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规划 

文/李 伟 江秀辉 

   一、引言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就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提出的自然——社会——生态复合生态系统有序高
效最佳运行的模式和最高的奋斗目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要在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不同代际之间的人们在获得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公平性的基础上，协调好人口、
资源、环境和发展（即所谓的“PRED”）之间的关系，实现旅游业的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是一个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博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投资经营
者经常与公众、整个社会发生利益冲突，有时甚至还很激烈。此外，对旅游环境损耗与环境污染估
计的不足，脱离实际，也是近年来在编制旅游发展规划中常见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在
国家环保政策已明确与相关的环保、旅游法规已陆续出台的情况下，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与旅
游发展规划相配套，可操作性比较强，并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旅游环保规划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指导思想 
   治理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损耗与环境污染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发达国家的“先污染后治
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人类社会曾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代社会文明不允许我们再这
样去重蹈覆辙。二是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所采用的用高标准的配套环保工程来解决资源开发与环境
保护问题——走这条路需要很高的资金、技术投入，起点低、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和地区通常也难
以承受。我国目前仍是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的限制，走这条路的现实性也不大。三
是一条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它在循环经
济“三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指导下，力求通过一个科
学、合理的量化控制详规，来规划旅游经济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建设规模、功能与项目配套的环
境保护工程，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即PRED协调问题），在保护好资
源与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不少地方在开发旅游项目时，项目的设计往往只考虑“因地制宜”、“市场导向”原
则，而没有去考虑项目将来的运营旅游规划可能造成的环境损耗与环境污染，即使规划设计中包含
了环保项目，也大多只是建立在“规划设计师”的主观臆测之上，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令人信服
的科学分析作基础。事实上，旅游开发利用的方式不同，旅游项目运营对环境所造成的损耗或污染
的程度也就有明显的不同；而环境的承载力、客容量不仅与景点场地的面积、旅游活动的内容有
关，而且还与集散地、道路的分流布局有关。一般来说，生态旅游、观光旅游、宗教旅游要比休闲
娱乐旅游、度假旅游和体育旅游环境污染要来得小。而旅游设施规模、占地面积小环境影响（如
“热岛效应”、对生物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环境损耗相对也就比较小。此外，出台各种
政策与措施鼓励企业使用比较洁净的能源与无公害的建筑、装修材料，饭店、餐厅、酒楼的炉灶、
烟囱等增设消除烟尘的装置，也有助控制环境污染。 
   一般来说，旅游环境损耗与环境污染是与来访的旅游者人数成正比的；旅游经济增长的需要
经常导致旅游经营者对旅游接待人数无休止地追求。然而， 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承载
力总是有限的，蜂拥而至的游客将使旅游目的地不堪重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 
   三、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规划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经济能持续、稳定地保持增长，同时资源与环境能永续得到利
用。对此，可以通过上述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指导思想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基本思路是
以不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分门别类地建立“三废”处理设施量化模型，同时分析“绿肺”、“绿
肾”对环境的自净能力，求得满足旅游经济增长条件的最小环保设施规模。 
   1、环保建设规模的静态分析 
旅游区的环境建设包括有垃圾处理规模能力、污水处理能力及其废气处理能力。 
   （1）垃圾处理规模分析。假设旅游区每天接待人数为，而单位游客每人丢弃的垃圾量为，则
旅游区每天可产生的垃圾量为吨。实际上对于旅游区，垃圾处理规模越大越好，但规模越大所需资
金支持也相应增加。旅游区垃圾处理规模既要保证能够及时处理旅游区所产生的垃圾，同时也应保
证所用资金最少。 
   设旅游区垃圾处理规模为，假定单位规模的垃圾处理能力可处理的垃圾数量为。又假定处理
每单位的垃圾成本为，并假定垃圾处理的建设成本为处理规模的函数。而对于垃圾处理的建设规
模，还必须考虑其有效年限，而假定其折旧为年。同时，建设垃圾处理还必须考虑垃圾处理规模建



 

设的机会成本，设为。则每年处理垃圾的总费用 
   1.1 
   根据分析，则旅游区的垃圾处理规模的最优建设模型如下： 
   1.2 
   （2）污水处理规模分析。假定每个游客每天平均用水量为，根据旅游区用水经验知，80％的
用水量为污水，则旅游区日平均污水产生量则为。设定污水处理规模为，单位规模可处理污水量
为。同样，假定处理每单位污水的成本为，建设成本为，折旧期。机会成本设为，则总费用设为。
同时，对于污水处理，还应考虑旅游区的自净处理，这包括河流、绿地、湿地等的自净处理。但污
水自净处理主要是河流的自净作用，其他的自净作用微乎其微，可以忽略。设河流对污水处理的自
净能力为，为污水源数，则污水规模建设的最优模型为： 
   1.3 
   （3）大气污染处理规模分析。对于旅游区的大气污染，实际上主要是和饭店的油烟或者是寺
庙的烟尘等。对于旅游区的大气污染，实际上主要依赖手段是旅游区的绿地、湿地——旅游区的
“绿肺”和“绿肾”工程来净化空气，达到处理空气污染的目的。这就涉及到应规划多少面积（规
模）的绿地、湿地来进行空气绿化。假定应该规划的规模是，旅游区内每天产生的废气为，每单位
规模的绿地、湿地每天可净化空气量为。建设每单位的绿地、湿地成本平均假设为，而维护每单位
绿地、湿地成本假设为，建设绿地、湿地的机会成本为，总成本则设为。则其最优规划模型设计
为： 
   1.4 
   2、环境建设规模动态分析 
   随着旅游活动的进行，实际上，旅游人数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正常情况下，旅游者人数是
在不断增加，即，并且最终会达到一个相对平衡人数，则三废的发生量相应的也不断发生变化： 
   2.1 
   垃圾处理、水污染处理和大气污染的处理，必须考虑旅游人数的变化带来处理规模能力的相
应变化，处理规模的建设。适应到旅游人数的变化，其建设应分为三个时期来进行。一期工程实际
上就是静态下的建设规模。二期、三期工程是必须对原有规模进行维护和扩建，这就必须要求在一
期工程建设期间必须要预留有足够的扩建空间，这必然增加了污染处理的机会成本、维护成本。一
期工程，相对来说，规模建设以静态分析为准，但由于必须考虑预留扩建空间，所以相应地改变机
会成本等变量。 
   固体垃圾：，为垃圾处理预留扩建空间。 
   水污染： ，为水污染处理预留空间。 
   空气污染：，为扩建的绿地、湿地面积。 
   二期、三期工程即要根据旅游人数的相应变化而相应维护、扩建原有污染处理规模，并最终
达到处理平衡，即分别扩建、与。期间建设规模及其费用随旅游人数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分析时，
相应带入旅游人数的变化方程即可，此处不再赘述。而在此，应该确定的主要是、与分别应为多
少。 
   旅游人数达到平衡人数后，将基本上会围绕上下小幅度波动。 
   （1）以为准，的确定： 
   2.2 
   其中，为垃圾处理的扩建成本，为折旧年限。 
   （2）的确定： 
   2.3 
   其中，为水污染处理的扩建成本，为折旧年限，为此时期的污染源数。 
   （3）的确定： 
   2.4 
   尽管社会各界在保护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方面已形成了较广泛的共识，但在处理具体问题
上，关键的一环还是要目前各地进行旅游规划时，应在保护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同时制定一个与
之配套、科学、合理并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旅游环保专项规划。开发、利用资源的主要使命是使旅游
目的地能够保持较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使旅游经济能够实现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达到这种
目标，关键必须要科学、合理地规划旅游环境保护设施及项目（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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