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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两山”转化是践行“两山”理论的必然要求，“两山”转化的核心是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其中生态旅游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文章通过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与生态旅游的内在关联，在“两山”理论视域下提出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

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研究认为：①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需从自然生态子系统、

经济生产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三个维度构建，结合“两山”理论要求，生态旅游高质量

发展需要发挥生态服务价值，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提供社会供给服务，以实现生态、经济与

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统一。②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直接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与政

策效果，结合“两山”理论，应着重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探索社会

参与利益共享的生态旅游开发机制，以及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与综合绩效考核制度等方面

构建制度保障。③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具体包括：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建立

与容量相符的底线约束机制；围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原则构建旅游生态保护与补偿机制；结

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升生态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市场服务水平；基于人工智能等技术推进旅游

区智慧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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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lucid water and lush mountains" and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Two Mountain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acticing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 cor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l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and value, among which ecotourism is an important path. By analysing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sation and ecotourism,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notation framework,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① The conno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natural ecological subsystem, the
economic production subsystem, and the social life subsystem.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 high-quality ecotourism development needs to leverage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enh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provide social supply services, so as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unity of the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mposite system. ②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directly impac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policy effectiveness. Combining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hould focus on establishing a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with national
parks as the main body, exploring an ecotourism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at promote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and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ystem. ③ The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specifically include: establishing a bottom-line constrai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constructing
a tourism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resource asset management;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tourism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market service level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omoting the smartification of tourist area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based on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ecotourism; "two mountains" theory;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realisation path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1 研究意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著名

论断，最早于 2005 年在浙江安吉提出
[1]
，现已成为全国思想共识和行动准则。该理论是辩

证统一论、生态系统论、顺应自然论、民生福祉论和综合治理论的有机结合。2018 年，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2021 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义》，明确到

2025 年初步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框架，到 2035 年全面建立
[2]
。2024 年以来，中共中

央多次强调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乡村振兴和绿色转型。生态产品是指在维持自

然生态安全基础上，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服务，包括生态服务本

身（如清新空气、清洁水源、生物多样性等）以及通过合理开发和利用生态服务所产生的具

有经济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生态旅游作为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成熟路径，不仅适用地区广泛，

也是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被定义为一种既保护自然环境又维护当地人民生

活的旅游活动，它强调对自然景观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旅游者与自然景观和谐共生
[3]
。

我国生态旅游历经近 30 年的发展，建立了以自然公园和生态景区为主要载体的生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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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目的地体系，促进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4]。然而部分地区发展生

态旅游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生态旅游标签被滥贴乱用[5]。为生

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宏观指导，有助于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6]
。因此，基于“两山”理论，研究探讨生态旅游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现实困境，提出

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对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此外，通过生态经济计量建模可以更精准地评估生态旅游的经济效应，旅游碳足

迹核算有助于衡量生态旅游的环境影响，而研究国外生态旅游立法机制则能为我国生态旅游

的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践调研，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经验归纳为

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权益交易、资源产权流转、资源配置交易、生态载体溢价、生态产业开

发等类型
[7-8]

（图 1）。这些研究成果为生态旅游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图 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理论逻辑

2 “两山”理论视域下生态旅游的发展困境

2.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生态旅游的内在关联

“两山”理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生态旅游的理论基石，可从系统论、

生态经济学等多角度进行解读。从系统论角度看，“两山”理论强调生态、经济、社会三大

系统的协调统一，生态旅游作为连接三者的重要桥梁之一，其发展应遵循系统整体性原则，

实现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
[5]
。从生态经济学视角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生态旅游发展

的核心目标，生态旅游通过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将生态服务转化为经济价值，同时又反哺生

态环境保护，促进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
。此外，支付意愿（PES）机制也为生态旅游发

展提供了理论支持，通过明确生态服务的支付主体与受益主体，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可有

效解决生态旅游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推动生态旅游产业的良性循环
[7]
。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与生态旅游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共同为生态文明建设助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2.2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发展困境分析

“两山”转化是两山理论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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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因此，“两山”转化是践行“两山”理论的实现路

径，通过探索“两山”转化的路径，使生态环保成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增长变量。从“两山”

转化的路径与机制来看，生态产品所创造的“价值”与“价格”是两个概念，生态产品的实

际价值应高于它实现的价值，目前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生态产品的价值没有以价格形式得以

体现，关键原因在于资源错配，生态产品标准化、规模化、风险保障等不足，生态产品溢价

未能实现等问题[9]。事实上，生态旅游是在复杂环境下应对风险和挑战，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的重要突破口，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面临同样类似的困境。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

游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 生态产品价值度量难、交易难、变现难、抵押难等问题突出

生态产品是指在维持自然生态安全基础上，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物质资源和生态

环境服务。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仍有一些瓶颈问题待解决，集

中体现为生态产品价值度量难、交易难、变现难、抵押难等问题。目前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

系不统一、指标体系不全面、评估方法不完善、调查方法不合理，造成同一生态系统评估结

果的不一致，难以真正提供决策参考
[10]

。生态旅游同样面临生态产品价值难以准确度量等问

题。“两山”转化涉及公共产品性质、服务价值，外部性差异较大的产品的转化路径应有所

不同。要结合绿色发展转型推动“两山”经济、美丽经济，还需要以市场化方式解决供需平

衡、供需对接，以及生态产品载体或委托品的问题
[11]

。未来可通过建立核算体系、制定核算

规则、推动核算结果应用破解度量难问题；通过促进价值增值、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等解

决交易难问题；通过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完善损害赔偿、建立考核机制等解决变现难问题；

通过开展绿色信贷、创新绿色金融等方式解决抵押难问题
[12]

。

2.2.2 生态产品开发过度产业化且在价值实现过程存在地方短期行为现象

生态产品具有公共属性与经营属性的特征。公共产品应指生态服务本身，是自然生态系

统为人类提供的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例如，清洁的

空气、清洁的水源和生物多样性等，这些服务对所有人开放，且某一个人的使用不会减少其

他人的使用。生态服务是生态产品的基础，而生态旅游则是将这些服务转化为经济价值的一

种方式。但部分地区在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过度产业化行为，忽视了生态产品的公共属

性特征，过分强调经营属性，造成公共性与经营性生态产品关系错位，部分生态旅游区的过

度开发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污染与破坏
[13]

。近年来部分地区经济绿色转型成效明显，但“两

山”转化的支撑要素不足、综合效果不彰，转化途径亟须畅通。尽管近年来我国生态旅游取

得了不少成效，但存在与主体功能区划要求不完全一致的问题，部分地方政府搞运动式开发，

“监守自盗”问题依旧突出，旅游管理部门和经营企业缺乏长远规划，叠加地方短期行为等

因素极易造成对生态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同时由于生态资源的公共产权保护缺位，在利用过

程中缺乏有效利用资源的保障机制和对投机行为的约束机制，容易导致掠夺性开发。此外，

地方政府在对生态旅游进行管理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完全、不同主体利益冲突及自身认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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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局限等原因容易导致政策和管理失灵[14-15]。

3 “两山”理论视域下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

生态旅游目前已经成为旅游行业的共识和行动
[16]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提出：“生

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

成了金山银山。” 本文在马世骏等于 1984 年提出的传统自然、社会、经济三维复合生态系

统框架基础上，对生态旅游研究进行了创新性拓展，强调生态旅游的系统耦合、协同进化和

动态适应性管理。生态旅游中，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废弃物需妥善处理，以减轻对自然系统的

压力；而自然系统中的自然资源则通过合理开发转化为经济价值，促进当地发展。同时，生

态旅游通过提供就业、增加收入、改善基础设施等方式提升社会福祉，助力乡村振兴和文化

传承。生态旅游的发展需依据生态系统变化、社会需求和经济条件进行适应性管理，通过监

测评估体系及时调整策略，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17-18]

（图 2）。

图 2 “两山”理论视域下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嵌构三角

3.1 发挥生态服务价值

生态旅游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强调在自然地域中开展有责任的旅游行为，减少干扰、保

护环境、降低污染
[19]

。在生态旅游活动中，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产生的废弃物（如生活垃圾、

污水等）会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压力，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实现废弃物的减

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以减轻对自然系统的负面影响
[20-21]

。同时，生态旅游以旅游产

品和服务为基础，将自然系统中的自然资源（如优美景观、生物多样性）转化为经济价值，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生态旅游地市场价格反映了生态服务的市场价值，生态服务的价值越高，

交易价格越高，生态补偿越多。这种基于生态旅游的市场化补偿方式，使社区居民、经营企

业和游客融入生态服务价值体系，形成内生性的生态补偿机制，为社区居民带来持续收入，

缓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使生态补偿能够循环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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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银山”，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22]。

3.2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生态旅游的出现是对传统旅游环境弊端的调整，通过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保

障旅游地环境可持续的前提下获取经济收益，成为旅游业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在生态旅游

中，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资源，如优美的自然景观、生物多样性、清新空气和清洁水源等，

进入经济系统并转化为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基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经济生产子系统为

社会生活子系统提供物资与资金支撑，同时也向自然生态子系统排放生产废弃物，而高质量

的生态旅游要求在资源环境容量范围内进行开发利用，促进旅游产业体系完善和结构优化。

生态旅游通过明确生态旅游产品谱系，拓展整体产业链广度，扭转传统以资源要素投入为导

向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同时提升地区财政收入，带动餐饮、酒店、交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基于“两山”理论，通过构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补偿机制和实现机制，优化生态旅游

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生态旅游成为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和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

3.3 提供社会供给服务

生态旅游以提升居民福祉为核心目标，致力于在绿色低碳发展中实现社会动能的提升。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生态旅游通过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

入，同时带动餐饮、酒店、交通等相关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地方经济增长[23]。这

种经济带动作用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还为经济生产子系统提供技术与资

金支持，注入新的活力。此外，生态旅游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居民生活

质量。生态旅游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优质的生态环境资源不仅为游客提供休闲娱乐场所，也

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积累人力、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本，全面提升居民福祉。

同时生态旅游还能增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推动脱贫攻坚

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
[24-25]

。生态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旅游活动本身要履行法定义务和社

会责任，并提供游憩、文化等社会供给服务，提升旅游的社会功能属性
[26]

。

4 “两山”理论视域下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旅游发展存在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社区参与不足与规划管理

交叉等问题。在生态旅游向高质量发展跨越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比以往更加复杂
[27]

。在新的

发展阶段，科学系统的政策制度是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保障。通过坚持生态建设与旅

游发展深度融合的理念，将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纳入综合考核体系，强化对旅游市场的监督；

在旅游管理机制、财政投入、用地保障、人才队伍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在保护生态环境基

础上完善市场配置资源体系，协调公平和效率关系。结合践行“两山”理论的现实诉求，本

文着重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探索社会参与利益共享的生态旅游开发

机制，以及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与综合绩效考核制度三个方面，提出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

的制度体系（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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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山”理论视域下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

4.1 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地提供生

态系统文化服务的重要方式，其发展受到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诸多问题的制约，如法律不健

全、定位不清晰、自然资源产权不明晰等，导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时有冲突
[28]
。在“两山”

理论视域下，我国需要构建层次分明的法律体系，形成科学完整的自然保护地国土空间体系，

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构建统一的监管体系。同时推动科技创新，搭建科研平台，整

合创新技术，汇聚高水平人才，开展系列科研攻关，创新体制机制，应用国内外先进设备，

为国家公园建设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在生态旅游方面，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结构，引导

开发新业态新产品，提高旅游产品的自然、文化、科技附加值，科学设计特色旅游线路，建

设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以对生态扰动最小化为原则，提升设施的景观协调性。在

国家公园文化传承创新与发展方面，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注重体现新时代生态文

化的魅力、活力和生命力，开发具有文化内涵和特色的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和掌上传媒产业

链，打造国家公园文化创意精品，使国人在阅读与体验中礼赞国家公园，感悟生态文化。通

过这些创新性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当前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推动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落实，促进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29-30]

。

4.2 探索社区参与利益共享的生态旅游管理机制

在我国生态旅游区周围，原生居民社区的存在对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形成了挑战。现有

研究多聚焦于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利益分配，但缺乏系统性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多元主体协作模

式研究
[31]

。需构建政府、企业、居民与游客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通过明确产权、建立合理

的股权参与形式以及完善法律政策，保障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利益相关方矩阵分析有助于

理解不同主体的角色与激励约束机制（图 4）。通过权力/影响力与利益关系矩阵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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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企业追求长期利润与品牌形象提升，受环保法规和游客满意度约束；地方政府追求区域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受环保法规、上级考核和公众舆论约束；游客和社区居民权力较小，

分别寻求优质生态体验和经济收益，受环保行为规范和资源开发限制约束。生态旅游的社区

参与体现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居民参与规划与管理决策的制定，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管

理的影响因素包括居民环境意识、经济感知、社会感知与文化感知等[32-33]。通过组织培训提

升居民管理能力，让其深度参与旅游运营，并建立旅游争议的协商处理制度，减少资源破坏。

引入关系契约理论，弥补正式契约的不足，促进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信任关系，推动利益共

享机制的实施。此外，明确生态旅游资源产权，让社区居民以股东身份参与旅游经营收益，

保障其利益。部分居民教育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容易在纠纷中权益受损，消极参与管理，

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政策保障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管理和利益共享的合法化与制度化。通

过多元主体参与和利益共享机制，实现生态旅游管理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平衡人地关系，保

障区际公平，推动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图 4 利益相关方矩阵分析

4.3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与综合绩效考核制度

通过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针对生态旅游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是维

持区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举措。与现有制度保障研究不同，本文着重分析生态产品价

值评估在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生态治理现代化及生态产品价值考核体系完善方面的独特价值

[34]。由于生态产品难以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调节，结合生态产品价值评估可以由政府进行宏观

调控，着重向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倾斜，完善生态产品补偿机制。同时，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有效转化，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

偿机制，这是国际上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通过征收绿色税、生态税等途径，

拓展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建立专门负责生态补偿的机构与资金，借助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或

市场机制进行生态补偿
[35-36]

。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旨在提高各级政府核算生态产品价值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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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公信度，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市场主体参与的生态产品供应模式，拓宽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路径。通过制定科学的考核办法，综合开展对生态产品总值、供给能力、综合效益的考

核，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考核结果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联动机制
[37]
。此外，将

建立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制度保障、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成效、提升社区居民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等内容纳入生态产品价值考核的综合绩效评价指标。通过建立旅游治理的权力清单

和追究机制，完善激励和惩戒体系，推进生态旅游行为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营造健康的

旅游环境和社会秩序，促进旅游管理的现代化。

5 “两山”理论视域下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为发挥生态旅游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作用，需结合“两山”理论对其实践路径进行探

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树立全域旅游理念，立足旅游产品供给升级，拓展旅游市场、

推动服务升级，完善要素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旅游用地保障等方面全面

提升。通过市场机制促进生态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互为依托，

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图 5）。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提升。

图 5 “两山”理论视域下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5.1 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建立容量相符的底线约束机制

生态旅游环境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在内的复合系统，其生态环境虽有一定净化

作用，但旅游活动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因此，生态旅游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可

为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38]

。生态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生态产业化实现其价值，但

需先确定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科学确定游客数量和活动规模，促进环境保护与游客体验相

协调[39-40]。例如，湖北省随州市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模型，明确不同区域的生态承载力水平，

实施差异化开发策略，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以保护生态旅游地资源环境为基础，完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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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住宿等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承载力，并依据承载力评价划定分区，制定差异化的开发策

略，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在此过程中，自然保护是前提，环境教

育是责任，社区参与是保障
[41]
。如漓江风景名胜区通过社区合作与环境教育，提升了居民和

游客的生态保护意识。此外，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确定底线约束条件，加大动态监控，

建立调控、预警和应急制度，应用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编制生态旅游规划，缓解生态

环境压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例如，大连市通过动态监控与预警机制，及时调整旅游

开发强度，保护了生态环境。

5.2 围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原则构建旅游生态保护与补偿机制

将市场机制融入公共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建立以政府主导、市场配置为主体的生态

补偿创新机制，充分调动旅游景区、周边居民与地方政府等各方积极性。例如，三亚市与保

亭县通过跨区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了“上游护清水、下游给补偿”的双赢模式，推动

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按照生态空间管控要求，建立有偿使用、补偿及特许经营

准入退出机制，开展自然保护地勘界，规范设立界桩、标志牌等标识，明确开发空间和规模，

并划分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设置项目建设准入清单，为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保障。

在发展旅游时，必须保护好生态资源基础，通过建立用地储备制度，增加年度用地指标，优

先保障生态旅游建设用地，特别是针对使用荒山、荒地、荒滩等未利用地项目给予支持[42]。

针对权属复杂的用地，鼓励采用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式供地，并支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闲置宅基地整理结余用于休闲农业旅游等，为生

态旅游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5.3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升生态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市场服务水平

许多发达国家已成功将乡村地区生态价值提升到文化、休闲和经济价值同等重要的地位，

如德国的村庄更新和瑞士的乡村休闲化建设，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经验。随着我国从脱贫攻坚

迈向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已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融合生态旅游

理念的乡村旅游需要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解决生态产品大多处于偏远地区、配套设施不

完善等问题。通过构建完善的道路交通体系、酒店餐饮等旅游服务体系，带动区域生态旅游

的高质量发展[43]。依托生态旅游实现“两山”转化，是突破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瓶颈、打造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然而，乡村传统农业体制向旅游体制转换时，容易出现生态

环境破坏与社会矛盾升级等情况。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配套设施建设与市场服务水平有

利于保障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44]。基于“两山”理论，推动乡村“短板”变“潜力板”，使

具有生态优势的后发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分工布局和配套的

产业链，在不平衡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实现高质量循环发展。近年来，我国在精准扶贫过

程中遇到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区域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提升生态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有利于缓解现有矛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4 基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生态旅游智慧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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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提

高了旅游者的便利性与自主性,推动了生态旅游的高质量发展[45]。例如，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利用 5G+VR 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区，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文化；杭州西湖景区通过大数据

分析游客需求，提供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同时利用智能监测系统实时保护生态环境。这

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游客体验感，还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46]。此外，大数据平台的

信息分析和数据挖掘功能，能够强化生态旅游需求的预测和市场选择的精准性，通过智慧旅

游平台及各大旅游宣传推广门户网站集中推送生态旅游产品，树立良好生态旅游形象[47]。推

动生态旅游治理现代化，需要明确具体行动者、投入机制和监管制度。地方政府应发挥主导

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引导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旅游部门要加强行业管理，规范市

场秩序，提升服务质量；社区组织要积极参与，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促进社区发展与旅游

发展的良性互动。在投入机制方面，应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旅

游项目建设，同时加大对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在监管制度方面，要建立健

全生态旅游监测评估体系，加强对旅游开发活动的环境监管，确保生态旅游项目的可持续性。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两山”理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精髓一脉相承，“两山”理论内涵的不断完善，将为生

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框架、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提供更加科学的指导。本文分析了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与生态旅游的内在关联，剖析了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存在的度量难、交易

难、变现难、抵押难等问题，以及生态产品开发过度产业化且在价值实现过程出现的地方短

期行为，进而基于“两山”理论探讨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框架、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

研究认为：①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框架需要从自然生态子系统、经济生产子系统、社

会生活子系统三个维度构建。结合“两山”理论要求，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发挥生态服

务价值，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提供社会供给服务，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复合

系统的协调统一。②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直接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与政策效果，

结合“两山”理论应着重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探索社会参与利益共

享的生态旅游开发机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与综合绩效考核制度，形成生态旅游高质量

发展的制度体系。③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具体包括：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建

立与容量相符的底线约束机制；围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原则构建旅游生态保护与补偿机制；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提升生态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市场服务水平；基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

生态旅游智慧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6.2 讨论与展望

尽管生态旅游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生态旅游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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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不仅需要在政策、管理和技术层面进行创新，还需在制度协同、地方实践监督及政策

动态优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挑战的解决对于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未来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以应对当前

面临的挑战并推动可持续发展：①制度协同机制的优化。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需多部门协作，

但目前存在职责交叉与协调困难问题。例如，生态旅游项目审批中，部门沟通不畅导致审批

低效、政策冲突。未来研究应聚焦构建跨部门协调机制，明确职责，加强信息共享与协同办

公，确保政策执行连贯性。②地方实践的监督与考核。部分地方政府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因

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忽视生态保护，导致项目过度开发或偏离可持续方向。例如，一些地方

在设施建设中占用大量生态用地，破坏自然景观。未来研究需关注如何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

督与考核，将生态旅游发展质量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并加强对项目的全过程监管，确保

符合生态保护要求。③政策评估与治理迭代机制。随着生态旅游实践推进，现有政策适应性

不足问题凸显。未来应研究建立定期政策评估机制，动态监测政策实施效果，并依评估结果

及时调整完善，形成政策治理迭代机制。同时，鼓励地方开展政策创新试点，探索本地发展

模式，为全国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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