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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游经济”和“海滩环境”分析三亚旅游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旅游报 文章作者：樊木 发布时间：2006-10-30   字体： [大 中 小]   
 

   三亚地处中国海南省最南端，境内海岸线209.1公里，其主要的旅游资源分为十个大类型：阳光、海水、沙

滩、森林、动物、温泉、岩洞、田园、风情、古迹等，而其最具有发展前景和吸引力的是前三项，即热带的阳

光、蔚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可以说这三项就决定着三亚旅游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三亚旅游发展前景、

支柱在海滩。目前，以209.1公里海岸线为基线所带动的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已经形成颇具特色的产业链，这便是

三亚的海滩经济。  

  旅游环境是指旅游活动特定的区域或范围内各种因素的存在状况和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

和相关的旅游依托地。旅游产业的特性决定了旅游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其环境质量必须优于其它非旅游区，均为

环境敏感区。而旅游业的营利目的决定了投资商经济利益的获得是以环境的损害为代价的，人为的因素加剧了

敏感区环境的恶化。加拿大安大略大学教授Butler提出了一个认可度较高的旅游区的发展演变过程，即：开

发、参与、发展、巩固、萧条、重现活力(或衰亡)等。  

  三亚的旅游经济和海滩环境海滩经济是三亚旅游经济的基础，三亚的发展离不开优良的海滩环境，而海滩

环境发展的最终走向是衰亡或者重现活力，这种共生与冲突便是三亚旅游发展的根本矛盾。  

  1、旅游经济发展和海滩环境保护的共生性海滩经济和旅游环境共生性  

  主要表现在Butler演变过程中的第三和第四个阶段，即发展和巩固阶段，这个时期的特征是旅游开发已基

本完成，景区的知名度大大提高，游客呈现旺季现象，投资商开始回收资本。旅游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生性体

现在经济联系上，投资商考虑到长远的发展，会进行再投资，以保护现有的或者改善已被破坏的旅游环境。环

境好了，游客多了，经济才能发展；经济发展了，收入多了，环境保护政策才能落实，二者是相辅相成，互成

因果的。三亚市的旅游收入近年来比例逐渐上升，达到全市GDP的84%，而旅游收入中大部分是源自海滩经济范

围内的风景区如西岛、蜈岐洲岛、亚龙湾、三亚湾，以及海滩经济产业链中的海景酒店和相关产品。旅游收入

增加了，环境保护性政策的落实也就找到基础。2003年三亚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66.0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到44.28%，人均绿地面积18.2平方米，垃圾袋装化达到96%，环境监测数据12875个等等，这些都是耗资巨大却

是环境优化所必须做到的基础性工作，没有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就没法开展。旅游经济和海滩环境质量二者的

紧密关联迫使投资商不得不权衡资本回收期以及资本的合理利用，这种共生关系是海滩环境得以被保护的基

础。  

  2、旅游经济发展和海滩环境保护的冲突  

  由于经济活动的趋利性，旅游区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走入下一个阶段：萧条，然后衰亡或者在经营团体另

一个思维模式下重现活力，然后进入下一轮循环。三亚旅游资源特点突出，海洋、海滨、海岛等类型的自然旅

游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度假、康复、疗养、休闲、体育、娱乐、绿色生态旅游的理想条件。但也正是由于三亚

市是一个以海洋、海滨、岛屿等为主要旅游资源的地区，所以旅游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生态平衡极易受到人为

干扰和破坏。目前，三亚市旅游资源开发虽然仍处于初期阶段，由于政策、管理、教育、宣传等原因，旅游资

源和旅游环境破坏问题初步凸现。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的破坏分为由旅游开发而造成的破坏和非旅游开发造成

的破坏。许多珍贵资源已面临毁灭性威胁，例如珊瑚礁、红树林等，如不及时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加以保护，

三亚市旅游业的发展将失去坚实的基础。  

  海滩旅游的损害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海滩环境容量和环境自净能力估计不足，容易对海滩形成过

度性、掠夺性的开发。这主要表现在一线海景酒店设立的非远期规划性，如酒店数量的不合理性、酒店选址的

不科学性以及酒店本身排污行为的投机性。三亚目前共有大小酒店285家，客房18293间，其年接待能力已突破9

00万人次，但三亚年实际到访量只有350万人次。2003年三亚酒店行业利润整体亏损9918.75万元。除亚龙湾地

区酒店盈利790万元外，大东海、三亚湾酒店均出现整体亏损。同时随着周边市县旅游业的兴起，导致平均房价

和开房率有所下降，这些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环境保护投资减少、环境恶化加剧。  

  二是海滩环境的粗放式管理导致出现大量低质量、重复建设的旅游项目。这种形式对海滩环境的危害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低水平项目存在着分散、流动性大、形式不一、难于统一管理，管理不善导致资

源浪费严重，由这种极多的点污染形成面污染，对海滩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害；其次，在旅游旺季，游客蜂拥而

至，海滩人均占有面积极少，粗放式管理导致过分集中的游客无法合理分流、疏导，这种损害往往超过海滩环

境容量，超出环境自净弹性范围，甚至形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  

  三是海滩经济开发缺乏整体的有机协调。最大的特征是各自为政，行业与行业之间，行业内部企业之间，

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缺乏很好的沟通。行业竞争的特征表现在旅游价格战，而价格压低的最终代价往往是为了降

低成本而牺牲海滩环境。  

  三亚海滩旅游经济发展建议  

  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在1991年就定义了一种比较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旅游方式：生态旅游。其定义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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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旅游模式，这种模式以环境保护和提高当地群众生活质量为目标。目前，生态旅游致力于使游客享受美

丽的自然环境和感受当地文化的同时对当地环境产生最小的影响，并尊重当地人的传统、信仰和习俗。目前三

亚旅游开始以这种理念经营，尽量能够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然而实际上可以这么反问：生态旅游者真是慈善家吗？因为从上面的描述来看他们完全符合慈善家的特

征，他们富有责任心、同情心，他们尊重别人，他们充分回报社会，他们自己的要求很低等等。从旅游者的心

理分析来说，外出旅游主要有以下几种心理动机：放松自己、满足好奇心、寻求刺激、求知心理以及怀旧心理

等，在满足自己这些心理的过程中，大部分都不可避免地以损害环境质量为代价，对神秘的东西我们会一探究

竟，对新奇的东西我们会亲自尝试而不仅仅是听讲解，寻求刺激的活动更是以违反常规为乐趣，这些动作都或

多或少影响着旅游环境，因此真正的蜻蜓点水式的、慈善家式的旅游是少之又少的，因此笔者认为，真正解决

海滩环境恶化问题并不能依靠“要求游客主动做什么”，而是要从规范经营者行为和更新管理开发模式两方面

来寻求三亚市海滩环境和旅游经济最大程度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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