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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南地区森林旅游现状及发展研究
*

谢新
(桂林旅游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广西摇 桂林 541006)

摘要: 森林生态旅游业作为旅游业产业的重要分支, 对于促进消费, 拉动地方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近

年来对森林生态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 对森林生态旅游业的作用也更加突出。 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森林资源,
在当前旅游产业不断升温的时代背景下, 挖掘森林生态旅游资源, 可形成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 由于设

计与开发等问题, 导致西南地区森林旅游资源未能得到更好利用。 加强现状研究将有助于提高西南地区森林旅

游资源利用率, 提升森林旅游质量。 本文在分析西南地区森林旅游资源特征与其经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 提出

了投资主体多元化、 旅游产品特色化、 加大人才培养等相关建议, 对促进该地区森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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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Ecotourism in Southwest China

XIE Xin
(College of Hotel Management, Guilin Tourism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6, P郾 R郾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ourism industry,forest eco鄄tour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n鄄
sumption an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conserv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forest eco鄄tourism. There are abundant forest tourism resources in Southwest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ent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forest eco鄄tourism resources can form a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However,due to the problems of design and development,the forest tourism resources in
Southwest China have not been better utilized. Strengthen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forest tourism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rest tourism in Southwest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 tourism resources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 China,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such as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 subjects,character鄄
istics of tourism products,increasing training,etc郾 ,which has certain significant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鄄
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 tourism in this region.
Key words: Southwest China; ecotourism; forest resources; forest health; financial investors

森林旅游是旅客以大自然森林作为旅游地点,
开发主体以森林环境作为主题背景而开发相关的旅

游产品, 并以森林旅游产品作为带动旅客住宿、 餐

饮、 购物消费的休闲形式。 随着居民经济收入的提

高以及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 森林生态旅游已经逐

渐取代粗放经营时代的单一森林观光旅游模式。 与

单一的森林观光旅游相比, 森林生态旅游引入的环

境保护与旅游休闲相协调的运营思路, 其所开发的

旅游产品融入绿色、 自然的元素, 这种自然环境与

人文环境相融合的旅游主题产品, 让旅客获得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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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体验。 因此, 将西南地区作为对象, 研究该

地区森林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式、 存在问题, 对

我国的其它地区的生态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森林生态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国外已形成成熟

的运作经验, 而我国由于起步晚, 很多森林资源型

地区还处于探索阶段, 因而我国森林生态旅游产业

具有巨大发展前景。 加强这一方面研究有利于森林

旅游产品的开发, 森林旅游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
同时为我国森林旅游资源开发提供更多理论和实践

参考。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谭桂清[1] 研究分析了森

林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提出了应加强投资与管理,
并由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 挖掘地方旅游

特色, 推进旅游发展。 黄福隆[2] 研究了森林生态

旅游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了发展问题, 如设

计规划问题, 提出在开发森林生态旅游过程中应加

强规划管理, 加强地区资金管理等。 曹雨霁[3] 研

究了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 分析二者之间的

作用, 提出应加强旅游业建设, 推动地方经济发

展, 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丁晓曦等[4] 研究了昆明

市森林资源监测指标变化情况, 分析了当地旅游产

业发展现状, 指出, 保护环境, 提高管理, 做好规

划, 才能推动生态旅游产业发展。 黄生文[5] 研究

了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 提出加强生态保

护工作, 合理开发森林资源, 才能促进森林生态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 张婉结等[6] 研究了越南森林资

源及管理情况, 结合越南森林生态旅游发展概括进

行了探讨, 认为越南森林生态旅游模式更重视保护

自然环境, 并做出规划。
通过总结以上研究可以发现, 加强对森林资源

系统内的研究, 有利于提高森林资源利用效率, 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西南地区独特的自然气

候特征、 民族文化特征、 社会经济特征、 森林资源

特征等内容, 分析西南地区的旅游现状, 探讨西南

地区在森林旅游开发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从而

更好地开发森林旅游资源,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森

林资源, 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并提

出具体合理化建议。

1摇 西南地区森林旅游资源特征

1郾 1摇 自然及气候特征

根据国家地理划分, 西南地区包括五省一市,
总国土面积 250伊104km2。 西藏自治区平均海拔最

高, 其它省市大多为山地和盆地, 该区域地势由西

向东呈梯状结构依次排布, 地形高山险峻, 峡谷纵

深, 因此也带来了西南地区充足的水源, 流经这一

地区的河流众多, 而且流程长。 总体来看, 西南地

区的自然资源蕴藏量具有明显的优势, 特别是其水

能、 森林等资源在我国具有重要地位[7]。
从气候特征来看, 西南地区五省一市从西到东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西部区域气温低、 降水量少,
而东部的气候较为湿润、 温暖, 此特点在云南省表

现更为突出。 从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原气候到云贵高

原低纬高原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亚热带高原季风

湿润气候再到干湿分明的热带季雨林多样化的气候

类型形成了独特的森林植被类型。
1郾 2摇 民族文化特征

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区域,
除主要城市和集镇外, 广大山居大都为少数民族聚

居, 特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云南省、 贵州省和四

川省, 因而, 该区域文化多元化特征非常突出。 区

别于汉族文化, 少数民族能歌善舞, 特色鲜明, 好

客热情, 真挚浑朴。 而不同的民族又有不同特色,
有显著的差异, 如壮族、 苗族生活习俗存在很大差

异, 但是也有相似之处, 崇尚自然、 敬畏自然是这

些民族共同的特点, 而这些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了他

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
1郾 3摇 社会经济特征

西南五省一市的人口总规模达到 3伊108, 而且

贫困人口数量多, 经济发展水平低, 2018 年底,
西南地区五省一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95 128郾 9伊108

元, 仅占全国比重的 10 个百分点[7], 虽然四川、
重庆在全国排名靠前, 但其它大部分省份都属于经

济欠发达地区, 所以, 从整体来看, 这一地区经济

发展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另外, 由于贫困人

口众多, 产业基础薄弱, 因此, 西南地区 GDP 提

升难度较大, 居民增收渠道有限, 属于我国欠发达

地区。
尽管西南地区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但由于交通

以及技术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 自然资源的经济转化

率不高, 林下经济发展缓慢, 丰富的森林生态旅游资

源并没有给当地经济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西南地区的

经济发展走向如何, 这可以从近年来国家实施的经济

发展规划中看出, 那就是国家经济重心将逐步向西部

转移, 由此将加快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8]。
1郾 4摇 森林资源特征

从全国范围看, 西南林区是除东北大兴安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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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第二大林区, 据统计, 全国林地面积 28 527郾 6
伊104hm2, 其中西南地区的林地面积在 8 843郾 56 伊
104hm2 以上, 占全国总森林面积的 31% [8]。 西南

地区森林资源受人为破坏等因素影响小, 仍有相当

面积的森林保持原生态景观, 森林覆盖率广, 森林

蓄积量占全国 30% , 森林内聚居了大量野生动物,
如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金丝猴 (Rhi鄄
nopithecus)、 金钱豹 ( Panthera pardus)、 亚洲象

( Elephas maximus)、 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
绿孔雀 (Pavo muticus) 等。 但从西南各省市的森

林资源分布情况来看, 森林面积大多集中在东部地

区, 西部地区较为稀缺, 而云南、 广西的南部地区

的森林面积又大于北部地贵州地区。 从原始森林分

布情况看, 面积最广的地区以西藏为最, 四川、 云

南也分别排在第二、 第三的位置, 除西藏以外, 整

个西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40 多个百分点。

2摇 西南地区森林旅游现状

2郾 1摇 森林旅游现状

近年来, 西南地区搭上我国经济发展快车, 其

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旅游收入快速

攀升。 据统计, 2018 年当年旅游人次超亿, 旅游

收入超千亿。 从公开的旅游产业数据来看, 由于近

年来出外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森林生态旅游逐渐火

爆, 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发展。
四川历来就是旅游大省, 特别是森林生态旅游

产业较为兴旺, 由此也带来了四川地区第三产业的

发展, 如阿坝州有 40% 以上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

生态旅游收入。 从省外进入四川旅游的客户有七成

以上是以森林、 湿地和野生动植物园作为目的地。
据统计, 四川 4A 以上的森林生态旅游区近 200
个, 其中包括九寨沟、 峨眉山、 二郎山等著名的旅

游景点。 从四川省统计局网站公布的 2018 年经济

数据来看, 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数量稳步增长, 旅游

收入也较 2017 年增长了 12郾 1% , 全省的旅游收入

达到 10 112郾 8伊108 元, 其中来自境外的旅客提供

了 15郾 1伊108 美元的旅游收入, 森林生态旅游收入

占七成左右[9]。
重庆市三面环山, 森林生态系统保存良好, 森

林覆盖率达到 45郾 4% , 建设国家森林生态旅游公

园 24 个, 歌乐山、 金佛山、 三峡红叶等著名的森

林生态旅游景点, 构成了重庆绚丽多姿的森林旅游

资源, 同时也为重庆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旅游收

入。 据重庆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 2018 年经济数据

来看, 仅旅游板块的收入就达 4 344郾 15 伊108 元,
与 2017 年相比, 旅游收入增长了 1 303伊108, 游客

数量也保持同步增长势头, 全年来自国内外旅客达

到将近 6伊108 人次, 其中来自国外的旅客达到 388
伊104 人次, 创造 2伊108 美元的外汇收入[10]。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 境内原始森林保存良好,
植被丰富, 已经开发并投入运营的森林公园逐年增

加。 据贵州省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
2017 年实现旅游收入 7 542郾 1 伊108 元, 而到 2018
年猛增到 9 471郾 03伊108 元, 收入增加额 1 928郾 93伊
108 元, 同时, 来自境内外的游客数量也大幅增

长, 2018 年达到 969伊108 人次[11]。
云南省不仅森林覆盖率高, 而且植被呈现多样

化, 为森林旅游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为做

大森林生态旅游产业, 云南省密切出台相关扶持优

惠政策。 目前, 全省建设并投入运营的国家级和省

级森林公园有 51 个, 占地面积 23郾 2 伊104hm2 元。
另外, 各县市、 各林场经营单位也建设了上百个不

同等级规模的森林旅游景点, 由此带动了当地其它

产业的发展, 激发了当地经济发展。 据云南省统计

局网站公布的近两年经济数据来看, 2017 年全省

的旅游收入为 7 391郾 12伊108 元, 2018 年猛增到 8
991郾 44伊108 元, 游客人次也由 2017 年的 610郾 2 伊
104 人次上升到 2018 年的 706郾 1伊104 人次[12]。

广西地形特征较为单一, 主要是山地和丘陵,
但也非常适宜森林的发育, 是中国森林覆盖率率最

高的森林旅游资源大省。 目前, 全省建设并投入运

营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为 63 处。 据广西统计局网站

公布的 2018 年经济数据来看, 全年接待游客五千

万人次, 由此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据统计,
全年实现 3伊108 元的森林旅游收入[13]。

西藏自治区的森林主要分布在藏东南地区, 特

别是林芝、 日喀则、 昌都等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高,
品种多样, 为西藏自治区发展森林旅游积累了大量

的人气。 目前, 随着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越来越多

的游客进西藏, 体验神秘的西藏高山森林和奇特的

山水风光, 还有多姿多彩的西藏文化。 2018 年西藏

自治区旅游总收入达到 490郾 142 1伊108 元, 比 2017
年增长了近三成, 旅客人次达到 33 687 256 人

次[14]。
2郾 2摇 西南地区森林旅游现状分析

2郾 2郾 1摇 森林旅游的经济贡献

近年来, 全国各省市地区在开辟林业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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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推出诸多的改革举措, 特别是在开辟森林生态

旅游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推动了林业总产值的快速

增长, 森林生态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林业企业新的效

益增长点。 然而, 从全国情况来看, 西南地区虽然

在森林资源储备方面占有很大优势, 但其林业产值

方面并没有得到显现, 东部地区的林业总产值占比

达到 43郾 42% , 而西部地区的林业总产值占比仅为

25郾 55% , 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 其林业总产值所

占比例不大, 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森林资源优势,
见图 1[15]。

图 1摇 2018 年全国林业总产值区域比重

Fig郾 1摇 Percentage of Forest Total Production
Value by Region

近年来, 森林生态旅游产业逐渐升温, 各省市

地区都将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作为重点产业来抓, 可

以说, 森林生态旅游激活了发展缓慢的林业产业,
因此, 林业产业总产值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森林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 从全国情况来

看, 林业产值过 4 000伊108 元的省份排名中, 西南

地区只有广西上榜, 而广东、 山东等东部地区虽然

森林覆盖率不及西南地区省份, 但其产值却领先于

西南地区, 见图 2[15]。

图 2摇 2018 年林业产业总产值超过 4 000伊108 元地区

Fig郾 2摇 Forest Total Production Value over 400 billion in
2018 by province

2郾 2郾 2摇 主要问题分析

与东部地区相比, 云南、 广西等省的森林资源

具有明显优势, 但从整体上看, 西南地区的森林生

态旅游经济却落后于东部地区, 主要是因为当地还

未对森林旅游产业引起高度重视, 同时缺乏科学规

划, 未能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森林旅游资源。 具体

表现在: (1) 投入不足。 西南地区大多数省份融

资模式单一, 投资主体经济实力薄弱, 由于森林生

态旅游开发涉及到景点建设、 宾馆、 餐饮等配套设

施建设, 所以投资周期长、 投资规模大。 而从西南

地区的投资情况来看, 由于缺乏政策扶持, 很多投

资者对这产业持保守态度[16]。 加之西部地区基础

设施条件相对比较薄弱, 因而导致很多企业参与森

林旅游资源开发热衷程度不高, 没有重视这一方面

开发, 影响各项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2) 管理

手段较为滞后。 西南地区森林生态旅游管理方法较

为粗放, 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较为落后, 基础设施

建设大都处在初级阶段。 特别是由于部分森林生态

旅游管理人员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相关培训, 缺乏

创新精神, 过份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开发建设所带

来的经济效应。 由于缺乏森林旅游管理意识, 不重

视规划, 或未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 布局, 导致设

计存在如线路设计过长等严重缺陷, 影响了旅客的

旅游体验[17]。 (3) 同质化较为严重。 西南地区森

林生态旅游缺乏足够的项目和产品支撑。 由于相关

专业人才有限, 很多森林生态旅游景点的设计过于

同质化、 雷同化, 而没有设计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和项目, 难于吸引游客的重复消费。

3摇 结论和讨论

随着居民经济收入的提升以及中产阶层的崛

起, 亲近大自然、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为很多

人的向往, 由此也将带来森林生态旅游的进一步升

温。 西南地区作为我国第二大林区, 拥有丰富的森

林旅游资源。 然而, 由于投入不足、 运营模式不成

熟等方面的原因, 以致于西南地区的森林生态旅游

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森林生态旅游经济潜力

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因此, 应从投融资模式、 旅

游产品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创新, 以释放西南

地区森林生态旅游经济的活力。
3郾 1摇 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

山东的森林资源禀赋虽然落后于西南地区, 但

其森林生态旅游经济却领先于西南地区。 因此,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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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省份可借鉴山东省的做法, 采取灵活多样的

开发模式, 特别是在融资方式方面, 可采取由政府

主导的 PPP 模式, 这一方面加以带动投资者的投

资兴趣, 又可以引导森林生态旅游的规范开发, 将

环境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协调发展。
3郾 2摇 推出特色化的生态旅游项目和产品

个性化的旅游项目或旅游产品, 是吸引游客重

复消费的关键, 如果产品单一, 项目同质化严重,
再丰富的森林资源也难于发挥出经济效应。 对于森

林秣旅游开发设计理念方面, 可以借鉴国外运营模

式成熟的迪士尼乐园的做法, 在旅游主题上挖掘自

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相结合的元素, 带动相关配套产

业的发展。
3郾 3摇 加强森林旅游人才的培养

由于我国在森林生态旅游开发时间不长, 起步

较晚, 相关的专业人才储备不足, 所以, 很多森林

生态旅游景点的设计过于简陋。 为进一步改善我国

森林生态旅游产业的档次, 提升产业经济附加值,
一方面可以采取高等院校入委培的方式提升现有设

计人员的水平, 另一方面可横向引进公园设计等方

面的高端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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