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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游客人数的日益增加，在传统旅游理念的路线下，生态环境承载力已无法承受旅

游业所带来的影响，生态环境已遭受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就此，实施生态旅游成为了必然选

择。以实施生态旅游的荷兰泰尔斯海灵岛为例，找出实施生态旅游的重要环节，总结出实施生

态旅游的主要组成。根据调研结果，生态旅游的实施重点在于对大众及社会的生态意识宣教，
只有大众及社会的生态意识提高到一定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彻底实施生态旅游之路。同时，大
众生态意识决定着生态旅游实施的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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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旅游是在自然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

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 途 径［１］，是

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且必然 的 选 择［２］，

是旅游开发地区进行环境保护的有效管理手段。

生态旅游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美学价值的同时，

寻求适宜的利润和环境资源价值的维护［３］。生态

旅游的思路从提出至今仅有４０年，在全球环境危

机、人们“生态觉醒”的大背景下，生态旅游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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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４］。可是生态旅游之

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如果无法对生态旅游

的各个组成进行有效调控，生态旅游的实施就成

为了一纸空谈。
对此，本 文 通 过 对 荷 兰 泰 尔 斯 海 灵 岛（Ｔｅｒ－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近４０余年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历

程及生态旅游的实施过程的研究及调研，总结出

实施生态旅游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并对各组成

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阐述。

１　泰尔斯海灵岛概况

泰尔斯海 灵 岛 位 于 荷 兰 弗 里 斯 兰 省 的 西 北

部。该岛长约３０ｋｍ，宽 约４ｋｍ，是 荷 兰 瓦 登 海

域的第二大 岛。全 岛８０％的 面 积 被 原 生 自 然 环

境 所 覆 盖，自 然 生 态 系 统 是 该 岛 整 体 构 架 的 主

体［５］。每年至少有３５万名游客来该岛旅游，享受

它美丽的自然资源、地域文化和它的宁静。该岛

有约４　７００名定居者，其中７０％居民的经济来源

是旅游业。
游客们到泰尔斯海灵岛的理由很多，其 中 被

这里海洋和沙滩吸引的占５８％，被自然资源和风

景吸引的占４９％，被岛屿吸引的占４６％［６］。泰尔

斯海灵岛发展旅游业的直接原因是其带来的经济

效益，当地政府可利用这些经济收入保护当地的

自然环境、文化和资源。

１９９９年间，总共有３５３　８４２名游客来这里旅

游，游客最多时，在１０天内约有４万名游客到来。
这些数字已经比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有所下降，但
与上世纪６０年代早期相比增加了１倍［７］。

２　旅游业对泰尔斯海灵岛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和７０年 代 早 期，最 大 支

柱产业 的 旅 游 业 受 到 了 最 大 的 威 胁。特 别 是

１９７４年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ｅ　ｅｎ　Ｎａｔｕｕｒｂｅｈｏｕｄ的报道，不管

可持 续 性 有 多 强，管 理 水 平 有 多 高，岛 上 的 人 越

多，对该岛环境产生的影响越大，对该岛自然生态

系统的破坏程度也就越严重。
针对以上问题，当地政府制定了相应 的 管 理

措施，决定走生态旅游道路，并且与其它相关方进

行合作，试图阻止该岛生态继续恶化。主要管理

措施如下：
（１）不新 增 基 础 设 施。现 有 道 路、照 明 系 统

被改进 后 可 适 应 游 客 需 要。同 期 住 宿 人 数 从

１９７４年开始已经从２１　６１９人下降到１９　２５６人。
方法是缩短平均驻留时间和延长旅游旺季时间。
改造后的住宿条件和设施均被设计成生态和美学

的结合体，且新结构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８］。
（２）２０００年，泰 尔 斯 海 灵 岛 全 部 铺 设 了 下 水 道。
废水被收集后通过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而后

作为湿地的补充水源排放［９］。（３）所有的固体废

物运送出岛进行处理处置［９］。分散的废物被分类

收集到一 起，在 岛 外 进 行 相 应 的 处 理 处 置。（４）
减少泰尔斯海灵岛自产饮用水用量，并规定９０％
的饮用水需来源于内陆［９］；同时对岛内水 系 进 行

修复。（５）加 大 岛 内 和 岛 外 公 共 交 通 的 发 展 力

度。目前岛上汽车的数量还在增长，交通状况还

十分紧张。１９９６年的研究表明，道路上６５％的汽

车是岛上定居者所有的，其余３５％的汽车是游客

的。这表明岛上交通紧张的情况是由定居者造成

的。（６）提高 人 们 的 生 态 保 护 和 环 境 保 护 意 识。
通过制定严格和完善的制度体系，促使人们的意

识不断提高。

３　泰尔斯海灵岛的生态旅游之路

３．１　面临的挑战

从整体上说，这是泰尔斯海灵岛在管 理 上 和

社会上所面临的挑战。游客人数从上世纪７０年

代中期至今，增长了２００％，仅１９９９年一年，岛上

游客人数就 达 到 了３５３　８４２人 次。对 此，人 们 将

面临着如下严峻的考验：（１）岛上能否处理好日益

增长的游客人数；（２）内陆何时能准备好去承担来

自岛上的污染治理重担；（３）现在和将来的出路。
对以上问题及相关的经济、社会层面 的 问 题

应该有所考虑，并制定出对策方案，以保持泰尔斯

海灵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继续目前的生态旅

游道路是泰尔斯海灵岛旅游业发展的唯一具有环

境效益的道路。

３．２　生态旅游建设需要做的工作

３．２．１　改变旅游者的思维模式

泰尔斯海灵岛之所以吸引众多的游 客，是 因

为岛上有很多与众不同的自然环境以及独特的全

生态系统。但是，从当前全世界各地区的生物多

样性受到严重破坏的形势看，各地区保持生物多

样性的压力将随之增加。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值得

用任何方法和手段去保护的有限固定资产。目前

泰尔斯海灵岛仍具备良好的生态系统，高于４５％
的游客是被它美丽的自然资源所吸引的，所以把

游客的思想转变成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旅游的思想

相对容易。

３．２．２　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

泰尔斯海灵岛的生态保护需得到各种专业组



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康　磊　王文美　赵　磊等　荷兰泰尔斯海灵岛发展生态旅游研究 ７　　　　

织或机构的支持，像森林保护组织（ＳＢＢ）、旅游信

息组织（ＶＶＶ）以及国家环境部等。这些部门和

组织在有效的协调下，可提供高质量的技术支持，
在各自的 专 业 领 域 内 提 供 相 应 的 专 家 建 议 和 意

见。也有一大群其他的机构，像各个大学、国际机

构，他们可承担岛上的研究工作，并提供一手的研

究数据、专业的管理知识以及更针对性的生态保

护措施或方法。这些组织和机构提供的技术支持

在泰尔斯海灵岛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中至关重要。

３．２．３　赋予更多的管理权力

应更多地赋予岛上的管理机构根据正确的信

息使用各 种 法 律 和 社 会 力 量 保 护 岛 内 环 境 的 权

利。目前泰尔斯海灵岛委员会、ＳＢＢ和社团等致

力于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策

略。他们懂得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制定了相应的

制度和政策来保障他们的生活环境。同时，岛上

的经济依赖于旅游业，这也是管理者致力于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３．２．４　利用好国内外的社会关注

目前，国内对其主要是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
国际上则有许多组织一直对岛屿的环境保护尤其

关注。该地区获得的各种支持和国际关注，使其

在确立了保护区地位的同时，还起到了有效的宣

传作用，随之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在这种大趋势

下，岛内的环境管理将变得更为容易。

３．２．５　利用好现有科学技术

利用现代环境保护技术与生态修复技术维系

该岛生态旅游的道路。高质量的卫星图像可提供

准确的生态破坏数据，利用现代环境保护预测系

统可有效地预测及处理各种复杂的及难以预计的

问题。现代环境保护技术的介入及应用将使得该

岛生态保护走向一条高效的更有针对性的环境管

理之路。

３．３　潜在的威胁

第一，泰尔斯海灵岛首要的威胁，也是其发展

最根本的障碍，就是社会大众的态度，所以要改变

社会大众以舒适、享受为主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和

滥用环境资源的行为。
第二，生态旅游相比于大众旅游来说 花 费 较

高，其直接导致那些旅游营销网点的利润相应减

少，而任何旅游业收入的减少都会对社会和整个

生态旅游路线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生态旅 游 面 向 游 客 开 放，但 游 客 要 保

证保护岛 上 的 环 境，所 以 必 须 利 用 严 格 而 又 细

致、全面的 管 理 制 度 对 游 客 的 部 分 旅 游 行 为 进

行干涉。
最后，岛上行政管理成员的责任十分重大，他

们的决策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保护生态环境

的同时，管理成员还要保护好投资者的利益，否则

他们对生态旅游的抵制和拒绝将导致整体计划难

以实施。

４　发展生态旅游之路

生态旅游的实施是一个漫长且距离一定的路

程，其实施进度与多方面原因相关联，在诸多相关

方中，转变 大 众 旅 游 者 的 旅 游 意 识 相 当 于“加 速

度”的角色，大众生态意识转变的快慢将直接影响

生态旅游实施的总进度。宣传教育可以采取各种

形式，例如旅游经营商、游客、导游，甚至是全国范

围内的电视广播或者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宣讲。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加强宣传教育可以实现生

态旅游的目的，其他关联方同样制约着整体实施

计划（如鼓励和促进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应用）。对

此，生态旅游的实施应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４．１　生态旅游规划和绿色产品开发

对于目前的市场经济而言，一个被包 装 后 的

产品是大众所需求的主体。对此，产品的开发和

定位，成为整体计划实施的起点和根基。对于生

态旅游产品的开发应由旅游管理部门、旅游经营

商及环境保护部门共同合作承担，并且在产品开

发的基础上应制定生态旅游实施规划，在规划的

制定 中，可 分 为 两 步 实 施，即 中 长 期 计 划 和 短 期

计划。
对于生态旅游规划的制定，可以以董 事 会 或

者委员会的形式进行，也可以设立专门的办公室，
在规划制定的过程中，由专人听取大众及社会的

建议和意见，以确保正确的实施路线。

４．２　生态旅游的实施

生态旅游的实施应该抓住四大基石，即产品、
人群、营销及价格。

产品：旅游业的产品体现在区域基础 设 施 配

套建设上，对于已建成的基础设施也应对其是否

适用于生态旅游进行重新评估。基础设施的建设

或升级改造（如娱乐设施、露营地及配套社区等）
要 以 生 态 旅 游 为 导 向，以 环 境 保 护 为 基 础 进 行

建设。
人群：这里所说的人群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

为游客，另一部分为管理及服务人员。对于游客

而言，应通过加大宣教力度和水平，使其成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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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旅 游 者［１１］。这 个 转 变 将 是 一 个 持 续 渐 进

的过程，游客们态度的转变将对生态环境保护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营销：对于生态旅游而言，由于其完全不同于

大众旅游方式，选择生态旅游的游客多以背包客

的散客为主，故需要打造一个特有的营销方式，并
且 在 生 态 旅 游 区 内 鼓 励 推 广 各 种 绿 色 产 品 的

使用。
价格：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旅游的成本 价 格 普

遍比大众旅游成本偏高，因其不具备价格优势，在
当今市场经济的大形势下，很可能会被市场所淘

汰。这就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的减免税收政策和对

生态培训进行财政补贴等措施，对生态旅游业进

行扶持，以提高生态旅游业的市场竞争力。在这

里值得指出的是，塞舌尔岛生态旅游由于价格增

长了３０％，使得游客人数下降了２５％。这对以旅

游业为支 柱 产 业 的 旅 游 区 经 济 来 说 是 严 重 的 打

击，所 以 政 府 在 处 理 生 态 旅 游 业 的 问 题 上 应 该

慎重。

４．３　生态旅游的监测和管理

生态旅游的环境系统监测需要有独立的环境

管理体系。这可能与现行的监测体系有所不同，
因为他们要随时受到审查。

生态旅游监测部门需要得到监测许 可，就 像

澳大利亚国家生态旅游认证一样，发放监测部门

许可的地方也就是旅游经营者得到批准的地方。
同时监测部门和管理部门需要国家旅游局和环保

部的监督。这些行政管理部门和组织的参与对于

规定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可限制生态旅游

区的执行官员。

４．４　审查

在生态旅游规划的实施之路上，管理 者 应 随

时接受各个组织及投资者的审查，这样可以给管

理者对规划的缺陷进行修正的机会。在这个审查

过程中，除了对规划自身的实施进行审查外，还要

对利润分配情况进行审查。
对于生态旅游而言，在所有的投资者之间应该

有一个可持续的财富分配计划。这看起来好像没

有必要，但是这可能是影响生态旅游能否成功实施

的重要一环。生态旅游规划一旦实施，就需要投资

者的不断参与和支持，一旦有投资者觉得自己被忽

视，他们的行为或者想法将会影响整个实施计划。
在泰尔斯海灵岛上，像ＶＶＶ、ＳＢＢ和旅游经营者这

些组织均可以在生态旅游中获得收益。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绘制了一个实施 生 态 旅

游的示意图（图１），对 生 态 旅 游 的 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进行概述。

图１　实施生态旅游鱼骨示意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生态旅游规划的制 定 及 旅

游产品的开发相当于鱼尾鳍，直接决定了生态旅

游的发展方向；生态旅游的管理与监测相当于鱼

刺，是生态旅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态旅游的

实施是鱼的主干，是能否达到最终目标的主体；过
程中的审查则相当于鱼肉，贯穿并紧紧包围着生

态 旅 游 实 施 历 程 的 整 体，且 控 制 着 实 施 走 向 及

进程。

５　结论

开展生态旅游的区域多以自身的特有生态环

境吸引游客，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了游

客的关注度和向往程度。对此，生态旅游提供了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和生态友好性发展的可能性，
是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

唯一途径。
从泰尔斯海灵岛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开 展 生 态

旅游的发展历程来看，生态旅游的实施重点在于

对大众及社会的生态意识宣教，只有大众及社会

的生态意识提高到一定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彻底

实施生态旅游之路。
根据分析，本文将生态旅游的实施归 纳 为 四

个主要方面，即生态旅游规划和绿色产品开发、生
态旅游的实施、生态旅游的监测和管理以及审查。
其中生态旅游的实施是整个过程的主体，大众生

态意识的提高是这个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大

众生态意识决定着生态旅游实施的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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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的植物及使用比例见下表：

草种
截叶胡枝子

３ｇ／ｍ２
紫花苜蓿

３ｇ／ｍ２
披碱草

３ｇ／ｍ２
二色胡枝子

３ｇ／ｍ２

灌木
紫穗槐

１２ｇ／ｍ２
沙棘

４ｇ／ｍ２
沙打旺

８ｇ／ｍ２

树木
刺槐种子

２ｇ／ｍ２

花类
黑心菊

２ｇ／ｍ２

合计 ４０ｇ／ｍ２

６　主要机械

本工程使用的主要机械有：空气压缩机（型号

为 ＭＯＤＥ．Ｐ．６００）、植 生 混 凝 土 搅 拌 机、喷 混 机

（工作压力０．２～０．６ＭＰａ）、水泵、纤维揉搓机、发
电机、切割机、筛土机、推土机。

７　主要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

（１）坡面清理时，应将浮石进行清理，对坡面

转角及棱角处进行修整，使之呈弧状，对低洼处适

当覆土夯实或以草包土回填，尽量使坡面保持平

整，便于客土喷播施工，同时增加坡面绿化效果。
对坡面原有植物，在不妨碍施工的情况下应尽可

能保留。
（２）对过 于 光 滑 的 岩 面，应 建 造 一 定 的 凹 凸

粗糙面，以营造植物的生存空间，防止基材流失。
（３）喷射 施 工 时，喷 附 者 应 自 上 而 下 对 坡 面

进行喷射，并尽可能保证喷出口与坡面垂直，距离

保持在０．８～１ｍ，一次喷附宽度５～６ｍ。
（４）喷播 厚 度：基 材 喷 附 厚 度 不 低 于１０ｃｍ

（本工程采用厚度为１２ｃｍ），其中基层７ｃｍ，表层

３ｃｍ。
（５）喷播前一定要对批量种子发芽率进行测

定，并根据实际面积测定计算种子用量。
（６）对种 子 催 芽 处 理 进 行 严 格 检 查，待 种 子

开始萌动发芽时才能播种。
（７）粘合 剂 在 添 加 时 不 可 一 次 性 倒 入 水 中，

边撒边搅拌易于溶解，添加量不宜过多，否则会造

成土壤板结；保水剂的添加同样不宜过多，因为该

产品具有反复吸水和释放的功能，干旱和浇水（或
降雨）时保水剂都会有反应，一旦添加过多，会因

过度膨胀造成表体水土流失。
（８）草和 花 与 灌 木 种 子 的 配 比 要 合 理，植 被

应多样化，不宜过分单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

条件、植物生长条件和后期的植物演替。
（９）有机 肥 或 缓 释 肥 的 使 用 量 不 宜 过 少，在

急陡边坡立地条件较差的部位宜与爬藤植物的栽

植相结合。
（１０）禁止暴雨中或暴雨前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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