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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湖南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产业的若干思考① 

邓 和 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国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通过分析湖南森林旅游、森林公园发展状况, 综合其外部环境、内部条件, 总结了不同阶段湖南森林

公园以及森林旅游发展的不同特点, 并就发展失衡、多头管理、产品单一等现存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发展森林旅

游需要制定的对策, 为湖南森林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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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来, 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数量增加、城市环境日益恶化, 人们接触自然环境的机会愈来愈少, 愿望也越来越

更加强烈。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回归大自然、体验大自然已成为一种潮流。在这种背景下, 森林公园应运而生, 成为人

们游憩的佳地。不仅如此, 森林公园的建立与发展, 标志着对森林资源的经济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摆脱了长期困扰林业

发展的消极保护与单一利用模式, 从而促进林业全面可持续发展。 

我国自1982 年建立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来, 发展迅速, 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据不完全统

计, 2004 年全国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1 .47 亿人次, 占国内旅游总人数的13%, 比2003 年增长27 %(与国内旅游增长基本持平), 

其中海外游客443 万人次。以门票为主的直接旅游收入69 .10 亿元, 比2003 年增长65%(国内旅游增长率为37 %)。森林公园发

展还极大地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森林公园共为社会提供直接就业机会36 万个,带动社会综合旅游收入近

1 000 亿元[ 1] 。 

“ 回归大自然, 走进大森林” 成为当今世界旅游业的新时尚。到森林中旅游, 去认识大自然, 已得到越来越多旅游者的

钟情。森林公园作为开展森林旅游活动的主要载体, 以其清新优雅的环境, 多姿多彩的风光, 丰富多样的内涵, 既能满足旅游

者爱美好奇的心理, 又能为旅游者提供保健、科普、疗养、运动等多种功能, 正成为广大旅游者的新宠, 成为新世纪旅游市场

中的热点。 

1  湖南省森林公园与森林旅游发展历史与现状 

1 .1 湖南省森林公园与森林旅游发展历程 

湖南是全国最早建设森林公园、发展森林旅游的省份。为了充分开发利用国营林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风景资源和人

文景观资源, 发挥森林的综合效益, 发展壮大森林旅游事业, 1982 年, 湖南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拉开了湖南建设森林公园, 发展森林旅游的序幕[ 3]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并取得市场化运作的成功；

为林业以其优势资源步入旅游业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为林业走出传统思维模式提供了一种途径。 

                                                        

① 湖南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编号:06GK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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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萌芽阶段(1979— 1981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恢复和兴起, 自发来林区旅游的人逐渐

增多, 我国林区丰富的森林风景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及发展前景初步得到认识。1980 年8 月, 原林业部发出《关于风景名胜地

区国营林场保护山林和开展旅游事业的通知》, 开始组建森林公园和开展森林旅游工作, 这一举措得到了国家计委、国家旅游

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1981 年原林业部召开森林旅游试点座谈会, 选定北京松山、云蒙山林场, 广东流溪河、南昆山、大岭山

林场, 山东泰山林场, 湖南张家界、南岳林场等作为首批试点。 

1.1 .2 起步阶段(1982— 1990 年)。1988 年在郴州市苏仙区建立五盖山国家森林公园。在这一阶段:①森林公园发展速

度缓慢, 9 年时间只建立了2 处国家森林公园, 占全国同时期国家森林公园的11%(1982— 1990 年全国共建立国家级森林公园

16 座)；②森林公园只是作为国营林场的多种经营项目发展, 由部省联建, 国家和当地政府对森林公园建设投资较大, 为森林

公园在短期内成为享有盛誉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打下良好基础。 

1.1 .3 快速发展阶段(1991— 1993 年)。这是森林公园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 原因有四:①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

后, 国家做出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旅游业的优势作用被社会认可；②随着林业“两危”(可采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现

象的日趋严重, 林区长期以来单一木材生产的产业结构亟须调整；③经过前一阶段的实践, 建设森林公园, 发展森林旅游所产

生的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及其强劲的带动作用为社会各界所认同；④1992 年原林业部在大连召开了全国森林公园及森林旅游

工作会议, 要求凡森林环境优美、生物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的国营林场都应当建立森林公园, 由此在全国

掀起森林公园建设高潮。湖南省仅1992 年就被予以批复建立国家森林公园14 处, 相当于前9 年批建总数的近7 倍。加上各省

级森林公园, 到1993 年底, 全省森林公园总数达到33 处[ 4] 。但这种只重数量的发展, 而忽视了质量上的跟进, 对今后森林公

园的整体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此期间, 湖南省内多所林业院校也相继设置了森林旅游专业或开设了森林旅游课程, 其中尤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原中

南林学院)最为突出, 于1993 年率先开设森林旅游专业, 面向全国招收森林旅游管理本科生, 开全国之先河, 为湖南省乃至我

国森林公园建设和森林旅游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 

1 .1.4  稳步发展阶段(1994— 2000 年)。这一阶段的特点:①森林公园数量稳定增长。截止2000 年底, 全省境内森林公

园数量达到49 处, 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21 处, 仅2000 年一年省内各森林公园接待森林旅游游客450 万人, 实现次森林旅游

收入4 .02 亿元, 初步建立起了以国家级森林公园为骨干, 省级、市(县)级森林公园为支撑的森林公园发展网络, 森林旅游逐

渐成为全省林业支柱产业之一[5] 。②行业管理加强。1994年1 月, 原林业部发布实施《森林公园管理办法》, 1995 年, 湖南省

于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湖南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走在了全国各省森林公园、森林旅游立法

的前沿。 

1 .1.5  提高阶段(2001 至今)。是湖南省森林公园不断提高的阶段, 2004 年建立了壶瓶山、莽山等森林旅游区, 继续推

进森林旅游发展, 全年森林生态旅游接待游客636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4 亿元；森林公园总数已达63 个[6] , 张家界、桃花

源等一批旅游收入超千万、上亿元的国家森林公园, 成为了带动当地旅游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龙头。通过建设森林公园,发展森

林旅游, 同样给林区带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 通过旅游产业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如交通业、餐饮业、

加工业、种养殖业、零售业等)的发展, 推动了林区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有效缓解了林区的就业压力, 不断培育出林业新的经

济增长点, 还极大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成为山区、林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森林旅游逐步成为了湖南省林业产业

中最具活力和最有希望的替代产业和新兴的主导产业。 

1 .2 湖南省森林公园与森林旅游发展现状 

湖南是个林业大省, 有森林面积753 .84 万hm2 , 森林覆盖率为35.58 %, 居全国第6 位[ 2 ,3] 。截至目前, 湖南已建立森林

公园72 个, 其中国家级27 个、省级36 个、市县级9 个[ 4] , “ 十五” 期间共接待游客2 929 万人次, 创社会产值146.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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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 ,已基本形成了相互联系、各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格局。 

湖南的森林公园呈“ 口” 字型集中分布在京广、湘桂、湘黔、枝柳铁路和 107、320 等国道的两侧, 区位优势突出, 大交

通便捷, 景点群体结构明显。初步形成了 4 片大的森林旅游区, 即以张家界为中心, 包括天门山、不二门、桃花源、南华山的

湘西森林旅游区；以洞庭湖为中心, 包括君山、五尖山、大云山、铁沙的湘北森林旅游区；以韶山为中心, 包括岳麓山、大围

山、东台山、云阳山、炎帝陵、桃源洞的湘东森林旅游区；以莽山为中心, 包括苏仙岭、五盖山、天鹅山、九嶷山、舜皇山、

云山、黄桑的湘南、湘中森林旅游区。湖南省森林公园发展态势良好。根据中国森林公园网最新“ 中国国家森林公园人气排名”

(按评分), 湖南省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名列榜首, 不仅如此, 在排名前十位的国家森林中湖南的森林公园便占据了七强之多, 

且资源丰富, 种类多样(表 1)[ 1] 。据专家预计, 到 2010 年, 全省将实现每年接待游客 2 000 万人次, 创社会旅游产值 100 亿

元(表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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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南省森林公园与森林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发展失衡 

目前, 湖南森林公园的区域发展还不平衡。少数森林公园建立后, 开发建设力度小, 一时没有形成森林旅游的气候。旅游

产品开发层次较低也不容忽视, 一些森林公园景点建设没能因地制宜地处理好人工景观和自然景观的适当配置。开发出来的旅

游产品也没有鲜明特色、缺乏市场竞争力；对于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又缺乏生态文化的支撑。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也长期未能

得到解决[ 9] 。 

2.2 多头管理 

以林业部门主管居多, 部分归建委主管, 与旅游部门协调不够, 致使政出多门, 各自为阵；有的森林公园无详细规划, 项

目建设随意性大；有的规划设计套用城市园林的模式, 极力打造人工园林风格；有的森林公园违反总体规划, 不协调于森林自

然景观的楼堂馆所建设布局的比比皆是, 破坏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森林公园内外土地山林等权属纠纷问题亦屡见不鲜；森

林公园缺少针对旅游需求的科学研究；一些部门设在公园内的经营单位和经营个体不服从公园管理, 不遵守公园的规章制度；

一些部门和单位任意侵占森林公园的合法权益, 严重影响了森林公园的健康发展[10] 。 

2 .3 森林旅游产品功能单一 

目前, 湖南的森林旅游产品以乘凉消夏、冬观雪景等大众化、观光型产品为主, 虽然特种森林旅游开发已经起步, 但进展

缓慢, 致使森林旅游吸引力有限, 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弱。其结果是参加森林旅游的人数不多, 停留时间不长, 经济效

益不高。 

2 .4 内部交通较差, 基础服务设施滞后, 接待能力有限, 服务管理水平较低 

除张家界、桃花源等外, 大多数森林公园为新建立的, 景区景点间交通条件较差, 可进入性不强；基础设施滞后, 接待能

力有限；服务管理人员大多是林场的原班人马, 缺乏专门的系统训练, 普遍存在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服务水平较低的问题[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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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森林旅游对策 

3 .1 分类管理 

不同类型的森林公园在客源市场上的特点是不尽相同的[ 12] , 因此, 在管理上应采取不同的方法, 有所针对。山野(远郊)型

森林公园(例如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在市场营销上要以省外国外客源市场为重点；城郊型(例如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则应以

省内其他城市居民尤其是周遍地区的城市居民作为主要营销对象；而城市型森林公园(例如天际岭国家森林公园)则应注意吸引

到公园所在城市的机会客源市场。 

3 .2 建立环城森林公园 

生态化城市建设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潮流, 作为生态化城市建设重要内容的城市林业建设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但

是由于林业资源的分布不均, 造成湖南省森林公园布局欠佳。应该加快在省内主要城市周遍建立公益型城市森林公园, 其主要

是满足广大市民回归自然和假日郊游等户外活动需求, 应等同于城市园林绿地建设, 列为城市社会公益性建设项目, 由政府投

资建设, 也可以吸纳社会赠款、捐款进行建设, 修建的森林游览区应免费向全体市民开放。 

3 .3 强化教育功能 

科学普及和环境教育是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功能, 也是森林旅游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开展森林旅游进行科学普及和环境教

育活动来满足游客对本地的自然现象和生态系统知识需求, 提高公众的自然保护意识。 

开展森林旅游, 引导游客欣赏森林景观、野生动植物等,使游客享受优美的森林生态环境, 获取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增强

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 变“ 消极保护” 为“ 积极保护” , 为社会公众提供环境教育的大课堂, 反过来又扩大自身存在的社

会基础, 因此, 应强化森林公园开展森林旅游的教育功能, 从而做到以“ 保护促旅游— 旅游促开放— 开放促开发— 开发促

发展— 发展促保护” 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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