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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等概念的实践和推广，低碳旅游也越来越多的被提及和实践。低碳旅游由于其新，无国际经验可

循，在概念、内涵以及实现途径等方面认识还不够深入，甚至形成了一些认识的误区，实践中可能因为认识的偏误，阻碍旅游业的发

展，而忽略了“低碳发展”所特有的协同发展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意义。本文认为，低碳发展是异于传统旅游业发展模式的一

种转型发展方式，具有明确的保护气候环境的目的。同时，旅游业是主张消费和体验的行业，低碳旅游不应该以刻意减少或约束消费

和体验为手段来实现，低碳旅游的实现途径是多样的，不仅仅有节能减排，还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选择以成本最低的方式

实现低碳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期，实践低碳旅游发展必然会面临更多挑战，但尽早实现低碳旅游发展转型，不

仅对发展低碳经济、保障气候安全做出贡献，也能为改善生态环境，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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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旅游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

旅游业发展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必然选择。在实现低

碳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各地区因为不同的资源条件和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对什么是低碳、如何实现低碳发展有不

同的要求。正确认识低碳旅游概念是开展低碳旅游规划，

实现旅游行业低碳发展的前提。实现低碳旅游发展的途

径主要有 5 个方面，既包括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常

规的工作方式，也包括使用排放配额“抵消”已经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等途径。各地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低碳旅

游发展规划，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既实现行业发

展并促进地方低碳经济发展进程，同时为保护气候环境，

实现气候安全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1 低碳旅游的背景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 CO2 排放，自工业革命以来呈现剧

烈增 加 的 趋 势。全 球 与 化 石 燃 料 相 关 的 CO2 排 放，从

1920 年的 34 亿 t，增长到 2007 年的 295 亿 t，增长了 8

倍［1］。根据不同情景下气候模式的预估值，未来几十年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将继续增加［2］。《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指出，为保证气候安全，各国应加强合作，“大气中温

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

的水平上。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

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3］。减

缓气候变化，防止因人为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气候安全问

题，成为国际社会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重点。《京都

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缔约方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

( 2008 － 2012 年) 相对 199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每年

整体减排 5． 2% ，发展中国家此间相对宽松; 而在 2012 年

后国际气候制度谈判中，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减缓行动的

压力也将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修路建桥、盖学

校、建医院以及建住房等都需要消耗能源，也必然会产生

温室气体排放。如何在发展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之间找

到出路，实现对两者的兼顾，国际社会提出了低碳发展和

建立低碳经济的构想。

低碳经济术语的首次正式出现是在 2003 年 2 月 24

日由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

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英国在《能源白皮书》中指出，英

国将在 2050 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水平上减排

60% ，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006 年

10 月，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

斯·斯特恩牵头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 GDP

1% 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 GDP 5% － 20% 的损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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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4］。2007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未来温室气体

的排放取决于发展路径的选择。2009 年，中国环境与发

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CCICED) 报告把“低碳经济”界定为

“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在

生产和消费中能够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

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势头”［5］。

低碳经济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实现低碳经济需要由社

会经济的所有行业、多个单元齐头并进、共同推进实施。

旅游业，是第三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模式也必须与国民经济及其他产业部门配合，走低

碳发展之路。“低碳旅游”在 2009 年 5 月世界经济论坛

“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的报告中提出并受到关注。

该报告由世界旅游组织以及国际航空、海运和陆路运输组

织联合研究完成。报告显示，世界旅游业( 包括与旅游业

相关的运输业) 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 5% ，其中运输业占

2% ，纯旅游业占 3%［6］。报告同时也提出旅游业的减排

目标，在未来 15 － 20 年内，将旅游业包括相关运输业的碳

排放总量年增长控制在 2． 7% 以内，并最终向整个行业的

碳中和方向迈进。

随着低碳经济、低碳发展在全球的快速推广和实施，

低碳旅游也被越来越多提及并研究制定相关的发展规划

和行动。但什么是低碳旅游，低碳旅游的实现途径以及低

碳旅游与生态旅游、绿色旅游的区别等问题，尚存在不同

看法。

2 低碳旅游的概念

多个机构及学者，从不同的理解和角度，给出了低碳

旅游定义［7 － 12］。总的来看各方对低碳旅游的定义大致可

以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低碳旅游就是节能减排旅

游，这种观点强调在旅游的各个要素、环节实施节能减排，

从而实现旅游全过程的低碳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低碳旅游

就是要通过控制旅游活动中的奢侈消费行为，实现低碳发

展，比如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少做长距离飞行等等; 第

三种观点认为低碳旅游是对生态旅游、绿色旅游的延伸和

实践。也有一些定义也提到了低碳技术、碳交易机制的应

用，推动低碳旅游的发展。

这些观点对普及和全面认识低碳旅游无疑具有积极

意义，但也具有一些局限性。其中，第一种观点将低碳旅

游的概念定义太狭窄，把低碳旅游片面的认为是“节能减

排”旅游，要求旅游者尽量降低 CO2 排放量，实现低能耗、

低污染。低碳旅游的实现途径可以是多样化的，不仅仅是

减排、降低能耗，如果把低碳旅游局限于“节能减排”，旅

游发展与节能减排的矛盾必将凸显，可能成为约束旅游行

业低碳发展的障碍。第二种观点主要提倡约束消费以控

制旅游活动中的碳排放。在人们低碳发展意识提高的情

况下，自觉做出的更加节能、低排放的消费选择无可非议，

但如果仅仅为了降低碳的排放，而使原有的服务打折，改

变或降低旅游者的消费体验，有违低碳旅游的原则。有消

费就会有排放，没有旅游发展当然也不会有排放增加，但

单纯抑制消费来减少排放的做法，不符合发展规律，也不

是旅游行业所需要追求的低碳。第三种观点，关于低碳旅

游与生态旅游的关系，不能简单说低碳旅游是对生态旅游

的继承发展，也不能以低碳旅游涵盖生态旅游的概念，二

者应该都有相对独立的定义，在实践过程中可能有重叠的

部分，但简单认为二者雷同或者相互涵盖和替代的认识都

是不合适的。生态旅游虽提出时间较早，迄今为止尚没有

一个明确和普遍接受的定义，多数学者基于自己的理解，

对生态旅游的内涵不断地进行扩充。生态旅游应该说更

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体验，要求游客作为生态链中的一个环

节进行旅游体验，并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生态旅游也被

称为“绿色旅游”、“可持续旅游”等。举例来看二者的区

别，为了维护景区的生态容量，景区对部分污水、污物的回

收处理，如长距离运送到景区外处理等做法，往往比就地

处理需要消费更多能源，这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采用的一

些相对高碳的做法，景区的这种经营方式维护了生态但不

一定低碳; 另一方面“低碳”的也未必“生态”，实现低碳旅

游有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排放、购买碳排放抵消配额等，这

些方式可以帮助实现低碳旅游，但并不属于生态治理的范

畴。

全面认识低碳旅游，首先要认识低碳旅游的起源和背

景，低碳旅游是低碳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低碳经济是在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因此，低碳旅游的目的更主

要的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

低碳经济在行业层面的实践，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低碳经济一样，低碳旅游的实现途径是多样的，

包括节能、提高能效、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转移排放、碳

抵消以及提高社会节能意识等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维持

和提升现有的消费和生活体验，并以相对更低的排放获取

这些体验。综合以上认识，可以对低碳旅游作如下定义:

低碳旅游是为保障气候安全，旅游行业在不牺牲消费体验

和质量的前提下，综合利用节能、可再生能源、碳汇等多种

途径实现控制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发展方式。

3 低碳旅游衡量

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发展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增加排

放，即便是有钱有技术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在减少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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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实现发展的成功经验。旅游业是讲究新奇、讲究体

验的行业，其发展与减少能源使用与排放是存在矛盾的。

第一，舒适、尊贵体验与减排的矛盾。旅游是一种体验，包

括对舒适生活、尊贵生活的体验，但是舒适往往意味着更

多的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例如希望室内温度更舒适需

要长时间的空调及冷暖设施，希望更轻松快捷的登山需要

增加建设索道、云梯等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尊

贵生活体验则需要付出更大的能源与社会成本。第二，创

新产品( 新增排放项目) 与减排的矛盾。旅游过程中要不

断推出创新体验产品，景区景点也不断地在旧的旅游区

域、旅游项目基础上开发新的景区、新的旅游项目以满足

旅游需求。然而，景区范围的扩大、旅游项目的增加都意

味着增加排放。创新旅游项目与温室气体减排存在矛盾。

第三，远距离文化体验与减排的矛盾。离开惯常环境，距

离越远，自然人文环境差异越大，给游客的新奇体验越多，

随着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人们更愿意到离惯常环境更远

的地方进行旅游。但事实表明，更远距离的旅游和更长时

间的过夜旅游住宿将形成更多的交通排放和酒店住宿能

源消耗和排放。第四，提升旅游体验与减排的矛盾。发展

旅游需要提高游客的消费体验，花同样的钱买到更多的服

务和体验或者花更少的钱买到同等价值的服务和体验。

这都客观上需要景区付出一定的增量成本，也会导致相对

参照情景排放量的增加。

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于旅游行业，而是发展与减排之

间存在的普遍矛盾。我国是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期

的发展中国家，旅游业也以高于 GDP 增幅的速度快速发

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就没有可能实现低碳呢? 从低

碳旅游的定义来看，低碳是要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但是多低、怎么低才能算低碳，低碳是一个数值、一个比例

还是一套标准。作者认为，低碳不应该是全球统一的经济

和排放相关联的一个数值或技术指标，而应该是结合各国

各地实情，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采取更低排放的技术、措

施和政策，实现相对减排的衡量方式。在目前全球的技术

水平下，发展肯定会带来排放的增加，旅游行业更是如此，

但我们需要通过采取措施和行动，相比不采取这些低碳措

施，以更少的排放，生产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服务和体验价

值，实现发展与低碳的协同。片面追求绝对减排，或不增

加排放的做法，不符合行业发展规律，不仅不能帮助实现

低碳，甚至会降低实践低碳发展的信心。

4 实现低碳旅游的途径

发展与减排的矛盾令人困惑，即便是以相对低碳的方

式实现低碳发展，也可能面临技术选择与成本增加的博

弈，从而增加低碳发展的成本和难度，影响实践低碳发展

的信心。推进低碳发展，需要为社会、为景区、为企业提供

更多的选择途径，帮助他们站在更宏观的层面，以最低的

成本，实践低碳旅游发展。低碳旅游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以

下五个方面。

第一，通过节约能源使用实现减排和低碳。研究表

明，如果中国 13 亿人口积极参与节能减排 36 项日常生活

行为，则年节能总量约为 7 700 万 t 标准煤，相应减排 CO2

约 2 亿 t［13］。尽管目前没有详细计算旅游者 CO2 减排潜

力，但旅游者的能源消费方式，与生活消费方式差别不大，

参照以上研究，旅游行业也应具有一定规模的减排空间。

旅游过程中的舒适消费和尊贵消费都是有需要有必要的，

但奢侈消费需要控制。比如旅游餐饮消费中，吃多吃好都

无可厚非，但大量浪费食物应杜绝。

第二，通过提高服务设施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低碳。据

统计，在星际酒店能源消费中，有 50% 左右的电力消费用

于空调设施［14］; 而旅游过程中游客 90% 的能源消费用于

住宿和交通［15］。建筑节能与交通减排都是目前发展低碳

经济、实现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提高酒店和交通工具的

能源利用效率，无疑是发展低碳旅游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大

力增加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可以有效的降低单

位产值的碳排放强度，是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旅游

行业在住宿、旅游设施等方面都可以考虑利用各种形式的

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照明、太阳能热水器、地源热泵等设

施，都可以直接装备和服务于旅游行业，同时，也可以考虑

使用未并网的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燃气、热力供应等方式替

代电能以及煤、天然气的使用。

第四，转移排放。转移排放指通过将服务产品所需要

的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的碳排放转移到其他地方进行生产，

从而降低景区的碳排放。与前几种方式相比，转移排放直

观来看并没有减少能源的消费，而是碳排放计量在空间上

的转移，但事实上这样的方式更有利于产业的集中和生产

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有助于专业企业的技术升级，实现

规模效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节能减排，而对于碳排

放的转移方而言，实现了该项碳排放绝对量的减少。

第五，通过其他方式抵消碳排放。碳排放抵消也有称

为碳补偿或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的一

种比较综合的手段。它利用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匀质性的

特性，在全球任何地方减排都可以实现全球减排意义，通

过市场手段，还能大幅降低减排成本［16］，美国等发达国家

在减排法案中都会考虑碳抵消的方式，降低减排对发展经

济的影响。因此，当部分景区面临常规减排方式如节能、

提高能效等成本非常高、实施困难，旅游业发展与减排矛

盾突出的时候，可以考虑通过抵消碳排放的方式实现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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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抵消的方式可以非常多样化，既可以通过自身挖

潜，寻找区内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方式实现抵消，也可

以通过购买市场上通过认证的碳减排量实现抵消。

实现低碳发展，有多种途径，不一定都是需要增加成

本的。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乃至推广使用可再

生能源，都需要投入，但也都可以节省常规能源使用成本。

当然，不同的技术在不同地区所能产生的收益回报是有差

异的。各地、各景区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

以上几种减排途径，以成本最低、减排效益最大的方式，帮

助景区实现减排。只考虑减排而不考虑经济和社会成本

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兼顾了投资与收益与减排

的方式，才能实践低碳旅游发展。

5 我国实践低碳旅游的挑战与机遇

“十一五”末我国国内旅游人数为 21． 5 亿人次，比

“十五”末增加近 10 亿人次，同期，国内旅游人数年均增长

12% ，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年均增长 3． 5% ，出境旅游人数年

均增长 19% ，全国旅游业总收入年均增长 15% ，旅游直接

就业达 1 350 万 人，旅 游 消 费 对 社 会 消 费 的 贡 献 超 过

10%。2010 年，我国居民国内出游人均超过 1． 4 次［17］，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旅游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旅游

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实现低碳转型发展，必将面临挑战:

挑战一，快速发展与碳约束。在旅游行业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实现碳排放约束，必然涉及对既有发展规划、模式

的转型，一定程度上增加发展成本，如果衔接不好，可能对

发展速度构成约束，而如何做到在旅游快速发展期实现低

碳发展尚无国际经验可循。

挑战二，技术储备与成本。实现低碳发展需要综合运

用低碳技术、低碳设计等技术手段，尤其是旅游行业，需要

直接面向游客，什么样的技术既是低碳的，又不影响服务

质量和游客的消费体验，甚至，技术本身能否成为旅游体

验的对象，增大低碳旅游的体验价值，又应该如何包装和

打造这些技术，这些都需要在发展的实践中探索。补充这

些缺乏的技术储备，需要花费时间成本以及前期的投资成

本，这也是调整旅游发展方式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挑战三，政策体系与保障。全国尚未开展实施全方位

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低碳旅游作为低碳经济的一

部分，以试点的形式先行，探索适合当地的低碳发展模式，

是开创性的。正因为其“新”，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措施

可能尚不完备，计量、检测等保障体系，也需要根据低碳发

展的指标和要求进行调整。包括社会、公众对低碳发展概

念的认识和认同，都需要开展工作，大力提升。

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随着全国、全社

会低碳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推进，如今的困难也可能成为发

展中的机遇。就目前的形式来看，我国发展低碳旅游，虽

然面临诸多创新和挑战，但也具有一些低碳旅游有利条

件:

第一，制度构建层面，低碳发展已写入国际气候协议、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低碳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协同经济发展和应

对气候变化。2010 年联合国气候谈判形成的坎昆协议

中，已明确提出“低碳发展战略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

途径”［18］，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要求“树立绿色、低碳

发展理念”。这些先导性的国际国内政策纲要文件，在细

化、落实文件精神过程中，必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行业开

展和贯彻低碳发展的工作，为低碳旅游发展提供更积极的

政策支撑。

第二，技术支撑层面，低碳旅游广受关注，有利于争取

技术支持。低碳发展尚处于开拓实施的前期，存在广阔的

认识和行动空间，我国也参与了相关探索工作。在行业领

域，尤其是旅游行业开展低碳发展的试点和研究不多，更

不深入，需要大量的研究力量介入。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无疑会增加社会对旅游业低碳发展的关注度，一些先进技

术、亟待推广的清洁技术也在寻求合作研究、开发的契机，

低碳旅游开发工作将有利于吸引和获得更广泛的技术支

撑。

第三，实施推广层面，低碳旅游发展尚有很大发展空

间。我国旅游行业，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先进

国家相比，无论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还有距离。

许多景区都尚处在制定、调整发展战略以及规划项目的研

讨阶段，非常有利于贯彻落实低碳发展理念，并与低碳旅

游发展规划结合，实现发展与低碳的协同。同时，也能高

效地避免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程中的技术锁定效应，

保证规划、实施、使用都能确保在低碳的框架下运行，不仅

在当前，也保证在设施、设备使用期内的低碳运行，最大限

度的实现低碳效益。

第四，具有建设地方或行业特色的低碳发展项目的潜

力。结合各地农林业发展规划，以及植被恢复景观林规划

设计到等项目，推进林业碳汇项目。森林可以有效的、可

测量的吸收 CO2，降低大气中的碳含量。相关工程可以通

过测量计算，获得碳汇量，并用于抵消旅游发展带来的排

放。此外，继续推进的节能减排项目、高速发展的可再生

能源如风电、水电、太阳能光伏、光热等项目建设，也能产

生相应的抵消配额; 垃圾填埋气、煤层气的开发利用不仅

可以减少空气污染，还能产生相应减排配额［19］。我国碳

抵消项目类型众多，潜力也很大，各地、各景区结合不同的

资源条件，可以开发碳抵消项目，对景区总的碳排放进行

抵消，从而降低景区单位产值的排放强度，实现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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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语

低碳旅游是协同旅游发展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发

展方式，相比传统的旅游发展模式更加关注行业发展对气

候环境影响，以促进保障气候安全。受清洁技术发展的限

制，当前，旅游业的低碳发展可能涉及一些增量成本，但长

期来看，使用清洁技术导致的成本增加，完全可能在未来

的运行中收回增量成本，降低运行成本。低碳旅游的实现

途径是多样化的，实践中可以选择代价最低的方式实现低

碳发展。适当的选择不仅可以大大增加发展低碳旅游的

信心，还可以在技术使用生命周期内产生巨大的经济利

益。低碳旅游不是概念炒作，是寻求低碳发展方式的转

变、是对环境友好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是协调发展与气候

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行业选择。

( 编辑: 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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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Low Carbon Tourism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WANG Mou1，2

( 1． Institute for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CASS，Beijing，100732，China;

2． Research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AS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Low-carbon tourism is becoming a hot issue along with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energy saving projects and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in China． However，it remains a new concept and has littl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China in the definition，

contents and approaches of identifying low-carbon tourism Wide range studies need to be deepened． Researches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and distributed obviously providea very positive role to help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tourism，but

they are not yet perfect and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re generated．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previous definitions and understanding of

low-carbon tourism，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low-carbon tourism should be a concept that could simultaneously address development

issue as well a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ntrol． Low-carbon tourism is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of tourism with very clear intention of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re are several ways with different costs to approach low-carbon tourism other than simply

constraining the consuming activity with energy and resources saving requirements，and policy-makers can make their decis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ource endowment and domestic situation． Implement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at the current stage will face much

more challenges than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However，we need to clearly realize that fossil fuel energy int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should not be the future choice． Low-carbon tourism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re not only contributing to

climate and energy security，but also to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Low-carbon tourism can fulfi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

and need to be implemented step by step．

Key words tourism; low-carbon economy; low carbon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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