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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内容
一． 自然遗产旅游

二． 绿水青山与生态文明

三． 自然旅游地生态文明建设关键问题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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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遗产旅游
 自然遗产及特征

◼ 自然遗产的界定（UNESCO）

 从审美和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
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

 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
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
和植物生境区

 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
价值的自然景观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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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然遗产旅游
 自然遗产及特征

◼ 自然遗产的定义操作特征
 视野：科学、审美、保护

 对象：自然面貌（物种、结构等）、区域（生境等）

◼ 自然遗产的属性特征
 自然遗产是在地球及生态系统长期演化过程中，由于特

殊自然营力作用所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稀有的、不
可再生的、具有特殊外貌形态和内部结构构造的自然实
体及其空间组合

 综合性：科学性、稀有性、审美性、空间性、结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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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遗产研究
 自然遗产的自然研究多

◼ 生态种群、地史演化、地质构造、地貌过程、生态演化

 遗产属性及价值研究少
◼ 具体遗产界定的具体标准

◼ 自然遗产旅游研究
 国内关于旅游资源评价的宏观模型较多
 对于其基层因子如自然地理系统因子评价的相关工

作极少
 影响了人们对自然遗产旅游资源评价本身的科学性



张捷：自然遗产旅游与生态文明

◼ 自然遗产旅游
 自然旅游

◼ 自然旅游-以自然原生环境体验为动机的旅
游形式，目的地是自然原生环境

◼ 自然遗产旅游—以自然遗产地为目的地

◼ 自然遗产旅游特点
 吸引物：自然遗产——价值体系

 目的地：自然遗产地——环境容量、资源权

 动机：自然审美、自然史学习、自然环境体验



◼ 自然遗产的价值类型确定，是其价值评估及旅游资源价
值评价的基础。

◼ 自然遗产的价值类型分类
 依据－科学属性、社会文化属性、经济属性
 类型－大致可以分为

◼ 内在科学价值
 类型价值（分类）
 演化价值（时间-阶段类型、机制-类型）

◼ 服务功能价值
 景观美学价值、旅游价值、娱乐价值、环境价值

◼ 经济价值-市场机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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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绿水青山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的概念

◼ 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
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
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
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生态文明的内涵
◼ 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

◼ 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

◼ 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

◼ 以可持续、和谐的发展为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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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的作用
 是一个社会的社会环境改革的最终目标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final goal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within a given society. 

◼ 与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及社会公平的相应变化
Changes response to global climate disruption and 

social injustices 

◼ 基于生态原则的人类文明形态Representing another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one based on ecological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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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可持续理念，综合了经济、教育、政治、
农业及其他社会要素的改革Broadly constru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volves a synthesis of 

economic, educational, political, agricultural, and 

other societal reforms toward sustainability.

 1980年提出，2007年成为明确目标Although the 

term merged in the 1980s, it did not widespread 

use until 2007, wh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came an explicit go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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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的人文维度-制度、社会、精神
◼ 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等

 生态文明精神维度
◼ 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

◼ 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

◼ 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
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
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 是对传统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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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绿水青山概念
 传统习惯含义

◼ 绿水青山是指自然环境

◼ 绿水青山是适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当代延伸和衍生的含义
◼ 绿水青山是广义的自然环境的代名词

◼ 绿水青山是没有污染问题的自然环境

◼ 绿水青山是保护、维护良好的自然环境

 学科-地理、地质、生态、环境、规划



张捷：自然遗产旅游与生态文明

◼ 二、绿水青山与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史的几个重要事实

◼ 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和生态文明思想

◼ 国际生态文明思想和现代运动

 -近期中国生态文明基本国策
◼ 习近平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新思想的定位

◼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和基本国策

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

国家公园建设等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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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和生态文明思想

古代自然保护思想和自然审美

哲学中的自然类比-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园林中的自然

中国古代艺术中的自然-山水画、文学

◼ 国际生态文明思想和现代运动

洪堡-现代地理学之父-和谐自然

 JOHN MUIR-美国国家公园
◼ Conservation VS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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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
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
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
◼ 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

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

◼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
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

◼ 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

 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



 -近期中国生态文明基本国策
◼ 习近平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新思想的定位

◼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和基本国策

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国家公园建设等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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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体制及机制
➢ 顶层制度设计和体制建构
➢ 行动及措施：生态价值、资源产权、利益主

体、空间规划、政府管治和市场机制

➢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国务
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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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念
◼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必须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 树立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平衡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给
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气、水、山、土、生物多样性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保护森林、草原、河流、
湖泊、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



◼ 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理念 （续）
◼ 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

 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
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
和经济补偿。

 经济杠杆的作用和措施设置的基本原则

◼ 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
 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发展，

 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不能超出当地水土资源承
载能力和环境容量。

◼ 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

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
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增强生
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



➢ 三、自然遗产旅游地生态文明建设关键问
题

➢ 自然遗产旅游地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目标：
➢ 衔接国家目标，建立遗产地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
➢ 提升自然旅游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
➢ 建构自然遗产地核心遗产及缓冲区资源的产权清晰、

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

➢ 自然遗产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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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遗产旅游地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措施：
➢ 1.资源方面

➢ 核心遗产资源及缓冲区生态土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LAC、产权
➢ 环境资源及容量资源的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
➢ 资源价值实现模式：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

➢ 2.国土空间：
➢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 空间规划体系；

➢ 3.环境治理
➢ 环境治理体系；

➢ 4.市场机制：
➢ 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

➢ 5.政府职能：
➢ 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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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主要内容
 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

◼ 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
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的体制，

◼ 对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合理界定国家公园范围。

 国家公园实行更严格保护：
◼ 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活生产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

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

◼ 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

◼ 加强对国家公园试点的指导，在试点基础上研究制定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 构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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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自然遗产旅游地面临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
◼ 编制自然遗产地尺度的空间规划

 整合目前各部门分头编制的各类空间性规划，编制统一的空间
规划，实现规划全覆盖。

 指导自然遗产地空间发展、可持续发展及规定各类开发建设活
动，“多规合一”。支持市县推进“多规合一”，统一编制市
县空间规划，一个规划、一张蓝图。

◼ 自然遗产地空间规划要求：
 要统一土地分类标准，根据主体功能定位和省级空间规划要求

，划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

 明确城镇建设区、工业区、农村居民点等的开发边界，

 明确田林草河湖湿地等的保护边界，统筹城市地下空间

 参与性规划、容量约束型规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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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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