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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陵山区自然生态资源保存良好，文化生态资源丰富多样，生态资源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支撑作用。武陵

山区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缺乏宏观规划、破坏本土生态、冲击生态文化的潜在问题，这不利于该区域生态资源价值的

提升和旅游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生态资本提升是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的重要目标，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路

径。文章以生态资本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武陵山区旅游产业与生态资本的互动关系，得出两者之间存在横向网络关系

和纵向时序关系，继而提出了以生态资本提升促进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武陵山区各地区之间应该注重

旅游发展的统筹协调，进行科学的旅游规划，应注重旅游生态数据的统计和旅游生态系统的监测，应提升旅游生态服

务价值，注重产业互动发展，还应该注重挖掘文化生态资源，提升旅游产业的整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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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Enhance of the Ecological 
Capital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SHI Yuding, LI Jian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well-preserved natural ecological resources, rich and diverse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resources, ecological resources play a suppor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Wuling Mountain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nce of lack of macroscopic plan, destroy native ecosystems,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he problem,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in the reg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Enhancing the ecologic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important goal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logical capital 
theory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cological tourism in Wuling Mountain Capital, drawn between the two 
horizontal network relationship and vertical timing relationships. Then we propose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ecological capit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Wuling Mountain, between regions we should focus on Wuling Mountai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scientific tourism planning, tourism should focus on ecological data, ecological monitoring tourism, 
eco-tourism should upgrade service and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ve industry,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enhance the overall value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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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丁等

2014 年 8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

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强旅游发

展动力。2015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了 2020 年的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目标。2015 年 10 月 26 ～ 29 日召开的中共

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写入五年规划。

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良好，生态资源丰富多样，在武陵

山区旅游产业深入发展过程中，以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

化，进而通过生态资本的提升促进旅游资源开发与产业改

革是顺应我国政策导向的必要举措。本文通过分析武陵山

区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资本提升之间的横向网络关系与纵

向时序关系，结合田野考察、数据分析，提出以生态资本

提升促进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路径。

1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问题呈现

1.1  武陵山区已开发旅游资源分析

武陵山区地处我国第一阶梯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带，地

形复杂，自然景观独特，在北纬 30° 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

的自然旅游资源。武陵山区地处渝黔湘鄂三省一市的交接地

带，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人群，由于交通比较闭塞，在浓

郁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

这里山同脉、水同源、树同根、人同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不同的少数民族共同构成了武陵山区特色旅游资源。

武陵山区已开发旅游资源中有 5 个国家 5A 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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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个国家 4A 级景区，其中以自然旅游为特色的景区占

67%，以人文旅游为特色的景区占 33%。除此之外，武陵

山区不同的旅游资源也被开发为档次不等、类型迥异的旅

游产品。在武陵山区已经形成多个以 5A、4A 旅游景区为

核心，以中档、低档旅游景区为外缘的“核心—外缘”结构

的旅游目的地。其中，重庆渝东南形成了以仙女山、桃花

源为双核心的旅游目的地，湖北鄂西地区形成了以恩施大

峡谷为单核心的旅游目的地，湖南湘西地区形成了以武陵

源为单核心的旅游目的地。

1.2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潜在问题分析

武陵山区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加大了现代化交通媒

介修建与运营的难度，使该地区依然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

即使武陵山区三省一市互为近邻，彼此之间也没有形成密

切的关系网。在此客观背景下，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呈

现出缺乏宏观规划、破坏本土生态、遗失民族文化三方面

的问题。

1.2.1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缺乏宏观规划

武陵山区的覆盖范围总计 71 个区市县，它们均处于

所在省（市）的偏远地带，分别是远离重庆主城的渝东南地

区，相对落后的鄂西民族地区，较为贫困的湘西地区和相

对偏远的铜仁遵义一带。虽然渝东南地区、鄂西地区、湘

西地区、黔北地区均形成了各自的旅游线路，但是地区之

间的旅游线路还处于相互割裂的状态，没有形成武陵山区

范围的旅游环线。究其原因，其一，武陵山区现代化交通

设施不足，尤其是大众旅游选择最多的交通方式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不能满足武陵山区大范围环线的需求。其二，武

陵山区各地区之间缺少宏观政策统筹，目前与此相关的成

型文件只有《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2011

年 10 月国务院批复），并缺少武陵山区旅游整体发展的上

层统筹和宏观政策。

1.2.2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破坏本土生态

生态脆弱地区（ecological fragile areas）是指容易受到

以自然灾害、极端气候事件等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和人

地矛盾等因素的相互作用、破坏而不能应对负面影响的自

然体 [1]。按照这个概念，武陵山区属于典型的生态脆弱地

区。虽然武陵山区自然资源丰富，区域内已开发的旅游资

源中超过 67% 的为自然旅游资源，但是在开发旅游资源

时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不容小视。在武陵山区生态遭

受破坏的区域中以现代化交通线路附近、大型旅游景区附

近居多，破坏程度也最为严重。生态脆弱区的生态一旦被

破坏，需要更多的代价去修复。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

授何丙辉表示，武陵山区属于喀斯特地貌，石头上的土层

形成 1 厘米的厚度需要 3 000 年时间，但一旦生态被破坏

后，一场大雨就可以将其冲刷掉，恢复起来至少需要上百

年的时间。

1.2.3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冲击民族文化

武陵山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土家族和苗

族居多，土家文化和苗文化形成了武陵山区文化旅游资

源的精髓。武陵山区文化旅游资源特色鲜明、形式多

样，对外来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对以黔江、恩施、

张家界、铜仁为旅游目的地的旅客进行的问卷调查中，

79.87% 的游客是为土家文化和苗文化而来。但武陵山区

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存在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为了发

展旅游经济而改变本土文化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是少

数民族文化面临来自外界文化的冲击。在旅游经济与文

化生态之间的博弈中，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更倾向于

旅游经济的提升，而对文化生态资本价值的挖掘力度不

够、方法不准、措施不力。无论在民族节庆（如哭嫁）方面，

还是在文化产品（如西兰卡普）方面，都面临不当的开发

路径的威胁。

2  生态资本理论及其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应用

2.1  生态资本理论

生态资本已成为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2]。

中国人民大学穆治辊教授 [3] 认为，生态资本就是能够带来

社会经济收益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经济收益自不必说，

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人际和谐、秩序井然上。生态资本由

模糊认识到概念的提出，再到内涵的丰富为时不长，但是

生态资本之资本价值的认识确是一个新生认知。

在生态资本的功能识别方面，国外的研究认为自然资

源的攫取能力决定一国的经济发展，自然资源被看成国家

发展的重要资本，所以把自然资源称为生态资本或者自然

资本 [4]。研究倾向于生态资本的物质提供的认知，认为生

态资本是提供物质资源的载体。随着生态环境压力的增大，

人们变得更加注重生态对人精神层面的正面影响。通过对

生态资本功能识别研究的梳理，生态资本的功能基本经历

了国家资本供给—人类物质给予—生活精神给予—资本价

值提升的过程。在生态资本的价值评估方面，研究倾向是

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移。早期关于生态资本的研究

内容主要集中在不可再生矿产资源，对于生物、景观、生

态缺乏必要的研究。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将视

线转移到生态价值的研究。Krutilla[5] 提出要考虑生态资本

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的价值分配，这为定量评估生态资本价

值奠定了理论基础。Freeman[6] 认为生态资本的价值构成

包括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两部分，利用价值包括直接利

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即生态功能价值和潜在利用价值），

非利用价值包括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在生态资本的评估

方法中，主要包含直接市场评估方法、间接市场评估方法

和意愿调查法，无论哪种方法，难点所在是对于没有市场

交易价格生态资本的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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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资本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应用

最早研究生态在旅游产业中应用的是加拿大学者

Claude Moulin[7]，他在 1980 年首次提出了生态旅游的概念。

1987 年布伦特兰夫人在其报告中阐述其发展理念时提及了

“生态资本”一词。生态资本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较为广泛，

但是还没有形成生态资本与旅游进行融合的理论框架。

国务院 2014 年提出，到 2020 年把旅游业发展为我国

战略性支柱产业，这标志着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

提升。从 2007 年开始，国家旅游局每年评定“国家生态旅

游示范区”，这对旅游产业发展中生态资本的挖掘起到重

要的政策导向作用。2016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

旅游局印发《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为

全国生态旅游提供了行动纲领，是推动我国生态旅游持续

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 [8]。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关系是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回避的，找到产业与生态之间

的平衡点是生态系统遭受外来威胁背景下的重要课题。

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旅游经济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线，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其

一，以生态保护为指导，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二，以发展旅游产业的新兴经济业态，促进生态环境的

良性循环。其三，注重生态价值在旅游产业中的价值体现。

其四，以生态资本的提升促进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

3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提升的

互动机制

武陵山区生态系统保持良好，境内有乌江、清江、澧

水、沅江、资水等主要河流，水能资源蕴藏量大，森林覆

盖率达 53%，是我国亚热带森林系统核心区、长江流域重

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生物物种多样，素有“华中

动植物基因库”之称。武陵山区旅游产业高速发展，六大

区域性中心城市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均超过 15%，其

中张家界超过 62%[9]。为了促进旅游产业战略性支柱地位

的形成，新的旅游资源的开发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选

择。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人

文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民族文化生态之间的协调是武陵山区

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新的考验。研究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

发与生态资本提升的互动机制有利于促进旅游资源开发与

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运行。

3.1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提升的横向网络

关系

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分析工具，分析旅游目的地旅游

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价值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旅游目的地

对投入的感知度，并通过产出机制的数据呈现表现出来。

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提升的横向关

系，以旅游资源开发投入和生态保护投入计算投入量，旅

游目的地的感知则反映为产出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

境价值和服务价值。在投入方，旅游资源开发的投入倾向

于生态保护投入价值的体现（图 1）。

图1  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价值之间的横向网络关系

在旅游资源开发价值方面，自然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

发挥着旅游产业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保护价值。人文旅游

资源的合理开发发挥着旅游产业经济价值和文化生态保护

价值。在生态资本提升方面，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符

合生态资本价值的人造资源和有价值的生态服务都是为了

提高其使用价值和价值。旅游资源开发的经济价值与生态

资本价值的提升相互融合，旅游资源开发的生态保护（自

然生态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与生态资本使用价值的提升

相互融合。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体现与生态资本提升的价

值体现最终融合为一体（图 2）。在横向维度，旅游资源开

发与生态资本提升存在联系紧密的网络关系。

图2  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价值之间的融合关系图

按照栅格划分，武陵山区单位面积旅游价值最大的地

方为人类活动集中的城市、A 级景区及周边区域，主要有

恩施、张家界、黔江、遵义等区域中心城市。而不同区域

之间的单位面积旅游价值存在较大的差距（表 1）。张家界

以 257.64 万元 / 平方千米的单位面积价值排名第一，这得

益于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武隆县以 195.24万元 /平方千米的单位面积价值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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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受益于武隆县溶洞国家地质公园。遵义以 144.47 万元 /

平方千米的单位面积价值排名第三，这受益于遵义浓郁的

红色文化生态。由此可见，生态资本价值的提升与旅游资

源开发价值的挖掘有充分的互联共通关系。

表1  2014年武陵山区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调查表

区域
面积 / 平
方千米

旅游总收
入 / 亿

单位面积旅游价值
/( 万元 / 平方千米 )

旅游人次
/ 万

游客人均旅
游消费 / 元

恩施 24 111 200.01 82.95 3 100.41 645.11
黔江 2 402 19.19 79.89 535.96 358.05
武隆 2 901 56.64 195.24 1 908 296.86
张家界 9 653 248.70 257.64 3 884.58 640.22
怀化 27 564 176.32 63.97 2 828.51 623.37
遵义 30 762 444.43 144.47 5 176.3 858.59
铜仁 18 003 189.58 105.30 2 355.09 804.98

注 ：表中数据来源于各地区 2014 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及相关旅游统计报道。

武陵山区经济相对落后，但亦有自身优势，武陵山区

生态资源相对丰富，再加上处于成渝经济圈、武汉经济圈、

长株潭城市群形成三角地带的区位优势，旅游产业成为武

陵山区重要的经济支柱。武陵山区属于典型的资源密集型

旅游目的地，与其他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相比，自然生态资

源、文化生态资源是该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根本。合理开

发与保护生态资源既是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准绳，也

是生态资本价值提升的意义所在。

3.2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提升的纵向时序

关系

旅游经济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时间

差的长短取决于旅游产业发展的类型。一般而言，市场导

向型旅游产业、产品导向型旅游产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时

间差相对较短，资源导向型旅游产业、形象导向型旅游产

业投入与产出的时间差相对较长。旅游市场的经营者为了

提高资本效率，更希望采用市场导向、产品导向的旅游产

业发展方式，而旅游市场的管理者，例如政府，更应该采

用资源导向、形象导向的旅游产业发展方式。旅游产业发

展类型的选择、旅游产业参与者参与度的协调取决于旅游

目的地的区位、市场、资源等要素。

目前而言，武陵山区旅游产业的发展中，主要采用了

资源导向型方式、形象导向型方式，例如，恩施大峡谷、

酉阳桃花源开发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遵义红色文化旅游、

黔江濯水古镇旅游开发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但也存在着

其他类型的发展方式，例如，武隆仙女山部分旅游资源的

开发采用市场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在开发过程中修建大量

游乐设施。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经济价值可以通过市

场价格体现出来，进而通过旅游收入统计出来，但是该区

域生态资源价值的提升或者下降，只能通过生态指标统计

出来。研究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提升的纵向

时序关系应以保持该区域生态资源价值的提升为基础。

假设一 ：以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发为切入点，分析武

陵山区旅游资源与生态资本提升的纵向时序关系。在开发

武陵山区重要的自然旅游资源之初，例如溶洞、暗河、峡

谷等，以及开发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例如黔江西兰卡普

织锦、恩施女儿会、秀山苗王节等，对旅游产业而言，都

需要巨大的投入，投入产出比几近于零。对生态环境而言，

也会引发一定的反应，例如，自然生态的改变、文化碰撞

的冲突，而生态资本价值却开始显现。随着开发的深入，

旅游产业的投入产出比逐渐增大，自然生态环境逐渐适应，

文化生态逐渐和谐，生态资本价值进一步提升（图 3）。

图3  假设一：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价值时序关系

假设二：以生态资源维护与开发为切入点，分析武陵

山区旅游资源与生态资本提升的纵向时序关系。生态资源的

维护与开发是公共行为，主要通过政府公共组织进行实施，

实施目标主要集中在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上，这样可以有效

提高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但缺少对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

化的关注，生态资源的资本价值得不到有效体现，生态资源

更不会衍生出基于生态资本的旅游经济价值（图 4）。

图4  假设二：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价值时序关系

通过比较上述两种假设，以旅游资源开发为切入点，

通过提升生态资源的资本价值，达到旅游经济价值与生态

资源使用价值共同提升的目的。以生态资源维护与开发为

切入点，只能提高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例如自然生态更

加优化，文化生态更加和谐，而对于生态资源的价值提升

作用不大，更难以期达到提升旅游产业经济价值的目的。

可见，假设一的分析基础与分析框架更适合武陵山区旅游

资源开发与生态资本价值提升的需要。

4  以生态资本提升推动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

发的措施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做好旅游经济与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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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平衡，以生态资本的提升为目标开发武陵山区旅游

资源可以有效地发挥武陵山区的旅游资源优势，同时达到

保护武陵山区生态环境，挖掘生态资本价值的目的。

4.1  区域旅游统筹协调，科学规划旅游布局

武陵山区各个部分分处不同的省市，每个地区对旅游

资源的开发政策也有所不同。武陵山区重庆部分，即渝东

南地区被重庆市“五大功能区”政策定位于生态保护发展

区，目的在于保护武陵山区的绿色自然生态环境，传承武

陵山区传统的民族文化风俗。目前，重庆市针对市内的武

陵山区部分重点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武陵山区湖北部分、

湖南部分、贵州部分旅游业的发展也受到当地政策的有效

推动。值得关注的是相邻的四块区域应该做到区域之间的

协调统筹，满足游客对武陵山区整体旅游的需要。

武陵山区旅游资源整合开发首先就是政策先行，以政

策统筹引导资源统筹，促进旅游协调发展。武陵山区内部

各个区域要以开放的姿态，面对武陵山区旅游业的发展，

出台地方政策时要考虑到武陵山区整体的现实情况，应杜

绝自扫门前雪的发展思维。地方之间沟通不畅，即使出台

了武陵山区的整体政策也很难有效落实，所以应出台武陵

山区旅游发展的政策规划，建立武陵山旅游发展的上层政

府组织，该组织应该由国家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员、地方政

府人员、地方旅游局人员、旅游组织和人员、学术专家团

队等组成。通过上层统筹、地方协调、意见参考、实践考

证的方式促进武陵山区旅游资源整合开发顺利进行。

政策的统筹还需要建立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刺

激各个地方向着武陵山旅游业整体发展的方向努力。可以

建立武陵山旅游发展银行，武陵山旅游业产生的税费统一

收纳到这一上层机构，用在武陵山旅游业整体发展上来，

如有盈余，再按照上述的上层政府组织的意见进行统一分

配。也就是说把地方旅游业的部分拿出来，由上层的武陵

山区旅游组织统一管理、统一实施、统一分配。这样的统

筹政策可以带动一系列的协调运营，包括后期的整体宣传、

线路的整体布置、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等。

4.2  注重旅游生态数据，实施旅游生态监测

欧美发达国家的生态数据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初，并

进行了详细的生态数据监控计划，这对理论研究、开发技

术和服务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0]。我国的生态数据

监测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11]，截至目前，最全面

系统对我国生态数据进行科学研究的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建设的中国生态系统评估与生态安全格局数据

库。该数据库为实现生态学研究的科研数据共享、研究成

果向应用的转化起着信息库的作用，并能为国家生态格局

分析、生态系统评估、生态保护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生态补偿等重大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是生态资源，注重生态

资源的投入，建立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资源维护之间的协

调机制是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标准。统计分析武

陵山区旅游生态数据，建立武陵山区旅游生态数据库可以

为旅游产业发展和生态资源保护提供信息支持，并有利于

促进该区域生态与旅游的协同发展。在武陵山区旅游生态

数据库建设方面应该包含旅游生态系统格局子数据库、旅

游生态系统质量子数据库、旅游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子数据

库、旅游生态系统环境问题子数据库和旅游生态系统环境

胁迫子数据库（表 2）。

表2  武陵山区旅游生态数据库

武陵山
区旅游
生态数
据库

子数据库 功能 举例

武陵山区旅游
生态系统格局
子数据库

武陵山区旅游生态系
统的空间分布格局

溶洞、峡谷、暗河等自
然旅游生态格局，后河
古戏、西兰卡普等文化
旅游生态格局

武陵山区旅游
生态系统质量
子数据库

武陵山区旅游生态系
统质量变化的数据 
统计

优良中低劣五种质量的
动植物、地质生态等

武陵山区旅游
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子数据库

武陵山区旅游生态的
土壤保持功能、水源
涵养功能、生物多样
性保护功能、民族文
化传承与保护功能等

森林植被保护统计、民
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统 
计等

武陵山区旅游
生态系统环境
问题子数据库

武陵山区旅游生态出
现的问题

森林植被破坏、土地风
化、土壤流失、文化遗
失等

武陵山区旅游
生态系统环境
胁迫子数据库

武陵山区旅游生态系
统受其他因素胁迫的
数据统计

建设用地、交通路网、
水资源开发、工业化等
主要信息

4.3  提升旅游生态服务，注重产业互动发展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人管促就认为“山泽林蔽”是“天

财之所出”[12]。在旅游产业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中，旅

游生态的服务功能是旅游经济供需关系的重要客体，游客

对旅游目的地生态服务要求较高，提升旅游生态服务是旅

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项目之一。

武陵山区资源导向型的旅游发展路径使得该区域的生

态服务与旅游服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来武陵山区的游

客对生态服务的需求与对旅游服务的需求也相互对应、融

为一体。武陵山区生态资本价值的提升需要通过提高生态

资本的使用价值来实现，进而通过价格表现出来。提升

武陵山区生态服务的价值可以有效促进生态资本价值的提

升，并可以促进旅游服务价值的提升，实现生态与旅游的

互动发展。

具体而言，武陵山区生态资本价值的提升应努力提高

生态资源的供给服务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

供给服务价值主要是通过该区域生态食品、生态饮水、生

态原材料的供给得以提升 ；调节服务价值主要通过人们对

气候调节、土壤保持、动植物资源的感触得以提升 ；文化

服务价值主要通过人们对该区域民族风俗、民族建筑、民

族歌舞等区域文化的美学享受、精神享受、教育享受得以

提升。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为游客提供的是吃、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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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购、娱六个方面的服务供给，游客的旅游服务需求是

特色的享受，例如特色饮食起居、民族文化、交通工具、

民族工艺等。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提升的路径与旅游产业发

展的路径相互融合、彼此对应，能满足产业融合、互动发

展的需要（图 5）。

图5  生态服务需求系统与旅游服务需求系统关联图

4.4  注重文化生态资源，提升旅游整体价值

文化生态，即文化的生存、传承、存在的各种状态，

是文化与环境的耦合，包括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与环

境的关系和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 [13]。生

态文化是生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注重生态文化在生

态资本价值提升中的作用。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还有利

于与其他项目的结合，从而提升区域整体价值。武陵山区

生态文化丰富多样、特色鲜明，在生态资本价值提升与旅

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放中要树立生态文化意识，

保护与传承传统民族文化。在对重庆市黔江区 109 名

18 ～ 20 岁之间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中，对该地区民族风

俗精通的比例为 0%，掌握的比例为 4%，熟悉的为 27%，

了解的为 42%，不知道的为 27%。对该地区传统手工

艺，例如西兰卡普、吊脚楼等精通的比例为 0%，掌握的

比例为 2%，熟悉的为 12%，了解的为 29%，不知道的为

57%。可见，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令人担忧。应建

立武陵山区传统文化保护组织宣传保护传统生态文化，提

高人们的生态文化意识。应提高传统文化在各种活动中的

参与度激发人们传承传统生态文化的积极性。应通过产教

融合，增加传统生态文化对应专业的设置，培养传统生态

文化的传承人与保护者。

在武陵山区旅游资源开放中还要树立整体观念，注重

生态文化与旅游产业之间的融合。武陵山区生态文化多样，

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是吸引游客来此旅游的重要资源。

武陵山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应该把生态文化作为重要的旅游

资源进行开发，摆脱单纯依靠有形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

的局面，不断深化旅游产业改革创新，使生态文化旅游成

为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进行生态文化开

发时，避免浓重的商业化，更应突显文化的魅力，引导游

客回归旅游活动的价值 [14]。

5  总结与展望

在旅游经济与生态保护中找到平衡点是未来生态旅游

发展规划的重要方向，对旅游资源导向型旅游目的地更是如

此。注重生态资源的保护，重视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的转化，

进而提高生态资本的价值，是促进旅游产业健康发展和生态

资源有效保护的重要路径。生态旅游资源是武陵山区旅游产

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丰富且极具特色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

人文生态旅游资源为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武陵山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较为脆弱，文化生态旅

游资源较为暗淡，所以要避免旅游产业发展中对生态系统可

持续的短视。在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中，注重自然生态资

源的开发与保护，挖掘文化生态资源的魅力与作用，是该区

域旅游产业的特色发展方式。基于生态资本提升的武陵山区

旅游产业发展需要区域内各地区的统筹规划、协调运营，需

要重视旅游生态数据、实施旅游生态监测，需要发挥生态资

本的服务价值、提高产业融合，还需要突显生态文化特色，

提高该区域旅游产业的整体价值。

综上所述，生态资本是武陵山区旅游产业价值提升

的重要源泉，以生态资本提升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是该区

域旅游产业健康可持续的重要路径。展望未来，如何落

实以生态资本提升促进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是今后研

究的重点。在未来的研究中 ：笔者会更加注重对武陵山

区生态资源精细的分类与详细的统计，建成武陵山区生

态资源数据库 ；更侧重于武陵山区生态价值的计算，借

鉴生态数据分析系统，统计分析武陵山区生态资源的产

业价值 ；更加注重生态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方法研究，根

据田野考察、数据分析提出生态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供有关部门参考 ；更加深入生态资源与旅游经济互动关

系的研究，通过数据分析，深入论证生态资本与旅游经

济之间的关系，分析生态资本在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内生

价值和衍生价值，例如，生态资本的社会发展价值、自

然生态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等。

总之，在国家旅游局倡导旅游产业特色化发展，国家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背景下。武陵山区通过提升生

态资本价值，发挥特色旅游资源的优势，向旅游市场供给特

色旅游产品顺应了我国宏观政策方向。同时，武陵山区通过

旅游产业与生态资本之间的协同发展，也顺应了生态系统保

护和旅游产业系统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下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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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予以通报表扬，对生态文明建设排名靠后的地区进行

督导并限期改正。

3.2  充分利用产能国际合作

基于“锦标赛竞争”机制，各级政府争相上一些资本密

集型企业，尤其是高耗能企业，因为这些企业能带来更高的

GDP，这是造成高能耗行业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产能过

剩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中国在这些产业上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中国完全可以利用丰富的经验和

先进的技术，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开展与亚欧国家的合

作，就地取材开展高耗能行业的产能合作，实现互惠互利。

3.3  绿色金融助推节能减排

各金融机构要为高耗能行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

持。对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产业设立环境评判标准，

达不到标准的“一票否决”；对达到标准的，金融机构应创

新服务方式，通过变通抵押方式、提供金融租赁服务、推

荐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等提供融资倾斜 ；构建全国统一的碳

金融交易体系，通过排放权减排额作为抵押进行融资 ；通

过与国外银行签署中间信贷项目委托代理协议，重点扶持

高耗能行业现有设备以节能为目的的改造与更新。严格高

耗能行业的信息披露制度，对环境影响大的企业进行贷款

额度限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 ；将金融机构在环境保护方

面的绩效纳入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的考核因素之中。

3.4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价格与产权制度

严格遵守用地指标控制体系，加快城镇化进程，鼓励

土地流转，完善宅基地管理与转让制度 ；严格执行用水超

额累进加价、差别水价和阶梯水价制度 ；资源价格应包括

资源的开发、环境影响（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及其

生态功能的损害）和反映资源稀缺性三方面的成本。科学

确定资源价格，从短期看将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但从

长远看，这是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

空间的根本性措施，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

3.5  提高全民的生态文明建设意识

国家、企业、居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主体，要提

高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需要深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工作，

实行生态文明信息公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与制度。在生

态文明教育方面，一是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

内容，二是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工作。在生态文明信息公开

方面，应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两方面

入手，完善公众环境知情权。在公众参与机制方面，一是

建立生态文明公益诉讼制度，二是建立生态文明全过程参

与机制，三是大力扶持生态文明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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