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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大九寨国际旅游区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了生态环境、旅游资源、旅游管理等方面的生态旅游开发的战略构想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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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problems existed inthe development of J- Hscenic zone , the strategic concep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 were put forward , such
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tourismresource , and tourism management e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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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粗放式的传统大众旅游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人们开

始寻找人类、社会和环境和谐的发展方式, 生态旅游应运而

生。生态旅游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在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

理论指导下 , 以自然区域或某些特定的文化区域为对象, 以

享受大自然和了解、研究自然景观、野生生物及相关特征为

旅游目的, 以不改变生态系统的有效循环及保护自然和人文

生态资源与环境为宗旨, 并使当地居民和旅游企业在经济上

受益为基本原则的特殊形式的旅游行为。生态旅游虽然在

20 世纪下半叶才被提出并兴起, 但其发展速度非常迅速, 现

在已成为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年增长率达30 % 。目

前,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 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

重大问题; 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及环境保护所构成的矛盾已

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生态旅游是实现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必然的选择 , 并将成为21 世纪国

际旅游的主流。

大九寨国际旅游区是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世界级生

态旅游精品旅游目的地, 是推动四川省旅游发展的重要亮

点, 荣膺“世界自然遗产”、“人与生物圈”、“绿色环球21 世纪”

三顶桂冠。但是, 大九寨国际旅游区在开发过程中还存在各

种问题, 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该区生态旅游开发建设, 是使

该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发挥大九寨国际旅游区旅游资源

价值, 趋利避害, 将其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最终转化为

经济优势的关键。

1  研究区概况

1 .1 区域范围  关于大九寨国际旅游区区域范围的探讨 ,

不同的出处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范围。主要有:《阿坝州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提出的九寨沟—黄龙旅游区, 区域范围包

括: ①九寨沟旅游区: 九寨沟、漳扎镇、甘海子、神仙池、白河

金丝猴自然保护区、勿角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等6 个相对独立

的旅游区; ②黄龙旅游区: 由黄龙沟主景区及丹云峡、红星

岩、雪宝鼎、牟尼沟等外围景区和松潘古城组成 , 总面积1 340

km2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川办函[ 2002] 169 号》提出的大

九寨国际旅游区 , 区域范围包括九寨沟、黄龙、神仙池、牟尼

沟、甘海子、红军长征纪念碑园、若尔盖草原、白河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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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漳扎镇、川主寺等景区、景点和小城镇;《大九寨国际旅游

区规划建设方案》提出的大九寨国际旅游区, 区域范围包括 :

①核心区: 涵盖九寨沟县、松潘县、若尔盖县、红原县; ②外围

区包括成都市、阿坝州、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等地。

根据旅游资源地理分布及旅游区的性质和特征, 笔者认

为大九寨国际旅游区的范围应包括两大部分: 核心区和外围

辐射区。核心区包括九寨沟旅游区、黄龙旅游区、平武县王

郎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外围辐射区涉及若尔盖、红原、阿坝等

县草原、湿地生态旅游区, 以桃坪羌寨和丹巴古碉为代表的

藏、羌民族风情旅游区 , 以卧龙—蜂桶寨为代表的大熊猫生

态旅游区, 以红军长征遗址、遗迹所组成的红军长征文化旅

游区( 线) 。

1 .2  资源特色 大九寨国际旅游区荟萃了世界上独具特色

的景观资源。规模宏大、造型奇特的高寒岩溶景观的九寨

沟、黄龙、神仙池、牟尼沟, 被誉为“童话世界、人间瑶池”, 并

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若尔盖高寒湿地与红原大草原 ,

绿草如茵、牧歌悠扬, 世界少有; 九曲黄河第一湾、壮美的森

林、峡谷、雪峰、温泉, 风光无限, 与米亚罗的金秋红叶、卡龙

沟40 km2 彩林比邻生辉; 卧龙、王郎的大熊猫、白河的金丝

猴、若尔盖的黑颈鹤、铁布的梅花鹿等 , 具有丰富的野生动物

资源; 融入的藏羌风情、藏传佛教和悲壮的红军长征史诗等

人文景观 , 更使该区增添了无穷魅力。从而显示出该区景观

的多样性、原始性、独特性和垄断性, 代表了我国西部旅游资

源的优势。科学合理开发建设好大九寨国际旅游区, 就是建

设好四川省与世界接轨的通道和窗口, 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

区区域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2  存在的问题

2 .1  生态环境脆弱 , 环境和文化易受破坏 该区位于青藏

高原东部边缘、松潘—甘孜褶皱带上, 地貌总体上属于高山

峡谷区和高原区, 为长江上游及成都平原的生态屏障。由于

独特的地质、地貌及自然地理等条件, 造就了世界上规模宏

大、造型奇特的高寒岩溶地貌和湖泊峡谷风光———世界自然

遗产黄龙、九寨沟和其他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景

观; 正是由于上述条件, 该区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和敏感的

地区, 属于“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第

2 部分列出的“环境和文化易受破坏的地区”。

2 .2 地质灾害发生频繁, 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的工作繁重

 大九寨旅游区是地壳运动十分活跃、地质环境极不稳定、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25) :7916 - 7917 ,7923                  责任编辑 胡先祥  责任校对 俞洁



地质灾害十分频繁、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地区 , 历史上曾有

多次大的地震、泥石流、滑坡、山崩等灾害的发生, 加之人为

的破坏, 目前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的工作仍然十分繁重, 地

质灾害对景区、城镇及交通线的危害和隐患仍然较大。

2 .3 旅游开发仍处于粗放型、资源型和观光型发展阶段  

虽然九寨沟和黄龙风景区是世界品牌的旅游主体, 但其开发

和经营形式主要依赖对自然景点的不断发掘和票房的提升 ,

由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该区的深

度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 该区的游客结构失衡, 海外市场

比重很小,98 % 以上的游客为国内游客, 产品单一, 旅游消费

整体水平偏低, 这与其他一些景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

这与该区可开发的优势资源很不相称。

2 .4 服务水平与较高水准的国际旅游区仍有很大差距 大

九寨国际旅游区虽然在旅游服务的软件方面已有了很大的

进步, 但是在旅游诸环节的服务现状以及行业队伍素质方

面, 仍与建设高水准的国际旅游区存在很大差距。

3  生态旅游开发的战略与对策

3 .1 更加重视和加强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在大九寨国际

旅游区的开发建设中, 应更加重视和加强对资源与环境的保

护。大九寨旅游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有保存较为原始的、十

分独特的地学背景、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景观等系统。在

开发建设中应避免无节制的过度开发以及景区城市化的倾

向, 严格按照各个层次的规划以及合理的容量进行开发与经

营管理, 以保护好旅游业及其综合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条

件, 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3 .2 建立健全综合性的科学检测站点和网络, 建成科学研

究基地 针对地质灾害仍需高度重视。一方面, 在区内进

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前应十分慎重地进行科学论证、规划与

选址; 另一方面, 应加强减灾防灾的前期调查、综合治理、预

警预报、应急预案、快速反应系统工程的建设。尽快在九寨

沟、黄龙以及其他一些重点旅游区和保护区建立健全综合性

的科学检测站点和网络, 开展长期稳定的水文、气象、水文地

质、地质灾害、生态系统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系统观测, 并深

入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 为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由于大九寨旅游区在科学和文化上具有世界

性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应加强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 把一些

重点地区建成开放式的吸引国内外学者的科学研究基地。

3 .3 大力加强民族和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 改善和加强对

海外市场的宣传与营销  粗放型、资源型和观光型的旅游方

式对资源、环境和社会文化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并且单一的旅

游产品结构也不能满足旅游市场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需求, 不

利于大九寨旅游区的全面、均衡与持续发展。因此, 应大力加

强大九寨国际旅游区中与羌族文化、白马藏族文化、古蜀文化

等有关的具有世界性独特价值的民族和历史文化旅游产品开

发, 并且改善和加强对海外市场的宣传与营销。

3 .4  建设精品生态旅游产品体系 将核心区与经过精心选

择的外围景区进行统一规划和建设, 建设世界级的生态旅游

精品体系; 在继续开发大众化生态产品( 如世界自然遗产观

光、高山生态旅游、草原生态等) 的同时, 加强特种生态旅游

产品的开发设计工作。该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和高山、草

原、湖泊河流、峡谷、森林等生态系统, 具有发展特种生态旅

游的潜在资源, 如可开发徒步、登山、攀岩、漂流、滑翔、热气

球、山地自行车、观鸟、森林探险、科考等探险与参与性的特

种生态旅游产品。这些产品专业性强, 需要在对国内外市场

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并注意项目的多样性、新奇性、参与

性及文化内涵的渗透 , 进行高水平的设计。

3 .5 完善逗留设施, 提高服务水平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

游产品, 旅游接待设施和服务是十分重要的开发内容。必须

创造出可供游客逗留的环境, 这既包括硬件的设施, 也包括

软件的服务和管理 , 两者缺一不可。必须全方位的开发行、

住、食、游、购、娱六大要素相互配合的项目, 形成完善的旅游

产业链。在体制改革、优化管理、人才培训方面, 应作更为深

入和细致的工作。尤其应注意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 形成多

层次、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为大九寨乃至四川省旅游可持

续发展服务的教育支撑体系。

3 .6  进行生态旅游“绿色管理” 进行生态旅游“绿色管

理”, 是多对象的进行科学合理管理, 即以政府主导为基础塑

造负责任的旅游者, 创造绿色企业, 重视和加强当地社区居

民的参与( 图1) 。

图1 大九寨国际旅游区生态旅游“绿色管理”模式

通过导游或宣传手段对旅游者进行教育; 通过法规、法律、

制度等手段对旅游者行为进行制约; 通过技术手段( 如对景区

的功能分区) 加强对生态旅游者的管理( 如核心保护区严禁进

入) 等措施将一个普通旅游者逐渐塑造成一个能够自觉维护生

态环境、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知识、积极参加保护生态的各种

有益活动、能遵守生态旅游特点的负责任的旅游者; 创造绿色

企业包括旅行社、旅游交通企业和旅游饭店的绿色营销。培育

绿色营销观念, 开发绿色产品, 提供绿色服务, 培养绿色员工,

注重绿色宣传等一系列企业营销行为; 使旅游目的地居民受益

是生态旅游的核心内容之一。使大多数当地居民从旅游开发

中得到实惠, 不仅可以提高当地社区的经济收入、生活质量, 真

正实现“旅游扶贫”, 而且还能减少长期旅游开发带给当地社区

的各种负面影响, 如物价上涨、居民的反感等。因此, 在景区规

划和管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 重视和加强当地

居民的参与, 以谋求旅游可持续发展; 针对多个旅游对象、旅游

相关单位, 仍然以政府为主导, 通过实行“依法治旅”、对生态旅

游的规划与促进、控制与监督、资金援助、科学监控等措施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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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市场区位因素对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影响存在着显著

差异。

图3 不同类型旅游地空间分布曲线

现代建筑旅游地包括城市公园、现代建筑设施、商业街

区等, 其特点是建设范围广、投资规模大, 对市场的依赖程度

较大, 其选址主要受市场区位条件的影响, 而受自然资源条

件的影响较小, 因此空间距离和交通条件对其有重要的制约

作用, 表3 显示现代建筑旅游地几乎全部分布在距城市中心

10 ～50 km 的带状区域内, 且分布较集中。

由图3 可看出, 历史古迹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在距离城市中

心60 km 时距离衰减作用也较为明显, 大多数此类型旅游地分

布在10～50 km 的带状区域中, 占其总体的72 .50 % , 南京的历

史古迹旅游地表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作用可能是由于这些历

史遗迹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 已受到了空间作用的限制。

休憩疗养旅游地和观光农业旅游地距离城市中心较远 ,

且随距离衰减趋势没有现代建筑旅游地明显, 有29 .42 % 的

休憩疗养旅游地和30 .79 % 的观光农业旅游地分布在50 ～90

km 的区域内, 而仅有0 .67 % 的现代建筑旅游地分布此区域

中。这是因为在资源和区位因素中 , 休憩疗养旅游地和观光

农业旅游地受自然资源条件的影响更大。清新的空气、优美

的环境、浓郁的乡土气息是观光农业旅游地存在的基础。只

有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城乡结合部, 或者乡村地区才能拥有森

林、河流、农田、果园等农业旅游资源 , 因而观光农业旅游地

的城市中心距离相对较远。同样, 休憩疗养旅游地寻求的是

一个比较独立的活动区间, 其环境容量大, 环境质量好, 距离

城市中心较远的地区往往拥有大片茂密的森林、优质的温

泉、一定面积的清澈水体等。其次, 休憩疗养旅游地往往以

度假村、度假区为主, 投资规模较大, 而在距离城市中心较远

地区投资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压力。因此 , 反映在空间

尺度上休憩疗养旅游地的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在5 种旅游地

类型中是最大的。

在表2、3 , 图3 中也显示出自然观光旅游地平均城市距

离位于中间值, 同时不同距离该类型旅游地数量分布较为均

匀, 距离衰减作用相对比较平缓, 这反映了空间距离和交通

要素对自然观光型旅游地的制约作用不大。

同时图3 中显示, 在60 ～80 km 的区域范围内, 步入了衰

减后不同类型旅游地的数量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 这主

要是因为南京的行政区是一个不规则的狭长形状, 笔者所研

究的南京周边区县除了高淳县以外, 都位于距离城市中心60

km 之内, 所以在60～80 km 之间出现的高淳县的各类型旅游

地使得空间曲线在这一段出现了小幅回升。

5  结论

通过研究 , 南京市周边旅游地在类型上可划分为现代建

筑、自然观光、历史古迹、观光农业和休憩疗养5 种旅游地, 不

同类型的旅游地空间分布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现代建筑

和历史古迹旅游地主要分布在10 ～50 km 区域范围内; 自然

观光旅游地分布范围较为均匀; 观光农业和休憩疗养旅游地

主要集中在30 ～80 km 的区域范围内。因此 , 可得出南京城

郊各类型旅游地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 在距离城市中心50

km 范围内, 是旅游地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在此范围内旅游地

类型丰富且数量多; 而距离城市中心50 km 以外, 不同类型旅

游地空间分布差异开始出现, 主要集中在观光农业和休憩疗

养旅游地。这一结论与国内已有的许多关于城郊游憩带的

旅游地类型和空间结构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 7] , 因此该文的

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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