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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陵源风景区较突出的环境问题 主 要 表 现 在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降 低)水 质 恶 化)生 物 多 样

性受到威胁等问题(本文在实地调查和与 专 家 访 谈 的 基 础 上 设 计 函 调 问 卷!通 过 对 函 调 问 卷

的综合分析!构建武陵源旅游区生态环境 质 量 评 价 模 型!对 旅 游 区 的 旅 游 环 境 质 量 做 出 了 评

判(研究发现!尽管从总体上看!武陵源 风 景 区 自 然 生 态 环 境)社 会 文 化 环 境 与 旅 游 资 源 环

境比较优越!但从评估的结果看!由于武 陵 源 旅 游 区 前 期 的 开 发 力 度 过 大!某 些 地 方 的 无 序

开发已经导致了 一 系 列 的 环 境 问 题(有 鉴 于 此!本 文 提 出 了 武 陵 源 风 景 区 环 境 管 理 的 具 体

建议(

关!键!词"旅游#旅游资源开发#环境质量#武陵源

中图分类号"@A!#=:>#3"!!文章编号"9###8#:A:&!##$’#!8#9>!8#>

9!引言

受 $无烟工业%思想的影响!旅游业在经济方面的成功掩盖了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与

破坏!使得旅游环境相关研究滞后于其它学科(随着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日 益 突

出*9+!一批学者开始重视旅游环境的研究工作!并在相关领域的研 究 上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进

展*!+(!#世纪?#年代!美国林业局的三位著名旅游地理学家在探讨旅游的自然与社会环

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后!许多学者在旅游环境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9’对环境与旅游的关系加以描述!制定保护对策(&!’通过

实例研究旅游对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A+(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与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需求不断增长(旅游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带动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流)物流的不断增长!对旅游区的环境压力不断加深!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环境质量(本文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考察了近年来由于旅游资源

开发导致的环境问题!评估了其环境质量!并提出了优化环境管理的具体措施(

!!区域概况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简介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位于张家界市中部!湖南省西北部!澧水中上游(地处北纬!AB:!C
!!>B$AC!东经9#>B$#C!99#B!#C!属于武陵山脉腹地!土地总面积>:9?DE!(张家界地

处北中纬度!属中亚热带山原型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无霜期长!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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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短(年平均气温9?F!年降雨量9$##EE!降雨 量 在 时 空 分 布 上 有 明 显 的 不 均(9>AA
年:月设立为地级市!初名大庸市!辖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桑植)慈利两县!并审定武陵

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9>>$年$月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99+(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组

成!所辖面积仅">#3ADE!!其 中!外 围 保 护 地 带 面 积9!?3ADE!!风 景 区 面 积!?$DE!(
区内 石 英 砂 岩 柱 峰 有"9#"座!千 米 以 上 峰 柱!$"座!最 高 峰 为 兔 儿 望 月 峰!海 拔

9!?$3:E#境内长!###E以上的沟谷"!条!总长达A$3?DE!其中!以金鞭溪最为著名(
峰顶多为三面悬崖深谷的台地!常为山民安居扎寨之处!最为有名的有黄石寨)鹰窝寨)
锣鼓寨)躲官寨等(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气候特点基本上与整个张家界一致!但是由于受地

形的影响!气候复杂多变!且垂直气候差异明显!山高林密!雨丰湿重!形成特有的森林

小气候(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形成明显的垂

直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山地小气候环境!为众多物种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植物资源中!高等植物有"###余种!珍贵经济用材有9#余种!药用植物9###多种!木

本油料植物;#多种!芳香植物近百种!可供观赏的野生花卉$:#余种#首批列入 ,中国

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重点保护植物有":种(其区域森林覆盖率A:G(陆生脊椎动

物有:#科)99?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9#种)国家三级保

护动物9;种!被誉为 $亚热带罕见的物种基因库%(9>>!年9!月!武陵源正式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作为自然遗产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9!+(

!"!!武陵源风景区的旅游活动特征

武陵源自然环境条件的特点是"山地)丘陵)岗地等地貌类型占据了全境近>#G的

面积!而堆积平原仅约占9#G#气候资源!特别是气温)降水非常优越#生物资源丰富!
森林覆盖率超过?:G &!###年数据’(这些都决定了武陵源长期以来土地覆被以天然森林

为主的基本特征(而总人口少)农村人口超过;:G)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少数民族聚

居区 多!特 别 是 第 三 产 业 &旅 游 产 业’为 支 柱 产 业 &!###年 第 三 产 业 产 值 比 例 高 达

:#3$AG’等社会经济特征又决定了其环境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口)旅游业发展等(
从接待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两个方面来看!可以发现9>A>!!###年武陵源的旅游发

展状况是一个加速上升的过程 &图9’(旅游业的这种发展!必然会对武陵源的环境产生

深刻的影响和压力(可以从以下若干方面分析"其一!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对旅游资源的进

一步开发和保护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临近或者位于旅游区之内的耕地以及原来通过毁林

图9!9>A>!!###年武陵源旅游区旅游业的发展

=HI39!J1K7HLEHMNKLO7H62NPQP21REPMO1S
TK2HMIUK6M/VPMHV/R1ONK7HMI9>A>W!###

毁草开荒而形成的耕地重新转化成为林

地)草地等#临近或者位于旅游区之内

的地势低洼地带原先被开发为耕地!但

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适应进一步优化

旅游资源的需求!也会重新转化为水域

并作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其二)旅游

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和带动交通)城镇建

设等基 础 设 施 的 快 速 发 展!以 及 餐 饮)
游乐)宾馆等服务设施的增加!这是导

致耕地)林地等转化为建设用地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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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其三)旅游业的发展将大量的人口从其它产业 &主要是农业’吸纳到服务等第

三产业!而且旅游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导致第一)第二产业比重的不断下降!这些都对

环境产生深 刻 的 影 响!也 是 耕 地)林 地 面 积 逐 渐 减 少 和 转 化 为 水 域)建 设 用 地 的 重 要

原因*9!+(

"!武陵源地区环境质量状况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景区气候温和!降水充足!云雾大!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内

典型的山地气候特征(区内森林植被茂密!地形复杂!植被覆盖率达>#G以上!保留着

若干原生次生林和植物自然群落(由于森林覆盖率高!构成理想舒适的森林气候环境!境

内生态效益明显*9"+(9>;>年以前!武陵源由于交通闭塞!环境受人为因素干扰少!环境

质量好(之后!随着对其价值的认识!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旅游开发!环境质量随人为活动

的增加而降低*9#+(9>A$年对武陵源进行背景值调查时!不少地方仍保持着原始风貌!如

黄石寨)水绕四门两地的大气环境质量良好!琵琶溪)卸甲峪)水 绕 四 门 等 地 的 水 质 优

良(随着最近几年旅游开发的加速!局部的环境质量明显下降*9$+(武陵源风景区较突出

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大气环境质量逐年降低#水质明显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

胁#景区城镇化)工商业化速度加快等(

$"#!大气质量降低

武陵源风景区的大气环境质量逐年降低(截至!##9年99月拆迁之前!武陵源风景名

胜区及其周围住宿设施床位总数达到"9###多张(核心景区及其上游地带!有;>家宾馆)
饭店)招待所!床位数 已 达 到;:A:个!此 外 还 有?9!家 商 场)店 铺!:!家 管 理 服 务 机

构!"!:家宿舍民居(在大气污染程度方面!住宿设施集中的锣鼓塔!远比游览活动集中

的黄石寨污染严重(多年来!这些设施以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有近?##O/’!!;#余O粉

尘直接排入景区大气(张家界市环保局监测数据!显示了大气污染指数从9>>9年起!连

年超过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一级标准*9$+(这说明住宿设施对环境的影响!比其它游乐设施

更为明显!是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旅游生态环境的关键影响因子(
最近武陵源酸雨频率呈上升趋势!9>>>年酸雨频率为";;G!!###年为:#:G!已

成为湖南省酸雨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各旅游生活接待区如锣鼓塔)军地坪及周围小范围

内!部分指标超过一级标准!个别指标超过二级标准!大气中二氧化硫)总悬浮颗粒物呈

上升趋势(景区空气湿度达;;G!雨雾日多!军地坪)锣鼓塔)水绕四门等旅游生活接

待区!四面环山!周围高!中间低!地面风速低!静风频率高达;#G以上!大气污染物

不易扩散)稀释!特殊的地形条件!使长时间滞留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遇

雨即成酸雨!污染环境!危害森林植被及建筑(

$"!!水质恶化

随着武陵源风景区游客的增多!其水质明显恶化(据统计!!###年经张家界锣鼓塔

进入景区的旅游人次数已达9?A万!按9##万人次计算排污理论值!每天排放五日生化需

氧量 &X’<:’>$3:DI!高锰酸盐指数?"DI!按地面水一级标准衡量!X’<:的等标负荷

为>3$:Y9#$E".N!而此段金鞭溪丰水期每昼夜水流量为"3$Y9#$至A3?Y9#$E"!最小

流量为#39Y9#$E"*9:+!污水处理设施仅个别单位安装有地埋式无动力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金鞭溪水质已明显恶化(原来清澈见底的河床已有一层附着物!呈现出明显的有机污染(

根据张家界市环保部门所做的常规监督性监测!主要污染物的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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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氧量)溶解氧)高猛酸盐指数浓度在老磨湾)紫草潭)水绕四门三个断面基本持平!有

一定程度的污染!水质污染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监测数据看出"超标

污染物溶解氧在枯)丰)平三个水期超标率分别为"$;3#G):A3"G)!:3#G#总磷在

枯)丰)平三个水期超标率分别为:!3>G):#3#G)9##G*99+(总磷污染物变化趋势与

武陵源区风景名胜旅游淡旺季相适应!这说明水体污染物完全为生活废水污染!而生活废

水主要来自接待旅客的旅游服务设施(根据环保部门从9>>A年至!###年在金鞭溪)索溪

多处断面取得的水质监测结果分析!各断面污染程度排序为民中断面"老磨弯断面"水绕

四门断面"紫草潭断面!这与各接待区游客接待能力排序 &武陵源城区"锣鼓塔接待区"
水绕四门接待区’相一致(数据表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中旅游服务设施越多的地方!水

质的污染越大(从时间上看!在9>>A年至!###年的二年中!金鞭溪)索溪各断面年污染

排序为"!###年"9>>A年"9>>>年!9>>A年 至9>>>年 各 断 面 污 染 呈 缓 慢 下 降 趋 势!

9>>>年至!###年各断面污染程度呈骤然上升趋势!这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各年接待游客

人数的变化相一致(由此可以看出!来访游客人数越多!风景区水质破坏越严重(

$"$!生物多样性减少

武陵源风景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使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为了繁衍后代和抵御侵害!
动物种群须达到一定的大小!而且每一种群!都有一个最小生存面积&50)’(在能量金

字塔中!处于高营养级的肉食动物!50)较大(由于游道的分割!豹)云豹已在武陵源

风景名胜区绝迹(
对植物群落而言!其生境的地质)气候和土壤条件!决定了其最小群落面积(植物群

落实际面积小于其最小群落面积时!则面临着灭绝危险(有 $自然博物馆%之称的武陵源

风景区!里面两条高空 游 览 索 道 和 近$##DE的 高 标 准 景 区 游 道 造 成 森 林 破 碎 化 和 岛 屿

化!破碎了自然生态景观的完整性!减少了动物迁移的频率!种子传播受到影响!阻碍了

森林公园的正常 $物种流%!压缩了珍稀生物的生存空间!危及了森林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工商业化

旅游开发建设对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旅游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锣鼓塔)
水绕四门)十里画廊出口)绿 山庄)天子山等地!已由清幽山谷 &顶’!变成了繁华闹

市!卡拉’Z厅)网吧电游室)烟草专卖楼)金银珠宝店)自由菜市场等应有尽有(袁家

界)黄石寨)张家界 山 庄 等 处!人 工 建 筑 也 正 在 扩 张(9>>;年 建 成 的 黄 石 寨 索 道 站 房!
占地多达!?Y???3;E!!除操作间之外!还建有大量的员工餐宿设施和一个篮球场(金

鞭溪上游锣鼓塔接待区!是金鞭溪水质的主要污染源!但却没有列入拆迁范围!景区城镇

化)工商业化成为威胁旅游环境的又一突出问题(

$!武陵源地区环境质量的评估

%"#!生态环境质量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

各指标体系的选择依据主导性)代表性)针对性的原则(通过征询专家意见!建立旅

游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9’(划分为!级!一级因子"个!二级因子9$个(

%"!!评价模型的构建

本评判是在对旅游区进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设评价因素集![/"9!"!!""0!
其中各要素子集"#[/$9!$!!1!$#0分别相应设定&见表9’(

设评语等级分为?级!即很好&"级’!好&# 级’!较 好&$级’!较 差&%级’!很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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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相当差&’级’!则评语集合%[/&9!&!!&"!&$!&:!&?0[/很好!好!较好!较差!
很差!相当差0(模型采用经验分析及专家征询方法确定权重系数&见表9’(

表#!生态环境质量多层次评估指标体系

&’("#!)*+,-.+’/01’22022304,-45062/2,0374087+79-8’+04:-174304,;*’+-,/
一级因子 一级

编号

一级因

子0

一级因

子 T

二级因子 二级

编号

二级因

子0

二级因

子 T
自然生态环境 "9 #3>9?9 #3?";# 大气环境质量 $99 #3!:#; #39"$9

水体环境质量 $9! #3!:#; #39"$9
环境卫生质量 $9" #3#A!! #3#$$#
环境承载能力 $9$ #3;A:: #3$!#9
植被保护程度 $9: #3:##: #3!?;;

旅游资源环境 "! #3";9: #3!:A" 景点布设的合理性 $!9 #3"9?$ #39?9>
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程度 $!! #3:;!A #3!>"!
景观的持续性开发与保护 $!" #3;99; #3"?$"

交通环境质量 $!$ #3!9:! #399#9
服务设施规模 $!: #39";? #3#;#$

社会人文环境 "" #39:#? #39#$; 旅游资源开发政策的稳定性 $"9 #3A"AA #3:#$A
经营管理水平 $"! #3$;;> #3!A;?

旅游舒适度 $"" #39#;9 #3#?$:
宣传促销与服务定位 $"$ #3!";; #39$"9

!!!注"表中所列因子权重值为归一化以后的权重系数

对9:名评价专家测评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整理得出二级因子的评价决策矩阵为"

’9[&(9#)’:Y?[
(999 1 (99?
2 2 2

(9:9 1 (

#

$

%

&9:?

[

#3#: #3!: #3:# #3!# #3## #3##
#3## #3!# #3$: #39: #39# #39#
#3## #3## #3:# #3!: #39: #39#
#3;: #3!: #3## #3## #3## #3##

#

$

%

&#3:: #3$: #3## #3## #3## #3##

同理!计算得出’![&(!#)’:Y?!’"[&("#)’$Y?的值(
由各子集中二级因子权重*#&见表9’和评价决策矩阵’#!根据合成运算法则+#[*#

Y’#!进行矩阵计算得出武陵源地区旅游环境第#个子集&#[9!!!"’的综合评判结果分

别为"
+9[*9Y’9[ &#3$?># #3!A:A #39$>$ #3#:;> #3#!## #3#9;>’

X![ T!Y(![ &#3"9#9 #3!$$; #3!!#; #39$A? #3#$:" #3#9!?’

X"[ T"Y("[ &#3!;;; #3$!9" #39?$" #3#>>> #3#"#$ #3##?$’

基于单要素模糊综合评判结果+!可以得到! 中各子集的综合评判决策矩阵"

([

X9
X!
X

#

$

%

&"
[

\99 1 \9?
\!9 1 \!?
\"9 1 \

#

$

%

&"?
[
#3$?># #3!A:A #39$>$ #3#:;> #3#!## #3#9;>
#3"9#9 #3!$$; #3!!#; #39$A? #3#$:" #3#9!?
#

$

%

&#3!;;; #3$!9" #39?$" #3#>>> #3#"#$ #3##?$

%"$!总体环境结果分析

根据一级因子权重* 和综合评价决策矩阵(的值进行模糊变换的合成运算!得出武

陵源旅游区旅游环境质量综合评判结果"

X[)Y([*#3$#>> #3!>#A #39;#! #3#A?9 #3#!;A #3#9:"+
由值 可 知 评 语 为 很 好)好)较 好)较 差)很 差)相 当 差 的 可 能 度 分 别 为#3$#>>!

#3!>#A!#39;#!!#3#A?9!#3#!;A!#3#9:"(按 最 大 隶 属 度 原 则!隶 属 度 最 大 值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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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应评语为 $很好%!$较好%!$好%和 $很好%的总体水平占到#3A;#A!因此

最后评价为 $好%是适当的!说明武陵源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从整体上看是比较好的(

%"%!子系统环境评价结果分析

对’的值进行 纵 向 比 较!评 语 为 很 好)好)较 好"个 级 别 所 对 应 分 值 的 总 和 为@9
&#3>#$"’!@!&#3;;::’!@"&#3A?"!’(按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为@9"@""@!!说明该旅

游区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与旅游资源环境都比较优越!相对而言!由于近年来旅

游开发力度加大!新增景点布设不合理!出现旅游资源的不持续利用的现象!这与武陵源

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评价各因素结果对比分析

进一步分析!忽略评 语 级 别 内 部 的 差 异!从 模 糊 的 角 度 把 评 语 分 为!级!即 评 语 为

$好%&包括很好)好)较好’和评语为 $差%&包括较差)很差)相当差’!个级别!并把

一级因子@#中各因子相应的隶属度值前"项和后"项分别相加!实现其总和标准化!以

便于发现评价信息的特征与规律 &图!’(
在子环境系统中!@9$&环境承载能力’)@9:&植被保护程度’)$!"&景观的持续性开发与

保护’)@"9&旅游资源开发政策的稳定性’$个环境因子RH 值最高!即评价值为$好%!且从RH
值中可知@"9&#3"A$?’"@!"&#3"">#’"@9$&#3!:"!’)@9:&#3!:"!’!表明在所有最好因子中

稳定的旅游资源开发政策的合理性最佳(而@9"&环境卫生质量’)@!$&交通环境质量’)@!:
&服务设施规模’)@""&旅游舒适度’$个环境因子中,# 值最高!即评价为$差%!且从-# 值可

知!@""&#3"$?!’"@!:&#3"!!#’" @!$&#3!!#"’"@9"&#39!??’!表明在所有最差因子中旅游

舒适度最差(从总体上看!武陵源旅游区的环境承载能力较大!据专家测定!核心景区的

日环境容量为9##9;人*9?+!目前多数景区的植被保护程度尚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持续

性开发与保护的一些政策逐步实施!这有利于资源的合理保护与开发(但是!从评估的结

图!!一级因子的.#),#及其标准化值/#)-#的数据分布

=HI3!!062KPL1S.#!,#!/#!-#1SSH7LO2PQP2HMNHV6O17LS17PV121IHV62PMQH71MEPMO6LLPLLEP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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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可以看出!武陵源旅游区前期的开发力度过大!某些地方的无序开发已

经导致了一些环境问题!环境卫生质量)交通与服务设施未能及时跟进!从而使某些游客

感觉旅游舒适度不佳(

RH[’
"

][9
7H]!̂ H[’

?

][$
7H]!RH[RH.’

M

H[9
RH!_H[̂ H.’

M

H[9̂
H! &其中#[9!!!"!1!0’

:!武陵源风景区环境管理的对策建议

<"#!加强环境质量监测

风景区受日益加大的人流)物流活动的影响!生态环境质量日趋下降(因此!建议针

对武陵源旅游风景区的特点!开展针对性跟踪监测!每年在枯)平)丰水期在不同位置设

采样点!定期采样监测!监测项目再增加&1)总磷)三氮和大肠菌群等!以便及时提供

有关水质变化趋势和动态的信息!为环境监督管理和科学定量决策提供依据(
环境容量包含几层意义"一是旅游者的心理容量!它涉及到游 人 对 景 区 体 验 的 满 意

度#二是旅游地容量!包括旅游地社会容量)旅游地经济容量)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等!
其中生态环境容量是有效控制环境质量的前提(生态环境容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旅游地

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致退化的前提下!旅游地所能容纳的旅游活动量(旅游者对环境的直接

影响主要在于对土壤和植被的践踏)旅游活动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旅游者产生的污染物

和生活垃圾(

!!影响生态环境容量的大小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靠大自然的自净能力!二是靠人的

有效管理和污染物的人工处理能力(前者需要我们花大量的精力去调查)观察和研究!如

一块草地在自我恢复的前提下究竟能容纳多少人(后者则主要在于管理者是否重视环境保

护问题!实地调研发现!目前景区环境污染是以局部污染和季节性污染为主!可见很多污

染是可以通过合理组织旅游活动!平衡淡旺季差异!重视对污染物的人工处理而得到有效

避免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尽快测定各种生态环境系统的自净能力!不能盲目开发!操

之过急#一方面要重视污染物的人工处理!科学制定生态环境容量!为旅游业发展规模的

确定提供依据(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实现风景区的生态调控

国内外环境影响评价已从对单项环境要素或单项建设工程项目的评价发展为区域环境

影响评价或区域环境综合研究等!开展武陵源风景区的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可对该风景区的

综合环境质量水平和环境承受能力做出回答!有利于科学开发)优化布局和采取环境污染

的综合防治对策!是促进风景区的合理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的有效手段之一*9?!9;+(
风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调控风景区生态系统物流)人流)能量流的重要手段!

是该地区生态系统持续)稳定)正常运行的依托(目前景区内存在着宾馆)餐饮网点的排

水经化粪池后直接或间接进入地表径流的现象!造成水质局部污染!按规划排水经管道分

片集中排到污水处理站!经一级处理后排入下游水体(在风景区的外围保护区内!建设生

态养猪场)养鱼池)污水处理站和污水回灌花卉园等!形成保护中心风景区环境质量和自

然景观的生态平衡支持系统(

<"$!外部效应内部化

外部效应的存在使旅游生态环境不可避免面临污染!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将外部

效应内部化!即将它转为私人物品!这样企业就会自觉地去考虑它的成本W效益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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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在中国大陆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许多旅游景点管理体

制不顺!政出多头!产权不清晰!这很容易产生外部效应!使旅游资源不能有效利用!环

境污染难以控制(如在一些景区内!森林由林业局管理!水体由水利局管理!旅游设施和

企业由旅游局或其他投资主体管理!相互之间利益分配不均!容易产生众多矛盾!如林业

局不顾景观培育!砍伐一些风景林#饭店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未经处理的污染物直

接排入风景水体等等(因此!明晰产权!理顺体制!即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使集团内的利

益趋向一致!资源才会得到最优配置(

<"%!环境资源产业化

在旅游景区不能有效地将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环境资源产业化(
环境资源产业化是指专门从事环境资源的保护)治理)恢复)再生)增值和积累的产业部

门!其生产活动主要包括土壤改良)耕地恢复)采种育林)飞播育草)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与饲养)水产育苗)废水废气净化)各种资源保护等(在旅游景区环境质量控制方面的应

用途径主要有两个"&9’建立景区内统一的废水废物处理企业(在旅游景区内让每家企业

都添置废水废物处理设备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因此可以根据景区旅游业的发展规

模及生态环境容量!估算出该景区可能产生的废水废物!建立统一的废水净化厂)垃圾处

理厂等!保证景区内产生的废物都能得到有效处理(企业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维持生产!
获得效益(&!’设立植被种养企业!培养一支专业的园林园艺队伍(一方面可以通过向旅

游企业提供有偿服务获得利益!另一方面这种企业还应担负景区内植被景观的养护!因此

国家应通过税收杠杆!使生产企业的利润向该企业返还一部分(

<"<!排污权交易

自然界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它允许人类排放一定的废弃物(但是环境作为一种资源!
向其排污实际上就是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和消耗!因此排污不能没有代价(目前虽然有多种

收费方法!如排污费)排污罚款)征收 $庇古税%&/#234#5065789’等等!但终因种种

原因!达不到控制环境质量的目的!且成本高!税收容易流失(因此我们认为排污权交易

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排污权交易即最高主管部门根据自然界的自净能力等因素制定出总排

污量的上限!按照上限实行排污许可!排污许可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排污权交易具有很多

优点!其中至少有两方面对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鼓励企业通过自身努力!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加强内部管理!减少自身排污量!将多余指标转让给其他企业!从

而带动整个旅游行业环境保护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管理部门对环境质量的控制(管理

部门可以根据所监测到的环境质量状况!及时参与排污权的交易!达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

的目的(这种方法在许多国家已广为采用!因此我国旅游景区也可积极推广(
总之!我们认为武陵源旅游区的旅游生态环境必须实行有偿使用!这样既能引起人们

对环境资源保护的重视!又能较好地为环境资源保护提供资金来源!实现旅游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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