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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回顾极地旅游的发展历史,从旅游路线、旅游业发展状况和相关法律规制3个方面概述

极地旅游的现状。针对我国极地旅游活动不断增多,但存在法律缺失和市场被国外企业垄断的问

题,提出完善法律体系、抓住政策机遇、独立承办项目和开展资源评价的建议,以期促进我国极地

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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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reviewedthehistoryofpolartourismdevelopment,andsummarizedthecur-

rentsituationofpolartourismfromthreeaspects:tourismroute,tourismdevelopmentandrelated

legalregulation.InviewoftheproblemsthatthenumberofthetouristactivitiesinChinaarein-

creasingbutthelawislackingandthemarketismonopolizingbyforeignenterprises,suggestions

onperfectingthelegalsystem,seizingpolicyopportunities,independentlyundertakingprojects

andcarryingoutresourceevaluationwereputforwardtopromotethehealthydevelopmentofpo-

lartourism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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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

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

提高,生态旅游应运而生。极地以其神奇迷人的冰

雪风光吸引着全球游客的目光,极地旅游业悄然

兴起。

1 极地旅游的发展历史

国际普遍认为,最早的南极旅游活动始于20世

纪50年代后期,当时的智利和阿根廷利用海军运输

船载着500余名支付了船费的乘客,赴南极半岛的

南设得兰群岛参观游览。现代意义上的南极旅游

业的开端,以1969年美国企业家和探险家 Lars-
EricLindblad建造的首艘南极旅游船“Lindblad
Explorer”号下水为标志[1]。1961年《南极条约》正
式生效,此后签订的一系列公约和议定书(统称“南
极条约体系”)使南极地区的领土纷争得以解决,南
极旅游业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发展起来。为规范

南极旅游活动和保护南极环境,7个致力于南极旅

游开发的运营商于1991年成立国际南极旅游者协

会(IAATO),其以南极条约体系和南极条约协商会

议(ATCM)的相关建议和措施为指导方针,发展至

今其成员已遍布全球,包括来自美国、英国、阿根廷、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德国等国家的100余家

公司和组织。

北极旅游活动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初,且局

限于在北欧和格陵兰南部地区对北极原住民的探

访。规模化的北极旅游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
游客数量少于南极旅游[2]。与南极相比,北极不是

相对远离其他大洲的陆地,而是被多个国家环绕的

海域,环北极国家对该海域的开发利用存在诸多矛

盾,政治背景较复杂,且没有具体国际条约或组织

为其旅游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导致北极旅游业的

制约因素较多、发展较慢。

2 极地旅游的现状

2.1 旅游路线

极地旅游的项目新颖独特,以观赏冰山峡湾和

特有生物、参观科考站、滑雪、潜水和冰海划舟等为

主,目前有相对成熟的路线。

南极旅游以乘船为主,占全部客流量的93%~
97%[3]。相比于南极大陆,南极半岛向北延伸,与南

美洲大陆距离较近,交通较便捷,气候较温和;根据

IAATO公布的数据,每年前往南极半岛的游客占

南极游客总人数约98.8%。南极旅游的路线主要

分为东线和西线:东线一般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南非前往东部南极大陆;西线一般从南美洲南部的

港口城市乌斯怀亚出发,横渡德雷克海峡前往南设

德兰群岛,或在此路线的基础上增加观光岛屿(包

括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极半岛,即南

极3岛)。游客前往南极点或进行南极徒步旅行一

般搭乘飞机抵达联合冰川后再飞至南极点,采用这

种旅游方式的游客数量较少,价格也更贵。

北极旅游较便捷的路线是游客飞赴芬兰赫尔

辛基后转飞至挪威奥斯陆,再飞至达斯瓦尔巴群

岛、冰岛或格陵兰岛(北极3岛)。游客前往北极点

可选择乘坐破冰船或飞机:破冰船一般选择俄罗斯

于2007年建造的“50年胜利”号核动力破冰船,从

摩尔曼斯克出发,经巴伦支海至北极点,途中会在

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登陆;乘坐飞机可从挪威斯瓦

尔巴的朗伊尔宾飞至北极点附近(89°N)的巴厄诺

冰雪帐篷考察站(BarneoIceCamp),再转乘直升机

至北极点。

2.2 旅游业发展状况

目前南极旅游业在IAATO 的管理下有序发

展,全球50余家旅游探险公司共享船舶和飞机等交

通设施,共同培养专业团队,互通信息、协调行动,

从最初的各自为战逐步走向国际合作[3-4]。根据

IAATO的统计数据,2014—2017年南极游客总人

数快速增长。

由于北极具有特殊战略地位,且缺乏类似于

IAATO等组织的统一管理,其旅游业发展较分散。

2000年后北极旅游业发展明显加快,2008年约有

375航次的旅游船舶到达格陵兰港口和海湾,是

2006年的2倍[5]。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旅游业发展

也十分强劲:1990年以来冰岛旅游业的年增长率一

直保持在9%以上;2012年格陵兰岛接待游客约

4万人,相当于该岛人口总和[6]。

2.3 法律规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南极地区目前已形成以南

极条约体系和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文件为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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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法体系。《南极条约》制定的目的是解决南

极地区的领土主权争端和全面保护南极资源环境,

随着游客日益增多,南极条约体系对于南极资源环

境保护的规制从科学考察逐步扩展到旅游活动,如

1991年《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及其附件扩展

了南极条约体系的规制范围,其中每个附件都有直

接明确或间接涉及旅游活动的规定[7]。除普遍适用

的国际法外,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

挪威和瑞典等都制定了本国的南极资源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以规范本国公民在南极地区的活动[8]。

由于北极地区是被冰覆盖的海洋,目前已有的

国际法主要围绕其环境保护和通行安全:《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二三四条的“冰封条款”专门适用于

北极海域的环境保护[9];2017年《极地水域船舶操

作国际规则》为船舶安全通过北极海域和防止船舶

造成污染提供较全面的保障,是首部具有强制约束

力的极地海域航行规则。然而至今没有专门的国

际法界定北极的法律地位,北极法律秩序不成体

系[10],对旅游活动更是缺少具有针对性的 法 律

规制。

3 我国极地旅游活动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极地旅游越来越受我国高收入人群的青

睐,发 展 态 势 良 好。根 据IAATO 的 最 新 数 据,

2016—2017年世界各地到南极旅游人数占前5位

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德国和英国,

反映我国南极旅游的市场需求庞大。与此同时,我

国北极旅游的热度也持续升温。

目前南极地区还未被我国政府正式列入中国

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具体的旅游管理条例也未颁

布。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有的不具有境外效力,

有的仅适用于科学考察活动。2018年2月9日,原

国家海洋局正式发布《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管理规

定》,明确列出包括旅游在内的南极活动的组织者

和参与者禁止开展的违规事项和管理办法。尽管

如此,在赴极地旅游的国内游客日益增多的情况

下,我国相关立法仍处于起步状态,无法有效保障

我国游客的权益。

旅游市场方面,目前国内经营极地旅游项目的

企业较少,主要是一些高端定制旅行社和旅行社下

属的高端定制机构。这些旅游企业虽提供多条极

地旅游线路,但主要经营方式是与外国公司合作,

除在IAATO拥有船只代理权外几乎没有话语权,

规则的制定和资源的享有大都由外国公司掌控。

目前经IAATO认证的交通工具(船只和飞机)主要

分布于欧美地区,其中又以美国和英国为主;根据

IAATO的最新数据,2016—2017年中国游客在赴

南极旅游时选择的交通工具全部来自于国外,以美

国、法国和挪威居多,垄断局面明显。

4 对我国发展极地旅游业的建议

4.1 完善法律体系

借鉴其他国家极地旅游法律法规的经验,尽快

完善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相关管理部门

尽快理顺关系以及出台行业法规、操作程序和实施

办法等。

同时,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鼓励国内

开展极地旅游业务的企业积极申请加入IAATO,

学习和遵守相关国际规则,从多个层面与国际接

轨,降低承担国际责任的风险[4]。

4.2 抓住政策机遇

2016年《“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确定了未

来5年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安排,创造性地提出

实施旅游外交战略,开展“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合

作,推动航权开放、证照互认、车辆救援和旅游保险

等合作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

联合打造国际旅游精品线路;2017年《“一带一路”

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我国希望积极参与北极利

用与开发,愿同各方共同开展北极航道综合科学考

察,同时支持北冰洋周边国家改善北极航道运输条

件,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利用,共

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这些政策

规划为我国极地旅游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促进更

多的国内旅游企业参与。

4.3 独立承办项目

目前极地旅游业的国内市场占全球市场的份

额逐年上升,应逐步打破国外垄断局面,如自主研

发破冰船、培养高素质从业人员和加强人才培养方

面的国际合作等。我国旅游企业一旦能够相对独

立地承办极地旅游项目,在制定规则和享有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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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就有了较高的自主权,可更好地保障国内游客

的权益;通过减少代理商的费用降低运营成本,在

价格上体现更高的竞争力,消费市场也会随之扩大。

4.4 开展资源评价

旅游资源评价一直是旅游研究中的热点。我

国于20世纪90年代末发布国家标准《旅游区(点)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1999),于

2003年发布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GB/T18972—2003)[11]。国家标准提出可操作的

旅游资源综合利用的评价方法,但主要适用于国内

旅游资源评价,对于极地区域不完全适用。因此,

应借鉴现有标准框架,建立符合极地特点的旅游资

源评价体系,从自然资源条件、旅游环境影响、开发

条件及其影响因素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系统

评价极地旅游资源;开展极地旅游资源专项调查和

评估,明确极地旅游资源的类型、分布和特点,提供

基础资料和决策建议,进而推动我国极地旅游业的

规范和有序发展。

5 结语

作为人类仍极少踏足的地球区域,极地吸引着

全球游客的目光,是世界最大的特色旅游资源宝库

之一。国际极地旅游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较成

熟和有序,已建立相关管理组织和法律体系。我国

极地旅游业发展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我国应

尽快填补立法空白,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加速与国

际极地旅游业接轨;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机

遇,建立极地旅游自主品牌,积极开辟国内市场,提

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开展前期资料搜集和实地

考察,充分掌握极地旅游资源的类型、分布和特点,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多措并举,推动国内

极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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