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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伴随时代的发展，旅游已经 

成为人们缓解压力，休 闲娱乐的主要 

方式，而生态旅游在这个全民都注重 

低碳 环保 的今 天被人 们所 欢迎。属 于 

绿色消费的生态旅游可以让人们在休 

闲娱 乐的同时，提 高．X-4rl的绿 色消费 

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另外，也可促进我 

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El后获得 

更 大的经 济利益 和生 态效益 。本 文针 

对生态旅游绿色消费进行了研究和分 

析，并提出了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总体 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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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不仅仅是一种绿色消费 ，更 

是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地球只有 
一 个，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且还具有 

不可逆的特性，也就是说一旦枯竭，也就 

意味不能再生，哪怕是人造景观，再生也 

不能保留原来的文物价值。然而。旅游产 

业和其他产业相比更加依赖环境和自然资 

源，这也是旅游产业所独有的性质。在购 

买产品或者服务时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消费 

者仍lEl占了很大一部分，为此，更应该提 

倡生态旅游这种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的定义 

要兼顾两代人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 

不能只为满足自己这一代人自身的消费需 

求和安全健康的要求，就不顾及子孙后代 

的消费需求和安全健康，为此，作为能可 

持续发展的绿色消费就此产生，并为广大 

人们所接受。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健康的 

绿色产品是消费时的首选，消费的过程中 

产生垃圾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合理处理 

垃圾为就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再逐步将原 

有的消费观念转变珍爱自然、注重健康的 

消费观念，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也是要注 

重环保 ，节能减排，让购买绿色产品成为 

人们的最终选择，实现可持续消费。Re— 

duce节约资源 ，减少污染；Reevaluate绿 

色生活，环保选购；Reuse重复使用，多 

次利用；Re—cycl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 

Rescu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等方面，便是 

环保专家概括的绿色消费中的5R。 

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已经成为了主流的 

发展趋势。近年来随着全世界生态环境保 

护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国在联合国环境会 

议中对将原有的不可持续消费转变为可持 

续的绿色消费达成共识，将是各国日后的 

正式发展议程。坚持适度消费、节制消费、 

消费正义的实现以及坚持可持续消费就是 

生态消费模式下所提倡的消费活动。过度 

消费和不足消费都会影响个体基本的生存 

而且也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因此要结合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承受能力的 

情况适度消费。始终秉着满足人们的基本 

需求和改善生活质量的适度消费，不能因 

为要满足人们的自身欲望或者对物质生活 

的追求而过度消费。 

消费正义否认消费是一种私人化行为 

的同时，也否认了消费的纯粹经济性质，但 

提倡消费活动中的责任及公平意识，强调 

消费享受和代价之间的公平性。 

不论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还是可持续消 

费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考量标准，考虑人 

们现阶段的经济活动所包括的消费活动对 

子孙后代的影响。20世纪九十年代初，罗 

毕会议上阐述了由布兰抡特女 士提 出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及其延 

伸得到的可持续消费的含 

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为 

随着这一理念进一步阐述 

及延伸，涵盖的氛围也扩大 

延伸到人与地球 非人类成 

员、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超 

过维持生态系统承担力的 

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 

质，是在世界环境和发展委 

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经典定义之后，世界 

自然保护同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 

野生生物基金会在《保护地球——可持续 

生存战略》(1991)中站在人类价值的角 

度定义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消费模式，而 

可持续发展中人和环境 ，也就是生态系统 

的关系才是这一定义中的重中之重。可持 

续消费涵盖了人与环境(环境承载力 )、代 

际、代内公平的要求，正如在 “论可持续 

发展的衡量与指标体系”(1996)，北京大 

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叶文虎等认为可持 

续发展就是在不断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和环 

境承载力的同时，不但要满足当代人的需 

求，还要顾忌子孙后代的需求，在满足了 
一 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人们 的需 求的同 

时，不损害其他地区或者其他国家人们的 

需求 ，公共发展。当今社会，消费主义生 

活方式受到人们的欢迎，生态消费模式作 

为消费模式中最应该被提倡的一种消费模 

式，同时它也是一种生存模式，在价值论 

上其和消费主义生活背道而驰，并否定了 

物质为第一位的价值观，但是在正确认识 

人类价值和效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上有着促 

进作用。 

生态旅游和传统旅游之间的 

不 同 

近年来 ，在国内外生态旅游已经成为 
一 种流行的时尚追求。在生活压力大，快 

节奏工作，竞争激烈及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的今天，以自然生态资源为载体，有助于 

永久使用的旅游资源的生态旅游更为消费 

者所喜闻乐见。然而消费者之间通过相互 

交流、相互影响，喜好和对休闲旅游需求 

也越来越相似，最后达成共识并一起向着 
一 个方向发展。生态旅游和传统旅游之间 

的不同，具体如表 1所示。 

生态旅游消费产生的影响 

(一 )经济影响 

现如今旅游业对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表1 生态旅游和传统旅游之间的差异 

传统旅游 生态旅游 

消费厩点 高质量．高文化的消费 

静态的、局部的，并且最为重视的就是旅游 

者的个体效用 

消费行为 追求享受，追求景观和化旅游资源的展览 

只考虑旅游企业和旅游者要 

获得的最大利益 

消费结构 将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主要是在旅游区区域内 重于在以自然为基础的休阑享受，注重自 

以高水准的食、宿、行、娱、购等这几种单 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展示及其保护 

项旅游 

产品的诮费为主 

不管是否损坏环境和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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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一个创收行业，尤其是增加外汇收 

入的便捷途径，对经济有多方面的影响。旅 

游业是不用旅游地不需要花费任何费用就 

能为旅游地招揽大量投资的主要方式 ，但 

是人们只考虑到其带来的各种效益，却忽 

略了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破坏。因为旅游 

业能使落后地区在短期内就拥有可观的经 

济收入，并且还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 

人们可能会不考虑旅游地的真实成本，就 

开始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盲目开发，虽然 

是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同时也破 

坏了有限的环境资源，还需用大笔的资金 

来恢复破坏的旅游资源。因此为了在基本 

不破坏旅游资源的情况下，让旅游业的经 

济效益达到最大化，就需要始终秉持生态 

旅游的绿色消费观念来规划旅游、策划旅 

游活动。 

(二 )社会文化影响 

由于人们对大自然和人工景观的欣赏，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反映的产物出现。作为 
一 项社会活动的旅游对社会文化也具有两 

面性，即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就是增加 

了旅游者和当地人之间的接触，促进了不 

同文化间的交流 ，同时还拓宽了旅游者和 

当地人的视野。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弊 

端就是一旦当地的传统文化没有保护好， 

很有可能被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的旅游消 

费者破坏，并且极有可能威胁到相对比较 

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在增加就业机会、提 

高教育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的 

同时，还能始终保持当地原有的传统文化 

不变，就要倡导旅游者在旅游过程始终秉 

着绿色消费的观点进行消费，减少旅游给 

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 )环境影响 

近年来，人们的旅游需求日益增长， 

开发旅游成 为了各地发展 的主导方 向。 

人们慢慢 的发现旅游业再给 当地带来巨 

大收益的同时，对当地环境的破坏也越 

发的显而易见了，为此生态旅游的绿色 

消费倡导的可替代形式和旅游环境保护 

工作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20世纪 

九十年代初期，在英国的“绿荫为实现乡 

村绿色旅游而努力”会议上，提出要将 

“绿色消费”．的观念融入到策划乡村旅游 

市场的宣传、营销及产品整合中，进而使 

得步行、骑自行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采用小型住宿设施留宿、品尝当地食物、 

欣赏自然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绿色消费行 

为，逐步成为一种人们公认的时尚，最终 

实现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不破 

坏有限的自然资源的目的。 

绿色 消费和消费绿色 的差别 

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是吃天然食品、用 

天然材料装修房子，到原始森林旅游等等 

就是绿色消费，甚至有的人达到了非绿色 

产品不用的状态，但其实他们只是以自身 

利益为中心，乱丢垃圾，或者为相互攀比 

追求奢华，装修房子时非绿色建材不用，完 

全把绿色消费曲解成消费绿色。近年来我 

国各地发展如火如茶的旅游业，纷纷开始 

采用生态旅游招揽游客，但其实不管是旅 

游者还是景点的管理者都不能真正的了解 

生态旅游的内涵 ，旅游者认为到自然生态 

环境保存较好的地方旅游就是生态旅游， 

而景点的管理者虽然声称管理的景点是生 

态旅游景点 ，但是却为了自身利益，不顾 

及共有环境的不可恢复性，就在自然景致 

中建设人工建筑，修建公路等，破坏景点 

的生态环境。绿色消费不是消费绿色，而 

是以保护绿色为出发点给予人们更舒适的 

休闲娱乐的同时，还能改善旅游对环境的 

影响，使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 “绿色”，进 

而实现绿色消费的最终目的。 

生态旅游日后发展的总体方向 

(一 )扶持绿 色消费进一步发展的经 

济政策 

为更好地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增加 

治理环境的投入，就要合理制定经济政策。 

在经济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倡导旅游企业 

发展绿色旅游产品，旅游者消费绿色旅游 

产品。对于过度消费和损坏环境的消费，可 

以通过增加增值税和资源税来减少这种过 

度消费和损坏环境的消费，另一方面，要 

大力扶持绿色消费和绿色旅游产品的生产， 

可以通过减免税收的税收政策实现降低成 

本 ，进而促进绿色消费和绿色产 品的发 

展；在财政上给予开发绿色旅游产品制定 

专门的补助财政政策，对于以过度消费和 

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为前提的旅游产品开 

发不提供银行贷款，相反的，可以向绿色 

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低息贷款等合理的货 

币政策。为了促进生态旅游的绿色消费发 

展，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综合利用资源 

政策等是必不可少的扶持手段。 

(二 )注重生态旅游产品中的绿色 

为使生态旅游绿色消费蓬勃发展，就 

需要向旅游者提供不断提供绿色旅游产品， 

其次旅游企业还要确保生态旅游中的绿色 

含量。在生态旅游产品在原料、生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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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到销售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旅游企业需 

始终秉着绿色标准来要求；绿色旅游产品 

的标准和质量。可通过创新，降低产品成 

本，依据实际情况合适制定生态旅游产品 

价格，并对生态旅游进行客观宣传，实事 

求是介绍生态旅游产品，提高旅游者的满 

意度 ，促进生态旅游产品的消费，拓展生 

态旅游市场。 

(三)提高生态旅游消费者的教育意识 

为了使人们的生活消费和环境、资源 

协调一致，就要正确引导旅游者的消费，逐 

渐改变旅游者的消费观念，最后使消费者 

在潜移默化中树立绿色消费理念，了解绿 

色旅游产品。只有让人们真正的明白绿色 

消费不仅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和健康生活， 

还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才能 

使人们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实现真正的绿 

色消费模式。另外，为减少过度消费对旅 

游景点生态环境的破坏，要监督控制旅游 

消费者行为，加强保护环境意思，使消费 

者主动保护生态环境。最后 ，要对旅游者 

进行生态教育 ，使其树立正确的生态旅游 

消费理念。为使绿色消费快速发展，抵制 

只顾及自身利益的旅游企业的非生态的旅 

游产品，就要在人们心中树立生态旅游的 

绿色消费观念。 

结 论 

近年来，我国各地都在大力发展能为 

当地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旅游产业，却忽 

略了旅游给当地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随 

着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全球环境急 

剧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的出现，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旅游的绿色 

消费的重要性，采用经济政策推动绿色消 

费的进一步发展、注重旅游产品中的绿色 

消费、提高旅游消费者的生态旅游意识具 

有重要的紧迫意义。 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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