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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森林公园建设与促进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探讨

黄发新 吴继文 杜林峰 李 立 孟俊杰
湖北省国有林场工作站 武汉 430079

摘 要：森林生态旅游是一种正在快速进展的新兴的旅游形式，也是当前旅游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从森林公

园的巨大成效谈起，加强森林公园保护和合理开发，为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打下坚实基础，是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一条重要途径。发展生态旅游对森林公园保护和合理开发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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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生态旅游作为民生生态福祉的重要表现形式，是

探索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途径，是贯

彻落实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依托森林

公园开展生态旅游是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深刻践行两山

理念，科学促进两山转化，实现保护与发展和谐统一的

重要方式。

1��森林公园建设

1.1  森林公园定义
森林公园是指以森林资源为依托，具有一定规模的

森林景观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以生态保护为目的，可

供人们游览、休憩或进行科学、文化、科普教育等活

动，并按程序申报批准划定的区域。森林公园是一个综

合体，它具有生态旅游、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等多种生

态服务功能。

1.2  森林公园发展现状
经过多年建设，森林公园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珍

贵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近年来，

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保护前题下合理开

发，森林公园提质增效，数量不断增加，森林风景资源

持续增长,景观日趋美化，设施不断完善。森林公园通过
高质量的规划，把握生态旅游的特性，将森林中的动植

物资源结合地形水体提升凝练成景观资源，通过保护、

强化、提升森林的自然野趣，保持森林的生态特色，实

现了森林风景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1.3  森林公园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3.1  认同感不足，地位不明确。
森林公园建设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其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生态保护和管理经费应纳入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计

划，列入财政预算。目前，各地森林公园建设发展均得

到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但是一些政策落实落

地难度较大。主要表现为政策扶持资金匮乏，各级财政

资金投入不足；吸引社会资本面临困境，建设资金相对

缺乏。以上种种因素导致许多森林公园在旅游公路、游

步道、游客服务中心、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森林公园快速发展。

1.3.2  总体规划编制质量不高。
总体规划编制质量不高，对森林公园的定位不准，

长远发展缺乏明确目标，景区建设特色不显著等，影响

森林公园高质量发展。

1.3.3  存在问题
盲目开发，保护不力，自然和人文景观受损；不规

范建设、重复建设和发展不平衡，没有完善的目标监督

体系。

2��生态旅游产业

生态旅游产业是以生态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旅游服

务设施为基础，为生态旅游者创造便利条件并提供商品

和服务的综合性行业。生态旅游资源、旅游服务设施

和旅游服务是生态旅游经营管理的三大要素，可实现旅

游、保护、乡村振兴及环境教育等四大功能。

2.1  国际旅游业环境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世界旅游业规模便以每年7%

的速度增长，据世界旅游业组织数据表明：1992年全球
旅游业已超过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产

业。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认为：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增

长遇到了很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影响，但旅游业一直是

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而且成为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的

主要力量[1]。预计未来10年里，世界旅游业对全球国内生
产总值GDP贡献率每年将达到4.2%，产业经营总额为9.2
万亿美元，并创造6500万个旅游就业机会。从世界旅游
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欧洲、美洲、亚太“三足鼎立”

的格局体系已经形成和确立，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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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

2.2  国内旅游业环境
2.2.1  经济环境
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旅游业向多元

化、深度化方向发展。基本上形成了覆盖广泛、业态丰

富、选择多元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全国生态旅游业踏

上了从观光旅游为主向多业态并重转变的新征程，以体

验、健康、教育、运动、文化为主题的新业态新产品层

出不穷，并得到了社会热烈响应。

2.2.2  产业地位
过去十年来，伴随着发展水平的跨越提升和人们生

活需求的变化，旅游业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

也在不断提升，旅游已经成为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

指标，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旅游业作为国民

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也更加巩固。2012年以来，
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0.6%左右，2019年总收入达到
6.63万亿，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4.5万亿，占GDP的比
重为4.56%左右，国内旅游业的产业支柱地位得到确立。

2.2.3  生态旅游业政策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我国生态旅游业大发展带来

机遇。2011年，原国家林业局、国家旅游局印发《关于
加快发展森林旅游的意见》，标志着发展森林生态旅游

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出

台了一系列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重要规划、文件，都

对生态旅游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印发《林草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把生态旅游
确定为“十四五”期间林草产业发展的12个重点领域之
一，提出要依托森林等自然资源，引导发展观光旅游、

冰雪旅游、休闲度假、生态露营、山地运动、生态文

化、自然教育和森林康养等生态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到

2025 年，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量达 25 亿人次，国家森林
步道总里程超过 3.5 万公里。随着“双循环”战略推进，
生态旅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其在健康中国、

乡村振兴、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

的凸显。

2.3  生态旅游产业现状
2.3.1  主要成就
（1）生态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内旅游业占比

快速增长，带动功能日益增强。“十三五”期间，我国

生态旅游努力走出观光旅游单一模式，逐步实现多种业

态同步发展，生态旅游游客量达到75亿人次，占国内旅
游总人数的30%；生态旅游游客量年均增长率14.5%；
创造社会综合产值6.8万亿元。从2017年开始，生态旅游

创造年综合产值超万亿元，成为林草业三大支柱产业之

一；2019年，生态旅游游客量达到29.8亿人次，占国内旅
游人数的49.6%[2]。 其中，森林公园已成为生态旅游的主

要载体之一。

（2）发展生态旅游是贯彻“两山”理念的良好途
径。生态旅游基地对环境和森林质量要求的导向性，

推动了更多生态旅游产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修

复，搭建了“两山”转换的金桥。

（3）发展生态旅游已经成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推动力，实现了兴林富民。促进了城市资金向农村林

区转移、城市消费向农村林区转移。生态旅游基地的建

设带动了乡村交通、水利及居住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

带动了农村林区加大瓜果蔬菜种植养殖业、加工业及农

事、园艺观光体验、森林康养旅游等产业发展，加快林

业农业结构优化调整；丰富的生态旅游业态创造大量的

就业创业岗位，为农村林区人民增收致富、可持续发展

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4）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成为了推动林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抓手，实现了由过去砍树经济变成看树经济。发展

生态旅游很多利用了森林公园原有的基础设施和闲置房

屋等资源，有利于由木材经济转变为森林生态旅游经

济，盘活林业资产，实现了森林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

本，由林业的实物形态变成林业的价值形态。

（5）生态旅游行业管理不断加强，逐步走向法制
化、规范化建设的轨道。2020年，《森林法》第一次把
“生态旅游”纳入表述范围，同时把“森林步道”“科

普教育设施”等明确为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

设施，填补了长期以来的法律空白。

（6）生态旅游标准化发展迈开新步伐。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组建了生态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了生态

旅游标准化体系框架，围绕国家森林步道建设、自然教

育等编制了一系列行业标准，为推动生态旅游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2.3.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态旅游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仅凭自身的

经营收入难以支持森林公园可持续发展。

（2）发展生态旅游形式传统，旅游产品单一。生态旅
游经营主体对生态旅游产业认识不足，规划理念和规划执

行比较滞后，而生态旅游基地持续的发展能力根源在于基

地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旅游服务能力。目前，在全域旅游

进入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推进的“井喷式”发展新时

代，很多生态旅游基地的生态旅游产业还没有形成相应的

规模与经济效应，与体育产业、医疗产业、中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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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还不够深入，还未能形成“一业带多

业”的融合发展格局。同时，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同质化

较明显。部分地方推动生态旅游发展，机械模仿、基地定

位趋同、产品类型趋同，在休闲度假、养生养老、体育运

动、自然教育的设施和服务内容不足，导致无法满足消费

人群多方位的健康服务需求。

（3）影响力不强。目前，森林公园个数较多，但普遍
忽视生态旅游品牌培育，宣传力度不够，知名度不高。

（4）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森林
公园建设和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专业技术

人才[3]。目前，许多森林公园缺乏既懂森林公园规划设

计、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又懂公园日常管理的专业技术

人才，导致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建设发展缓慢。

3��建议及意见

3.1  明确定位、加强法制保障。
（1）加强对森林公园森林资源保护、利用的法制化

建设，强化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管护。

（2）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规划、合理开发、永续
利用”原则，建立适应森林公园保护发展的体制机制。

（3）明确森林公园定位。按照公益性事业单位管
理，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生态保护和管理经费均纳入

政府投资计划，列入财政预算。

3.2  完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
（1）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

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构建

部门联动平台。推动生态旅游与健康、养老、教育、信

息等行业协同发展，加强跨界融合力度，共促旅游市场

开拓。

（2）出台相关政策，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进生态
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建设，打造规范化管理，标准化建

设格局。

（3）整合相关渠道资金，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生态旅
游产业，构建发展金融平台。整合项目资金向生态旅游

产业倾斜，与基本建设、产业扶持、重点工程、乡村振

兴等项目及金融信贷等相结合。

（4）加大旅游宣传，创新营销机制，实施品牌战
略，有序推进生态旅游产业发展。

4��讨论与结论�

森林公园的设立，通过科学规划、严格管理、有计

划的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林相改造等技术措施，为野

生动物营造了良好的繁衍生存环境，促进植物群落的恢

复和发展，成为森林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自然文

化遗产资源保护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枝生力军。

森林公园的建设，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展示秀美山川的重要窗口，是我国林业生态建设的重

要内容。

加强森林公园保护和合理开发，将为发展生态旅游

和建设现代林业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是推动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一条重要途径。但生态旅游有自

别于其他旅游类型的运行规律，对发展生态旅游产业政

策、运行规律等需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结束语

森林公园的建设，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进而推进可持续发展，此举意义非同凡

响。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森林生态旅游已经成为新生

朝阳产业。将人类置身于生态环境中，积极保护生态环

境，切实将可持续发展政策推向最高巅峰，实现人地和

谐的最大化。此外，对于森林公园的建设的是当下重中

之重的事，只有全面做好森林公园的建设，整体性的改

进，旅游行业才能进行起来，从而使得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提升我们整个地区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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