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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与居民生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愈演越烈,生

态环境不断恶化,对我国林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森林生态旅游的发展,可以提升林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林区经营运行提供资金保障,并且扩宽林业的获取途径,通过旅游传播生态文化

和环保理念,促进林业事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笔者对森林生态旅游对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

与影响进行研究分析,仅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 森林资源；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林业 

中图分类号：F307.2  文献标识码：A 

 

1 森林生态旅游概述 

森林生态旅游是在被保护的森林生

态系统内,将区域内的人文、社会景观融

入到自然景观当中,是一种郊野性旅游。

享受自然生态功能为人类带来的好处。

旅客在游玩的过程中顺应大自然的意境,

自觉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森林旅游是

一种有计划性的活动,是在旅游部门的

管理下对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等自然资

源进行合理利用的过程。加强人们对自

然的了解,工作人员能够对游客普及相

关知识,使游客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树

立环境保护理念意识,进而促进我国生

态环境持续发展。旅游活动要以促进森

林生态环境为基础,在对森林资源进行

有效保护前提下,合理开展相关的旅游

活动,能够有效保护我国森林生态环境。

现行对森林生态旅游的概念定义为：在

国家的森林范围内,基于森林生态系统

的情况中,该地域内所包含的特殊景观,

例如社会景观、人们景观灯,将其与自然

景观相结合,打造成一种以游览形式为

主的旅游模式。在这种旅游模式中,游客

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识,根据自身的

判断来接触自然,或达到一定目的性的

了解自然,进而将自然反馈给人们的感

受体现出来,并找到享受自然的感觉。林

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要避免对森林资

源和生存环境造成破坏,不可对子孙后

代的利益造成损害,以数量、质量、效益

以及环境等作为重要指标,协调并重,对

森林资源加以科学利用,这就是林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林业可持续发展

的实现,通过有形产品经营的推进来维护

林业生产经济利益,并且确保所开展经营

活动能够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通

过生态、环境以及资源之间的协调配合,

来对林业经济利益进行科学追求。 

2 基于森林生态旅游对林业可

持续发展影响与贡献探讨 

2.1不断促进森林资源的持续循环 

森林生态旅游是让人们在森林中放

松心情,有效缓解生活上的压力,满足人

们精神上的需求。森林生态旅游业不但

给人们提供了近距离接触自然的机会,

还为森林资源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使其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对森林资源

进行有效保护,这样不但有利于林业可

持续发展,还能加强人们对森林资源的

保护,树立正确的旅游观念,实现互利共

赢的局面,进而促进我国生态环境持续

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主要是依托于森林

公园、森林氧吧、风景名胜区等形式的

森林资源,是结合现代化旅游业进行开

发与创新的生态文明旅游项目。在这个

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形成了对森林资源

的良性循环利用,从而实现二者之间的

互利与共赢。针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森林资源也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其

次,开发森林生态旅游项目可以不断提

高当地的经济水平,同时有效增强该地

区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促使当前森林

资源过分消耗的情况得到改善,提高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2.2提供内部资金保障 

森林生态旅游的特点就是使森林存

活的同时能够有效保障生态效益的发挥,

使森林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其自身经济效

益。森林生态旅游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

就是对森林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培育,

能够促进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一方面

来说森林经营能够给经营者带来收益,

通常来说,森林经营的外部效应基本表

现为负效应。森林经营外部效应内部化

指的是将森林经营中形成的远远超过内

部正效应的外部正效应转化为经营者的

效益。但是,森林资源破坏严重的地区通

常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一部分地

区被划分为公益林。若在这一部分实行

森林经营外部效应不能采用普通的方式,

容易让公益林的经营,在经济方面与当

地的林农和政府产生分歧,造成不必要

的矛盾,矛盾产生之后十分不利于经营

与管理。而森林生态旅游的发展可以给

旅游地经济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将森林

生态旅游当作一种旅游产品,进行推广,

已保障生态保护区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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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森林生态旅游缓解了商品林的

经营压力 

首先,公益林和商品林是林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商品林主要通过多种销售

途径进行商业销售,诸如林产品的加工

等,所以大部分的资金都可用来维护公

益林和种植商品林,而公益林可以在保

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发挥稳定的保障作

用。在分类经营管理的模式下,林业部门

会将商品林所获得的部分收益分给公益

林,以促进其稳定发展,但这会给商品林

带来更大的经济负担,对森林生态旅游

业的开发可以充分改善这一现状。森林

生态旅游项目的运行与发展主要是以公

益林为载体,在不影响公益林发展的情

况下,为其发展与建设提供经济收益,能

够扩大提升林业经济效益,降低公益林

对商品林的依赖性,不断降低商品林的

经营负担,促进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尽可能的增加了经济利益,缓解了

商品林的经营压力,使得商品林在发展

过程中具有更充足的资金支持。 

2.4提升公众环保意识 

在生态旅游得到开发之前,人们对

生态系统的认识紧紧局限于各类书籍、

媒体宣传等等,所以人们往往会缺乏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不

会主动的采取措施以保护生态环境,尤

其是在第二产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生

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森林生态旅

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人们逐

渐提升自身的生态保护意识,尤其旅游

区当地居民、政府,亦会增加对生态环

境、生态资源进行保护的意识。通过发

展森林生态旅游,可以不断增加人们对

生态系统的了解程度,提高人们对生态

环境的重视,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人们的

生态保护意识,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

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作出贡献,营

造出一个持续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其

次,森林生态旅游与其它旅游模式是存

在本质区别,其通过生态系统中的森林

资源吸引游客,给游客提供与生态自然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游客在欣赏生态景

观和动植物的同时,可以受到潜移默化

的自然启发和环保教育。以及,生态旅游

的目的是为实现林业的稳定以及可持续

发展,通过生态旅游,能够唤醒公众保护

森林的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当游

客漫步在幽静的森林中,能够感受大自

然对人类的馈赠,进而认识到生态环境

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在舒缓身心的同

时,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的观念,有助于改变公众的绿色消费行

为。总之,随着森林生态旅游的推广,能

够为当地原住民提供增加收入的新途径,

在当地形成完善的旅游产业链,以森林

资源为辐射核心,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

发展。 

3 结语 

森林生态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不仅能

够促进我国林业在经营和发展中产生更

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森林生态旅

游业的发展,能够给我国林业经营中的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广阔的发展空

间。建立完善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

林业产业体系,以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和生态保护观念,在这一发展基础上为

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以及社会效益,为我国实现林业可持

续发展夯实基础。与此同时,对于旅游产

业的发展可以增加旅游区的就业机会,

促使旅游区的经济获得良好发展。相应

的,在旅游区森林生态旅游建设方面能

够加大资金、科技以及基础设施的投入

力度,更为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外部条件。所以,无论是在当下还是

在未来,我们都要给予生态环境足够的

重视,让其能够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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