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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刍议

  

曹绘嶷

     

 [内容摘要] 海南是个有独特旅游资源的胜地。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对海南旅游业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 。 海南应充分利用其资源 、环境 、市场 、社会 、经济 、行政等有利条件 ，采取一系列有

  

效对策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 海南

  

旅游资源 可持续发展 对策 环境保护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SustainableDev-

 

 elopment)是当今旅游界的世界性课题。 我国

  

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其研

  

究 。 1996 年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正式批准

  

．（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宏观配置

  

体系研究>为
“

九五
”

国家重点研究课题 ，成为

  

旅游学科中第一个国家级重点课题；同时 ，全

  

国各地纷纷对本地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展开讨论和研究 。 相比之下 ，拥有丰富的旅

  

游资源和优良自然环境 、旅游业已成为国 民

  

经济支柱产业的海南省 ，在这方面的研究却

  

显得薄弱 。 旅游业是最需要贯彻也是最能体

  

现可持续发展基本思想的领域之一
。 海南省

  

有必要 ，也有条件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一
、海南旅游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就是指
“

在保持和增

  

进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 ，满足旅游者和旅游

  

地居民当前的各种需要
”①

，是
“

对各种资源

  

的管理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持文化的完整性 、

  

基本的生态过程 、生物的多样性和生命维持

  

系统的同时 ， 完成经济 、 社会和 美学 的需

  

．
． 收稿日期 ：1997  -  12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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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
②其实质是要形成一种旅游业与社会 、

  

经济 、资源 、环境良性协调的发展模式 。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是在全球旅游业

  

急剧膨胀 、繁荣背后的危机 日益暴露的现实

  

下提 出来 的 ， 并迅 速得 到 了广 泛 的接 受。

 

 1996年 ，全球旅游总产出 3.6 万亿美元 ， 占当

  

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10.7010 ，旅游业连续

  

四年登上全球第一大产业的宝座 。 与此同

  

时 ，人们却也发现了许多新情况 ，欧洲地中海

  

沿岸
“

出现了旅游资源枯竭现象
”③

；巴布亚

  

新几内亚出现土著居民与游客的争斗；大西

  

洋、太平洋中的一些小岛由于游人大量涌入

  

导致生态破坏而不得不宣布关闭……

      

即使在旅游业发展才短短十几年的 中

  

国 ，也出现了故宫 、 黄山游客严重超量 ，九寨

  

沟旅游垃圾堆积 ，厦门黄金海滩沙滩消失 ，云

  

南 、贵州一些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区因单纯商

  

业化而魅力渐失等一系列问题。 旅游资源与

  

旅游环境危机 ，旅游社会冲突与旅游经济矛

  

盾 日益尖锐 ， 已影响了旅游业的持续健康的

  

发展 。

      

海南是在近 10 年内迅速崛起的旅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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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 。 它以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 良好的

  

自然环境吸 引 了 大批游客 。 从 1986 年到

 

 1995年 ， 全省旅游接待人次 、旅游收入和旅

  

游创汇三项主要指标分别按年均 36.7  010、

 

 100% 、 21.1% 的比例递增 ； 1996 年统计数

  

据表明 ， 全省旅游收入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4.5% ，旅游服务业（不含交通）上交营业税

  

占地方工商税收的 11.  97% ，旅游业 已经成

  

为海南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

      

但是 ，海南旅游业面临严峻的问题 。 走

  

可持续发展道路 ，按照市场需求合理设计旅

  

游产品 ，组织旅游开发 ，保持资源的吸引力和

  

环境的舒适度 ，协调社会 、文化与经济的发展

  

关系 ，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 ，是解决问题的唯

  

一途径 。 这既是由海南旅游业的现状所决定

  

的 ，也是海南发展旅游业的要求 。

      

海南以 自然风光和淳朴民风为特色的旅

  

游资源属于易损型资源 ， 而海岛生态和热带

  

雨林生态也是比较脆弱的生态类型 。 游客的

  

大量涌入 ， 已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很大的

  

压力 。 景观破坏 、环境污染 、野生生物的生存

  

繁衍遭受影响 、社会风俗习惯被改变 、游人感

  

受性体验降低等许多问题 ， 已在海南初露端

  

倪 ：

      

海 口海滨泳场白沙门 ，原以其海水洁净 、

  

沙质白细而闻名 。 但是由于近年来缺乏科学

  

的开发和管理 ，海水被污染浑浊 ，沙滩上到处

  

可见瓦砾碎石 。 慕名而去的游客无不扼腕惊

  

叹。

      

三亚的天涯海角 ，是海南的标志性景点 ，

  

为游人必到之地 。 近年来客流量的剧增 ，尤

  

其在旅游旺季 ，游览区人山人海 ，摩肩接踵 ，

  

遍地是垃圾 ， 花草被折踩 ， 景区管理无能为

  

力 。 虽然 1993 年以后 ，该景点采取了扩大游

  

览区范围的办法来分流游客 ，但仍无法满足

  

迅猛增加的客流要求。 目前该景点旺季时客

  

流量为 1-2 万人／天 ，春节前后高峰期客流

  

量通常超过 3 万人／天 ，远远高于景区的合理

  

容量 。

      

过去 ，

一哄而上的旅游开发所导致的严

  

重后果 ，也逐渐暴露出来了。
一些部门和地

  

方从 自己的局部小利益出发 ，在滨海及温泉

  

地区大量兴建度假村 、游乐城以及不伦不类

  

的文化村 ，结果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 ，淡化了

  

风情 ，影响了观瞻 ，还加剧了不正当竞争 ，使

  

整个行业处于低效益状态 。 以住宿业为例 ，

 

 1995年全省平均开房率 52% ，79 家主要旅游

  

宾馆中有 63 家亏损 ，亏损面达 79% ；1996 年

  

全省平均开房率 53.6% ，考虑到持续的低价

  

位竞争和巨大的投资成本 ，大部分宾馆仍为

  

亏本经营 。 有识之士呼吁 ：让海南旅游业协

  

调 、持续地发展 ， 即走一条资源 、生态和经济 、

  

社会同步协调的路子 。

      

海南以其国内唯一的热带海滨和热带森

  

林旅游资源及舒适的环境 ，在吸引休闲度假

  

旅游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 这意味着旅游活动

  

对海南的影响 ， 无论从广度上 ， 还是从深度

  

上 ，都将大大增强 。

      

机遇也是挑战。 海南旅游业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都要求尽快实现资源 、 环境 、社会 、经

  

济等因素在旅游发展中的有机协调 。 海南旅

  

游业有必要 、也有条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 、海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1． 资源环境。 海南省人 口少 、开发晚 ， 自

  

然环境遭受现代工业的污染较小 。 全岛绿地

  

面积占 60% 以上 ，森林覆盖率 40  010以上 ， 四

  

季郁郁葱葱 ，常年有瓜果 。 国内外许多专家

  

称赞海南是
“

回归大自然的好去处 ，未受污染

  

的长寿岛
”

，是
“

当今世界罕有的一片未受污

  

染的旅游胜地
”

。 而海南集自然风光 、珍稀动

  

植物 、 民族风情和文化古迹为一体的独具特

  

色的热带海岛风光旅游资源 ， 则是旅游持续

  

发展的原动力和基本保障。

     

 2． 市场客源 。 立足于蓬勃壮大的国内市

  

场 ，近 10 年来海南旅游接待人次以每年 30%

  

以上的高增长率增长 。 预计在今后 10 年内 ，

  

仍将保持在 12% 以上 。 在开拓国际市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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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则因为海南的交通 、接待等基础设施的逐

  

渐完善 ，知名度的 日益提高 ，在下世纪初将取

  

得突破性进展 。 东亚 、东南亚这个人口 密集 、

  

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 ， 几乎都在以海南为中

  

心 ，半径 2500 公里的辐射圈内 。 按旅游市场

  

一般规律 ，国际休闲度假游多在 2000 公里左

  

右的范围内。 可见 ， 海南是具有大量吸引国

  

际度假旅游的天时 、地利优势的 。

     

 3． 政府支持。 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

  

区 ，实行比其他特区更
“

特
”

的优惠政策 ，具有

  

“

三低
”

（低税率 、 地价 、 劳酬）、

“

三 自由
”

（资

  

金 、物资 、人员流动自由）的有利条件 。 而旅

  

游业因其先导和支柱的产业地位 ，倍受各级

  

政府的重视。 不仅在规划 、投资 、用地 、 人才

  

等诸多方面对旅游业进行政策倾斜 ，还大力

  

积极推进旅游立法工作 。 1995 年 ， 国内第一

  

部地方性旅游法规<海南省旅游管理条例>正

  

式颁布实施 ，标志着政府对海南旅游持续发

  

展的信心和决心 。

     

 4． 经济和社会支持。 建省办特区 以来 ，

  

海南省域经济有 了 巨大发展 。 1991 年到 96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18.5% ，高出全

  

国 6.5 个百分点 。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平均递

  

增 47.  2% ；社会经济结构逐渐完善 ，经济行

  

为日趋成熟 。

“

建设海洋大省
”

，

“

以海兴琼
”

  

的战略思路的提出 ，又为海南经济新一轮高

  

速增长注入了原动力 。 10 多年的改革开放 ，

  

也使社会文明程度有了提高。 居民也认识到

  

旅游同保护资源与环境的重要意义。

     

 5． 行业基础 。 1992 年 ，省旅游局制定了

 

 <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大纲>。 几年来 ， 全省

  

旅游业以<大纲>为蓝图 ，以取得社会 、经济和

  

环境综合效益为目标 ，得到了很大发展 。 目

  

前 ，全省已拥有各类旅游接待床位约 5.5 万

  

张 ，旅游专用客车 400 多辆 ，推出六大系列拳

  

头旅游产品 ，重点开发八大片区度假游览地 ，

  

涌现出一批诸如尖峰岭 、兴隆热带植物园 、南

  

山佛教旅游园区等环境保护型旅游景区 、景

  

点 。 旅游服务水平 、旅游管理水平都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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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 。 这一切 ，都为旅游的持续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 。

  

三 、海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调查研究旅游资源与环境。 对资源和

  

环境的清醒认识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前提 。

  

只有了解和掌握旅游资源与环境的情况 ，才

    

’

  

能真正进行保护和持续利用 。 海南旅游资源

  

类型多 ，分布广 ，价值评价及开发潜力评价难

  

度大 ；地理环境垂直分异和水平分异均较明

  

显 ，形成多种多样的自然生态 。 而具体区域

  

的环境容量测定必须把资源 、 环境与区域性

  

主导旅游活动形式结合起来 ， 所以显得更为

  

复杂 。 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 ，对于 目前已成

  

热点的景区和度假区尤为迫切 。

     

 2． 制定实施旅游规划 。 旅游规划是一项

  

系统工程 。 从规划的内容性质到规划的区域

  

范围 ，都要层层分解落实。 全省应以<海南省

  

旅游发展规划大纲）为总纲 ，形成由旅游业各

  

部门规划 、各区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区域旅

  

游开发规划 、具体旅游项 目建设规划等组成

  

的规划体系。 当前迫切需要做好六大中心系

  

统和各市县的旅游发展规划 ， 以使各地已经

  

风风火火的旅游建设有据可循 。 另外 ， 规划

  

一经论证通过 ，就应具有法的效力 ，指导和规

  

范开发建设的具体工作 ，而不应让规划仅仅

  

写在纸上 ，束之高阁。

     

 3.开展多种旅游活动 。 旅游业的进一步

  

发展和市场的 日趋成熟要求我们推出多样化

  

产品。 跳出
“

三天二线
”

、

“

五天二线
”

的观光

  

型旅游模式 。 在景点的选取 、线路的组织 、活

  

动的安排上进行灵活组合。 可考虑开展西沙

  

群岛 、大洲岛等的海岛科考探险旅游 ， 尖峰

  

岭 、吊罗 山等热带原始森林旅游；开辟海 口

  

——儋州——洋浦西部旅游线 ， 陵水——保

  

亭——通什中部旅游走廊；组织体育旅游 、修

  

学旅游 、温泉疗养旅游等旅游活动。

      

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新兴旅游方式 ，其

  

中渗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 。 海南省有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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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资源 。 尤其在岛的中西部 ，保存着

  

世界上最原始的热带雨林和大片 自然保护

  

区 。 美国旅游规划开发专家 ，斯坦福大学教

  

授莱曼先生和华尔西女士称尖峰岭 自然保护

  

区为
“

海南旅游业走 向国际市场的拳头产

  

品
”

。 所以 ， 海南应该大力提倡开展生态旅

  

游 。

     

 4． 加 强基础设施与人才培养。 建省 以

  

来 ，海南省交通 、 水电 、 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进展神速 ， 多项指标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 但

  

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进出岛交通还过份

  

依赖于航空运输 。 跨海铁路通道的建设将会

  

大大提高海南交通 的通达程度 ，极大推动旅

  

游业乃至整个省的经济发展 。 岛内中 、 西线

  

高速公路和环岛铁路计划的实施 ，也会对中 、

  

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

      

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是多方面 、 多

  

层次的 。 虽然海南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旅游人

  

才培养体系 ，但从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来

  

看 ，仍需要对人才的结构 、数量 、 质量等诸多

  

方面进行调整 ，并通过各种渠道从外地引进

  

一些紧缺的旅游人才。

     

 5． 强化行业管理 ，规范经营服务。 行业

  

内的不正之风 ，是 目前海南旅游业经济效益

  

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 旅游设施盲 目上马 ，

  

已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相互压价竞争 ，企

  

业效益低下 ，服务质量难以提高 ，又形成一个

  

恶性循环圈 ；而导游 、 司机的高额回扣风 、 某

  

些酒店员工的恶劣的炒作风 ，又使经营企业

  

雪上加霜 。 经济效益低和服务质量低已经成

  

为海南旅游业持续发展的绊脚石 。 应运用法

  

律的 、行政的 、行业的多种手段齐抓共管 ，尽

  

快让旅游企业摆脱困境 ，即在用工上 ，推行执

  

证上岗制度 ，有效地提高服务质量 ；强制实行

  

保护限价 ，维护行业整体利益 ；加强旅游质检

  

队伍建设 ，强化行业监管职能 。

     

 6． 完善行业间的协调补充机制 。 旅游业

  

要持续发展 ，必须妥善处理好与国民经济其

  

他部门的关系。 作为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先导

  

产业 ，旅游业发展能带动其他诸业的发展 ，但

  

其他行业的发展 ，却往往会反过来对旅游业

  

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

  

综合协调各行业发展的速度 、规模及布局 ，对

  

旅游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 现在 ， 国际上流

  

行的合理分配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

  

收益 ，如采取税收 、 基金方式 、来补偿对资源

  

和环境的损耗的做法 ，值得参考借鉴 。

     

 7． 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资源意识和环保意

  

识 。 整个海南岛是个大环境 。 每一丝清风 、

  

每一棵绿树都是海南旅游业的本钱 。 各行各

  

业各部门都要用长远和全局的眼光 ，正确处

  

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政府部门应继续强化

  

环保的宣传 、 管理和监督职能 ， 加快立法工

  

作 ，限制污染企业 ， 杜绝破坏性建设的发生 ，

  

对乱砍滥伐 ，偷采偷猎及违章排污者严惩不

  

怠 。

      

增强人们的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 ， 应从

  

旅游行业本身做起 ：开展
“

绿色旅游
”

活动 ，加

  

快中西部的生态旅游线路开发；在宾馆 、度假

  

村推广使用
“

绿色设备
”

、

“

绿色用品
”

，餐馆也

  

要创造
“

绿色食品
”

系列 ；旅游从业人员更应

  

自觉行动起来 ，形成保护资源 、保护环境的习

  

惯风尚，在导游词中增加环境保护内容 。

      

只有全 民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提高

  

了 ，可持续旅游发展才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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