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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可持续发展旅游、大众旅游、生态旅游产生背景和涵义分析后认为在目前区域旅游开发中，大众旅游生 

态化的开发模式是 目前实现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首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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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持续发展旅游概述 

人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讨可持续 

发 展问题 ，1987年挪威 首相 Bruntlant出版 

的著名的 《我们的共同未来》(Our Common 

Future)掀起了世界各国研究可持续发展的 

热潮。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全球 100多个国家的首脑共同签署了《21世 

纪议程》，标志着全世界人民将为遵循可持 

续发展而采取一致行动。可持续发展思想不 

断发展并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并最终成为 

全球发展的共同指导思想。目前被普遍引用 

和接受的定义是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 

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 

力的发展”。 

相应地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众 

多旅游机构 、专家 、学者、政府、开发商等共 

同关注的重要话题。1990年，在加拿大召开 

的Globe’90国际大会上，旅游行动委员会提 

出《旅游可持续发展行动战略》草案。该会比 

较全面系统地表述了可持续发展旅 游的 目 

标： 增强对旅游带来的环境效应和经济效 

应的理解，强化生态意识。②提倡公平发展。 

⑧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④向旅游者提 

供高质量旅游经历。⑧保护未来旅游开发赖 

以生存的环境质量。 

1995年 4月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环境 

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在西班牙专门召开 

“可持续发展旅游世界会议”，制定了《可持 

续发展旅游发展宪章》和《可持续发展旅游 

行动计划》两个重要文件，提出“可持续发展 

旅游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 、文化和人 

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国际上最早研 

究可持续旅游的著名学者巴特勒，早在 1993 

年他出版的专著中对可持续旅游做过这样 

的定义 ：“可持续旅游是指一个地 区的旅游 

开发和延续 ，以这样的方式和规模发展，即 

在无限长的时间内旅游开发不改变或降低 

环境质量 (包括人文和 自然的)以及处在这 

个环境中的人类活动和进程都能得 以顺利 

地实现”。他的定义已被旅游界所广泛接受 ， 

并被同行们广泛引用。但目前对可持续发展 

旅游的概念还没有统一表述，其思想主要包 

括3个方面的涵义： 

(1)公平性内涵。强调本代人之问、代际 

之间、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公平以及公平 

地分配旅游资源．拥有公平的满足旅游需求 

的机会。 

(2)持续性内涵 强调旅游 资源的开发 

与旅游业 的发展应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之 

内，保持生态支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保证 

可更新资源的持续利用，同时使不可更新资 

源的消耗最小化： 

(3)共同性 内涵：强调既尊重所有各方 

的特色与利益，又要在保持全球环境与发展 

体系方面采取国际统一行动，进一步发展共 

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责任感，反对狭隘的政治 

观 、区域发展观和缺乏共同性的民族观： 

2 生态旅游不是当前实现区域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首选开发模式 

目前国外对生态旅游达成如下共识： 

旅游者 、当地居民 、旅游经营管理者等的环 

境意识很强；②旅游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很 

小；⑧旅游能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④当地 

居民能参与旅游开发和管理并分享其经济 

利益，因而为环境保护提供支持；⑧生态旅 

游对旅游者和当地社区等能起到环境教育 

作用； 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旅 

游活动。 

笔者不赞同“生态旅游是实现区域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首选开发模式”的观点的理 由 

如下 ： 

(1)目前，众多学者、旅游企业、旅游者 

对生态旅游的内涵 了解不深 ，多 只停留在森 

林旅游、野外探险、观看野生动物等表面形 

式，“生态”也成为众多企业追逐利润的促销 

标签。(据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提 

供的对全国 100个省级以上的自然保护区 

的调查表明，我国已有22％的自然保护区由 

于开展生态旅游而造成保护对象的破坏． 

11％的保护区出现旅游资源退化现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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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f 六大报 告提 出 'r伞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 

奋 EJ标，到 202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将达到 3 000美冗 ，随着居民的可 自由支 

配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旅游将逐渐成为 

人民的生活要素之一，巾因的全民旅游休闲 

时代lF在向我们走米：因此存当今的中国推 

广生怠旅游是小切实际的 ．生念旅游在 目前 

难以成为大众化的旅游产品 ，它还不能成为 

一 种普及的旅游方 

(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生活质 

量水平 的提高 ，人们消费观念 的转变 ，大众 

化旅游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 ，这是不以任何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规律。这样，如果我们片而强i周生态旅游，必 

然会限制大多数公民的旅游权利。这一方面 

与我仃J小康社会的生活目标不符，与社会经 

济的发展趋势相违背，这样必然会阻碍抑制 

大众的旅游消费，阻碍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的 

提高，影响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更重要 

的一方面是它与可持续发展旅游思想所倡 

导的代际间的公平性原则不符，我们通过生 

怠旅游实现区域旅游 可持续发展是以牺牲 

当代人的旅游权利来换取后代人的旅游权 

利 这样是侵犯当代人的旅游权利的行为， 

这对当代人来说根本不公平= 

(3)马克思 主义哲学告诉我们 ：任何事 

物都有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 这是社会发展 

的客观规律 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有些旅游资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资源)无论 

我们如何保护都只能延长其寿命，而根本不 

能改变它必将消亡的命运 因此要做到当代 

人和后代人拥有完全同等的旅游资源、旅游 

权利是不可能的。同时，社会的发展、科技的 

进步，新的旅游资源不断涌现，人们的旅游 

动机日趋成熟，旅游方式不断变化，后代人 

的旅游价值观、旅游动机、旅游方式、旅游行 

为是我们当代人无法准确预测的。因此，当 

代人不要片面地强凋保护旅游资源而忽视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生态旅游 ， 

必然会阻碍大众旅游的发展 ，最终阻碍旅游 

业的发展 ，只有在考虑后代人的旅游权利的 

同时充分地号虑当代人的旅游权利，这样才 

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一 

3 大众旅游不是破坏环境、污染环境 

导致区域旅游不能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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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众旅游 已成为破坏环境 、污染环 

境的代名词，而笔者认为，大众旅游并不是 

区域旅游环境的污染破坏的根本原因。回顾 

大众旅游的产生背景 ，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旅 

游与]==业社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 

工业社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 

才使人们更加向往 自然，旅游业 曾经一度被 

称为“无烟工业”、“无污染工业”就是明证。 

笔者认为，景区环境的污染 、生 态环境的破 

坏主要是人们在没有允分认识 自然社会规 

律的情况下，开发商面对广大的市场需求， 

在眼前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迎合市场需 

求 ，盲 目开发 ，扩大经营 ，而此时又无完善的 

法律制度约束的结果j 

从表面上看 ，大众旅游是景 区生态环境 

污染破坏的直接原因。但是研究大众旅游产 

生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上世纪六十、七十 

年代的4S包价大众旅游时代也正是世界上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比较严重的时代，是一 

个以经济效益为主、不太重视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的时代，环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旅游 

行业 污染 、破坏 、无控制 、短期并不是大众 

旅游的特点，一味指责大众旅游的不环保是 

不太恰当的。大众旅游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 

而产生 ，必然会 留下工业社会的烙印 ，同时 

我们也应坚信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逐渐深 

入的认识，大众旅游也将不断克服现存的弊 

端，走向生态化。 

众多学者认为，大众旅游的消费市场应 

该是普通大众 ，这个市场具有明显的数量和 

规模优势。笔者认为，大众旅游这个概念是 

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这个概念永不过时。现 

在在很多发达国家旅游已成为人们的生活 

要素 ，失业的人也要旅游 ，穷人也要旅游 ，大 

家认为没有旅游不是生活，这不是大众旅游 

又是什么?而事实上目前全世界大众旅游占 

90％，如果在大众旅游 中逐步增加一些环境 

意识和改进措施，其作用要远大于少数人推 

崇的纯粹的环保旅游。 

生态旅游从提出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从各国各地的旅游统计资料 

看，旅游人数不是减少而是迅猛增加，旅游 

规模不断扩大，而生态旅游发展进程却非常 

缓慢，很多情况下生态旅游只是一种促销的 

手段。而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 ，在进行某区 

域可持续旅游开发研究时，有些学者一方面 

提出走生态旅游之路，另一方面却在 10年 

目标中提出区域接待旅游者人数要涨几倍， 

旅游收入

不可否认 ，生态旅游是促进区域旅游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但目前还不具备充足 

的普遍发展条件，然而我们不能等到进行生 

态旅游的条件完全成熟时再进行旅游开发 

笔者认为，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开发商、 

各级政『i=f等各级旅游市场经过 20多的年宣 

传和教育，生态环保意识较之以前有很大的 

改观，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 

让生态环保意识逐渐更深入地指导各级市 

场的日常行为，走大众旅游生态化的道路， 

从而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旅游 

的开发模式不应该仅仅是生态旅游模式，而 

应该是多种模式。面对大众旅游需求进行旅 

游开发与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就犹如治 

水，光“堵”必然造成泛滥，正确的疏导后才 

是和平安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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