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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景区的生态旅游管理探析 

作者：陈菲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添加日期：10年05月05日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因沟内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海拔在

2000米以上，生态环境保持得相当完整，沟内分布一百零八个湖泊和大片原始森林，不但有五花

海、五彩池、树正瀑布、诺日朗瀑布等绝佳的风景，还拥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梅花鹿等珍

贵动物资源。2007年5月8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旅游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九寨沟曾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沟，今天却以“人间仙境”、“童话世界”的美誉蜚

声中外。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年接待游客10余万人，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万人；景区年经营收入从

100多万元提高到现在的6亿多元，九寨沟的旅游资源得到了极大地开发。但是，与其他一些景区的

过度开发以至旅游资源衰竭的情况不同，九寨沟坚持以生态旅游为核心理念，努力保护自然环境的

秀丽和纯净。九寨沟景区的管理者，坚持以自然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为出发点，全力向中外游客展

现一个原始古朴、神奇梦幻的人间仙境，这里原始的生态环境、一尘不染的清新空气和雪山、森

林、湖泊组合成幽美的自然风光，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两

顶桂冠的圣地。九寨沟旅游开发的巨大成功，是与景区有效的生态旅游管理息息相关的。 

       

       一、景区管理理念的生态转型 

       旅游资源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即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自然旅游资源主要是以自然界

中的山水树木、鸟兽虫鱼、奇石绝景等为载体。因此，在自然旅游资源为主的景区中，如何保护生

态环境的原始、自然和完整，便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九寨沟景区秉承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理念，始终坚持对九寨沟生态环境的强力保护和合理开发，不为眼前的经济利益放弃生态

保护的长远目标，为中外游客保存了一个原始古朴的自然环境，从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前

往参观游览。 

       为了贯彻生态旅游的理念，九寨沟成功地实现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构想。从2001年4月30

日起，九寨沟关闭了景区内的所有宾馆；2003—2004年，大规模拆除景区经营性房屋建筑和违章建

筑12万平方米，恢复植被2万余平方米，有效遏制了景区城市化现象，维护了世界遗产地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同时，景区每年拨专款836万元作为景区居民的生活保障费，组织景区居民入股，建设

并运营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优先安排沟内居民从事保护、环卫和相关旅游服务工作，保障居民利

益，引导居民致富，有效解决了“保景”与“富民”的世界性难题。 

       九寨沟景区引入国际标准化管理，确立“绿色旅游”的新理念。九寨沟的“绿色旅游”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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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和绿色资源、满足“绿色消费”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管理和发展中，主要表现在：科学

测定环境承载量，实施“限量旅游”政策，严格控制日进沟游客数量；开通绿色环保观光车，尾气

排放达到欧三标准，大大降低了汽车尾气对九寨沟生态环境的影响；拆除景区内的所有旱厕，引入

智能型全自动免水冲环保生态厕所和环保型车载式流动厕所，从而实现了景区内污染物零排放；景

区内的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以旅游咨询、环境教育为主要功能；开发以绿色为主题的原始森林旅游

路线等。九寨沟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保证了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优秀文化精髓的传播，将

旅游和自然、文化、人类生存环境结为有机的整体。 

       九寨沟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使其生态旅游管理进一步向着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方向

转变。其举措包括：每年外派专业人士出国考察，不断吸纳先进的管理经验，注重景区员工的素养

提升，以改善景区服务质量；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就环境工程、环境教育和森林生态学等内容进行科

研合作；与四川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合作，成立“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

展国际联合实验室”；配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九寨沟开展实地调研，并与建设部、中国风景名胜

区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共同合作开展“中国世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项目”研究。正是

由于景区采取了科学、生态的管理方式，保持了九寨沟生态旅游资源的原始性和真实性，将自然的

韵味与地域文化特色结合起来，才吸引了不计其数的游客慕名而来。 

       二、多元化的环境保护主体 

       在全国的其他一些地区，自然景区内往往存在着景区内居民与景区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

些景区管理局为了保护环境，往往限制或取缔景区内的居民参与旅游服务业活动；而居民为了获取

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时常置景区的生态保护于不顾，二者由此形成了紧张对峙的关系。 

       九寨沟景区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采取了重要举措扭转这种常见的问题。九寨沟管理局

认为，景区内居民是景区保护的动力，九寨沟人既然始终坚持“以旅游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以生态

保护促进旅游发展”的理念，那么就必须想方设法将景区内居民纳入到环境保护的体系之中，使之

成为监督、批评和参与的重要力量。为此，九寨沟开创了居民参与景区保护的管理新模式。九寨沟

管理局通过倡导、引导、疏导、指导的方法，使沟内居民认识到保护九寨沟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

任感，增强其主人翁观念和忧患意识，变被动的、强制的环保为居民自觉主动的参与；同时，不断

强化保护环境的相关规章制度，形成一个完善的保护机制，遇到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大

大减少了危害生态环境的问题的产生。 

       为了杜绝日常生活垃圾的污染，九寨沟管理局严格控制沟内餐厅等服务项目的数量，努力实现

服务经营项目向沟外发展的目标，切实地避免景区的日常污染；杜绝外来人口对沟内餐厅、摊位的

承包、租赁，限制外来人口迁入沟内，从而使环境保护和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落到了实处。为了实

现多位一体的环境监管目标，九寨沟景区管理局还以沟内居民为骨干，组建120余人的“3队10

站”：护林防火专职消防队、环境卫生队、保护区道路养护队，长海、日则、诺日朗等七个保护

站、生物病虫害监测站、环境监测站、泥石流监测站，从而使保护任务落到实处。九寨沟这种以保

护为前提和维护居民利益相一致的管理模式，以规范的行政手段、开放的经济手段和严格的法律手

段及当地居民的高度自觉，显示出了强有力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三、精细化的景区管理举措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九寨沟景区从日常工作的细微之处着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003年3

月，九寨沟管理局出台了一项新举措——实施精细化管理。要求景区员工做到“六精”(精神、精

华、精髓、精品、精密、精通)和“五细”(细分市场和客户、细分职能和岗位、细分每一个管理、

细化程序和环节、细化成本控制)，立足于细，扎根于实。通过具体的细节，一方面，可以让游客体

会到一流景区的人性化服务，增加对九寨沟的满意度、信誉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另一方面，则可

以使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真正地落到实处，让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景区居民乃

至每一个游客都树立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 

       “六精”中的“精华”体现了生态理念的内涵。“精华”是指有效地创造、运用、输出景区先

进文化精华(九寨沟自然文化、民俗文化、管理文化)、技术精华、智慧精华等，全面掌握本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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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使其具有处于领先行业地位的核心技术，有力促进景区的全面、

快速、健康的发展。这种创造、运用、输出景区先进文化精华的理念，在九寨沟管理文化的实践中

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九寨沟景区一方面是运用、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生态旅游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

创造性地总结和传播自己的生态旅游管理举措，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文化氛围。 

       “五细”之中则包括：细分组织机构中的职能和岗位、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体系，使责权利明

确，并落实到位；细分每一个战略、决策、目标、任务、计划、指令，采取层层目标管理，使之落

实到人；细化全局管理制度的制定、实施、控制、检查、激励等程序、环节，做到制度到位。在生

态旅游管理实践中，九寨沟景区管理者真正地将生态保护的理念融入九寨沟旅游的全过程之中，使

游客不仅是生态旅游的消费者和主体，而且也逐渐转变成为生态保护和景区环境工作的监督者、批

评者，以此构建一个管理者与游客相互监督的新局面。为了帮助游客建立生态观念、强化生态旅游

中的教育功能，九寨沟生态旅游景区设计了一些专门用来提高游客生态保护意识的旅游项目及辅助

措施，切实有效地建立起从管理者、工作人员、景区居民到普通游客的多位一体的生态保护机制。 

       同时，九寨沟景区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自然环境保护和管理。景区管理局设置了专门的保护

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对景区进行科学化管理、维护、调查、观测、监测、研究，遇到有损于生态环

境的事情及时处理，并强化保护措施；景区管理局还依法建立健全保护区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

将生态保护的理念细化到一条条具体的规章制度中。 

       九寨沟景区被誉为“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之一”，其成功的景区管理经验，值得国内其他

旅游景区学习和借鉴，是中国生态旅游管理和发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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