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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产生背景、概念内涵及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认为 , 现阶段我国在旅游发展中应积极宣传、
倡导和发展可持续旅游 , 而生态旅游只能作为特定条件下可持续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和途径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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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ing background , concept , connotation of ecotourismand sustainable tourismand their correlation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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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在世界各

国得到快速发展[ 1 - 2] , 但其相关理论在我国传入较晚。因

此, 我国相关研究和实践活动还处于初期阶段 , 大部分公众

以及一些旅游行业的研究人员和管理者对生态旅游和可持

续旅游的概念、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缺乏深入理解, 甚至有人

把生态旅游看成是适合所有旅游形式、所有地区、所有旅游

相关建设和管理的普遍原则, 并作为指导旅游业发展的唯一

原则、模式、规划方法、管理方法。这些错误认识导致了一些

人对生态旅游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走向大自然的层面, 而忽视

了生态旅游的环境教育和文化保护意义, 或者将生态旅游等

同于可持续旅游, 或者以生态旅游取代其他旅游形式, 甚至

将可持续旅游等同于持续的旅游增长, 将游客人数更多、旅

游规模更大增长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首要目标和优先政策, 造

成许多旅游景区发展中缺乏符合其自身特点的旅游规划、旅

游资源粗放开发和盲目利用、景区内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等问

题[ 2 - 3] , 影响了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 对生态旅游

和可持续旅游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 阐明它们之间的区别

与联系 , 对于我国旅游业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可持续旅游的起源及概念

1 .1 起源  工业革命以来, 全球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所引

发的全球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此背景

下,20 世纪70 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开始产生。1987 年, 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

来》中, 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 4] 。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原则包括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性 , 提高经济、社会

和文化之间的协调性 , 保持经济效益的可持续获得性。可持

续发展的概念被提出后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传播, 并不断向

各个领域延伸, 可持续旅游也正是随全球可持续发展这一概

念的发展衍生而来。其主要标志性事件包括1990 年在加拿

大温哥华召开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上, 提出了可持续旅游

业的概念[ 5 - 6] ;1995 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会议

上, 通过了“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 同时制定了“可持续旅游

发展行动计划”, 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观点作了精

辟的说明, 为可持续旅游提供了一整套行为规范, 并制定了

推广可持续旅游的具体操作程序 , 标志着可持续旅游研究已

经进入了实践性阶段[ 6 - 7] 。

1 .2 概念  可持续旅游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领域的延

伸, 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有关可持续旅游的概念很

多, 但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 导致了对可持续旅游

概念的持续争论[ 8] 。目前比较权威的定义有2 个: ①世界旅

游组织在1995 年给出的定义: 指在维持文化完整、保持生态

环境的同时, 满足人们对经济、社会和审美的要求。它能为

今天的主人和客人们提供生计, 又能保护和增进后代人的利

益并为其提供同样的机会[ 9] 。这一定义不仅指出了旅游业

本身的特征 , 而且提出了区际公平发展的思想 , 对旅游可持

续发展的国际认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②1995 年《可持续

旅游发展宪章》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 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

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 即旅游、资源、人类生存环境三者

的统一,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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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其他国家、学者和旅游组织也提出了不

同的可持续旅游的定义, 如澳大利亚环境与遗产部对可持续

旅游的定义为: 通过对旅游地区提供社会、经济、自然和文化

环境方面的利益, 能够使该区旅游业得到长期维持的旅游方

式[ 10] ;Swarbrooke 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 经济上可行的同时 ,

不损害将来旅游业所依赖的资源 , 尤其是旅游目的地自然环

境和当地社区社会结构的旅游[ 11] ; 我国的傅文伟对可持续

旅游的定义为: 不损害生态持续性、旅游地居民利益的基础

上, 既满足当代人高质量的旅游需求, 又满足下一代人高质

量的旅游需求, 实现旅游业的长期稳定和良性发展的旅游。

从可持续旅游的定义可以看出, 其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

容: ①发展机会的公平性 : 即当代人之间、当代和后代之间应

公平分配有限的旅游资源, 一部分旅游者需求的满足不能以

旅游区环境的破坏为代价, 当代人在满足自己发展的需要时

不应损害后代公平利用旅游资源的权利; ②生态系统的持续

性: 即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旅游业的发展应在生态系统的承载

能力之内, 必须保证可更新旅游资源的使用速率保持在其再

生速度限度之内, 不可更新旅游资源的耗竭速率, 不应超过

寻求作为代用品的可更新旅游资源的速率; ③旅游与环境的

整体性: 即旅游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需要良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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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④发展战略的共同性 : 在旅游业发展中既要尊重世界

各国和地区在文化、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形成的差异 ,

又要在保护环境与发展旅游方面采取全球性的发展战略和

联合行动, 实现全球旅游可持续性目标。

可持续旅游概念的提出直接受可持续理论的影响 , 可持

续旅游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领域的具体运用, 是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 ,

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的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

体。可持续旅游作为全新的旅游发展模式, 是对传统旅游发

展模式的根本性扬弃, 它强调减小对当地环境及文化的影

响, 强调保护自然环境及传统文化遗产, 在为旅游者提供高

质量旅游环境的同时, 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 , 并在旅游业

发展过程中保持旅游环境的良性循环。要实现这一核心目

标, 基本前提是合理利用旅游资源, 合理规划和管理旅游业

发展方式和规模, 保持旅游供给区环境的协调性文化完整性

和市场可持续利用性[ 12] 。

2  生态旅游的起源及概念

2 .1  起源 20 世纪60～70 年代, 快速而持续发展的旅游活

动及游客数量对欧美国家的国家公园及保护区内的生态系

统带来了严重冲击, 保护旅游区环境成为管理部门、专家学

者和部分游客关注的问题[ 13 - 14] 。在此背景下, 国际自然与

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UCN) 的生态旅游顾问 H.Cebllos Lascu-

rain 于1983 年首次提出了生态旅游的概念[ 15] , 其强调2 个方

面的内容: 强调旅游观光对象为自然景物; 强调旅游区环境

不应受到损害。1992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在南非

里约热内卢召开,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 ,

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

范围内被广泛研究和实践, 生态旅游的涵义也由最初的2 点

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2 .2 概念  关于生态旅游的定义, 目前较具代表性的包括 :

①生态旅游学会( The Ecotourism Society) ( 1993) : 为了解当地

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 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

游, 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

时, 创造经济发展机会, 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

居民受益[ 16 - 17] ; ②Ralf Buckley 在1994 年将生态旅游定义

为: 以自然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和环境

教育的旅游[ 18] ; ③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 1996) : 生态旅

游是在一定自然区域中进行的负责任的旅游行为, 为了享受

和欣赏历史的和现存的自然文化景观, 这种行为应该在不干

扰自然区域、保护生态环境、降低旅游负面影响和为当地人

口提供有益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情况下进行[ 19] ; ④国际生

态旅游协会( TIES) ( 1999) : 生态旅游是一种对环境负责的旅

游和观光行为, 主要通过对环境的保护, 达到使当地的生态

和人口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0] ; ⑤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

会( EAA) ( 2003) : 着重通过体验大自然来培养人们对环境和

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 , 从而达到生态上可持 续的旅

游[ 21 - 22] 。由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可持续旅游认证组织“绿色

环球21”联合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共同制定的《国际生态

旅游标准》中, 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为: 着重通过体验大自然来

培养人们对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 从而达到生态

上可持续的旅游。Hetzer 认为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4 个内

涵: 环境冲击最小化、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给予当

地经济利益的最大支持、游客满意最大化[ 13] 。

从生态旅游的定义可以看出, 其有以下3 个鲜明特征 :

①生态旅游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 从而满足人类

回归大自然的强烈愿望 ; ②生态旅游要体现环境保护意识 ,

不能以资源的消耗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利益, 以区别于传统的

旅游业; ③生态旅游要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为前提 ,

增加足够的就业机会, 同时为当地创造足够的经济效益; ④

生态旅游强调使公众亲近自然、了解自然、欣赏自然、向自然

学习并接受教育; ⑤生态旅游强调旅游的可持续性, 包括环

境的可持续性( 使旅游设施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并

有助于自然保护) 、社会的可持续性( 对当地社区参与、居民

就业和文化传承带来好处) 和经济的可持续性( 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并且可以赢利) 。

3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的异同

3 .1 相同之处 

(1)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有相同或相近的起源背景 ,

都是在保护旅游区环境、可持续利用旅游资源的背景下

产生。

(2)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具有相同的指导原则, 都以

可持续思想为指导原则, 都强调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

和保护 , 来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3)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在概念和内涵方面具有相同

之处: ①都强调对旅游地旅游资源、生态环境和当地传统文

化的保护, 强调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②重视旅游地社区

居民的利益和参与; ③强调当代人和后代人在享用旅游资源

上的公平性 ; ④旅游者、经营者在旅游活动中都要对其行为

进行约束, 并遵守相关规定和旅游环境伦理。

3 .2 不同之处 

( 1) 生态旅游是从多样化的大众旅游中发展而来的一种

替代形式的旅游或特殊兴趣的旅游, 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

或旅游产品 , 主要强调以自然旅游资源为基础 , 是一种面向

自然环境为主的旅游; 而可持续旅游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理

念、发展目标或指导原则, 也可以是任何一项经过可持续旅

游标准认证的旅游项目或旅游形式。可持续旅游强调以可

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 无论何种旅游资源和旅游形式, 只要

满足可持续标准, 都可以属于可持续旅游, 因此可持续旅游

的对象既可以是自然旅游景区, 也可以是人工环境。因此 ,

可持续旅游涉及的范围要大于生态旅游, 图1 很好地展示了

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之间的包容关系。

( 2) 生态旅游中, 旅游者的目的以了解旅游地区的自然

历史和文化知识为主; 而可持续旅游中 , 旅游者的旅游目的

多种多样, 既可以是了解自然生态知识 , 也可以是人文历史、

科学文化或者消遣娱乐等多个方面。另外, 生态旅游强调通

过其高质量的旅游环境和解说系统, 高度强调其环境和生态

方面的教育功能; 而可持续旅游虽具有该项功能, 但不是其

强调的重点, 这也是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和其他旅游形式

的主要区别。

( 3) 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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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然旅游、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之间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among natural tourism, ecotourismandsustain-

able tourism

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而可持续旅游则更多地

被看作是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申出来的旅游业发展的一

种原则或者理念, 适用于所有能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自

然、社会及文化环境保持和谐发展的旅游形式。因此, 生态

旅游可以看作是可持续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实现可持续

旅游的一种方法, 它是可持续旅游原则在特定自然区域即生

态目的地的具体运用和实践。而可持续旅游的形式绝不仅

局限于生态旅游, 可还包括符合可持续旅游标准的民俗旅

游、探险旅游、工业旅游和农业旅游等形式。

4  结论与讨论

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都是在保护旅游区环境、可持续

利用旅游资源的背景下产生的, 都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

导原则。它们在概念内涵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生态旅游是

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 是可持续旅游的一种特殊形

式和实现可持续旅游的一种方法 , 是可持续旅游原则在特定

自然区域即生态目的地的具体运用和实践。可持续旅游是

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申出来的旅游业发展的一种原则或

者理念 , 或者是任何一项经过可持续旅游标准认证的旅游项

目或旅游形式, 适用于所有能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自然、

社会及文化环境保持和谐发展的旅游形式。生态旅游和可

持续旅游尽管在旅游者的旅游对象、旅游目标和旅游功能等

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但二者都强调对旅游地旅游资源、生态

环境和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 强调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重视旅游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和参与, 强调当代人和后代人在

享用旅游资源上的公平性; 旅游者、经营者在旅游活动中都

要对其行为进行约束, 并遵守相关规定和旅游环境伦理。

生态旅游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当地人民生活的双

重责任 , 是目前各国发展最快的一种旅游方式。但是, 由于

对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的涵义缺乏深入了解, 相应的实施

标准及评价标准还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应用, 导致了许多地方

在旅游发展中还存在一些误区, 表现在 : ①在发展原则上, 认

为生态旅游就是可持续旅游, 将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混为

一谈; ②在道德价值上, 认为只有生态旅游才是最好的, 而

其他形式的旅游都是不好的, 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可持续旅

游; ③在发展范围上, 把生态旅游看成是所有地方, 尤其是经

济落后地区旅游发展的普遍选择, 乃至在地方旅游发展中 ,

生态旅游经常被当成营销手段、策略、技巧乃至市场标签。

一些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 把生态旅游看成是一种时尚、潮

流而趋之若鹜, 更多地注重了生态旅游的“牌子”, 而并没有

认真地在管理制度上下工夫。这种对生态旅游的泛化和将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相提并论的错误认识[ 23] , 导致了我

国许多地区在旅游发展中忽略了生态旅游自身的特殊性和

其发展的实质,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大众化的生态旅游”, 其

实质仍然是戴着“生态旅游”帽子的普通旅游, 对我国旅游景

区的环境保护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可持续旅游是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旅游

发展理念, 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 因此在我国的旅游发展中 ,

应当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 坚定不移地选择可持续旅游

战略, 大力宣传、提倡和发展可持续旅游, 创造各具特色的可

持续旅游模式, 促进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现有

的大多数旅游形式, 应根据相关法规和可持续旅游的标准去

引导、评价、规范和管理, 对于适合开展生态旅游的地区 , 根

据生态旅游自身的特殊性和各个旅游地的具体特点, 积极合

理、规范地发展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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