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 / / www.ecologica.cn

资率比原系统提高 17%[20]。 王卓晗应用能值研究方法对深圳市海上田园旅游区的芦花湖和农家小院两个观

光农业系统进行了能值分析。 芦花湖系统的环境负载率为 7.31,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标为 0.255,分别是农家小

院的 0.25 倍和 2.26 倍,因而更具长远发展优势[21]。
研究中也有少数是从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出发,将旅游业作为系统中的一个部分进行能值分

析,体现旅游业在系统中所产生的作用。 魏奋子以能值理论为基础,对四川省阿坝自治州 1952—2005 年的农

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产出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指出阿坝州生态旅游能值投入增长很快,从 1990 年

的 3.50伊1020sej 增长到 2005 年的 1.13伊1021sej[22]。
1.2.3摇 自然保护区

国内自然保护区的能值分析可以分为山岳类以及湿地类,其中湿地类占的比重较大。 湿地研究类型多

样,分别有关于鸟类保护区类、湖泊类、湿地公园类等。 李洪波将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视为生态旅游系统,
运用能值理论及其分析方法结合条件价值法对其进行讨论和研究,认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自然环境条件良

好,发展潜力较大,社区经济欠发达,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系统生产效率低,与外界贸易失衡,生态旅游处于探

索阶段[23]。 Pulselli 等对意大利的两个山脉地区的旅游产业和煤炭活动进行了能值分析,两地的能值货币价

值分别为 2.38伊1012sej /�和 3.27伊1012sej /�[24];Lu 等对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能值研究,提
出社会自给率等指标,指出该自然保护区的能值投入主要来自于政府,需要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和引进社会资

本来提高社会自给率[25]。 崔丽娟就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进行能值分析,其生态旅游能值为 4.80伊1019 sej[26]。
李婷婷对广西沿海红树林进行了能值分析,指出虽然生态旅游的能值货币价值仅为总产值的 14.55%,但是并

不能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环境的承载力问题,因此需要科学规划生态旅游,控制游客数量,同时也要加强

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参与保护红树林的积极性[27]。 任丽燕认为西溪湿地公园建立以后,每年能值总投入增加

到原来的 1.6 倍,能值总产出是原来的 1.9 倍;能值总产出中经济收入减少,但环境产出大幅度增加[28]。 管新

建在东居延海湿地能值分析中,通过计算旅游收入的能值来测算该湿地的娱乐旅游价值[29]。
自然公园是在人们利用的环境资源中,受到破坏较小的。 它配备一定数量的必需设备,供旅游者的使用,

旨在让旅游者在其中享受到丰富人生经验、提高审美情趣、恢复身心健康等[3]。 从森林公园的角度,关俊利

使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广西十万大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生态系统的能值投入产出状况、环境承载情况和系统运

行效果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十万大山能值产出效率低,运行状况不佳,但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应增大

具有高能值的劳务投入,逐步增强能值的利用效率[30]。 从地质公园的角度,张小洪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四川

兴文石海风景名胜区近期和远期规划进行了分析。 他对废弃物进行了能值分析,废物能值占总投入能值的比

重远期比近期增加了 50%,说明随着旅游设施的完善,游客数量的增加,废物的排放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能
值可持续性指标远期比近期上升了 53.57%[31]。

2摇 旅游系统的能值研究述评

能值方法在各个时空尺度和各类型的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32],从类型角度,农业生态系统

和工业生态系统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33鄄34],在基础理论阐释、指标体系开发、案例实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

进步,本文从农业以及工业生态系统与旅游生态经济系统对比的角度,着重阐述旅游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研究

的特殊性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2.1摇 理论推进方面

能值理论的推进,从各个系统的研究成果来看,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指标体系的改进与创建;二是

不同系统核算边界下计算过程的选取,显示为能值代数[35]的改进和能值流程图的绘制;三是能值基准的选取

和能值转换率的重新计算。
魏敏构建了旅游生态能值分析方法,建立了旅游生态能值输出和输入指标的计算公式[4]。 不同的研究

尺度,计算过程不同(图 1) [10],例如在国家与地区尺度上,旅游只是大系统中的很小的部分,所以在核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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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图 1摇 不同研究尺度旅游能值核算方法图(灰色部分为旅游) [10]

Fig. 1 摇 Emergy accounting approaches for tourism systems on

different scales(gray part for tourism) [10]

能值时只是简单的将旅游收入的货币流转化为能

值[11];在较大尺度的系统中,例如城市,通常利用旅游

产业所占系统的百分比进行比例核算[36];在一个稍小

尺度的系统中,旅游景区,或者旅游度假地作为整个旅

游系统,通常采用能值综合核算。
在此基础上,旅游投入能值与产出能值,在国家尺

度上多被理解为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概念。 从能值

综合的角度出发,Abel 认为旅游产生外汇所以是出口产品,出口的旅游产品的能值与投入的能值相等,投入

包括环境投入与人造设施的投入[37]。 Brown 认为仅仅用货币来评价旅游者的经济影响通常会忽略消耗的资

源,实际上支持旅游者使用的环境和服务是通过每个旅游者的获取而出口的,当地居民得不到有效的消

费[9]。 李金平认为游客在旅游地消费物质和服务的同时,支付货币,所以旅游业与游客之间能值交换应该是

双向流动的,只是流动的方向与一般的经济反馈(例如水、货物等)是相反方向的(图 2)。 并且这两种双向流

动的能值量是不一定相等的,涉及到能值使用量、能值货币率、旅游者国别等问题。 同时旅游者与居民的关系

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旅游者消耗的能值量多,意味着居民消耗的少[13]。

图 2摇 旅游能值流动图[10]

Fig.2摇 Figure of tourism emergy flows[10]

由于上述问题认知的差异,目前在旅游能值的数据

核算上,很多研究都出现核算模糊不清的状况。 例如,
有文章指出游客进入旅游地消费,投入货币消耗资源,
所以旅游业收入应当是系统输入能值[12]。 实际上,游
客的消费和消耗应当是系统输出能值,宜通过各自的转

换率进行换算。 虽然有文献中将旅游收入作为输出能

值[27],但未考虑旅游者实际消耗。 也有文献将旅游的建筑投入作为系统投入,将旅游收入作为系统的产

出[38],但在对设施设备投入上并没有说明年限。 梁春玲在分析南四湖湿地能值中,将旅游开发作为系统的输

入能值流计算[39]。
大部分的能值转换率的选择通常参考 Odum[2,40]、蓝盛芳[3]、Brown[41] 等,最新修正的能值基准是 1.52伊

1025sej / a[42],不同的能值基准则相应的转换率不同。 魏敏在研究中根据使用的能值基准进行了相应的转

换[4]。 旅游能值研究需要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选取最适合的能值转化率,以期获得最客观的能值综合评价

结果。
2.2摇 要素选择方面

能值理论在农业主要被应用于区域农业生态系统和特殊农业生态系统研究,其中区域包括全国[43]、省
级[44]以及县域[45]尺度,特殊农业生态系统包括绿洲[46]、渔业[47]、干旱半干旱地区[48] 等具体类型进行了探

讨。 在工业领域,能值理论被运用于建筑行业[49]、生物质[50]、废物处理[51] 等工业系统中。 国内旅游生态经

济系统的能值分析主要在两个领域,以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以及以半自然和半人工生态环境为载体的旅游系

统,由于这两个系统与自然界的联系较紧密,能值分析是从地球资源的角度分析的方法,所以在结合使用上比

较自然和简单。 对于以纯人工环境为载体的旅游生态经济系统,例如主题公园类景区等由于与自然界的联系

较间接,相应的能值转换率的计算比较困难。 国外的研究涉及面更宽,包括国家层面到小的旅游景区系统尺

度的分析。 但旅游度假地以及城市旅游的能值研究较少。
研究中系统要素的选取与系统类型有着很大关联,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在投入与产出要素上受地理环境制

约性很强,有自然投入(太阳能、风能、水、土壤等),也有人为投入(劳动力、化肥、机械能、电能、燃料油等等),
有实体的物质产出也有看不见的信息知识产出,也有具有审美价值的景观产出[33]。 在工业系统能值研究,不
再像传统的能值分析一样考虑太阳能、雨水的化学能与势能以及土壤侵蚀造成的损失。 而是将工业系统中的

各类原料根据其可再生与否分别作为系统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投入,系统的产出中会考虑系统的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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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36]。 在旅游能值研究中,由于旅游生态经济系统涵盖的系统类型多样,包括原生态、次生态和泛生态景

区,在选取要素时,需要根据景区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联系紧密程度进行相应的取舍。 在可更新能值的计算

中,需要选取最大的能值投入避免重复计算,一般情况下会选择雨水化学能,Brown 和 Ulgiati 认为作为海岸旅

游地,最大的可更新能值投入可能是波浪或潮汐[9]。 从表 1 可知,系统元素的选取和系统背景以及边界的划

定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能值系统图绘制的详尽程度,取决于研究的目的,核算边界和时空分辨率,需要体现系

统研究的关键因素。

表 1摇 国内外主要旅游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研究系统要素选择表

Table 1摇 Table of emergy system factor comparison about major domestic and overseas tourism ecological economic systems

作者
Author

系统内要素
Elements Inside

系统外要素
Elements Outside

备注
Comments

Abel[16] 旅游业(建筑、装修、交通、娱乐设备);
暗礁生态系统(鱼);陆地生态系统

阳光、风、潮汐、雨水、地壳隆起、表层鱼
类、纯净水、电力、建设设备、潜水设备、
租赁车、食物与货物、银行(贷款)、旅
行系统、政府(税收)、业主、旅游者(旅
游产品)、垃圾填埋地(固体废弃物)

针对岛屿系统

Brown[9] 海滩、地面与景观、形像、资产、旅游者
(消费者)

阳光、风、潮汐、波浪、雨水、食物与酒
水、饮用水、燃料、电力、货物与材料、劳
动力、旅游者(生产者)

针对旅游度假地设备;度假地的
设施与服务影响度假地的形象

Vassallo[19]

陆地生态系统(土壤)、海洋生态系统、
渔业、废弃物与管理、工业、人口、交通、
旅游、公共管理、商业

阳光、风、潮汐、波浪、雨水、地热、水、电
力、燃料、商品与服务(进口的人力资源
管理)、市场

针对海岸市政系统

Lei K P[14] 赌博者、货币 可更新资源、不可更新资源、设备租金、
水、电力、食物、材料、酒店、劳动力、经
营服务、娱乐、旅游者、居民、政府、公司

针对博彩业部门

Lei K P[13] 自然、文化系统、人类资产、旅游、工业、
废弃 物 处 理、 旅 游 者 ( 消 费 者 )、 形
象、GDP

可更新资源、食物与新鲜水、商品、原
料、进口劳动力、服务、旅游者 (生产
者)、市场、净化水

针对基于旅游的城市生态系统

李洪波[23] 红叶林、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中山
矮曲林、中山草甸、野生动物、茶叶、土
壤、水脉、社区、管理与教育

雨水、风、太阳、大米、木材、肉类、电力、
科研、政府预算、市场、旅游、支出(包括
支付意愿)

针对山岳型自然保护区系统

王卓晗[21] 水产系统(浮游植物、鱼、渔船)、农牧
系统(果树、象草)、旅游系统(宾馆、水
上观光)、管理

阳光、风、海水、鱼苗、苗木、旅游者、商
品和劳务、市场、电力

针对观光农业系统

谢雨萍[20] 月柿种植、月柿种植产出、生态农业
旅游

太阳能、雨水势能、雨水化学能、月柿生
产的设备投入及服务投入、生态农业旅
游的设备投入及服务投入、市场

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

2.3摇 指标创建方面

Odum 等在能值方法提出了很多指标对系统进行可持续性分析,同时也鼓励学者对于不同的系统提出新

的能值指标。 在研究中,指标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评价指标的选取,一个是指标体系的延伸。 在

农业能值研究中,李双成提出了区域性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52],严茂超开发了单位面积产出、人均农产品能

值占有情况等指标[53],学者都对相应的指标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在工业系统能值研究中,经常用到的能值指

标为能值产出率、环境承载力以及可持续性指标[36],Lou 等[54] 增加了废弃物相关指标以适应真实环境,一些

学者改进能值指标体系以使其适用于生态工业系统。
在旅游能值研究中,国内大部分用到的指标有:能值投资率(EIR)、环境负载率(ELR)、能值产出率

(EYR)、能值可持续性指标(ESI)、能值可持续发展性能指标(EISD)。 而国外的文献主要用到可更新资源比

率(R%)、环境负载率(ELR)、人均能值使用量(U / P)、能值密度(U / A)等(表 2)。 能值可持续性指标 ES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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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和 Ulgiati 提出的用以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性能的综合性评价指标[55]。 由于该指标缺乏对能值产出的

实际社会经济贡献的反映,陆宏芳提出了新的评价系统可持续发展性能的能值指标 EISD[56]。 国内通常使用

这两种指标进行系统的可持续性分析,而国外的文献通常结合使用各种能值指标分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状

况,而不仅是这两个单一的指标。

表 2摇 国内外主要旅游生态经济系统能值指标比较表

Table 2摇 Table of emergy index comparison about major domestic and overseas tourism ecological economic systems

地区
Area

年份
Year R% U / P U / A EIR ELR EYR ESI EISD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武夷山 2006 71.3 2.80伊1010 7.30伊1010 0.383 0.383 3.60 9.39 [23]

恭城(月柿) 2004 0.56 0.75 2.79 3.72 2.04 [20]

深圳(芦花湖) 2006 12.68 7.31 0.14 0.113 [21]

十万大山 2004 4.94伊1014 7.74伊1011 0.004 0.004 42.95 5.57伊104 [30]

兴文石海 2008—2012 1.36 34.90 9.81 0.28 [31]

澳门 Macao 2003 0.123 4.90伊1016 8.05伊1014 55.8 813 0.683 0.0008 0.0012 [36]

巴布新几内亚
(全国旅游业)
Papua New Guinea
(The National Tourism)

1993 0.1 2.74伊1014 7.79伊102 0.10 [8]

巴布新几内亚
(潜水酒店)
Papua New Guinea
(Dive Hotel)

2001 6.1 1.21伊1013 6.82伊1016 15.3 [9]

墨西哥(度假酒店)
Mexico (Resort Hotel) 2001 1.30 2.70伊1014 7.96伊1016 76.0 [9]

意大利 Italy
(Riviera del Beigua) 2008 18.95 2.32伊1016 9.58伊1018 4.28 4.28 [19]

摇 摇 R: 可更新资源 Renewable resources(sej);U / P:人均能值量 Emergy used per person(sej / p);U / A:单位面积能值量 Emergy used per area(sej / a);EIR:能值投资率

Emergy investment rate;ELR:环境负载率 Emergy loading ratio;EYR:能值产出率 Emergy yield ratio;ESI:能值持续性指标 Emergy sustainability index;EISD:能值可持续

发展性能指标 Emer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根据旅游系统的特殊性,学者构建了一些新的研究指标。 如谢丽萍通过系统能值分析提出生态农业旅游

经济系统指标、结构指标、功能指标、生态效率指标、总体评价指标等指标[57]。 关俊利根据生态农业旅游能值

评价指标体系,运算绿色旅游收入指标(GTI),更好地指导生态农业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58]。 李洪波提出了

生态旅游经济能值指标(生态旅游能值比、生态旅游能值产出率)对系统进行分析[23]。 张小洪针对兴文石海

景区提出了废弃物的指标(废物能值百分比) [31]。 丁晓荣新构建了生态产出率和净经济效益 2 个指标[59]等。
魏敏通过测算旅游餐饮、交通、住宿、购物和劳务等能值,构建了旅游能值交换率和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值指

标[4]。 在指标的构建上需要遵循客观正确合理的原则,根据系统特殊性构建的相应指标,表 2 中的指标对比

结果仅供参考,由于能值基准的选择不同会影响相应的能值转化率,所以指标 U / P 和 U / A 需要进行统一化

处理,表中意大利海岸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处理,因为该研究选取的能值基准是 1.58伊1025 sej / a[40]。 在实际分

析中得出的指标值,需要说明使用的能值转化率,从而能够运用到案例实证研究中并可归一化处理用于对比

分析。
2.4摇 方法集成方面

在农业生态系统能值研究中,运用了能值生态足迹模型[60]、计量经济学方法[45]、三元相图[61] 等方法,将
能值理论的应用推广到一个新的高度与领域;在工业系统中,学者尝试运用能值鄄夹点分析方法[62]、生命周期

评价[63]、以及模糊优化方法[64]等方法,更有效的对工业系统进行评价和优化。
在旅游系统的研究中,李洪波认为能值分析方法在旅游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旅游生

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指标体系的构建尚不完善,研究缺乏针对性,同时也未能反映人类对生态旅游系统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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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服务的需求性,所以采用条件价值法解决这个问题[23]。 关俊利运用旅游卫星账户 TSA 指导思想,以桂林

恭城瑶族自治县为实例,对生态农业旅游投入产出进行了核算[58]。 Serour 等结合剂量反应分析旅游者与珊

瑚礁之间的关系[17]; Vassallo 等利用能值理论对意大利利谷里亚海岸旅游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进

行分析,结合巴特勒生命周期理论,形成“Em鄄TACL冶模式,并指出利用能值分析可以对旅游地的生命周期进

行判断,为管理者提供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 并使用相关系数分析显示旅游者的能值使用价值与居民的能值

使用价值趋势一致[19]。 Brown 和 Ulgiati 在对酒店建筑的能值计算是通过估计度假地的生命周期来分解测

算[9]。 结合方法上呈现的不如其他系统广阔,可根据研究需要,选取经济学、地理学等方法综合分析。

3摇 研究启示

总体来看,国内从微观尺度出发,以旅游产业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能值分析较少,从能值理论的合理运用、
指标选取、数据采集、系统完整性、实践指导性等方面,国内研究相较于国外仍显薄弱。 需加强以下方面研究。

(1)理论上建立与架构旅游生态系统的能值分析体系

旅游生态系统的边界确定是能值分析的基础,现实中由于行政管辖权导致的生态系统碎化,使能值研究

的对象难以界定,从而影响数据采集、能值输入与输出指标的选择以及定量计算结果的定性表达。 今后应立

足典型案例区,如有一个行政机构管辖的有确定范围的风景名胜区(黄山、九寨沟、庐山、武夷山、武当山等

等),其旅游生态经济系统边界明确,系统内几乎所有行业都是为旅游服务,易于确定。 通过对典型旅游地的

能值分析,从而可以建构旅游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的一般框架体系。
(2)方法上有 3 个问题需进一步探讨

一是注重多学科方法的结合研究,如与旅游生态足迹[65]、应用计算机模拟结合 GIS 技术手段建立动态模

型、能值三相图等的结合。 二是注重利用新的地球能值基准,尤其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中,应在同一基准

上采用转换系数,使指标进行比较更加具有对应性与政策启示的针对性。 三是注重系统能值过程的分析,提
出适合系统属性的指标评价体系,完整的应用能值方法对系统进行分析,探讨从能量的流入到废弃物的处理

这一整个过程中各种主要生态经济流的作用与机制。
(3)内容上,今后要加强旅游生态系统能值的历时性分析与横向比较研究

结合其他系统的研究成果,从方法和指标设计上寻找契合点,例如农业生态系统中关于审美景观功能的

能值测算,工业系统中废弃物和建筑设施的能值测算等,森林生态系统中关于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运用

于旅游系统的能值研究。 根据系统的核算边界和研究目的,构建实用的能值流程图。 基于能值分析的旅游生

态效率、旅游生态安全、旅游环境容量、旅游生态用地研究以及能值贸易研究,能值价值论和市场价值论融合

趋势下如何反映旅游者的需求结构和偏好,都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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