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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广西-现代生态旅游创新探索 
——以广西桂林为例 

黄艳燕  夏依萍  唐晓智  张慧琳  王成林 

（广西外国语学院  530222） 

摘  要：现代旅游业正在朝着绿色生态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那些受到人类干扰较少的自然遗产和能够体现人与自然和谐

关系的民族文化遗产。以桂林市为例，目前，桂林市的生态旅游环境发展迅猛，是广西旅游产品中增长最快的城市，但迅猛的同时也存在

着许多问题值得去关注。因此，通过我们对桂林的实地考察，本文主要分析桂林旅游现代以及生态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并

概略地提出广西发展绿色旅游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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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reen ecology has bee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tourism, and those natural heritages which are less disturbed by human beings and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s which can reflect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and are more favored by the public. Take Guilin as an example. 

Rapidly, eco-tourism in Guilin has seen a surge in recent years. The city of Guangxi, boasting the swiftest growth rate in tourism products, has numerous 

issues that merit consideration. By conducting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Guilin, this paper primarily examines the issues that impede the growth of 

Guilin tourism and eco-tourism, and puts forth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cultivating green tourism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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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成为社会共识小约翰·柯布，

美利坚国家历史科学院研究员，是最先明确提出"绿色发展 GDP“"

理念的科学家一位，他认为，我国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期望

之光，为世界创造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自党的十八大开始，以习

近平总书记领导同志为重要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生态化文

明建设在新时期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积

极推进生态文明理论革新、实际创新、体制革命，明确提出了一批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思想新策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领导生态文明

思想。祖国的山川河流,见证了领导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热爱与坚定

不移的信念。洱海被"立此存照"，提醒人们要努力改进洱海质量；

秦岭深谷，探索自然原始生态，叮嘱当地政府做好秦岭生态建设保

护；汾河沿岸，凝视着清澈的河水，要求"让一泓清水入黄河"”……

近年来，旅游市场正在逐渐恢复。行业的复苏令人振奋，但也不可

忽视一些不利因素，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在一些景点，不文明的现

象屡见不鲜，如乱扔废弃物、破坏生态、无视治安底线等，这些现

象不但严重破坏了景点的秩序，也严重影响了游人的观光感受，更

有可能会危及旅游者的身体健康，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损失。我国积

极推进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升旅游者的文明素养，取得

了显著的成果。随着我国文明旅游人群的不断发展壮大，越发多的

游人开始自觉遵守旅游规范，比如不损坏花卉林木、不在公共场所

大声喧嚷、不吸烟等。 

本文主要探讨广西的绿色生态旅游，以桂林为例，通过实地调

研了解桂林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最后提出符合桂林现代生态旅游开发的宝贵建议。 

二、现代绿色生态旅游的含义及特点 
（一）现代生态旅游的概述 

20 世纪中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首先明确提出了自

然资源旅游这一概念，它将旅游活动界定为既保护环境又维持本地

生活的双重社会责任，这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相吻合。根

据这一概念，生态旅游指导旅游实践，以期达到旅游体验、经济效

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传承的统一。绿色生态环境不仅影响人

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还影响着人文景观、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等

内容。 

现代旅游是一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普及的全球性旅行方

式，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所谓现代特色即在今天旅游大

众化的时代旅游对象所表现出新的倾向。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消

费形式，它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而且还能够

减少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有助于保存当地的传统文化和财产。它

更加关注当地居民的利益，并且有助于旅游决策和管理部门制定更

有效的生态保护政策。尽管生态旅游可以为人们带来一定的好处，

但是它必须建立在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之上。因此，最佳的生态旅

游方式就是让游客前往最原始的自然环境或自然保护区，以便获得

最大的自然保护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生态系统已经大幅减

少，甚至可以说是消失殆尽。面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匮乏

的压力，“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可持续发展”

也被提升到一个国家政策的层面，以确保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的

旅游增长”的理念源自“绿色旅游”、“红色旅游”，它的中心价值在

于将环保作为旅游增长的重点，以此来带动旅游观光的增长。 

（二）现代旅游的特点 

1.旅游的大众化 

1980 年全世界有十六点亿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旅游活动，而且

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发展。根据个人不同情况，人们参加旅游活动时

间的长短，距离的远近等都有不同，经济条件优越的人旅行的次数

多，旅行的距离长，在目的地滞留的时间也长。由于旅游的大众化，

旅游事业迅速地得到发展，旅游事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旅游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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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旅游大众化，多种旅游设施建设起来了，交通便利了，车辆

通到了各个旅游点，登山铁道、各种缆车也能把游人送到二千米，

身子更高的山上，总的旅行费用便宜了，大量的宣传手段提供了各

方面的信息，人们进行旅游更容易了。旅游在古代和近代是少数人

的特权，是由少数特权阶级独享的活动。1986 年国内旅游者达二亿

七千万人次，广大农民，工人、干部、学生都参加到旅游的行列中

来，同年接纳入境旅游者二千二百多万人次。根据下图所示，国内

旅游客数量在 2019～2021 年三年间的变化与国内旅游社数量变化

相似。均在 2020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后在 2021 年出现小幅度回升。

2021 年，国内旅游总人次 32.46 亿，比 2020 年同期增加 3.67 亿，

增长 12.8%。 

 

 

2.现代生态旅游的保护性 

相较于传统的旅游业，现代化的生态旅游更加注重保护环境，

以确保可持续发展。与工业革命前的旅游活动相比，当时的旅游对

象和环境造成损害。因此，不可能提出保护问题。随着工业革命后

大众旅游活动的增多，旅游热潮也变得更加火爆，但是由于缺乏成

熟的理论指导，旅游业中的开发和管理仍然处于应急状态。然而，

在旅游经济效应的推动下，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旅游活动对环

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种情况在各地都很常见。现代旅游不仅要

做日常接待量的，还要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因素，不能对景区周边

或者景区本身做大量的人工建设，尽量保护住景区原生态环境。 

3.旅游活动形式的多样性 

在现代旅游的发展阶段当中，旅游活动的形式越来越丰富。除了

我们看到的传统的欣赏自然山水、历史遗迹的旅游之外，新形式的旅

游如主题公园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会展旅游、体育旅游、健

康旅游等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新的休闲活动受到旅游者的青睐。 

4.现代旅游的参与性 

于游客来讲，生态旅游因为更加原始，能亲身体会到当地景区

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所以游客的参与度相对较高。游

客更喜欢亲手做一些纪念品或者跟着当地人去尝美食，做农活，体

验他们的生活方式。再次要做好生态旅游，必须当地政府、景区、

当地居民以及游客等多方面参与进来，才能有好的旅游体验，因此

生态旅游要比传统的旅游景区各部门之间的参与感更强。 

5.现代生态旅游的自然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期待越来越高，他们希望能够

在原始的自然风光景区中体验到更好的旅行体验。传统的参团式景

区打卡和拍照已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寻找更加原始的自然

风光景区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旅游景点属于相对完整的历史文化和

风俗民情，游客可以在这个景区体验到不同于当地的生活状态，给

游客足够的独特旅行体验。 

旅游是当今社会新的解压形式，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潮流。随着

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和社会进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逐渐明白了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加珍惜哪些在岁月消磨下还依旧熠熠生辉的

文化沉淀。生态旅游之路上，我们依然还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努力。 

三、广西桂林市现代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广西有座城市，与湖南交界，名气比省会南宁还大。它叫桂林，

是中国最先走向世界的旅游城市，曾被评为“世界十大旅游城市”。

说起桂林想必大家都会联想到桂林的山青水美，毕竟桂林的山水远

近闻名。早在 1985 年，国务院就将桂林定义为“我国重点风景游览

市和历史文化古城”。桂林市是著名的山水城市，也是我国环境治理

先进市，市区空气质量一般在优良以上，漓江等河流的水质一般能

达到二类水标准。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州漓江市阳朔县西南部的遇龙

河旅游度假区，东起矮山村委燕村，西至白沙镇旧县，北至凤鸣社

区门口，南至月亮山门口，用地范围约三十二平方公里，是一处令

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多年来，这里一直是一个养生胜地，拥有

壮观的喀斯特地貌，原始的山水田园风光，以及融合中西文化的乡

村民俗。文旅融合，演绎桂林千古情、“刘三姐”的古老传说。诗意

遇龙河，世界旅游组织曾誉之为“最佳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之一”。 

（一）桂林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桂林，是中国最早发展旅游的城市之一，90 年代有一首歌《我

想去桂林》火遍大江南北，在那个手机还不普及的年代，却几乎家

喻户晓，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时间来到公元 2000 年以后，云南的丽

江、香格里拉仿佛横空出世，渐渐取代桂林成为人们最想去的城市。

后来随着人们经济水平提高，中国的旅游业得到空前发展，北京、

厦门、三亚、拉萨、杭州、苏州、西安、重庆、长沙等，越来越多

的城市旅游开发发展起来，而桂林似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究竟

是什么阻止了桂林的发展，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1.生态资源、生态环境退化 

广西作为喀斯特岩溶地貌最典型的地区，受喀斯特岩溶地貌的

影响，其有着丰富的岩溶洞穴，山石峰丛以及森林资源和水资源，

随着经济革的开放，原有的生态资源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

眼前的微薄利益，对长远利益视而不见，盲目破坏原始的资源，滥

砍滥伐后开采土地，污染水源并造成河流量的减少，使游客体验大

打折扣。如何统筹兼顾既能保护好现有生态旅游资源环境，又发展

好现代生态旅游民宿产业，是当前广西壮族自治区乃至全球地区现

代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2.由于基础建设不完善，景区发展迟缓、游客下降 

桂林地区位于我国西部山区，其基础设施远远落伍于东中部区

域，很多地方的道路、信息传输基础设施落伍，消息不畅、交通不

便，使得交流变得极其困难。为了满足桂林旅游景点蓬勃发展的需

求，桂北地方的县域已经开始大力改善交通建设，但仍处于基础设

施薄弱状态，这也是影响桂林旅游景点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桂北

旅游景区的接待能力有限，交通不便，高铁等公共交通距离较远，

缺乏吸引力，这一切都使得旅游者没法得到充分的服务，使得桂北

旅游业发展缓慢、停滞，游客量持续下降。 

3.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低下 

人才对一切城市都重要。如何培养人才，如何让人家愿意来，

并且让留下的人有归属感，这是城市发展的根本。而这正是桂林所

缺乏的。桂林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在广西区内就业率高达 44.70%，而

在广东省，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 30.95%，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垫底

的。此外，深圳市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就业率也超过了南宁，这一现

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2018 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生中，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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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选择前往珠三角地区就业，这一数字令人惊叹。.随着 2014 年

贵广高铁的通车，桂林工科大学学生挑选前往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就

业机会的比率大大提高，这一虹吸效应使得广西区内就业率大幅提

升，达到了 00%，而 34.15%的人才留在该地区。桂林面临着一项

持久的挑战，即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促进他们回归社会。 

 

4.文化遗产保护不力 

桂林有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和文化创作，是广西历史上一个重要

城市。但由于缺乏保护和维护，这些遗产正在逐渐消失。在文学创

作中，以抗战为背景的文学创作却很少见，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

重大事件中，很少有影视作品。桂林古城的意象大多停留在清明两

代的文字之中，而反应抗战主题的“桂林文化城”文学创作则是一

片空白。这不仅影响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也破坏了游客的观光体验。 

四、提高桂林绿色生态旅游的解决措施 
（一）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控制、防止污染 

桂林市是一座拥有丰富自然和人文资源的旅游胜地，早在 1999

年“生态旅游年”中就被确定为可以开展生态旅游的地区之一。然

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桂林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需要采

取有效措施来改善环境质量。为了保护这座城市的环境，应该加强

对环境影响的评估。EIA 是一种有效的环境预防管理方法，它可以

帮助政府、环保组织和公众参与决策，并且能够全面展开和落实环

境审计工作。环境审计是一种重要的评估、检验和核实环境质量的

方法，旨在确保环境质量指标符合规定的标准。  

（二）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打造生态型城市 

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在于改善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因此，我

们应该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和信息化的投入，完善

安全护设施，以确保各地区的基本出行需求得到满足。在民宿较为

集中的地区，满足停车位需求、聘请专职人员对当地公共地区定期

进行打扫清理，做好卫生处理工作。城市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整

体，它应该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彼此对立、隔离。生态型城市

的建设旨在实现人类居住区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以及区域的统

一发展。桂林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以期为未来的生态旅游业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桂林市的水污染、

空气污染、渣滓污染、噪音污染等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和治理，城

市的投资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三）激发人才振兴和加强文化内涵 

随着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许多青年人考虑前往都市打工谋

生，致使大量青春剩余劳动力减少。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数是中老年

人，为了促进农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产业改革升级，政府需要大量的

人力资源来支持这一过程。因此，政府应该提供优惠政策举措，健

全相关法律法规，吸引精英群体返乡创业，加快培养农业生产人才，

提供专业的培训知识，以促进乡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积极参与

农村复兴，健全人才培养优惠政策，推动乡村发展全面提升，开拓

农村复兴新局面，促进农村复兴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建设独特的产

业精神，激发文化活力，避免出现同质化问题，深度挖掘分析每乡

每镇独特的文化特色并融入到民宿中，设计趣味小游戏，让游客深

入体验参与进来，利用当地特色的产品作为游戏的获奖品，加深其

本地区文化的印象 

（四）保护文化遗产 

政府应该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保护和维护措施，使桂林的历史文

化遗产得到保护和传承。此外，政府还应该加强教育措施，提高人

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若能主动的寻求一些有实力有前景的公

司来发展，相信凭借桂林知名的旅游业来看不会没有人来这里工作，

经济不会发展不起来。 

五、结论和前景展望 
桂林旅游资源总体非常不错，自然景观有漓江、遇龙河、银子

岩、芦笛岩、龙胜梯田等，人文景观有靖江王府王陵、灵渠、大圩

古镇等等，而且桂林很多地方都是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像阳朔县

城就是散落在喀斯特山峰之中，下雨时，烟雨蒙蒙，雨后云雾缭绕，

分外美丽。当然桂林最具特色的依然还是它的山水，都说桂林山水

甲天下，确实名不虚传，漓江山水就像巨幅水墨山水画一样；坐着

竹筏在遇龙河里漂流，就像在画里游一般。只是桂林旅游如果想重

回巅峰，似乎还任重道远桂林以其优美的城市生态环境和完美的城

市形象，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招商广告”也成为了它最耀眼

的标志，为桂林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和动力。。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了《国

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 年），旨在推动我国旅游休闲业的

发展，提升旅游休闲环境，促进国民健康、美丽、宜人的旅游体验。

优化节假日时间分布格局，完善休闲旅游务建设，从旅游业的产需

两端进行优化，助力休闲旅游业的更优发展。广西拥有丰富的绿色

生态旅游资源，可以满足当今旅游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需求。因

此，发展自然资源旅游具有重要意义，“绿色生态”应作为广西旅游

业未来发展的重点。绿化青山便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以维护自然

为重点，积极地发展旅游自然资源，努力营造出一幅幅美丽的田野

风景，让人们在这里享受到自然的美好，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体

验到自然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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