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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足迹分析方法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主要用面积来定量测度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旅游

生态足迹是生态足迹理念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有助于对旅游活动的生态需求与环境影响关系的理解,可以用面积来对旅游可

持续发展进行定量测度。论述旅游生态足迹基本概念,并以线路旅游产品为例,在阐述生态足迹的计算步骤和方法的基础之上,
主要探讨旅游生态足迹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 6个方面的测度功能:旅游产业、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地、企业生态、旅游者及大众

旅游,对旅游生态足迹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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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icecologicalfootprint:anewyardsticktoassesssustainabilityoftourism
YANG Gui-Hua,LIPeng (CollegeofBusinessandTourism Management,YunnanUniversity,Kunming650091,China).Acta

EcologicaSinica,2005,25(6):1475～1480.

Abstract:Assessmentoftourism'ssustainabilitypresentsmanyproblems.Oneofthekeyproblem ishow tomeasure

environmentalimpactsoftourism activity.Inthepast,anumberconceptsandmethodshavebeenusedtoevaluatethe

environmentalconsequencesoftourism.

Theseincludetourismenvironmentalbearingcapacity(TEBC),environmentalimpactassessments(EIA),andthelimitsof

acceptablechangesystem (LAC).However,thesetechniquesfocusonchangesoccurringonthelocalenvironment,large

ignoringtheglobalconsequencesandwholebiosphereimpactoftourism,andthesemethodsbecometoocomplicated.

Ontheotherhand,touristicecologicalfootprint(TEF),whichisapplicationoftheecologicalfootprint(EF)intourism

notonlyovercomesthisweakness,butprovidesameasureofdemandsuponthebiologicalproductivityoftourismactivity.The

ecologicalfootprintistheareaofproductivelandandwaterwhichsupportboththeirconsumptionanddisposalofwaste.TEF

introducesaconceptofareatoexplainthattouristsresourceconsumptionthroughalltourism activity,andthismeasureis

universal,andcanbeusedfordirectcomparison.

Baseonthisconcept,thispaperthenilluminatescalculatingstepandmethodthroughacaseofecologicalfootprintofthe

tourism product: (1)Tourists'resourceconsumption and theland areacan bedivided into 'food consumption',

'accommodation','transport','sight-seeing',"purchase"and"entertainment";(2)thecalculationofthelandareaon

biologicalproductivity;(3)calculationofTEF.

Inconclusion,thispaperdiscussessixkindsoffunctionsofTEF:

(1)TEFhasthefunctionofevaluatingtourismindustry.Itcanbeusedtocomparethetourismindustrywithregarding

sustainabilitybycomparingresourcesconsumedifferentindustries

(2)TEFhasthefunctionofevaluatingtourismproduction.Tourismproductsandtheresourcestheyconsumptionare

different,sotheirEFisdifferent.Itallowscompassionbetweendifferent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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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performance.

(3)TEFhasthefunctionofevaluatingtourism destinationarea.Touristsnecessarilyconsumetheresourcesandthe

energyofthedestinationarea,andthroughEFanalysis,wecanassesstheresourcesandenergyconsumptioninthedestination

area.

(4)TEFhasthefunctionofevaluatingthetourism enterprise.Everyenterprisewillconsumedifferentresourcesand

amountsofenergy,thentheEFofeachtouristintourismenterpriseisdifferent.EFcanbeanintegralpartofthetourism

sustainabilityindexsystem,andwedeterminetheecologicaldemandsofdifferenttourismenterprises.

(5)TEFhasfunctionintouristseducation.TheconceptofTEFissimpleandclear.Asatourist,hecanunderstand

clearlytheconsumedandwasteproducedofdifferenttourismactivitiesandhemaygainincreasedawarenessof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roughthisprocess.

(6)TEFhasthefunctionofevaluatingthemasstourismandecotourism.Manypeoplealwaysthinkthatthemasstourism

isunsustainableandtheecotourismissustainable.ThroughEFanalysisoftheeffectsofmassandecotourism,thisviewshould

bedou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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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测度旅游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旅游研究中的方法难点。各国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借用了其他学科较为成熟的

很 多方法,如环境承载力(TEBC)[1]、环境影响评价(EIA)[2,3]、可接受的变化极限(LAC)[4,5]等,但这些方法在理念和具体计算

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理念上主要考虑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的微观影响,而没有综合考虑旅游活动

对 整个生物圈和全球生态环境的宏观影响;计算方法上也较为繁琐。主要以面积参数来计算的生态足迹分析方法(ecological

footprintanalyses,EFA)[6～12]在理念和计算方法上均解决这一局限性,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测度提供了另外一种新的方

法。本文将生态足迹的理念引入旅游研究中,论述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计算方法,并对其测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功能进行了

探讨。

1 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

旅游生态足迹源于生态足迹概念和生态足迹分析法。

1.1 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的概念

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6～12]是由加拿大的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在 1992年提出的,其定义是:任何已知人口(某个

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

物生产土地的总面积和水资源量。

1.2 生态足迹分析法(Ecologicalfootprintanalyses,EFA)
生 态 足 迹 分 析 法(Ecologicalfootprintanalyses,EFA)[12]是 在 生 态 足 迹 概 念 的 基 础 上,由 William的 博 士 生 Wackernagel

1996年建立的,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生物

生产土地是生态足迹分析法对资源消耗进行统一度量的基础,又称生态生产土地,是指具有生态生产能力的土地和水体。生态

足迹分析法采用供求关系体现可持续机制,通过将区域内的资源和能源消费转化为提供这种物质所必须的各种生物生产土地

的面积(生态足迹需求),并同区域内能提供的生物生产型土地面积(生态足迹供给)进行比较,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则该区域处

于可持续状态;如果需求大于供给,则该区域处于不可持续状态。

1.3 旅游生态足迹(Touristicecologicalfootprints)[13、14]的概念

旅游生态足迹是生态足迹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各种资源消耗和废弃物吸收所

必需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即把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消耗的各种资源和废弃物吸收用被人容易感知的面积观念进行表述,这种面

积是全球统一的、没有区域特性的,具有直接的可比较性。根据测度对象和范围的不同,旅游生态足迹可以从旅游产业生态足

迹、单个行业生态足迹、旅游产品生态足迹、目的地旅游生态足迹、瞬时旅游生态足迹、旅游企业生态足迹等角度进行界定。

2 旅游生态足迹计算方法

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可以借用生态足迹较为成熟的方法。按照不同的数据获取方式,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分为两种[15]。
第 1种是综合法,自上而下地根据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统计资料,查取地区各消费项目的有关总量数据,再结合人口数得到人均

的消费量值,适合于大尺度生态足迹的计算;第 2种是成分法,以人类的衣食住行活动为出发点,自下而上地通过发放调查问

卷、查阅统计资料等方式先获得人均的各种消费数据,适合于小尺度生态足迹的计算。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一般采用成分法。以

旅游产品的生态足迹为例,其计算的步骤和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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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计算旅游消费项目的人均消费量

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旅游活动的特点,对旅游活动的消费项目进行划分,并计算每个消费项目的人均建筑占地和人均消费

量。在旅游产品生态足迹计算中,将旅游产品的资源消耗按旅游活动的 6要素食、住、行、游、购、娱分为 6类(图 1):

"食"的生态足迹是指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食品方面消费和相关能源消耗量所需的土地面积。

"宿"的生态足迹包括建筑所需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所需土地面积。建筑用地指酒店、宾馆等接待设施的住房、花园等设施的

占地面积;能源消耗主要用于加热、制冷、烹饪、照明、洗涤等方面占用的土地面积。

"行"的生态足迹指所有与旅行有关的交通设施所需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占用的面积,包括往返目的地的交通和所有在目的

地的交通设施(公路、铁路、停车场、飞机场等)的占地面积和交通工具的能源消耗。由于基础设施被旅游者和当地居民所公用,
计算旅游生态足迹是应该考虑非旅游因素。

"游"的生态足迹指在旅游目的地进行的各类游览活动所占用的资源和能源消耗所需面积。这些地点主要指旅游吸引物,如

旅游景区、博物馆、植物园等。对于不同的旅游景区,其生态足迹计算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如山岳型景区的占地用林地

处理、游乐场用建筑地处理。包括建筑用地、林地和能源消耗。

"购"的生态足迹是指旅游者采购的旅游商品在生产、加工、运输和出售时所需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占用的面积。由于生态足

迹主要考虑净消费额,在讨论旅游产品的生态足迹时,这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讨论目的地的旅游生态足迹,应该纳入贸易调

整范围。

"娱"的生态足迹涉及到旅游接待地的所有娱乐项目,如酒吧、舞厅等休闲场所和游泳馆、高尔夫球等康体场所,这些场所占

地面积和在这些场所的能源消耗所需土地面积。

图 1 旅游生态足迹消费项目的划分

Fig.1 Touristicecologicalfootprintconsumecatalogue

2.2 计算生产性土地面积

在获得各个消费项目的人均建筑占地和人均消费量后,要将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转换为生产性土地面积。

2.2.1 生物资源消费转换成生产性土地面积 旅游活动中消耗的生物资源包括农产品、动物产品、水果等几类,可以利用生产

力数据,将各项资源或产品的消费折算为一定数量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其计算方法如下:

Si= Ci/Pi (1)

式中,Si为 i种生物所使用的土地;Ci为 i种生物资源的消耗量;Pi为世界上 i种生物资源的平均产量。

2.2.2 能源消费转换成生产性土地面积 旅游活动中的能源消费主要涉及煤、石油液化汽、汽油、柴油和电力。能源消费量转

化为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时,采用世界上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将当地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折

算成一定的化石能源土地面积。化石能源用地是人类应该留出用于吸收 CO2的土地:

Si=
Ci× f
GM (2)

式中,Si为 i种能源用地;Ci为 i种能源消耗量;f为 i种能源的折算系数;GM为 i种能源消耗量的全球平均能源系数。

2.3 计算旅游生态足迹

将食、住、行、游、购、娱活动的资源和能源消耗转换成生产性的土地面积后,还需转换成生态足迹。由于可耕地、林地、草地、
化石燃料土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等类型的用地,其单位面积的生物生产能力差异很大,因此在计算生态足迹的需求时,为了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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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类不同的土地面积和计算结果可以比较和汇总,要在这几类不同的土地面积计算结果前分别乘上一个相应的均衡因子,以转

化为可比较的生物的生产土地均衡面积:

ef=Σsi× ei

式中,ef为人均生态足迹,ei为均衡因子。

3 旅游生态足迹的功能

旅游生态足迹的功能就是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旅游方式的测度方法,利用这种新方法,可以更加科学地测度旅游活动的生态

需求和环境影响,对旅游业做出更加真实、全面、正确的评价,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外已有 Wackernage对国际旅游业的生

态足迹作了初步分析[16],ColinHunte首次提出了旅游生态足迹的的概念,并对生态足迹分析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意义

进行了讨论[13],Stefan.GEFFling等对 GHHH年非洲塞舌尔国ISeJcKelleFL旅游业的生态足迹[1M]、世界野生动物基金英国办事处

IWWNOPQL对 位 于 地 中 海 的 马 约 卡 岛IRaSorcaL和 塞 浦 路 斯ICJTruFL的 度 假 旅 游 产 品 生 态 足 迹 进 行 了 实 证 研 究[1U]、

Cole.Victoria、Sinclair对印度喜玛拉雅山一个小村庄IRanaliL3HaI1W6MX1WWM年L旅游生态足迹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1Y]。根

据研究的范围不同,旅游生态足迹可以在旅游产业、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地、企业生态、旅游者及大众旅游 6个方面发挥其测度

可持续性的功能。

3.Z 测度旅游业的功能

3.Z.Z 比较旅游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可持续性 旅游生态足迹可以将旅游产业与其它产业进行比较。国际旅游是整个旅游产业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Wacker[agel的分析[16],国际旅游的生态足迹占用超过了全球生态足迹的 1H\,同时国际旅游业创

造了全球 1H\左右的收益、提供了全球 W\左右的就业机会,这说明国际旅游业的资源消耗水平和社会贡献率与其他产业的社

会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3.Z.] 评价交通方式的可持续性 通过对航空、铁路、汽车等不同运输行业生态足迹的计算,可以比较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生态

足迹的差异,评价不同运输方式的生态需求。Wiê[ann[1_]对英国几种常见交通方式进行了研究,得到了各种交通方式的生态

足迹:飞机为 H.HHMUGK[G‘I千人ak[LI短途L、H.HHGW3K[G‘I千人ak[LI长途L,火车为 H.H1UMK[G‘I千人ak[L,长途巴士

为 H.H1UHK[G‘I千人ak[L,小轿车I汽油L为 H.HM__K[G‘I千人ak[L、小轿车I柴油L为 H.HGW3K[G‘I千人ak[L,出租车为

H.HYHYK[G‘I千人ak[L。交通方式生态足迹的大小可以反映出交通工具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3.] 评价旅游产品的功能

3.].Z 比较不同旅游产品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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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

是不同的。由于旅游产品的构成要素不同和旅游者的消费水平不同,旅游者的生态需求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是度假旅游产品,由

于马约卡岛和塞浦路斯提供的设施和服务不同,其生态足迹就有很大的差异。如果将吃、住、行等各要素都折算到每个床位上,
在马约卡岛度假,1个床位 1夜的生态足迹为 H.H3HK[Gb而在塞浦路斯度假,1个床位 1夜的生态足迹为 H.HUHK[G[1U]。通过对

不同旅游产品的生态足迹进行计算,可以比较不同旅游产品的生态需求和自然资源消耗,从而可以找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合适

形式。

3.].] 判断旅游产品的生态性 塞舌尔是位于非洲东部的印度洋上一个岛国,以开展生态旅游闻名于世,对旅游者限制为严

格的生态目的,给人的印象是原始、古朴、生态。但是,通过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结果表明:GHHH年到塞舌尔旅游的旅游者,一次

旅游度假的时间为 1H.M̂,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 1.Y_6MK[G,占到发达国家年人均生态足迹的 1U\X3U\,占到 1WWW年全球人

均生态足迹 YH\[1M]。从旅游的全过程、整个生物圈来考虑的话,在塞舌尔生态旅游的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

3.].3 揭示发达国家旅游者与欠发达国家居民占用资源和能源的差异 从塞舌尔的情况可以看出,一个发达国家的旅游者,
一次远距离的国际旅游度假活动,其旅游生态足迹比发展中国家居民一年的生态足迹还要大,也就是说,一个发达国家居民光

旅游部分的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就超过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全年所有的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通过旅游生态足迹分析,
可以有助于理解全球南北之间人均生态足迹的实际差距,以及发达国家居民与发展中国家居民对自然资源占用程度的差异。

3.3 测度旅游目的地的功能

3.3.Z 反映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的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影响 对于一些以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城市,旅游业的生态足迹对目

的地居民人均生态足迹有重大影响,如果不充分考虑旅游生态足迹,旅游者的一部分生态足迹就会被统计到当地居民头上,目

的地居民的生态足迹计算就会出现失真。经过估算,澳门 GHHH年旅游业的生态足迹占到 GHHH年整个澳门生态足迹的五分之

一[1_]。因此,在计算旅游目的地的生态足迹时,必须充分考虑旅游业的影响。

3.3.] 反映旅游目的地对其他地区的依赖程度 许多旅游业发达的目的地其生态承载力是有限的,为了维持当地生态系统,
其能源、食品、水源甚至旅游纪念品都依赖进口,这些生物产品和能源产品同样需要一定的生产性土地面积。通过贸易方式,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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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目的地的生态负担被转嫁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这种被转嫁的生产性土地,称之为生态腹地(ecologicalhinterland)[14]。生态腹

地大小反映出旅游目的地对其他地区的依赖程度。

3.4 评价旅游企业的功能

3.4.1 作为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认证体系指标的一部分 生态标识是指"内容与环境有关的标识,它可以是自然或者社会

环境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状态,也可以是环境管理或者表现的衡量指标"[20,21],用于确定某旅游产品或服务在特定旅游

产品或服务类别中具有基于生命周期考虑的总体环境优势的标识。可持续旅游认证体系是主要或完全以性能为基础的体系,采

用独立的审计员与诸多利益相关者商议拟订的多层面的调查问卷,然后根据审计与调查结果,参照可持续旅游认证标准认定合

格而授予相应标识,为生态旅游产品和经营者提供一套工作框架,从环境和社会表现等方面对其进行达标评估和认证,促使其

持续改进[22,23]。对旅游企业开展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认证的具有很大现实意义,也是旅游业发展的紧迫要求和趋势。在生态

旅游和可持续旅游认证中,由于生态足迹具有容易量化的特点,可以将生态足迹评价标准具体化(如饭店的房间大小、装修质

量、照明、噪音、温室气体排放等均可以用生态足迹来表示),作为认证和评价指标体系的一部分,对企业的生态需求进行评价。

3.4.2 比较不同旅游企业的生态需求 在塞舌尔,五星级酒店的生态足迹是 0.0016552hm2/(夜·床),三星、四星级酒店的

生 态足迹是 0.0003071hm2/(夜·床),而家庭旅馆的生态足迹只有 0.0000714hm2/(夜·床)(这里只考虑了住宿部分的资源

消耗,没有将吃、行等其他要素折算到每个床位上)。也就是说,同样是提供一个床位,五星级酒店资源消耗是三星、四星级酒店

资源消耗的 5倍,是家庭旅馆资源消耗的 23倍。通过不同企业生态足迹大小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知道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生态需

求的差别。

3.5 对旅游者的生态教育功能

旅游生态足迹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比较简单,尤其是用土地面积的大小来描述旅游过程的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形象直

观,容易被普通旅游者接受、感知和认识。旅游者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他们的旅游行为方式和消费习惯是

否健康、合理、生态,对旅游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旅游者行为方式和消费方式是受旅游者的环境和生态意识所决定。利用旅

游生态足迹概念,可以有效对旅游者进行环境和生态教育,有利于提高旅游者的生态意识,可以倡导旅游者养成健康、合理、生

态的旅游行为和消费习惯,推动可持续旅游的发展。

3.6 对大众旅游的评价功能

一直以来,许多人把生态旅游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等同起来,而把大众旅游看成具有天生的不可持续性。生态足迹分析方法

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对于英国旅游者而言,按照现有的观点,到马约卡岛和塞浦路斯旅游是传统的

大众旅游,到塞舌尔旅游是生 态 旅 游。但 采 用 生 态 足 迹 分 析,可 以 发 现 同 样 停 留 10d时 间,到 塞 舌 尔 旅 游 的 生 态 足 迹 人 均 为

1.8564hm2,而到马约卡岛旅游的生态足迹人均只有 0.300hm2,到塞浦路斯旅游的生态足迹人均只有 0.700hm2,主要是因为

英国与塞舌尔的距离远,英国与马约卡岛、塞浦路斯的距离近。旅游 6要素中对生态需求最大的是行,尤其是空中飞行[13,14]。对

于英国旅游者而言,到塞舌尔生态旅游的生态需求大大超过了到马约卡岛和塞浦路斯大众旅游的生态需求,生态需求越大意味

着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只不过是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景区,而是影响整个生物圈和全球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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