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5卷第 2期
2005 年 4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 of So 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Vol. 25, No. 2
Apr. , 2005

 

  收稿日期: 2004-08-16    
  资助项目:社会横向课题/ 新疆四地州旅游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0
  作者简介:刘滨谊( 1957 ) ) ,男(汉族) ,辽宁法库县人, 博士,教授, 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电话 ( 021) 65980253, E-mail: LLJ BOBO@

hotmail. com。

生态脆弱地区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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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新疆四地州旅游发展战略规划为例, 研究生态脆弱地区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

着重分析旅游开发所带来的不良的环境影响。从规划、建设、管理等层面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对策, 以期

能为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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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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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Case Study of Strategical Tourism Planning of Four States in Xinjiang Region

LIU Bin-yi, ZHANG Guo-zhong

( College of A r chitectur e and Urban Planning , Tongj i Univer sity ,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considered st rategic tourism planning in four states in Xinjiang Wei Autonomous Region in

order to exam ine the dialectical relat 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 fragile ecosys-

tem .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analysed, and then the management actions is consid-

ered of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impact mit igation through project planning, const ruct ion and maintenance. The

study can of fer support and means for promot 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t indust ry in frag ile e-

cosystems in w 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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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生态环境脆弱, 是指生态环境系统的原初相

对平衡状态极易遭到破坏而恶化, 又极难恢复或建立

新的更加优化的相对平衡状态。四地州处于昆仑山、

天山、帕米尔高原、阿尔金山的包围中, 中部形成广袤

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是我国降水最少的地区, 大部分

地区形成了干旱荒漠、干旱荒漠草原、半干旱典型草

原等生态系统,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地区,恶劣的自然

条件再加上人口的急剧增长、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

展,使得该地区沙漠化、水土流失、盐渍化等生态环境

问题十分突出[ 1]。

四地州经济落后, 例如和田地区人均 GDP 相当

于全国人均的 1/ 20左右,而恶劣的生态环境难以承

载更多的工农业生产,所以传统的生产方式很难使该

地区脱贫致富,而四地州旅游资源丰富,许多资源在

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发展旅游,用旅游

业拉动相关产业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是四地州经

济发展一个很好的途径。

1  新疆四地州旅游资源及生态环境现状

1. 1  四地州旅游资源特点
1. 1. 1  自然风光,雄浑壮美  四地州有天山、昆仑山

等山脉,其中著名山峰有慕士塔格峰、公格尔峰、乔戈

里峰等。雪线上下有地貌奇特的现代冰川、有序分布

的植物带、一落千丈的白色瀑布和成群的牛羊。高山

湖泊如天山的大、小龙池明澈如镜,倒映着终年雪山

和云杉林。

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许多极富特色的地形地

貌,如到处可见的雅丹地貌、神奇的魔鬼城、神秘的天

山大峡谷、白沙山(季节性沙山)、七彩山、风蚀蘑菇、

风蚀柱等。

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 ) ) ) 塔克拉玛干沙漠有

许多独特的沙漠景观,如新月型沙丘、金字塔型沙丘、

复合型纵向沙垄等。高山上的雪水融化所流经的地

方孕育了连绵的草原。



特殊的生境孕育了许多独特的生物种类,动物有

野骆驼、黄羊、蒙新野驴、野马、野牦牛、藏羚、盘羊等,

植物有胡杨、骆驼刺、罗布麻等荒漠生态系统的一些

种类。

1. 1. 2  历史文化, 悠久灿烂  /丝绸之路0在四地州

沿线遗留下来大量的城堡、塔寺、石窟、墓穴。许多著

名的遗址如尼雅遗址、安迪尔古城遗址、唐王城、塔什

库尔干的石头城、龟兹国都故城遗址等,均已列为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5玛

纳斯6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

之一。十二木卡姆是集维吾尔音乐之大成的舞乐艺

术之瑰宝。

1. 1. 3  民俗风情, 多姿多彩  四地州是以维吾尔族

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 其中和田和喀什维吾尔族人

口分别占总人口的 97%和 87. 2% ,不同民族的生活

习俗、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等均有自己的风格。民族

的特色饮食有: 馕、抓饭、烤包子、手抓羊肉、拉条子、

奶茶、马奶酒等。民族舞蹈有: /赛乃姆0、/ 刀郎舞0

等。民族节日有:肉孜节、抹黑节、古尔邦节、奴鲁孜

节等。高空走绳是维吾尔族独具特色的娱乐方式。

1. 1. 4  旅游商品,琳琅满目  四地州拥有许多特色
商品,名优特产有和田玉、玫瑰花酒、沙棘酒、大芸酒

等;中药材有甘草、红花、雪莲、罗布麻等;手工制品有

维族的小刀、帽子、地毯等; 农产品有葡萄、甜瓜、香

梨、核桃、白杏等[ 2] ; 民族乐曲有/达甫0(鼓)、笙、腰

鼓、响铃、/秋吾尔0(牧笛)等。

1. 2  四地州旅游资源类型分析

依照5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6对四地州旅游资
源进行归类,见表 1。结果表明, 四地州都拥有 8 大

主类中的 7类,主类盖度为 87. 5%。克州有 31个亚

类中的 21个,旅游资源亚类类型盖度 67. 74%; 喀什

有 22 个, 盖度 70. 97%; 阿克苏有 20 个, 盖度

64. 52%;和田有 20 个, 盖度 64. 52%。四地州共有

328个旅游单体。

表 1  四地州旅游资源分类统计 个

地 区
地文景观

亚类 单体

水域风光

亚类 单体

生物景观

亚类 单体

遗址遗迹

亚类 单体

建筑与设施

亚类 单体

旅游商品

亚类 单体

人文活动

亚类 单体

克 州 3 6 3 8 5 7 4 5 4 10 1 4 1 2

喀 什 6 16 5 11 2 6 2 15 7 61 1 10 2 9

阿克苏 3 14 3 24 5 20 4 24 2 21 1 6 2 7

和 田 3 4 3 6 1 4 4 15 6 24 1 6 2 3

合 计 40 49 37 59 116 26 21

1. 3  四地州生态环境现状

新疆地处欧亚腹地, 降雨少,时空分布不匀,蒸发

量大, 风频高,沙源丰富, 土壤母质易溶盐分含量高,

生态环境恶劣。而四地州又是新疆生态环境最恶劣

的地区,主要存在以下环境问题。

1. 3. 1  水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  四地州年均降水量

在 20~ 120 mm 左右, 蒸发量约为降水量的 20~ 100

倍,在气候干旱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下, 不少湖泊水位

降低, 水面缩小甚至干涸, 河流干涸断流。山地植被

减少破坏了水源涵养功能,加剧了用水紧缺状况。塔

里木河下游 20世纪 90年代的年均来水量只有 20世

纪 60年代的 1/ 4, 原始胡杨林由于中上游过度用水

而大片枯死。同时, 在农业生产中却又采用自流式大

水漫灌,浪费严重。

1. 3. 2  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恶性循环  部分地区

由于开矿导致植被遭到破坏, 每年弃土弃渣, 造成严

重的水土流失, 有的地区地面侵蚀达 6 000~ 10 000

t / ( km2#a)。天山植被覆盖率下降, 涵养水源和保持

水土的能力减弱,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总之, 人口持

续增长和资源过度开发使植被破坏,植被减少又反过

来导致水土流失不断加剧。

1. 3. 3  开发不当导致土地风蚀沙化、荒漠化  土地

过分开垦、粗放经营、超载放牧等导致了沙化面积不

断扩大和草原的严重退化,动植物的种类在减少和消

失,鼠虫害严重, 沙漠面积逐年增加,其扩大速度是人

类历史时期沙漠扩大速度的 2. 44倍,近年来沙尘天

气发生频率不断增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自然灾害的

频率加快、危害加重[ 3]。

1. 3. 4  人口密度已经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  新疆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

田地区这四地州土地总面积很大, 但是耕地面积较

少,绝大多数为不可利用和难以利用的土地, 包括流

动沙漠、砾质戈壁、裸岩、高山寒漠、盐泥等。为数不

多的绿洲是承载人口的主体,但是绿洲人口密度已经

接近内地中等发达省区,人口总量已经超出了绿洲的

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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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辨证关
系分析

2. 1  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2. 1. 1  旅游建设引发的生态破坏问题

( 1) 旅游交通建设引发的生态破坏问题。它是

包括到达景区的外部交通和景区的内部交通,交通建

设带来了异于当地土壤基质的材料,切断了地表原生

界面,改变了水分运输方向,损毁了原生植被,所以必

然会带来环境破坏, 但是如果不进行道路建设, 任机

动车和行人到处行走, 造成的生态破坏可能更大, 如

现在到慕士塔格峰都是车辆直接开到山脚下,由于没

有道路,车辆随意行走,生态破坏问题已经显现。

( 2) 景区旅游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的生

态破坏问题。风景区建设必然要修建一些人工设施,

如观景设施、景观建筑小品、休息设施、大门、售票亭、

住宿餐饮设施、管理用房和水、电、通讯设施等。这些

设施的建设会带来 2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外来材料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其次是这些服务设施的修建必然

会破坏地表原生态环境。另外,过多地兴建各种旅游

服务设施还会造成生态景观环境不协调的现象
[ 4]
。

2. 1. 2  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 1) 游客和管理人员带来的生活污染。旅游业

之所以为/清洁产业0, 是指在其运作过程中, 不会像

传统工业那样, 排放大量的难于处理的/三废0, 但这
种/清洁0是相对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生活污染, 旅

游景点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数量急剧增加在旅游

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游客和管理人员在旅游饭店、

宾馆等产生的大量废水和废弃物相当可观。

( 2) 游客的行为造成的环境破坏。不当的行为

会造成许多环境破坏, 如游客原因引起的火灾, 乱扔

废物造成的水源及景观污染, 乱踏、乱折植被造成植

被退化,此行为直接影响土壤结构和物质循环, 间接

影响生物的生命活动,使物种减少,种群退化。

2. 1. 3  旅游管理不当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

(1) 游客时空分布不均引发的生态破坏问题。

由于气候、出游习惯、闲暇时间差异、景观特色、交通

等原因,客流的波动不可避免, 时空分布不均会引起

某些景区或时段游客超过景区的接待能力。大批游

人不仅影响植被的种群构成和游览区域水土保持状

况,还影响土壤结构和土壤发育。另外,游人的增多,

打破了某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迫使它们迁徙到其

它地区,使本来很常见的动物/远走他乡0[ 5] , 如天山
大峡谷在开发之前有野生黄羊的分布, 旅游开发之后

就难觅芳踪了。

( 2) 由于环保设施不配套导致的环境污染。旅

游区的环境保护设施、环卫设施不配套, 对旅游产生

的/三废0不能进行有效及时处置,会造成一系列的环

境问题。如炊事、采暖燃煤造成大气污染; 生活污水

通过渗井渗坑排放或简易处理造成水体污染; 生活垃

圾的露天堆放和游客随意丢弃垃圾造成土壤、水体和

大气污染。

( 3) 旅游装备的落后造成的环境污染。经济基

础的薄弱和旅游装备工业的落后给旅游区生态环境

质量的保持和提高带来障碍。与旅游业发达的国家

比,旅游市场上急需的节能环保型装备严重不足, 比

如景区专用的无污染运载工具,各种无污染的游船,

山区或干旱缺水地区使用的能自动化污的厕所等。

( 4) 急功近利的经济性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旅游业是一种典型的经济性行为,各种经营主体都把

为地方或企业谋利放在第一位,一切行动围绕经济效

益,一些旅游开发基本处于/三不0状态: 一是/不分地

区、不分性质0地开发;二是/不加管理、不顾影响0地
开发;三是/不管容量、不论方式0地开发。这些短视

行为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使得景区环境质量

迅速下降。

( 5) 游客数量超过环境承载力所造成的环境破

坏。环境承载力,是指在某一时期的某种状态和条件

下,某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遭受破坏的前提下, 所能

容纳的人类活动的最大量。旅游环境容量可以分为

旅游心理容量、旅游资源容量、旅游生态容量、旅游经

济发展容量和旅游地域社会容量,一个旅游区能够容

纳的游客数或旅游活动量,取决于以上 5个基本容量

中最小的 1个。只有将旅游者人数或旅游活动强度

控制在旅游环境容量之内,才能保证旅游资源的持续

利用和旅游活动的健康开展[ 6]。

( 6) 监管不力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由于对旅游

生态环境的保护不重视,不少旅游开发建设项目没有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0制度, 大量违法、

违章、违规建设项目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制止。另

外,旅游环境保护的法规、标准不完善,缺乏旅游环境

保护监管制度和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也是

旅游区环境破坏的原因之一。

2. 2  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
( 1) 四地州经济落后, 发展经济是硬道理, 然而

受自然条件限制, 传统工农业生产难以继续拓展, 而

发展旅游则对环境的破坏相对要小得多。放着优秀

的旅游资源不去开发, 而去发展低效益的工农业生

产,显然不合理。所以,发展旅游,以其逐步适度替代

第一、第二产业, 在四地州就是很好的环境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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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旅游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提高会为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质量积累资金, 将进一步提高生

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力度,从而为区域环境的改善注

入新动力,达到旅游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 7]
。

( 3) 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使当

地居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从而改变他们传统的靠天

吃饭的方式,进一步引起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逐步

摒弃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而使自然资源的开发保持在

环境承载能力之下, 进而使环境得以保护和提高。

(4) 对于游客来说, 优良的环境是最好的资源,

只有得到精心保护, 处在良性循环状态的自然环境和

人文景观,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的旅游愿望并转化为

现实的旅游需求,所以优良的环境和旅游业的发展是

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

( 5) 通过旅游,让游客在欣赏秀美山川景色的同

时,充分认识保护自然的重要和紧迫性,增强人们保

护自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3  防止旅游开发造成环境破坏的对策

3. 1  规划层面的对策

3. 1. 1  搞好旅游资源的调查与评价, 确定合适的开

发对象  旅游规划是旅游发展的龙头, 规划必须对当

地的旅游资源进行深入仔细地调查,充分考虑环境与

资源对旅游业发展的承载能力,防止因短视行为而过

度开发资源,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根据有关标

准对资源进行科学地评价,在保证旅游资源可以持续

利用的基础上, 确定旅游开发的项目、开发强度、开发

时序,对生态敏感区域应禁止旅游开发。四地州根据

资源特点共确定 18类开发主题。

3. 1. 2  旅游发展战略规划中突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在发展旅游、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中, 应统筹考虑当

地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在四地州旅游发展战略规划中,我们把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作为 3大部分之一纳入到总体规划中去,提出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和措施, 划定重点保护区域,

明确重点申报对象, 制定重点旅游地保护导则。

3. 1. 3  加强各种申报, 以申报促保护  在四地州旅

游发展战略规划中, 以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

范区,申报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风景名

胜区和世界遗产为手段, 发挥这些区域的生态示范和

宣传教育作用,以申报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保护

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四地州旅游在国内

外的影响,保证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 1) 规划建立自然保护区。巴楚县夏玛勒胡杨

林、沙冬青植物园、巴格苏盖提古柳林、木吉野生动物

园、麦盖提五一胡杨林、塔县金草滩等。( 2) 规划建

立生态示范区。小台兰杨树林、巴楚县夏玛勒胡杨

林、巴格苏盖提古柳林、麦盖提五一胡杨林、奥依塔克

森林公园、木吉野生动物园、玉其塔什草原、泽普金湖

杨林、沙冬青植物园、塔县金草滩等。( 3) 规划申报

国家森林公园。奥依塔克森林公园、泽普金湖杨国家

森林公园和大小台兰森林公园等。( 4) 规划申报国

家地质公园。天山大峡谷、帕米尔山原等。规划申报

国家风景名胜区:目的是为了宣传和保护该区域优秀

旅游资源, 具备申报条件的有慕士塔格峰、奥依塔克、

白沙山、布伦库勒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大峡谷、玉其

塔什草原、天山神木园、泽普金胡杨林、塔县金草滩、

石头城等。( 5) 规划申报世界遗产。丝绸之路为文

化遗产; 十二木卡姆、玛纳斯史诗为口头及非物质遗

产;慕士塔格峰为自然遗产。

3. 1. 4  开展区域综合规划, 充分利用临近城市的相

关设施  旅游区要充分利用邻近城市的接待能力, 开

展区域综合规划,使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饮食娱乐、

住宿购物等行业与旅游容量发展协调一致,既不会造

成因运载能力、接待能力以及服务质量低下而浪费旅

游资源, 又不会因旅游业过度开发,在旅游区修建大

量服务设施而造成景区的环境污染。

3. 2  景区建设层面的对策

景区建设层面上要采取以下 4个原则,才能减少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 1) 最少化原则。人工修建的设

施尽可能少; ( 2) 就地取材的原则。尽可能用当地

材料进行修建,尽量用能自然降解的材料; ( 3) 因地

制宜的原则。道路选线、人工设施的选点要尽可能避

开生态敏感区, 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量;

( 4) 尊重自然的原则。在旅游开发中,要尊重自然规

律,按照当地自然环境的特点, 科学选择开发模式, 合

理选择旅游线路。

3. 3  宏观管理层面的对策

3. 3. 1  加强法制建设, 严格执法  法制建设是促进

旅游资源开发有序进行,搞好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前

提和保证。环保部门要重点抓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

环境保护编制规范的制定,开展生态旅游管理技术规

范、旅游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的研究和制

定,推进旅游环境保护投入机制和相应政策的制定工

作,规范旅游环境管理和建设。同时严格执法, 实行

生态环境补偿制,即旅游经营单位向旅游区管理单位

或环保部门提交一定比例的收益,用于旅游区生态环

境的建设和卫生保洁等
[ 6]
。

3. 3. 2  理顺风景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  

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是互相独立而又互相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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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国大部分景区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但是,行

使景区国家所有权的具体代表是政府还是景区管理

机构没有明确界定。由于目前景区的国家所有者缺

位,景区内的林业、园林、水利等资源管理者或使用者

成了事实上的这些资源的所有者, 并且集三权于一

体,以致所有者的利益被管理者和使用者所吞噬, 地

方利益排斥国家利益, 局部利益排斥全局利益, 短期

利益取代长期利益。又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机制、措施

和手段,以致使用者短期行为突出, 以获取最大经济

效益为最高目标,置风景资源的生态效益于不顾, 不

可避免会出现生态破坏问题
[ 5]
。四地州旅游开发一

定要理顺三权关系, 方能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 3. 3  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环保部门要分层

次抓好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首先加大对

旅游工作者和开发者的培训, 实施培训上岗制度, 使

之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科普知识。其

次利用媒体进行宣传,让民众尤其是旅游群体了解自

然环境、生态环境的现状,增强保护环境意识,宣传走

向自然、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使人们在享

受、欣赏大自然的同时,为保护大自然做出贡献。

3. 3. 4  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  旅游生态环境保护涉
及多方面、多领域,需要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与合

作。环保部门要联合旅游、计委、财政、建设、林业、文

物、水利、农业以及国土资源等部门,共同推进旅游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3. 3. 5  大力开展旅游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研工作  

旅游区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主要包

括 4个方面。( 1) 积极研制、推广、应用环保技术、节

能技术和回收技术; ( 2) 要加强旅游地环境承载量

的研究, 确定合理的游客量以及相应的调控手段;

( 3) 要加强自然灾害的形成机制及防御对策的研究,

做好预报预测工作; ( 4) 是要加强区域旅游活动的

发展与环保的动态变化与调控系统的研究。

3. 4  微观管理层面的对策

微观管理层面是指在每一个风景区的层面,也是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现实的层面。其对策有:风景

区管理者的思想认识要到位, 要有可持续旅游的观

点,改变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从管理入手制订适应

本景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施的方法;加强宣传教育,

对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进行旅游区生态环境保护宣

传,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杜绝由

旅游者本身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环境影响,逐步摒弃

不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 配备必要的环保设备,

处理旅游活动产生的/三废0污染; 旅游经营中采取措

施控制游客流量在旅游环境容量之内, 如实行门票价

格浮动、限制门票发售量、通过各种媒体发布容量控

制公告、在游客过多时采取紧急措施疏散游客、划定

范围临时封闭等; 有计划地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培

训,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和职业素养。

4  结  论

新疆四地州地处生态脆弱地区,如何把生态环境

规划纳入到旅游发展战略规划中去,从而引导旅游开

发走上持续健康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敏感

的课题, 也是我国西部干旱区面临的共性问题, 本课

题做了一点研究,希望能够为这些地区旅游发展提供

一些参考意见。

首先, 西北地区需要旅游开发。原因有西北地区

具备丰富而又独特旅游资源;恶劣的生态环境使西北

地区从事其它产业生产更不经济; 西北经济非常落

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低, 迫切需要发展经济。

其次, 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劣,

旅游开发如何做到对环境破坏最小,从而保证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本文分析了旅游

开发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 在此基础上, 从规划、建

设、宏观管理、微观管理 4个层面提出一系列的解决

对策, 希望这些对策能对我国西北地区旅游业的持续

发展有借鉴作用。

最后, 要说明的是,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区的生态

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主要原因是自然因素,

但是人类的活动、开发加剧了生态恶化的进程, 旅游

开发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破坏,但相比较其它产业它

的破坏可能要小一些,本文提出的解决思路在对于解

决旅游开发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应该是有效的, 当然对

大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也可能有一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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