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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刍议

曹绘嶷 海南大学文学院

作者：曹绘嶷 文章来源：《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更新日期： 2007-12-21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是当今旅游界的世界性课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其研究。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正式批准《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宏

观配置体系研究》为“九五”国家重点研究课题，成为旅游学科中第一个国家级重点课题；同时，全国各

地纷纷对本地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相比之下，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良自然环

境、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海南省，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薄弱。旅游业是最需要贯彻也是最

能体现可持续发展基本思想的领域之一。海南省有必要，也有条件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海南旅游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就是指“在保持和增进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当前的各种

需要”〔1〕， 是“对各种资源的管理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持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的生态过程、生物的多样

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的需要”。〔2 〕其实质是要形成一种旅游业与社会、

经济、资源、环境良性协调的发展模式。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在全球旅游业急剧膨胀、繁荣背后的危机日益暴露的现实下提出来的，并迅

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1996年，全球旅游总产出3.6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0.7%，旅游业

连续四年登上全球第一大产业的宝座。与此同时，人们却也发现了许多新情况，欧洲地中海沿岸“出现了

旅游资源枯竭现象”〔3〕； 巴布亚新几内亚出现土著居民与游客的争斗；大西洋、太平洋中的一些小岛

由于游人大量涌入导致生态破坏而不得不宣布关闭…… 

    即使在旅游业发展才短短十几年的中国，也出现了故宫、黄山游客严重超量，九寨沟旅游垃圾堆积，

厦门黄金海滩沙滩消失，云南、贵州一些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区因单纯商业化而魅力渐失等一系列问题。旅

游资源与旅游环境危机，旅游社会冲突与旅游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已影响了旅游业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海南是在近10年内迅速崛起的旅游热点地区。它以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批

游客。从1986年到1995年，全省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和旅游创汇三项主要指标分别按年均36.7%、10

0%、21.1%的比例递增;1996年统计数据表明，全省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5%，旅游服务业（不含交

通）上交营业税占地方工商税收的11.97%，旅游业已经成为海南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但是，海南旅游业面临严峻的问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按照市场需求合理设计旅游产品，组织旅游

开发，保持资源的吸引力和环境的舒适度，协调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发展关系，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是

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既是由海南旅游业的现状所决定的，也是海南发展旅游业的要求。 

    海南以自然风光和淳朴民风为特色的旅游资源属于易损型资源，而海岛生态和热带雨林生态也是比较

脆弱的生态类型。游客的大量涌入，已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景观破坏、环境污染、野生生

物的生存繁衍遭受影响、社会风俗习惯被改变、游人感受性体验降低等许多问题，已在海南初露端倪： 

    海口海滨泳场白沙门，原以其海水洁净、沙质白细而闻名。但是由于近年来缺乏科学的开发和管理，

海水被污染浑浊，沙滩上到处可见瓦砾碎石。慕名而去的游客无不扼腕惊叹。 

    三亚的天涯海角，是海南的标志性景点，为游人必到之地。近年来客流量的剧增，尤其在旅游旺季，

游览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遍地是垃圾，花草被折踩，景区管理无能为力。虽然1993年以后，该景点采

取了扩大游览区范围的办法来分流游客，但仍无法满足迅猛增加的客流要求。目前该景点旺季时客流量为1

―2万人／天，春节前后高峰期客流量通常超过3万人／天，远远高于景区的合理容量。 

    过去，一哄而上的旅游开发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也逐渐暴露出来了。一些部门和地方从自己的局部小

利益出发，在滨海及温泉地区大量兴建度假村、游乐城以及不伦不类的文化村，结果不但破坏了生态环

境，淡化了风情，影响了观瞻，还加剧了不正当竞争，使整个行业处于低效益状态。以住宿业为例，1995

年全省平均开房率52%，79家主要旅游宾馆中有63家亏损，亏损面达79%；1996年全省平均开房率53.6%，考

虑到持续的低价位竞争和巨大的投资成本，大部分宾馆仍为亏本经营。有识之士呼吁：让海南旅游业协

调、持续地发展，即走一条资源、生态和经济、社会同步协调的路子。 

    海南以其国内唯一的热带海滨和热带森林旅游资源及舒适的环境，在吸引休闲度假旅游方面有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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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这意味着旅游活动对海南的影响，无论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都将大大增强。 

    机遇也是挑战。海南旅游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都要求尽快实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因素在旅游

发展中的有机协调。海南旅游业有必要、也有条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海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1.资源环境。海南省人口少、开发晚，自然环境遭受现代工业的污染较小。全岛绿地面积占60%以上，

森林覆盖率40%以上，四季郁郁葱葱，常年有瓜果。国内外许多专家称赞海南是“回归大自然的好去处，未

受污染的长寿岛”，是“当今世界罕有的一片未受污染的旅游胜地”。而海南集自然风光、珍稀动植物、

民族风情和文化古迹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热带海岛风光旅游资源，则是旅游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和基本保

障。 

    2.市场客源。立足于蓬勃壮大的国内市场，近10年来海南旅游接待人次以每年30%以上的高增长率增

长。预计在今后10年内，仍将保持在12%以上。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则因为海南的交通、接待等基础设施

的逐渐完善，知名度的日益提高，在下世纪初将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亚、东南亚这个人口密集、经济高速

增长的地区，几乎都在以海南为中心，半径2500公里的辐射圈内。按旅游市场一般规律，国际休闲度假游

多在20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可见，海南是具有大量吸引国际度假旅游的天时、地利优势的。 

    3.政府支持。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其他特区更“特”的优惠政策，具有“三低”（低

税率、地价、劳酬）、“三自由”（资金、物资、人员流动自由）的有利条件。而旅游业因其先导和支柱

的产业地位，倍受各级政府的重视。不仅在规划、投资、用地、人才等诸多方面对旅游业进行政策倾斜，

还大力积极推进旅游立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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