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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我国到 %&%& 年将成为

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世界第四大游客来

源国* 在 %&&C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

意见(中$旅游业作为-低碳.型行业已被提升为国

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低碳旅游已经成为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如何界定并践行低碳旅游

已是我们无法回避并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低碳旅游及其表现形式

所谓低碳旅游$是指随着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

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是以低能耗)低污染

为基础的绿色旅游* 这个概念的首次出现是在

%&&C 年 K 月世界经济论坛-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

游业.的报告中* 随后$国内一些专家对此展开了

更为深入的研究* 蔡萌)汪宇明+!,认为低碳旅游是

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通过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

汇机制和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以获得更高的旅

游体验质量和更大的旅游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旅游方式*

-低碳旅游.的核心就是-节能减排.* 根据

/MQHRZ-UAQRM;的研究$迪拜酒店的每一位客人平均

消耗 %"K 到 B%K 度电$

+%,这种过度耗能的旅游消费

甚至使得迪拜出现电荒的局面* 此外$根据世界旅

游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三家机

构 %&&" 年报告显示$旅游业是温室气体的来源之

一$整个行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e至 De$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旅游行业温室气

体排放量在今后 B& 年中可能增长 !?K 倍* 因此$

如何在旅游过程中尽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做

到-节能减排.$以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是低碳旅游

的关键所在* 对于旅游者来说$低碳旅游是旅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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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方式的低碳化$即在旅游过程中尽量减少能耗*

从具体旅游环节来看$低碳旅游的主要表现形式

有%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和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自

行车等低碳或无碳交通工具$避免自驾游等交通形

式#倡导食用旅游景区本地应季蔬菜$避免使用一

次性餐具)瓶装水等饮食形式#尽量入住自助式酒

店$降低皮草更换速度和清洗频率$避免使用酒店

一次性用品#尝试以货易货$尽量选用本地当季产

品$简易包装产品等购物方式#积极参与爬山)垂钓

等低碳旅游娱乐项目$减少高碳娱乐消费$降低碳

排放#合理安排旅游行程$做好个人废弃物回收与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减少碳足迹*

##二#低碳旅游的伦理价值趋向

旅游主要是指以休闲)娱乐为目的而进行的非

定居性旅行和游览活动$是通过对旅游环境和旅游

活动的审美体验来获得身心的愉悦*

!一"传统旅游的伦理价值取向

近几十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享

乐主义)物质主义思想的渗透$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价

值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似乎-人的幸福就是0寻求快

活&$而寻求快活就是通过消费得到满足* 人们0买

进&商品)景色)食物)饮料)香烟)人群)演讲)书籍)

电影等等* 他们贪婪地消费着这一切$吞噬着这一

切* 世界成了填充我们胃口的巨大物品$11任何

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成了交换和消费

的对象.*

+B,因此$波德里亚就说$在这样一个黄金时

代人们在对待人的本质与人生幸福时是颇具形式理

性原则的* 这个原则就在于%毫不犹豫地寻找自身

的幸福#偏爱那些最使他感到满足的物*

+$,

同样如此$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引导下$旅游者

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旅游作为

一种休闲消遣活动$本身就具有消费性$而且还是

一种高档的消费方式* 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为

了追求身心愉悦的旅游消费本身就具有伦理正当

性* 而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种

追求享受与快乐的正当需求又被进一步的放大$甚

至突破人类社会道德底线* 正如布彻!\=SNORQ"所

说%-旅游需要的只是享受$而无需进一步的辩解理

由.* 所以$他对旅游业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道德

规范提出鲜明的反对意见%-我从来都不同意那些

旅游业的批评家们!的观点"$他们通过鼓吹0合乎

道德的&替代性形式来努力使我们对于拥有的两个

星期的乐趣感到内疚.* 他提出-强调人际道德的

结果是旅游者的负罪感和焦虑不安.*

+K,因此$在一

些人看来$在旅游过程中是可以抛开一切伦理道德

规范的约束$不顾任何社会责任与义务尽情享受

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旅游活动中总是有那么一些

人在不计成本地追求世俗娱乐与物质享受$他们不

断的追求高档的餐饮)豪华的酒店)舒适的交通)奢

华的购物等$似乎只有这些奢侈的物质消费和极度

的物质享受才能体现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人生价值$

从而满足他们的欲望并以实现这种旅游体验带来

的愉悦与快乐*

!二"低碳旅游的伦理价值趋向

低碳旅游是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

新的旅游发展方式$是一种对环境)对社会的被动责

任* 人只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序的一个有机部分$

它与其他生物密不可分$都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

的有机构成要求$两者均是生态系统的共同组成部

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同进化* 随着工业文明

的发展)温室气体的排放$人类的社会环境已经遭到

严重破坏%荒漠化的面积越来越多$耕地减少$森林

锐减$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城市缺水$空气污染严

重* 作为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业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趋势* %&&' 年出版的

'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应对全球挑战(的研究报告显

示$%&&K年为例$整个旅游部门对人为因素导致的全

球气候变暖的贡献率占到了约 Kef!$e*

+D,如果旅

游业仍维持现有方式持续发展$那么它对全球气候

变暖的贡献率也将持续上升$从而使旅游环境以及

人类社会的生活环境不断恶化* 例如$气候变暖已

经使得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等一些世界著名的滨

海旅游度假胜地$夏季气温与紫外线强度变得异常

极端$而气候变暖引起的雪线后退与海平面上升更

将直接威胁极地地区的物种生存环境和岛国及沿海

地区的人类生存环境* 因此$低碳旅游实际上是一

种应对气候变暖)保护人类环境的被动责任#是一种

维持环境正义)体现社会公正的责任#是一种在享受

旅游环境时应尽的对旅游环境的保护责任*

其次$低碳旅游还是一种节制理性的消费方

式* 它要求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在不降低旅游质

量的前提下适当节制旅游消费* 这种旅游方式-不

是节俭或节约生活$而是节制欲望$约束不必要的

或超生活需要的消费行为$使生活消费不偏离生活

目的本身.*

+",低碳旅游是旅游者在消费过程中正

确认识物质使用价值)适当克制自身欲望的一种表

现* 通过节制消费使人从物欲泛滥中得以解放$不

在为-物.所困)为-物.所累$并重新恢复人类丰富

多彩的社会生活$发挥人性应有的精神价值与思想

光亮$塑造人类自身的道德主体地位* 因此$低碳

旅游不仅是一种节制的消费方式$更是一种理性的

消费方式*

最后$低碳旅游还是一种更科学)更健康的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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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旅游方式* 通过低碳饮食等旅游消费方式不仅

能够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节约资源$还能够有

效控制因营养摄入过多引起肥胖症等-富贵病.$通

过低碳交通)低碳游览等可以达到强健体魄)调整

心情$美化环境)保护景区等作用$使旅游成为一种

真正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社会活动与休闲方式*

##三#低碳旅游的实现途径

维护环境正义的节制的旅游消费方式$与旅游

者追求极度的物质享受与快乐的传统愿望是相违背

的* 况且$由于旅游是一种离开常住地前往异地消

遣游乐的短暂活动$随着身份的转换)社会角色的扮

演$旅游者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那么$在这样一

个特殊的情境之下$旅游者很有可能在追求自身愉

悦与快乐时忽视了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与义务$甚

至出现道德弱化)以及越轨违规的行为趋向$例如%

浪费水电)食材#损坏环境等* 因此$作为一种被动

的节制的旅游消费方式$要克制旅游者的自利行为$

就必须通过他律!外部制度环境的力量"与自律!内

在道德观念的力量"相结合的机制来实现* 从具体

实现途径来说$低碳旅游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公正完

善的旅游管理制度$通过政治法律制度的界定$经济

制度的调节$文化制度的渲染等外部手段来监督控

制旅游者的行为#同时还必须通过道德内化的作用

提高旅游者的道德修养水平$强化旅游者的节制理

性与责任意识$使其自觉地践行低碳旅游活动*

##!一"完善低碳旅游管理制度

在低碳旅游管理制度当中$经济手段是其中最

基础)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通过制定合理的经济政

策$以支持追求-合理的适当的旅游消费.是可以做

到的* 让旅游者既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又不会过分

浪费资源)损害环境* 例如%根据客人的水电使用

量制定弹性的客房收费制度$针对航空距离制定弹

性碳税制度等等* 通过应用经济手段)制定和调整

经济政策等方式$将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旅游

者的行为引导到对社会和环境有益的方向上去*

其核心就是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使旅游者明白适

当控制消费)保护环境是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

的$这是一种既能利己)又能利他的最有效的行为

方式* 根据谁污染)谁负责的游戏规则$通过经济

政策制定$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追求自己的利益

提供合理的经济制度环境$并对其行为进行公正的

裁决$解决其内在的利益冲突$从而达到引导和控

制旅游者行为的目的* 因此$旅游行业必须进一步

加快旅游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完善$明确-排放税.的

具体种类与详细标准以及节能节水等方面的税收

优惠制度*

经济手段的调控方式对于部分特别富裕的高

收入者可能并无作用* 因此$我们还需要政治)法

律手段的补充*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的政治

或法律政策来直接控制旅游者的越轨行为$例如编

制'旅游者文明手册(等#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旅

游企业的管理来间接控制旅游者的需求* 例如%通

过明文规定旅游酒店)景区等相关企业使用节能

灯)定时定量供应水)降低桌布更换频率)禁止使用

一次性用品等等* 作为政治或法律形式的低碳管

理制度$因其强制性能够产生普遍而持久的控制效

果$从而有效克服经济制度控制的不足$大大降低

旅游者浪费或失范的消费行为$以更好的促进低碳

旅游的践行* 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通过政

法手段来加强低碳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相关部门也

陆续发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和通知* 例如%%&&' 年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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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C 日四川省旅游局发布了'四川省旅游局关于

做好旅游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C 年国务

院也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国发2%&&C3$! 号"$并明确提出%-五年内将星级

饭店)-级景区用水用电量降低 %&e.等等* 然而

这些都属于指导性意见$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强制保

障$具体实施情况不容乐观* 因此$制定一部具体

的关于如何保护旅游资源)治理旅游业污染)控制

旅游能源消耗以及旅游者低碳行为规范等方面的

法律是非常重要并迫切的*

低碳旅游作为一种社交活动$文化手段也是低

碳旅游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文化尤其

是消费文化不仅影响和规约着我们的消费理念和

消费心理$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

式* 因此$倡导一种理性节制的低碳生活理念$树

立一种科学公正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引导一种健康

文明的消费行为$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消费文化*

通过形成这样一种健康科学的消费文化$使旅游者

在消费过程中能够得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从而

逐步改变旅游者的高碳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

!二"提高旅游者的道德修养水平

制度是控制人类行为的重要方式$是一种通过

外在力量来规范或者控制人类主体思想)行为的形

式$正如用各种规章制度来控制旅游者的消费行

为* 但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这种妥协与退

让$可能并不是出于自愿的$而是受强制的)被迫

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旅游者在面对旅游利

益时的个体内在冲突只是暂时得到缓解$并没有根

本解决* 所以$具有自利倾向的-经济人.旅游者完

全有可能通过-法律规避.的方式来寻求旅游利益

最大化* 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外部

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旅游者的道德

水平$使低碳旅游的他律行为上升成为一种自律

行为*

在旅游活动中$过度消费实际上是为了彰显旅

游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 这对于旅游者来说不仅

是一种物质或生理满足的需要$更是一种文化或心

理满足的需要* 因此$人具有什么样的意识)什么

样的目的将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极为明显的影响*

进一步来说$人的行为能否被有效的控制$更多的

还是取决于人的价值观念)需求动机的变化* 因

此$要将旅游者的低碳消费方式转换成一种自律行

为$就必须转换旅游者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旅游者通过高碳消

费或者过度消费来获得身心愉悦)满足自身的旅游

利益需求$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行为* 但是$人作为

一个复杂的个体$他更应该是一个社会人$其需求

应该是多样的$例如%仁爱)公正)理性)节俭)宽容

等* 那么$通过外在客观环境的监督与控制)尤其

是通过消费文化的影响$从而提高旅游者的道德理

解能力与修养水平$促使他们意识到减碳)环保的

责任与义务$并将其转化为人类自身的需要)实现

自我价值的需要* 这样的话$旅游者便能真正明确

自己的旅游利益所在$从而自觉地遵守各项低碳旅

游管理制度$践行低碳旅游* 当然$旅游者道德水

平的提高$不仅需要政府和学者们的正确宣传与教

育)提高旅游者的道德认知$同时也需要旅游企业

及从业人员的积极引导与推广)加强旅游者的道德

体验$使旅游者从景观鉴赏)知识增进)亲情体验等

人文精神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旅游愉悦与快乐$进而

弱化物质消费的快感$强化低碳旅游的理念及价

值$并最终将这种道德体验转化为旅游者的自身需

要$主动践行低碳旅游活动*

总而言之$低碳旅游的践行$不仅需要进一步

完善低碳旅游管理制度$同时也需要不断提高旅游

者的道德水平)强化责任意识* 只有在外因与内因

的共同作用下$他律的低碳旅游规范与自律的低碳

旅游价值理念不断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相互转化$低碳旅游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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