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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生态效率概念采用定量化方法对旅游业经济、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重要工具。 基于可

持续理论的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不断涌现，相关利益主体应用较多的有环境管理系统、旅游生态标签、清洁生产理念、旅
游生态效率中心、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等。 在旅游企业日常运营中积极推动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高目的地

旅游经济、环境绩效的一种新思路。 本文从可持续背景下旅游生态效率优化模型入手，系统化分析了国外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

理方案的内容与特征。 其中，环境管理系统在目的地层面为旅游生态效率优化设计了一套评估管理流程，旅游生态标签为目的

地生态效率水平提供了可视化标志符号，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一致性整合方案，清洁生产理念是一种基于

生态效率优化的长期战略，旅游生态效率中心作为非营利性机构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得较好的环境绩效表现。 国外旅游生态效

率优化管理方案特征明显、设计合理、管理科学，对我国目的地旅游生态效率优化提升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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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旅游管理部门越来越认可一个观念，那就是未来行业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大小。 可持续发展是旅游业追求的理想状态，旅游生态效率逐渐成为研究目的地可持续性程度与潜力的重

要理论工具［１⁃２］。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最初由布伦特兰报告（Ｂｒｕｎｔｌ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提出，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

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发展能力的一种状态或理念模式［３］。 世界保护联盟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ｏ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ＵＮＥＰ）、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等组织认为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不超出支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４］。 国际

地方环境促进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认为可持续发展为社区居民提供

基本的环境、社会、经济服务，而不会威胁自然、社会系统的活力［５］。
一般而言，生态效率测度的是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投入不变产出越高或者产出不变投入

越低，则产业、活动的生态效率值越高。 经济社会行为总是力图采用最优化方式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而获取

最佳产出效应。 可持续发展旅游目的地建设离不开科学的评价标准与管理方案，国外学者在界定旅游生态效

率定义的基础上，构建了可持续旅游目的地概念模型，通过整合环境管理系统、旅游生态标签、清洁生产、旅游

生态效率中心等管理方案，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 本文对国外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及其特

征进行分析，为国内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与应用价值。

１　 可持续背景下目的地生态效率优化系统

从研究方法整合和学科历史继承的角度看，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识别方案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判断评价旅

游可持续能力是对传统理论的整合与强化，这类传统理论包含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６］、旅游目的地承载力理

论［７］等。 旅游生态效率模型由于其显著的科学性、前沿性与可操作性，在目的地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中独具

优势，相应地，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成为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
世界商业可持续委员会（ＷＢＣＳＤ）提出的生态效率概念的核心价值在于认识到地球具有生态极限，产品

在生命周期内，满足人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需要尽量降低生态环境影响。 对于旅游目的地管理者而

言，需要实施有效政策以鼓励旅游者选择生态效率更高旅游模式。 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目

的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８］。 特别是旅游生态效率与环境管理系统、生态标签认证、清洁生产等

理念一脉相承，都强调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尽量减小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因此基于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可以整合成为一个工具集合与理论模型。 模型中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生态效

率优化管理方案有环境管理系统（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ＭＳ）、生态标签（Ｅｃｏ⁃ｌａｂｅｌｓ）、２１ 世纪地

方议程（Ｌｏｃ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１）、清洁生产（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Ｐ）等。 这些理论工具应用较广、紧密关联，例如酒

店业会应用环境管理系统获得生态标签，在管理中采用清洁生产战略，地方社区会采用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的指

导纲领，执行环境管理系统程序，如图 １ 所示，旅游目的地层面需要整合利用这些理论工具以达到旅游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２　 国外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

生态效率概念广泛应用于农业、矿业、工业等领域，用以评价经济效益一定条件下产业环境绩效的高低。
发达国家在旅游业环境影响研究中也引进生态效率模型，并且基于可持续发展愿景，积极探索目的地旅游生

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其可操作性成熟做法为我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战略”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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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　 基于生态效率优化的可持续旅游目的地概念与工具［９］

Ｆｉｇ．１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Ｅ

２．１　 实施综合性环境管理系统

基于“公地悲剧”理论的环境管理系统中，自然资

源使用者容易陷入对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境，而这几

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环境管理为旅游生态效率定量

研究奠定了基础，旅游生态效率改进作为一种环境管理

战略受到诸多行业的广泛应用［１０］。 环境管理系统是利

用系统综合的方式管理企业环境事务的工具，对可持续

旅游地在很多方面具有帮助作用。 环境管理系统中内

部与外部审计过程具有的功能包括：识别问题、制定环

境政策、设置环境管理目标、测度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

理系统效用、创建正确行动的数据库、制定未来计划、发
展公司环境战略与传播等［１１］。

环境管理系统还可以与其他方法联合起来应用于

旅游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设定区域旅游发展路径与目标。 环境管理账户是一个设计用于跟踪环境成本

和物理环境流量的环境管理工具，其综合研究框架关注的焦点是：环境账户信息内部和外部的使用者、环境影

响管理的组织框架与信息处理、不断增长的环境管理账户典型定义［１２⁃１６］。 综合性环境管理账户通常包含金

融环境管理账户和物理环境管理账户两类，作为一个基于生态效率的环境管理框架，两类环境管理账户拥有

１６ 个关键信息集合［１７］（表 １）。

表 １　 环境管理账户综合框架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信息集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ｔ

环境管理账户（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ＥＭＡ）

金融环境管理账户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ＭＡ）

物质环境管理账户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ＥＭＡ）

短期关注焦点 重点环境管理成本财务状况 物质与能量流账户（产品、区位、渠道等对环境的短期影响）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ｆｏｃｕｓ 相关环境成本决策评价 区位、产品等变量的短期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管理实践金融预算 物质环境管理预算

相关性环境管理成本财务状况 相关性环境管理影响

长期关注焦点 环境导向资本消费与效益 环境或自然资本影响账户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ｏｃｕｓ 环境生命周期成本 生命周期目录、过去环境管理投资评价

长期性环境金融规划 长期性物质环境管理规划

环境项目金融投资评估 物质环境管理特定项目投资评价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１７］修改

２．２　 授予企业旅游生态标签

旅游生态标签的验证是一个类似于生态效率合规审计的过程，也是一类判断产品或服务是否达到一定环

境表现级别的工具组合。 生态标签认证作为一种软政策工具，与传统意义上命令控制式方法完全不同［１８］。
各种生态标签组成的识别标志，可以帮助教育消费者，影响消费者决策行为，为组织提高环境表现提供激励。
与行动守则等自愿性工具相比，生态标签因为由第三方独立验证而显得更为可信。 授予生态标签的产品和服

务需要达到一定级别的环境标准，而生态标签的准则一般根据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具体情况设定。 可持续旅

游目的地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指旅游地处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状态，世界上用于表彰自愿选择可持续旅游发展

模式的“生态标签”有：欧洲旅游与环境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绿色地球奖（Ｇｒｅｅｎ
Ｇｌｏｂｅ Ａｗａｒｄ）、英国航空旅游未来奖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ｉｒｗａｙ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Ａｗａｒｄ）、欧洲可持续城市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ｙ Ａｗａｒｄ）、蓝旗奖与绿色手提箱奖（Ｂｌｕｅ Ｆｌａｇ Ａ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Ｓｕｉｔｃａｓｅ Ａｗａｒｄ）等。
很多发达国家授予生态敏感型旅游企业生态标签，其目的是通过提高旅游业现有环保标准而保护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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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１９］，具体包含：通过鼓励旅游企业获得高级别环境标准，从而抑制旅游者对目的地区域自然资源产生负面

环境影响（ＵＮＥＰ，１９９８） ［２０］；对旅游者行为与决策进行教导，通过鼓励旅游者购买环境和谐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Ｂｅｎｉｇｎ）旅游企业产品服务进而形成对该类企业的实际支持（ＵＮＥＰ，１９９８）；对环境友好型旅游产品与服务设

立标准［２１］。 获得生态标签的旅游企业通过手册、传单、宣传册子、新闻稿、公告牌、获奖标志或旗帜等市场营

销方式提升公司的环境绩效［２２］。 发达国家中由公共或私人部门共同倡导的旅游生态标签授予方案，从地理

政治学角度看存在四个级别：国际级、区域级、国家级、国内次一级（表 ２）。

表 ２　 旅游行业生态标签计划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级别 Ｌｅｖｅｌ 国际级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区域级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国家级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国家次一级 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生态标签内容
Ｅｃｏ⁃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奥杜邦合作保护系统、奥
杜邦合作认证计划、世界
生态友好酒店、生态饭
店、绿色环球

蓝旗奖、绿色贡献奖、欧
洲可持续旅游宪章、科伦
威撒峡谷环境保护奖、太
平洋亚洲旅行协会绿叶
奖、泰洛尔环境质量标签

澳大利亚旅游生态标签、
大卫贝拉曼奖、德国环境
松鼠、矿石熊猫、绿钥匙、
绿叶、 绿 色 手 提 箱、 海
滨奖

生态旅游徽章、 生态旅游
奖、绿色旅游商业计划、苏
格兰高尔夫球场野生动物
保护计划

授予机构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ｗａｒｄ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
私人组织

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
公共管理机构

公共管理机关、非政府行
业协会、非政府组织

公共管理机关、非政府行业
协会

关注领域
Ｆｏｃｕｓ ａｒｅａ

旅游住宿、旅游设施、旅
游场所等

旅游设施、旅游场地、旅
游餐饮、旅游住宿等

旅游餐饮住宿、旅游设
施、服务场所

旅 游 设 施、 目 的 地、 旅 游
场所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２０］ 修改

无可争议的是，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在减少负面环境影响、改变东道社区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潜力较

大［２３－２４］。 通过旅游资源恰当的规划与管理，利用相关方面旅游生态标签减小旅游环境影响，维持旅游发展与

环境保护之间的精细平衡，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２５］。 特别地，生态标签方法广泛应用于旅游企业认

证管理，包括酒店、度假区、码头、旅行社、旅游经营单位、陆地和水上的交通设施、航空设施等，用于验证目的

地及自然资源的环境状态［２１］。 如图 ２ 所示，旅游生态标签在认证授予和计划制定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程

序［２６－３８］，按照既定的 ６ 个主要步骤，实施动态反馈型管理模式，能够达到最佳的激励效果［３９］。

图 ２　 旅游生态标签授予实施过程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ａｗａｒｄ

２．３　 制定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

正因为本地社区对旅游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也就成为可持续旅游目的地的必须整合

进来的工具。 在执行和优化生态效率的行动方案中，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将实施的着力点放在社区层面，因而与

可持续目的地具有相关性。 地方官员需要向市民、社区、商业和行业组织咨询，以形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致

意见，进而帮助制定地方计划和政策，设置可持续发展标准适应法律规范以实现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的目标。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规划的原则为目的地提供了一个利益主体获得意见一致的框架，国际地方环境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ＩＣＬＥＩ）建议将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中城市和地方社区的

规划合作机制应用于可持续旅游规划与开发之中。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及其优先规划措施旨在实现可持续战略目标，从环境管理的角度，基于生态效率优化的

规划对策重点关注土地利用、环境可持续性交通、供水与废水管理、固体废弃物减少及再利用、能源保护等方

面。 很多生态效率优化管理工具可以与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联系起来，例如将基于企业的环境管理系统与地方

发展结合［４０］，而广义上的目的地环境管理系统概念从宏观上也将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包含在内，例如在世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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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旅游理事会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ｕｎｃｉｌ，ＷＴＴＣ）、世界旅游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地球委员会（Ｅａｒｔ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联合发布的《旅行与旅游产业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迈向环境可持续发展之

路》一书中，就将环境管理系统方法重点应用于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框架内。 另外，为了提高清洁生产的社会公

众意识，也将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与清洁生产理念进行技术路径上的整合。
２．４　 贯彻清洁生产理念模式

在美国，清洁生产被称为“废物最小量化”或“污染预防”。 从本地社区的角度看，清洁生产被看做一种本

地社区可持续性过程的决策辅助方式。 例如加拿大的两个镇班芙（Ｂａｎｆｆ）和坎摩（Ｃａｎｍｏｒｅ）在实施水资源可

持续保护管理的过程中就应用了清洁生产的原则［４１］。 清洁生产被广泛应用的定义是指在产品、服务生产过

程中，为从源头上防止空气、水、土壤的污染，减少浪费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将工业对人类和环境的威胁最小化

的持续改进过程［４２］。 清洁生产关注环境问题的焦点在于：资源、能源、原材料消耗最小化以促进生态效率改

进优化；防止浪费与降低碳排放；降低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负荷［４３］。 除了环境问题，清洁生产作为一个预防

性工具也被应用于旅游业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例如关注旅游对地方文化习俗、建筑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等。
可持续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基于服务的系统，相比制造业系统而言可能更能从清洁生产模式中获益。

清洁生产的目的在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和排放的产生。 要实现这个根

本目标需要采取五类防御措施：产品改良（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投入替代（ ｉｎｐｕｔ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技术改进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良好的内部维护（ｇｏｏｄ ｈｏｕｓｅｋｅｅｐｉｎｇ）、循环与再利用（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ｕｓｅ） ［４４－４５］。 这

些措施在不同行业与部门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以更具有效率，例如在采矿业中就重点关注过程设计、投入替代、
计划改进、内部维护、废水的 ３Ｒ（Ｒｅｕｓ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处理流程［４６］。 清洁生产作为一种优化产品系

统的战略思路，也可以广泛应用于可持续旅游业之中。 旅游业中清洁生产战略包含重构旅游者需求、提高产

品的效率表现、优化产品生产流程等。 例如在尼泊尔（Ｎｅｐａｌ）安安普纳保护区的能源效率改善计划努力采用

资源替代方式减小森林采伐的影响，利用水电、太阳能、天然气、柴油等能源消耗终端设施代替木柴利用［４７］。
旅游目的地社区可以将清洁生产战略用于减少水、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提升旅游生态效率水平［４８］。
２．５　 配置旅游生态效率中心

生态效率中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ｅｎｔｒｅ，ＥＥＣ）的使命就是与商家合作，通过资源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再利用、
资源回收、环境管理等措施提升中小企业的经济与环境绩效。 加拿大诺瓦斯克提雅省（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ｖａ Ｓｃｏｔｉａ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在 １９９８ 年设立的旅游生态效率中心是一个非盈利、非政府、教育性、对中小企业环境管理具有支撑作用

的技术机构。 对旅游中小企业进行环境评估是生态效率中心的主要业务，环境评估为商家提供关于增加资源利

用强度、减少浪费，实施污染防治和资源能源保护战略的相关信息与建议。 为了改进环境管理和提高生态效率，
旅游生态效率中心设计了系列工具和标准。 这些标准很多来自世界商业可持续发展理事会（ＷＢＣＳＤ）提出的生

态效率七大战略，其中的一些工具在 Ｓｔａｒｋｅｙ（１９９８）关于环境管理研究中已有阐述［４９］。 加拿大生态效率中心

（ＥＥＣ）对三类工具说明的最为详细，分别是：（１）南澳大利亚环境与遗产部提出的生态效率清单；（２）加拿大工业

部提出的生态效率工具包；（３）伍珀塔尔研究所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高效企业家日历表［５０］（表 ３）。

表 ３　 生态效率入围工具与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ｈｏｒｔ⁃ｌｉｓｔｅｄ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生态效率工具
Ｔｏｏｌ

来源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生态效率优化关键措施
Ｋｅ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生态效率清单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南澳大利亚环境与遗产部
减少或者避免不必要资源消耗；再利用；循环
利用；监测

生态效率工具包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ｏｏｌｋｉｔ 加拿大工业部
管理；产品设计与开发；采购；记账；营销与宣
传；生产和分配；设施管理

高效企业家规划日历表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伍珀塔尔研究所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能源；材料；水；非产品产出；风险管理与预防；
产品管理；社区整合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５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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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角度看，澳大利亚的生态效率清单过于简单，而加拿大“生态效率工具包”对于功能和责任目标不

甚明确的小型企业而言不是很适合，伍珀塔尔研究所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高效企业家日历表需要一个

较长的时间跨度，在实践操作中具有一定难度。 因此，加拿大生态效率中心决定设置自己的清单，该生态效率

清单整合环境评估成果，涵盖了更广的部门且适合不同规模企业，其目标是采用系统管理战略彰显可持续发

展能力，这个总目标进一步被分成若干子目标和 ３５ 个潜在行动计划，这些行动项目可以非常简便地对中小企

业的生态效率进行检测（表 ４）。

表 ４　 旅游生态效率中心的行动清单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ｓ

总目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子目标 Ｓｕｂ⁃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具体行动方案 Ａｃｔｉｏｎｓ

减少资源消耗 减少耗能需求 灯光；采暖通风与空调；设备使用与维护；交通；代替能源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减少用水需求 再利用与循环；源头上减量化；维修水管与水龙头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减少物质消耗

使用最少的物质材料；使用高质量材料；降低重量；减少体积容量；更换过时、
未被使用、陈旧的产品

减少对自然的影响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购买绿色物质

陈货控制；科学合理采购；购买再生材料与包装；采购资源高效利用技术；采
购低影响包装；避免购买危险材料

可替代化学品 化学物质使用和废物最小化；最小化使用有害化学物质；使用无害替代物质

有害废弃物管理 从源头上减少；环保回收；不可预防和循环利用的废弃物管理；正当处置

固体废弃物分解 减少浪费；设备再利用与维修；循环利用；堆肥有机物的特殊处理

采用系统化方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员工教育与培训

标志系统；环境经理或团队；员工培训与激励；物质安全数据单；可供使用的
防护设备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５１⁃５２］修改

３　 国外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特征

３．１　 组织多样，综合施策

国外旅游生态效率优化方案的实施主体是各类不同的组织机构。 提出环境管理系统的组织包含联合国

环境管理机构、学术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等；旅游生态标签的制定实施机构更为广泛，包含非政府组织、私人组

织、行业协会、公共管理机关等；旅游生态效率中心属于政府倡导下的企业协会管理组织；旅游业 ２１ 世纪地方

议程体现了《２１ 世纪议程》文件中“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精神，是 ２１ 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各国

政府、联合国组织、地方性发展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团体应对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综合行动蓝图。
各种不同组织机构，提出的旅游生态效率优化方案形式不一，殊途同归，各有侧重，综合施策，以环境保护和改

善生态效率水平作为目标。
３．２　 标准合理，设计科学

旅游生态效率优化方案中涉及的变量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绩效指标，一是环境成本指标，通过旅游

生态效率模型将各类指标整合起来，构成了系列化评价标准体系，国外各类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指标

合理，易于操作，切实可行。 环境管理账户对生产成本与环境污染信息进行审计，形成科学核准机制；旅游生

态标签授予机构对旅游住宿、设施、场所的环境表现进行定量化评价，为经营者与旅游者提供绿色环保信息服

务；２１ 世地方议程有效整合多样化指标与方法，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综合评价效应；清洁生产模式下能

量和资源利用达到了了精细化管理分析水平；生态效率中心设计的清单与工具包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强，设计

科学先进。
３．３　 绿色导向，动态监管

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在管理模式上彰显“绿色发展”导向，旨在通过积极的干预与管理达到可持

续发展的状态，并且强调通过动态监管机制，形成良性互动的效果。 一方面，从物质流核算的角度，生态效率

指标应该确保个体日常活动根植于生态服务之中，通过本地化设计、创新冲突解决机制，与地方化生态管理目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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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保持一致。 大多数生态效率管理成功的案例，均要求人类活动的物质和能量消耗强度大规模下降［５３］。 另

一方面，从科学角度看，环境管理系统、生态标签认证、清洁生产等计划中对旅游企业环境影响评价贯穿整个

产品生命周期，通过社区参与、及时反馈、战略调整等手段，实施积极的动态监管，提高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

方案的即时性效应。

４　 结论与启示

４．１　 结论

（１）可持续目的地是多个维度的概念系统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学术界均认为旅游业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５４］。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一个多

维度概念系统，核心影响因素包含时间维度、标准严格性维度、环境承载力维度等，从时间维度看，旅游业的开

发是一个大尺度时间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满足短期局部的旅游经济增长，更需要强调旅游经济、文化传承、
环境影响具有长期效应，当前的发展不影响后代的需求；从标准严格性维度看，可持续旅游的评价结论直接取

决于标准的严格程度，不同的评价标准产生的评价结果不同，定量评价指标也构成了不同的评价体系；旅游环

境承载力因素是最常见的可持续评价变量，旅游过程产生的废弃物、环境污染量、生态效率等均为旅游可持续

发展研究中常用的指标。
（２）旅游生态效率是可持续目的地的重要评价指标

过去的二十多年内，国外发达国家一系列基于生态效率优化管理的概念与措施不断涌现，实践中应用最

多的有废弃物最小化、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生态效率中心、产业生态等，这些概念都指向可持续发展能力［５５］。
基于生态效率优化的可持续目的地模型整合了环境管理系统、旅游生态标签、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清洁生产模

式、旅游生态效率中心等理论工具，形成互动互融、殊途同归的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体系。 旅游生态效

率模型因为研究目的明确、过程简洁、应用广泛受到重点关注，将多元化的旅游经济指标与旅游环境影响指标

进行组合分析，即可构建用于评价目的地可持续性的旅游生态效率模型。
（３）基于可持续目的地的生态效率优化方案体系完善

目前国际上应用较多的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包含环境管理系统、旅游生态标签、清洁生产、２１ 世

纪地方议程、旅游生态效率中心等，各类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既各有特色，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综
合高效。 在基于可持续目的地的生态效率优化管理工具中，实施旅游生态标签认证计划能够促进旅游与环境

的和谐［３６］，通过对潜在旅游者进行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特征的教导，不断培养环境敏感型旅游企业的发展，
使旅游资源和物理环境得以保持和强化，因而旅游生态标签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特别的吸引力和益

处［１９］。 环境管理系统、环境管理账户、清洁生产模式通过执行环境相关审计系统对环境和经济表现进行评

价，设定可持续旅游发展对象与目标。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将生态效率优化宏观目标与地方行动有机结合起来，
在目的地社区层面取得显著效果。 旅游生态效率中心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小型企业的行动清单，推动企业在日

常管理中将生态效率优化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为提高旅游业环境与经济绩效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４．２　 启示

（１）可持续目的地生态效率优化研究具有综合性启示意义

在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国外对旅游生态效率优化提升的研究不仅聚焦理论框架的构建，也
重视实践操作与应用，对我国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效率研究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一方面，可持续旅游

目的地的识别方案首先需要设立基于生态效率的环境标准，该类环境标准一般涉及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等

多个学科，这些准则和标准被看成目的地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提升目的地生态效率水平的环境管

理系统、清洁生产、旅游生态标签、旅游生态效率中心等方案，既丰富了旅游可持续管理的研究内涵，也为目的

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了综合性解决策略。
（２）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助推可持续目的地的建设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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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背景下“绿色发展”是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旅游社区居民的共同目标，需要科学的指导思想

和方法，目的地生态效率优化管理就是可持续标准树立和执行的过程，因此，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助推了可

持续目的地的建设与深化。 在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的工具组合中，环境管理系统为旅游生态效率定量化分

析奠定了基础，生态效率改进作为一种环境管理战略受到诸多行业的广泛应用；旅游生态标签认证有利于对

低碳化旅游消费产生激励作用；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规划的原则为目的地提供了一个利益主体获得意见一致的

框架；清洁生产模式旨在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且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和排放的产生；旅游生态效率中

心的使命就是与商家合作，通过生态效率优化、污染防治，提高旅游经济与环境绩效。
（３）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是旅游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契机

国外发达国家将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置于管理模式中的核心地位，环境管理系统、清洁生产模式、２１ 世纪

地方议程、旅游生态效率中心等工具模型在实施和运行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新时期，在“绿色、协调、可持

续”等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我国旅游管理实践与创新过程中，可以将旅游生态效率优化管理方案与旅游综合

配套改革结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生态效率评价与应用体系，实施旅游生态效率优化强制性管理

机制，推行旅游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建设国家级旅游清洁生产模式示范点、设置典型的旅游生态效率中心、制
定旅游业 ２１ 世纪地方议程纲要，系统化促进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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