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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旅游是指“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系当地人民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它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形式。本 

文阐述了长江三峡库 区开展生态旅游的必要性 ，分析 了其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并提 出了长江三峡库区开展生态旅游的基本 

思路 、原则和开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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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ract：F~looesl tourism is all activity that protects the natural enviroranent and local pt，ople．It is a better form of$UgtSi／l~e devd- 

opment oftourism．The article first expotmds the necessity ofthe ecol~cai tourism devdolanent in Three嘶 reservoir area，then analyzes 

the oppoauni~ee of ec蝴 c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is Rrea，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basic thoughts and pr~ plee and 8㈣ devdop- 

m e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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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江三峡库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必要性 

(一)圆际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 

生态旅游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旅游形式，发展势头迅 

猛。据 1999年召开的世界生态旅游大会介绍，生态旅游已成 

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正以迅速发展的态势在全球得 

到普及。世界旅游组织在(2o2o年旅游业展望》中明确指出， 

“在可预测的时期 内，生态旅游将成为获得 自然经历的有效 

方式，出游人数会大大增加”。 

(二)西部大开发的要求 

在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五大战略重点中，生态环境的 

保护和建设是切入点。长江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已 

被列入全国七大污染防治区之一。在三峡库区开展旨在保 

护环境的生态旅游 ，将成为长江三峡库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选择。而库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又为旅游的发展创造了 

更好的条件。通过在三峡地区发展生态旅游，由此带动和促 

进一大批生态产业的发展，对三峡库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亦将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重庆市“三峡库 区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需要 

重庆市为了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召，已作出在 

2010年前基本建成“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战略决策。生 

态旅游是现代旅游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它兼顾旅游发展 

和资源保护。大量的事实表明，生态旅游可以带动和促进绿 

色商贸、生态交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生态型 

建筑、生态城镇等的发展，促进生态文化的建设。因此，在长 

江三峡库区发展生态旅游是重庆市“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 

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生态旅游亦将成为“三峡 

库区生态经济区”中的主导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加 

快培育和发展“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建设。 

(四)生态旅游是三峡库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长江三峡是以峡谷风光著称的国际旅游黄金线，是我国 

的“王牌”旅游产品。由于各种原因，目前长江三峡旅游产品 

已出现由“成熟期”向“衰退期”过渡的迹象，三峡旅游发展困 

难重重。如何延长其“生命周期”，重现昔 日辉煌，让三峡成 

为“永远的三峡”，从而实现其旅游可持续发展，开展生态旅 

游将是其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在长江三峡库区开展生态旅游，不仅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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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旅游发展的大潮流和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要求，而且也 

将对重庆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生态旅游的开展，对三峡库 

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旅游可持续发展 ，库 区移民和贫 

困人口脱贫致富都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二、长江三峡库区发展生态旅游的可行性 

C一)资源优势 

狭义的生态旅游资源只是指自然景物。本文所指是广义 

的生态旅游资源，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生态旅游资源，还包括与 

自然和谐、充满生态美的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即文化景观。 

长江三峡库区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是中国旅游资源 

富集区之一。首先，长江三峡库区生态旅游资源数量多，类 

型齐全。据《长江三峡旅游线总体规划》统计，该区域可分为 

18个大的景 区，290个景点。其 中，国家级景点就达 6o个。 

按《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分类，长江三峡库区各类旅游资 

源基本具备，共含有58种基本类型。其中，自然旅游资源以 

名山、峡谷、风景与漂流河段、洞穴、湖泊、瀑布、泉等最为突 

出：人文旅游资源以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军事遗址、石刻、悬 

棺、古墓、宗教寺庙、各种古建筑群、古民居与民俗等居多。 

长江三峡库区生态旅游资源质量好，品位高，分布相对 

比较集中。在长江三峡库区的所有旅游资源中，被定为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的就有长江三峡 、大宁河小三峡 、金佛 山、缙云 

山、双桂山、四面山、神农架等。拥有神农架、金佛山、缙云 

山、双桂山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公园和红池坝、仙女 

山等南方高山草场；文化古迹定为国家级的就有大足石刻、 

丰都鬼城、合川钓鱼城、涪陵自鹤梁、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 

城、屈原庙、黄陵庙和昭君故里等。同时，长江三峡库区生态 

旅游资源还相对 比较集中 ，主要集 中于长江及其支流两岸 ， 

特别是长江三峡生态旅游资源特别密集，易于整体开发。 

(二)市场优势 

长江三峡是我国黄金旅游线之一，每年来观光游览的游 

客达数十万。随着我 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与 

文化教育的提高，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对生态旅游的 

需求将不断增长，旅游者会越来越多地青睐生态旅游，长江 

三峡生态旅游的客源市场必然前景广阔。 

C三)区位优势 

长江是我国的黄金水道，三峡库区地处我国中西部的结 

合地带和长江经济带中下游与上游衔接部，是联络华北、中 

南与西北、西南的重要通道区，区位条件十分优越。特别是 

重庆，作为长江沿江经济走廊的“龙尾”，更具有特殊的区位 

效应。 

C四)政策优势 

生态环境建设及生态保护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重要内容，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作为三峡库区主 

体部分的重庆市，对库区生态环境建设十分重视，已作出建 

设“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战略决策。重庆市规划 2010年 

基本建成“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目前正在编制“三峡库 区 

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国家和重庆市的这些战略决策为三峡 

库区实施生态旅游战略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必将推动和 

促进库区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 

三、长江三峡库区开展生态旅游的基本思路和开发原则 

C一)基本思路 

在三峡库区生态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必须贯彻开发与保 

护并重、社区参与、特色、可持续发展、环境教育等原则。在 

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特别强调生态效益。作好 

“库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并与“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规划” 

和“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等结合起来，把库区生态旅 

游开发作为库区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契 

机，将生态旅游培育成为库 区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 

点，从而加快培育和发展“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建设。 

C二)开发原则 

承载力原则 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对其旅游开发和利 

用都有一个承载力的范围，超出这一范围，生态旅游资源及 

环境就会受到破坏。库区生态环境较脆弱，三峡大坝蓄水后 

库区的生态环境形势更为严峻。因此，在库区生态旅游开发 

中，应遵循生态规律，科学估计与测定合理的生态旅游承载 

力 ，把旅游人数控制在其生态旅游承载力范围内，以保证生 

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参与原则 使旅游 目的地居民受益是生态旅游的 

核心内容之一。只有在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的情 

况下，生态旅游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 积极鼓励当地居 民 

参与是必要的。让库区居民亲自参与到旅游服务中来，不仅 

可以发挥地方特色，提高生态旅游的吸引力，又能让他们亲 

自感受到生态旅游带来的好处及带来的经济利益，实现旅游 

扶贫和移民的功能，进而提高当地居民自觉保护生态资源与 

环境的意识，促进旅游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特色原则 生态旅游在我国还是个新事物，各地都在积 

极开展进行。如何体现自己的特色就成为竞争的关键。有 

特色，才有吸引力；有特色，才有竞争力。库区生态旅游开发 

必须要因地制宜，因景制宜，体现其原始性和 自然性 、民族性 

和地方性，突出库区的特色，开发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佳”的 

生态旅游产品。 

环境教育原则 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最大的差异 

之一是寓教于乐，通过旅游活动普及生态知识，唤醒人们的 

环境意识，使游客在愉悦中提高环保意识，促进生态系统的 

良性循环。因此，在库 区生态旅游开发 中，必须 自始至终贯 

穿生态环境的教育原则，使旅游者，生态旅游经营、管理、服 

务人员和当地居民自觉形成环境保护的意识 ，才能保证生态 

旅游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四、长江三峡库区生态旅游开发对策 

C一)制定三峡库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 

库区生态旅游开发与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 

而就。因此，必须做到统一规划，分期实施 ，滚动 发展，吃、 

住、行、游、购、娱各要素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生态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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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可持续发展等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库区生态旅游资源的不 

同特点 ，结合“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规划”和“三峡库区生态 

环境建设规划”，编制出科学合理的生态旅游规划，使库区生 

态旅游能有序地、健康地发展。 

(二)开发和设计富有库区特色的生态旅游产品 

旅游业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行业，归根到底还是依靠推 

出的旅游产品来吸引游客。生态旅游不同与传统的大众旅 

游 ，生态旅游项 目大多位于生态系统脆弱 、珍稀或濒危动植 

物资源集中地区，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因而其产品的开发要比一般大众旅游产品的开发复杂得多、 

困难得多，必须要有 自身的特点。目前，三峡库区生态旅游 

产品开发必须根据其生态旅游资源的特色和景观生态学理 

论 ，开发设计出与众不同，富有库区特色的生态旅游产品。 

(三)开展 生态旅游教育，提高大众环保意识 

首先，对库区的生态旅游开发者、经营者、管理者和服务 

人员进行环境教育与培训，使他们同时具备生态和旅游两方 

面的知识，在生态旅游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过程中，自觉 

运用生态学知识，促进库区生态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 

调发展。决不能让“生态盲”从事生态旅游开发，出现“生态 

旅游破坏生态”的现象。 

其次，加强对游客的环保教育。使来三峡库区的旅游者 

都能 自觉运用生态学知识指导 自己的旅游行为，遵守旅游条 

例，提高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自觉保护生 

态资源和环境。对旅游者的教育，在旅游活动之前就要进 

行，并贯穿于旅游全过程。如在旅游区设立具有环境教育功 

能的基础设施如关于生态环境景观的相应解说系统 ，提醒游 

客注意环境卫生的指示牌，方便并与环境协调的废物收集系 

统等；利用多种媒体，使旅游者接受多渠道的环保意识教育， 

包括门票、导游图、导游册上添加的生态知识和注意事项 ；一 

定的处罚手段等。 

第三，对当地居民进行环保教育，使他们具有初步的环 

境知识 ，了解生态资源和环境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使他 

们 自觉地保护资源和环境。 

(四 )确定库区合理的生态旅游容量 ，建立环境检测站 

根据库区的面积、特点和可进入性等条件，对库区各旅 

游点的生态旅游容量进行精心测算，确定各旅游点所能承受 

的最佳生态容量，从而使库区游人的数量、空间分布、旅游行 

为等受到规范，旅游地的物质流、能量流得到合理调控，从根 

本上协调 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的关系，确保旅游资源免遭污染 

和破坏，求得最大的旅游综合效益。同时 ，在库 区主要旅游 

点建立环境监测站，严格控制库区各地旅游业发展对环境造 

成的负面影响，以便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 

(五)打造库区生态旅游目标市场 

生态旅游对旅游者素质要求较高。中国目前乃至相当 

长的时期内，大众旅游仍是主流，中国远没有形成一个有一 

定规模的生态旅游市场，社会公众还没有真正的生态旅游的 

意识。据 1995年《全民环境意识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国 

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环境保护常识欠缺是相当普遍的问 

题。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地确定库区生态旅游的目标市场， 

有重点地宣传促销。不能将所有市场都确定为自己的目标 

市场。这样才能利于库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库区生态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六)尽快培养一批生态旅游人才 

生态旅游在旅游界尚属新事物，开发、经营与管理生态 

旅游的人才相当缺乏。库区本来就缺乏旅游人才，更不用说 

生态旅游人才 了。因此 ，要尽早重视生态旅游人才的引进 、 

培养和提高，培养一批与生态旅游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 

从而提高库区生态旅游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七)加快库区的生态城镇建设步伐 ，努力培植生态服务 

产 业 

三峡工程的修建，将淹没一批城镇。抓住库区移民城镇 

迁建的契机，在库区建立一批布局独特的生态“山水城”，实 

现城镇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如巫山县把新县城规 

划为山水园林生态示范城；忠县新县城规划为三面环水、背 

枕青山的半岛型“山水城”。 

生态旅游不仅包括旅游活动的生态化，还应包含旅游服 

务的生态化。因此，库区各生态旅游点应发展为生态旅游提 

供服务的生态服务业，如生态服装、生态饭店、生态商店、生 

态交通。不同的生态旅游点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相应的生 

态旅游产业，并由此带动库区一批生态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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