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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目山生态旅游现状调查与开发前景展望 
尉迟之光 孙佩华 陈婷 王贤君 
 

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东南沿海一个典型的森林与野生动物类
型自然保护区，现在已获批准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成员。这里地处中亚热带北缘，历史悠久，地质古老，有冰川遗迹，地形复
杂，气候湿润，东暖夏凉，有多种珍稀、濒危、孓遗动物和植物，生物类型
多种多样，有地带性物种，也有垂直带系列，是我国江南的天然动物园、植
物园和生物物种基因库，森林资源属原始天然林，高大古稀，国内外罕见，
素有“大树王国”的美誉。 
 
随着城市人口膨胀和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远离自然，因此回归
自然成为现代上班族所喜爱的休闲方式和一种生活的需求。生态旅游的开发
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其发展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 
生态旅游面临的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就是旅游的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平衡发
展问题。因为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的影响或改变原来的生
境，有些改变往往是不可逆的。本课题组针对旅游开发程度的适度性以及在
旅游开发种的环保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和探讨。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自然保护区，植被资源尤为丰
富。通过对天目山有关管理部门的访问调查，可以得到在我国现阶段特有管
理体制下，自然保护区管理、运作和开发时所遇到的某些实际问题，对得出
切实可行的开发策略尤为重要。 
 
 
方法： 

1. 采访天目山管理局及天目山旅游接待中心的有关人士，了解有关天目
山游客人次、资金运作、经营模式及开发规划等信息。 

2. 对天目山的游客进行抽样调查（共 30 例），了解游客的来源、年龄层
次、重游率、对环境的满意程度以及对进一步进行开发的态度和建议。 

3. 对景区各宾馆的管理人员，以及天目书院的一位在天目山生活、工作
了 18 年的管理人员老俞进行了访问，了解保护区的一些历史和发展
的内部情况。 

4. 对天目山水资源的利用和处理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并进行了摄影。 
5. 查阅有关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的资料（《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体规划 1996— 2020》），了解保护区的资源信息（包括生物资源、
旅游和环境资源），今年各环境指标数据和资金预算报表。 

6. 上网查询国内外各其他自然保护区的成功范例，了解各种旅游开发和
环保的有效举措。 

7. 亲自对各景点进行考察，观察景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周围生境。 
 
结果： 

1. 从天目山管理局了解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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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天目山游客人次逐年增加（1997 年 97249 ~~2001 年 
129524），门票收入也逐年递增（1997 年 114.3 万元 ~~ 2001 年 260 万
元），趋势良好。 

(2). 从 2001 年收支报表来看，很大程度上能做到自负盈亏。总收
入为 542.45 万元，其中申请的各项专项经费为 195 万元，旅游收入为 260
万元，这两项为主要来源。而上级的财政拨款只有 29.35 万元，仅占总
收入的 5%。而在总共 488.4 万元的支出里，包括景点开发在内的各项基
础建设为 110.9 万元，人员工资为 178.4 万元，医疗费 56.6 万元，这三
项就占了 71%。而环保经费仅 17.3 万元，占 4%，科研经费更是只有 3
万元，仅占 0.6%。在支出项里，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人员冗余，负担重，
而科研投入极少。 

(3). 旅游接待潜力大。天管局估计天目山游客容量可达 50 万人次
/年，由于客源有明显的季节不均衡性，旺季包括：3~4 月学生团，7~8
月疗养、避暑、会议团，10 月~11 月 5 日（天目山最美时节）观光游。
淡旺季明显，使得自然资源有恢复时间。 

(4). 天管局确定保护区的三大功能为：保护、示范、教育。以保
护为主。保护区内基本无居民。现在也在进行科普旅游方面的尝试，现
已与四所学校达成协议：复旦、浙大、浙江林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 

(5). 天管局现有以下这些规划措施： 
①.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发掘佛教文化、书院文化、

历史文化。 
②. 保护区内设警示标志，设有专人巡逻。 
③. 扩建保护区，从现有的 43km2 扩至大于 100km2，分散游

客量。 
④. 提高门票价格，限制游客数量。 
⑤. 建立科教中心，进保护区前先接受教育。新建科技馆，

提高游客素质。 
⑥. 核心区只开发靠近步道的部分，不深入其他地区。 
⑦. 认养古树，从 02 年 7 月 10 日起已开始实施，认养十年，

单位 2000 元/棵。个人 200 元/棵，以扩大资金来源。 
⑧. 在维护现有景观基础上适度开发新景观。 
⑨. 加强广告宣传。 
⑩. 已有的宾馆限制扩建，以后将逐渐迁出。山上的建筑仅

保留禅源寺、留椿屋和天目书院。 
 
  2. 从天目山旅游接待中心了解到的情况。 

(1). 预计今年游客可达到 17 万人次，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浙江、
上海、苏南、周边城市及海外。其中上海 30%，江苏 25~28%，浙江 35~37%，
大专院校科普人员占 10~15%。 

(2). 游客分布不均，10 月~11 月 15 日占全年游客量的三四成，其
中仅国庆黄金周就占 1/8。游客主要以观赏自然风光为主，做佛事等其他
目的的占 5~10%。 

(3). 规划：“三山政策”：山上管严；山下搞活，生活区外移；山
外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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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游客调研 
         共调查 30 位游客，其中： 

来自杭州的有 17 人，上海 11 人，广州 2 人。老年游客占了很大
的比重，50 岁以上的有 15 人，占 50%，有 8 人为 30~50 岁，7 人 15~30
岁。 

          对环境满意的有 27 人，认为一般的 2 人，认为较差的有 1 人。 
认为天目山不应继续开发的有 26 人，认为可以继续开发的有 3

人，另有一人持中立态度。 
对于生态旅游，游客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里选择一些有代表

性的： 
(1). 关键部分不要开发,其他部分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可考虑先发

展后治理 
(2). 有人提出应像白云山那样封山保护管理 
(3). 进行人数限制 
(4). 道路改善，节制性开发 
(5). 更多人认为保持自然的好 

 
         4.水资源 
          天目山共有 9 家宾馆，1200 多张床位，在山顶建有蓄水池积水。 

  宾馆使用保护区的水属于非法行为，国家的相关法规不够细致。 
         80 年代宾馆最多时  

从地下抽取地表水，致
使山上树木缺水而死。 
  当地的地质为火山  
熔岩覆盖，土质薄，蓄
水能力差 

          天目山二招化粪池
容量小，排放生活污
水，严重污染了青龙池
及其下游地区（右图）。
而这仅仅是天目山污
染情况的一个缩影。 

           
5. 天目山在全国 119

个自然保护区中名列前 10，特点是资源集中。全年煤消耗量 240 吨，排放废
气 196.8 万 m3，烟尘 12 吨，SO26.96 吨，氮氧化物 2.179 吨，CO12.583 吨。 
       总环境质量系数：青龙山 0.07，老殿 0.11，达国家一级标准。水质为
重碳酸型水，矿化度<0.1 克/升，pH 约为 7，属低钠，低矿化度优质地下水。 
 
  6. 据观察，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供游客休息的设施很少，仙人顶几乎
未开发，相应饮食等副业发展也不够。另外，配套的娱乐设施开发少。 
     

7. 保护区内有竹林，据调查，为人工种植的经济作物。种植过程中人为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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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周围的其他植被。毛竹理论上是不能侵入阔叶林的，但现在已经侵入，可
能是人为因素。竹林的面积从 50 年代的 600 多亩，发展到现在的 1200 多亩。 
 
8.参考与借鉴 
台湾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 

1981 年，台湾营建署着手选定、规划国家公园预定地区。目前台湾已成
立了六处国家公园，1984 年成立的垦丁国家公园，位居台湾最南端海岬上，
属于热带性海岸型国家公园；1985 年成立玉山国家公园，是面积最大、高山
最雄伟的国家公园，核心的玉山主峰为傲视东亚之第一高峰；同年成立的阳
明山国家公园是台湾唯一的火山型公园，并能对台北都会区提供游戏服务及
教育；1986 年成立太鲁阁国家公园，以大理岩峡谷景观获得国内外游客之钟
爱；1992 年成立雪霸国家公园保存了崎岖原野山区及丰富野生物；1995 年成
立金门国家公园，让金门的历史与人文之美呈现世人之前。以上六处国家公
园面积共 322,845 公顷，约占台湾岛面积的 8.5%，就台湾岛独特的地理地形
而言，极为适当，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有了一份保障。不啻是
政府推动自然保育与文化资产保存之另一里程碑。 

台湾地区的国家公园担负保育、研究、教育与游憩等多项目标，然而不
当的管理或过度游憩，将对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冲击。因此必须成立国
家公园管理专责单位-管理处以及足够的人员、经费，并实行分区计划来管理
国家公园，达成上述目标。 

国家公园区域按其资源特性与土地利用型态划分不同管理分区，以不同
措施达成保护与利用功能： 

生态保护区  系指为研究生态而应严格保护之天然生物社会及其生育环
境之地区。 

特别景观区  系指敏感脆弱之特殊自然景观，应该严格限制开发之地区。 
史迹保护区  具有重要史前遗迹、史后文化遗址及有价值的历代古迹之

地区。 
游憩区  可以发展野外娱乐活动，并适合兴建游憩设施，开发游憩资源

之地区。 
一般管制区  资源景观品质介居保护与利用地区之间的缓冲区，得准许

原有土地利用型态之地区。 
 
澳大利亚国家在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方面的情况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小的大陆板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因地理隔
离所形成的独特动植物区系，呈现出高度的特有种分布现象而与新几内亚的
一些岛屿地区，单列为“澳大利亚动物界”。澳大利亚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
丰富，计有爬行动物物种 686 种，居世界第二位；有花植物物种 23000 种，
占世界第五位；两栖动物 197 种，列世界第十位。1879 年澳大利亚在新南威
尔士州建立了第一个保护地――皇家国家公园(Royal National Parks)。至今已
有 5800 处陆地和 150 处海域规划为保护地(保护地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自然
保护形式)。陆地保护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7.9％；各种类型的保护地占全
国面积的 4％；12％的森林划为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立法管理方面：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在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区方面做
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立法工作。联邦议会通过的这些法案成为全国建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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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及野生动物的重要联邦法律依据。国家以法律的名义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栖息地从而掌握了国家大部分生态资源。以法律的名义保证自然保护区的
资金投入从而保证自然保护区的正常发展。 

行政管理方面：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环境和遗产部(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的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中设立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
理局(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主要负责协调各州和地区关于保护
地的普查和信托土地事宜；负责履行国际公约和协定的业务；负责联邦政府
直接管辖的保护地(澳大利亚外部领地和 3 海里以外海域的保护地)。 

 
瑞典湿地保护区的建设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邻近北极。冬季漫长；天气寒冷；
日照不足；湿地总面积约为 9.3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20％。湿地类型
主要划分为三种：沼泽湿地、沿海湿地和其它类型的湿地。瑞典的沼泽湿地
主要为泥炭地；带有明显的泥炭植物；开阔的泥炭地总面积约为 3.6 万平方
公里。开阔泥炭地和森林湿地面积约占瑞典湿地面积的 90％。 
瑞典的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许多动植物完全依赖湿地生态系统生存，还有
一些动植物在其生命的重要阶段利用了湿地。这样就决定了湿地是瑞典生物
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形成独特的生态系统，同时也是
大规模生态系统如森林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1994 年；瑞典提出了泥炭地保护行动计划，详细描述了该国的 491 块泥炭湿
地，其中 146 块已经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同时建议将另外的 345 决泥炭地划
建为自然保护区。此外，也建议将现有的泥炭地保护区扩大。一旦资金落实，
该行动计划将在未来 26 年内得到落实。 
 
讨论： 
1. 从天目山的游客调研来看，大多数游客对生态旅游有着浓厚的兴趣，整个

生态旅游的市场仍具有很大潜力。 
 
2. 可进一步开发科普旅游，将知识教育融于旅游之中。可以作为大学的科研

基地，也可以开展针对中小学生的科普夏令营，还可以对更广泛的有兴趣
了解生态知识的游客配备专业导游。 

 
3. 保护区各种资源有设有容量限度（如水），不可过度开发利用。 
 
4. 可以天目山为核心，带动周围相关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再将周边开发旅游
所得收入用于保护区的资源保护。以此减小保护区过度开发的负担。 
 
5. 保护区功能仍应以保护为主，做到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开发旅游只是为
了从经济上更好的保护资源，一些资源的核心区仍需重点保护，不应深入开
发。应非常重视自然保护区站址和保护设施的建设；保护区不必要都建标本
馆。建议对自然保护区站址和保护设施的设计要进行评审，未经专家评议通
过的站址和保护设施设计不得施工。 
 
6. 目前国内自然保护区的体制有弊端，由于自负盈亏，导致“靠山吃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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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开发。国家应加强资金投入，坚持国家投入为主，并健全补偿制度，
给原驻民适当的优惠政策。在管理上分级管理，强化地方政府在保护区管理
中的责任。 
 
7. 管理机构人员冗余，负担过重，用于环保、科研的实际资金非常缺乏。 
 
8. 要加强与保护区发展相配套的法制建设，利用法律的手段维护保护区的资
源。对于违反法律的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要给于坚决的严惩。 
 
9. 重视自然保护区周边群众及游客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呼吁，提高公众环
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