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6月

Jun.2007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ChongqingTechnologyandBusiness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第24卷第3期

Vol.24 NO.3

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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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40006”

    【摘要了乡村旅游正逐渐从单一型向以观光、参与、康体、休闲、度假、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

型方向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环境问题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巨大挑战。只有在开发和经营

两个过程中实施有效的环境保护控制，将乡村旅游引入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才能切

实发挥乡村旅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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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近年国内旅游蓬勃兴起，以乡村生活、乡

村民俗和田园风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

久居城市的人们，在闲暇之余，走进自然淳朴的乡

村，远离都市喧嚣的噪音，感受独具特色的民风民

俗，这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已成为许多城市居民的向

往。一些城市周边形成了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带，一

些开展乡村游较好的地区已脱贫致富，一些地方的

乡村游正成为当地经济的特色产业。经过多年的

发展，我国的乡村旅游市场正逐渐从单一的“乡村

旅游”，开始向以观光、参与、康体、休闲、度假、娱乐

等为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家旅游局2006年

确定全国旅游宣传的主题为“2006中国乡村游”，

宣传口号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

20O7年确定全国旅游宣传的主题为“中国和谐城

乡游，，。

    一、发展乡村旅游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中的作用

    乡村旅游作为新兴的一个旅游项目，主要是在

一些大中城市郊区和旅游景区周边发展起来的以

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

传统的民族习俗为资源，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

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由于乡村旅

游所倡导的“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主

题，适应了现代旅游者追求“个性”、“回归自然”的

需求，一经兴起就受到了游客的普遍欢迎和旅游市

场的广泛认同，而且因其投资小、经营灵活、收费

低、交通便利等竞争优势，都使得乡村旅游成为具

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旅游项目。

    发展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一个新的突

破口，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和扶

贫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农村脱

贫奔小康、改造农村和使农民就地走向现代化的新

途径;把加快发展乡村旅游业结合起来，突出地区

特色的旅游优势和品牌;发挥旅游在转变农民观

念、拓宽农民创收渠道、提高农民收人，增加农民就

业机会、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等方面的作用，

以旅助农，城乡互动，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发展乡

村旅游能扩大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优化农业生产

结构、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传统的农业经济

注人了新的活力;可以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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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导向，推动乡村旅游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

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对改善地方基础服务设施，提

高村民文明素质，促进农村文化市场繁荣，加快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等将起到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发展乡村游已使全国

2000万人脱贫。这说明发展乡村旅游确实是解决

“三农”问题一个重要途径，乡村旅游已成为带动农

村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乡村旅游开发、经营中存在的环境

问题及对旅游环境的影响

    从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看，起步较

晚，很多地方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投人，停留在低

水平发展的状态。一些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不到

位，道路、停车场、公共厕所、垃圾处理、通信设施、

住宿、饮食卫生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在市场

开发方面，一些地区急功近利，没有规划，盲目开

发，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环境

问题已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巨大挑战，并给旅游开

发地区的持续发展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一)乡村旅游活动本身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1、大气污染。旅游离不开交通，交通工具是使

旅游者从居住地转到风景区的载体。于是，各种车

辆纷至沓来，呼啸而过，汽车尾气排出的一氧化氮、

碳氢化合物等在空气中四处弥漫，这种废气不仅污

染空气，进人大气之中对森林和建筑物危害较大，

而且对人体极为有害。此外，在我国的大量旅游者

中，烟民者比比皆是，除非在有规定性禁止的场合，

我国的烟民还没有形成在旅游风景区内自觉不吸

烟的习惯，悠悠然吐出大量危害游人身体健康的二

氧化碳，对空气的清新度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大

气污染吞食了蔚蓝的天空，夺去了清新的空气。

    2、水体污染。旅游者在参与旅游项目如乘船、

划船、漂流时不经意间对水资源造成的污染;部分

游人的不文明行为如往水里乱扔废弃物、随意排泄

以及毁林开荒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这些污染物

进人水体中，使原本清澈的河(湖)水浮上一层厚厚

的水藻和油污，水生物无法生存，严重破坏了水生

态系统的平衡。改变水生生物和湿地鸟类的生境、

导致水生生物的死亡和鸟类的绝迹。

    3、土地污染。由于大量游人随身携带着各种

塑料制的食品袋、用品袋，或是就餐时的一次性餐

具，喝水的瓶子等，用完之后就随地乱扔，这些极难

分解的白色垃圾被风吹得到处都是，对土壤的覆盖
  56

率极高，使原本贫痔的大地又一次遭到人为的破

坏。旅游农业活动污染(指直接为乡村旅游服务的

农业种植、养殖等生产活动而造成的对土壤的污

染)，主要包括:(1)因增产、催熟等目的而大量施用

无机肥、催熟剂、保鲜剂等造成土壤的板结、保水保

肥能力下降，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农作物品质下

降等污染和破坏;(2)在一些地区存在占用农田深

挖鱼池以开展垂钓等旅游活动，但又因某种原因不

能正常开展而废弃的现象，但这些水池已严重破坏

土壤结构，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4、噪声污染。噪声污染的表现比较明显，主要

包括:来往机动车辆的停靠声、鸣笛声、船噪声，导

游手持扩音器召集游客的声音，不文明游客的高声

喧哗，以及乡村旅游景区内摊贩的大喊大叫等，打

破了乡村生活的宁静氛围，影响了动植物的生长和

繁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乡村旅游的主

题。

    5、旅游垃圾污染。这是乡村旅游景区最大的

环境问题。包括为游客提供饮食服务而产生的大

量食堂垃圾;游客丢弃的大量易拉罐、啤酒瓶、废纸

等无机类垃圾及塑料瓶、袋，瓜皮果核、食物残渣、

骨头、人畜粪便、动物尸体等有机类垃圾。由于开

展乡村旅游地区的垃圾处理能力非常有限，旅游区

的垃圾清扫外运、消纳均很困难，只好任其满山遍

野地抛洒堆置，若不严格管理、科学处置，这些垃圾

就会以惊人的速度累积下来，严重破坏风景区的环

境。‘因此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已比较严峻，已成为管
理部门普遍感到头痛的问题。

    (二)乡村旅游开发、建设和利用过程中对旅游

景区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发展旅游业需要修路、停车场、旅店、餐馆等服

务性设施，在开展乡村旅游的乡村地区进行食宿、

娱乐、游道、养殖等设施的工程建设必然对环境造

成的破坏和污染。主要包括:工程建设产生的碎

砖、石块、炉渣、石灰等固体垃圾对土壤、水体、空气

造成的污染和工地噪声污染。

    旅游企业在开发资源时，由于缺乏合理、科学

的引导与规划，往往建成景区的同时破坏了自然生

态环境。工程修建时所需的建筑材料又往往是就

地取材，乱砍滥伐，导致植被被破坏，覆盖率减少，

动物失去栖息环境，动植物物种减少，导致生态平

衡遭到破坏。为了解决旅游交通问题，就出现遇山

开路，遇水搭桥，开山取石的现象，水土大量流失。

加之一些企业任意把产生的废物排到企业外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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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而不是按照规定集中处理，致使土壤中所含的营

养成分越来越少，盐碱地、土壤呈酸性等现象越来越

严重，使原来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大批兴建的

欧式、中式豪华人工建筑物与乡村环境不协调而造

成的视觉污染，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

人工建筑对城市环城景观带的形象也造成了破坏。

在风景区和旅游景点，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私人

摊点，也随处可见。它一方面挤占了旅游区宝贵的

环境空间，破坏了本来舒展、宽松的旅游氛围。

    (三)超规模接待旅游者直接影响自然生态系

统的平衡，导致环境功能减退，破坏景区生态环境

    构成自然景观的生态系统对旅游活动本身存

在一定的承载能力，这种承载能力由生态系统的结

构所确定，超过其承载能力的旅游活动将使旅游区

生态系统结构发生变化。旅游活动的规模应与旅

游区环境承载量相适应，如果规模超过环境承载

量，超过景区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与自我更新能

力，必然会造成旅游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主要表现

在大量游人将旅游区土地踏实，使土壤板结，影响

植物的生长，树木死亡;大量游人在山地爬山蹬踏，

破坏了在自然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稳定落叶层和腐

殖层，造成水土流失，树木根系裸露，山草倒伏，从

而对旅游区生态系统带来危害。旅游者的参观游

览、生活娱乐等活动，也会对背景环境施加影响。

游客涌人景区采花摘草、劈折树枝、挖掘中草药、猎

杀石鸡、野兔、狐狸等野生动物，可能改变天然食物

链，破坏生态平衡。旅游地居民为接待旅游者从事

商业活动，不适当地使用当地动、植物资源，捕杀珍

禽异兽，滥伐树木，乱挖草皮等造成动植物资源的

破坏。

    不当的旅游接待本身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严

重的，忽视这种影响，只注重短期效益，盲目扩大规

模，无限制地接待游客，将对乡村旅游业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带来严重损害。

    (四)对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

    乡村旅游对当地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样也

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1)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

当地经济的发展，当地人商品意识觉醒的同时也滋

生了一些不健康的经营意识，如粗野拉客、哄抬物

价、恶意宰客等现象时有发生;(2)在追求利润最大

化的驱动下，本土文化的表现常流于形式，或商业

包装过浓，或盲目仿效，丧失了当地土著文化的精

髓和特色，甚至在一些地区存在对土著文化进行不

科学的嫁接和转借的现象，影响了地方文化的健康

发扬和传承;(3)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女性带来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地区

的传统工作结构和观念，可能对家庭生活带来负面

影响;(4)在一些乡村地区，很多“黄、赌、毒”等不法

经营活动打着旅游开发的幌子大肆开展，极大地败

坏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也影响了该地的旅游声誉。

(5)大量旅游者的到来，以及为接待旅游者而进行

的各项服务都要占据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分享当

地公共设施，使生活物品的供应趋于紧张，对当地

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等。

    乡村旅游的发展会出现各种环境问题，甚至对

环境的影响会相当严重，这些环境问题反过来也会

影响旅游者正常旅游目的的实现，对此没有足够的

认识和相应的对策，会造成旅游区生态环境难以逆

转的破坏，最终破坏乡村旅游赖以生存的基础。

    三、对乡村旅游开发、经营实施旅游环

境保护控制的必要性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旅游环保意识

日益增强，对环境负责任的旅游开发方式越来越受

到旅游管理部门及旅游者的认可，加强旅游环境保

护实际上已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理性选

择。但是，开展乡村旅游的地区一般都属于生态环

境脆弱地带，一旦环境遭到破坏，恢复起来就会非

常困难，尤其是土壤、水体等的污染，生态恢复需要

较长时期;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在这些地区，人们的

环保意识比较差，热切追求经济利益的眼睛会对破

坏环境的行为视而不见，再加上这些地区基本上都

没有环保资金的贮备，也缺乏一定的环卫设施设

备，能够保证环境恢复的经济、技术力量非常薄弱，

环境破坏之后将直接危及这些景区、景点的旅游价

值，直接影响到该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形成恶性

循环，从而影响到地区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旅

游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初衷最终可能

演变成适得其反的结果，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问题是

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把保护旅游环境同保护

旅游资源一样，看作为旅游业中巫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确保开发力度在环境与社会承载力之内。因

此，必须对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两个过程进行有效

的环境保护控制;需要尽快制定乡村旅游服务质量

标准及行业管理办法，制定区域性乡村旅游开发规

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强化监督与管理，促进乡村旅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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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要加大旅游环境保护宣传

教育力度，进一步提高旅游环境保护意识;要增强

垃圾处理能力，消除垃圾污染问题;有条件的乡村

地区应引人科技力量，拓宽投资渠道，提升旅游产

品开发层次，实现旅游和农业、经济和环保的共同

发展;乡村旅游的热点地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

免超容量接待和经营对旅游环境的破坏。通过以

上行之有效的措施将乡村旅游引人健康、有序、可

持续发展的轨道，切实发挥乡村旅游带动社会主义

新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总之，在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加快乡村旅游发

展的同时，提出和强调对旅游环境的保护和控制，

既是当前乡村旅游发展的需要，也是乡村地区实现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保护好旅游资源和旅

游环境，功在当代，惠及千秋。建立一种可持续发

展的乡村旅游，是我们为乡村旅游地区的子孙后代

应当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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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tourismisdevelopinginthedirectionfromsingletourtocompressivesightseeing，

participation，body一healthy，resting，holiday，recrea丈ionandsoon.However，itshouldnotbeover-

lookedthat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becomehugechallengetoruraltourismdevelopment.China

shouldbringruraltourismtohealthy，ordered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rbitandmakerural

tourismplayitsroleinvitalizingeconomicdevelopmentofsocialismnew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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