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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我国森林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及路径
贾　桢 

（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阿勒泰 836500）

摘要：森林公园生态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形式，其特有的康养性及教育性，已经越来越成为当前旅游行业关注的热点话题。生态旅

游的核心是森林生态旅游。但是，由于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的生态灾难事件屡屡发生。因此，保护深林生态旅游持续、稳定、健康、

稳定发展，是目前森林旅游区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我国森林生态旅游的现状及存在阅题，提出了森林生态旅游持续发展的相

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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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深林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建设和审批工作不到位

我国不少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发展森林公园的基础条件

好，同时近年随着生态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生态旅游需求日趋旺盛，

因此建设生态旅游的资金基础比较坚实，企业参与森林生态旅游

建设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在建设项目审批环节遇到一些问题，

在生态环境管理方面，如住宅、林草、规划等存在多部门交叉管

理的问题，造成审批立项难。

（二）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未融合

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资源规划不合理、不充分。生态旅游资源

依托于自然环境，有一些人文旅游资源做补充。但是，当前我国

部分国家森林公园对周边生态资源、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程度不

高，深林公园形成生态孤岛，对游客的吸引力不高。不少森林生

态旅游区位于少数民族区域，拥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甚至不

少森林公园周围坐落着原生态村落，文化资源丰富。但是当前森

林自然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的融合程度不深，不利于游客深度体

验民族村落“森林 + 文化”，弱化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三）游乐资源的特色未有效突出

森林生态旅游地同质化问题严重。不少森林生态旅游地周围

建设了大量的游乐设施，使得旅游区域的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

进而影响经济效益。一些生态旅游基地在设计旅游产品时，没有

将生态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有效融合在一起，未突出生态旅游资

源的天然特质。不少地区在宣传森林公园时，没有体现森林的风貌，

使得宣传内容单一，对游客的吸引力弱。

二、发展生态旅游的主要途径

（一）设置专业管理机构

对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实施统一管理，建立一套系统的管理机

制，对保护区的森林资源进行科学规划、统一保护，合理开发和

利用森林资源。具体而言，统一的管理机制可以通过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设置科学的森林管理制度，建

设专业化的森林巡护队伍，及时勘察森林资源环境；加强林业保

护的义务宣传，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普及林业保护知识，

严厉打击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破坏行为；积极与科研院所、

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建设国家生态保护机制，加强生态环境

监测力度，基于优先保护的理念，将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探索

多样化的经营模式，在法律和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开发森林资

源，使得森林公园的各项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和利用，构造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友好局面。其二，设立专门的事业单位自然森林保

护区，进行财政拨款优化保护区的工作，做好各级森林公园、自

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为规范管理，保护

区工作人员设置统一的事业编制。

（二）保护生态资源

保护好生态资源是发展森林旅游的基础，从政府部门到企业

再到游客，都要重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各级林业管理部门全程

监督和管理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效地监督企业的开发工作，

依照法律法规杜绝滥砍滥伐、滥捕滥猎、乱采乱挖等各种违法行为；

依法依规开展森林旅游和严格监管；积极吸引游客和当地居民加

入到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监督工作中，进行共管共建，得到群众

的支持，森林资源开发工作能够朝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物种多样性保护及科研开发

森林生态旅游基地的物种保护工作是保障旅游基地生态平衡

的关键。具体而言，物种保护工作分为两项内容：其一，生物多

样性的监测和研究。画定监测区域，保障常规监测工作有序开展，

并且做好对稀有物种、重点植被、植物的监测与研究工作。其二，

做好野生动物的监测保护，搭建野外红外摄影监测设备，监测和

掌握野生动物数据和活动规律，减少盗猎活动。

在科研工作方面，首先，人力资源开发企业要加强与中科院、

高校的合作，加强科研合作，有计划地开展物种研究工作，研究

生态环境稳定性发展、物种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的有效措施。其次，

做好国家森林生态定位站工作。与科研院所共同开展定位站的观

测样地维护和各种监测设施设备的安装和维护工作，研究微生物

群体、森林的多样性功能，如水源涵养功能等。最后，做好大样

地的建设工作。与科研院所协同工作，做好大样地的设立和资源

调查工作，为其他单位进入森林旅游生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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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条件，使得生态旅游基地增加一项服务科研活动的价值。

（四）旅游资源综合开发

结合森林资源的自然分布，合理规划森林生态旅游基地的功

能区结构布局，结合当前旅游活动开展的特点与需要，做好森林

生态旅游基地的游憩、休闲、体验项目的开发工作，根据七大类

旅游产品体系设置森林生态旅游结构。森林生态旅游的核心产品

是森林体验和森林康体养生旅游；基础产品包括旅游产品、森林

观光产品、森林户外运动旅游产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辅助产

品包括美食体验旅游、节庆旅游产品。在开发森林资源资源的同

时结合所在区域的人文资源，将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整合起来，

提高森林生态旅游的价值。

（五）监管督查与技防建设

对于重大的开发项目按照严格的审核制度来执行，做好审批

和监管，保证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部门可以对森林生态旅游基

地项目进行不定期抽查巡查，比如森林防火工作、缆车安全管理

工作、游客紧急事件处理机制等，完善责任落实制度，对于不规

范的项目集中整治、巩固提高。为推动森林生态旅游基地持续健

康发展，要推动基地朝着智能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着力构建集

卫星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无人机巡护系统、护林员北斗巡

护系统于一体的技防体系，使得森林生态旅游基地的管理工作智

能化。

三、提高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工作质量的措施

（一）政府做好顶层设计，成立专家组科学决策

森林生态旅游发展工作与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密切相关，必须

由政府部门主导，政府各部门充分履行各自的职责，牵头建设森

林生态旅游资源管理工作小组，强化生态旅游发展中成员单位的

协调和协作。森林公园作为地区自然保护地的重要内容，在开展

生态旅游的过程中，应注重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遵循生态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注重顶层设计，建立以自然观光体

验为核心，以自然教育、森林康养为重要发展方向的生态旅游产

品体系，以自然保护和生态教育贯穿生态旅游全过程，为其他类

型的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开展提供方向和参考。为了保证政府

管理的科学性，需要成立专家组，做生态保护和经济开发两方面

权衡利弊，科学评估森林生态旅游基地的经济价值、环境承受能

力以及具体环境特点等科学评价生态旅游资源的承载力。为了保

证决策科学性，把握好长远的发展方向，使得森林资源的价值最

大化，专家组应当建立长期的发展方案并动态检测生态旅游基地

的指标，在保证生理生态系统可以自我矫正，自我修复的基础上，

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使长远发展与现实利用相结合、

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

（二）综合开发生态自然旅游资源和区域文化旅游资源

森林生态系统较为复杂，生物、水文、人文等系统整合在一

起，并且生态系统不是独立的，其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互依赖。

每个自然区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景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显著，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价值较大。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要突出

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特点，是至于其他的生态旅游基地进行区分，

保持不同的风格。每个森林生态旅游基地所处区域都有独特的文

化和人文景观，将森林生态旅游资源与城市景观资源整合在一起，

能够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支撑的关系，共同组成独具特色的的旅

游体系。在人文资源的开发的过程中，要重视和挖掘村域的特色

文化，发展当地人们建设旅游基地的自觉性，使得区场域内行为

主体的自觉性来延续，一经形成便呈现出长期传承和缓慢变迁的

特征，体现了当地的人文特色。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相关法律法

规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将当地的特色文化融入制度政策中，同

时明确各个政府管理部门的权责，减少行政工作的成本，明确地

方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责任归属。

（三）建设高质量的森林生态旅游人才队伍

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保障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建设质量的关键，

从日常管理到科学研究各项工作都离不开人才。森林公园所在地

区政府应当依托省级高等教育资源，提供固定的人才来源和培训。

依托当地的高等教育资源建立森林生态旅游培训基地，强化规划

设计，以森林资源为依托设置生态景观。对于生态旅游基地的工

作人员开展定期培训，使他们具备正确的生产和管理理念，并向

游客传达正确的生态旅游价值观，对旅游景区的文化和旅游特色

进行深入宣讲的能力，优化游客的旅游体验，增加游客在旅游中

获得的价值。

四、结语

森林公园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森林生态旅游

的发展依托于健康稳定的自然环境，以生态保护为基础，通过旅

游提升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资源的资本价值，充分发挥林业和草原

等政府部门在推动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作用，达到提升当

地人民生活水平，维护地区自然、文化环境平衡，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协同发展的目标。森林生态旅游基地的建设关系着人民的福

祉，必须要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生态旅游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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