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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生态旅游开发的思考 

鲁燕1 

（文山学院 政法经济学院，云南 文山 663000） 

【摘 要】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区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位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

护区的野象谷景区，担负着景区旅游发展、保护区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教育及社区共同发展等多重责任。结合野象

谷景区开发生态旅游的背景，通过分析景区旅游资源特色、开发现状及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开发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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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兴起的一种旅游方式，它与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密不可分。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最早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 拉斯喀瑞于 1983 年首先提

出。1992 年生态旅游学会把其定义为：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的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

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野象谷景区位

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之内，是全国唯一可以安全观测到野生亚洲象的景

区。 

1 野象谷景区基本概况 

1.1 景区基本情况 

野象谷景区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养镇，位于 213 国道西侧，距景洪市 36km，交通便利。该景区处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勐养片区东西两片的结合部，汇集了热带、亚热

带的森林植被和野生动物物种，是野生亚洲象交流汇聚的中心地带，也是各种动物的通道。野象谷景区始建于 1990 年，1996 年

正式开放接待国内外游客，2005 年成为 4A 景区。野象谷景区是我国首批“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同时还是“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和“人工饲养蝴蝶试验基地”（西双版纳国家自然保护管理局和世界自然基金（WWF）合

作项目）。 

1.2 景区管理及旅游开发现状 

1.2.1 景区管理情况。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58 年，1986 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1987 年经云南省政府、国家林业部批准成立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后更名为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护局）。自 1990 年起，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就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结合科研项目开始了生态旅游的探索，野象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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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就是那时开始修建。1993 年，自然保护区森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成立，对自然保护区内相关景区进行自建自管。1999 年，

保护区管理局下设生态旅游管理所，专门负责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管理工作。2003 年森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改制，引进西双版

纳金孔雀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经营野象谷景区。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进行生态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过程中通

过不断摸索，逐步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管理和经营机制基本理顺。 

1.2.2 景区旅游开发现状。野象谷以展示动植物、森林生态、山地雨林民族为主题进行开发，现已建成大象学校、蝴蝶园、

百鸟园、蛇蜥园、猴园、民族歌舞表演场等，用以展示丰富的动植物旅游资源和特色少数民族旅游资源。同时，还建有亚洲象

博物馆、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及救助中心、野生动物收容救助中心，用于开展生态旅游教育、生态资源保护工作。景区内现已

建成长达 2063m 的热带雨林观光客运索道，长 2280m 的高空观象栈道，在野象经常出没的地方还架设了 30 多个树上旅馆。通

过建立不同类型的旅游通道，丰富游客的行程线路，让游客穿梭于原始森林中，感受生态环境之美，了解相关的野生动植物知

识，为游客构建起多样的观光体验。 

2 野象谷景区生态旅游开发的背景 

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开展生态旅游，在生态旅游开展中，既能扩大生态保护教育的辐射面，又能为生态保

护创造一定收益以补充自然保护区资金不足的现状，这在国内外已经取得共识。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在有效保护资源和生物多

样性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引进旅游公司，通过合作对保护区的旅游发展、生态保护进行综合管理。野象谷景区生态旅游开发

涉及到了政府、保护区管理局、旅游公司、游客、社区居民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更看中的是生态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对生态效益的关注相对少或浮于表面。保护区管理局强调的是保护区的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科

普教育与宣传。旅游公司看中的是生态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品牌效应。而游客在保护区生态旅游过程中首先看中的是从生态

旅游获得的旅游体验、相关知识，然后才是生态环境保护。社区居民关心的是生态旅游为自己及家乡带来的有利条件，如收入、

就业、基础设施的改善等。野象谷的生态旅游开发必须要探讨政府、保护区管理局、旅游公司、游客、社区居民等多方利益相

关者的关系及协调机制。要从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上厘清政府、保护区管理局、旅游公司的关系、权限及相应职责；要从社会

科学的视角去构建旅游公司、游客、社区居民的关系，协调三方的需求，寻求共建共享的有效方式；要从互利共享、可持续发

展的角度去探讨生态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发展模式。 

3 野象谷景区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3.1 生态旅游内涵挖掘不深入 

野象谷景区在对外宣传、形象塑造上都是突出野生亚洲象这一稀缺资源，营造的是生态和谐的景区氛围。景区在线路设计

上也围绕野生动物、热带雨林景观进行，但开发的层次还是停留在观光游览。景区在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科普知识的展示、多样

化的旅游体验方面挖掘不够，生态旅游的特色还不凸显。景区应该结合云南省一机游项目建设的契机进行景区旅游信息化建设，

通过信息化手段提供景区导览、生态科普小知识讲解、景区 VR 体验点，同时还可以开辟一些专项生态旅游线路及活动形成线上

线下的互动体验，以提升游客的生态旅游体验感和满意度。 

3.2 政府、保护区管理局、旅游公司合作深度不够 

西双版纳州政府非常重视森林生态旅游的开发建设，积极探索实践自然保护区景区的旅游开发。1999 年，经州委州政府批

准保护区管理局下设生态旅游管理所，专项负责保护区的生态旅游管理。2003 年，通过引进西双版纳金孔雀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建设、经营野象谷景区。野象谷作为自然保护区内的景区具有特殊性，政府—保护区管理局、政府—旅游公司、保护区管

理局—旅游公司，三者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与合作，目前的管理和经营机制虽基本理顺，但是三者之间的合作整体性不高，合

作深度不够，特别在促进保护区旅游开发、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不够。要实现深度合作，前提还是得理顺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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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者的关系、权限及相应职责，并有监管机制保证其实施。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根基在生态保护，通过科学的旅游开发反哺

生态保护以实现多方的共同利益。 

3.3 生态旅游管理制度操作性不强，发展较滞后 

虽然西双版纳州政府先后出台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景区（点）管理办法》、《生态旅游景区日常工作管理

细则》等一些相关规定，但是对景区的详规、建设、管理、考核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指导标准。野象谷景区内的旅游监测系统也

不完善，仅局限于对野生亚洲象的监测，而生态旅游活动对环境的监测影像还没有。 

3.4 生态旅游产品结构单一，特色不鲜明 

景区近几年都在不断丰富旅游项目，大力投入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景区整体的旅游服务水平。但从生态旅游的开发

上看，还是仅停留在大众旅游观光游览体验的开发上，生态旅游产品结构较单一、品质还较低。生态旅游的开发，亲近自然是

基本层次，学习自然是提高层次，保护自然是专门层次。随着旅游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日益强化，游客对于生态旅游的要

求也会提高，除了通过观光体验以亲近自然之外，自然保护区的科普功能应该在旅游开发中有机融入，通过与相关科研机构、

院校合作，创新讲解方式，丰富讲解内容，结合新的技术手段进行综合讲解、展示，同时还可以开发一些专项活动，以提升景

区特色，实现生态旅游的宗旨。 

3.5 生态旅游服务专业人才缺乏 

目前，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景区具有林业专业背景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导游人员不足 20%，大多数管理人员仅接

受过旅游专业培训，没有生态旅游专业背景。短期内要解决野象谷景区生态旅游服务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可以通过与科研机

构合作，引进专业人才对景区人员进行分阶段的短期培训以提升相关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一些专项的生态旅游可以和科研机

构共同开发。还可以与相关院校进行校企合作，为生态学、生态旅游、旅游管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提供实习、见习机会，

同时，在合作中开发出能为景区服务的相关生态旅游产品、创意或服务，如生态旅游解说词、生态旅游线路、生态旅游营销方

案等。 

3.6 周边社区居民参与、融合程度不高，区域带动能力不明显 

维护社区利益是生态旅游的核心理念之一。野象谷景区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社区

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直接受益的面还是很小。野象谷景区位于景洪市勐养镇辖区，勐养镇具有水傣、汉傣、花腰傣三个傣

族支系、基诺族等山地雨林民族，民风淳朴、节庆众多、少数民族建筑保存较完整，区域内可以挖掘、整合的旅游资源较多。

要提高边社区居民参与、融合度和区域带动能力，必须发挥社区的联动效应，一方面是与景区资源形成互补，丰富游客体验，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改善周边社区居民的条件，提升居民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以指导环境保护活动，从而产生旅游开发、生态保

护、社区发展良性的联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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