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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旅游在海岛旅游发展中的应用与探讨+

——以大连市海岛旅游为例

王 辉，宋 丽，郭玲玲
(辽宁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大连 116029)

摘 要：低碳旅游是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衍生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在全球气

候日益变暖的情况下，其倡导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减少碳的排放量，保护旅游环境。海岛

地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以及在发展中旅游者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注定其必须开展低碳旅游，

坚持低碳旅游理念，促进海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以大连为例，在对岛屿的情况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大连海岛低碳旅游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包括采取碳补偿活动、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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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重，正在威胁着人类

的生存，全世界都致力于减少碳排放量，中国

政府将减排目标定位在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

为达此目标，各行各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减

少碳排放量，缓解气候变暖。旅游作为一个享

乐的过程，在人们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的今天，

为了减少碳排放量而停止是不现实的，那么就

需要寻找一种尽量不给环境造成破坏的发展方

式。在此大背景下，我们倡导低碳旅游，尤其

是在生态系统脆弱、易受影响的海岛地区更应

坚持这种理念，通过开展低碳旅游活动给海岛

地区带来新的生命力。

1低碳旅游的产生与发展

1．1概念

“低碳旅游”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

中，树立“低碳”意识，将各种旅游消费行为

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并尽量减少碳

排放量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其中包含了政府

与旅行机构推出的相关环保低碳政策与低碳旅

游线路、个人出行中携带环保行李、住环保旅

馆、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较低的交通工具甚至是

自行车与徒步等方面[1]。

1．2产生背景

低碳旅游是由低碳经济催生出来的，“低碳

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

能源自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

济》。它是人类为保护地球而提出的口号，也是

人类追求健康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

标。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一

暖一冷一暖2次波动，总体为上升趋势，进入

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1981—

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O．48℃，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比200年前高出了40％。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引

起海岸滩涂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生态群丧

失、海岸侵蚀，从而造成海岸、河口、海湾自

然生态环境失衡，给海岸带生态环境系统带来

灾难。马尔代夫的美丽海滩令世界各国的旅游

者心驰神往，但这一印度洋上的千岛之国，正

受困于严重的海水侵蚀，并面临着海平面上升

的威胁。马尔代夫全境拥有1190个岛屿，其中

没有任何一个岛屿相对于海平面高出2 m。根据

很多科学家的预测，由于气候变暖的影响，到

210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20～60 cm，马尔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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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多岛屿将被完全淹没。

1．3发展现状

国外的低碳旅游发展起步较早，但也取得

一定成果，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商业和消

费组织(WWF—UK Business and Consumption

Unit，2002)倡导一种假日碳足迹(Holiday

Footprinting)工具，先计算游客的个人碳足迹

分数进而规范或教育游客行为，它传达了与旅

游相关的环境问题，这是在“负责任旅游”的

背景下，提供一个更有益或更广泛的永续发展

的工具和策略。在哥本哈根低碳旅游十分盛行，

酒店中的用品都是可再生性的，旅游者的交通

工具以自行车为主，并拥有自行车专用道和免

费的停车场，在哥本哈根市内，所有交通灯的

变化频率是按照自行车的平均速度设置的，在

这里无处不体现低碳的方式。

在我国，低碳理念已在旅游的各个方面初

见端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2009年7月由10

位上海市民组成的上海第一支自费北极低碳旅

行团的成功出行。作为台湾第一个低碳旅游示

范区，坪林地区采取封溪护鱼的方式，让鱼群

回流，并建设登山步道作为户外活动乐园，取

得了良好的发展效果。马英九担任台湾低碳旅

游的大使，宣传低碳旅游并鼓励市民加入到低

碳旅游行列中，对低碳旅游在台湾地区的盛行

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携程网率先推出碳补

偿计划，鼓励出行者用自己的会员积分兑换树

苗的方式补偿在乘坐飞机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目前对低碳旅游进行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很

多，主要集中在对低碳旅游的基本情况进行介

绍，让旅游者了解到如何进行低碳旅游，并尽

力鼓励旅游者采取这种旅游方式。陈世贤对游

客个人碳足迹与低碳旅游行为意向进行研究，

预测游客在从事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对环境的

可能影响行为，进而在其行为之前进行预防与

宣传[2]。黄文胜以台湾坪林低碳旅游景区建设

的成功经验为基础，提出创建低碳旅游景区，

并在文章中对低碳旅游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3]。萧歌从多个角度对低碳旅游行为进行详

细的介绍，倡导旅游业采取积极对策，转变发

展方式，使旅游业真正成为低碳经济、绿色产

业，从而获得可持续的发展Ⅲ。

2海岛发展低碳旅游的必要性

我国是世界上海岛最多的国家之一，拥有

300万hm2余的管辖海域，其中面积大于

500 m2的海岛就有6 900多个(不含海南岛本岛

和台湾、香港、澳门所属海岛)。众多的岛屿资

源是我国发展海岛旅游业的基础，但在开发初

期，大多采取粗放的发展方式，对海岛环境造

成了严重的破坏。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辽宁

省海岛消失了48个，河北省海岛消失了60个，

福建省海岛消失了83个，海南省海岛消失了51

个[5]。海岛作为特殊的地理单元必须采取科学、

合理的理念，通过开展低碳旅游实现海岛旅游

业的可持续发展。海岛发展低碳旅游的必要性

主要基于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两个角度。

2．1 旅游主体

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总是表现出责任约束

松弛和占有意识外显的行为特征，几乎所有的

研究都证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消费具有

明显的挥霍倾向，这也导致了对海岛地区资源

的过度地消耗。旅游者缺乏道德约束的行为对

海岛地区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节假日过后

游客在海滩上随意丢弃的垃圾、石壁上刻下的

字迹给海岛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有些甚

至是不可恢复的影响[6-7]。以大连长兴岛为例，

该岛作为全国第五大岛，拥有发展旅游业的优

势，其开展旅游活动的时间也较早，但在开发

初期，单纯的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保护，

给海岛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毁坏，沙滩上、海

水里到处是丢弃的垃圾，严重地影响了地区旅

游业的发展，导致游客数量迅速下降。像长兴

岛这样的岛屿在大连不占少数，影响了地区旅

游业的整体形象，削弱地区竞争力。

2．2旅游客体

与内陆及沿海区域相比，海岛地域空间相对

狭小、生态脆弱，资源和空间有限，环境承载力

差，生态系统在干扰下极易退化且不易恢复凹]。

海岛资源一旦被无序、无度、无偿的开发，受到

破坏的生态环境就很难恢复。海岛本身土地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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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物质一般都要从外运输，旅游业的发展给当

地造成更大的赤字。以大连长山群岛为例，其

2004年生态足迹为1．682 5 hm2／人，生态赤字为

O．9338 hm2／人，同时还输出高达25．460 8 hm2／人

的生态足迹，淡水足迹为O．315 0 hm2／人，为整

个大连地区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赤字惊

人[9]。作为开放的经济系统，长山群岛不仅通

过本地消耗造成大量的陆地生态赤字，更通过

向区外输出大量水产品，贡献了巨大的海洋生

态足迹，旅游业的发展使得海岛地区的生态赤

字进一步增大，这使得长山群岛的陆地和海洋

生态系统承受着较大的压力。旅游开发对海岛

区域水体、海岸线、地表水文特征和土壤植被

等自然环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加勒比海、

地中海等开发较早的海岛旅游区，水体污染已

经非常明显。海岛淡水资源匮乏，旅游用水供

需矛盾突出。因为旅游的开展更使当地的水资

源变得紧张，在东南亚等海岛地区，地下水过

度抽取已引起海水入侵，严重威胁地表植物的

生长，居民和旅游者的生活饮用水需要通过船

运才能解决[10-”]。

3大连市发展海岛旅游的背景与现状

3．1海岛资源赋存状况

大连市地处辽东半岛南部，地势北高南低，

自中轴向北方向的渤海和东南方向的黄海倾斜。

大连三面临海，大陆海岸线长约1 288 km，有

岛礁226个，其中东部和南部海区岛屿集中，

约占70％，西部海区约占30％。长海县作为东

北地区唯一的海岛边境县，由近112个岛礁组

成。位于旅顺西北方向渤海的蛇岛，以盛产蝮

蛇闻名中外，为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长兴岛

为全国第五大岛，面积为240 km2。大连市海岛

具体分布如图1所示。

大连岛屿地貌多种多样，按其成因可分为

大陆岛、火山岛、珊瑚岛、冲积岛和陆连岛。

各种不同类型的海岛，都是在特殊的环境和时

间下形成的，景观差异显著，富有特色，具有

很高的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多种地貌风情塑

造了许多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且品位高，具

有观赏、科考价值，是极具吸引力的资源。如

图1 大连市海岛地区分布

海蚀柱、海蚀穴、洞、门、拱桥和海蚀崖等海

蚀地貌。大连岛屿地区拥有历史上留下的各种

千姿百态的人文景观，如长山群岛海军根据地

石碑、隋代五铢钱、老铁山隋唐水师衙门遗址

等，中日甲午海战、解放战争等遗迹，还有现

代的“海上大寨”“三八号渔船”以及三元宫等

宗教建筑。丰富多彩的海岛资源为大连地区发

展海岛旅游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3．2 已开发旅游的海岛状况

现阶段，大连市的较大型岛屿都进行了旅

游开发，发展较好的岛屿主要集中在长海县、

大连市以及旅顺地区，发展旅游项目主要集中

在休闲观光等方面，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

表1大连代表岛屿旅游业发展现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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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大连市发展海岛低碳旅游的思考

大连市作为岛屿资源丰富的地区，拥有发

展海岛旅游业的基础，在开展海岛低碳旅游的

过程中，要科学、合理地规划旅游者的行为，

确保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4．1旅游活动的细节约束

大连市作为海岛旅游目的地，应加强对旅

游者的宣传教育，让旅游者了解到海岛生态系

统的特性，通过向旅游者宣传低碳旅游，让他

们意识到全球变暖形势下减少碳排放量的重要

性以及每个公民对此应负的责任，并用这种理

念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旅游过程中时刻要求

自己，维护海岛的环境，用实际行动作一个低

碳旅游的拥护者。旅游地要鼓励旅游者采取节

俭的方式，不铺张浪费，自带洗漱用品，不使

用酒店提供的塑料制品；倡导游客购买当地的

土产、制品、服务，惠及当地经济形成一种

“反哺”。在加强宣传的同时，尤其是要让旅游

者意识到相对于其他旅游活动，低碳旅游对环

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对此，可以借鉴台

湾坪林地区，给每个海岛设置一个“碳减量计

数器”作为活动的精神堡垒，在游客每一次低

碳之旅活动结束时，导游员就引导游客前去按

下活动减碳计数按钮，计算游客所从事的活动

与一般旅游模式相比较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并由工作人员颁发减碳证书，通过这些来鼓励

旅游者加入到低碳旅游的行列中，增加他们的

荣誉感。

4．2聘请优质的导游员

海岛旅游地可以派遣优质的导游员来引导

旅游者的活动，规范旅游者的行为，向旅游者

讲解如何开展低碳旅游活动。同时可以考虑聘

请当地的居民作为导游员，他们对所生活的地

区比较熟悉，也更加充满感情，他们会自觉地

维护旅游地的环境，避免旅游活动的开展造成

各种负面影响，把低碳旅游贯穿到整个旅游活

动中。大连海岛地区居民一般靠渔业为生，随

着近海资源的逐渐衰退，他们面临着严重的生

计问题，聘请当地居民作为导游的另一优势在

于保证旅游发展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效益，避

免经济漏损，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从而

激励他们对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支持度和关注度。

4．3开展碳补偿活动

低碳旅游的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开展补偿

活动，旅游中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不可避免的，

这需要海岛旅游地在引导旅游者实行低碳旅游

的同时，加强对碳排放的补偿活动。从旅游地

来讲，海岛应根据上岛游客的数量，主动补偿

旅游者活动对海岛的“伤害”，从旅游收益中拿

出一部分资金做补偿性活动。从旅游者角度来

讲，旅游地可以通过让旅游者计算自己在旅游

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来开展补偿活动，可以考虑

栽种纪念树的方式来补偿自己的行为，当然旅

游地也要为旅游者的行为提供便利性，确保补

偿活动的顺利进行。

4．4加强低碳基础设施建设

大连虽然拥有众多的岛屿资源，但小岛和

无人岛居多，在进行旅游开发的同时，应由政

府出面，加大岛上环保设施的建设。以大连的

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不适合在岛屿上建设豪华

酒店，越豪华的酒店其碳的排放量越高，大连

海岛地区应以舒适便捷型酒店为主，最好建农

家乐等接待设施，将岛上居民的住房进行改装，

既环保、又有利于旅游者体验当地的民俗，一

举两得。其次还要加强对旅游运输工具的改善，

目前大连长海县拟建机场，其他交通工具还主

要是以船、快艇等水上交通为主，应该改良交

通工具，使用低污染设备，避免对水体资源造

成污染，在岛上的交通工具选择上，要以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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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为主，既环保又有利于旅游者体验岛上的 [4]萧歌．倡导“低碳化”旅游方式[N]．中国旅游报，

生活。 2008一01—11(4)·

虽然低碳旅游在现阶段仍然是一种新兴的

旅游理念，但在未来的发展中必然成为旅游活

动开展的引领者，尤其是对于像海岛这样地理

环境复杂，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只有开展低

碳旅游才能保证旅游地的长远发展。大连市作

为中国第一个“世界环境500佳”的城市、中

国最美丽的花园式城市、中国第一批优秀旅游

城市，拥有发展旅游业的强大支撑，对于发展

海岛低碳旅游更是提供了坚固的保障。只有在

这样良好的大背景支持下，才能保证低碳旅游

活动的顺利开展，使海岛旅游业实现可持续

发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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