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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当前旅游学界的研究热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旅游业为研究主题，介绍了澳大利

亚、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梳理了世界各地滨海旅游业应对气候变

化的具体措施，包括以降低旅游业碳排放为目标的减缓措施和为预防、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而

采取的适应措施。基于国外经验，为保持我国旅游业在碳约束前提下和气候资源分布变化背景下

的竞争力，应采取“以私营部门为参与主体，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行业协会组织能力”的气候变化

应对策略，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应对体制，建立涵盖交通、住宿、游览等各个领域的整体性政策，引导

旅游业正确认识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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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科学

界、政治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影响到各行各业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旅游业对气候资源高度

敏感，依赖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是除农业外受

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最大的产业［１］。气候变化的种种

效应———气温升高、炎热天气增加、极端降雨强度

和频率增加［２］等对旅游业的关键要素———旅游适应

季节、旅游目的地景观和游客旅游意愿造成显著影

响，给旅游业造成了挑战。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

响已经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

滨海旅游业作为旅游业的一个子类别，是受气

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旅游类型之一。在相关研究中，

滨海旅游［３］和滑雪旅游［４］被识别为受气候变化影响

最突出的旅游活动。受海平面上升、气温增高、极

端天气增加等多种效应影响，滨海旅游业面临着沙

滩缩小、旅游季节缩短、安全性降低的威胁［５］。世界

旅游组织指出，加勒比地区、地中海地区、印度洋小

岛国、太平洋小岛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旅游业

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几个地区［６］。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同时减少旅游

业的碳排放，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旅游业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策。欧盟发表了《促进海滨和海上旅

游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欧洲战略》，澳大利亚制定了

《旅游业与气候变化行动框架》，很多加勒比和太平

洋岛国也纷纷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本文介绍

和总结了典型国家和地区滨海旅游业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和措施，并归纳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关

键经验，以期为我国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研

究和实践活动提供借鉴。

１　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进展

目前国内对旅游业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上，尤其是

气候变化对特定景区气候适宜性、旅游季节以及游

客流量的影响。席建超以南方５省为研究区域，研

究气候变化对其旅游客流量的影响［７］。王秀兰等采

用温湿指数和风寒指数衡量气候变化对山西省旅

游气候舒适度的影响，发现５０年来山西的旅游适宜

期有延长趋势［８］。刘少军等通过对海南岛气候变化

情景的定量预测，判断出未来海南岛的旅游气候指

数在不同月份发生明显变化［９］。

一些学者定性地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

影响。杨续超等归纳了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直接

影响、间接影响和减缓措施影响，认为除了改变气

候舒适度的直接影响外，气候变化还将改变区域水

平的环境、社会、经济条件，造成水资源短缺、洪涝

灾害增多、生物多样性减少、政治不稳定等问题，间

接影响旅游业的生存和发展［１０］。

以上研究都集中于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

而面对已经发生的和预期中的气候变化，旅游业应

当采取的策略、政策、措施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少。

事实上，国内围绕着“低碳旅游”的研究文献不在少

数，广泛探讨了低碳旅游的内涵［１１－１３］，低碳旅游城

市建设［１４－１５］、低碳景区建设和盈利模式［１６－１８］等问

题。但是“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在概念和内涵上

却不等同于低碳旅游。“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指

的是帮助旅游业面对和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政策

和措施，既包括建立碳约束条件下的旅游业发展途

径（低碳旅游），也包括适应气候变化效应带来的一

系列经营风险———气候适宜性降低、景观变化和消

费观念变化。

２　典型国家和地区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第二届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国际会议（２００７年，

瑞士达沃斯）认为“气候是关键的旅游资源”，因此，

对旅游业依赖程度越高的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也

越重视。欧洲是传统的旅游目的地，考虑到对其他

产业的联动作用，旅游业对欧盟 ＧＤＰ的贡献达到

１１％。鉴于旅游业对欧洲经济的支撑作用，欧盟成

立以来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澳大利亚以

生态旅游闻名于世，位于其东海岸的大堡礁———世

界最大的珊瑚群礁吸引着全球游客的到访。保护

珍贵的旅游资源不受气候变化破坏，对于澳大利亚

旅游业来说至关重要。下面以欧盟、澳大利亚和英

国为例，介绍其气候变化与旅游业相关政策和倡议。

２１　欧盟

欧洲是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２０１０年接待了

４．７亿国际游客，占全球国际游客的５０．５％
［１９］。然

而，欧洲旅游业的碳排放份额却相对较低，２００５年

欧洲住宿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仅占全球住宿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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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这部分得益于欧洲的低碳旅游政策。欧

盟成立以来，以“通信（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形式发布

了多项旅游业政策，包括《为欧洲旅游业的未来共

同努力（２００１）》《可持续欧盟旅游业的基本方向

（２００３）》《欧盟新旅游政策（２００６）》《可持续的和有

竞争力的欧盟旅游业发展议程（２００７）》《欧洲旅游

业新框架（２０１０）》和《促进海岸带和海上旅游经济

增长和就业的欧洲战略（２０１０）》等，充分说明了欧

盟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２００５年欧盟重启里斯本战略，把增长和就业确

定为欧盟发展的优先目标。这一阶段旅游业的发

展纲领与里斯本战略一致，更为注重旅游业拉动经

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作用。２００６年欧盟发布的《欧

盟新旅游政策》，其目的就是提高旅游业的竞争力，

促进旅游业在欧洲和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增长，提供

更多更好的工作。直至２０１０年以后，可持续旅游、

生态旅游才列入欧盟政策的优先事项。

欧盟首次提及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旅游业策略，

是２０１０年发布的《欧洲旅游业新框架政策》（Ｅｕ

ｒｏｐ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Ｎｏ．１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Ｅｕ

ｒｏｐｅ；以下简称“新框架政策”）。新框架政策明确认

识到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认为气候变化可能

改变未来的旅游模式并对部分目的地造成明显影

响。例如，海平面上升将影响滨海旅游；气温升高

将导致山区降雪范围缩小，影响冬季旅游市场。为

此，新框架政策一方面呼吁旅游业提高适应气候变

化的能力，积极引导旅游业投资，规避气候变化导

致的投资风险，并针对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结构性

失业提前做出部署；另一方面，政策倡导减少高消

耗旅游活动，探索可替代的旅游服务，减缓旅游业

导致的气候变化效应。应当说，《欧洲旅游业新框

架政策》代表欧盟首次在政策层面上认识到旅游业

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鼓励和支持欧洲旅游业探

索低碳发展途径。

滨海和海上旅游业是欧洲最大的海洋经济部

门，占海洋经济增加值的１／３，创造了３２０万个工作

岗位［２１］。欧盟２０１４年发布了首个滨海旅游政策

《促进海滨和海上旅游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欧洲战

略》（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Ｍｏｒ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Ｊｏｂｓ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Ｔｏｕｒｉｓｍ；以下简称

“战略”），该战略的重点领域之一，即帮助滨海旅游

业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战略一方面倡导实施海岸

带综合管理，推行海洋空间规划、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以此保护海岸带地区的旅游资源，提高沿海社

区对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影响的抵抗力；另一方

面，战略提出积极推进生态旅游，通过在旅游业推

行欧盟生态标签、欧洲生态管理和审计系统等管理

工具，降低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战略还要求增强

滨海地区废物管理和海洋垃圾治理之间的协调性，

提高滨海和海洋旅游活动的可持续性，维护健康的

海洋环境。事实上，鉴于滨海旅游在旅游活动中的

重要地位，也出于对欧盟近期推出的“蓝色经济”政

策［２２］的回应，欧盟委员会有意整合各领域行动，维

护健康和可持续的滨海旅游业。可以预见，低碳、

环保和可持续的滨海和海洋旅游将是欧盟旅游业

未来的发展方向。

欧盟的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主要强调了

两点：一是认识到气温上升等气候变化效应对旅游

资源和市场的重大影响，提醒旅游业明智投资、妥

善经营，避免遭受损失；二是积极提倡生态旅游、低

碳旅游，倡导在旅游活动中全面降低碳排放，减缓

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可以看出，欧盟政策是

一手适应措施，一手减缓措施，力争在旅游和气候

变化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中，寻找突破口，实现促

进旅游业发展与维护气候中立的双赢局面。自成

立以来，欧盟一直是国际社会倡导绿色环保的先

锋，也是“低碳经济”概念的创始国。欧盟发布旅游

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很可能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引领旅游业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２２　澳大利亚

旅游业是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产业，每年产生

约３４０亿美元的ＧＤＰ，直接雇佣超过５０万人，是澳

大利亚创造就业岗位最多的服务业［２３］。澳大利亚

的旅游景观以独特的地貌景观和未经开发的原始

生态闻名。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的旅游业也更加

依赖健康的生态系统。而气候变化将给澳大利亚

的气候和生态系统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政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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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指出：受气候变化影

响，澳大利亚的大面积地区面临着更频繁的高温天

气，水资源短缺问题将更加严重。到２０２０年，包括

大堡礁、昆士兰热带雨林等著名景点在内的生态丰

富地带将会出现明显的生物多样性丧失［２４］。

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气候变化导致的基础设

施和自然环境变化很可能降低旅游业这一支柱产

业对经济的贡献。为此，政府在２００８年就发布了关

于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专门政策———《旅游

业与气候变化行动框架》（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ｃｔｉｏｎ；以下简称“行

动框架”）。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指导政策，该政策

在分析气候变化对旅游业潜在影响的基础上，为地

方政府和私人部门提出优先应对领域和具体行动

建议。

行动框架认为，全球范围内不断升温的碳减排

呼吁将给旅游业造成持续压力。澳大利亚旅游业

的碳足迹约为３９９０万ｔ二氧化碳当量（基于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年数据），相当于全国温室气体排放的

７．２％。而政府承诺的减排目标是，到２０５０年，全国

碳排放水平降低到２０００年水平的４０％。在这一减

排目标下，旅游业面临着巨大压力。

为了帮助旅游业适应碳约束背景下的市场环

境，同时适应气候变化影响，行动框架提出了５个优

先领域：①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物理和

经济影响，为未来的投资方向提供确定性意见；

②鼓励旅游业为碳约束政策做出充分准备，保持旅

游业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③重新定位市场策

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④开展持续

的和有效的行业延伸服务和交流，为旅游业提供充

分的信息；⑤在全国范围开展持续的、包容的和合

作的实施途径。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对旅游业的

支持是多方面的。除了制定专门政策外，还支持了

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约束下旅游业发展前景预测

的研究项目，帮助旅游业做出经营决策。澳政府还

建立了旅游专业网站，不仅为游客介绍风土人情，

规划行程，而且为旅游业经营者提供关于创业条

件、风格定位、市场投资、可持续旅游等的全套建

议。应当说，澳大利亚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做

出了充分的准备，从多个角度干预旅游行业的发

展，为企业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２３　英国

英国在全世界率先提出低碳经济理念。２００３

年英国在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

经济》（Ｅｎｅｒｇｙ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Ｏｕ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

ｔｕ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中

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２００７年英国政府发

布了《面对能源挑战》（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Ａ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ｏｎＥｎｅｒｇｙ），倡导在全球范围

建立以碳交易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框架，积

极推动世界范围的低碳经济发展。英国政府的这

些倡议为世界各国发展低碳旅游创造了良好的国

际环境。

２００８年英国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其目的是

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建立低碳社会。其中，英国政

府承诺到２０２０年，将至少减少３４％的温室气体排

放；到２０５０年，将使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８０％（按

照１９９０年排放量基准）。这一法案使得英国成为世

界上第一个通过正式立法确立宣告温室气体减排

目标的国家。２００９年７月，英国政府公布了国家气

候与能源政策———《英国低碳转型发展规划》（Ｔｈｅ

ＵＫ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将二氧化碳量化减排

指标进行预算化管理，确定“碳预算”指标（Ｃａｒｂ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并分解落实到能源产业、办公和家庭场

所、交通部门、农业和土地管理等各领域。气候变

化税是英国政府气候变化战略的一项实质性手段，

自２００１年开始征收，包括酒店、旅行社、景区等在内

的企业都需要依据其煤炭、油气等高碳能源的使用

量来计征，但使用生物能源、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的旅游企业可获得减免。

３　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

作为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旅游业新动向，低

碳旅游不仅得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支持，而

且在地方政府、旅游组织、酒店、旅行社等主体的参

与下得到了落实。在旅游业中，交通、住宿和旅游

产品设计等各个环节都可以采取相应的减缓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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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措施。

３１　减缓措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认为，气候

变化的减缓指的是任何导致碳排放减少的技术、经

济和社会的变革和替代［２５］。减缓措施可以通过技

术创新和市场机制实现，也可以通过改变消费者行

为实现。据世界旅游组织估计，旅游业二氧化碳排

放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５％（ＵＮＷＴＯ，ＵＮＥＰ

ａｎｄＷＭＯ，２００７）。由于未包括修建机场、高速公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活动，这一数字仍属保守估计。为

减少旅游相关活动的碳排放水平，国外已经在低碳

出行、低碳住宿、低碳旅游规划和旅游产品策划等

方面开展了很多实践。

３．１．１　低碳出行

旅游业碳排放的７５％是由交通活动造成的

（ＵＮＷＴＯ，ＵＮＥＰａｎｄＷＭＯ，２００７），交通是低碳

旅游的重点领域。促进低碳出行有多种途径，既包

括改进航空、铁路等交通系统，也包括影响消费者

的出行选择。

不同出行方式造成的碳排放水平差距很大。

飞机（以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ｋｍ航行距离计）的碳排放约

为０．１２ｋｇＣＯ２ｅ／ｐｋｍ，私家车（载３人计）约为

０．０９ｋｇＣＯ２ｅ／ｐｋｍ，火车约为０．０３ｋｇＣＯ２ｅ／ｐｋｍ，

长途汽车的碳排放略高于０．０２ｋｇＣＯ２ｅ／ｐｋｍ
［２６］。

飞机单位距离的碳排放可达到火车或长途汽车的

４～６倍。因此，在出行距离允许的情况下，乘坐火

车远比乘坐飞机低碳。由于航空飞行大部分的能

源消耗在起飞环节，长途飞行较之短途飞行更低

碳。因此从低碳角度考虑，短途出行应当尽量避免

选择乘坐飞机。

作为一种清洁的、节能的、便捷的交通方式，铁

路也可以成为未来出行的优先选择。在国际上，一

些铁路公司也以低碳、绿色作为宣传标签。例如，

瑞士联邦铁路公司（Ｓｗｉｓｓ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ａｉｌｗａｙｓ）几乎

全部采用清洁能源（水电、风电等）作为列车运行动

力，并且承诺到２０２０年减少３０％的温室气体排放

（相对１９９０年水平）。

尽管航空飞行是能耗最大的交通方式，航空公

司也可以通过加快设备更新率，提高载客率，减少

航线中转次数等措施降低碳排放。欧盟的大型航

空研究计划———“同一片欧洲天空项目（Ｓｉｎｇｌｅ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ＳｋｙＡＴ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ｊｅｃｔ）”提出降低航空

碳排放，承诺到２０２０年减少项目范围内航班１０％

的燃油量。

总体而言，从低碳出行的角度看，加快交通工

具节能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是核心，能够从硬件条

件上保障实现低碳交通；改进系统效率也是重要途

径，有必要开发铁路和航空等行业的能耗管理工

具；重塑消费者出行选择的政策具有长期和持续作

用，因为对于任何低碳领域而言，改变消费者行为

偏好的政策都是基础性的，并将对技术研发和市场

产生引导。

３．１．２　低碳住宿

酒店和旅店贡献了全球旅游业约２０％的碳排

放（ＵＮＷＴＯ，ＵＮＥＰａｎｄＷＭＯ，２００７）。酒店可以

通过节能和使用可再生能源两种途径减排。出于

节约成本考虑，酒店和家庭旅馆的经营者都有自发

的减排动力。有研究证明，酒店业增加６％的节能

设计开支，可以节约１０％的能耗，而实施酒店整体

环保策略能带来１７％～７４％不等的经济回报
［２７］。

一些大型的连锁酒店走在低碳环保的前列。

瑞典连锁酒店ＳｃａｎｄｉｃＨｏｔｅｌｓ自１９９４年开始实施

节能计划，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减少了２４％的能源消

费。最近该酒店更宣布要在２０２５年达到碳中性，即

通过进一步实施节能和碳补偿措施，达到二氧化碳

的零排放。［２８］对于中小型酒店而言，利用可再生能

源是可行的减排途径，并且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收

益。一项对希腊小型酒店的研究证明，太阳能发热

系统的投资回收期为１０年
［２９］；对澳大利亚酒店的

研究证明，安装风能系统的回收期只有３～４年
［３０］。

以上数据均证明，通过实施节能管理和利用可再生

能源，酒店业有潜力实现低碳与增收的双赢。未来

的政策设计应着眼于通过补贴、技术推广等手段进

一步激发酒店的低碳潜力。

３．１．３　低碳旅游产品

旅行社对旅游活动的碳排放有重要影响，因为

旅行社提供的旅游产品———包括目的地、交通、住

宿以及游览活动等在内的一体化行程，涵盖了旅游



６２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　

的各个环节，具有较高的节能潜力。例如，旅行社

可以为中短途旅行安排铁路出行，提高游客在单个

目的地的停留时间，或者推荐有低碳标签的酒店和

服务等。一些旅行社还会公开旅游产品的碳排放

清单，鼓励游客选择更低碳的旅游项目。

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整体，有整合基础设施和

观光活动的综合能力，在低碳发展方面占有突出地

位。很多国际旅游城市都考虑到游客的低碳需求。

例如，在每年的５－９月，哥本哈根开展“免费自行

车”计划，游客可以免费在内城使用自行车。英国

有超过１０００ｋｍ的步行和骑行路线，鼓励人们开展

自行车游览。近年来，新西兰、挪威等一些著名的

旅游目的地国家都决定成为碳中性国，这意味着在

其交通、建筑等领域实行严格的低碳管理，为低碳

旅游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以上介绍了降低旅游业碳排放的若干途径，对

于减缓旅游业碳减排压力具有一定作用。然而必

须指出的是，虽然旅游业具有碳减排的潜力和义

务，但旅游业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威胁却并非单一行

业排放结果，而是各行各业排放导致的全球系统中

碳含量持续积累的结果。因此，只有在全社会各行

业各领域实施节能减碳措施，才能真正减缓气候变

化的发生。

３２　适应措施

气候变化的适应指的是，为应对实际发生的或

预期中的气候变化及相应的极端气候事件而做出

调整，以降低（环境及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增加其

抵抗能力（ＩＰＣＣ，２００７）。相对于其他旅游目的地，

滨海地区面临气候变化影响更为脆弱。２００４年的

印度洋海啸造成马尔代夫多人丧生，１９个旅游度假

村关闭，以及１亿美元的经济损失（ＵＮＥＰ，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ＷＴＯａｎｄＷＭＯ，２００８）。滨海旅游

业必须采取适应一系列措施，以保障景区的安全性

和吸引力。

３．２．１　提高建筑标准

气候变化影响下的飓风、海啸等极端气候事件

可能损坏海堤、侵蚀岸线，进而破坏沿岸的酒店、餐

馆、度假村等建筑设施。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和风暴

潮的影响，很多滨海旅游胜地对滨海建筑提出了新

的建造标准。例如，斐济要求度假酒店至少建在距

高潮位３０ｍ以外，海拔高度距海平面２．６ｍ以上的

地带，建筑结构要能够抵御６０ｋｍ／ｈ的风速（ＵＮ

Ｅ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ＷＴＯａｎｄＷＭＯ，２００８）。

斐济还要求度假村在飓风季节到来之前做好各项

准备，包括制订疏散计划，开展员工防灾培训，评估

建筑强度、储存淡水和食物，做好急救准备等。

３．２．２　实施节水措施

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升高将加剧全球部分地

区干旱的强度和持续时间（ＩＰＣＣ，２０１４）。很多远离

大陆的岛国淡水来源单一，持续的干旱天气很可能

导致岛内供水危机。在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地区，

不断加剧的干旱令小岛国淡水供应非常紧张，给旅

游业供水带来挑战。为此，位于南美洲多巴哥岛上

的度假酒店采取了各种节水措施，包括增加海水淡

化能力、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利用海水充当卫生用

水、采用节水设施、限制泳池用水、实施污水回收

等。泰国普吉岛为应对季节性缺水，发起了修建水

坝、扩展可用水源、修缮供水和污水回用系统、改革

水费结构等行动措施。

３．２．３　保护珊瑚礁等珍稀生境

珊瑚礁等珍稀生境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不仅带来潜水、观鱼等经济回报高的旅游活动，而

且是维持健康海洋景观的基础。然而，海温上升和

海水酸化已经危及到珊瑚礁生态系统，有研究预测

到２０５０年世界热带珊瑚礁会快速萎缩
［３１］。面对珊

瑚白化风险，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机构采

取了一系列防护措施，包括在高温时段抽取深层海

水降低海水表层温度，设置浮标支撑的伞状构筑遮

蔽珊瑚等。公园管理机构还长期实施珊瑚白化监

测、预警、评估等管理行动，以充分了解珊瑚退化风

险，做好预防措施。

３．２．４　推行保险、折扣等经济手段

由于夏季高温更加频繁，飓风频率增加，很多

滨海旅游胜地面临夏季市场低迷的问题。为了避

免市场低落，很多度假村采取了季节性消费刺激手

段。例如，加勒比海旅游组织（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成员酒店推出了夏季特别折扣，提

高低预算家庭的消费需求；同时创造性地提出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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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期服务，这意味着如果游客的预定入住时间恰逢

风暴，酒店将免费为游客改签订单。佛罗里达州位

于美国东南海岸突出的半岛上，既是广受欢迎的滨

海旅游胜地，又饱受飓风侵扰。为此州政府制订了

一项天气保险计划，弥补酒店在风暴期的订单损

失，最高额度２０万美元。

尽管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已经在不少地区得到

实践，但是相对于已经主流化的低碳政策，全社会

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准备仍处于初级阶段。

政府和各行业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仍然较为淡薄，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缺乏长期策略，适应气候变化的

行动总体处于自发和零散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

旅游业更应当充分重视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在

从业者和管理部门中逐步“主流化”适应气候变化

的策略和行动。

４　总结与启示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

政策是一项多主体参与的、整体性的政策，并且有

赖于全社会低碳意识的提高。为保持我国旅游业

在碳约束前提下和气候资源分布变化背景下的竞

争力，应采取“以私营部门为参与主体，发挥政府引

导作用和行业协会组织能力”的应对策略，构建多

主体参与的应对体制，建立涵盖交通、住宿、游览等

各个领域的整体性政策，引导旅游业正确认识和积

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效应。

４１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从各国实施低碳旅游政策的经验来看，政府、

私营部门和行业协会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政府

的作用侧重于引导和辅助，为私营部门提供充分的

信息、适当的财政支持以及必要的基础性服务。作

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政府有责任提供与应对

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海堤、加固

公路等。而政府提供的相关信息服务如发布市场

信息、发布气象预警报等对气候变化行动也极为

重要。

４２　激发私营部门的积极性

出于盈利和保持竞争力的目的，私营部门有实

施低碳政策的动力。对于酒店和度假村来说，节能

是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途径。同时，面临气候变化

带来的威胁和风险，滨海旅游业的经营者也不得不

采取适应措施以保障游客的安全。应当说，私营部

门是实施低碳旅游政策的主要群体和主导力量，如

何进行政策设计以满足私人部门的需求、引导其进

一步实施节能减排，是低碳旅游政策的重要命题。

４３　提倡旅游协会的参与

国际组织和旅游协会在倡导低碳旅游方面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旅游组织是讨论和推进旅

游业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力量。而区域性旅

游协会具有较强的联络能力，能够把区域内的酒

店、度假村等组织起来开展低碳活动，增强活动的

规模效应和宣传效果。旅游协会作为专业性组织，

也承担制定标准、实施认证和评估的功能。例如，

在欧盟生态标签，欧洲生态管理和审计系统的推行

过程中，旅游协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旅游协会也

能够发挥一定的信息公开和监督作用，有助于形成

健康的低碳旅游市场。

４４　采取整体性策略

旅游业具有很强的联动特征，旅游活动包括出

行、住宿、观光等多个环节，因此旅游政策与交通、建

筑、能源等多个领域交叉。低碳旅游目标的实现，有

赖于以上领域低碳发展水平的整体提高。举例来说，

只有在区域交通系统的整体水平较高，交通路线规划

合理，交通设施完备的情况下，低碳出行的口号才得

以实现。因此，低碳旅游政策必须在建设节能型社会

的整体背景下，与低碳交通、低碳建筑政策齐头并进，

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４５　宣传和培养低碳理念、低碳意识

低碳旅游是一种市场行为，游客的偏好对于低碳

旅游市场的形成和成长至关重要。无论是低碳出行、

低碳住宿还是低碳游览，游客的积极参与都是先决条

件。因此，引导游客树立低碳、健康、环保的消费观

念，也是低碳旅游政策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既可以

通过城市标语、景点宣传册等多种形式向游客宣传低

碳旅游理念，也可以在旅游活动中加入碳排放量计算

环节，使游客重视其旅游活动的气候影响，提高游客

的减碳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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