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6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2期

一、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之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

民众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模式，生态旅游因为其与

国家所倡导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相契合，而

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自然保护

地数量的不断增加，生态旅游在这一形势下也得到了快

速发展，在自然保护区资源的基础上，生态旅游也向着

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集自然资源、风土人情、宗

教民俗、旅游纪念品等文化产品于一体的体系。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生态旅游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的

事物，人们对其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入，加之国家在立法

层面也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其中涉及到的利益关系，

导致个别主体太过于注重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部

分地区的生态环境反而出现恶化。由于生态旅游是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价值的综合体现，是一种可持续

的旅游模式，因此不能以单纯的享受放松为目的，也不

能以单纯获得经济利益为追求。而目前来说，现阶段我

国仍旧存在部分自然资源景区盲目开发、植被破坏、水

体污染、珍稀动植物减少、环境破坏的现象。由于生态

旅游项目的部分经营者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忽视对环境

的保护，造成项目规划不合理，后续运营不规范，造成

了对生态旅游资源的破坏。再者，由于缺少保护意识，

部分旅游者随性而为，不遵守旅游景区的规定，垃圾乱

扔、乱刻乱画、随意攀爬等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阻碍

了生态旅游的良性发展。例如，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批准，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张

掖丹霞地貌，就不止一次的遭到过游人的破坏。2018 年，

一名女性游客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翻越护栏踩进七彩丹

霞景区内部，还不以为然地说：“多大点事儿至于唠唠叨

叨吗？”同年，4 名游客肆无忌惮地行走在原始地貌上，

公然破坏原始地貌不说，还沾沾自喜地拍摄视频，更嚣

张地配上文字说踩一脚需要用 60 年时间恢复，他们几个

不知道踩了多少脚了。但此种恶劣的行为的处理结果仅

仅使接受了当地公安局的批评教育。此外，生态旅游管

理工作粗放，造成生态旅游区承载游客数量过大，也造

成生态旅游区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

因此，为了生态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生

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找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

显着十分必要。近些年来，党和国家一直在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进行着不懈努力，提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

念。生态旅游的发展也应顺应国家战略的要求，开发旅

游资源时要加大保护力度，实现循环可持续发展。而可

持续发展要求行动的加持，这需要加强对生态旅游资源

的循环利用，需要加大对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力度，更需

要相关生态旅游法律制度的完善，这既为旅游产业健康

发展提供了依据与准绳，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

二、我国生态旅游法律、监管问题之简析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

的不断提高，不少涉及生态旅游资源保护某一层面的法

律规范，上至国务院及下辖各部委颁布的规章制度、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出台的法律规范，下至各

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行政制度等都有涉及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范为地方生态旅游的和谐发

展起到了制度上的支撑。但不得不面对的是，当涉及到

国家层面，虽然国家在立法上有涉及到生态旅游的原则

性规定，但是由于生态旅游毕竟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

国家现如今还没有完备、系统的法律制度保障生态旅游

发展。具体而言，有以下欠缺：

首先，目前所有的涉及到生态旅游方面的法律规定，

大多是在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当中，或环境、或旅游的单

方面规定，如 2018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再如 2019 年《土壤污染防止法》的出台，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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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修正，其中都涉及到了生

态保护、旅游发展。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的生态旅游相关

法律却未见系统性制定。这种以单方面的规定涉及到生

态旅游的法律制度显然不够健全，虽然在其他法律中有

相关生态旅游的法律规定，但是如此零散的规定给法律

适用增加了难度和不可操作性。

其次，我国现有的相关于生态旅游方面的国家层面

的立法过于原则化，缺乏明确具体的指导性标准或规范，

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因为不够系统而出现法律漏洞，

生态旅游保护的某些方面可能得不到涉及，各相关利益

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找不到可以针对性适

用的法律规定，这显然不利于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相关

矛盾的解决。再者，由于缺乏系统性生态旅游法律的规

定，不同主体制定法律规范时必然是从自身角度出发，

与其他部门缺少有效、及时的沟通，由此制定的法律规

范往往因为缺乏协调性而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最终会

影响所制定的法律规范的实施效力。由于缺乏国家层面

的针对性的法律规定，影响生态旅游健康发展，这违背了

人们进行生态旅游是为了得到精神享受初衷，同时也可能

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更不要说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第三，监管体系不完善，管理体制较为混乱。我国

生态旅游监管权限部分目前存在着各自为政、设置混乱

的情况，使得生态旅游监管部门的监管效力不足。我国

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具有特色的生态旅游景区不计其

数，散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不同地区、不同省份都有

着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这些地区的旅游监管部门也都

遵循着本地区的生态旅游管理法规，对本地的生态旅游

资源进行管理。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地区各自的监管

必定会从自身更有利的角度出发，很有可能与其他地区

的监管存在出入，而这种“各自为政”的现象影响到了

生态旅游监管部门的整体监管效力。而对于同一生态旅

游资源来说，它可能不仅仅只涉及到一个监管部门，而

是与多个监管部门与联系，这种不同监管部门共同行使

职权难免会出现监管重复的情况，而这种监管混乱的现

象，阻碍生态旅游发展。此外，与不同部门重复、过度

监管相对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监管缺失，这种情况

也时有出现，由于缺乏系统的监管方面的法律规定，可

能存在的生态问题没有相关部门对此负责，缺少问责制

度而使监管部门履职不到位、怠于对生态旅游问题进行

处理，不利于生态旅游的健康、持续、长远发展。

三、我国生态旅游长远发展之法律思考

首先，制定系统性的、完备性的法律法规是促进生

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制定一套全国范围内能

够统一适用的生态旅游法规，在已经有的法律、制度、

条例的基础上，对相关内容进行梳理、查漏补缺，避免

出现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相矛盾的情况，避免中央和地方

在生态旅游政策上冲突的发生。在法律的制定上要广泛

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协调各方利益，加强中央与地方各

级立法主体之间的沟通，避免不同层级法律法规不相协

调的情况出现。需要重视的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

地的生态旅游资源不尽相同，生态旅游发展状况也存在

较大的差异，如果搞所谓的“一刀切”，反而不利于发

展，这就为全国制定系统性的生态旅游法律规定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既要级别高，又要针对性强，辐射面广，

此种立法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因此在法律的制定上，也

要符合国情，避免过于仓促而使法律适用性不强的现象

出现。

其次，虽然我国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完备性生态旅

游立法，但是于此相关的地方性法律规范却种类繁多，

不同地区的法律、规范不胜枚举，不同部门也制定了种

类繁多的条例、办法。当然也存在漏洞的情况，互相重

叠的法规和涉及不到的领域使得执法部门在遇到生态旅

游问题时，往往单打独斗亦或者找不到执法依据。因此，

除了制定系统完备的法律以外，在法律层面将不同层级、

不同部门的监管工作协同显得十分必要。在法律的制定

上，要将不同部门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划分进行明确的规

定，加大不同部门的配合力度，形成相互协调同时又相

互制约的机制，避免因为过度管理或者监管不到位而造

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成为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阻力。

再次，加强对生态旅游经营者的正确引导，增强其

环保意识，生态坏境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具体项目的规

划上，以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为指引，避免盲目追求经

济增长的现象出现。对参与生态旅游的游客进行宣传教

育，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将教育引导和法律处罚结

合起来，适当增加违法成本。在新闻媒体蓬勃发展的今

天，利用互联网、新闻媒体等曝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使其迫于舆论的压力使损害生态环境的不法、不健康行

为有所收敛，也使一种不错的选择。

总而言之，制定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动重要性不

言而喻，但目前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南北之

间地理环境差异明显，盲目制定一部适用于各个地区，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规条件还不成熟，生态旅游法律规

则的制定，需要有步骤地进行，要权衡立法层级、不同部

门、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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