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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足迹的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探析

林晓燕，薛雄志
（厦门大学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文章采用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较为前沿的生态足迹方法，借鉴前人研

究成果，引入旅游生态足迹子模型来定量衡量测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实证研究方面，

对广东南澳岛的旅游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承载力进行测度，探讨并分析海岛旅游发展的共性

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南澳岛为代表的我国海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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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生态足迹与生态旅游的概念与模型

１１　概念

生态足迹概念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Ｒｅｅｓ

于１９９２年提出后，其博士生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对其

进行完善［１，２］，将其定义为 “能够持续地向任何

已知人口 （某个人、某个城市或某个国家）提

供他们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他们产生的所有

废弃物所需的生物生产土地的面积 （包括陆地

和水域）”。即生态足迹是通过计算得到维持现

在的生产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土地面积，从而直

观地表明人们的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进一步地，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等
［２］人将其完善和发展

为 “生态足迹模型”，寻求从生态与经济两个角

度与层面来探讨对可持续发展的测度。生态足

迹模型是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该模

型计算方法相对简便，结果较为直观，较具区

域可比性，因此很快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国际

组织和研究机构的认可，成为国际上相关领域

可持续发展度量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生态足迹主要从需求层面计算生态需求的

大小，从供给层面计算生态承载力的大小，通

过对这二者的比较来评价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

展状况，通过计算现今一定区域内的人类为自

身生存，利用自然资源的量来评估其对生态系

统的影响。借鉴生态足迹的概念，旅游生态足

迹 （ｔｏｕｒｉｓｔｉｃ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ＴＥＦ）可理

解为：某区域支持一定数量游客的旅游活动所

消耗的所有资源，以及吸纳这些旅游活动所产

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面

积［３－６］。本研究将应用生态足迹方法对海岛旅游

可持续发展潜力进行测度，并进一步指导于海

岛生态旅游开发。

生态旅游可定义为：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

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所展开的一种既能

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生

态工程和旅行活动［７］。笔者对生态旅游的理解倾

向于较为综合的 “旅游产品和发展模式论”［７］，它

是个较为系统的概念，生态旅游的客体主要是自

然景观和传统文化景观；受益者不仅是开发商、

旅游经销商、游客，还有当地居民和政府；而生

态旅游的实施主体包括负责区域旅游开发的政府

（含当地居民、企业等），开发旅游产品的旅游企

业以及具体实施旅游这个消费方式的旅游者，这

３个层面上的实施主体对生态旅游都起着核心作

用，只有３个层面共同作用，才能有效促进区域

生态旅游的发展。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管理方式

也应从游客第一转变为 “生态环境保护第一，游

客保护生态环境”，从而有利于协调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８］。

１２　模型

生态足迹具体计算公式［９］：

犈犉 ＝犖×犲犳＝犖×狉犼×
狀

犻＝１

犪犪犻

＝犖×狉犼×
狀

犻＝１

（犆犻／犢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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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狉犼×
狀

犻＝１

（犘犻＋犐犻－犈犻）／（犢犻×犖）

式中，犈犉为所测区域总的生态足迹；犲犳 为其

人均生态足迹；犖 为人口数；犼为６类生态性土

地类型；狉犼为均衡因子；犻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

类型 （犐＝１，…，狀）；狀为消费项目数；犪犪犻为

犻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犆犻 为犻种商

品的人均消费量；犢犻 为犻种消费商品的全球平

均产量；犘犻 为资源生产量；犈犻 为资源出口量；

犐犻为资源进口量。

生态系统承载力公式［１０］为：

犈犆＝犖×（犲犮）＝犖×
６

犼＝１

（犪犼×狉犼×狔犼）

式中：犈犆 为区域总人口的生态承载力 （ｈｍ２／

人），犖 为 人 口 数，犲犮 为 人 均 生 态 承 载 力

（ｈｍ２／人），犪犼为人均生物生产面积，狉犼 为均衡

因子，狔犼为产量因子。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皆

来自全球足迹网络中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基

本方法和框架。

生态系统承载力与生态足迹的对比，则可

以反映当地生态情况是存在生态盈余还是生态

赤字，从而判断当地人民发展社会经济对该地

区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

否超过供给，该区域的发展是否可持续。

２　南澳岛旅游发展现状

２１　南澳岛旅游发展现状

南澳县发展旅游业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２００７年南澳县将旅游业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主

导产业，不断加大旅游规划和招商力度，在更

高层次上加快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南澳县

获得了众多荣誉和称号，主要有：联合国 “东

山———南澳海洋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示范区”、

全国双拥模范县、广东最美丽的岛屿、省级国

际候鸟自然保护区等。“十一五”期间，全县旅

游经济持续增长，实现旅游总收入９．５亿元，

接待游客２９５．４８万人次。２０１２年南澳岛旅游人

次８１．７万，旅游收入２．９亿
［１１］。

２２　南澳岛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比较

根据南澳县旅游局和 《汕头市海洋功能区

（修改）》 （２０１１）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２０１２年

南 澳 岛 居 民 和 游 客 生 态 足 迹 总 和 为

２３００６．４ｈｍ２，生态系统承载力为３１７７６．５ｈｍ２，

因此存在生态盈余８７７０ｈｍ２
［１２］。这说明当地旅

游开发对当地的生态影响暂时没有超出生态承载

力范围 （表１）。

表１　南澳岛２０１２年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及生态承载力

项目 耕地 建筑用地 林地 水域 合计

面积／ｈｍ２ ４５１ ２０３０ ７０１３ １４４０１．２ ２３８９５．２

生态承载力／ｈｍ２ １９２４ ８６６２ １０６０４ １４９１９．６ ３６１０９．６

扣除１２％生物多样性保护

面积后的承载力／ｈｍ２
１６９３ ７６２３ ９３３１ １３１２９．３ ３１７７６．３

人均生态系统承载力

／ （１０－４ｈｍ２／人）
２７９．７２ １２５９．３２ １５４１．６６ ２１６９．０９ ５２４９．８

　　同时应看到：

（１）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不但增加了 “旅

游生态足迹”，对当地生态系统承载力带来较大

压力，同时通过旅游消费的 “示范效应”，引致

当地居民的消费方式发生转变，增大 “区域本

底生态足迹”，未来旅游者、居民两个方面生态

足迹的大幅攀升，将造成对南澳岛生态系统的

强大压力。

（２）海岛的自然生态系统脆弱，地域结构

简单，环境相对封闭；海岛旅游对自身生态与

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岛

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依据全球足迹网络

２０１１年的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基本方法和框

架，耕地对应的土地产量因子为１．７，而林地仅

为１．２。南澳岛占主导地位的林地面积与较小比

例的耕地面积，使得其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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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随着当地居民人口的增加，摆脱贫困、提

高收入水平诉求的增强，居民对自然环境资源

的依赖程度将加强，对南澳岛的威胁将更大。

旅游是一种对自然资源和能源需求高的

生活方式，旅游开发对当地产生的重要影响

不容忽视。广东省从１９９０年的人均生态盈余

０．６７８６１９６３ｈｍ２／ａ，到１９９７年的人均生态

赤字０．３５９ｈｍ２／ａ，再到２００６年的人均生态

赤字１．７５６８５７１７ｈｍ２／ａ
［１３］，生态赤字不断

加剧，反映了广东省社会经济在有限的自然

生态承载力上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同

处于广东省的南澳岛因为历史等种种原因，

经济发展节奏相对缓慢，生态状态也相对较

好［１４］。如何以广东省为戒来发展当地经济特

别是旅游业，是南澳岛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

旅游生态足迹的深入分析对南澳岛生态旅游

开发显得十分必要。

３　基于生态足迹的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

探析

３１　南澳岛发展生态旅游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根据南澳县政府提供的资料 ［１５］，假设游客

人数每年按一定比例增长，人均旅游生态足迹

按２０１２年的保持不变，则当地旅游生态足迹至

少也是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即使在不改变

人均生态足迹的前提下，南澳县未来的旅游生

态足迹也将大幅增加；另一方面，若合理规划

建设用地，生态承载力变化则不会太大。因此

可以预见，当地生态赤字即将出现并迅速扩大。

生态足迹的增加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

加大，消费水平的上升和人口膨胀是主要原因。

因此，单纯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规划旅游开发特

别是旅游人口，将会给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

响［１５］。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意味着资源开

发和利用的增长在所难免。资源利用强度和消

耗量大小决定了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从目前

的生态盈余来看，南澳岛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利

用空间，发展生态旅游具备良好的时机和充分

的资源准备。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发展生态

旅游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有效方

式，打造海岛旅游精品才是南澳岛的明智之

选［１６］。

３２　基于生态足迹的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建议

３２１　关于旅游景区开发的建议

（１）坚持环境保护原则：根据南澳岛资源

状况和发展水平，最大限度地保护、管理和利

用当地旅游资源，进行适度开发；对已开发景

区中那些不可替代的或很难修复的生态旅游资

源，应作为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重点保护对象；

加强对当地珍稀资源的保护，加强环境管理与

监测技术手段的利用与创新，全面加强当地生

态环境的保护［１７］。

（２）合理安排开发时序：谋定而后动，做

好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按批次分先后进行开

发，以较具优势和开发潜力的景区为优先开发

对象，提高开发深度，建设海陆并行的生态景

区，带动周遭组成旅游线状群体，在尽量不破

坏生态景观和不干扰生态活动群体的前提下构

建生态旅游带［１５］。

３２２　关于旅游消费项目的建议

通过对南澳岛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发现，

旅游餐饮、旅游交通和旅游购物占了绝大部分，

旅游住宿和旅游观光所占比例较小。因此，调

整游客饮食结构、减少旅游交通能源消耗和生

态旅游商品消费的引导最为关键。

（１）交通方式

结合当地旅行社，开发合理的旅游线路，

避免观光和购物线路重复，从而减少在旅游交

通上造成的不必要的生态足迹的增加；同时，

将交通融入旅游过程，如借鉴台湾地区和厦门

市，以环岛路为轴线，在尽量少地破坏海岸线

资源 （包括农舍）的前提下，系统地进行基础

设施改造和旅游设施建设，使环岛路成为连接

岛上各主要园区和景点的旅游观景通道、休闲

大道、形象和品牌展示大道［１８］，形成蓝色海面

和农村原野结合的环岛综合景观带；在旅游服

务区、度假区等住宿设施内，鼓励过夜游客车

辆存放，多进行公共交通方式宣传和引导。

海上、岛上旅游交通设计以尽量避免对自

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及对海洋生物的影

响为原则。道路网络科学规划，实行道路分流；

环岛沿途景观及停车点的建设，可有效分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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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和人流；车行道尽可能远离生态脆弱区，道

路走向及停车场、交叉口节点的选址要尽量无

损于生态，与滩涂环境协调，和原生地貌保持

一致，为水土保持着想；交通配套标志要求醒

目明确，宣传和规范并重［１９］。

绿色交通工具：对生态足迹贡献最大的交

通，公共汽车相比小轿车来说，不仅污染小，

占用的道路和停车用地更为经济。因此，在岛

上重点建设旅游客运站点，由政府出资运营环

保的环岛旅游公交巴士 （天然气）和电瓶车为

主。提倡绿色旅游交通，鼓励旅游者使用更为

环保的电瓶车和采取自助自行车租赁的方式来

有效减少交通生态足迹。

随着南澳大桥的通车，原有码头可开发为

货运码头以及将来的游轮码头，海上旅游的有

效补充将对岛上游客的分流起到明显作用，游

轮提供的吃住行与现有旅游方式相比都将一定

程度上减少生态足迹。但是，要严格控制港口

和码头的建设用地，要求与周边环境协调。海

上旅游线路要开发合理，不影响当地水产养

殖［２０］。

（２）餐饮结构

通过对南澳岛旅游餐饮生态足迹的计算可

以看出，海产品和肉类消费分别占了４２％和

３２％。从全球平均产量来看，生产１ｔ鱼和１ｔ肉

所需的生物生产性面积分别是生产１ｔ稻谷的

６１８倍和３７１０倍
［２１］。因此，将鱼类和肉类的消

费尽量引导向 （有机）瓜果蔬菜类的消费，将

有助于降低南澳岛旅游餐饮生态足迹。同时，

可以集中力量打造 “绿色餐馆”。

绿色餐馆，布置及餐具应符合环保要求，

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提倡绿色服务操作规

范，经济点菜；制定餐馆生态采购和供应制度，

多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菜肴，鼓励生态餐馆与

绿色蔬菜瓜果企业联盟，鼓励有机蔬菜种植，

严禁过度捕捞；减少物质和能源投入，减少废

物排放，提高环境效益；开发环保型食品，可

举办绿色食品节，引导从居民到游客的文明消

费方式［２２］。

（３）旅游住宿

从南澳岛旅游住宿生态足迹 （表２）可以看

出，能源足迹占８４．３２％，远高于建筑用地足迹。

表２　２０１２年南澳岛旅游住宿生态足迹

旅游住宿生态

足迹／ｈｍ２

人均

／ （１０－４ｈｍ２／人）

建成地生态

足迹总量／ｈｍ２
百分比／％

能源消费的化石能源

地生态足迹／ｈｍ２
百分比／％

２５５．０８ ３．１２２２ ４０ １５．６８ ２１５．０８ ８４．３２

数据来源：南澳县旅游局．

　　这意味着，控制旅游住宿足迹的关键在于

控制住宿设施的能源消耗。而随着南澳岛的开

发，高星级的酒店建设在所难免，所带来的资

源消耗也将更高，因此环保材质和可再生能源

的应用、节能降耗和建设生态 （绿色）酒店／饭

店的观念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４）旅游购物

南澳地区虽然海产品和优质土特产较多，

但未形成加工规模和产品系列，也缺乏大型、

高档的旅游购物中心，更不用提旅游商品批发

系统了。游客的旅游购物支出不多，购物足迹

较小。随着今后旅游购物设施的兴建，旅游购

物足迹的增加在所难免。因此，便捷生态的旅

游一站式服务 （集散中心），亩产量高的生态旅

游产品的挖掘和品牌打造显得尤为重要。

（５）旅游产品

不同的旅游产品，其旅游资源、旅游设施、

旅游服务、旅游购物品和旅游交通方式都是不

同的。同样是度假旅游产品，时期不同，地区

不同，提供的设施和服务不同，其生态足迹就

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人均旅游住宿足迹，

２００６年兴义市为０．０００１０２７１ｈｍ２
［２３］，２００４年

黄山市为０．００３３２５ｈｍ２
［２４］，２００４年九寨沟景区

为０．００８１２ｈｍ２
［２５］，而 ２０１２ 年的南澳岛为

０．０００３１２ｈｍ２，暂时不算太大。通过对旅游生

态足迹的分项比较，可明晰不同地区不同的生

态需求和自然资源消耗，有利于综合各个方面

要素，打造有南澳特色、文化内涵丰富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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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品，深层次开发的同时兼顾变废为宝；

积极开发生态旅游用品，如潜水、露营和垂钓

器具等。为了使南澳岛旅游购物生态足迹的土

地类型合理化，应开发宣传占用林地、草地和

水域等生产性土地的旅游产品，使旅游商品多

样化；应培育旅游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旅游商

品设计开发、生产加工、展览展示、集散交易

为一体的旅游商品基地，从而进一步促使旅游

购物生态足迹合理化；引入ＤＩＹ （游客自制旅

游工艺品）项目。

４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平地面积仅占

全岛６．４％的广东南澳岛，生态承载力较弱；旅

游生态足迹因为目前略显无序的开发而相对较

大，其中旅游者的规模、空间行为、饮食结构、

住宿设施的规模、档次以及当地居民人口数等

是主要影响因素；其旅游生态足迹中，化石能

源地所占比例较大，说明旅游活动能源消耗对

南澳岛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旅游餐饮、旅游

交通和旅游购物这３个生态足迹占了旅游生态

足迹的绝大部分，旅游住宿和旅游观光所占比

例较小。因此，减小旅游餐饮、交通以及购物

的生态足迹，增加旅游住宿和旅游观光设施的

建设对于平衡其旅游生态足迹总量有着重要意

义；对比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承载力，发现其

略有生态盈余，有进行旅游开发的潜力。但随

着旅游开发力度的加强，旅游人口的增长，其

旅游生态足迹的增加将在所难免，减少人均旅

游生态足迹是当地旅游开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

一。因此，必须在进行生态旅游开发之前制订合

理、可行、可持续的开发方案，为当地政府、

旅游企业乃至旅游者们找出保护和发展双赢的

方法与手段。

降低生态足迹增长不能仅局限于家庭或者

是游客，更需延伸到与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有

关的经济部门。在生态系统承载力保持稳定的

前提下，要降低生态足迹，就得在提高生产效

率的同时，也注重改变消费模式。当然，不管

是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具体方法探讨，

还是其他工具的应用，都是为了给开发者一个

警醒，关键在于开发者是否能以发展的眼光去

做整个海岛 （地方）的定位以及如何贯彻到底。

笔者希望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能够摸索出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海岛旅游开发模式；同时更

希望它能起到示范引导的作用，带动当地乃至

其他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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