色污染

物” 在城市垃圾总量中所占比重平均大约为 １０％ ，其中上海为 １１畅８４％ ，北京为

１２畅６％ ，深圳高达 １４畅０５％ 。

为了控制住主要交通干线和大城市 “白色污染” 增长的势头 ，从 １９９８年 １０

月起 ，铁路客运以及在长江 、太湖流域营运的交通工具和重点旅游景区已开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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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到 ２０００年底 ，全国已禁止生产 、使用发泡塑料餐

具 ；禁止生产 、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 ；建立生产商负责的包装物强制回收制度 ；

在部分城市进行垃圾分类试点 。

（五） 旅游厕所的建设与管理

１畅 搞好旅游厕所的重要意义

厕所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必备设施 ，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它可

以反映出 ：一个国家国民的卫生习惯 、国民的公德水准 、国民的审美意识 、国民

的受教育程度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不可小视 。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海外旅游者对旅游厕所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以厕所

卫生 、厕所文化 、用厕文明 、卫生洁具革新等为主要内容的 “厕所革命” 已成为

国家推进文明进步的一个切入点 。旅游厕所的建设与管理水平 ，也成为一个国

家 、一个城市 、一个地区 、一个景点 、一个旅游接待单位的总体旅游环境的重要

标志 。在新世纪我国要建设成为世界旅游强国 ，意味着要成为环境优美 、设施完

备 、产品丰富 、服务上乘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全面 、根本改进旅游厕所的状况则

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此外 ，改变中国旅游厕所状况 ，不仅是事关中国旅游质

量 、环境 、形象和声誉的大事 ，是事关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要事 ，而且也是全面

改变全国人民卫生习惯和观念 、推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措施 。

２畅 我国旅游厕所工作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

２００２年国家旅游局召开的全国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研讨会确定 ，当前我国

旅游厕所工作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将我国旅游区 （点） 、旅游线路和旅游城

市等旅游活动场所的所有旅游厕所 ，规划建设成清洁卫生 、安全方便 、 生态环

保 、协调美观 、服务规范的旅游服务设施 ，并要以旅游厕所建设和管理来推动全

国城乡厕所建设与改造的 “厕所革命” ，推动全国人民进一步形成卫生文明的生

活习惯 ，为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做出贡献 。

３畅 我国旅游厕所建设的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虽然已经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 ，

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差距仍然很大 ，旅游厕所 “脏 、乱 、差 、少” 面貌没有

得到根本改变 ，而且随着住宿 、交通 、游览等突出问题的解决 ，厕所问题由 “次

要矛盾” 上升为 “主要矛盾” ，成为一段时间里海内外旅游者投诉的重点 ，目前

仍然是海内外旅游者满意度较低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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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要有全新的观念 。 １９８８年 ２ 月间 ， １０个国家 ２２０位代表在日本东京举

办了 “国际厕所科学文化研讨会” 。正是在这个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口号 ： “公共厕

所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厕所里面有科学 ，有文化 ，要研究发展 。” 随后 ，日本成

立了 “全国公厕科学文化协会” 。该会确定每年 １１月 １１日为日本的 “厕所文化

节” ，日本每年举办一次 “全国公厕日” ，届时议员要亲临公厕现场办公 ；日本还

曾组织了 “厕所文化考察团” 赴欧洲六大城市 ，专门研究西欧各国的厕所现状和

科学管理方法 。

在我国 ，旅游厕所的建设与管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

视 ，从一代一代人的 “茅房” 、 “茅坑” 的称呼中就可见一斑 。因此 ，更新历久形

成的根深蒂固的鄙薄厕所问题的观念 ，提高全社会对加强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的

重要意义的认识 ，教育和引导公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旅游方式 ，推进旅

游厕所建设的现代化 ，的确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 ，更是提高 “两个文明” 建设

水平和民族素质需要抓好的一项具体工作 。所幸的是 ，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有了可

喜的转变 ，在认识上有所突破 。 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 ６ 日 ，我国通过了 枟新世纪中国旅

游厕所建设与管理桂林共识枠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 “厕所宣言” 。它表

明了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在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问题上 ，将以一个新的姿态 ，实现

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决心和信心 。

（２） 重视规划设计与管理 。旅游厕所的选址 、设计和建设 ，要尽量做到与其

周围环境和谐 ，实现数量与质量 、适用与美观的统一 。许多城市在建厕过程中都

十分重视厕所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搭配 ，塑造了一批赏心悦目 、美观实用的 “厕所

精品” 。有的景区的厕所甚至也成了 “景点” ，在扬州瘦西湖畔 ，一座红墙绿顶 、

造型精巧的仿古建厕所几乎被所有初来的游客视为景点 。

重要旅游区 （点） 的厕所还要适当增加文化内涵 ，在为旅游者提供方便场所

的同时 ，发挥赏心悦目的功能 。例如 ，为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

地 ，２００１年 ，武陵源区从旅游厕所着手 ，对厕所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进行调查

研究 ，决定在两年内投入 ８００万元 ，兴建和改扩建 ３０ 个星级旅游厕所 ；并确定

厕所规划设计原则是宜藏不宜露 ，宜小不宜大 ，宜土不宜洋 ，宜暗不宜明 。 ２００２

年初 ，分期建设的黄石寨 、袁家界等首批 ６个星级旅游厕所已投入使用 ，贺龙公

园 、神堂湾 、宝峰湖等 ７处厕所也于 ２００２年年底交付使用 。被称为全市标志性

旅游厕所的水绕四门四星级旅游厕所 ，外以片石为基 ，原木为墙 ，灰瓦盖顶 ，并

饰有古色古香的花格木窗棂 ，富有浓厚的土家族建筑特色 。内部装修也十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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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室内播放轻松的民族音乐 ，空气清洁无异味 ，冲洗设有自动感应装置 ，并为

方便残疾人配装了专用设施 ，厕所前有小桥流水 ，背衬绿树翠竹 ，环境幽雅宜

人 。不仅建设方面要有高水平的规划设计 ，管理方面也要体现高标准 、严要求 。

具体表现为 ：

第一 ，所有旅游厕所都要建立起严格的 、科学的 、持久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卫

生保洁制度 ，普遍达到无污物 、无蚊蝇 、无异味的要求 。

第二 ，所有旅游区 （点） 、餐饮点 、购物点 、文化娱乐点 、游客休息点的旅

游厕所 ，都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建设与管理 ，不断提高现代化 、国际化的水平 。

武陵源风景区厕所为进行长效管理 ，全面实行了公司化运作 ，由专门成立的景区

旅游厕所管理分公司统一管理 ，招聘的管理人员上岗前要进行培训 ，不仅要求规

范服务 ，随时保证清洁卫生 ，还要能用简单的英语会话 。

（３） 注重创新 。在我国 ，建设高标准厕所的最大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 。 泰

安 、桂林 、成都等城市采用创新机制 ，充分调动投资人的积极性 ，集资修建旅游

厕所的做法很值得借鉴 。

泰安市城区公厕改建工程共需资金 １亿多元 ，在没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 ，泰

安市制定了 “谁建设 、谁投资 、谁受益” 的政策 ，将城区公厕改建工程全面推向

市场 ，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公厕管理使用权 。

桂林市则采取了 “以商养厕” 的方式 ，将街区公厕与相应的商业门面 “捆

绑” 起来 ，公开招标 ，一些私营企业 、个体工商 、乡镇农户踊跃报名参加投标 ，

出现了 “要我建公厕” 到 “我要建公厕” 的巨大转变 。

从成都市区到九寨沟风景区 ４００多公里的山路 ，沿途至少有十几处公厕 ，有

趣的是 ，厕所竟然成了公路附近农民致富的新路子 。有一些公厕还是当地的农民

自筹资金修建的 ，大略算一下 ，每人每次上公厕的费用是 ０畅５元 ，按每辆客车上

有 ２０人上厕所算 ，一辆车就可以赚到 １０元钱 ，而每天来往经过的车辆至少不下

１０辆 ，那就是 １００ 多元的收入 ，相当可观 。有的公厕附近还衍生出了修车铺 、

农贸市场 。

另外 ，广州创造了股份制厕所 ，很多旅游城市建设了生态厕所 ，昆明市的新

概念厕所已投入使用 。

（４） 提高科技含量 。在 ２００２年新世纪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研讨会上 ，有关

方面的专家 、学者提出 ：当前 ，我们必须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在提高旅游厕所建设

与管理水平中的作用 ，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领域开花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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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专家们呼吁应有更多的科研设计单位和生产厂家投入厕所建设与管理的设

计创新和科技创新 ，加快我国卫生洁具的升级换代 ，加快经济实用的建厕用材的

推广 ，攻克在建设高标准 “旱厕” 及 “生态厕所” 、 “环保厕所” 、 “流动厕所” 等

方面的技术难关 ，在全方位提高我国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水平的同时 ，让有关科

技成果进入千家万户 ，造福人民群众 。

（５） 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 。我国旅游厕所问题的较好解决 ，是旅游业落实政

府主导型战略的生动实践 。以第一次旅游厕所建设高潮为例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

旅游厕所问题 ，１９９４年 ７ 月 ，国家旅游局和建设部联合发布了 枟解决我国旅游

点厕所问题的若干意见枠 ，启动了在中国旅游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 “旅游

厕所工程” ，掀起了第一次全国建厕大高潮 。 枟意见枠 就厕所建设总体规划 、建设

标准 、后续管理等做了详细规定 ，为当时乃至目前的旅游厕所建设 ，发挥了导向

性作用 。

（６） 拓展旅游厕所建设的广度 。其主要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 ，不但旅游区 （点） 的厕所要规划建设好 ，旅游区 （点） 之间的游客休

息点 、汽车加油站的厕所也要规划建设好 ；

第二 ，不但游览点和旅游线路上的厕所要规划建设好 ，旅游者其他活动场

所 ，包括车站 、码头 、购物点 、文化娱乐场所的厕所也要规划建设好 ；

第三 ，不但直接面向海内外旅游者的各种设施 、场所的厕所要规划建设好 ，

旅游城市面向公众的社会厕所也要大幅度提高建设与管理水平 。

（７） 体现环保理念 。建厕工作对水源要求高 ，同时又有可能引起环境污染 ，

因此在建设过程中 ，要体现环保意识 ，无上下水系统可供依托的山岳型景点厕

所 ，应尽量建在能使污物自然化解 、不造成环境污染的合适地点 ，加强自然通风

措施 ，并采取 “生态厕所” 、 “沼气化粪” 等先进技术 ，以保证厕所外观整洁 ，内

部干净 ，使用安全 。要充分发挥科技这一 “第一生产力” 的作用 ，例如 ，北京八

达岭长城城楼因无上下水管道 ，修建 “泰和通” 免冲式厕所 。一些不能有效解决

上下水问题的海滩 、山岳 、森林草原等类型的旅游景区都可以引进这类厕所 。

（８） 表现人文关怀 。各地旅游厕所的设计和建设 ，还必须按照与国际接轨的

要求 ，对特殊人群给予关注 ：

第一 ，关注妇女 。中高档旅游厕所要适当增加女厕厕位的数量 ，配备适应女

性需求的设施 。

第二 ，关注儿童 。中高档旅游厕所要有专门适应儿童生理的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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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关注残疾人 。中高档旅游厕所要为残疾人提供位置判断方便 、进出方

便 、使用方便的专门设施 。

思考与练习题

１畅 如何保护我国的地质地貌旅游资源及环境 ？

２畅 如何保护水体旅游资源 ？

３畅 改善旅游区的大气环境质量 ，你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 ？

４畅 我国风景名胜区应如何处理旅游垃圾污染 ？

５畅 请结合我国某个少数民族的案例谈谈如何加强对民俗风情和传统文化艺

术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

６畅 怎样保护我国的文物古迹旅游资源与环境 ？

７畅 如何解决我国的旅游厕所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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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绿色旅游区的创建

绿色旅游区创建工作 ，是创建文明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旅游行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高行业竞争力的战略性要求 。本章主要介绍绿色旅游区

的概念 、构成及创建绿色旅游区的意义 ；介绍绿色旅游区的创建的核心内

容 、创建标准和创建方法程序 。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政府积极鼓励和指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 、鼓励引

导消费者消费绿色产品 。所谓绿色产品 ，要求其在产品设计 、生产 、使用 、废弃

的全过程中注意环境行为 ，以使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在设计中 ：考虑资源与能源

的保护利用 ；在生产中 ：采用无废 、少废和清洁生产工艺 ；在使用中 ：有益于公

众健康 ，而不是有损于公众健康 ；废弃后 ：应考虑产品有利于回收和治理 。这是

强调供需平衡的供给方 ，如农业 、能源 、工业 、旅游业和交通如何提高环境绩

效 ；同样对产品需求方 ，也要强调如何在衣 、食 、住 、行 、休闲等方面以减少对

地球承载力压力的方式消费来满足基本需求 、提高生活质量 ；这是可持续发展的

生产和消费方式 。

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 ，对环境负面影响客观存在 ，主要包括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和环境污染问题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开发过程中不合理的设施建

设和发展过程中的践踏 、采摘等方面 。对环境的污染国外以往的研究得出如下结

论 ：第一 ，不论是从能源的消耗情况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来看 ，旅游业内的部分

相关部门可被视为不可持续的 ；第二 ，从全球来看 ，使用石化燃料而导致的温室

气体的排放是旅游业最重要的环境问题 ；第三 ，交通运输业对旅游业环境影响的

作用较大 。在包括住宿 、地方交通和其他活动在内的旅游业内部 ，交通运输业的

环境影响贡献率大致在 ６０％ ～ ９５％ 。 从大范围来看 ，交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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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环境问题的核心 ，在旅游区内部 ，旅游饭店 、交通 、设施建设对土地的占

用都对旅游区生态环境有很大影响 。

绿色旅游区创建工作 ，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的 ，它是创建文明旅游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也是旅游行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高行业竞争力的战略性要求 。

第一节 绿色旅游区概述

旅游行业是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产业 ，能源消耗较大 ，由旅游发展引发的环境

问题日渐突出 ，保护环境的任务重大 。为解决旅游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促进旅

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用尽可能少的消耗资源和环境成本 ，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开展绿色旅游区创建对旅游产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是旅游

产业拓展增长潜力 、培育发展后劲 、塑造行业形象的重要基础 。创绿是建设资源

节约 、环境友好型旅游区的根本手段 。

一 、绿色旅游区创建的意义

１畅 有利于全面推进旅游区资源节约 ，建设环保型生态旅游区

绿色旅游区创建工作是转变行业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 ，通过制定绿色旅游经

济发展规划和技术标准 ，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效绩核算制度 ，实现产业

生态化 ；绿色旅游区创建工作的重点是抓好资源利用 、废弃物产生 、再生资源形

成和游客消费等环节的问题 ，要求旅游区各能源 、资源消耗单位采取一系列措

施 ，达到节约资源 、减少生态成本的目的 ，建设环保生态旅游区 。如酒店行业要

按国家旅游行业标准 LB ／００７ — ２００６要求 ，大力推进所有星级酒店和有条件的非

星级酒店创建 “绿色旅游饭店” ，以学习和贯彻 “绿色旅游饭店” 行业标准为出

发点 ，对照该标准的要求改进管理 ，大力推动建设循环经济的步伐 ，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 ，节约成本的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 ，使旅游区向生态化方向发展 。

２畅 有利于推进旅游区的绿色设计和绿色服务 ，树立良好形象

绿色旅游区创建工作要求在旅游区的建设规划中将环境因素和预防污染措施

纳入 ，在旅游景区景点开发 、旅游设施建设 、旅游饭店宾馆等建筑设计 、室内设

计与装修等方面充分考虑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特别是新建旅游区 、旅游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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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全面使用节能设施和环保材料 ；要求旅游区要尽可能采用中水利用和污水回

收 ，积极利用中水作为绿化景观用水 、环卫用水 ，旅游区水景设计应尽可能利用

非传统水源 ，有条件的旅游区应开展汛期雨水滞蓄回收利用 ；要求旅游区酒店业

应坚持清洁生产 ，保护环境 ；各星级酒店要不断地采取措施 ，使用环保型的清洁

的能源和原料 ；要求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 、综合利用 ，从源头

削减污染 ，减少或者避免生产 、服务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以减轻或消除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其中 ，污水 、锅炉烟尘 、厨房油烟排放和固体废弃物 、噪

声处理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通过一系列严格要求 ，推进旅游区的绿色设计和绿

色服务 ，树立良好旅游区形象 ，对旅游区健康 、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

３畅 有利于在旅游区推广环境友好型旅游度假方式 ，构建和谐旅游区

绿色旅游区创建工作通过制定严格的旅游区消费品废物回收利用制度 、精心

回收和循环利用各种废旧资源 、举办示范性循环利用资源的公益活动等方式 ，减

少旅游区的纪念品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全面倡导旅游者在进景区自带

垃圾袋 ，自觉回收旅游活动产生的垃圾的新观念 ，推广环境友好型旅游度假方

式 ，构建和谐旅游区 。如旅游区酒店业应倡导与旅客共建绿色环境 ，大力推进资

源再利用和再循环 。在确保不降低酒店的设施和服务标准的前提下 ，物品尽可能

地变一次性使用为多次使用 、调剂使用或替代使用 。其中 ，客房床上用品及卫生

间的毛巾等一次性客用品 、客用布草尽量一客一换 ；客房配有大包装 、循环使用

的洗发液 、沐浴液 ；牙刷 、梳子等耗用品做到多次使用 ，减少耗用量 。提供绿色

客房 ，客房建筑装修及噪声符合人体健康要求 ，客房内物品用具及使用符合环保

要求 。酒店餐厅应提供绿色服务 ，使用环保型的设施 、设备和用具 。其中 ，餐厅

不加工和出售以野生保护动物为原料的食品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 、桌布和湿毛

巾 ，不使用不可降解的泡沫塑料饭盒 。通过这一系列节约行为 ，减少资源浪费 ，

减轻环境压力 ，实现和谐发展 。

４畅 有利于提高旅游区生态环境质量 ，保护旅游资源与环境 ，实现旅游

业持续发展

　 　旅游区通过有效的方式向游客宣传绿色消费理念 ，增强群众的环境意识 ，提

升大众的环境保护责任感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倡导与游客共建绿色环境 ，保护

旅游资源与环境 ，提高旅游区生态环境质量 ，实现旅游业持续发展 。

可以说 ，绿色旅游区就是旅游业现在正致力构建的一种新型旅游区 ，它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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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旅游业发展而影响环境 ，反而有效地支援了对自然的保护 ，改善了当地人民的

生活水平 ，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

二 、绿色旅游区的概念 、构成

（一） 绿色旅游区的概念

绿色旅游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概念 ，但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即在能为游客提

供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高质量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源消

耗 ，减少废物产生 ，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旅游区 。

（二） 绿色旅游区的基本构成

绿色旅游区的组成部分一般有 ：

１畅 绿色景区 、景点

绿色旅游景区景点是指那些拥有旅游设施的自然景观 ，通过它们可以帮助游

客探索和了解大自然 ，包括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 、风景

区 、花卉园 、果园 、花展区 、四季花香区 、珍稀植物和树种展示区 、药草园 、植

物栽培区 、蝴蝶园 、鸟园 、鹿园 、动物园 、 天然喷泉和瀑布 、 登山和远足活动

区 、岩石和峡谷控险区 、地下水考察观赏区等 。绿色景区可划分为核心区 、缓冲

区 、旅游服务区和景区边缘村寨接待区等几个部分 。对核心区要严格管理和控

制 ，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 ；在缓冲区可适当进行资源开发和利用 ，开展一

些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旅游活动 ；在旅游服务区设有较多的能为游客提供各种服务

的设施 ，如娱乐场所 ；而景区周边的村寨是游客住宿和餐饮的主要地方 。绿色景

区还可根据游客可欣赏利用的重要资源类型分为内景区和外景区两部分 。在内景

区里面 ，旅游开发利用要适度 ，可允许建造一些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如道路 、

天然小径 、简朴的营地 ，也可允许一些参与人数较少的小规模娱乐活动 ；在外景

区内 ，可设置一些基础设施 ，提供较全面的旅游服务 ，例如铺设良好的道路 ，设

置停车设施 、游客中心 、商店以及较正式的宿营地和过夜住宿设施等 。

绿色景区应具有较强的环境 、安全 、管理和服务意识 ，旅游景区从业人员和

旅游者具有很强的生态意识 ，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和行为 ，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

规范景区建设 ，风景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 ，能展示旅游业的精神风貌 ，具

有良好的生态 、社会和经济效益 。深圳在全国旅游城市中首先提出绿色景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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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理念 ，并着手制定绿色景区标准 ，从七大方面设立了一百多条创建和评定

标准 ，到 ２０１０年努力实现绿色景区的比例达到 ９５％ ，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源消耗 ，

减少废物的产生 ，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随后 ，许多旅游区提出创建绿

色景区景点的理念 ，提出旅游环境保护的有效措施并付诸实施 ，如北京的密云县

等地 ，对改善旅游区环境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

２畅 绿色设施

观景塔 、小亭子 、气象观测台 、天然小径 、生态小径 、控险小径 、宿营地 、

绿色走廊等 ；旅游区服务区 ：大门 、售票处 、入口标识区 ，游人可以直接参与的

民族博物馆 、游客中心 、绿色旅游区教育服务区 ；要减少人为建设对环境的扰

动 ，尽量使用当地原材料 ，建设规模 、体量 、色泽等与环境协调 。

３畅 绿色饭店

旅游区的宾馆 、饭店 、酒店等服务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贯彻环保 、健康 、

安全理念 ，倡导绿色消费 ，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使用资源 ，为顾客提供舒适 、安

全 、有利于人体健康要求的绿色客房和绿色餐饮 ，产生的废水可直接用于浇灌植

物园 ，粪便可集中收集制作沼气 ，沼气再用于照明 ，沼气渣用作植物园肥料 ，构

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提高顾客的消费满意程度和环境保护意识 。

４畅 绿色商场

在旅游区的各商场 、超市 、工艺品商店等商业网点中 ，把绿色理念引入商场

营销各个环节 ，采用无毒无害无污染的绿色饰材和家具 ，选用节约能源 、保护环

境 、高效安全的绿色照明设施 ，提供可降解的环保包装袋 ，创造清洁安静 、空气

清新的购物环境 ，杜绝销售假冒伪劣和对环境有害的商品 ，对员工进行绿色培

训 ，通过店堂布置和公益活动对消费者进行绿色宣传 ，倡导绿色消费 。

５畅 绿色交通

在旅游区的索道 、交通线路 、停车场等推行绿色交通理念 ，规范旅游交通管

理 ，倡导使用工艺水平高 ，节约能源 、使用由太阳能驱动或电能驱动的小车 、清

洁燃料的交通设施和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 ，或者要求旅行者以步代车 。禁止使用

有害环境和干扰生物栖息的其他交通工具 。提高司售人员文明服务水平和乘客环

境意识 ，控制和治理车辆的尾气和噪声污染 ，营造绿色交通环境 。

６畅 绿色产品

在安排游览行程要选择节约型 、环保型 、生态型的景区景点 ，安排游客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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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获得 “绿色饭店” 称号的旅游酒店 ，安排旅游交通要选择符合绿色环保要

求的旅游车辆等 ；对于对资源和环境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的旅游项目和旅游线路 ，

必要时应予以淘汰 ；在组织旅游活动中 ，要切实加强对游客的宣传引导 ，积极向

游客提倡绿色旅游消费 。

７畅 绿色文明社区

所谓绿色文明社区 ，是指具备了一定的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硬件设施 ，建立

了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和公众参与机制的社区 。它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就

硬件而言包括绿色建筑 、社区绿化 、垃圾分类 、污水处理 、节能 、节水和新能源

等设施 ，硬件建设中注意减少自然资源的损耗 ，降低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 。软

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民的环境意识 、态度 、行为和环境责任感等方面 。

在旅游区边缘村寨区建设绿色文明社区 。旅游区边缘村寨区 、部落宅院中的

接待设施 、工艺品加工店等要符合绿色社区建设要求 ，建立完善的社区环境管理

体系和公民参与机制 ，教育居民履行环保责任 ，动员居民参与环保建设 。利用各

种形式 ，普及生态环保和公共卫生知识 ，大力倡导生态 、健康 、文明 、科学的生

活方式 。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 ，塑造绿色社区文化 。认真开展社区环境保护 、垃

圾分类 、节水节能 、绿化美化 、卫生防疫等工作 ，建立绿色志愿者服务队 ，定期

组织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开展 “周末卫生日” 和 “城市清洁日” 等环保活动 。

８畅 绿色单位

对于旅游区的管理和服务业等单位及其他社会单位 ，提升员工文明素质 ，提

高员工环保意识 ，提高行业服务水平 ，按照绿色单位标准提高单位的软 、硬件水

平 ，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 ，认真解决本行业 、本部门 、本单位的环境问

题 ，机关办公节约资源 、能源 ，室内 、院内 、门前环境整洁 ，实现绿化 、美化 ，

为绿色旅游区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

９畅 绿色工地

在旅游区的在建工地要按照绿色建筑及建设规划等的要求 ，提高建筑质量 ，

加强施工现场环境管理 ，防治扬尘 、噪声 、固体废物和废水等造成的环境污染 ，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

１０畅 绿色家庭

在旅游区居住家庭中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 、各种方式大力普及环境科学知

识 ，提高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 ，倡导科学 、文明 、健康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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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提倡环保从我做起 、从家庭做起 ，推行绿色消费 ，实行垃圾分类收集 ，改善

和优化生活环境 ，进一步发挥群众在创绿中的作用 。

（三） 绿色旅游区创建的核心内容

绿色旅游区创建涉及它所涵盖的主要内容 ，从旅游各要素对环境影响分析着

手 ，目前首要解决的是绿色景区 、旅游饭店和绿色交通的创建问题 。

三 、建立绿色旅游区的任务与要求

（一） 设立绿色旅游区建设管理机构

设立绿色旅游区创建机构是创绿工作的基础 ，由绿色旅游区创建机构负责旅

游区创绿工作的组织和领导 ；制定绿色旅游区创建标准和实施细则 ，开展绿色旅

游区设计和规划 ，组织创绿工作的进行 。

（二） 制订绿色旅游区资源使用方案

１畅 节约用水方案

对水资源的使用要实施计划用水 ，定额管理 ，提高水的循环利用率 。在宾

馆 、饭店等接待处 ，安装节水设施 ；在农业观光园 、生态农业 、农家乐等旅游区

要实施节水灌溉 ，使用喷灌 、滴灌等先进灌溉技术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构建

水资源多级利用的循环模式 。

２畅 节能方案

旅游业的能源效率情况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旅游业中能源

消耗主要体现在旅游交通 、旅游饭店 、旅游服务设施运转等方面 ，不同的交通方

式 、不同的饭店 、不同的服务设施其能源使用类型或能源使用量差别很大 ，因

此 ，不同类型的交通 、饭店 、服务设施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差别较大 。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可以使旅游企业达到减少成本和创造新的市场机会的双重目的 。

节能方案要针对旅游区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全面规划 ，力求能量消耗降低到最

低水平 。如节约用电 ，提倡使用节能灯 、节能设备 、节能建筑材料 ，提高太阳

能 、风能的使用比例 。改革设备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如深圳对部分酒店空调进

行全面节能改造 ，每年节约电费超过 １亿元 ，相当于酒店利润的 ３０％ 。

３畅 垃圾回收利用方案

尽量使用环保型清洁能源和原料 ，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 ，改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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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削减污染 ，减少或避免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对于废弃物要分类回收 ，促

使再生资源形成 ，节约资源 。

案 　例

辽宁盘锦生态农业观光旅游

作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示范点的辽宁盘锦生态养殖所 ，围绕着资源的永续利

用和生产的良性循环 ，真正实现了经济与环境效益的 “双赢” 。 １９９２年被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 “５００佳” 光荣称号 。其具体做法见下图 。

盘锦生态农业示意图

（三） 强化环境管理

（１） 杜绝乱垦乱牧 、捕杀和采掘野生动植物现象 ；

（２） 旅游区的旅游活动不破坏景区周围的环境 ；

（３） 停车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尽量建设生态停车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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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进入旅游区和区内游人步道硬化率达到标准要求 ，危险路段要有防护

栏 ，所用材料要与旅游区环境协调 ；

（５） 旅游区内要建立完善的垃圾 、污水处理系统 ，生活污水达标排放 ，固体

废弃物要进行无害化处理 ，垃圾箱分类 ，布局合理 ，与环境协调 ；

（６） 旅游区交通便捷 ，网络化 ；

（７） 使用清洁能源 ；

（８） 环保公厕达标 ；

（９） 旅游区人工建设与环境协调 ，保护有价值的原有建筑及环境 ；

（１０） 旅游区开发项目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

（四） 提供绿色产品及服务

（１） 提供节约型 、环保型 、生态型的景区景点 ，游客住宿选择获得 “绿色饭

店” 称号的旅游酒店 ，旅游交通要选择符合绿色环保要求 。

（２） 建立健全客流控制系统 ，制定合理的游客容量标准 ；制定生态功能分区

保护措施 ，控制景区内居民数量 ，使游人数量能够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心理承

受水平 。

（３） 旅游服务设施 、各类说明和标牌 、标志 、标识齐全 ，设置规范 ，图文清

晰 ，清洁美观 ，保持完好 ，不明显影响生态和景观环境 。景区内显要位置有资源

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标牌 。

（五） 开展绿色教育培训

（１） 对游客进行旅游区资源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 ，共同保护旅游区的自

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 。

（２） 提高区内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素质 ，加强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 、

教育和培训工作 。每年制定宣传 、教育 、培训计划并实施 。

（六） 倡导绿色消费

制订优惠或激励措施 ，倡导绿色消费 ：

（１） 对建设项目招投标 、工程施工以及原材料采购建立并积极推行绿色采

购 、绿色消费制度 ；绿色采购和绿色消费是指建立绿色采购和消费制度 ，优先采

购再生利用产品和经过清洁生产审核 、通过 ISO１４００１ 认证的企业的产品 、国家

认定的环保产品以及通过认证的环境标志产品 、有机食品等 ；在使用中 ，注意节

约及多次重复利用 ，回收废弃用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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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制定鼓励推广使用节能降耗 、节约资源的技术和产品以及废物综合利用

的优惠政策或鼓励措施 。

在区域范围内推广使用节能 、节约资源的产品和技术 ，并制定相应优惠政策

或鼓励措施 。按照循环经济中 ３R 原则 ，鼓励区内单位副产物和废物的交换 、能

量和水的逐级利用 、基础设施和其他设施的共享 ，实现区域整体在经济和环境上

的良好表现 。

（七） 使用绿色技术

（１） 使用热电发联产系统 。 在发电的过程中把产生的热量收集起来加以

利用 。

（２） 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热水系统是对太阳光能的有效利用 。其原

理就是利用太阳光能的收集 ，通过加热器的作用将水加热 。

（３） 使用光生电系统 。光生电系统就是直接将光能转化为电能的系统 ，其核

心部件是太阳能电池 ，也叫光电池 ，它的作用就是将太阳光能转换为电能 。使用

光生电系统的好处是 ：太阳能电池在发电时无噪音 ，不排放有害气体 ，对环境保

护有利 ；这种系统可以就地发电 ，减少运输费用 ；这样的系统安装灵活 ，不易损

坏 ，可以直接安装在屋顶上 ，不占用地面面积 ；光生电技术已日趋成熟 ，而低纯

度的硅材料的使用 ，使成本不断降低 ，效率却逐渐增加 。

（４） 利用风能 。风能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能量流 ，由太阳辐射的热能引起 。人

们利用风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过去人们利用风能来推磨碾碎谷物 、纺织 、推动

船只航行 ，以及抽水 。如今人们利用风能来发电 。例如 ，湖区风大 ，可以在湖区

的游船上或开展渔家乐的渔船上使用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的好处是 ：风是一种可

再生的能源 ；风力发电可有效地利用天然的再生能源 ；风能发电时无噪音 ，不排

放有害气体 ，对环境保护有利 ；与太阳能发电相比 ，风能发电投资少 、成本低 ；

风能发电易于操作 ，维修简便 。

（５） 使用沼气技术 。特别是面积较大的景区 ，为了解决辖区内居民的燃料问

题 ，避免居民砍伐树木 、破坏植被 ，可以在景区内推广沼气使用技术 ；沼气是利

用生物发酵将植物的枝叶 、蔬菜 、动物的粪便等放入沼气池内 ，通过发酵产生沼

气 ，沼气可用来作为生活能源 ，照明 、做饭和发电等 ；沼气作为能源 ，有利于充

分利用资源 ，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并有噪声小 、环境污染小 、经济适用等特

点 。武夷山景区 ２００２年开始在景区内推广沼气使用技术 。张家界一些乡村已经

开始使用沼气 ，效果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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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美化绿化旅游区 。对旅游区进行绿化美化 ，提高绿地覆盖率 。

（八） 开展旅游区绿色营销

旅游区开展绿色营销从哲学的层次讲就是要树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培

养旅游区经营管理者 、从业人员和游客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生态道德观念 、地球

道德观念 ，关注社会 、关注生态 、关注地球 ；在旅游区的服务理念上 ，要建立起

面向游客服务的理念 ，为游客提供使其获得良好旅游经历的各项帮助并体现公平

性 ，如旅游区的无障碍环境设计等 。在旅游产品创新上 ：

（１） 要充分利用可再生野生资源和乡土资源 ，如喝矿泉水 、吃野菜 、尝农家

饭 、住农家屋等 ，这既是一种资源的深化利用 ，提高其附加值 ，又可以普及公众

的环保意识 ；

（２） 开展生态教育活动 ；

（３） 绿色旅游区绿色产品 ，如环保夏令营 、果树认养 、菜田认养等 ，并将生

态教育寓于旅游区的各种活动和景观的建设中 ；

（４） 提供绿色交通方式 ，如电瓶车 、自行车 、畜力车等 ；

（５） 提供绿色住宿设施 ，如乡土风情旅馆 、森林小木屋等 。

第二节 绿色景区的创建

一 、绿色景区创建的目的

传统的旅游开发由于注重经济效益 ，过度开发旅游资源 ，超容量接待游客 ，

产生大量的旅游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损坏景观和自然

环境 ，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 ，生态系统受损等问题 ，对旅游区旅游资源和生态环

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一些旅游点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影响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绿色景区创建以生态理论为指导 ，改变传统的只考虑经济增长 ，强调追求

旅游资源全部资本价值的经济目标的重要性 ；强调旅游开发与资源 、环境保护相

协调 ，保证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

二 、绿色景区的创建标准

（１） 倡导积极的环境道德 ，强化参与者的受欢迎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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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使用使自然环境受到侵蚀破坏的消费模式 ，避免资源退化 ；

（３） 所有的设施和服务都是为了提供方便 ，绝不能喧宾夺主 ，成为旅游吸

引物 ；

（４） 以环境为中心 ，承认并接受环境的现状 ，不能为了人们的方便而去改变

或改造它 ；

（５） 有益于野生动植物和自然环境 ，涵盖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科学效益 、

管理效益和政治效益 ；

（６） 提供和自然环境的直接接触 ；

（７） 积极鼓励当地社区参与旅游活动并使其受益 ，从而有利于对环境价值更

好的认识 ；

（８） 根据提供的教育功能和满意度来对绿色景区进行等级评定 ，而不是看它

的刺激程度或令人兴奋的程度 ；

（９） 绿色景区创建要求管理者和参与者具备较高的环境意识和良好的环境知

识储备 。

三 、绿色景区创建的基本程序

１畅 确立创绿目标 ，制定创绿规划

确定高起点的绿色旅游发展战略目标是创绿工作的核心 。目标机制和详细规

划的建立是绿色旅游工作能够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的基础 。根据旅游景区实际 ，

制定合理可行的目标和实施方案 ，保证创绿工作的进展 。

２畅 建立健全绿色景区考评体系

严格的考评标准体系是绿色旅游景区创建工作能够扎实有效地开展起来的基

础 。根据国家旅游行业标准 ，制定绿色景区考评标准 ，为督促 、检查创绿工作提

供依据 ，这个标准是衡量旅游企业发展标准和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

３畅 全面动员 ，普及绿色知识

提高全员环境意识 ，普及绿色知识 ，是创绿工作实施的重要条件 。深圳市在

创绿工作中 ，十分重视这方面工作 ，取得了良好效果 。各旅游企业要对全体工作

人员进行全面的绿色知识和环境意识培训和教育 ，特别要对资源利用和节约能源

等重要岗位的员工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 。市 、区旅游行政部门和企业要积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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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推广先进经验 ，要利用各种传媒 ，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的宣传活动 ，使游客和居民在旅游活动中广泛接受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旅游理

念 ，为创绿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４畅 实施绿色规划 ，全面开展创绿工作

经过前期工作 ，使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意识和积极性得以提高 ，各有关单位要

将此项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 ，由主要领导亲自抓 。各级旅游行政部门按照规划

要求制定分期的实施计划 ，做到政策到位 、领导到位 、责任到位 、协调到位 。明

确创建的目标和指标 ，建立并实施有关节能 、环保和倡导绿色消费的规章制度 。

企业各级管理者要定期检查酒店各部门的运行情况 ，做到有记录 ，有整改措施 ，

有成效 。

５畅 检查验收

绿色景区评定机构要对 “绿色景区” 进行严格复核 ，对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予

以取消 ；要对推动循环经济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对资源浪费

严重或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 ，由市旅游行政部门会同市环保等部门根据有关法

规 、规章进行处罚 。

第三节 绿色饭店的创建

所谓绿色饭店 ，就是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的软硬件措施 ，使饭店对环境产生

最小的影响 ，同时节能降耗 ，降低饭店的运营成本 ，做到环境保护与饭店经济效

益的和谐统一 。 “绿色饭店” 包含非常广泛的内容 ，而且随着世界环境保护运动

的发展 ，其内容不断更新和完善 。 “绿色饭店” 首先要在提供满足人体健康需要

的产品和服务的前提下 ，要求饭店的建设对环境的破坏最小 ，设备运行对环境的

影响最小 ，物资消耗尽可能降低 。 “绿色饭店” 以降低成本 、转变观念 、节约资

源 、改善环境为其指导原则 ，引导饭店企业积极探索和实践 ，不断总结和交流 ，

相互借鉴 ，通过提高全行业环境管理水平 ，最终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 。

饭店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造绿色饭店是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环节 。饭店业的环境影响虽然不如某些重污染行业严重 ，但也给环境带来程

度不同的隐性或显性的污染及资源的浪费 。饭店需消耗大量的能源 ，同时制造大

量的生活垃圾 。

我国目前在绿色饭店创建上做了很多工作 ，积累了一些经验 。如深圳市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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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饭店很有成效 ，深圳东华假日酒店通过采用空调回收余热技术 、电梯红外感

应技术 、炉灶火焰控制等环保节能技术 ，一年节水 、节电 、节油达 １２０万元 ；三

九丹枫白露酒店通过全面实施节能综合改造 ，能耗指标达到国际酒店业先进水

平 ，每年节约资源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 ２００万元 。 “绿色饭店” 的创建需要企业 、

行业协会 、政府职能部门的有效组织和推动 ，为饭店提供各种信息 、技术帮助 ，

并组织全面的宣传 。

一 、绿色饭店创建的意义

１畅 节约成本

环境问题与饭店经营成本直接相连 ，而恰到好处的管理则可减少饭店在这方

面的费用 。饭店排放的各种废物在收集 、运输和倾倒等方面的费用不断上涨 ，同

时 ，政府的有关处罚力度也在加大 ，饭店需要承受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 。而饭店

把这些废料 ，根据不同的特点再循环使用 ，可以为饭店节约不少资金 。能源是饭

店经营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饭店的照明 、供暖 、通风和空调等方面都离不

开能源 。加强对能源的管理力度 ，节能降耗 ，无疑还大有潜力可挖 。

２畅 适应社会要求

随着国家对环保立法的完善和公众关注程度的提高 ，饭店必然要采取措施来

适应这一大环境的变化 。饭店管理人员应该为自己的饭店量身订做一套建立绿色

饭店的方案与制度 ，使之既适合本身的实际情况 ，又符合国家政策法规 。

３畅 赢得竞争优势

绿色饭店在未来的竞争中无疑处于优势地位 。除了成本低以外 ，还会受到越

来越多顾客的欢迎 。据美国旅游协会的调查 ，仅美国国内就有约 ４ ３００万人自称

是生态旅游者 。数据显示 ，他们宁愿多花 ８畅５％ 的价格 ，也要使用关心生态的旅

游生产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所以通过建设绿色饭店并把自己的努力与社会

公众及时沟通 ，可以为饭店在生态旅游者这一日益壮大的市场中赢得极大地竞争

优势 。

４畅 吸引具有献身精神 、有才能的员工

通过绿色饭店的建设可以使饭店员工看到 ，他们的领导层在赢得商业成功的

同时很关心环境问题 ，使得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在为一个充满爱心并又真正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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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工作 ，这有利于提高员工的能动性 、工作效率和对饭店的信任 ，稳定员工

队伍 ，这将有利于饭店的长远发展 。

５畅 长期的商业效益

通过绿色饭店实施的示范与同行的交流 ，饭店将有助于保证当地环境保护规

划的实施 ，这是饭店长期的商业效益的依靠所在 。

二 、绿色饭店创建的具体内容

２０００年 ８月 ２３ ～ ２５日 ，亚太旅游业协会 （APTA） 在香港举办了第五届年
会 ，饭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其重点讨论的专题之一 。在会上 ，有专家提出 ，绿

色饭店标准至少包括六个要素 ：最低排污量 ；某些物品的回收与再利用 ；能源有

效利用 、贮存与管理 ；新鲜水资源的管理 ；废水管理 ；关注环境保护的采购政

策 ；社会文化的发展 。创建 “绿色饭店” 不仅仅是节约物质 、降低消耗 、降低经

营成本 ，更重要的是要提高饭店产品的质量 。所以饭店必须注意以下方面的问

题 ：设立 “绿色客房” ，提高客房环境质量 ；加强对废弃物的管理 ，努力减少废

弃物的产生 ；积极引导消费者进行 “绿色消费” 。创建 “绿色饭店” 不仅是饭店

发展的需要 ，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归纳起来 ，绿色饭店创建中要关注以下三方

面的内容 ：

１畅 废物管理

废物管理主要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

（１） 重复使用 。饭店中能够实现重复使用的物品应尽量使用可重复利用的材

料制作 。比如说 ，客人洗澡间中摆放的装洗浴液的瓶 ，在客人离店后重新整理房

间时 ，饭店可以专门分类收集 ，送厂家经过清洗消毒之后 ，重新灌注 ，再次利

用 。这无疑减少了废物排放量 ，也减少了所排放废物中的不可降解的成分 ，同时

也降低了成本 。饭店各种物品的循环使用需要员工和顾客的参与 。回收 、加工废

物没有员工的积极主动参与是无法实现的 。

（２） 减少化学药品的使用 。许多化工产品不仅在使用时会对人产生副作用

（如食品添加剂） ，而且在排放后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如含磷的洗衣粉等） ，饭

店可以使用天然的可再生的材料或经过改良的化工产品来加以代替 。

（３） 延长产品使用时间 。饭店应加强各种设施设备的管理 ，能修理和翻新的

就不要重置 。即使需要重置的 ，也应考虑将那些淘汰下来的物质充作其他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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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各种瓷制餐具等 ，要么换到饭店其他部门继续使用 ，要么奖励给员工 ，要么捐

赠给有需要的机构 。

２畅 水资源保护

节水设施与策略不仅是有效的水资源保护计划的基础 ，而且由于它见效快 ，

因此也是饭店业中应用最广泛的措施 。许多设备都可以减少出水量 ，但是这些节

水设备必须与其他保护策略相配合才有效 。例如 ，清洁走廊时用扫帚而不用水

冲 ；客房中也可摆放一些给客人的建议信等材料 ，提醒客人节约用水 。

３畅 能源管理

自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第一次能源危机以来 ，能源的保护已成为西方国家饭店

经营管理者所关心的问题 。在饭店日常经营管理中许多技术都可以达到节约的目

的 ，而不需要另外的资本投入 ，例如 ，控制温度 ，关掉暂时不需要照明的灯和及

时报告存在浪费能源之处 。饭店也可通过在客房中发放特别的小册子等措施 ，鼓

励客人参与节能 。比如提醒客人在睡觉时将温度进行适当调节 ，饭店还可提供可

调节温度的开关并提醒客人调节到他们最合适的温度 。这样既可使饭店的能耗降

低 ，又可让客人满意 。

三 、绿色饭店的建设要求

绿色饭店是指运用环保健康理念 ，坚持绿色管理 ，倡导绿色消费 ，保护生态

和合理使用资源的饭店 ，其核心是在为顾客提供符合环保 、健康要求的绿色客房

和绿色餐饮的基础上 ，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

建设过程中要把握绿色饭店的特点 ，倡导安全 、健康 、环保 。

１畅 饭店的建设对环境的破坏最小

饭店的建设需要使用土地 、绿地 、森林 、水体等资源 ；同时饭店的建筑风格

也会影响到自然景观的质量 ；饭店的建设和经营产生的废弃物排放 ，将影响饭店

周围的生态环境的质量 。所以 ，饭店的建设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 、合理的规划设

计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减少人为的影响和破坏 ，将周围环境质量损失降到最

低点 。

２畅 饭店设备的运行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设备运行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设备消耗的能源 ，二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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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产生的 “三废” 污染 。 饭店所需的燃油 、煤在地球上的储存量是有限

的 ，它们在燃烧的过程中会对大气产生污染 。饭店有大量的设备是以电能带动

的 ，而电的生产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所以饭店应选择节能设备 ，减少对能源的

使用及由此带来的污染 ；饭店还应合理调配和正确操作设备 ，提高设备的运行效

率 ，减少对外界环境的排放 。

３畅 饭店的物资消耗降低到最低

饭店的生产经营离不开对各种物资的消耗 ，物质生产将使用各种资源 ，生产

的过程会产生废弃物的排放 ，影响环境 ；客人的消费过程和对客人的服务过程也

会大量消耗物资 ，同时产生一定数量的废弃物 ，尤其是固体废弃物数量会迅速增

加 ，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 。所以饭店要在内部尽可能实现物资的回收循环

利用 ，减少浪费 ，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排放 ，并以此推动全社会对物资回收再利用

的实现 。

４畅 饭店提供满足人体健康要求的产品

饭店是一个提供人们生活 、休闲 、娱乐的场所 ，其内部生存空间质量直接关

系到人们的健康 。所以饭店首先要确保室内外环境符合安全卫生的标准 ，同时应

努力开发各种环保型产品 、绿色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例如 ，饭店开设绿色客

房 、无烟餐厅 ，提供绿色食品 ，开展保健服务项目等 。饭店还需要通过室内外的

环境绿化 ，为客人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空间 。

５畅 饭店积极参与社会的环境保护活动

（１） 严格执行国家颁布的各项环保法规 ；

（２） 积极配合政府进行各项环境整治工作 ；

（３） 主动为旅游区环境保护做贡献 。

四 、绿色饭店的创建程序

１畅 成立绿色饭店创建机构

绿色饭店创建机构专门进行酒店的环境管理工作 ，定期检查部门环境管理情

况 ，绿色饭店创建机构由饭店总经理任主任 ，饭店各部门负责人参加 ，职责是 ：

分析饭店经营情况 ，适时提出 “创绿构想” ，编制饭店环境管理手册 ，并负责对

员工进行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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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深入调查研究 ，提出活动方案 ，制定环境管理细则

创建绿色饭店活动 ，实施环境管理 ，不是短期行为 ，而是一项长期开展的工

作 。要使创建活动具有生命力 ，持续开展 ，就必须提出一整套的活动方案 、实施

步骤和检查标准 。如创建 “绿色饭店” 活动方案 ；创建 “绿色饭店” 活动的内容

和要求 ；“绿色饭店” 评定标准 ；参加创建 “绿色饭店” 活动申请表及有关报表 。

酒店根据 ISO１４０００标准 ，制定涉及酒店各个部门的环境管理细则 。要求全而细 ，

从酒店的能源系统 、供水系统到办公用品的环境管理 ，均有详细规范 。

３畅 加强员工培训

酒店专门聘请环境管理专家对员工进行 ISO１４０００标准的培训 。使员工理解

为什么酒店要开展绿色运动 ，教会员工更多有关设备系统利用操作方面的知识 ，

提高工作效率 。

４畅 广为宣传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通过举办研讨班 ，提高管理者环境管理水平 ；通过宣传 ，提高公众环保意

识 ，使他们积极参与配合绿色饭店创建活动 。

５畅 聘请专家参与

饭店节能 、降耗和治理污染的课题范围广 、情况复杂 ，而且各饭店存在的问

题也不少 。为了能帮助饭店诊断节能 、环保中的问题 ，帮助饭店解决一些技术难

点 ，可以成立由专家 、学者参加的 “创建绿色饭店指导小组” ，负责提供每个部

门的环境保护建议 ，解决有关技术问题 。包括酒店客房 、洗衣房 、 厨房 、办公

室 、餐厅等最佳的环境保护举措 、采购建议等 。

五 、绿色饭店评定标准

国家经贸委出台了 枟绿色饭店等级评定规定枠 国家行业标准 ，根据评定标

准 ，绿色饭店必须具有相应的公共安全设施和食品安全保证系统 ，必须给消费者

提供安全 、健康的环境和食物 。 枟规定枠 要求 ，绿色饭店将能源消耗降到最低 ，

对没有用完的香皂 、浴液等一次性消耗用品 ，可以不再进行添加或更换 ；以前饭

店服务规范要求每天更换毛巾 、浴衣等棉织品 ，现在改为根据顾客的意见更换 。

此外 ，绿色饭店将禁止销售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食品 ，不能使用一次性木制筷

子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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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枟规定枠 ，我国绿色饭店分为 ５个等级 ，以银杏叶为标识 ，最高级别为五

张银杏叶 。绿色饭店由中国饭店协会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定 ，用安全 、健康 、

环保 ３项指标对饭店企业进行评价与分级 。

安全是指饭店具有相应的公共安全设施和食品安全保证系统 。健康是指饭店

为消费者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服务和产品 。环保是指饭店经营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 、节能降耗 。绿色饭店分为 A 级到 AAAAA 级 ５ 个等级 ，用具有中国特色的

银杏叶为标识 。这一标准是在中国饭店协会制定 、试行的 枟绿色饭店等级评定规

定枠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后 ，由国家经贸委作为国家行业标准正式发布的 。 枟绿色

饭店等级评定规定枠 的实施 ，为评价饭店环境管理工作提供了硬性指标 ，使评价

工作有章可循 。这对推动和加快中国整个旅游产业的绿色化建设将起到积极作

用 ，也将促使中国宾馆饭店业告别以大量耗费资源为特征的传统经营模式 ，开始

进入到注重生态环保 、讲求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绿色饭店新时期 。

第四节 绿色交通的创建

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支柱 。目前旅游区中 ，汽车是主要交通工具 。但旅游区

汽车不断增长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 。目前 ，由于我国内地汽车油耗量

高 ，污染控制水平低 ，汽车排放污染物对旅游区大气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部分旅

游区交通噪声严重超过国家标准 ，汽车停车场建设占用大量土地 ，使旅游区生态

环境承受很大的压力 。旅游区创建绿色交通十分必要 。创建绿色交通 ，从宏观上

考虑要解决替代能源问题 ，改善交通运输以石油为主体的能耗结构 。铁路运输

大力发展能力大 、成本低 、无污染的电力机车牵引 ，电气化是发展的主方向 。汽

车运输应在推广无铅汽油的基础上 ，积极研制开发液化天然气和电动力汽车 。船

舶动力要积极研究开发煤液化技术和煤液化燃料 。对交通的土地利用进行有远见

的规划 。在过去 ，土地利用规划多偏重于经济效益和技术可行性 ，但是对环境保

护方面的社会效益研究不够 ，因此 ，今后的规划决策中应将环境保护作为主要因

素予以考虑 。建设高速公路 、铁路要防止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 ，在生态脆弱区 、

环境敏感区 ，交通线路的建设应与生态保护 、生态恢复工作同步进行 。

旅游区绿色交通创建要做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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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树立绿色交通理念

在旅游区的索道 、交通线路 、停车场等推行绿色交通理念 ，绿色交通系统是

一种交通系统 ，它具有以下特点 ： （１） 允许个人和社会安全地和以与人类生态系

统键康一致的方式获得基本交通需求 ，并保障代内和代间的平等 。 （２） 在费用上

可以承受 ，能够高效率地运转 ，提供不同交通方式的选择 ，并支持经济的活跃发

展 。 （３） 限制污染物排放和废物的产生 ，使我们所处的地球有能力吸收这些污染

物和废物 ，使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最小化 ，再使用和再循环 ，并使土地使用和噪

声产生最小化 。

二 、制定绿色交通发展规划

结合旅游区发展规划 ，制定旅游交通发展规划 ，对交通的土地利用进行合理

规划 ，限制和杜绝对旅游区造成危害的旅游交通开发行为 ；确定旅游区交通容

量 ；确定交通工具类型 、数量 、停车场发展规模 ；制定旅游区交通噪声控制标

准 ；制定旅游区环保交通工具的发展规划 ，进行旅游区环保交通核算投资量 ，把

旅游区绿色交通发展规划纳入旅游区规划中 ，确保实施 。

三 、规范旅游交通管理

旅游区要制定旅游交通管理办法和奖惩办法 ，倡导使用工艺水平高 ，节约能

源 、使用在太阳能驱动或电能驱动的小车清洁燃料的交通设施和自行车作为交通

工具 ，或者要求旅行者以步代车 ，对响应者给予奖励 ；禁止使用有害环境和干扰

生物栖息的其他交通工具 ，违者给予一定的处罚 。

四 、提高司售人员文明服务水平

通过提高司售人员文明服务水平 ，控制和治理车辆的尾气和噪声污染 。提高

游客环境意识 ，有利于积极配合旅游区创建绿色交通的要求 ，营造绿色交通

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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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高旅游者和其他乘客环境意识

创建绿色离不开旅游者 、旅游地居民的理解与参与 ，提高旅游者和旅游地居

民环保意识是一项长期任务 。无论是交通运输的从业者还是消费者 ，在尽情享用

现代化交通提供的便利时 ，都有责任服从管理 ，维护环境 。铁路客运要进一步强

化管理 ，防止 “白色污染” 。海洋 、水路客运 ，应通过强化管理 ，改变生活垃圾

向海域 、水域任意排放的局面 。海洋运输要完善紧急救助措施 ，尽可能减少由于

船舶泄漏而造成的海洋污染 。

思考与练习题

１畅 创建绿色旅游区有何意义 ？

２畅 简述绿色旅游区的概念与构成 。

３畅 简述创建绿色旅游区的任务与要求 。

４畅 简述创建绿色景区的程序 。

５畅 简述创建绿色饭店的意义 。

６畅 简述创建绿色饭店的内容和程序 。

７畅 什么是绿色交通 ？绿色交通创建中应关注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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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与环境质量认证

本章主要介绍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现状和发展趋势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

理的意义和内容 ，介绍 ISO１４０００标准 、 “绿色环球 ２１” 标准及我国旅游区

ISO１４０００ 、 “绿色环球 ２１” 标准认证概况 、认证方法和 ISO１４０００ 国家示范
区创建标准及评价方法 。

第一节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

一 、旅游标准化管理的背景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 ，特别是近年来 ，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新的休假制

度的实施 ，人们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和休闲时间大大增加 ，旅游消费需求迅速膨

胀 ，旅游市场日趋火爆 ，以假日旅游充当先锋的假日经济扑面而来 ，有效地拉动

了国民经济增长 ，引起了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高度重视 。全国各地出

现了一股旅游开发热潮 。旅游景区 、景点的开发 ，作为我国旅游业重要的生产力

要素 ，在增加旅游产品供给 ，丰富产品内容 、增加国民收入 、满足游客需求等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 ，由于旅游区 （点） 归口不一 ，行业管理滞后 ，经营管

理 、服务质量 、设施要求没有统一的标准等原因 ，一些旅游区 （点） 存在着管理

水平低下 ，环境秩序混乱 ，服务质量低劣 ，旅游资源保护不力等问题 ，特别是每

年 “五一” “十一” 旅游黄金周期间 ，各旅游地特别是精华旅游地客流呈多倍增

长 ，给各旅游区 （点） 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暴露出了安全质量 、服务质量 、

管理质量等方面的突出矛盾 ，给游客带来了诸多不便和遗憾 ，也严重影响了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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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安全 ，表现在 ：

１畅 环境保护不力 ，损害可持续的环境基础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环境卫生带来的污染问题 ，由于生活垃

圾处理不好 ，造成旅游区 （点） 卫生不好 。客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卫生条件 。因

卫生不好产生的污染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二是资源退化问题 ，资源退化既有客流

量大造成的自然退化 ，也有保护不力造成的退化 ，还有同客人心理期望值反差太

大造成的 “心理退化” ；三是环保技术不过关造成的技术问题 。

２畅 破坏性建设加剧

由旅游引发的建设性破坏是目前旅游区普遍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自然景区很

多都存在城市化问题 ，有些自然旅游区规划本身就不合理 ，造成这些旅游区城市

化设施建设泛滥 ，达到极端 ，使旅游资源大大贬值 。一些区域农民办旅游过程中

造成农村建设庸俗化问题 ，本来很好的中国民居 ，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 ，但庸俗

化的改造将不少民居的外墙都贴上了瓷砖 、马赛克 ，显得不伦不类 。还有一些本

来很美的小城市 ，对游客很有吸引力 ，现在也因建筑物外观变化 ，给人以 “马赛

克一条街” 的印象 。这些都是破坏性的开发建设 。从大的方面讲是管理体制的问

题 ，从深层次分析是文化素质问题 。实施标准化管理就是要引导旅游区建设真正

实现现代化 、国际化 ，而不是盲目模仿城市去搞建设 。

３畅 资源和产品不匹配

有很多旅游区资源是一流的 ，但形成的产品是二流的 、三流的 ，甚至是末流

的 。资源和产品的不匹配 ，集中体现在配套上不去 ；其要害就是缺乏一套标准 ，

缺乏相应的指导 、规范 ，使潜在的吸引力无法转化为现实 。

４畅 质价不符

现阶段旅游发展中 ，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旅游区 （点） 只强调资源品位不

强调综合质量 。资源品位是旅游区 （点） 的基础 ，没有好的资源就没有相应的吸

引力 。但是 ，如果只强调资源品位不强调综合质量 ，就会造成严重的质价不符 ，

客人来了就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形成 “不来终生遗憾 ，来了遗憾终生” 。 “不来终

生遗憾” 说的是资源的品位 ， “来了遗憾终生” 则说明了综合质量太差 。解决质

价不符的问题就要靠标准 ，并通过落实标准最终解决综合质量的问题 ，标准是进

行综合质量的评价 、综合质量的判断的根本依据 。

５畅 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

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涉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这里面有两个关系需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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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一是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 。应该是以保护为前提 ，以保护为基础 ，适度

开发 ，合理开发 。二是产品和市场的关系 。原先的旅游开发是有什么做什么 ，遍

地开花 ，这是早期的必然现象 ，现在应该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需求了 ，否则 ，

经济效益就会受到影响 。应该是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这就是产品和市场的关

系 。市场需要精品 ，需要高质量的产品 ，旅游区产品就应该努力往高质量的方面

发展 。现在 ，在开发和保护 、产品和市场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上 ，都存在认识上

的偏颇 。认识上有偏颇 ，行为上就有偏差 ，自然而然就造成一些影响 ，从根本上

影响可持续发展 。

总体来说 ，上述问题虽然原因非常复杂 ，但可以通过推行标准化来努力解决

或缓和其中的若干问题 。

为加强旅游区 （点） 的规范化管理 ，消除上述矛盾与问题 ，１９９９ 年 ６月 １４

日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正式批准和颁布了 枟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

定枠 国家标准 （GB ／T１７７７５ — １９９９） 。该标准已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由

国家旅游局负责归口管理 。这一国家标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化管理标准 ，对

于加强旅游区 （点） 两个文明建设 ，进一步提高和规范旅游区服务质量 、环境质

量以及综合质量 ，推进旅游区确立正确的市场形象 ，加强旅游行业管理和服务力

度 ，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及国家旅游局对此十分重视 ，

国家旅游局甚至把推行这一国家标准列为 ２０００年 “五大战役” 之一 。在 ２００１年

１月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 ，１８７家景区 （点） 获首批国家 AAAA 级旅游区
称号 。

二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的内容

１畅 旅游区 （点） 标准化管理的主要内容

根据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枠 规定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

统一规定 ，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 ，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 ，

由主管机构批准 ，以特定形式发布 ，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 。旅游区 （点）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 ：如何加强管理 ？如何提高服务质

量 ？如何在竞争中取得游客的信任以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标准化工作是科学管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施标准化管理并通过质量等级的评定是解决上述课题的有

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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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是旅游区标准化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旅游区 （点） 实施标准化管理重点要解决三大问题 ，即 ： “服务质量和环境

质量” 、 “景观质量” 和 “游客意见” 。 “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 包括旅游交通 、游

览 、旅游安全 、卫生 、通讯 、旅游购物 、 综合管理 、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内

容 ； “景观质量” 包括资源要素价值与景观市场价值 ； “游客意见” 是旅游区

（点） 标准化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包括总体印象 、 可进入性 、游路设置 、旅游

安排 、观景设施 、路标指示 、景物介绍牌 、宣传资料 、讲解服务 、安全保障 、环

境卫生 、旅游厕所 、邮电服务 、购物 、餐饮 、旅游秩序 、景物保护等内容 。

上述分析表明 ，旅游区标准化管理的主要切入点是环境 、质量 、秩序和安全

四要素 ，其中 ，环境管理的标准化是旅游区标准化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 ISO 系
列标准的宗旨是 ：支持环境保护工作 ，改善并维持生态环境质量 ，减少人类各项

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使之与社会经济发展达到平衡 ，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

三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的意义

旅游业是当今发展最迅速 、产值最高 、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类型 ，由于

经济效益显著而备受关注 ，被誉为 “朝阳产业” ，发展势头凶猛 。旅游业在经济

方面的成功掩盖了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与破坏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人们认

为旅游与环境之间不存在矛盾 ，认为旅游是 “无烟产业” ，对环境不构成污染 。

然而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近年来由旅游业引发的环境问题不断出现 ，甚至影响

到旅游业的正常 、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不加重视 ，旅游业发展就没有未来 。因此

环境保护工作是旅游区工作的当务之急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旅游业持续发展的

基础 。

实施旅游区环境标准化管理有利于促进环境的保护 。环境保护不仅是开发建

设的问题 ，也包括日常的管理 ，如污水处理等 。再好的山水和满地的垃圾结合在

一起也会大大贬值 ，不能只讲山水不讲环境 。类似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普遍存

在 。而且加强环保本身也是对旅游者权益的保障 ，是对旅游区 （点） 可持续发展

的保证 。

实施旅游区环境标准化管理是旅游环境管理法制化的重要标志 ，有利于旅游

区全体员工环境意识提高 、爱护环境 、节约资源 ；有利于节能降耗 ，减少污染物

排放 ；有利于废物处理与回收利用 ，减少二次污染 ，实现旅游区资源的保护和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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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控制 。

实施旅游区环境标准化管理是也是向公众展示旅游区良好形象和社会责任的

佐证和媒介 ，展示旅游区在旅游开发和经营过程中遵守环境法律 、法规 ，加强环

境规划 ，明确职责 ，用国际标准来规范旅游区的环境行为 ，改善环境绩效 ，节约

资源 、降低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 ，有利于树立旅游区良好形象 ，扩大影响力 ，实

现旅游经济良性发展 。

实施旅游区环境标准化管理 ，是对旅游业发展的更高要求 。国家旅游局提出

了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 ，就是要使旅游业在今后保持持续倍

增 ，持续的倍增就需要有良好的资源与环境作支撑 。旅游强国的目标有赖于在旅

游市场中建设一大批品位高 、吸引力强的旅游精品 ，客观上就要求处于旅游吸引

力最前端的旅游区 （点） 发展要加速 、 管理要加强 、 服务要提高 。 在旅游区

（点） 实施以环境标准化管理为核心的标准化管理 ，是促进旅游产品建设 ，树立

旅游精品的一项重要手段 ，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加速器 。从旅游业发展的角度来

说 ，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 。

四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

旅游区 （点） 是中国旅游业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和旅游创汇创收的来源 ，是旅

游者参观游览的目的 ，在旅游业的发展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就其他行业

的发展来说 ，旅游区 （点） 是一个增长极和扩散极 ；旅游区 （点） 是地方形象的

突出代表 ，是城市的名片 。旅游环境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背景甚至是重要资源

是旅游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因此 ，旅游区环境规范化管理十分重要 。旅游区环

境标准化管理与旅游区标准化管理正在受到重视 。

１畅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现状

为了在旅游区 （点） 实行标准化管理 ，国家旅游局会同北京市旅游局组织专

家先后赴北京 、云南 、四川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工作 ，多次召开座谈研讨会 ，

经过 ３年多时间的准备工作 ，对有关标准草案进行反复修改 ，并广泛征求了各

省 、自治区 、直辖市旅游局和建设 、林业 、卫生 、环保 、文物 、工商等相关部门

的意见 。 １９９９年 ４月 １６日 ，国家旅游局在北京召开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扩大会议 ，对标准进行了技术审查 ；在通过审查后 ，又根据专家们所提意见作了

进一步修改完善 ，然后正式上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批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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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９９年 ４ 月 １６ 日正式批准发布了 枟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枠

（GB T１７７７５ — １９９９） 国家标准 ，并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月 １日起正式实施 。这个 枟标

准枠 不但是旅游行业管理部门管理旅游区 （点） 的第一项国家标准 ，也是我国在

旅游标准化建设方面的一个创举 ，是借鉴国际经验 、体现时代精神 、用全新的理

念和科学的办法促进我国旅游区 （点） 迈向保护 、开发 、建设 、经营和管理新高

度的一项重大举措 。 枟标准枠 正式发布以后 ，为了做好有关实施工作 ，国家旅游

局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是先后制定下发了 枟关于切实做好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

评定工作的通知枠 （旅计财发 〔１９９９〕 １６４号） ，制定了 枟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

评定办法枠 ，明确了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的权限 ；二是成立了以局长为主

任的国家旅游局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及由局计划财务司具体负责的

办公室 ；三是复函北京市 、海南省和云南省人民政府 ，同意他们开展试点评定工

作的要求 ；四是组织有关专家 ，研究制定了 枟旅游区 （点） 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

评分细则枠 、 枟景观质量评分细则枠 、 枟游客意见评分细则枠 等三项具体工作细则 ，

其中 ，都涉及环境质量方面的要求和具体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征求意见和试

评工作 。经过一年时间的积极筹备和探索 ，国家旅游局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１ ～ ２２

日 ，在成都召开了 “全国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宣贯会议暨第一期检查

员培训班” ，对全国如何开展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从

组织上 、政策上和技术保障上为全面开展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工作打下了

基础 。 ２０００年 ８月 ，国家旅游局又发出了 枟关于全面开展旅游区 （点） 质量等

级评定工作的通知枠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项工作 ，至 ２０００年末 ，全国已有

１８７家首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旅游区 （点） 正式通过国家级旅游区 （点） 的评定 。

２畅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发展趋势

因为旅游区 （点） 本身的特点 ，一个旅游区 （点） 往往兼具了吃 、住 、行 、

游 、购 、娱等旅游要素 ，导致了在旅游区 （点） 实施标准化管理的复杂性和较高

的难度 ，它包括质量 、环境 、安全 、秩序等方面的标准化要求 ，其中 “质量” 和

“环境” 方面的标准化可以借助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 ISO９０００ 和 ISO１４０００ 系
列标准 ，同时要强调旅游区 （点） 大体上可以归为服务行业 ，而质量对于服务业

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为只有提供满足要求的服务 ，才能使游客满意 ，赢得游客

的信任并占领市场 。良好的环境质量是旅游区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基础条件 。针对

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环境问题 ，在旅游区 （点） 还必须紧紧与环境管理体系

结合起来 ，从大的方面说 ，这是与国际接轨 ，消除 “绿色壁垒” ；从小的方面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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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势必形成对环

境的更高要求 。在旅游区 （点） 实施环境管理标准化后 ，既能推进旅游区 （点）

本身的国际化 、现代化 ，并能使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不断感受到心灵的净化并增

强现代意识 ，同时 ，对于国家的风景名胜事业 、文物保护事业 、环保事业 、林业

等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无论对国家 、地区 、企业或个人来说都是有利的 ，可

以说在旅游区实施标准化管理 ，最根本的目的是达到一个双赢 、多赢 、共赢的局

面 。为了解决目前我国旅游区 （点） 环境管理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实施

ISO１４０００ 、 “绿色环球 ２１” 标准化无疑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 。

第二节 旅游区环境质量认证

一 、 ISO14000标准概述

（一） ISO14000标准体系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是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它是继 ISO９０００ 之后颁布的第二

个管理体系系列标准 ，目前已为 １２０多个国家采用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

由各国制定的环境法规及标准由于存有经济 、技术 、地理文化等差异性 ，在商品

出口中导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形成 “绿色壁垒” 。国内许多出口企业近年来

即屡遭 “绿色壁垒” 的挑战 。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 １９９２年 “环境特别咨询

组” （SAGE） 设立并对 ISO 提出建议 ，要求制定像质量管理标准一样制定环境

管理体系标准 ，以加强组织不断改进其环境行为的能力和对组织的环境管理能力

评价 。根据 SAGE的建议 ， ISO于 １９９３年正式成立 ISO ／TC２０７环境管理技术委
员会 ，负责研究制定环境管理标准 ，以促进组织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改善组织的

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减少污染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通过制定统一

的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和环境认证规定 ，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由环境问题造成的

贸易壁垒 ，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获取 ISO１４０００认证 ，是企业突破 “绿色壁

垒” 的得力武器 。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作为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的核心 ，是旅游区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并开展审核认证的根本准则 。目前 ，国内外所进行的 ISO１４０００ 认
证即指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ISO１４０００标准是一项旨在规范各类组织和行业的环境行为 ，促进资源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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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能源 ，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减少和预防污染 ，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改善环境

质量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系列综合管理型国际标准 。 ISO１４０００ 系列标准
是由多种类别标准构成的一个系列标准 （或称族标准） ，它包括了环境管理体系 、

环境审核 、环境标志 、生命周期评价等国际环境管理领域内的许多焦点问题 。国

际标准化组织给 ISO１４０００ 系列标准预留了 １００ 个标准号 ，编号从 ISO１４００１ 至
ISO１４１００ （见图 ９ １） 。如图 ９ １所示标准 ，按照性质功能分类 ，分为三类 ，即

基础标准 、评价组织的标准 、评价产品的标准 。基础标准 ：术语和定义 ；评价组

织的标准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环境审核标准 、环境行为评价标准 ；评价产品的

标准 ：产品标准中的环境因素 、环境标志标准 、生命周期评价标准 。三类标准之

间逻辑关系如图 ９ ２ 。

图 9 1 　 ISO14000标准组成体系

（二） ISO14000标准基本要求
（１） 要求建立文件化的环境管理体系 ；

（２） 制定环境方针 ，做出环境保护的承诺 ；

（３） 识别企业的环境因素 ，制定目标 、指标以改善环境状况 ；

（４） 要求污染预防 ，持续改进 ，遵守法律法规 ；

（５） 针对企业的重要环境岗位 ，建立作业程序加以控制 ；

（６） 注重各方面的信息沟通 ；

（７） 要求对紧急突发事件 ，建立应急和响应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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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 　 ISO标准之间逻辑关系

（三） ISO14000标准的特点
（１） 注重体系的完整性 ，是一套科学的环境管理软件 ；

（２） 强调对法律法规的符合性 ，但对环境行为不作具体规定 ；

（３） 强调污染预防 ，持续改进 ；

（４） 要求对组织的活动进行全过程控制 ；

（５） 广泛适用于各类组织 ；

（６） 与 ISO９０００标准有很强的兼容性 。

（四） 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模式
ISO１４０００标准由环境方针 、策划 、实施与运行 、 检查和纠正 、管理评审 ５

个部分的 １７个要素构成 ，各要素之间有机结合紧密联系 ，形成 PDCA 循环的管
理体系 ，并确保企业的环境行为持续改善 。见图 ９ ３ 。

PDCA 循环管理体系是一个动态的管理系统 ，它是唯物辩证法运动观在管理

过程中的具体化 。事物的矛盾引起运动 ，是一个量变与质变相互转化 、否定与肯

定交替运转的过程 ，整个过程呈现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循环上升并运动 。 PD唱
CA 循环不是简单的再来一次 ，它具有 ３个明显的辩证运动的特征 ：重复性 、反

复性 、回复性 。

重复性是指管理职能的普适性和通用性 ，因此在不同的管理过程或阶段上 ，

经常重复出现 ，当然 ，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上并非完全相同 ；反复性是指管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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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3 　 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模式

前后相互衔接又相互交替 ，来回多次 ，不是一步或仅一次能完成的 ；回复性是指

一个管理过程的起迄点具有同一性 ，其终点的状态似乎是回到原来的始点状态 ，

当然也不是倒退回去 ，而是在新的条件 、新的基础上的回复 。具体来说 ， PDCA
循环是一套科学的管理程序 ，它包含四个阶段 ：即计划 （Plan ） 、 执行 （Do） 、
检查 （Check） 、评价和处理 （Action） 。
第一阶段 ———计划 （Plan） 。 主要活动是按要求和需要并结合自身的条件 ，

制定计划和方案 。对于旅游区来说 ，这就是决策与准备阶段 ，首先取得最高管理

者的承诺和支持 ，然后成立专门的小组 （机构） 来完成前期策划和设计工作 ，同

时管理体系的运行会涉及技术改造 ，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和技术 ，因此 ，旅游区

在体系建立之初应保证资金到位和配备技术力量 。

第二阶段 ———执行 （Do） 。主要活动是按照制定的计划和方案组织实施 。相

282

旅游环境管理　 　 Lüyou Huanjing Guanli



对旅游区来说 ，这是具体的策划与设计阶段 ，这个阶段是管理体系建立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阶段 ，其中包括自我评审 、质量方针 、质量目标和管理方案的制定 ，规

章制度的制定和健全等内容 。

通过自我评审 ，总结 、分析旅游区现有的管理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并编制报

告 ，为旅游区制定切实可行的质量方针和目标提供依据 。制定质量方针应充分考

虑现状 ，针对旅游区本身的特点指出质量目标 、指标的总体框架 ；质量目标应具

体 ，指标应予量化 ；为实现质量目标 、指标 ，须制订操作性较强的管理方案 ，确

认方法措施 、进度 、执行部门 、责任人 、资金预算等 ，以保证目标的按期完成 。

为保证与标准化管理有关的活动在程序规定条件下运行 ，旅游区应加强和健全制

度化建设 。管理方案是针对可直接制定目标 、指标的现状因素 ，其目的性很强 ，

具有一定的改善性和时效性 ，而规章制度则是针对质量方针 、目标 、指标所确定

的相关运行和活动 ，通常是 “异常” 或 “紧急” 情况下可能发生事故的活动 ，相

对较为稳定 。

第三阶段 ———检查 （Check） 。主要活动是对计划和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检
查 。针对旅游区导入标准化管理来说 ，则是由旅游主管部门组织对其实施标准化

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 ，发现并指出问题 ，要求进行整改 。

第四阶段 ———评价和处理 （Action） 。主要活动是根据体系的实际状况和变
化的需要 ，对体系做出综合评价和处理 ，进而提出改进要求 ，以便制定新的计划

和进入下一轮的 PDCA 循环 。 在旅游区实施标准化管理过程中 ，这是一个阶段

性的总结和评估过程 ，具体由国家旅游局评定小组进行综合评价和处理 ，提出更

多要求 ，以促使旅游区向更高层次 、高质量 、高品位发展 ，并维护旅游区的可持

续发展空间 。

（五） ISO14000带给企业的效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实施全球化经济战略 。企

业的环境表现已成为政府 、企业及其他组织采购产品选择服务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之一 。目前 ，一些著名的跨国企业已开始制定实施 ISO１４０００的内部计划 ，并将

ISO１４０００作为对其供应商环境管理的考核标准 。 ISO１４０００是中国企业突破贸易
壁垒 ，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实施 ISO１４０００认证将带给企业明显的绩效 ：

１畅 获取国际贸易的 “绿色通行证”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具有广泛实用性 ，是统一的国际环境管理标准 ，也为国

际贸易提供了一套适用的环境准则 。任何国家不得以环境影响为由设置障碍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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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以消除各国贸易中的绿色壁垒 ，获取国际贸易的 “绿色通行证” 。

２畅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企业自觉遵法 、守法意识

通过实施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对员工进行环境保护方

面的培训 ，使员工对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以及环境保护方法手段有一

个基本认识 ，有利于员工在生产生活中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按照环境保护法

律 、法规以及环境管理体系的规定办事 ，自觉地保护环境 。

３畅 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环境保护积极性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遵循自愿原则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采取

该标准 。该标准的思路是引导企业建立起环境管理的约束机制 ，使组织由被动接

受转为主动采用 。此外 ，市场 、相关方对认证企业的信赖也促使企业积极采用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 。因此 ，如果企业采用 ISO１４０００ 系列标准 ，获得环境认证 ，

将会扩大其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参与 。

４畅 有利于企业节能降耗 ，促进清洁生产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过程预防 ，它要求组织以预防为主 ，

从污染的源头采取措施进行全过程污染控制 ，而不是末端治理 。在全过程中 ，对

本组织的能源消耗和主要原辅材料进行分析 ，找出资源 、能源消耗中的主要问

题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措施 ，改革工艺设备 ，实现节能降耗 ，提高资源 、能

源的利用水平 ，达到污染预防 ，保护环境的目的 ，避免因环境问题所造成的经济

损失 ，减少环境风险 ，实现企业永续发展 。

５畅 树立优秀企业形象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强调持续改进 ，在 PDCE过程中 ，不断发现问题 、解决

问题 、完善管理 ，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 ，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扩大市场份

额 。同时 ，一个企业能对自身环境进行有效管理 、承担责任 ，通常被认为是值得

信赖的组织 ，有利于树立优秀企业形象 。

二 、 “绿色环球 21” 标准概述

（一） “绿色环球 21” 标准简介
目前 ，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 、发展最快的产业 。预计到 ２０１０年 ，旅

游业将创造 ３畅３亿万个就业机会和 １０万亿美元的产值 。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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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为随着旅游的发展 ，旅游目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

加强 ，当地人民收入增加 ，自然与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旅游者与旅游地人民

之间的沟通得以实现 。为此 ，２１世纪的旅游业必将实行更严格的环境管理标准 ，

同时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旅游者也会自觉地寻求 “绿色度假” 和对

环境友好的旅游服务 。目前 ，世界范围内的 “绿色消费” 热潮正是这一发展趋势

的充分体现 。世界旅行旅游理事会 ———全球最大的旅行旅游行业首脑组织 ，正是

基于这一需求 ，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即开始倡导在旅行旅游行业推行 “绿色环球

２１” 标准 。这一标准体系目前已经在亚太旅游协会 （P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
会 （IATA） 、国际宾馆饭店协会 （IHRA） 、世界导游协会联盟 （WFTGA） 等国
际组织和行业部门的支持下成为国际唯一公认的旅行旅游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绿

色” 标志 。

“绿色环球 ２１” 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是针对 ２１世纪旅行旅游行业设计的 ，是

在 “绿色环球 ２１” 评估体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 。实施 “绿色环球 ２１” 标准是

为了帮助旅游企业和旅游景区改善环境质量 、保护当地自然与文化遗产 、促进地

方经济建设 、改善当地人民生活质量和吸引游客 ，并在 枟２１ 世纪议程枠 框架下

推动旅游业健康发展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首脑会议

强调 ，今后十年是世界各国将可持续发展计划化为行动的关键时期 。中国政府领

导人也一再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内容 。 “绿色环球 ２１”

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的引入 ，将帮助中国旅游行业采取实际行动 ，落实可持续发

展的各项具体措施 。同时 ，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也可以将 “绿色环球 ２１” 可

持续旅游国际标准品牌作为考核和评定各种旅游度假区 、景区和旅游企业的重要

手段 ，给 “生态” 、 “绿色” 等时髦标签赋予实际内涵并与国际接轨 。

实施 “绿色环球 ２１” 标准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旅游组织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

感以及让公众了解该组织对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承诺 。从 １９９９年起 ， “绿色环

球 ２１” 开始独立运作 ，成为国际 “绿色环球 ２１” 基金会的一部分 。 “绿色环球

２１” 标准体系是目前全球旅行旅游业唯一被公认的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 。不限规

模大小 、类型和地点 ，只要一个组织承诺改善环境和社会形象即可加入该体系的

认证 。 “绿色环球 ２１” 总部在英国 ，现任主席是 WTTC 的前主席杰弗雷 · 李普

曼先生 ，他是世界旅游组织 （WTO） 的特别顾问 。

“绿色环球 ２１” 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适用于旅行旅游各产业部门 ，包括旅行

社 、航空公司 、飞机场 、旅游列车 、豪华游轮 、游船码头 、旅游客运公司 、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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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宾馆 、 饭店 、别墅住宅区 、度假村 、农家乐 、果园 、 高尔夫球场 、 会议中

心 、科教娱乐中心 、主题公园 、 展览馆 、 博物馆 、 运动场馆 、野营地 、 观光缆

车 、旅游行政管理机构 、 风景区 、 森林公园 、 地质公园 、 自然保护区 、 旅游社

区 、城镇 、旅游专线 、生态旅游等 。

“绿色环球 ２１” 主要关注能源效率改善 、废水处理 、废物的减少和回用 、野

生动植物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等主要问题 ，加入 “绿色环球 ２１” 的企业在为保护

环境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 ，也取得了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据调查 ，悉尼奥林

匹克国家公园的酒店和度假村在采用 “绿色环球 ２１” 设计与建设标准后 ，减少

能源消耗 ３０％ ，减少淡水消耗 ６０％ ；而在牙买加 ，有四家酒店加入 “绿色环球

２１” 后 ，他们的能源消耗平均减少 ２０％ ，淡水消耗减少 １５％ 。

（二） 枟绿色环球 21 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枠 简介

枟绿色环球 ２１ 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枠 是针对生态旅游产品而制定的 。本标准是

由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与澳大利亚可持续旅游合作研究中心共同制定的 。 枟绿

色环球 ２１ 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枠 以澳大利亚自然与生态旅游评估项目的认证标准

的成功实践为基础 ，并进行了改动 ，使之符合国际的需要 。这一标准和认证程序

均采用了 枟莫霍克协定枠 中关于良好的生态旅游必须具备的基本原则 。 枟绿色环

球 ２１ 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枠 的制定还咨询了旅游和生态旅游认证方面的专家 ，并

针对许多国家和不同的生态旅游产品类型开展了一系列试验示范研究 。标准的草

案在 ２００２ 年 ５月的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上提出 ，并且通过公开问卷调查获得修改

建议 ，对其进行了修订 。

“绿色环球 ２１” 拥有 枟绿色环球 ２１ 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枠 的所有发行和管理

权 。 “绿色环球 ２１” 是在全球开展可持续旅行和旅游加盟 ，评估和认证的项目 。

“绿色环球 ２１” 的品牌意味着更好的环境和社会表现以及改善的社区互动 ，通过

减少资源使用和提高效率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需求 ，从而达到节省成本 。

１畅 枟绿色环球 ２１ 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枠 的目标

枟绿色环球 ２１ 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枠 的主旨是促进环境上可持续的生态旅游 ，

为生态旅游产品提供评估环境管理基点实践水平的基础并对生态旅游最佳实践进

行甄别 。进行本标准的认证有利于 ：

（１） 为生态旅游产业提供生态旅游达标评估 。通过对生态旅游实践进行达标

评估 ，鼓励产品的不断改进 ；通过对最佳实践的甄别和奖励 ，勾画生态旅游发

展的蓝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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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帮助主要消费者 （游客） 和次要消费者 （如当地社区 、保护区管理者 、

旅游业者） 认识真正的生态旅游产品 。

（３） 保护地方和全球环境质量 。

（４） 鼓励为当地社区和保护区作贡献 。

（５） 通过减少浪费和提高效率来增加利润 。

２畅 生态旅游认证的等级

枟绿色环球 ２１ 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枠 包括两个认证等级 ：一个基本等级和一个

较高等级 。基本等级称为 “生态旅游合格认证” ，较高等级称为 “生态旅游高级

认证” 。

（１） 合格认证 。生态旅游产品符合标准的所有要求 ，达标评估结果表明生态

旅游关键实施领域的全部指标均达到基点实践水平之上 。达到具体的基点量化评

估指标是认证的基本要求 。每个国家的基点都有所不同 。从 ２００３ 年起 ，“绿色环

球 ２１” 已陆续公布制定的各国标准 。

（２） 高级认证 。在上述基础上 ，生态旅游产品进一步改进 ，使 ７５％ 的生态

旅游关键实施领域的指标达到最佳实践水平 。即使产品不能获得高级证书 ，对于

超出基点实践水平 ，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方面 ，绿色环球 ２１ 仍将在认证报告中

给予承认 。

（３） 最佳实践创新认证 。绿色环球 ２１ 鼓励企业创新以达到不断改进之目的 。

如上所述 ，获得生态旅游产品高级证书的条件是首先通过达标评估使得各项指标

均超过基点实践水平 ，然后使 ７５％ 的生态旅游关键实施领域的指标达到最佳实

践水平 。由于资源利用 （如能源和水的利用） 、建筑设计 、科学突破以及其他方

面技术进步的影响 ，生态旅游仍然在不断演变 ，因此 ，现行的最佳实践有可能发

展到更高水平的最佳实践 。

枟绿色环球 ２１ 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枠 鼓励创新和最佳实践 。根据生态旅游产品

八大原则的指引 ，在某个实施领域做出超过最佳实践要求的努力 ，或者对改善八

大要素方面有原创性的实践 ，通过实地考察 ，可以授予 “最佳实践创新证书” 。

企业申请 “最佳实践创新” 认证 ，须在申请产品认证的同时提出 。

三 、我国旅游区环境管理对国际标准认证的引入概况

我国旅游区也开始重视环境质量认证工作 ，我国在旅游环境管理上已经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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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上通用的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和 ISO１４０００认证体系 。

武汉黄鹤楼公园是我国首家通过 ISO１４０００国际环境质量体系认证的旅游区 。

目前已有部分旅游区如深圳的锦绣中华景区 、长春市的净月潭景区 、苏州的苏州

乐园 、杭州的杭州宋城等旅游区通过了 ISO１４０００ 环境质量认证 。位于四川阿坝

九寨沟通过了 “绿色环球 ２１” 亚太国际组织颁发的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合格证

书 ，从而成为我国首家获此殊荣的度假区 。宜宾蜀南竹海风景区管理局也正式通

过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 。蜀南竹海是世界第一家通过认证的唯一以竹类生态保

护为主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 ，我国风景名胜区事业蓬勃发展 ，但不少风景名胜区在环

境 、资源保护方面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 国家有关部门也十分重视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质量认证 、 “绿色环球 ２１” 标准认证 。为切实提高全国风景名胜区

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 ，贯彻 “严格保护 、统一管理 、合理开发 、永续利用” 的方

针 ，根据部分已经通过 ISO１４０００ 认证的风景名胜区的经验 ，建设部和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决定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开展创建 ISO１４０００ 国家示范区活动 ，并制

定了 枟创建国家示范区实施办法枠 。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国家环境护总局 （环函

〔２００１〕 ２２０号） 批准广东省肇庆市星湖风景名胜区为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 。

四 、我国旅游业 ISO14000 、 “绿色环球 21” 标准认证

（一） 我国旅游业 ISO14000标准认证
国际化标准组织制定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标准 ，目的是促进贸易自由化 ，减少并

最终消除绿色壁垒 。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先机 ，各组织纷纷进行 ISO１４０００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 。

１畅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定义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指由获得认证资格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依据审核准

则 ，对被审核方的环境管理体系通过实施审核及认证评定 ，确认被审核方的环境

管理体系的符合性及有效性 ，并颁发证书与标志的过程 。

我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国家认可制度的基本框架 ：

（１） 认证机构必须经过国家认可 。在我国实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认证机构

（包括国外认证机构） 必须接受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B） 的评审 ，

获得认可资格后方可开展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活动 。认证机构必须在认可的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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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认可业务范围规定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工作 ，且一切活动均应遵守 CNAB
规定的相关准则 ，接受 CNAB的监督管理 。

（２） 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员必须具有国家注册资格 。在我国从事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的审核员必须经中国认证人员国家注册委员会 （CNAT ） 评审 ，取得国家注

册资格 。凡符合规定的国家注册审核员基本条件者 ，均可向 CNAT 提出注册申
请 ，经过规定的考核评定后 ，由 CNAT 批准注册 ，获得注册资格的审核员可按

有关准则从事认证活动 。

（３） 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员培训机构 、教材必须经 CNAT 认可批准 。 CNAT
制定了相应的准则 ，对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员培训课程 、培训教材 、培训机构及培

训师资进行评审认可 。从事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员培训工作的机构必须满足相应的

要求 ，经 CNAT 审核批准后 ，方可使用经注册的教材 ，按照批准的课程从事培

训活动 。

２畅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原则
（１） 坚持统一管理的原则 。认证工作是一项严肃性 、权威性的工作 ，如果不

实行统一管理 ，将会形成一哄而起 、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 ，进而影响认证工作水

平 ，妨碍认证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也会对我国实现国际互认形成障碍 。

（２） 遵循与国际惯例一致的原则 。由于认证制度与世界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为使 ISO１４０００实施有效地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有力地推进我国

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 ，研究并遵循国际惯例 、努力与国际认证水平保持一致 ，

是我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国家认可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 ，我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国家认可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均以国际惯例为依据 ，从而为实现国际互认奠定

基础 。

（３） 坚持使 ISO１４０００ 的实施与我国现行的环境管理制度紧密结合 。实施

ISO１４００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污染 、促进环境保护 ，推动环境与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制度在基本要求 、程序上既要与国际惯例保持

一致 ，同时 ，又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环境管理体制 、环境法律体系的特点 。

（４） 坚持权威性和公正性的原则 。认证和认可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是保证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工作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 CNAB和 CNAT 在 CNCA 的授权下履
行认可和注册职责 ，接受来自 CNCA 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严格按照国际准则的

要求建立自我约束机制 ，依据规定的准则和程序对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环境

管理体系审核员及培训机构开展评审活动并授予国家认可的注册资格 。从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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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与认可的公正性及权威性 。

３畅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程序
（１） 受理认可申请 。申请机构按环认委秘书处的要求填写申请书并递交相关

材料 ，环认委秘书处对申请资料进行申请评审 ，决定是否受理认可申请 。

（２） 文件评审 。环认委秘书处在受理申请后 ，组织评审组对申请机构的文件

及有关资格进行文件评审 ，并向受评审方提交文件评审报告 。

（３） 现场评审 。在文件评审的基础上 ，评审组织将对申请机构总部实施现场

评审 。对评审中发现的不合格 ，评审组将向受评审方提交不合格报告 ，并要求其

限期纠正 。

（４） 颁发临时认可证书 。在申请机构完成了文件及现场评审的不合格纠正 ，

并经评审组验证关闭后 ，由评审组完成评审报告 ，提出推荐意见 ；经秘书处审核

后报环认委主任审批 ；审批通过后 ，颁发临时认可证书 ，获得临时认可证书的机

构可以开展认证 ，临时证书的有效期为一年 。

（５） 审核观察 （见证审核） 。审核观察是由认可评审员跟随审核组观察审核

的过程 ，其目的在于对认证机构实施认证的能力进行评审 ，以作出最终评审结

论 。获得临时认可证书的机构必须按环认委的要求安排最初的 ２ ～ ３ 个审核项目

由环认委秘书处实施审核观察 ，同时 ，对不同认可业务范围的认证项目进行抽样

评审 。审核观察项目的数量与选择取决于认证机构申请的认可业务范围 。

（６） 颁发认可证书 。在审核观察完成且全部不合格得以纠正并经评审组验证

关闭后 ，由秘书处向环认委提交最终评审报告 ，经环认委认可 ，评定会议评定通

过后 ，环认委主任签发认可证书 。认可证书的有效期为四年 。

（二） 我国 “绿色环球 21” 认证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 “绿色环球 ２１” 于 ２００２年 １０月 １５日签订了在中国

推行 “绿色环球 ２１” 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的合作协议 。

目前 ，“绿色环球 ２１” 正在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浙江

大学等单位密切合作 ，共同协调开展全国的 “绿色环球 ２１” 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

的推广活动 。开展 “绿色环球 ２１” 指标体系研究 ，开展 “绿色环球 ２１” 标准本

土化研究 ，开展 “绿色环球 ２１” 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试验示范 ，并成立专门机构

负责协调 “绿色环球 ２１” 可持续旅游管理咨询服务 ，为开展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

评估培养人才 。

加入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的企业在为保护环境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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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效益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通过节约各种资源

减少了经营成本 。例如 ，在美国 PA 咨询公司对牙买加酒店业环境管理体系进行
的调查中 ，４ 家加入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的酒店分别将用电量减少了 １５畅４ 万千

瓦 、 １７畅４ 万千瓦 、 ７畅６万千瓦和 １４畅７ 万千瓦 ；淡水消耗量分别减少了 ７ ６４４ 吨 、

３１ ２１７畅５５ 吨 、 ４２ ９９７畅５ 吨和 １１ ３７５ 吨 ；平均每间客房每年节约的成本分别为

８８０ 美元 、 ３３０ 美元 、 ５２０ 美元和 １８４ 美元 。效益增加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 ，

通过更好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表现获得了全社会的认可和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例

如 ，连续 ４ 次通过 “绿色环球 ２１” 年度评审的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的卡苏里那

度假村摘取了 ２００４ 年度 “世界遗产大奖” 。该奖项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 枟旅行

者枠 杂志和世界著名自然保护组织 ———保护国际共同设立的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

旅游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大奖 ，用以表彰那些对可持续旅游作出杰出贡献 ，

并在保护自然环境 、造福当地居民以及促进文化传承和交流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的旅游单位和社区 。国际宾馆饭店协会第 ４１ 届年会向 ２００４ 年评选的环境最佳企

业颁发 “环境最佳实践创新奖” ，联合国环境署和 “绿色环球 ２１” 均是该项年度

环境大奖的主要支持者和评审单位 。

目前 ，除了单独的旅游企业加入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之外 ，有越来越多的

旅游企业以组织 、协会或政府管理部门的形式加入 ，更进一步促进了 “绿色环

球 ２１” 项目的发展 。

在中国 ，也有越来越多的旅游企业认识到保护环境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 。在国家环境保护局等单位的支持下 ， “绿色环球 ２１” 先后在四川九寨沟 、

浙江杭州和江苏举办了三期 “绿色环球 ２１” 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的培训班 ，已

经有 １２家单位先后加入绿色环球 ２１认证 。中国第一批通过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

的单位有四川九寨沟 、黄龙自然保护区 ，中国第一批通过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

的五星级宾馆是浙江世贸中心大饭店 。

“绿色环球 ２１” 的引入 ，有助于中国旅游行业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

的各项措施 。同时 ，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也可将绿色环球 ２１ 可持续旅游国际

标准作为考核和评定各种旅游度假区 、景区和旅游业的重要尺度 。

五 、 ISO14000国家示范区创建标准及评价方法

根据部分旅游区通过 ISO１４０００认证的经验 ，建设部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决

192

第 ９章 　旅游环境标准化管理与环境质量认证



定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开展创建国家示范区活动 。 ISO１４０００ 国家示范旅游景
区除满足基本标准外 ，还应满足景区创建标准 。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旅游景区的创建 ，对提高旅游景区环境管理水平 ，促进

旅游区生态安全具有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一些著名旅游区已经通过 ISO１４０００ 国
家示范区验收 ，如厦门鼓浪屿风景名胜区 、南京中山陵园风景名胜区 、普陀山风

景名胜区 、青城山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 、黄山风景名胜区 。

（一） 基本标准

１畅 具有完善的环境管理机构和环境管理职能

（１） 各级组织具有行使环境管理职能的机构 ；

（２） 各级组织具有明确的环境管理责任人 ；

（３） 各级组织能有效行使管理职能 ，实施环境管理体系 。

２畅 建立 ISO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１） 区域最高管理机构按 ISO１４００１ 标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

（２） 根据区域特性制定环境目标 、制度及实施的具体保障措施 。

３畅 通过认证并正式运行

区域最高管理机构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通过认证并正式运行 ６ 个月以上 。辖

区内公共污染治理设施 （包括污水处理场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场等） 管理单位应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区内企业建立 ISO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或认证数
量不断提高 。

４畅 制定优惠或激励措施

（１） 对建设项目招投标 ，工程施工以及原材料采购建立并积极推行绿色采

购 、绿色消费制度 ；

（２） 制定推广使用节能降耗 、节约资源的技术和产品以及废物综合利用的优

惠政策或鼓励措施 。

５畅 宣传 、教育 、培训

提高区内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素质 ，加强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 、教育

和培训工作 。每年制定宣传 、教育 、培训计划并实施 ，对结果予以评价 ，保留相

关实施过程记录 。

６畅 建立预防和应急响应程序和措施

区域应建立应急预案和应急监测系统 ，对潜在的生产安全 、自然灾害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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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等紧急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和应急措施 。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演练 。

７畅 环境管理体系实施记录

建立完整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实施记录档案 ，包括体系文件 、各项管理制度措

施 、实施过程 、环境绩效 、环境管理体系效果考核评价等 。

评价方法 ：申报材料及现场评审 。

（二） 景区创建标准

１畅 环境管理策划

必须遵守经国务院或省级 （含） 以上主管部门批复的景区总体规划 ，严格执

行总体规划中游客容量标准 、生态功能分区内主要生态功能的保护原则以及区内

人口控制规定 ，并有相应的控制方案 。

２畅 环境管理实施

（１） 环境管理职责明确分配到各有关部门并得到有效实施 ；

（２） 明确各岗位的环境管理作用 、职责和权限 ；

（３） 为环境管理提供必要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 、专项技能 、基础设施 、技术

和财力资源 ；

（４） 对游客进行景区资源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 ，共同保护景区的自然生

态环境和人文景观 ；

（５） 为保持和维护风景区自然生态系统 ，制订具体实施方案 。未出现城镇化

现象或发展趋势 。无影响生态系统及与环境不协调的建设项目或建筑物 ；

（６） 区内建设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 等各项环境管理

制度 ；

（７）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集中处理处置率达 １００％ 。危险废物安全处理处置

率 １００％ 。区内无焚烧枯枝和树叶现象 ；

（８） 应使用高效 、低毒的杀灭病虫害的药剂 ，或采用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

防治技术 ；

（９） 旅游服务设施 、各类标志齐全 ，不明显影响生态和景观环境 。景区内显

要位置树立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标牌 ；

（１０） 制定并实施景区文物和历史建筑修缮 、文物和历史建筑抢救维护 、古

树名木养护 、动植物保护检疫等技术操作规范 。古建筑保护率 １００％ ，古树名木

保护率 １００％ ，森林植被保护率 ９８％ ，可绿化率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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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掌握区内保护类动 、植物生存环境及种群发展趋势 ，实施相关保护措

施 。珍稀 、濒危等国家各类保护动物保护率 １００％ ；

（１２） 区内未出现物种灭绝 、乱采滥伐 、开山采石等破坏生态和地质环境的

现象或投诉 。制定合理间伐 、采药或捕猎管理制度和健全的批准手续 。

３畅 环境管理检查

（１） 遵守国家及地方对国家景区管理和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 。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景区必须遵守 枟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枠 的规定 。对区内景观及生

物资源与环境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测和科学评估 ；

（２） 区内环境质量达到环境功能区划的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

（３） 区内污染源的污水 （包括生活污水） 、废气等污染物达标排放 ；

（４） 区内机动车 （船） 尾气达标排放 ，并使用低排放机动车 （船） 和清洁

能源 。

４畅 环境管理的持续改进

每年对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工作进行评价并总结 ，提出改进措施并实施 ，不

断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改善区域环境绩效 。总结应报送当地省级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 。

评价方法 ：申报材料及现场评审 。

（三） ISO14000国家示范旅游景区创建原则
（１） 自愿性原则 ；

（２） 示范性原则 ；

（３） 辐射性原则 ；

（４） 创新性原则 。

（四） ISO14000国家示范旅游景区申报程序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由区域管理机构申报 ，经所在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审查后 ，上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风景名胜区也可经

科技部 、建设部推荐 。

１畅 申报

（１） 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送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并提出推荐意见 ；

（２）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将申报材料和推荐意见报送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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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ISO１４０００省级示范区如符合条件 ，也可按上述程序申报国家级示范区 。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申请材料包括 ： ① ISO１４０００ 国家示范区申请函 ； ② 省

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推荐意见 ； ③ ISO１４０００ 国家示范区创建工作报告和
技术报告 。

２畅 创建

（１） 申请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的区域 ，应按 ISO１４００１标准和 ISO１４０００国
家示范区创建标准的要求 ，制定环境管理方针和目标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明确

环境管理职责 ，编制环境管理体系文件 ，建立运行监控机制 ，确保环境管理体系

有效运行 。区域内相关组织积极建立 ISO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并申请认证 。

（２） 做好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编制区域环境规划并得到有效实施 。

（３） 做好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区域内产生的废水 、废气 、固废 （含

危险废物） 应有相应的处理设施或管理措施 ；形成一定的生态体系 ；区域各相关

组织建立绿色消费 、绿色采购制度 ；降低物耗 ，节能 、节水 、节电 、废物利用措

施齐全 。

（４） 做好区域内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严格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

“三同时”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 。针对企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

的安全 、环境污染突发性事故的不同特性 ，采取相应的预防处理处置措施 ，并建

立相应机制 。

（５） 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网络体系 ，加强区域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监测 ，建

立定期发布区域内排污企业污染物排放及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监测信息制度 ，环境

质量保持良好并持续改善 。

（６） 做好环境宣传教育及培训工作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定期征求公众对区

域内环境管理 、环境质量的意见和建议 ，鼓励公众参与环保活动和监督工作 ，努

力构建和谐区域 。

（７）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实施过程档案管理制度 。

３畅 验收

（１）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材料合格的区域组织现场

检查 ，材料不合格的按要求补报相应材料 。

（２） 经现场检查认为基本符合创建条件的 ，组织专家验收组 ，进行现场

验收 。

（３） 验收组由以下人员组成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及申请单位所在地区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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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门的有关人员 ；相关部委的有关人员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方面的专家 。

４畅 审批与命名

（１）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司对验收材料进行初审 ，并将拟批准的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及基本情况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和当地主要媒体上公
示十五天 ，向社会征求意见 。

（２） 经公示无异议的 ，报主管副局长批准 ，对其命名并授牌 。有异议的 ，委

托所在省级环境保护部门监督整改 ，并将整改完成情况报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

整改后符合创建条件的 ，再次公示 ，不符合整改要求的不予命名 。

（３）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的命名方式为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 。

（４） 获得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称号的区域 ，每年底应在本单位网站上公布

其环境管理 、环境建设 、环境绩效方面的信息 。获得 “ISO１４０００ 国家示范区”

的区域可在招商 、宣传等活动中使用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 称号 。

５畅 后续管理

（１）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每年须进行工作总结 ，并由所在省级环境保护部

门进行现场检查 ，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将检查结果和示范区年度工作总结报送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 。

（２）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每三年对示范区进行一次考核复查 。

（３） 对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示范区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责成其限期整改 ，限

期整改后仍不符合验收标准要求的 ，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取消命名 。

①体系运行失效或到期没有接受监督或复评 ，被认证机构取消认证证书的 ；

②区域环境管理不善 ，未通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复查或所在省级环境保护部

门现场检查的 ；

③区域内企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造成严重环境影响的 ；

④环境管理不善导致区域环境质量恶化 ，影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 ；

⑤区域内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的 ；

⑥区域的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低于国家和本地区发展水平的 。

（４） 对环境管理体系运行好的示范区 ，经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建议 ，报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批准 ，可以免于年度检查 ；对取得突出成效的示范区给予通报表彰和

奖励 。

（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每年组织召开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经验交流会 ，对

年度工作取得的成效和经验进行横向交流 ；组织相关单位对受到表彰和奖励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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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进行现场观摩学习 ；每年组织一次新闻发布会 ，将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建
设的成效和经验向社会公布 ，并组织多种媒体对示范区建设经验和成效进行宣传

与推广 ；不定期组织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的国际交流和研讨会 。

思考与练习题

１畅 简述旅游区环境标准化管理现状和发展趋势 。

２畅 简述旅游区环境标准化管理的意义 。

３畅 简述 ISO标准化体系内容 、特点要求和管理模式 。

４畅 简述我国旅游区 ISO１４０００ 、 “绿色环球 ２１” 认证概况 。

５畅 简述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示范区创建标准及评价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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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节选）

（一）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 — 1996） （节选）

⋯ ⋯

4畅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分类和标准分级
４畅１ 　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分类

一类区为自然保护区 、林区 、风景名胜区和其他特殊保护的城区 。

二类区为城镇规划中确定的居住区 、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 、文化区 、一般工

业区和农村地区 。

三类区为特定工业区 。

４畅２ 　环境空气质量分级标准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分为三级 。

一类区执行一级标准 。

二类区执行二级标准 。

三类区执行三级标准 。

5畅 本标准规定了各项污染物不允许超过的浓度限值 （见表 1）
表 1 　各项污染物浓度限值

污染物名称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浓度单位

二氧化硫 SO２ 　
年平均
日平均

１小时平均

０ 亮抖畅０２

０ 抖畅０５

０ 抖畅１５

０ 拻噰畅０６

０ 噰畅１５

０ 噰畅５０

０ cX畅１０

０ X畅２５

０ X畅７０

总悬浮颗粒物 TSP 年平均
日平均

０ 亮抖畅０８

０ 抖畅１２

０ 拻噰畅２０

０ 噰畅３０

０ cX畅３０

０ X畅５０

可吸入颗粒物 PM １０

年平均
日平均

０ 亮抖畅０４

０ 抖畅０５

０ 拻噰畅１０

０ 噰畅１５

０ cX畅１５

０ X畅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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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污染物名称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浓度单位

二氧化氮 NO２ 档
年平均
日平均

１小时平均

０ 亮抖畅０５

０ 抖畅１０

０ 抖畅１５

０ 拻噰畅０８

０ 噰畅１２

０ 噰畅２４

０ cX畅１０

０ X畅１５

０ X畅３０

Mg／m３ 标准状态

一氧化碳 CO 日平均
１小时平均

４ 亮抖畅００

１０ 屯畅００

４ 拻噰畅００

１０ 灋畅００

６ cX畅００

２０ o畅００

臭氧 O３ 档１小时平均 ０ 亮抖畅１６ ０ 拻噰畅２０ ０ cX畅２０

铅 Pb 季平均
年平均

１ ┅灋畅５

１ 灋畅０

苯并 ［a］ 芘 B ［a］ P 日平均 ０ 拻噰畅０１

氟化物 F
年平均

１小时平均
７
（１）

２０
（１）

月平均
植物生长季平均

１   畅８
（２）

１  畅２
（２）

３ 鬃烫畅０
（３）

２ 烫畅０
（３）

微克／立方米
标准状态

微克／平方
分米 ·日

（１） 适用于城市地区 　 （２）适用于牧业区和以牧为主的半农半牧地区 ，桑蚕区
（３）适用于农业和林业区

（二）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节选）

⋯ ⋯

3畅 标准值
城市 ５类环境噪声标准值列于表 ２ 。

表 2 　城市 5类环境噪声标准值 等效声级 LAeq ： dB

类别 昼间 夜间

０  ５０  ４０  
１  ５５  ４５  
２  ６０  ５０  
３  ６５  ５５  
４  ７０  ５５

4畅 各类标准的适用区域
４畅１ 　 ０类标准适用于疗养区 、高级别墅区 、高级宾馆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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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位于城郊和乡村的这一类区域分别按严于 ０类标准 ５dB执行 。

４畅２ 　 １类标准适用于以居住 、文教机关为主的区域 。 乡村居住环境可参照

执行该类标准 。

４畅３ 　 ２类标准适用于居住 、商业 、工业混杂区 。

４畅４ 　 ３类标准适用于工业区 。

４畅５ 　 ４类标准适用于城市中的道路交通干线道路两侧区域 ，穿越城市的内

河航道两侧区域 。穿越城区的铁路主 、次干线两侧区域的背景噪声 （指不通过列

车时的噪声水平） 限值也执行该类标准 。

5畅 夜间突发噪声
夜间突发的噪声 ，其最大值不准超过标准值 １５dB 。

（三）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 2002） （节选）

⋯ ⋯

本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江河 、湖泊 、运河 、渠道 、水库等具有

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域 。

水域功能分类

依据地面水水域使用目的和保护目标将其划分为五类 （见表 ３） ：

Ⅰ类 　主要适用于源头水 、国家自然保护区 ；

Ⅱ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珍贵鱼类保护区 、

鱼虾产卵场等 ；

Ⅲ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一般鱼类保护区及

游泳区 ；

Ⅳ 类 　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

Ⅴ类 　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

同一水域兼有多类功能类别的 ，依最高类别功能划分 。有季节性功能的 ，可

分季节划分类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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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mg／L

序号 Ⅰ 类 Ⅱ 类 Ⅲ 类 Ⅳ 类 Ⅴ 类

基本要求

所有水体不应有非自然原因导致的下述物质 ：

a 眄畅 凡能沉淀形成令人厌恶的沉积物

b 篌畅 漂浮物 ，诸如碎片 、 浮渣 、 油类或其他一些引起感官不快的物质

c 觋畅 产生令人厌恶的色 、 臭 、 味或混浊度的

d 耨畅 对人类 、 动物 、 或植物有损害 、 毒性或不良生理反应的

e 祆畅 易滋生令人厌恶的水生生物的

１  水温

人为造成的环境温度变化应限制在 ：

夏季周平均最大温升 ≤ １

冬季周平均最大温降 ≤ ２ /
２  PH ６ �耨畅 ５ ～ ８ 揪畅 ５ ６ ～ ９ 烫
３

硫酸盐 ★

（以 SO － ２
４ 计） ≤

２５０ 以下 ２５０ C２５０ 亖２５０ 靠２５０ 父

４  氯化物 ★

（以 CL －计） ≤
２５０ 以下 ２５０ C２５０ 亖２５０ 靠２５０ 父

５  溶解性铁 ★ ≤ ０ WM畅 ３ 以下 ０ 耨珑畅 ３ ０ /%畅 ５ ０ mc畅５ １ f\畅０

６  总锰 ★ ≤ ０ WM畅 １ 以下 ０ 耨珑畅 １ ０ /%畅 １ ０ mc畅５ １ f\畅０

７  总铜 ★ ≤ ０ C9畅 ０１ 以下 １ /%畅 ０ （渔 ０ X畅０１） １ mc畅 ０ （渔 ０ 枛畅０１） １ mc畅０ １ f\畅０

８  总锌 ★ ≤ ０ 煙晻畅 ０５ １ /%畅 ０ （渔 ０ X畅０１） １ mc畅 ０ （渔 ０ 枛畅０１） ２ mc畅０ ２ f\畅０

９  硝酸盐

（以 N 计） ≤
１０ 以下 １０ /２０ m２０ ǐ２５ ＃

１０ #亚硝酸盐

（以 N 计） ≤
０ 煙晻畅 ０６ ０ 耨珑畅 １ ０   畅 １５ １ mc畅０ １ f\畅０

１１ #非离子氨 ≤ ０ 煙晻畅 ０２ ０ 葺佑畅 ０２ ０   畅 ０２ ０ mc畅２ ０ f\畅２

１２ #凯氏氮 ≤ ０ 吵┅畅 ５ ０ 耨珑畅 ５ １ X２ 枛２ 弿
１３ #总磷 （以 P 计） ≤ ０ 煙晻畅 ０２

０ 耨珑畅 １

（湖库 ０  畅 ０２５）

０ /%畅 １

（湖库 ０ m畅０５）
０ mc畅２ ０ f\畅２

１４ #高锰酸盐指数 ≤ ２ 苘４  ６ X８ 枛１０ ＃
１５ 溶解氧 ≥ 饱和率 ９０％ ６  ５ X３ 枛２ 弿
１６ #化学需氧量

（CODCr ） ≤
１５ 以下 １５ 以下 １５ m２０ ǐ２５ ＃

１７ #生化需氧量

（BOD５ ） ≤
３ 以下 ３  ４ X６ 枛１０ ＃

１８
氟化物

（以 F 计） ≤
１ WM畅 ０ 以下 １ 耨珑畅 ０ １ /%畅 ０ １ mc畅５ １ f\畅５

１９ #硒 （四价） ≤ ０ C9畅 ０１ 以下 ０ 葺佑畅 ０１ ０   畅 ０１ ０ YO畅 ０１ ０ QG畅 ０２

２０ #总砷 ≤ ０ 煙晻畅 ０５ ０ 葺佑畅 ０５ ０   畅 ０５ ０ mc畅１ ０ f\畅１

２１ #总汞 ★ ★ ≤ ０ aW畅 ００００５ ０ 煙晻畅００００５ ０ 蝌梃畅０００１ ０ D:畅００１ ０ =3畅００１

２２ #总镉 ★ ★ ≤ ０ 妸�畅 ００１ ０ 热揪畅００５ ０  �畅００５ ０ D:畅００５ ０ QG畅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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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Ⅰ 类 Ⅱ 类 Ⅲ 类 Ⅳ 类 Ⅴ 类

２３ #铬 （六价） ≤ ０ 煙晻畅 ０１ ０ 葺佑畅 ０５ ０   畅 ０５ ０ YO畅 ０５ ０ f\畅１

２４ #总铜 ★ ★ ≤ ０ 煙晻畅 ０１ ０ 葺佑畅 ０５ ０   畅 ０５ ０ YO畅 ０５ ０ f\畅１

２５ #总氰化物 ≤ ０ 妸�畅 ００５
０ 葺佑畅 ０５

（渔 ０ 耨畅 ００５）

０   畅 ０５

（渔 ０ /畅 ００５）
０ mc畅２ ０ f\畅２

２６ #挥发酚 ★ ★ ≤ ０ 妸�畅 ００２ ０ 热揪畅００２ ０  �畅００５ ０ YO畅 ０１ ０ f\畅１

２７ #石油类 ★ ★ ≤ ０ 煙晻畅 ０５ ０ 葺佑畅 ０５ ０   畅 ０５ ０ mc畅５ １ f\畅０

２８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 ０ WM畅 ２ 以下 ０ 耨珑畅 ２ ０ /%畅 ２ ０ mc畅３ ０ f\畅３

２９ #总大肠菌群 ★ ★ ★

（个／L） ≤
１０ ０００ 父

３０ #苯并 （a） 芘 ★ ★

（μg ／L） ≤
０ vl畅 ００２５ ０ 创*畅 ００２５ ０ 蝌梃畅００２５

　 　 ★ 允许根据地方水域背景值特征做适当调整的项目 。

★ ★ 规定分析检测方法提取低检出限 ，达不到基准要求 。

★ ★ ★ 试行标准 。

（四）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HZB1 — 1999） （节选）

⋯ ⋯

１畅２ 　本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江河 、湖泊 、运河 、渠道 、水库等具有

使用功能的地表水水域 。

⋯ ⋯

3畅 水域功能分类
依据地面水水域使用目的和保护目标将其划分为五类 ：

Ⅰ类 　主要适用于源头水 、国家自然保护区 ；

Ⅱ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珍贵鱼类保护区 、

鱼虾产卵场等 ；

Ⅲ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一般鱼类保护区及

游泳区 ；

Ⅳ 类 　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

Ⅴ类 　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

同一水域兼有多类功能类别的 ，依最高类别功能划分 。有季节性功能的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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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季节划分类别 。

4畅 标准值
本标准规定了基本项目和特定项目不同功能水域的标准值 。

４畅１ 　满足地表水各类使用功能和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基本项目按表 ４执行 。

４畅２ 　控制湖泊水库富营养化的特定项目按表 ５ 执行 。控制地表水 Ⅰ 、 Ⅱ 、

Ⅲ类水域有机化学物质的特定项按表 ６执行 。

表 4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值 　 mg／L

序号 Ⅰ 类 Ⅱ 类 Ⅲ 类 Ⅳ 类 Ⅴ 类

基本要求

所有水体不应有非自然原因导致的下述物质 ：

a 眄畅 能形成令人感觉不快的沉淀物的物质

b 篌畅 另人感官不快的漂浮物 ，诸如碎片 、 浮渣 、 油类等

c 觋畅 产生令人不快的色 、 臭 、 味或混浊度的物质

d 耨畅 对人类 、 动植物有毒 、 有害或带来不良生理反应的物质

e 祆畅 易产生令人不快的水生生物物质

１  水温 （ ℃ ）

人为造成的环境温度变化应限制在 ：

周平均最大温升 ≤ １

周平均最大温降 ≤ ２ 媼
２  PH ６ �耨畅 ５ ～ ８ 揪畅 ５ ６ ～ ９ 烫
３  硫酸盐

（以 SO － ２
４ 计） ≤

２５０ 以下 ２５０ C２５０ 亖２５０ 靠２５０ 父

４  氯化物

（以 CL －计） ≤
２５０ 以下 ２５０ C２５０ 亖２５０ 靠２５０ 父

５  溶解性铁 ≤ ０ WM畅 ３ 以下 ０ 耨珑畅 ３ ０ /%畅 ５ ０ mc畅５ １ f\畅０

６  总锰 ≤ ０ WM畅 １ 以下 ０ 耨珑畅 １ ０ /%畅 １ ０ mc畅５ １ f\畅０

７  总铜 ≤ ０ C9畅 ０１ 以下 １ /%畅 ０ （渔 ０ X畅０１） １ mc畅 ０ （渔 ０ 枛畅０１） １ mc畅０ １ f\畅０

８  总锌 ≤ ０ 煙晻畅 ０５ １ C9畅 ０ （渔 ０ l畅 １） １ 亖w畅 ０ （渔 ０ *畅 １） ２ mc畅０ ２ f\畅０

９  硝酸盐

（以 N 计） ≤
１０ 以下 １０ /２０ m２０ ǐ２５ ＃

１０ #亚硝酸盐

（以 N 计） ≤
０ 煙晻畅 ０６ ０ 耨珑畅 １ ０   畅 １５ １ mc畅０ １ f\畅０

１１ #非离子氨 ≤ ０ 煙晻畅 ０２ ０ 葺佑畅 ０２ ０   畅 ０２ ０ mc畅２ ０ f\畅２

１２ #凯氏氮 ≤ ０ 吵┅畅 ５ ０ /%畅 ５ （渔 ０ X畅０５） １ （渔 ０ wm畅０５） ２ 枛３ 弿
１３ #总磷 （以 P 计） ≤ ０ 煙晻畅 ０２ ０ 耨珑畅 １ ０ /%畅 １ ０ mc畅２ ０ f\畅２

１４ #高锰酸盐指数 ≤ ２ 苘４  ８ X１０ ǐ１５ ＃
１５ 溶解氧 ≤ 饱和率 ９０％ ６  ５ X３ 枛２ 弿
１６ #化学需氧量

（CODCr ） ≤
１５ 以下 １５ /２０ m３０ 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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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序号 Ⅰ 类 Ⅱ 类 Ⅲ 类 Ⅳ 类 Ⅴ 类

１７ #生化需氧量

（BOD５ ） ≤
３ 以下 ３  ４ X６ 枛１０ ＃

１８
氟化物

（以 F 计） ≤
１ WM畅 ０ 以下 １ 耨珑畅 ０ １ /%畅 ０ １ mc畅５ １ f\畅５

１９ #硒 （四价） ≤ ０ C9畅 ０１ 以下 ０ 葺佑畅 ０１ ０   畅 ０１ ０ YO畅 ０２ ０ QG畅 ０２

２０ #总砷 ≤ ０ 煙晻畅 ０５ ０ 葺佑畅 ０５ ０   畅 ０５ ０ mc畅１ ０ f\畅１

２１ #总汞 ≤ ０ aW畅 ００００５ ０ 煙晻畅００００５ ０ 蝌梃畅０００１ ０ D:畅００１ ０ =3畅００１

２２ #总镉 ≤ ０ 妸�畅 ００１ ０ 热揪畅００５ ０  �畅００５ ０ D:畅００５ ０ QG畅 ０１

２３ #铬 （六价） ≤ ０ 煙晻畅 ０１ ０ 葺佑畅 ０５ ０   畅 ０５ ０ YO畅 ０５ ０ f\畅１

２４ #总铅 ≤ ０ 煙晻畅 ０１ ０ 葺佑畅 ０５ ０   畅 ０５ ０ YO畅 ０５ ０ f\畅１

２５ #总氰化物 ≤ ０ 妸�畅 ００５
０ 葺佑畅 ０５

（渔 ０ 耨畅 ００５）

０ /%畅 ２

（渔 ０ /畅 ００５）
０ mc畅２ ０ f\畅２

２６ #挥发酚 ≤ ０ 妸�畅 ００２ ０ 热揪畅００２ ０  �畅００５ ０ YO畅 ０１ ０ f\畅１

２７ #石油类 ≤ ０ 煙晻畅 ０５ ０ 葺佑畅 ０５ ０   畅 ０５ ０ mc畅５ １ f\畅０

２８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 ０ WM畅 ２ 以下 ０ 耨珑畅 ２ ０ /%畅 ２ ０ mc畅３ ０ f\畅３

２９ #总大肠菌群

（个／L） ≤
２００  １ ０００ e２０ ０００ 父５ ０００ 後１０ ０００ 铑

３０ #苯并 （a） 芘
（μg ／L） ≤

０ Ζ湝畅 ５ ０ 滗谮畅 ５ ０ " 畅 ５ １ mc畅０ １ f\畅５

３１ #硫化物 ≤ ０ 煙晻畅 ０５ ０ 耨珑畅 １ ０ /%畅 ２ ０ mc畅５ １ f\畅０

表 5 　湖泊水库特定项目标准 　 mg／L

序号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 类 Ⅴ类

１  总磷 （以 P计） ０ 煙敂畅００２ ０ 烫亮畅０１ ０ 烫亮畅０２５ ０ �镲畅０６ ０   畅１２

２  总氮 ０ Ζ洓畅 ０４ ０ 浇膊畅 １５ ０ 腚噜畅 ３ ０   畅７ １ ,!畅２

３  叶绿素 a ０ 煙敂畅００１ ０ 档*畅００４ ０ 沣刎畅０１ ０ �镲畅０３ ０ �篌畅０６５

４  透明度 （m） １５  ４  ２ �镲畅５ １   畅５ ０ ,!畅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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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地表水 Ⅰ 、 Ⅱ 、 Ⅲ类水域有机化学物质特定项目标准值 　 mg／L

序 号 项 　目 标准值

１ :苯并 （a） 芘 ２ 趑殚畅８ × １０
－ ６

２ :甲基汞 １ 趑殚畅０ × １０
－ ６

３ :三氯化甲烷 ０ h]畅０６

４ :四氯化碳 ０ QF畅００３

５ :三氯乙烯 ０ QF畅００５

６ :四氯乙烯 ０ QF畅００５

７ :三溴甲烷 ０ h]畅０４

８ :二氯甲烷 ０ QF畅００５

９ :１ ，２ －二氯乙烷 ０ QF畅００５

１０ Q１ ，１ ，２ －三氯乙烷 ０ QF畅００３

１１ Q１ ，１ －二氯乙烯 ０ QF畅００７

１２ Q氯乙烯 ０ QF畅００２

１３ Q六氯丁二烯 ０ :/畅０００６

１４ Q苯 ０ QF畅００５

１５ Q甲 苯 ０ �t畅１

１６ Q乙 苯 ０ h]畅０１

１７ Q二甲苯 ０ �t畅５

１８ Q氯 苯 ０ h]畅０３

１９ Q１ ，２ －二氯苯 ０ QF畅０８５

２０ Q１ ，４ －二氯苯 ０ QF畅００５

序 号 项 　目 标准值

２１ �六氯苯 ０ 妹父畅０５

２２ �多氯联苯 ８ OD畅０ × １０
－ ６

２３ �２ ，４ －二氯苯酚 ０ �　畅０９３

２４ �２ ，４ ，６ －三氯苯酚 ０ 晻妸畅００１２

２５ �五氯酚 ０ ~s畅０００２８

２６ �硝基苯 ０ �　畅０１７

２７ �２ ，４ －二硝基甲苯 ０ 晻妸畅０００３

２８ �酞酸二丁酯 ０ �　畅００３

２９ �丙烯腈 ０ g\畅００００５８

３０ �联苯胺 ０ 晻妸畅０００２

３１ �滴滴涕 ０ �　畅００１

３２ �六六六 ０ �　畅００５

３３ �林 丹 ０ g\畅００００１９

３４ �对硫磷 ０ �　畅００３

３５ �甲基对硫磷 ０ 晻妸畅０００５

３６ �马拉硫磷 ０ �　畅００５

３７ �乐 果 ０ 晻妸畅０００１

３８ �敌敌畏 ０ 晻妸畅０００１

３９ �敌百虫 ０ 晻妸畅０００１

４０ �阿特拉津 ０ �　畅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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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

区 （点）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 ／T17775 — 1999）

1畅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划分的依据 、条件及评定的基本要求 。

本标准适用于接待海内外旅游者的不同类型的旅游区 （点） ，包括以自然景

观及人文景观为主的旅游区 （点） 。

2畅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

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

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

GB３０９５ — １９９６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３０９６ — １９９３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H ZB１ — １９９９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１０００１ — １９９４ 　公共信息标志用图形符号
GB ／T１５９７１ — １９９５ 　导游服务质量

3畅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３畅１ 　旅游区 （点） （tourism attraction）
经县级以上 （含县级） 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 ，有统一管理机构 ，范围明

确 ，具有参观 、游览 、度假 、康乐 、求知等功能 ，并提供相应旅游服务设施的独

立单位 。包括旅游景区 、 景点 、 主题公园 、 度假区 、保护区 、风景区 、 森林公

园 、动物园 、植物园 、博物馆 、美术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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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２ 　旅游资源 （tourism resource）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 ，并

可产生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

３畅３ 　游客中心 （visitor center）
旅游区 （点） 在区内设立的为游客提供信息 、 咨询 、游程安排 、 讲解 、 教

育 、休息等旅游设施和服务功能的专门场所 。

4畅 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及标志

４畅１ 　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划分为四级 ，从高到低依次为 AAAA 、 AAA 、

AA 、 A 级旅游区 （点） 。

４畅２ 　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的标志 、标牌 、证书由国家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统一规定并颁发 。

5畅 旅游区 （点） 质量 等级划分依据与方法

５畅１ 　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的确定 ，依据 “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体

系” 、 “景观质量评价体系” 的评价得分 ，并参考 “游客意见评价体系” 的得

分数 。

５畅２ 　 “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包括旅游交通 、 游览 、旅游安全 、

卫生 、通讯 、旅游购物 、综合管理 、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八个评价项目 。 “景

观质量评价体系” 包括资源要素价值与景观市场价值两大评价项目 。每一评价项

目继续分为若干评价子项目 。对各子项目赋以分值 ，各旅游区 （点） 按各评价项

目及子项目的相应得分数确定其等级 。

５畅３ 　 “游客意见评价体系” 是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

包括总体印象 、可进入性 、游路设置 、旅游安排 、观景设施 、路标指示 、景物介

绍牌 、宣传资料 、讲解服务 、 安全保障 、 环境卫生 、旅游厕所 、邮电服务 、 购

物 、餐饮 、旅游秩序 、景物保护等评价项目 。每一评价项目分为很满意 、满意 、

一般 、不满意四个档次 ，并依此计算游客意见得分数 。 枟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

分细则枠 、 枟景观质量评分细则枠 及 枟游客意见评分细则枠 由国家旅游行政主管部

门另行规定 。

6畅 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划分条件

６畅１ 　 AAAA 级旅游区 （点）

６畅１畅１ 　旅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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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进入性良好 ，依托城镇的交通设施完善 ，进出便捷 ；或具有一级公路

或高等级航道 、航线直达 ；或具有旅游专线交通工具 ；

b） 有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的专用停车场或船舶码头 。布局合理 ，容量能充分

满足游客接待量要求 。场地平整 、坚实或水域畅通 。标志及中外文规范 、准确 、

醒目 ，符合相应国家标准 ；

c） 区内游览 （参观） 路线或航道布局合理 、 顺畅 ，通行便利 。路面平整 、

坚实 ，或航道深邃 、宽阔 、无阻挡 ；

d） 区内不使用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交通工具 。

６畅１畅２ 　游览

a） 各种引导标志 （包括入口游览导游图 、标识牌 、景点介绍牌等） 美观醒

目 ，文字准确规范 ，符合 GB１０００１ 的规定 。标识牌和景点介绍牌位置合理 ，数

量充足 ；

b） 游览宣传教育材料 （如研究论著 、科普读物 、综合画册 、音像制品 、导

游图和导游材料等） 品种齐全 ，内容丰富 、准确 ，制作精美 ；

c） 导游员 （讲解员） 持证上岗 ，人数及语种能满足游客需要 ，普通话达标

率 １００％ 。导游员均应具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其中大专以上不少于 ４０％ 。服务

质量达到 GB ／T１５９７１ — １９９５中的要求 ；

d）导游 （讲解） 词科学 、准确 、生动 ；

e）设有提供咨询 、 接受投诉 、接待服务的游客中心 。旅游咨询服务人员配

备齐全 ，业务熟练 ，热情服务 。配有专门咨询投诉电话 ，使用方便 。

６畅１畅３ 　旅游安全

a） 消防 、防盗 、救护等设备齐全 、完好 、有效 。交通 、机电 、游览 、娱乐

等设备完好 ，运行正常 ，无安全隐患 。 危险地段防护设施齐备 、 有效 ，标志

明显 ；

b） 认真执行旅游 、公安 、交通等有关部门安全保卫制度 。安全巡查定期 、

定时 ，流动巡检工作落实 ，能有效维护治安秩序 ；

c） 建立紧急救援体系 ，或设立医务室 ，配备专职医务人员 ，配备游客常备

药品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强 ，事故处理及时 、妥当 ，记录档案准确 、齐全 。

６畅１畅４ 　卫生

a） 环境整洁 。建筑物墙面整齐 ，无污垢 。游览参观场所平整 ，无污水 、污

物 ，无乱建 、乱堆 、乱放现象 。空气清新 ，无异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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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共场所全部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检测标准 ；

c） 公共厕所引导标识醒目 ，数量能满足需要 。建筑造型 、色彩及格调与环

境协调 。所有厕所具备冲水 、盥洗 、通风设备或使用免水冲生态厕所 。厕所便池

洁净 、无污垢 、无堵塞 。室内整洁 ，无破损 、无污迹 、无异味 ，干净 、明亮 ；

d） 垃圾箱 （桶） 标识明显 ，数量能满足需要 ，布局合理 ，造型美观 、实用 ，

与环境相协调 。垃圾及时清扫 ，日产日清 ，不留陈旧垃圾 ；

e） 餐饮服务符合国家关于食品卫生的规定 ，配备消毒设施 ，禁止用对环境

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具 。

６畅１畅５ 　通讯

a） 通讯设施布局合理 。 出入口及游人集中场所设有公用电话 ，标识规范 、

醒目 ，具备国际 、国内直拨功能 ；

b） 通讯服务在营业时间内方便 、畅通 ，收费合理 。

６畅１畅６ 　旅游购物

a） 购物场所布局合理 ，有效维护景观氛围 。建筑造型 、色彩 、材质有特色 ，

与环境协调 ；

b） 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旅游商品丰富 。明码标价 ，无价格欺诈行为 ；

c） 市场管理有序 。经营者佩戴胸卡 ，亮照经营 ，无尾随兜售或强买强卖现

象 。对市场违规事件处理公正 、迅速 、记录完整 。

６畅１畅７ 　综合管理

a） 管理机构健全 ，管理人员配备合理 ；旅游质量 、旅游安全 、旅游统计等

各项管理制度完备 、有效 ；

b） 交通 、卫生 、环保 、导游服务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 。贯彻措施得力 ，定

期监督检查 ，有完整的书面记录和总结 ；

c） 具有独特鲜明的产品形象 、良好的质量形象 、良好的视觉形象和文明的

员工形象 ；确立自身的产品品牌标志 ，并全面 、恰当的使用 ；

d） 设立与旅游区 （点） 接待规模 、档次相适应的游客中心 ；

e） 高级管理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达 １００％ ；

f） 有相应级别的行政业务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正式批准的总体规划和保护
规划 。开发建设项目符合规划要求 ；

g） 交通 、安全 、保卫 、卫生 、环保等各项业务培训制度完善 ，并得到有效

实施 。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达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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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设有受理投诉的人员和专门投诉电话 、信箱 。投诉处理及时 、妥善 ，有

完整的记录档案 ；

i） 游客集中场所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规范 、醒目 ；

j） 设有档次相应的游客休息设施 ，位置合理 ，数量充足 ；

k） 为特定人群 （老年人 、儿童 、残疾人等） 提供咨询服务 ，配备旅游工具 、

用品 ，提供其他相关特殊服务 。

６畅１畅８ 　年接待海内外旅游者人次在 ５０万以上 。

６畅１畅９ 　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a） 空气质量达 GB３０９５ — １９９６中规定的一级标准 ；

b） 噪声质量达到 GB３０９６ — １９９３中规定的 ０类标准 ；

c） 地面水环境质量达到 GH ZB１ — １９９９中的规定 ；

d） 景观 、文物 、古建筑保护措施先进 、得力 ，游客容量控制措施有效 ，能

有效预防自然和人为破坏 ，保持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e） 环境氛围优良 。建筑布局合理 。 体量 、 高度 、色彩 、造型相互协调 ，周

边建筑物与景观格调协调 ，或具有一定的缓冲区域 。绿地面积占有较高比例 ，植

物与景观配置得当 ，或景观与环境美化措施多样 ，效果良好 。出入口建筑主体格

调突出 ，并与景观及环境协调 ；

f） 区内各项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

他公害 ，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气氛 。

６畅１畅１０ 　旅游资源品位突出 ，其历史价值 ，或科学价值 ，或艺术价值在世界

上具有重要意义 ；或其资源珍贵 、稀少与奇特程度高 ，在世界范围内属于独有或

罕见景观 。

６畅２ 　 AAA 级旅游区 （点）

６畅２畅１ 　旅游交通

a） 可进入性好 。依托城镇交通设施完善 ，进出便捷 ；或至少有二级以上公

路或高等级航道 、航线直达 ；或设有旅游专线等便捷交通工具 ；

b） 有与景观环境相协调的专用停车场或船舶码头 ，布局合理 ，容量能满足

游客接待量要求 。场地平整 、坚实或水域顺畅 。标志及中外文规范 、准确 、 醒

目 ，符合相应国家标准 ；

c） 区内旅游 （含参观） 路线或航道布局合理顺畅 ，通行便利 。路面平整 、

坚实 ，或航道深邃 、宽阔 、无阻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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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区内不使用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交通工具 。

６畅２畅２ 　游览

a） 各种引导标准 （人口游览导游图 、标识牌 、景点介绍牌等） 美观 、醒目 ，

文字准确 、规范 ，符合 GB１０００１ 的规定 。标识牌和景点介绍牌位置合理 ，数量

充足 ；

b） 游览宣传教育材料 （如研究论著 、科普读物 、综合画册 、音像制品 、导

游图和导游材料等） 品种齐全 ，内容丰富 、准确 ，制作精美 ；

c） 导游员 （讲解员） 持证上岗 ，人数及语种能满足需要 ，普通话达标率

１００％ ，导游员均应具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其中大专以上不少于 ２０％ 。服务质量

达到 GB ／T１５９７１ — １９９５中的要求 ；

d） 导游 （讲解） 词科学 、准确 、生动 ；

e） 设有提供咨询 、接受投诉 、接待服务的游客中心 。旅游咨询服务人员配

备齐全 ，业务熟练 ，热情服务 。配有专门咨询投诉电话 ，使用方便 。

６畅２畅３ 　旅游安全

a） 消防 、防盗 、救护等设备齐全 、完好 、有效 。交通 、机电 、游览 、娱乐

等设备完好 ，运行正常 ，无安全隐患 。 危险地段防护设施齐备 、 有效 ，标志

明显 ；

b） 认真执行旅游 、公安 、交通等有关部门安全保卫制度 。安全巡查定期 、

定时 ，流动巡检工作落实 ，能有效维护治安秩序 ；

c） 建立紧急救援体系 ，或设立医务室 ，至少配备兼职医务人员 ，配备游客

常备药品 。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强 ，事故处理及时 、 妥当 ，记录档案准确 、

齐全 。

６畅２畅４ 　卫生

a） 环境整洁 。建筑物墙面整齐 ，无污垢 。游览参观场所地面 、道路平整 ，

无污水污物 ，无乱建 、乱堆 、乱放现象 。空气清新 ，无异味 ；

b） 公共场所全部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检测标准 ；

c） 公共厕所引导标识醒目 ，数量能满足需要 。建筑造型 、色彩及格调与环

境协调 。全部厕所拥有冲水 、通风设备或使用免水冲生态厕所 。厕所便池洁净 、

无污垢 、无堵塞 、无滴漏 。室内整洁 ，无破损 、无污迹 、无异味 ，干净 、明亮 ；

d） 垃圾箱 （桶） 标识明显 ，数量能满足需要 ，布局合理 ，造型美观 、实用 。

垃圾及时清扫 ，日产日清 ，不留陈旧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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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餐饮服务符合国家关于食品卫生的规定 ，配备消毒设施 ，禁止使用对环

境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具 。

６畅２畅５ 　通讯

a） 通讯设施布局合理 。 出入口及游人集中场所设有公用电话 ，具备国际 、

国内直拨功能 ；

b） 通讯服务在营业时间内方便 、畅通 ，收费合理 。

６畅２畅６旅游购物

a） 购物场所布局合理 ，有效维护景观氛围 。建筑造型 、色彩 、材质有特色 ，

与环境协调 ；

b） 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旅游商品丰富 。明码标价 ，无价格欺诈行为 ；

c） 市场管理有序 。经营者佩戴胸卡 ，亮照经营 ，无尾随兜售或强买强卖现

象 。对市场违规事件处理公正 、迅速 、记录完整 。

６畅２畅７ 　综合管理

a） 管理机构健全 ，管理人员配备合理 ；旅游质量 、旅游安全 、旅游统计等

各项管理制度完备 、有效 ；

b） 交通 、卫生 、环保 、导游服务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 。贯彻措施得力 ，定

期监督检查 ，有完整的书面记录和总结 ；

c） 具有独特的产品形象 、良好的质量形象 、良好的视觉形象和文明的员工

形象 ；确立并使用自身的产品品牌标志 ；

d） 设立与旅游区 （点） 接待规模 、档次相适应的游客中心 ；

e） 高级管理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达 ８０％ ；

f） 有相应级别的行政业务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正式批准的总体规划和保护
规划 。开发建设项目符合规划要求 ；

g） 交通 、安全 、保卫 、卫生 、环保等各项业务培训制度完善 ，并得到有效

实施 。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达 １００％ ；

h） 设有受理投诉的人员和投诉电话 、信箱 。游客投诉处理及时 、妥善 ，有

完整的记录档案 ；

i） 游客集中场所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规范 、醒目 ；

j） 具有档次相应的游客休息设施 ，位置合理 ，数量充分 ；

k） 为特定人群 （老年人 、儿童 、残疾人等） 提供咨询服务 ，配备旅游工具 、

用品 ，提供其他相关特殊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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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畅２畅８ 　年接待海内外旅游者人次在 ３０万以上 。

６畅２畅９ 　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a） 空气质量达 GB３０９５ — １９９６中规定的一级标准 ；

b） 噪声质量达到 GB３０９６ — １９９３中规定的 ０类标准 ；

c） 地面水环境质量达到 GH ZB１ — １９９９中的规定 ；

d） 景观 、文物 、古建筑保护措施先进 、得力



１００％ ，导游员均应具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持证上岗 。 服务质量达到 GB ／

T１５９７１ — １９９５中的要求 ；

d） 导游 （讲解） 词科学 、准确 、生动 ；

e） 设有提供咨询 、接受投诉 、接待服务的游客中心或相应场所 。旅游咨询

服务人员配备齐全 ，业务较熟练 ，热情服务 。设有专门咨询投诉电话 。

６畅３畅３ 　旅游安全

a） 消防 、防盗 、救护等设备齐全 、完好 、有效 。交通 、机电 、游览 、娱乐

等设施完好 ，正常运行 ，危险地段防护设施齐备 、有效 ，标志明显 ；

b） 认真执行旅游 、公安 、交通等有关部门安全保卫制度 。安全巡查定期 、

定时 ，流动巡检工作落实 ，能较好地维护治安秩序 ；

c） 事故处理及时 ，记录档案准确 、齐全 。配备游客常备药品 。

６畅３畅４ 　卫生

a） 环境比较整洁 。建筑物墙面整齐 ，无污垢 。游览参观场所地面道路基本

平整 ，无污水污物 ，无乱建 、乱堆 、乱放现象 。空气清新 ，无异味 ；

b） 公共场所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检测标准 ；

c） 公共厕所引导标识醒目 ，数量基本满足需要 。建筑造型 、色彩及格调与

环境比较协调 。 ７０％ 厕所拥有冲水设备或使用免水冲生态厕所 。厕所便池洁净 ，

无污垢 、无堵塞 、 无滴漏 。 室内整洁 ，无破损 、无污迹 、 无异味 ，比较干净 、

明亮 ；

d） 垃圾箱 （桶） 标识明显 ，数量能满足需要 ，布局基本合理 ，造型比较美

观 、实用 。垃圾及时清扫 ，日产日清 ，基本不留陈旧垃圾 ；

e） 餐饮服务符合国家关于食品卫生的规定 ，配备消毒设施 ，禁止使用对环

境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具 。

６畅３畅５ 　通讯

a） 通讯设施布局基本合理 。出入口及游人集中场所设有公用电话 ，具备国

内直拨功能 ；

b） 通讯服务在营业时间内方便 、畅通 ，收费合理 。

６畅３畅６ 　旅游购物

a） 购物场所布局基本合理 ，有利于维护景观氛围 。建筑造型 、色彩 、材质

比较有特色 ，与环境协调 ；

b） 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旅游商品 。明码标价 ，无价格欺诈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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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市场管理有序 。经营者佩戴胸卡 ，亮照经营 ，无尾随兜售或强买强卖现

象 。对市场违规事件处理及时 、妥当 ，记录完整 。

６畅３畅７ 　综合管理

a） 管理机构健全 ，人员配备合理 ；旅游质量 、旅游安全 、旅游统计等各项

管理制度完备 、有效 ；

b） 交通 、卫生 、环保 、导游服务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 。能得到有效贯彻 ，

定期监督检查 ，保存书面记录和总结 ；

c） 具有独特的产品形象和质量形象 ；

d） 设立旅游接待室 ；

e） 高级管理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达 ７０％ ；

f） 有经行政业务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正式批准的总体规划 。开发建设项目

符合规划要求 ；

g） 交通 、安全 、保卫 、卫生 、环保等各项业务培训制度完善 ，组织措施得

力 。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达 １００％ ；

h） 设有受理投诉的人员和投诉电话 、信箱 。游客投诉处理及时 、妥善 ，记

录基本齐全 ；

i） 游客集中场所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规范 、醒目 ；

j） 具有供游客休息的设施 ，数量基本能满足游客需要 ；

k） 能够为特定人群 （老年人 、儿童 、残疾人等） 提供咨询服务 ，配备旅游

工具 、用品 ，提供其他相关特殊服务 。

６畅３畅８ 　年接待海内外旅游者人次在 １０万以上 。

６畅３畅９ 　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a） 空气质量达 GB３０９５ — １９９６中规定的一级标准 ；

b） 噪声质量达到 GB３０９６ — １９９３中规定的 ０类标准 ；

c） 地面水环境质量达到 GH ZB１ — １９９９中的规定 ；

d） 景观 、文物 、古建筑等旅游资源保护措施明确 、有效 ，能有效防止自然

和人为破坏 ，保持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e） 环境氛围良好 。建筑布局合理 ，体量 、 高度 、色彩 、造型比较协调 ，周

边建筑物与景观格调比较协调 ，或具有缓冲区域 。绿地面积占有一定比例 ，植物

与景观配置比较得当 ，或景观与环境美化措施多样 ，效果良好 。出入口建筑主体

格调与景观及环境基本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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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各项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

害 ，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气氛 。

６畅３畅１０ 　旅游资源的历史价值 ，或科学价值 ，或艺术价值 ，在本省级行政区

域内具有代表意义 ；或资源珍贵 、稀少与奇特程度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属于独有

或罕见景观 。

６畅４ 　 A级旅游区 （点）

６畅４畅１ 　旅游交通

a） 通往旅游区 （点） 的交通基本通畅 ，有较好的可进入性 ；

b） 具有停车 （船） 场所 ，其泊位基本能满足接待需要 。场地较平整 、坚实

或水域较顺畅 。有中外文标志 ；

c） 设有可供游人通行观览的步道或航道 ，路面基本平整 、坚实 ，航道比较

顺畅 ；

d） 区内无严重污染环境的交通工具 。

６畅４畅２ 　游览

a）各种引导标志 （人口游览导游图 、标识牌 、景点介绍牌等） 醒目 、规范 ，

符合 GB１０００１的规定 。标识牌和景点介绍牌位置合理 ；

b） 具有游览宣传教育材料 （如研究论著 、科普读物 、综合画册 、音像制品 、

导游图和导游材料等） ，内容较丰富 ；

c） 导游 （讲解员） 服务基本能满足需要 ，导游人员持证上岗 ，普通话达标

率 １００％ ，服务质量达到 GB ／T１５９７１ — １９９５中的要求 ；

d） 导游 （讲解） 词比较科学 、准确 、生动 ；

e） 能提供咨询服务 。

６畅４畅３ 　旅游安全

a） 消防 、防盗 、救护等设备齐全 、完好 、有效 。交通 、机电 、游览 、娱乐

等设施完好 ，正常运行 ，危险地段防护设施齐备 、有效 ，标志明显 ；

b） 认真执行旅游 、公安 、交通等有关部门安全保卫制度 ，能定时 、定期进

行安全巡查 ；

c） 事故处理及时 、妥当 ，记录档案比较准确 、齐全 。配备游客常备药品 。

６畅４畅４ 　卫生

a） 建筑物墙面整齐 ，无污垢 。游览参观场所地面和道路基本平整 ，无污水

污物 ，无乱建 、乱堆 、乱放现象 。空气清新 ，无异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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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共场所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检测标准 ；

c） 公共厕所引导标识醒目 ，数量能满足需要 。建筑造型 、色彩及格调与环

境比较协调 。 ５０％ 厕所拥有冲水设备或使用免水冲生态厕所 。厕所便池比较洁

净 ，室内较整洁 ，比较干净 、明亮 ；

d） 垃圾箱 （桶） 标识明显 ，数量能满足需要 。布局基本合理 ，造型比较美

观 、实用 。垃圾及时清扫 ，基本上能日产日清 ，不留陈旧垃圾 ；

e） 餐饮服务符合国家关于食品卫生的规定 ，配备消毒设施 ，禁止使用对环

境造成污染的一次性餐具 。

６畅４畅５ 　通讯

a） 出入口或游人集中场所设有公用电话 ；

b） 通讯服务在营业时间内方便 、畅通 ，收费合理 。

６畅４畅６ 　旅游购物

a） 购物场所布局基本合理 ，建筑造型 、 色彩 、 材质比较有特色 ，与环境

协调 ；

b） 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旅游商品 。明码标价 ，无价格欺诈行为 ；

c） 市场有序 。经营者佩戴胸卡 ，亮照经营 ，无尾随兜售或强买强卖现象 。

对市场违规事件处理公正 ，记录完整 。

６畅４畅７ 　综合管理

a） 管理机构健全 ，旅游质量 、旅游安全 、旅游统计等各项管理制度完备 ；

b） 交通 、卫生 、环保 、导游服务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 、有效 ，定期监督检

查 ，保存书面记录和总结 ；

c） 具有一定的产品形象和质量形象 ；

d） 设立旅游接待室 ；

e） 高级管理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达 ６０％ ；

f） 有相应级别行政业务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正式批准的总体规划 。开发建

设项目基本符合规划要求 ；

g） 交通 、安全 、保卫 、卫生 、环保等各项业务培训制度完善 ，基本得到有

效实施 。上岗人员培训合格率达 １００％ ；

h） 设有投诉处理岗位和电话 、信箱 。投诉处理及时 、妥善 ，有比较完整的

记录档案 ；

i） 游客集中场所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的设置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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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设有适当的游客休息设施 。

６畅４畅８ 　年接待海内外旅游者人次在 ３万以上 。

６畅４畅９ 　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a） 空气质量达 GB３０９５ — １９９６中规定的二级标准 ；

b） 噪声质量达到 GB３０９６ — １９９３中规定的 １类标准 ；

c） 地面水环境质量达到 GH ZB１ — １９９９中的规定 ；

d） 景观 、文物 、古建筑等旅游资源保护得力 ，能防止自然和人为破坏 ，能

够保持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的特有风貌 ；

e） 建筑布局合理 ，体量 、高度 、色彩 、造型比较协调 ，周边建筑物与景观

格调比较协调 ，绿地面积占有一定比例 ，植物与景观配置比较得当 ，或景观与环

境美化措施比较落实 ，效果较好 。出入口建筑主体格调与景观及环境基本和谐 ；

f） 各项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要求 ，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

害 ，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气氛 。

６畅４畅１０ 　旅游资源的历史价值 ，或科学价值 ，或艺术价值 ，在本地区内具有

重要意义 ；或其珍贵 、稀少与奇特程度在本地区独有或是罕见景观 。

7 　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的评定与监督检查

７畅１ 　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按国家和地方两级进行 。

７畅２ 　国家旅游局和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旅游局分别是全国和地方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工作的领导机构 ，负责组织成立全国和地方旅游区 （点） 质

量等级评定委员会 。

７畅３ 　国家旅游局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负责 AAAA 级 、 AAA
级旅游区 （点） 的评定工作 。地方旅游区 （点） 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 AA 级 、 A 级旅游区 （点） 的评定工作 。

７畅４ 　各级旅游区 （点） 的具体评定及监督检查办法由国家旅游行政主管部

门另行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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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旅游业是当今发展迅速 、产值高 、吸纳就业人数多的产业类型 ，被誉为 “朝

阳产业” 。我国的旅游业发展相对较晚 ，但增势更为明显 。目前 ，我国入境旅游

者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已居世界第五位 ，成为旅游大国 。在旅游业发展中 ，由于

长期受 “旅游是无烟工业” 传统认识的影响 ，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 ，而对旅游开

发引发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估计不足 。因此 ，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重视不够 、措施

不力 、投入极少 ，造成大量环境问题的出现 ，使景观质量大大降低 ，甚至影响到

旅游业的正常 、持续发展 。

旅游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外围资源 ，是旅游资源保全的重要条件 。随着

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人们回归自然的呼声越来越高 ，旅游者

对旅游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旅游环境逐步成为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

条件之一 。旅游环境质量的优劣关系到旅游业未来的发展 ，保护旅游环境就是保

护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 ，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 ，已引起各级政

府及旅游区高度的重视 。

目前 ，我国旅游区管理与从业人员环境意识偏低 、环境保护知识匮乏 、旅游

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强等现象比较普遍 。旅游开发中 ，重经济效益轻环

境保护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 。特别是在旅游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

时 ，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保护 ，甚至牺牲环境换取经济效益 。旅游区

管理层领导干部的环境保护意识与知识水平直接关系到环境管理决策的正确与

否 ；旅游从业人员的环境意识与技能直接关系到旅游区环境管理措施能否落实 。

因此 ，旅游管理者 、旅游从业人员的环境意识与知识水平 ，直接影响旅游区环境

保护工作的进展 ，关系到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

旅游业持续发展需要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环境意识和一定的环境保

护知识 ，这对旅游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加强在岗人员环境保护知识培训的

同时 ，重点要加强旅游院校学生的环境教育 。因为他们是明天的管理者 、经营者

和从业者 ，是旅游业发展的未来 。因此 ，各级教育管理部门 ，已经开始重视旅游

专业学生的环境教育 。很多学校根据旅游专业特色 ，在课程设置中 ，把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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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同环境的关系贯穿于整个教学过

程中 。

枟旅游环境管理枠 就是以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等理论为指导 ，针对旅游管理

专业学生知识结构需求编著的专业教材 。教材融可持续发展基础知识与环境管理

理论为一体 ，旨在使学生提高环境意识 、掌握环境管理的基本理论 、掌握预防和

解决旅游区资源破坏及环境污染的方法和手段 ，为旅游区资源与环境合理利用 、

调控与建设奠定基础 。

本书适合于旅游管理 、环境保护专业学生和旅游管理者 、旅游从业人员及环

境保护工作者使用 。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 ，吉首大学教务处 、旅游学院给予了大力支持 ，吉首大学

邓必海教授审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深表感谢 ！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 ，虽然做了大量工作 ，但书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恳请各

位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

吉首大学 　杨美霞

２００７年 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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