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国家公园的醒目位置，经常可以看见一些纪念碑，或纪念为国捐躯的士

兵，或纪念为国家立下卓越功勋的公民，更有纪念那些传扬人类良善品德的

普通人。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内的艾迪丝·卡维尔山，便是得名自一战时

协助救护和转移多名战俘的英国护士艾迪丝．卡维尔。
国家公园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品牌，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基地。国家公园

在向国民展示中国独有的自然和人文魅力的同时，也应紧密围绕着环境教育、

乡土教育和爱国教育理念，为公众关爱自然环境、尊重地方知识、强化国家

认同和弘扬国家精神提供保障。２０１７年９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联合颁布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了中国国家公园的发展理

念是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给子孙后代留下

珍贵的自然遗产；坚持国家代表性，以国家利益为主导，坚持国家所有，具

有国家象征，代表国家形象，展现中华文明；坚持全民公益性，坚持全民共

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

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这一理念确定了今

后中国国家公园将由盈利型转向公益型，其建设的重点也必将由旅游开发转

向国民教育。

（薛熙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旅游生态效率的思想基础、分析作用与理论局限

李　鹏，李天英

环境变化是最大的全球问题之一，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应对全球环境变化

的重要内容。旅游生态效率是生态效率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是一定时

空范围内，某一可以计量的旅游运营单位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所产生的经济价

值与其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之间的比值。近年来，生态效率成为旅游可持续

发展研究的新亮点，也是旅游产业生态化建设的重要领域和绿色水平的重要

评价指标，讨论旅游生态效率的分析作用与理论局限，对促进旅游产业健康

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一、旅游生态效率思想基础

生态效率是人类对环境问题所经历的漫长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要求

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将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

（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行为反思

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 （１９７２），人类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
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高峰会议 （１９９２），人们注意到环境问题产生的
根源和责任；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２００２），人们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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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集中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之上。“生态效益之实现，必须提供价格具

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应考虑

在产品和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将其对环境的冲击与自然资源的耗用，逐

步降低至地球能负担的程度”。生态效率在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中，起到承上

启下的作用：要求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将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至

最小，呈现出从末端治理转向始端预估与过程控制、由一维分析到多维测度

的特点。

（二）人类对成本核算的重新认知

成本是过程增值和结果有效应付出的资源代价，传统的会计成本是对生

产经营活动所耗费资源的货币化。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求生产者必须承担环

境责任，从而产生了环境成本核算，在传统成本核算中考虑环境污染、资源

退化、自然灾害等因素，核算经济增加引起的资源环境损失成本。减少资源

消耗和降低环境影响，可以带来运营毛利润的增加，实际上就是生态效率改

善。生态效率又不等同于环境成本核算，环境成本核算是环境影响的货币化，

生态效率更多的是追溯和跟踪直接的环境成本和资源消耗的流动。从成本角

度，生态效率分析有利于降低成本和解决环境问题，为管理者提供具体的内

部环境信息，帮助管理者进行环境决策，从而对环境成本进行有效控制和

管理。

（三）人类对效率追求的思想延续

效率一直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

比关系。自然科学中效率大都基于同一维度的物质、能量的投入产出：物理

学中，用机械效率来表示机械对总功的利用率。生态学中，效率特指某一营

养级的能量输出和输入间的比率。生态效率是效率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但投

入和产出不再是同一个维度，而是经济和环境两个不同的维度，用以评估与

量化区域、组织、企业的环境绩效，投入的是环境损失和资源消耗，产出包

括有形价值 （利润、销售金额等）和无形价值 （品牌、形象等）。

二、旅游生态效率分析作用

生态效率分析框架是生态效率思想的数学表达和技术实现，基于生态效

率分析框架，旅游生态效率具有横向比较、联系沟通和反馈控制等作用。

（一）产业之间的横向比较

旅游业长期以来被认为是 “无烟工业”，但一直缺乏有力的科学数据。

生态效率一定程度上量化旅游产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之后，可以在旅游

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旅游产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生态化水平开展横向比

较研究。据世界旅游组织报告，２００５年全球旅游业ＣＯ２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
量的４９％，远低于全球旅游业的经济贡献率 （２００８年为１０％）。这些数据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或者旅游目的地如何进行产业选择，区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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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率可提供科学依据。

（二）两大系统的联系沟通

经济学上，任何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均可量化成货币形式，但是生态效

率未将这些环境损失量化成货币形式。因为货币化是归一化的过程，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譬如长期以来 ＣＯ２等温室气
体一直没有纳入旅游环境影响的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温室气体对于全球

环境影响日渐显示出来，生态效率分析框架将其作为主要环境指标。另外一

方面，旅游产业或者旅游活动的物质消耗或者废弃物的量化，与物价水平、

汇率、资源稀缺程度等因素密切关系。旅游生态效率有机地将生态和经济两

个系统问题联系起来，具有较好的桥梁作用。旅游生态效率是在探究环境问

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并寻找解决途径，在经济和环境之间寻找平衡点，

而不是一味地从技术层面讨论环境问题。

（三）运营水平的反馈控制

在不同发展条件下，旅游产业、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都会存在相应旅游环

境变量Ｅ１和旅游经济变量Ｅ２，可以测算旅游生态效率 （图１）。决策者可以根
据这些数量关系，权衡旅游产业、旅游部门、旅游企业的发展规模、速度和质

量，从而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措施。如果营运产业不在健康状态中，决策者

就需要调整经营战略，改变旅游环境变量Ｅ１和旅游经济变量Ｅ２，从而得到新
的旅游生态效率，如此循环，直到调整为可持续性状态；如果运行水平处于健

康状态，决策者可以判定其经营战略是可持续的，继续维持其经营策略。

三、旅游生态效率理论局限

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旅游生态效率存在较大的理论局限，主要表现在

研究维度、对象和方法三个方面。

（一）研究维度的局限

生态效率不能表征旅游多维特征。旅游发展除环境、经济外，还包括社会、

文化、生活方式等维度。生态效率从环境、经济两个维度基于效率思维来分析

旅游业，难以诠释许多旅游现象和完全测度旅游业综合绩效。比如，一些特殊

的旅游 （如博彩旅游、性旅游），其创造的经济价值比较大、环境影响也相对

较小，单纯只考虑其生态效率，肯定是比较好的，但是综合社会效益未必良好。

生态效率只考虑生态维度和经济维度，难以测度旅游业综合绩效。

生态效率没有考虑旅游产业带来的复合效果，社会文化维度的作用不在

核算框架之内。旅游不但具有经济产业特征还有精神体验特征，一些旅游产

品属于精神层面的 （如宗教旅游、红色旅游），与经济增加值、物质消耗和

环境影响关系都不大，但有比较好的体验效果。

（二）计量对象的局限

旅游生态效率核算大都从旅游业 “供给侧”出发的，而较少考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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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需求侧”的特点，也导致了旅游生态效率研究对象的局限性。生态

效率可以测度旅游产业及其构成部门的生态效率水平，但不能反映构成部

门的特点，如旅游产业中交通运输和住宿部门，其生态效率较差，但是在

旅游产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另外一些旅游产业构成部门生态效率

较好 （如批发零售），但这些部门的存在和发展却是依附于旅游交通和住宿

的综合作用。

一些组合吃住行等要素的线路旅游产品，由多个环节构成 “产品链”，

是多个企业共同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集合，具有空间上的移动性、区域上的流

动性。与线路旅游产品对应的环境数据难以获取，难以计算其生态效率，利

用生命周期评价方式 （ＬＡＣ）对这些旅游产品开展生态效率计算和分析。
旅游产品是旅游需求方的生活与旅游供应方的生产之间的交集，环境影

响降低和资源消耗减少均应有旅游者积极参与。如酒店住宿产品经营者降低

成本的追求 （消耗减少）和消费者舒适性追求 （消耗增加）表现在物质和能

源消耗方面可能是相背离的 （如空调温度调节）。只有旅游者深度涉入，才

能对经营者行为措施予以理解和支持，才能协调这两者目标可能出现的不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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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度指标的局限

旅游生态效率分析框架的指标选用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不足，而且经

济和环境指标都有难以获取和可信度差的问题。

经济指标方面，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容易获取，这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旅游经济数据，但是缺少与之对应的环境指标和环境数据，缺乏跨国

际的可比性，且只有旅游部门认可，可信度差。旅游增加值较为恰当，但

核算一直是难题，必须以旅游卫星账户为基础。旅游卫星账户核算在许多

地方没有展开，属于非常规型核算，导致结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许

多学者根据研究目标采用非统一的系统边界，结果往往导致不同研究不具

有可比性。

环境指标方面存在更多的争议：首先，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存在外部性，

单纯以地域空间作为核算边界会弱化旅游环境影响，如某些海岛度假旅游，

其环境影响更多地散布在旅游过程中和其他旅游中转地，反而对旅游目的地

影响较小。其次，旅游环境影响难以量化。对于一些保护地和生态脆弱区而

言，游憩活动的影响和冲击尚未完全认识清楚，要对这些特征旅游环境影响

进行量化，具有很大的难度。此外，表征环境影响在归一化处理过程中容易

叠加个人影响，导致既有研究结果不可进行横纵向比较，使得旅游生态效率

研究成果成为一个个独立单元，不能够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地、客观

地、准确地指导价值。

旅游生态效率作为旅游业经济发展与环境影响关系的分析工具，经济指

标和环境指标是建构旅游生态效率分析框架的基础，针对特定尺度的旅游产

业运营单位选择合适的经济和环境指标才能使旅游生态效率成为一种有效的

分析工具，才可以指导旅游产业健康发展。

（李鹏：云南大学商旅学院副教授，博士；李天英：云南大学商旅学院硕士研究生）

生态健康管理：解决旅游地环境问题的新理念、新方法

李向明

２０世纪自然科学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人回归于
大自然中。在生态和环境科学上，生态健康理念的提出和生态健康作为环

境管理、生态系统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使得人类在面临

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受到前所未有的胁迫与挑战的时候，寻找到

一条新的解决路径。

我国的环境管理虽然在不断地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来努力提高环境质量

与水平，但在环境管理技术、方法与手段和环境管理的实际效果等方面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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