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市长参考 城市艺术专业委员会   首 页 登 录 注 册  

城市发展 城市品牌 城市创新 城市排行 城市形象 城市海报 城市推荐  

搜索

中国城市发展网 >> 城市品牌 >> 旅游品牌 >> 内容阅读 

长江上游大九寨环线旅游业循环经济模式研究 

作者：周中林 来源：论文网 添加日期：09年11月25日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的基础，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和社会活动，对促进旅游地经济繁

荣、文化交流、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旅

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根基。然而，在旅游规划、建设与消费过程中，因缺乏科学指导盲目开

发、管理不当等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破坏了旅游资源的永续性，影响到旅游业和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长江上游的大九寨环线拥有重要的旅游资源，拥有闻名世界的九寨沟、黄龙等

自然风景区，每年要接待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旅游者，在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由于活动人员

众多，也带来部分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本文试图将循环经济理念应用到旅游

业中，探讨旅游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实现长江上游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整个社会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共赢。 

       一、旅游业循环经济的特点 

       1.循环经济的内涵。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循环利用来实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经济发展模

式，其特征是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由于四川经济相对落后，经济发展任务非常繁重，资源和环境

压力巨大，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紧迫。因此众多的专家提出了四川发展循环经济应根据自

身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特点，按照循环经济所遵循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

环”原则，从资源开采、资源消耗、废弃物产生、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和社会消费等环节着手，抓住

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大力推行节能、节水、节料、节地，推行资源循环利

用、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并提出了企业、产业园区、城市和区域等不同层次的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但把旅游业作为循环经济研究内容的还不多见。 

       2.旅游业循环经济的特点。旅游业循环经济是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是循环经济思想与可持

续发展思想在旅游业中的具体体现。从旅游产业这个角度来看，旅游业循环经济主要是指根据执行

服务来创造价值的第三产业的特点从旅游服务产品与设施的设计与开发，到整个旅游过程，都要考

虑消除或使之尽可能地减少旅游企业、旅游者对旅游环境的直接与间接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旅游

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循环经济严格遵循着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的“3R 原则”，运用生态学

规律指导一切旅游经济活动，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活动中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

反馈式循环过程，以达到“合理开采、高效利用 , 最低污染”的目的，把旅游业清洁生产、旅游资

源综合利用、旅游产品的生态设计和旅游者的可持续消费融为一体 , 从而使旅游经济系统和谐地纳

入到旅游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来。 

       二、长江上游大九寨环线的旅游环境 

       四川作为一个资源大省，建设企业循环经济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四川也是一个旅游大省，特

别是长江上游的大九寨环线，是以成都－都江堰－汶川－松潘－九寨沟为西线和成都－绵阳－江油

－平武－九寨沟为东线的环形旅游线组成的地带，大九寨环线上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具有色彩多样、层次分明的森林景观；同时，大九寨环线上人文古迹众多，有唐朝诗仙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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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三国时期蜀汉遗迹富乐堂、西蜀子云亭和大司马蒋琬墓地，深山宫殿报恩寺等别具一格的人

文景观，为发展观光旅游业，培育第三产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吸引了众多的国际与国内游客。但是，由于大九寨环线上人口密度大，经济活动频繁，水土流失严

重，部分地区生态仍十分脆弱, 大气和水质等环境污染问题在整体得到改善的同时，部分地区生态

问题也显得日益严重。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对九环线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加剧，而且也

对三峡库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和影响。其次，大九寨

环线上生态建设也面临着提升生态建设效益等深层次的问题，面临着解决生态建设与增加生物多样

性、发展地方经济及生态系统的维护等结构性矛盾。为了保持该地区生态建设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推行旅游业循环经济模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长江上游大九寨环线旅游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旅游循环经济模式是整个旅游循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目标所在。要按照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

学、文化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 ,充分发挥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技术经济的作用，协调旅游生产与

消费,协调区域内的农业生态化、工业生态化、城乡生态化等 ,严格按循环经济理念进行资源的合理

利用与循环利用 ,保护资源和环境 ,树立旅游循环经济发展的新理念 ,构建旅游循环经济发展运行的

系统模式 ,以保证旅游业科学、有效地发展。 

       由于九环线地处长江上游，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生态条件脆弱，面临着开发与保护、巩固与发

展的双重任务。在几千年来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环境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人们认识到生态

就是现实生产力，环境就是竞争力，只有实现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类社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对一个地区来说也是如此。要实现九环线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生态优先，以生态建

设为主，依托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绿色

通道建设和生态城市建设等生态工程，逐步恢复森林景观，培育森林特色资源，优化森林的各种效

益。建成九寨环线“春天一山花，夏天一山绿，秋天一山果，四季有景观”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态环境。要在保护好现有生态资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好生态，增加植被，提高植被质量，同时

要治理好污染，通过构建景区特色，把文化、景观、娱乐融为一体，形成具有九寨环线特色的旅游

文化。 

       九寨环线上地域辽阔，动、植物种类繁多，立地类型多样，具有比较完备的生态体系，因此在

构建其旅游业循环经济模式时不能搞一刀切，必须采用分区治理的方法。根据九寨环线上立地类

型、森林植被、林业发展水平及社会经济情况，九环线生态建设的分类界定及循环经济建设模式

为： 

       1.平原生态区。该区域范围海拔高度一般在500米以下，30公里范围内相对高差在50米左右的平

坦地面。地貌以平原为主，台状浅丘和红岩低山镶嵌其间。包括成都市、德阳市以及都江堰市、江

油市部分地区。该区人为活动频繁，经济发达。根据此特点为，其循环经济模式为：主要通过生态

城镇建设、绿色通道建设，以人工促进森林群落的演替方式培育森林后续资源和景观资源，通过优

选组成种群和高效的配置方式，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自然景观与生态保护有机结

合。 

       2.低山丘陵生态区。该区域范围海拔高度在500米～1000米之间，2公里范围内相对高差50米～

500米之间。地表丘陵、低山错综起伏，沟谷纵橫分割。包括绵阳涪城区、江油市及平武县、都江

堰市部分地区。该区人为活动比较频繁，经济比较发达。其循环经济模式为：适宜生态建设模式有

城镇生态建设模式、绿色通道生态建设模式，经济林生态建设模式。以坡耕地治理为中心，绿化荒

山和退耕还林；优选高效的经济林木，搞好庭院、埂坎生态经济林业，构建生态休闲区；改造低效

林，改良草坡，续建水利水保工程；坡耕地梯地化，遏制水土流失，提高抗御干旱和洪涝灾害的能

力。提高生态质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创收门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

提升城市形象与品味。 

       3.中高山生态区。该区域范围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上，2公里范围内相对高差500米以上。地貌

类型以中高山、深切河谷为主。包括汶川县、茂县、松潘及平武、北川诸县。区内人为活动少，经

济欠发达。其循环经济模式为：主要是以自然演替的方式促进森林群落生态功能的恢复，因此以天

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为主，绿色通道生态建设模式辅之。采

用近自然的管理理念，绿化干旱河谷、荒山荒地和陡坡耕地，治理“三化”草地，提高林草覆盖率

和水源涵养功能，建设生态农业。通过封禁措施，形成乔、灌、草、藓的立体生态结构，恢复森林

动植物资源和景观资源。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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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上游大九寨环线具有重要的旅游资源，但同时其生态区域也十分脆弱，要使该区域旅游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造福子孙后代，遵从生态经济学原理，积极采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其必然的选

择。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通过科学规划，根据不同的生态类型，不同区域采取不同方案，积极

推动该区域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实现该区域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人民生活的提高，环境的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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