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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森林旅游业是林业生态转换

为经济效益的双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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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阐述了利用森林的自然景观，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既不用消耗砍伐森

林，又不破坏生态环境，就能把生态效益转换为经济效益，既解决了林业困境，又富了山民，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

%&’() 森林旅游；内涵丰富；持续发展；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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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森林生态旅游？

首先要弄清什么叫生态旅游？在我们地球表层

的岩石圈、生物圈、水圈和大气圈，均可形成各种自

然旅游资源。〔’〕所谓生态旅游，顾名思义，就是让人

们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以自然景观为载体，使人们

饱览自然风光，观赏生物多样性和动植物珍奇物种，

享受益体生态功能，增进身心健康。同时，通过旅游

活动，以“走近自然、认识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

反璞归真”为主题，了解生态，丰富科学知识，增强环

境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念，更自觉地关怀自然，保护环

境。〔!〕而森林生态旅游（简称森林旅游），则是利用其

森林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资源，为主要载体的旅游

活动。

! 森林旅游在生态旅游中占有主要地

位和丰富内涵

由于森林是陆地三大自然生态系统（森林、草

原、湿地）的主体，所以它在生态旅游中占有主要地

位。同时，通过认识什么是森林的概念，也可以了解

森林生态旅游内涵丰富，而占据重要地位。森林是具

有一定面积和密度的以乔木为主体的森林植物与立

地自然环境形成相互联系、作用、依存的陆地森林生

态系统。即包括森林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岩石、土

壤、气候、水文等。森林不仅仅是林木本身的自然景

观，和其野生动物景观，还与其立地自然环境包括地

质、地貌和气候的阳光、降雨、冰雪、云雾等万千天象

变化，土壤类型和颜色，水文状况的河溪、瀑布、湖

泊、沼泽等湿地，都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对旅游者

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 森林自然景观旅游资源类型多样

我国是世界上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最多的国家之

一，在广袤的林区，蕴藏着复杂多样的森林植物群

落，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奇特的地貌，有许多独具特

色、风光秀丽的森林风景资源，囊括了我国森林资源

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华；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民族

的风俗民情，共同构筑了各具特色浓郁的旅游资源。

现将不同类型的森林自然景观分述如下：

一是林分景观型。大面积的“苍山林海”形成壮

丽的自然景观。如东北长白山、黑水间，波状起伏的

松涛林海，令人惊叹！又如，川、滇西部、藏东南的亚

高山针叶林，挺直粗大，高耸入云，其势壮观。又如海

南、云南的热带雨林、季雨林，高大的“望天树”，粗大

的板状根，各种蕨类寄生于乔木之上，层外植物非常

发达，缠绕于树干林间，四季常花常果，老茎生花、

果，如似“空中花园”，巨大榕树气状根“独木成林”，

如似奇妙的童话世界。还有四川“蜀南竹海”，都引人

入胜。

二是林相景观型。森林林冠树叶，随季节性发生

林相变化，形成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树叶随着季节

变化呈显不同的美丽色彩。如南方阔叶林四季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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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北京西山秋天枫树红叶。东北大兴安岭的白桦、

山杨的秋天金黄小叶等，景色迷人。

三是花季景观型。森林阔叶乔木和灌木种群的

开花、结实时节，形成“万紫千红”的自然景观。如长

江诸省的“中国鸽子树”珙桐。又如川、滇西部的亚高

山杜鹃花海；贵州大方、黔西两县的“百里长廊杜

鹃”；华中低山丘陵的“映山红遍”。云南大理苍山的

山茶花开。潜江地区秋末乌桕树上挂满雪白蜡果遍

山坡。

四是珍稀动植物型。森林植物的多样性，聚集栖

息许多珍稀的动物、鸟类、昆虫、蝶类和珍奇植物等

大千生物世界，成为生物景观旅游资源。如四川卧龙

熊猫。云南大理蝴蝶泉。楚雄的金丝猴。北回归线

顶湖山的季风常绿阔叶林。海南五指山雨林。西双

版纳的季雨林和大象。广西合浦县沙田半岛的红树

林等。

五是森林休养型。由于森林具有生态功能效益

最大的特点，可提供安静、舒适、幽雅的一流环境质

量，是人类寻求精神平衡，接触大自然的理想境地。

都市人想从喧闹、拥挤、污染、紧张、热岛的“水泥森

林”中“回归大自然”，到幽静、舒适、美丽的森林中去

休闲、放松、疗养，使人体健康得以恢复。所以，人们

把森林旅游称为“森林浴”。不少西方国家还在森林

中开设了“森林健康医院”。

六是山岳地貌型。山岳森林景观与立地环境的

地形地貌景观相结合，形成自然风景名胜旅游资源。

在我国山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千变万化美

丽奇特的山岳岩体景观。形成了“雄、奇、险、秀”等美

学观赏特征。有“北雄南秀”之说，如“泰山天下雄、华

山天下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又如我

国有著名的“华夏五岳”，及其它名山有黄山、卢山、

武陵源、丹霞山（红石公园）。又如西南横断山系的高

山峡谷地貌，河谷深切成大峡谷，山顶为高山或极高

山常年冰川、雪峰。又如我国岩溶地貌景观众多，云

南滕冲火山口群；长白山的五大连池；滇、桂、黔三省

区的峰丛、峰林、孤峰、天生桥、溶洞、天坑、地下河

等，尤以“桂林山水”成为旅游胜景。

七是地文景观名胜型。名山森林景观与历史传

统文化、宗教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以优美山景为骨架

的丰富多彩的地文景观的风景名胜区。“以中华民族

特有的山水观、自然观、审美观，对山岳进行建设，已

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大地上相应出现了无数自

然优美、人文胜迹荟翠的旅游名山”。〔!〕如历代帝王、

将、相朝拜泰山。文人墨客和侠客游览或隐居于名

山，留下历史文化痕迹。尤以“三大宗教”（儒教、佛

教、道教）以名山为根基，形成了众多文化遗迹和传

统文化建筑。如“四大佛教名山”，为五台山、峨眉山、

九华山、普陀山。“四大道教名山”，即武当山、青城

山、崂山、罗缘山等。

八是天象景观型。山地森林景观与立地气候景

观相结合，形成了许多气候天象奇观旅游资源。在一

些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形成富于变化的天象景观。如

西南横断山系高山峡谷区，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

不同天”。比如许多游人到卢山、泰山、峨眉山等观日

出和日落景观。湘西天子山和广西金圣堂可观云瀑。

峨眉山可观“佛光”，和“雪山浴日”，观贡嘎山日出美

景。黄山观云海。武当山金殿观梦影。西昌为冬春

“阳光旅游”胜地。

九是山林水一体景观型。山地森林景观与森林

水文景观（溪流、湖泊、瀑布、沼泽等湿地）相结合，构

成山、水、林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如“桂林

山水甲天下”，即是山、水、林融为一体的，最典型的

著名旅游景区。黄龙的“人间仙境”、“华盖”。九寨沟

溪流瀑布，如似一幅画卷。四川西昌螺吉山亚高山冰

蚀湖泊（干海子、黑龙潭）。雅布江大拐弯峡谷大瀑布

群，恕吼震天。东北长白山天池瀑布。浙江人工千岛

湖。

十是立体自然景观型。中、高山地森林景观，随

山体高度的气候变化，显现森林植被和土壤类型垂

直分布的立体自然景观。形成了多个自然带谱，反映

出林相和土壤颜色的不同变化，最为形象直观。尤以

横断山系高山峡谷区最典型。以安宁河谷螺髻山为

例，低山为云南松林或常绿阔叶林、山地红壤，中山

为高山栎硬叶林、铁杉林、黄棕壤，亚高山为冷、云杉

林、棕壤土或杜鹃灌丛、草甸土。成为科学界、教育界

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最佳场所。

十一，森林草甸、草原景观型。森林草原和亚高

山森林草甸自然景观，也是重要的生态旅游资源。在

我国北方，广泛分布为森林草原带和草原荒漠带。在

西南横断山系分布有亚高山森林草甸带，即双子叶

的“五花草甸”，构成美丽的森林草甸自然景观。还有

在草原荒漠地带中，在河流两岸或湖泊周围沼泽湿

地，分布有荒漠胡扬林、红柳林。如塔里木河国家胡

扬林森林公园。

" 发展森林旅游业的重要意义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



首先，发展森林旅游业，是把森林利用与保护之

间的矛盾化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是我国

林业对森林资源的经济利用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

它是以森林自然景观资源作为旅游载体，不用消耗

砍伐森林资源和不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就能实现

林业经济收益，使森林长期得到永续利用。进而更加

严格要求保护森林的原貌和自然山、水风光，才能起

到有吸引力，构成旅游资源。如我国建了很多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及其自然保护区，强化了保护森林资

源的力度。

其次，是充分发挥林业系统的一大优势，推动林

区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林区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的新路。既增加林业部门的经济收入，也相应带动

和促进了山民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十年来，我

国森林旅游业的年均增长率达!"#以上，〔$〕 森林公

园成为人们休闲旅游重要场所，占我国旅游人数的

一半。据有关资料，国外%美元旅游收入，可带给社会

相关收益$&’美元。据国家林业局(""!年统计，全国

森林旅游直接经济收入为)*亿元，实现社会综合收

益+$’亿元。〔’〕

第三，减轻了林业部门和林区社会对森林资源

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巨大压力。开展森林旅游业，既可

减轻林业部门的投入和经济负担，又能增加林区地

方经济收入，这就减缓了林业部门和林区社会，因维

护生活生存需要，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巨大

的压力，有效的保护了森林和生态。

第四，为林业部门和社会提供就业岗位，有效缓

解了社会就业压力，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开展旅游业

必然有相应的旅游服务人员。据有关研究统计，一个

旅游者能提供’个人的就业机会。相应减轻了林业职

工和林区居民的经济贫困，改善提高了他们的生活

水平。据国家林业局统计，到(""!年底，森林公园直

接从事森林旅游职工人数达$,*-万人，直接和间接

创造就业机会-"万个人。

’ 我国森林旅游业发展现状和前景

’,% 我国森林旅游业起步晚，发展快。从改革开放

初起步，%)+(年我国建立第一个国家张家界森林公

园，从而使我国森林旅游业进入了快车道。成为林业

产业中最具活力和最有希望的新兴支柱产业。到

("""年底，全国已拥有*)"个风景名胜区，已建立森

林公园%"-+处，总经营面积)+!,+万公顷，占全国森

林面积的*,(#，占国土面积的%,-#，以森林公园为

依托的森林旅游产业体系初具规模。〔*〕全国森林公

园主要旅游线路达到("!*’公里，旅游接待床位达

%%,-万张，电话容量*(-!$门，森林公园直接从事森

林旅游的职工数$,*-万人。〔-〕与此同时，我国利用自

然保护区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内涵，在保护自然生态

的前提下，在一定限度内，也陆续开展了生态旅游活

动。我国已建自然保护区%-’-个，由林业系统建立的

自然保护区有%’!+个，面积%,%+亿公顷，占国土面积

的%(,!#。其中建有草原（荒漠）保护区%!个，面积达

!$(+万公顷；已建有不同级别的各类湿地保护区!’!
处，面积$%""万公顷。使我国多数陆地生态系统和野

生动植物种群，得到较好保护。

’,( 我国森林旅游业发展潜力大，前景广阔。我国

现保存有类型多样的天然林达%*亿亩，人工林保存-
亿亩。已建有国有林场$(""个，管护森林面积-,)*亿

亩，乡村集体林场%’万个，管护森林%,-亿亩，其中拥

有森林风景资源、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就有!"""余

处。〔+〕 并根据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年发展规划，到

("%"年，力争达到%+""余处，其中国家级达-("个，保

护面积达到%,’’亿公顷，占国土%*,%$#。这都为我国

森林旅游业创造了发展平台，潜力很大，前景广阔。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国民

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

的提高，森林旅游业必将以更快速度发展。据国家林

业局统计，到(""!年，已建各种森林公园%-""处，经

营面积达%$""万公顷，森林旅游人数达%,’亿次。〔)〕又

根据国家林业局远景规划，到("%"年，我国森林公园

将发展("""处，面积达到%)""万公顷。据有关专家预

测，到("%"年，我国森林旅游收入将超过木材收益。

* 我国森林旅游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

森林旅游业同其它事物一样，具有双重性，一方

面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能对森

林景观和环境损耗，和地区特色的消失。为此，森林

旅游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

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融为一体，保持生态平衡，具有

特色，突出特色，吸引游人，发展旅游不能破坏这种

脆弱的平衡关系。

*,% 要作好调查、评审和开发规划。森林旅游资源

的调查与评价，是旅游开发的前提，是旅游开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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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工作。一要调查了解旅游资源地形成的自然背

景条件；二要对旅游资源本身自然景观的调查，重点

调查可供开发的、特点突出的景观；三要调查人文景

观、古文化遗迹；四要对旅游资源外部开发条件调

查。在获得旅游资源基本情况后，要对旅游资源进行

系统评价，以确定其是否有价值。最后做好旅游资源

的开发规划，即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把自然景观旅游

资源加工改造成具有旅游功能、极具吸引力的风景

旅游区。

!"# 重在保护自然———即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生

态旅游，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是以

生态保护为前提。它的资源稀有性和独特性，对旅游

者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如果资源开发不当，或超限

自然环境承载力，或保护不力，导致旅游载体自然景

观的损伤、破坏，失去吸引力，就丧失了旅游业的生

存发展基础。为此，发展森林旅游业，更要注重保护

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要对景区内居民实行生态移

民。全面禁伐、禁垦、禁牧、禁樵、禁挖、禁采，以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完好。

!"$ 要重点解决可进入问题。我国森林旅游业主要

分布在山区和边远中、高山区，往往距中心城市较

远，没有一定交通设施和交通条件，旅游活动就不能

实现。在景区内交通状况同样重要，要达到“进得去、

散得开、出得来”。特别是在大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自然景观非常优美，人文景观奇特。但由于

森林旅游资源，多分布于高山峡谷区，山高谷深，地

势险峻，交通极为困难，建公路投资成本很高，已成

为制约大西部旅游业的大发展。同时，又多是少数民

族经济非常落后贫困地区，国家应从战略高度出发，

给予扶持倾斜政策。

!"% 森林旅游业的开发建设不能“伤景”。开发的目

的是发展旅游业，发展地区经济，实现一定经济效

益；而与此同时，还要考虑旅游开发不能超越自然环

境的限度，不然会“伤景”，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反

而有害于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故此，景区开发

建设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以保持旅游景观、景

点的自然状态和野趣，这是森林旅游业的基本特色。

在景区建设不能搬用“城市人工园林”模式，不能砍

树挖山建人工景观、人工景点，更不能修建庙宇，索

道也要尽量少搞，更不允许开山炸石和大量砍树建

公路，只可建人行小道，只能用石料铺路，以保持自

然。若必须建的配套设施建设，则要以森林品味与结

构为特色，以近乎自然。

!"& 建设和完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搞好“旅游产

品服务”。在旅游地必须建设向旅游者提供相关服务

所必须的配套设施。包括旅游服务设施，和旅游基础

设施。同时，要改变单一的旅游形式，如偏重于传统

的观光性，相对枯燥的历史文化旅游开发，而忽视当

今人们所追求的参与性、休闲娱乐性，和民族风情

旅游资源开发，包括商业性和非商业性两种旅游服

务。

!"! 开发建设中要重视“环境保护”。从我国旅游业

现状看，旅游资源的人为破坏是多方面的、严重的，

甚至是毁灭性的。如建设性破坏，工农业生产企业的

污染破坏，和旅游自身活动的破坏。为此，对景区旅

游线路的设置和各项设施规划布局，要尽力做到不

破坏自然景观，不污染生态环境，不造成水土流失。

对旅游设施要本着“区内游、区外住”的原则安排建

设。不允许在景区内修建宾馆、饭店和娱乐设施，并

都要有环保设施，要达标排放。即使在景区附近的工

厂企业，不仅有碍观瞻、煞风景，同时“三废”污染危

害景区的景观和生态，也应搬迁。

!"’ 景区游人容量不能超过其承载量。旅游景区可

承载量，是指单位面积所容纳的旅游人数（平方米 (
人）。据有关资料，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路线法，以

每个游人所占平均道路面积&)*+平方米；二是面积

法，是指以每个游人所占游览面积，如主要景区为

&+—*++平方米 ( 人，在一般景区为*++)%++平方米 (
人。〔*+〕如果景区，大量游人拥入超限，一方面加速名

胜古迹自然风化速度，导致古迹破坏，践踏地面，古

树名木受损，破坏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游人过多，大

量的交通汽车和生活“三废”，就近排入或垃圾丢弃

景区，这样会使景区逐渐退化，危害旅游发展。

!", 要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加强宣传促销，开拓

客源市场。这里主要是指软环境。要制定有利于旅

游发展的政策，要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安定的社

会秩序，要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修养（包括学习外语

水平），培养旅游观念，养成文明礼貌，热情好客的习

惯等。特别是强化社会治安环境，保护游客安全，树

立诚信，不敲诈游客。并通过多种媒体宣传，加强宣

传促销，将旅游产品介绍给旅游者，不断开拓市场，

扩大客源，实现旅游资源开发的目标。

!"- 加强旅游立法，严格监管，使旅游资源保护有

法可依。这是给管理者、经营者、旅游者及其景区内

外居民等制定的行为规范。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

定了一系列保护旅游资源或相关法律法规。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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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宣传不够，及其它种种原因，形成有法不依，监

管不严。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只顾片面追求经济指

标，短期行为盛行，一些乡镇小企业，在地方保护主

义下，侵占和污染风景区、保护区的事件，屡禁不止。

还有景区内外居民的生活生存问题未得到妥善解

决，侵扰破坏景区的事常有发生。所有这些都是保护

旅游资源和环境所必须依法解决的严重障碍。

!"#$ 地方政府统一行政领导、协调管理，林业部门

对森林资源统一管护、开发经营。改革开放以来，森

林旅游业发展很快，但一些相关部门插手开发经营，

形成多头领导，条块分割，不能形成统一的有效的管

理机制，严重制约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保护，及整

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此，应理清管理机制，建立风

景名胜区政府，统一领导和协调各部门管理。

% 森林景区旅游实行科学的分类经营

%"# 森林公园的保护管理与旅游。公园是以为民众

开放的，具有观赏、休闲、游览的公共场所。森林公园

是以森林自然景观为特色的公园，它区别于以人工

园林为特色的城市园林公园，两者具有明显的差异。

既是森林公园，首先应对森林树木、野生动物，和其

山、石、水、土等自然生态环境要严格保护，特别对古

树名木、奇花异草，要采取措施特级保护；二要对游

人全面开放，可以在园内修建单行汽车道和自然石

料小道，为防止污染，由公园部门专车接送；三在园

内可少建少量人工景点与小型生活服务点，尽量采

用天然材料，少用人工建筑材料，拟仿造野生动物、

植物、蘑菇形状，和当地风情民俗小品建筑。但要严

格控制，不能破坏整个景观，不煞风景；四对整个生

活服务配套设施和居民点均建在公园外；五保护工

作重点放在护林防火、防治病虫害、防止污染，禁止

砍树、开荒、采矿、采石，和随意践踏、损坏花草树木

行为。

%"& 森林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管理与旅游。风景名胜

区，是具突出美学、科学与历史文化价值，以自然景

观为主，融人文景观，带有国家典型性、代表性的区

域，有一定规模和范围，可供人们游览、休闲或进行

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区。有少数完全由非常美丽的森

林自然景观，集森林、雪峰、瀑布、湖泊、河溪等为一

体，体现原始美、自然美、野趣的风景名胜区。根据

《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风景名胜区划分为三

个级别的保护区和一个防护地带，制定相应的保护

措施。一般又可分为游览区、游览接待区、休疗养区

（远离游览区和接待区），商业服务中心、文化娱乐中

心、居民区、行政管理区等多功能区。

%"’ 森林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与旅游。自然保护

区往往对旅游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以作为重要的

旅游资源加以利用。但是，自然保护区要保持自然“本

色”，必须以保护自然景观和物种不受伤害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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