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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碳旅游是旅游业在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和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

式#已逐渐被公众认可和实践% 在对低碳旅游概念&特征与海岛进行低碳旅游发展必要性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初步构建基于政府&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者为基点的海岛低碳旅游发展模式#旨在引导&推动海岛地区低

碳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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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在威胁人类生存的背景条件下#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方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进行反思#逐渐意识到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低碳的发展方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和能源危机的首要选择0

海岛地区发展旅游有着潜在的优势#一方面海岛是复杂地质.构造运动的见证#具有丰富的地质旅游资源$

另一方面由于海岛所处海洋包围之中#与大陆生态系统相比#海岛生态环境更具有多层次性#为多样性生态

类型提供了生态空间#呈现出不同的生物生态种群#具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0 特有的海洋与渔业文

化#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与地质资源#使海岛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的热点之一0 然而海岛由于所处地理位置

的特殊性#即'海洋与大陆相分割这种隔离必然限制了海岛与大陆之间的能量和物质的循环#造成海岛生态

环境的脆弱性#海岛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很难恢复0 我国近几十年来掀起了海岛旅游开发的热潮#先后

有海南岛.厦门鼓浪屿.浙江普陀岛.山东长岛等海岛得到大力开发0 与此同时#许多沿海一些小型岛屿也

在积极进行海岛旅游的开发#由于受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地区的海岛往往在缺乏相应的旅游开发论

证和开发规划的前提下#粗放式进行海岛旅游的开发#这种盲目的旅游开发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往往是对海

岛旅游资源的过度性甚至是掠夺性开发#必然会对海岛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0 因此如何通过低碳

的旅游发展方式最大限度的降低旅游对海岛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海岛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可持

续循环#成为发展海岛旅游业首先要考虑的问题0

#(低碳旅游的概念分析

自 #F 世纪以来#以碳氢化合物的发现和使用的工业文明给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进步#以煤炭

和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改变了人类经济发展方式和水平#成为衡量人类物质社会和财富的

重要的标准0 但是另一方面#以碳氢化合物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正线

性增长#并正在影响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性0 而随着人类意识的不断进步#人类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



不断推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性#低碳概念就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倡减少人类生产生活活

动中温室气体排放的背景下提出的*#+

0 低碳经济#作为人类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

注#正日益影响和诱导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0

#+#(低碳旅游概念分析

低碳旅游是从低碳经济这一理念衍生出来的#1低碳旅游2概念的正式提出#最早是在 !@@" 年 E 月世界

经济论坛1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2的报告中0 在我国最早以低碳旅游为题的文章#是 !@@" 年 E 月刘啸

在%中国集体经济&上发表的%论低碳经济与低碳旅游&一文#刘啸认为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

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0 它不仅对旅游资源规划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旅游者和旅游

全过程提出了明确要求0 它要求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来体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以行动

来诠释和谐社会.节约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建设*!+

0 之后#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低碳旅游概念特征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0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黄文胜在%论低碳旅游与低碳旅游景区的创建&一文中#认为#低碳旅游#

是指以减少-*

!

排放的方式#保护旅游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包括保护植物.野生动物和其他资源$尊重当

地的文化资源和生活方式$为当地的人文社区和自然环境做出积极贡献的旅游方式0 低碳旅游是一种理

念#更重要的是一种措施*Q+

0 蔡萌与汪宇明认为#低碳旅游是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

汇机制和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以获得更高的旅游体验质量和更大的旅游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一种可持

续旅游发展新方式0 低碳旅游发展的核心理念是以更少的旅游发展碳排放量来获得更大的旅游经济.社会.环

境效益*J+

0 低碳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观念与发展.消费模式#它实质上一种降低1碳2的旅游#它要求旅游过

程中#在不降低游客体验质量的前提下#进行节能和减少-*

!

的排放#并用自己的行动弥补行动所释放的1碳2#

即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它涉及到旅游的各个方面#包括旅游生产过程与旅游消费过程0

低碳旅游从经济的范畴进行解析#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对经济.对旅游的发展方式

的一种反思$从全球发展形势来看#低碳旅游是旅游业为应对全球气候与能源危机所做出的一种新型的发

展方式$从旅游角度来看#低碳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理念与旅游发展方式0

从低碳旅游的实践来看#低碳旅游应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旅游生产的低碳化#是指旅游企业在旅游

生产过程中#利用新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广泛的运用各种节能减排技术#营造各种低碳的旅游吸引物和

旅游设施#培育低碳的旅游体验环境#达到碳排放量最小化乃至零排放$二是旅游消费方式的低碳化#是指

在旅游过程中#倡导低碳化的旅游方式#在旅游过程中尽量减少碳足迹和 -*

!

的排放#并用实际行动来弥补

旅游过程中所排放的碳0

#+!(低碳旅游的实践

低碳旅游作为低碳经济在旅游方面上的延伸#在节能减排#减少旅游过程中碳的排放量#保护景区生态

环境方面起重要的作用#旅游业向低碳旅游发展方式的转型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0 在当前旅游发展进程

中#低碳旅游不再仅仅是一种出游理念#一种新型旅游发展方式#在实践等各方面也初露端倪0 如四川九寨

沟旅游景区就禁止机动车进入#改以电瓶车进入#以减少 -*

!

的排放0 !@@F 年#携程网推出旅途1碳补偿2

计划#游客在携程网预订机票时#携程将根据其飞行里程#提醒旅游该次航空飞行所产生的 -*

!

排放量#以

及减少这个-*

!

需要种植的树木数量#并提供相应的1碳补偿2选项0 以1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为主题的

!@#@ 世博会#大量低碳科学技术的运用和低碳理念的宣传#使 C Q@@ 万参观者切身感受低碳发展和低碳旅游

的巨大效应和魅力0 !@#@年#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低碳旅游建设峰会上#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黑龙江大兴安岭等 Q!家旅游单位被授予1中国低碳旅游景区称号20 !@## 年#在由中华环保

联合会.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景区分化联合举办的1全国低碳旅游试验区工作会议暨授牌仪式2 上#为表彰在低

碳旅游方面成绩突出的旅游景区和地区#安徽黄山景区.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山东泰山旅游景区等 E@ 家旅

游景区入选首批1全国旅游低碳试验区20 在台湾#第一个低碳旅游观光景区/坪林地区#结合台北县旅游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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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愿景与坪林地区低度开发的环境优势#坪林推出了台湾第一个以1低碳2为情境的1坪林之旅2#并邀请马

英九在台湾台北县坪林景区骑自行车体验低碳旅游#并应邀其担任坪林景区低碳旅游的代言人*Q+等0

!(海岛发展低碳旅游的必要性分析

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的交换过程#一个地区旅游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有着复杂的结构0

一方面环境为旅游的发展提供自然和人文资源#是一个地区开展旅游活动的基础$另一方面#旅游活动为环

境带来各种副产品#各种旅游废弃物又对环境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有些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甚至是不可

恢复的0 %̂f4O<[+[I&&24在3%7O28P;/? =%524<I写到#维持一种高质量的自然环境是旅游开发的首要原则#

因为做不到这一点#旅游目的地的魅力就会丧失$而旅游却日益明显的造成环境质量的下降#要在旅游和环

境之间做出取舍的话#将是一种两难的选择*E+

0

伴随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海岛旅游日渐成为旅游开发的热点#海岛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特有的海

洋文化和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等特性吸引了大量游客0 由于海岛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地理系统#通过广

阔的海洋与大陆相隔#与陆地的交通受限#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经济结构单一#长期以来以渔业为主#成为我

国经济发展中1东部的西部2#而逐渐枯竭的渔业资源使得海岛渔民转产的压力进一步增加#海岛民生的问

题亟需得到关注与解决0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与能源危机#在威胁人类生存环境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低碳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0 海岛地区在践行低碳经济#发展低碳旅游

方面尤其独特的优势#应充分利用其海洋.森林.湿地等自然碳汇体的优势#发展低碳旅游#吸引旅游者0 海

岛低碳旅游的开发不仅为海岛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为海岛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希望#而且成为协调海

岛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的重要方式0

旅游不仅仅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要素#也是影响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因素*B+

0 与内陆及沿海区域相

比#海岛地域空间相对狭小.生态脆弱#资源和空间有限#环境承载力差#生态系统在干扰下极易退化且不易

恢复*C+

0 在海岛旅游开发过程中#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大部分海岛在缺乏科学论证的前提下#盲目进行旅

游设施的建设或者改建工作#如不考虑海岛承受能力.游客规模的前提下盲目的进行海岛环岛道路的建设#

扩大海岛饭店.渔家乐等旅游设施的规模#滥砍.滥伐.乱捕#围海造陆等自发的或者有意的行为都对海岛生

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0 加之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由于缺乏一定的监督和道德约束#在旅游中总是表现

出责任约束松弛和占有意识外显的行为特征*F+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某些不道德的行为能对海岛地区生

态环境形成一定的压力#如乱扔垃圾#乱写乱刻等破坏海岛旅游资源的行为#这对海岛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如表 #"#而有些破坏甚至是不可恢复的0 海岛地区选择低碳的旅游生产与消费方式#不仅可以保护发展低

碳旅游所依赖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而且还是解决海岛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矛盾的重要举措0

Q(海岛地区低碳旅游实现路径

低碳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不仅仅是一种概念性的理念#而应该是一种在实践中具有指

导意义的新型旅游发展方式0 海岛低碳旅游开发不同于内陆地区#海岛低碳旅游的开发应有自己的特色0

相比较于内陆地区#海岛面积比较狭小且比较封闭#与大陆的相隔离限制了海岛与内陆物质和能量之间的

交换#造成海岛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海岛自然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后#将难以恢复#海岛地区旅游的开发必须

持一种慎重的态度#海岛地区低碳旅游的实现应该基于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者等各利益

主体的协同0 海岛地区低碳旅游的实现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采取各种措施直接降低或者吸

收海岛地区空气中排放的-*

!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旅游生产方式的低碳化和旅游消费方式的低碳化减少海

岛地区-*

!

的排放#推动海岛地区旅游发展模式转变#实现海岛地区旅游产业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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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旅游对海岛环境的负面影响

海
岛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动
植
物
种
群
结
构

#+植物资源因景区.设施的建设或者改造#或者由于传统的薪柴能源结构而遭到破坏

!+对植物资源的砍伐造成植被覆盖率的下降

Q+景区或者旅游设施的建设影响动物.鸟.鱼类的迁移#破坏其繁殖习性

J+对动物.鸟.鱼类的猎杀以供旅游纪念品的交易

E+外来动植物种群的引进

B+游客对山珍海味的嗜好对海岛动物.鸟类.鱼类造成的破坏

污染

#+淡水.海水水质因垃圾排放.油污的泄露而遭到污染

!+交通#薪柴的燃烧等造成空气污染

Q+旅游交通与旅游活动导致噪声污染

自然资源

#+海岛淡水资源的枯竭

!+海岛海水水质的下降#富营养化

Q+土壤板结#裸露面积的增多#水土流失

J+煤炭等矿物能源的消耗

E+珍贵地质地貌资源遭到破坏

B+沙滩资源的退化或者消失

海
岛
人
文
环
境

视觉环境 生活.建筑等垃圾的乱堆.乱放$设施的建设造成的视觉污染

文化 文化古迹修复而造成的毁坏$文化的商业化$文化的杜撰.歪曲

生活 价值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物价的上涨

Q+#(政府部门

低碳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方式#海岛低碳旅游的开发要求海岛地区须营造低碳的旅游吸引

物.低碳旅游设施和低碳的旅游体验环境#引导海岛旅游者低碳的旅游消费方式#而这些对于经济发展相对

落后的海岛地区是一个不小的挑战0 海岛地区低碳旅游的发展初步阶段必须要求相关政府部门的引导.政

策上甚至是专项资金的支持0

作为海岛地区旅游发展政策的制造者.开发方向上引导者#要使海岛低碳旅游真正落实到实处#政府部

门必须及时出台相关的政策.政府法律法规及相关的行业标准约束.规范.引导.激励.调整海岛地区低碳旅

游的发展0 !#" 建立海岛地区旅游企业发展低碳效果考核机制#实施一定的奖惩措施$!!" 在现有的行业标

准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达地区比较成熟的相关的认证标准#开发适宜我国海岛低碳旅游切实可行的开发

认证体系#严格按照低碳的标准规定行业标准#对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提供现实可行的指导和规范$!Q"

选择一个或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海岛地区开展低碳旅游试点工作#提供政策.资金上的重点支持#并将其成

熟发展经验推向其他海岛地区$!J" 提供专项科研资金支持海岛地区低碳旅游发展的科研工作#探索适合我

国国情的低碳旅游管理机制与发展模式#为海岛地区低碳旅游发展提供新技术和新的发展模式$!E" 完善高

素质人才培训机制#旅游市场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旅游人才对旅游业的发展起着特殊和重要

的作用*"+

#政府可与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并积极引进关于旅游.低碳等发展方面的人才#提供专项资金#对当

地社区与旅游企业进行海岛低碳旅游方面知识的培训0

Q+!(旅游目的地

Q+!+#(营造低碳的旅游体验环境

旅游体验环境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旅游体验环境对于提升旅游产品的质量#提升旅游

者审美.愉悦体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0 旅游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要以获得心理快感为目的的审美过程和自

娱过程#旅游者旅游的过程就是追求旅游审美与愉悦的过程0 一个好的旅游体验环境能够给旅游者带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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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审美与愉悦体验0 海岛地区在发展低碳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应该充分的利用海洋.森林和湿地等1高

自然碳汇体2的优势#吸收和中和大气的-*

!

的含量#营造海岛地区低碳的自然旅游体验环境0 海岛地区碳

的排放量主要集中于当地的旅游企业.旅游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碳的排放#在海岛低碳旅游开

发与改造过程中#在保护海岛环境的基础上#协调各方面利益主体的关系#打造低碳的人文旅游体验环境0

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营造低碳的旅游体验环境就是充分利用海岛各种自然碳汇机制#如海洋.森林.绿地.

湿地等#同时利用各种节能减排技术#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或者中和碳的排放量#最大程度的降低旅游过程中

碳排放强度#达到营造低碳的旅游体验环境的目的0

Q+!+!(构建低碳的旅游吸引物

低碳的旅游吸引物是指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凡是能够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的各种低碳的事物和因

素#这些低碳的事物和因素可以是各种自然低碳景观#也可以是人工建立的低碳设施景观#还可以是多样化

的综合的低碳旅游产品0 海岛地区在构建低碳的旅游吸引物时#要充分的挖掘和利用海洋.森林.湿地.湖

泊等高自然碳汇资源的旅游价值#可以建设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或者生态旅游区吸引游客

前来游览0 在充分挖掘自然低碳旅游景观的同时#在不破坏海岛生态系统的前提下#经过严格技术论证#海

岛地区可以建设各类人工低碳旅游吸引物#如低碳的建筑设施.低碳的旅游社区与低碳的旅游港区等0 在

整合自然与人文低碳旅游吸引物的基础上#海岛地区充分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开发各种低碳旅游活动#如

海上冲浪.海钓.潜水等各种体育活动和以疗养为主的康体类旅游活动产品#吸引游客0

Q+!+Q(构建低碳的旅游设施

低碳旅游设施是指利用各种低碳的材料和低碳技术建造的用于提供旅游接待服务的基础和专用设施0

低碳旅游设施的建造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低碳技术和低碳材料的运用$二是#在使用过程中低

碳的排放0 低碳的旅游设施主要体现在低碳的旅游交通设施.旅游住宿设施.旅游服务设施.海岛环境卫生

服务设施与低碳能源供应设施中0 海岛地区构建低碳的旅游设施可从几方面考虑'!#" 使用电瓶车或者新

能源车等交通工具替换传统的以碳氢化合物为主要能源的车辆#构建低碳的交通道路设施$!!" 海岛地区应

该严格规范各类宾馆的建设#或者建设时应经过严格的低碳技术论证#海岛旅游住宿设施应该以传统的渔

家小院为主$!Q" 渔家乐或者其他的食宿设施在不降低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并

注意废弃物品的回收工作$!J" 海岛地区应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低碳排放的能源供应系统替代老式

的以煤炭或者薪柴为主的能源供应系统$!E" 发展低碳的旅游环境卫生设施和垃圾处理设施#海岛各种生活

或者生产垃圾可以选择岛内简单回收处理#或者直接运往大陆进行生态低碳处理#应建立循环污水处理装

置#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建设生态厕所#使用生态的垃圾桶0

Q+Q(旅游者

低碳旅游不仅仅应是一种理念#一个口号#更应该是旅游者身体力行的实践#在出游过程中践行低碳的

旅游消费方式 0 所谓低碳的旅游消费方式可以理解为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减少或者

补偿个人旅游碳足迹0 在旅游过程中#不同形式的旅游方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个人碳足迹具有明显的差

异0 以旅游交通为例#在跨国旅游活动中#以距离衡量#航空旅游虽然只占 #Cn的旅游行程#却占了 EJn q

CEn的旅游碳排放量$而相反#公共汽车交通和铁路虽然占到了所有旅游运输量的 #Bn#但却只占了 #n的

碳排放总量0 在瑞典## @@@ aP的旅游距离#如果选择使用风和水能源的铁路交通#旅游者的人均碳排放量

为 #@ 0#如果选择航空交通#碳排放量为 #E@ a00

伴随全球能源危机与气候变暖压力#低碳经济与低碳旅游在全球兴起#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越来

越多的旅游者外出旅游践行低碳的旅游消费方式0 在海岛旅游开发中#环境的保护与旅游对生态环境造成

的破坏成为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在开发与保护的对立中#应该倡导低碳的旅游消费方式0 主要包括'

!#" 在同样条件下应优先选择低碳的旅游景区#学习低碳旅游方式和减少碳足迹的方法#并在旅游过程中

参与旅游碳中和$!!" 选择低碳的旅游交通方式#旅游者在选择旅游交通工具时#应尽量选择铁路.长途汽

车.自行车或者徒步的方式取代高碳排放量的航空与自驾游的交通方式$在旅游景区#交通方式应优先选择

徒步.租赁自行车或者乘坐景区提供的电瓶车$!Q" 由于海岛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与内陆相比#海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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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层次的生态环境#呈现多层次的生态种群#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保护海岛脆弱的生态环境#并抵制各

种以野生动植物制成的纪念品$!J"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优先选择带有旅游标签的旅游酒店#优先考虑

各种绿色食品.生态食品#以当地的食品为主#节制欲望#力行节约#尽可能的不浪费能源#尽量减少制造太

多的垃圾$!E" 在进行旅游活动的选择时#旅游者应优先考虑体育.运动.康体类等低碳的体育活动0

J(结(语

全球气候变暖与能源危机#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旅游业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向低碳的旅游发展方式的转型成为未来旅游业发展的新趋

势0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低碳旅游发展方式势必成为旅游业竞争的重要战略高地#谁能率先成功的进行发展

方式的转型#坐拥低碳旅游发展方式的话语权#谁就能在未来全球化旅游竞争中占有有利的地位0 海岛旅游作

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利用其天然碳汇体的发展优势#倡导低碳的旅游开发与发展模式#降低旅游

发展过程中碳的排放量#保护好海岛生态环境0 低碳开发和发展模式应成为解决海岛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这

对矛盾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海岛地区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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