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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足迹的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探析

林晓燕，薛雄志
（厦门大学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文章采用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较为前沿的生态足迹方法，借鉴前人研

究成果，引入旅游生态足迹子模型来定量衡量测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实证研究方面，

对广东南澳岛的旅游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承载力进行测度，探讨并分析海岛旅游发展的共性

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南澳岛为代表的我国海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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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生态足迹与生态旅游的概念与模型

１．１　概念

生态足迹概 念 由 加 拿 大 生 态 经 济 学 家 Ｒｅｅｓ

于１９９２年提出后，其博士生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对其

进行完善［１，２］，将其定义为 “能够持续地向任何

已知人口 （某 个 人、某 个 城 市 或 某 个 国 家）提

供他们消 费 的 所 有 资 源 和 吸 纳 他 们 产 生 的 所 有

废弃物所 需 的 生 物 生 产 土 地 的 面 积 （包 括 陆 地

和水域）”。即 生 态 足 迹 是 通 过 计 算 得 到 维 持 现

在的生产 生 活 方 式 所 需 要 的 土 地 面 积，从 而 直

观地表 明 人 们 的 社 会 活 动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程 度。

进一步地，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等［２］人将其完善和发展

为 “生态足迹模型”，寻求从生态与经济两个角

度与层面 来 探 讨 对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测 度。生 态 足

迹模型是 一 组 基 于 土 地 面 积 的 量 化 指 标，该 模

型计算方法 相 对 简 便，结 果 较 为 直 观，较 具 区

域可比性，因 此 很 快 得 到 有 关 政 府 部 门、国 际

组织和研 究 机 构 的 认 可，成 为 国 际 上 相 关 领 域

可持续发展度量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生态足迹 主 要 从 需 求 层 面 计 算 生 态 需 求 的

大小，从供给 层 面 计 算 生 态 承 载 力 的 大 小，通

过对这二 者 的 比 较 来 评 价 研 究 对 象 的 可 持 续 发

展状况，通 过 计 算 现 今 一 定 区 域 内 的 人 类 为 自

身生存，利 用 自 然 资 源 的 量 来 评 估 其 对 生 态 系

统的影响。借 鉴 生 态 足 迹 的 概 念，旅 游 生 态 足

迹 （ｔｏｕｒｉｓｔ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ＴＥＦ）可 理

解为：某区 域 支 持 一 定 数 量 游 客 的 旅 游 活 动 所

消耗的所 有 资 源，以 及 吸 纳 这 些 旅 游 活 动 所 产

生的 所 有 废 弃 物 所 需 要 的 生 物 生 产 土 地 面

积［３－６］。本研究将应用生态足迹方法对海岛旅游

可持续发 展 潜 力 进 行 测 度，并 进 一 步 指 导 于 海

岛生态旅游开发。

生态旅游可定义为：以生态学 原 则 为 指 针、

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所展开的一种既能

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生

态工程和旅行活动［７］。笔者对生态旅游的理解倾

向于较为综合的 “旅游产品和发展模式论”［７］，它

是个较为系统的概念，生态旅游的客体主要是自

然景观和传 统 文 化 景 观；受 益 者 不 仅 是 开 发 商、

旅游经销商、游客，还有当地居民和政府；而生

态旅游的实施主体包括负责区域旅游开发的政府

（含当地居民、企业等），开发旅游产品的旅游企

业以及具体实施旅游这个消费方式的旅游者，这

３个层面上的实施主体对生态旅游都起着核心作

用，只有３个层面共同作用，才能有效促进区域

生态旅游的发展。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管理方式

也应从游客第一转变为 “生态环境保护第一，游

客保护生态环境”，从而有利于协调经济、社会和

生态效益［８］。

１．２　模型

生态足迹具体计算公式［９］：

ＥＦ ＝Ｎ×ｅｆ＝Ｎ×ｒｊ×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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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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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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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ＥＦ为 所 测 区 域 总 的 生 态 足 迹；ｅｆ 为 其

人均生态足迹；Ｎ 为人口数；ｊ为６类生态性土

地类型；ｒｊ 为均衡因子；ｉ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

类型 （Ｉ＝１，…，ｎ）；ｎ为消费 项 目 数；ａａｉ为

ｉ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Ｃｉ 为ｉ种商

品的人均 消 费 量；Ｙｉ 为ｉ种 消 费 商 品 的 全 球 平

均产量；Ｐｉ 为 资 源 生 产 量；Ｅｉ 为 资 源 出 口 量；

Ｉｉ 为资源进口量。

生态系统承载力公式［１０］为：

ＥＣ＝Ｎ×（ｅｃ）＝Ｎ×
６

ｊ＝１

（ａｊ×ｒｊ×ｙｊ）

式中：ＥＣ 为 区 域 总 人 口 的 生 态 承 载 力 （ｈｍ２／

人），Ｎ 为 人 口 数，ｅｃ 为 人 均 生 态 承 载 力

（ｈｍ２／人），ａｊ 为人均生 物 生 产 面 积，ｒｊ 为 均 衡

因子，ｙｊ 为 产 量 因 子。均 衡 因 子 和 产 量 因 子 皆

来自全球 足 迹 网 络 中 国 家 生 态 足 迹 账 户 计 算 基

本方法和框架。

生态系 统 承 载 力 与 生 态 足 迹 的 对 比，则 可

以反映当 地 生 态 情 况 是 存 在 生 态 盈 余 还 是 生 态

赤字，从而 判 断 当 地 人 民 发 展 社 会 经 济 对 该 地

区自然生 态 系 统 所 提 供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需 求 是

否超过供给，该区域的发展是否可持续。

２　南澳岛旅游发展现状

２．１　南澳岛旅游发展现状

南澳县发展旅游业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２００７年南澳县 将 旅 游 业 确 定 为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主

导产业，不断 加 大 旅 游 规 划 和 招 商 力 度，在 更

高层次上加 快 旅 游 业 的 发 展。近 年 来，南 澳 县

获得了众 多 荣 誉 和 称 号，主 要 有：联 合 国 “东

山———南澳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管 理 项 目 示 范 区”、

全国双拥模 范 县、广 东 最 美 丽 的 岛 屿、省 级 国

际候鸟自然保护区等。“十一五”期间，全县旅

游经济 持 续 增 长，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９．５亿 元，

接待游客２９５．４８万人次。２０１２年南澳岛旅游人

次８１．７万，旅游收入２．９亿［１１］。

２．２　南澳岛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比较

根据南 澳 县 旅 游 局 和 《汕 头 市 海 洋 功 能 区

（修改）》 （２０１１）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２０１２年

南 澳 岛 居 民 和 游 客 生 态 足 迹 总 和 为

２３　００６．４ｈｍ２，生态系统承载力为３１　７７６．５ｈｍ２，

因此存在生态盈余８　７７０ｈｍ２［１２］。这说明当地旅

游开发对当地的生态影响暂时没有超出生态承载

力范围 （表１）。

表１　南澳岛２０１２年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及生态承载力

项目 耕地 建筑用地 林地 水域 合计

面积／ｈｍ２　 ４５１　 ２　０３０　 ７　０１３　 １４　４０１．２　 ２３　８９５．２

生态承载力／ｈｍ２　 １　９２４　 ８　６６２　 １０　６０４　 １４　９１９．６　 ３６　１０９．６

扣除１２％生物多样性保护

面积后的承载力／ｈｍ２
１　６９３　 ７　６２３　 ９　３３１　 １３　１２９．３　 ３１　７７６．３

人均生态系统承载力

／ （＊１０－４ｈｍ２／人）
２７９．７２　 １　２５９．３２　 １　５４１．６６　 ２　１６９．０９　 ５　２４９．８

　　同时应看到：

（１）旅游 者 的 大 量 涌 入，不 但 增 加 了 “旅

游生态足迹”，对当地生态系统承载力带来较大

压力，同时通过旅游消费的 “示范效应”，引致

当地居 民 的 消 费 方 式 发 生 转 变，增 大 “区 域 本

底生态足迹”，未来旅游者、居民两个方面生态

足迹的大 幅 攀 升，将 造 成 对 南 澳 岛 生 态 系 统 的

强大压力。

（２）海岛 的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脆 弱，地 域 结 构

简单，环境相 对 封 闭；海 岛 旅 游 对 自 身 生 态 与

环境的依 赖 性 极 强，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制 约 了 海 岛

进行 大 规 模 的 旅 游 开 发；依 据 全 球 足 迹 网 络

２０１１年的国家 生 态 足 迹 账 户 计 算 基 本 方 法 和 框

架，耕地对应的土地产量因子为１．７，而林地仅

为１．２。南澳岛占主导地位的林地面积与较小比

例的耕地 面 积，使 得 其 生 态 承 载 力 计 算 结 果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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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随着 当 地 居 民 人 口 的 增 加，摆 脱 贫 困、提

高收入水 平 诉 求 的 增 强，居 民 对 自 然 环 境 资 源

的依赖程度将加强，对南澳岛的威胁将更大。

旅 游 是 一 种 对 自 然 资 源 和 能 源 需 求 高 的

生 活 方 式，旅 游 开 发 对 当 地 产 生 的 重 要 影 响

不 容 忽 视。广 东 省 从１９９０年 的 人 均 生 态 盈 余

０．６７８　６１９　６３ｈｍ２／ａ，到１９９７年 的 人 均 生 态

赤 字０．３５９ｈｍ２／ａ，再 到２００６年 的 人 均 生 态

赤 字１．７５６　８５７　１７ｈｍ２／ａ［１３］，生 态 赤 字 不 断

加 剧，反 映 了 广 东 省 社 会 经 济 在 有 限 的 自 然

生 态 承 载 力 上 处 于 不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状 态。同

处 于 广 东 省 的 南 澳 岛 因 为 历 史 等 种 种 原 因，

经 济 发 展 节 奏 相 对 缓 慢，生 态 状 态 也 相 对 较

好［１４］。如 何 以 广 东 省 为 戒 来 发 展 当 地 经 济 特

别 是 旅 游 业，是 南 澳 岛 面 对 的 关 键 问 题 之 一。

旅 游 生 态 足 迹 的 深 入 分 析 对 南 澳 岛 生 态 旅 游

开 发 显 得 十 分 必 要。

３　基于生态足迹的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

探析

３．１　南澳岛发展生态旅游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根据南澳县政府提供的资料 ［１５］，假设游客

人数每年 按 一 定 比 例 增 长，人 均 旅 游 生 态 足 迹

按２０１２年的保持不变，则当地旅游生态足迹至

少也是同比 例 增 长。也 就 是 说，即 使 在 不 改 变

人均生态 足 迹 的 前 提 下，南 澳 县 未 来 的 旅 游 生

态足迹也将 大 幅 增 加；另 一 方 面，若 合 理 规 划

建设用地，生 态 承 载 力 变 化 则 不 会 太 大。因 此

可以预见，当地生态赤字即将出现并迅速扩大。

生态足迹 的 增 加 意 味 着 对 自 然 资 源 的 利 用 程 度

加大，消费水平的上升和人口膨胀是主要原因。

因此，单纯 从 经 济 增 长 角 度 来 规 划 旅 游 开 发 特

别是旅游 人 口，将 会 给 环 境 带 来 巨 大 的 负 面 影

响［１５］。经济发 展、居 民 收 入 提 高 意 味 着 资 源 开

发和利用 的 增 长 在 所 难 免。资 源 利 用 强 度 和 消

耗量大小 决 定 了 生 态 环 境 的 支 撑 能 力。从 目 前

的生态盈 余 来 看，南 澳 岛 有 一 定 的 旅 游 资 源 利

用空间，发 展 生 态 旅 游 具 备 良 好 的 时 机 和 充 分

的资源准备。从 可 持 续 发 展 角 度 看，发 展 生 态

旅游是平 衡 经 济 发 展 和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的 有 效 方

式，打 造 海 岛 旅 游 精 品 才 是 南 澳 岛 的 明 智 之

选［１６］。

３．２　基于生态足迹的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建议

３．２．１　关于旅游景区开发的建议

（１）坚持 环 境 保 护 原 则：根 据 南 澳 岛 资 源

状况和发展 水 平，最 大 限 度 地 保 护、管 理 和 利

用当地旅游 资 源，进 行 适 度 开 发；对 已 开 发 景

区中那些 不 可 替 代 的 或 很 难 修 复 的 生 态 旅 游 资

源，应作为 规 划 和 经 营 管 理 的 重 点 保 护 对 象；

加强对当 地 珍 稀 资 源 的 保 护，加 强 环 境 管 理 与

监测技术 手 段 的 利 用 与 创 新，全 面 加 强 当 地 生

态环境的保护［１７］。

（２）合 理 安 排 开 发 时 序：谋 定 而 后 动，做

好科学合 理 的 整 体 规 划，按 批 次 分 先 后 进 行 开

发，以较具 优 势 和 开 发 潜 力 的 景 区 为 优 先 开 发

对象，提高开 发 深 度，建 设 海 陆 并 行 的 生 态 景

区，带动周遭 组 成 旅 游 线 状 群 体，在 尽 量 不 破

坏生态景 观 和 不 干 扰 生 态 活 动 群 体 的 前 提 下 构

建生态旅游带［１５］。

３．２．２　关于旅游消费项目的建议

通过对 南 澳 岛 旅 游 生 态 足 迹 的 研 究 发 现，

旅游餐饮、旅游交通和旅游购物占了绝大部分，

旅游住宿和 旅 游 观 光 所 占 比 例 较 小。因 此，调

整游客饮 食 结 构、减 少 旅 游 交 通 能 源 消 耗 和 生

态旅游商品消费的引导最为关键。

（１）交通方式

结合 当 地 旅 行 社，开 发 合 理 的 旅 游 线 路，

避免观光 和 购 物 线 路 重 复，从 而 减 少 在 旅 游 交

通上造成 的 不 必 要 的 生 态 足 迹 的 增 加；同 时，

将交通融 入 旅 游 过 程，如 借 鉴 台 湾 地 区 和 厦 门

市，以环岛路 为 轴 线，在 尽 量 少 地 破 坏 海 岸 线

资源 （包括 农 舍）的 前 提 下，系 统 地 进 行 基 础

设施改造 和 旅 游 设 施 建 设，使 环 岛 路 成 为 连 接

岛上各主 要 园 区 和 景 点 的 旅 游 观 景 通 道、休 闲

大道、形象 和 品 牌 展 示 大 道［１８］，形 成 蓝 色 海 面

和农村原 野 结 合 的 环 岛 综 合 景 观 带；在 旅 游 服

务区、度假区 等 住 宿 设 施 内，鼓 励 过 夜 游 客 车

辆存放，多进行公共交通方式宣传和引导。

海上、岛 上 旅 游 交 通 设 计 以 尽 量 避 免 对 自

然生态环 境 的 污 染 和 破 坏 以 及 对 海 洋 生 物 的 影

响为原则。道路网络科学规划，实行道路分流；

环岛沿途 景 观 及 停 车 点 的 建 设，可 有 效 分 流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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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和人流；车 行 道 尽 可 能 远 离 生 态 脆 弱 区，道

路走向及 停 车 场、交 叉 口 节 点 的 选 址 要 尽 量 无

损于生态，与 滩 涂 环 境 协 调，和 原 生 地 貌 保 持

一致，为水土 保 持 着 想；交 通 配 套 标 志 要 求 醒

目明确，宣传和规范并重［１９］。

绿色交 通 工 具：对 生 态 足 迹 贡 献 最 大 的 交

通，公 共 汽 车 相 比 小 轿 车 来 说，不 仅 污 染 小，

占用的道路 和 停 车 用 地 更 为 经 济。因 此，在 岛

上重点建 设 旅 游 客 运 站 点，由 政 府 出 资 运 营 环

保的环 岛 旅 游 公 交 巴 士 （天 然 气）和 电 瓶 车 为

主。提倡绿色 旅 游 交 通，鼓 励 旅 游 者 使 用 更 为

环保的电 瓶 车 和 采 取 自 助 自 行 车 租 赁 的 方 式 来

有效减少交通生态足迹。

随着南 澳 大 桥 的 通 车，原 有 码 头 可 开 发 为

货运码头 以 及 将 来 的 游 轮 码 头，海 上 旅 游 的 有

效补充将 对 岛 上 游 客 的 分 流 起 到 明 显 作 用，游

轮提供的 吃 住 行 与 现 有 旅 游 方 式 相 比 都 将 一 定

程度上减少 生 态 足 迹。但 是，要 严 格 控 制 港 口

和码头的建 设 用 地，要 求 与 周 边 环 境 协 调。海

上旅 游 线 路 要 开 发 合 理，不 影 响 当 地 水 产 养

殖［２０］。

（２）餐饮结构

通过对南 澳 岛 旅 游 餐 饮 生 态 足 迹 的 计 算 可

以看 出，海 产 品 和 肉 类 消 费 分 别 占 了４２％和

３２％。从全球平均产量来看，生产１ｔ鱼和１ｔ肉

所需的生 物 生 产 性 面 积 分 别 是 生 产１ｔ稻 谷 的

６１８倍和３　７１０倍［２１］。因此，将鱼类和肉类的消

费尽量引 导 向 （有 机）瓜 果 蔬 菜 类 的 消 费，将

有助于降 低 南 澳 岛 旅 游 餐 饮 生 态 足 迹。同 时，

可以集中力量打造 “绿色餐馆”。

绿色 餐 馆，布 置 及 餐 具 应 符 合 环 保 要 求，

减少一次 性 物 品 的 使 用；提 倡 绿 色 服 务 操 作 规

范，经济点菜；制定餐馆生态采购和供应制度，

多开发具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菜 肴，鼓 励 生 态 餐 馆 与

绿色蔬菜 瓜 果 企 业 联 盟，鼓 励 有 机 蔬 菜 种 植，

严禁过度捕 捞；减 少 物 质 和 能 源 投 入，减 少 废

物排 放，提 高 环 境 效 益；开 发 环 保 型 食 品，可

举办绿色 食 品 节，引 导 从 居 民 到 游 客 的 文 明 消

费方式［２２］。

（３）旅游住宿

从南澳岛旅游住宿生态足迹 （表２）可以看

出，能源足迹占８４．３２％，远高于建筑用地足迹。

表２　２０１２年南澳岛旅游住宿生态足迹

旅游住宿生态

足迹／ｈｍ２

人均

／ （＊１０－４ｈｍ２／人）

建成地生态

足迹总量／ｈｍ２
百分比／％

能源消费的化石能源

地生态足迹／ｈｍ２
百分比／％

２５５．０８　 ３．１２２　２　 ４０　 １５．６８　 ２１５．０８　 ８４．３２

数据来源：南澳县旅游局 ．

　　这意 味 着，控 制 旅 游 住 宿 足 迹 的 关 键 在 于

控制住宿 设 施 的 能 源 消 耗。而 随 着 南 澳 岛 的 开

发，高星级的 酒 店 建 设 在 所 难 免，所 带 来 的 资

源消耗也 将 更 高，因 此 环 保 材 质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的应用、节能降耗和建设生态 （绿色）酒店／饭

店的观念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４）旅游购物

南澳地 区 虽 然 海 产 品 和 优 质 土 特 产 较 多，

但未形成 加 工 规 模 和 产 品 系 列，也 缺 乏 大 型、

高档的旅 游 购 物 中 心，更 不 用 提 旅 游 商 品 批 发

系统了。游客 的 旅 游 购 物 支 出 不 多，购 物 足 迹

较小。随着今 后 旅 游 购 物 设 施 的 兴 建，旅 游 购

物足迹的增 加 在 所 难 免。因 此，便 捷 生 态 的 旅

游一站式服务 （集散中心），亩产量高的生态旅

游产品的挖掘和品牌打造显得尤为重要。

（５）旅游产品

不同的旅游产品，其 旅 游 资 源、旅 游 设 施、

旅游服务、旅 游 购 物 品 和 旅 游 交 通 方 式 都 是 不

同的。同 样 是 度 假 旅 游 产 品，时 期 不 同，地 区

不同，提供的 设 施 和 服 务 不 同，其 生 态 足 迹 就

有 很 大 的 差 异。例 如，人 均 旅 游 住 宿 足 迹，

２００６年兴义市为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７１ｈｍ２［２３］，２００４年

黄山市为０．００３　３２５ｈｍ２［２４］，２００４年九寨沟景区

为０．００８　１２ｈｍ２［２５］，而 ２０１２ 年 的 南 澳 岛 为

０．０００　３１２ｈｍ２，暂 时 不 算 太 大。通 过 对 旅 游 生

态足迹的 分 项 比 较，可 明 晰 不 同 地 区 不 同 的 生

态需求和 自 然 资 源 消 耗，有 利 于 综 合 各 个 方 面

要素，打造有 南 澳 特 色、文 化 内 涵 丰 富 的 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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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品，深 层 次 开 发 的 同 时 兼 顾 变 废 为 宝；

积极开发生 态 旅 游 用 品，如 潜 水、露 营 和 垂 钓

器具等。为 了 使 南 澳 岛 旅 游 购 物 生 态 足 迹 的 土

地类型合理 化，应 开 发 宣 传 占 用 林 地、草 地 和

水域等生 产 性 土 地 的 旅 游 产 品，使 旅 游 商 品 多

样化；应培育 旅 游 商 品 生 产 基 地，建 设 旅 游 商

品设 计 开 发、生 产 加 工、展 览 展 示、集 散 交 易

为一体的 旅 游 商 品 基 地，从 而 进 一 步 促 使 旅 游

购物生 态 足 迹 合 理 化；引 入 ＤＩＹ （游 客 自 制 旅

游工艺品）项目。

４　结束语

本研究 通 过 实 证 研 究 发 现：平 地 面 积 仅 占

全岛６．４％的广东南澳岛，生态承载力较弱；旅

游生态足 迹 因 为 目 前 略 显 无 序 的 开 发 而 相 对 较

大，其中旅游者的规模、空间行为、饮食结构、

住宿设施 的 规 模、档 次 以 及 当 地 居 民 人 口 数 等

是主要影响 因 素；其 旅 游 生 态 足 迹 中，化 石 能

源地所占 比 例 较 大，说 明 旅 游 活 动 能 源 消 耗 对

南澳岛生态 环 境 的 影 响 很 大；旅 游 餐 饮、旅 游

交通 和 旅 游 购 物 这３个 生 态 足 迹 占 了 旅 游 生 态

足迹的绝 大 部 分，旅 游 住 宿 和 旅 游 观 光 所 占 比

例较 小。因 此，减 小 旅 游 餐 饮、交 通 以 及 购 物

的生态足 迹，增 加 旅 游 住 宿 和 旅 游 观 光 设 施 的

建设对于 平 衡 其 旅 游 生 态 足 迹 总 量 有 着 重 要 意

义；对比生态 足 迹 和 生 态 系 统 承 载 力，发 现 其

略有生态盈 余，有 进 行 旅 游 开 发 的 潜 力。但 随

着旅游开发 力 度 的 加 强，旅 游 人 口 的 增 长，其

旅游生态 足 迹 的 增 加 将 在 所 难 免，减 少 人 均 旅

游生态足 迹 是 当 地 旅 游 开 发 面 临 的 最 大 挑 战 之

一。因此，必须在进行生态旅游开发之前制订合

理、可行、可 持 续 的 开 发 方 案，为 当 地 政 府、

旅游企业 乃 至 旅 游 者 们 找 出 保 护 和 发 展 双 赢 的

方法与手段。

降低生态 足 迹 增 长 不 能 仅 局 限 于 家 庭 或 者

是游客，更 需 延 伸 到 与 产 品 生 产 和 服 务 提 供 有

关的经济 部 门。在 生 态 系 统 承 载 力 保 持 稳 定 的

前提下，要降 低 生 态 足 迹，就 得 在 提 高 生 产 效

率的 同 时，也 注 重 改 变 消 费 模 式。当 然，不 管

是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承载力的具体方法探讨，

还是其他 工 具 的 应 用，都 是 为 了 给 开 发 者 一 个

警醒，关键 在 于 开 发 者 是 否 能 以 发 展 的 眼 光 去

做整个海岛 （地方）的定位以及如何贯彻到底。

笔者希望 在 发 展 当 地 经 济 的 同 时，能 够 摸 索 出

一种可持 续 发 展 的 海 岛 旅 游 开 发 模 式；同 时 更

希望它能 起 到 示 范 引 导 的 作 用，带 动 当 地 乃 至

其他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参考文献

［１］　ＲＥＥＳ　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ｈａｔ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ｕｔ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Ｕｒｂａｎ，１９９２（４）：１２１－１３０．

［２］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Ｍ，Ｒｅｅｓ　Ｗ．Ｏｕ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Ｍ］．Ｇａｂｒｉｏｌａ　Ｉｓｌａｎｄ：Ｎｅｗ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６：６１－８３．

［３］　徐娥 ．盐 城 海 滨 湿 地 旅 游 生 态 足 迹 分 析 与 生 态 旅

游可 持 续 开 发 研 究［Ｄ］．南 京：南 京 师 范 大 学，

２００６．

［４］　席建超，葛全胜，成升魁，等 ．旅游消费生态占用初

探：以北京市海外入境旅游者为例［Ｊ］．自然资源学

报，２００４，１９（２）：２２４－２２９．

［５］　杨桂华，李鹏 ．旅游生态足迹的理论意义探讨［Ｊ］．

旅游学刊，２００７，（２）：５４－５８．

［６］　章锦河，张捷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及黄山市实证分

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４，５９（５）：７６３－７７１．

［７］　张 红 梅 ．生 态 旅 游 规 划 理 论－方 法 与 实 践 研 究

［Ｄ］．太原：太原理工大学，２００８．

［８］　俞颖奇 ．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

贵州 省 兴 义 市 为 例［Ｄ］．北 京：中 央 民 族 大 学，

２０１２．

［９］　ＲＥＥＳ　Ｗ　Ｅ，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Ｍ．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ｔｕｒｎｉｎｇ　ａ　ｂｌｉｎｄｉｎｇ　ｅｙｅ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１９９８，（２９）：４７－５２．

［１０］　ＨＡＮＤＩ　Ｐ，ＢＡＲＧ　Ｓ，ＨＯＤＧＥＲ　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１９９７，（１７）：４９－５１．

［１１］　李萍，周厚诚，黄卫 凯，等 ．广 东 省 南 澳 岛 的 生 态

旅游资源 及 开 发 战 略［Ｊ］．生 态 科 学，２０００，１０

（４）：９０－９４．

［１２］　广 东 省 南 澳 县 ．南 澳 海 岛 旅 游 产 业 园 总 体 规 划

［Ｚ］．２０１２．

［１３］　杨林安，罗继文，黄弈，等 ．广东省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

生态 足 迹 及 承 载 力 研 究［Ｊ］．江 西 农 业 学 报，

２０１０，２２（６）：１４３－１４８．

［１４］　袁丁，黄学佳 ．五问 南 澳 谋 定 后 动 发 展 高 端 旅 游

［Ｎ］．南方日报，２０１２－０８－２１（Ａ０６）．



第８期 林晓燕，等：基于生态足迹的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探析 １０５　　

［１５］　中山 大 学 ．《南 澳 海 岛 旅 游 产 业 园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Ｒ］．南澳县政府提供，２０１２．

［１６］　ＨＡＲＴＷＩＣＫ　Ｊ　Ｍ．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１９９０，４３：２９１－３０４．

［１７］　刘康 ．海 岛 旅 游 模 式 及 环 境 影 响 对 策 分 析：以 青

岛为例［Ｊ］．海洋开发 与 管 理，２００８，２５（９）：１０２－

１０９．

［１８］　郑梦婕 ．南澳 打 造 顶 级 海 岛 旅 游 目 的 地［Ｎ］．汕

头日报，２０１２－０８－１３（００１）．

［１９］　李坚成，陈非 ．基于 区 位 条 件 的 南 澳 海 岛 旅 游 发

展转型与创新［Ｊ］．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２００９，１０（１）：２１－２３．

［２０］　汕头市统计 局 ．汕 头 市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２［Ｍ］．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１］　世界自然基 金 会，全 球 足 迹 网 络，中 国 科 学 院 地

理科学 与 资 源 研 究 所，等 ．中 国 生 态 足 迹 报 告

［Ｒ］．２０１３．

［２２］　张新 ．基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区域旅游开发评价

及开发模式研究［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１１．

［２３］　俞颖奇 ．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贵州省兴义 市 为 例［Ｄ］．北 京：中 央 民 族 大 学，

２０１２．

［２４］　章锦河，张 捷 ．旅 游 生 态 足 迹 模 型 及 黄 山 市 实 证

分析［Ｊ］．地理学报，２００４，５９（５）：７６３－７７１．

［２５］　章锦河，张 捷 ．九 寨 沟 旅 游 生 态 足 迹 与 生 态 补 偿

分析［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５（５）：７３５－７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