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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沿海地区新型城镇化旅游驱动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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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了工业型城镇化，由此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就。然而，环境污染严重、就业吸纳能力疲软、城市日益拥挤、居民生存压力巨大等负面影响逐渐显露，城市病问题

突出。而旅游业具有关联性强等特点，能够产生经济、社会、环境效应，发挥产业融合驱动、社会就业驱动作用、推

动城镇社会文化发展及城镇生态文明建设，为东部沿海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后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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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以工业为核心的城镇化迅

速发展，以廉价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口红利”成为经

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向

城市集聚，带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张、城镇化率的提

升。然而，能源短缺、资源消耗过快、人口红利的不

可持续、环境质量的日益下降、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等

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城市病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专家预测新型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 ５ －１ ０ 年综

合发展结构中的核心主题与整合构架，能够积极应

对各项挑战［１］。其实，新型城镇化在 １ ０ 年前就已出

现萌芽，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央关于新型城镇化

的思路逐渐明晰，城镇化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与完

善，对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传统城

镇化侧重于城市人口“量”的增长，而新型城镇化绝

不仅仅是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而是一种

全面的结构转型，更加关注城市发展质的提升，是以

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一项综合复杂的

系统工程，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率、

带动人口高效集聚、促进生活水平质的提升，最终实

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２］。

改革开放以后，地理位置优势、良好的基础设施

条件以及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使中国工业中心定位

和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具体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七省三市。

深受改革开放政策优惠与便利，东部沿海地区的工

业型城镇化使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率先取得显著成

就，并且成为人口主要聚集地。然而，城市病问题也

最先在该地区产生，在全国范围内表现最为突出。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寻找新

的驱动力成为东部沿海地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现状分析

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是判断城镇化发展主导

动力的标准之一。从三大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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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１ ９９６ 年至今，第二产业占比虽然出现阶段性

波动，但仍保持在 ５０％左右，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如

图 １ 所示）。从第二产业增长速率来看，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

年处于快速增长时期，２０１ １ 年起增速放缓，但依然

保持 ５％以上的增长速度（如图 ２ 所示）。可见，

２００２ 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全面推进

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受工业经济对 ＧＤＰ 拉动作

用最明显的固有观念束缚，各级政府经济政策的制

定者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发展路径，我国东部沿海地

区工业驱动城镇化进程特征明显。

图 １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图

图 ２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三次产业总值变化图

（一）工业驱动进程特征分析

工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有三个显著

特点，分别体现在人口、产业及土地变化上。首先，

人口规模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变化十分明显，工业驱

动的城镇化也不例外。对近 １ ０ 年来三次产业就业

人口比重进行统计，发现农业人口逐渐流向第二产

业，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呈整

体上升趋势。其次，产业的变化特征是工业主导的

城镇化与其他城镇化模式重要区别。从第二产业产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１ ９９６ 年至今，第二

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近 １ ／２，工业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主要动力

与支撑。第三，土地作为城镇化过程的空间载体，在

工业驱动的城镇化进程中表现出工业用地的优先性

特征。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用地占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的比重保持在 ２０％以上，仅次于居住用

地占比，是城市建设中面积第二大的用地类型。

据统计，２０１ ２ 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所有地级市

中有 ９０．８０％的城市的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超过

４０％。另外，工业驱动的城镇化还体现在以初级生
产要素专业化为特征的传统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

上。通过利用人口红利优势介入技术含量低、劳动

密集型的生产、制造、加工、装配、组装等环节，以加

工贸易或代工贴牌的方式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之中。工业主导的城镇化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带动了乡村人口

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引起人口集聚现象。然而，这

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始终处于全球微笑曲线的

低端，具有低附加值的特点。它还具有很强的依附

性，具体表现为对跨国公司品牌和专利的依赖、对先

进技术装备的依赖、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任一

因素的波动将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造成巨

大影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敏感

性。２００８ 年，出口退税下降、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

综合作用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大幅下降，出口企

业遭受困境，出现减产、停产甚至倒闭的现象，工业

固有的低产业联动效应使近 ３０００ 万工人失业不可
避免［３］。随着近年来劳动力价格上涨，人口红利逐

渐变薄，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构成潜在

威胁。２０１ ３ 年，在中国投产多年的以劳动密集型为

主要特征的外资加工制造业开始回流或出现外流现

象，例如通用、福特等企业的部分生产线开始回归本

土。外资加工制造业外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首当

其冲，订单减少，用工需求降低，全球第一大代工企

业富士康深圳等地工厂出现“暂停招聘”现象［４］。

随着工业的现代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的快速提

升，用工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日益提高，未来越

来越多的劳动将为资本和先进的技术所代替，企业

对劳动力需求的逐年减少、第二产业就业吸纳能力

的下降成为现代化机械普及的必然结果，这对拥有

近 ２ 亿乡村人口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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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该地区的城镇化遭遇瓶颈。此外，工业驱动的

城镇化还给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带来一些

问题，如对城市环境造成破坏与污染，人口的大规模

聚集导致城市拥挤问题日益严重，进而对居民的生

存与发展构成威胁。

（二）城市环境污染与环境压力问题

工业驱动的城镇化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主要体现

在对水体、固体废弃物及空气质量三个方面。据统

计，２０１ ３ 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废水排放总量为

３４２．８４亿吨，占全国的比重高达 ４９３０％，意味着全

国有近一半的废水排放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同年，

东部沿海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 ９６２

亿吨，占全国比重约 ２９３５％，危险废物产生量

１ １ ３２４１ 万吨，超全国总量的 １ ／３。２０１ ３ 年我国东
部沿海地区废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达 ６１ ３９７

万吨，占全国比重为 ３００４％；氮氧化物排放量达

７９９５９ 万吨，占全国比重达 ３５９％；烟（粉）尘排放
量达 ３６８８８ 万吨，占全国比重约 ２８８６％。

工业驱动的城镇化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在空气

质量方面尤为严重。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型城

镇化带来的碳排放、汽车尾气以及其他工业废气，而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点源主要由火电、水泥、钢铁产

生，这三类企业带来的排放量约占总排放的

９２％［５］。近年来，雾霾天气多发，ＰＭ２５ 已经广为

人知，ＰＭ２５ 主要来源于各种燃料的燃烧及各类交
通工具在运行过程中排放的尾气，因其具有直径小、

富含毒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留存时间长、传输距离远

等特点，对人体健康影响很大［６］。根据 ２０１ ２ 年国家

颁布的空气质量新标准，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为 ３５μｇ／
ｍ３ 以下才达到二级良好水平。以绿色和平组织发

布的全国 ７４ 个城市 ２０１ ３ 年的 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排
名为判断依据［７］，７４ 个城市中有 ６９ 个城市超出
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上限，其中有 ４８ 个超出上限的城市

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如表 １ 所示），京津冀、长三角

地区的绝大多数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浙江省大部

分城市的 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是国家标准（３５μｇ／ｍ３）
的 １ 倍以上，江苏省有 １ ０ 个城市 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

是国标的 ２ 倍以上，河北省多数城市的 ＰＭ２５ 严重

超标，年均浓度是国家标准的 ３ 倍以上。

（三）城市人口压力问题

　表 １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空气质量状况统计表

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 城市数量

３５ μｇ ／ｍ３ ＜ＰＭ２５≤７０
μｇ ／ｍ３

惠州、珠海、深圳、张家口、东莞、中

山、丽水、江门、宁波、承德、广州、佛

山、台州、肇庆、温州、上海、青岛、秦

皇岛、杭州、绍兴、衢州、嘉兴、盐城、

苏州、连云港、金华

７０ μｇ ／ｍ３ ＜ＰＭ２５≤１ ０５
μｇ ／ｍ３

南通、宿迁、扬州、镇江、湖州、徐州、

南京、常州、无锡、淮安、泰州、北京、

沧州、天津

１ ０５ μｇ ／ｍ３ ＜ＰＭ２５ ≤
１ ４０ μｇ ／ｍ３

廊坊、济南、唐山、衡水、邯郸、保定

１ ４０ μｇ ／ｍ３ ＜ＰＭ２５ 石家庄、邢台

　　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聚集，如今我国

东部沿海地区的常住人口规模巨大。如表 ２ 所示，

２０１ ２ 年东部沿海地区仅三亚一座城市常住人口数

量在 １ ００ 万人以下，其他城市的人口集聚现象明显。

其中，上海、北京、天津、广州、保定、苏州、深圳、石家

庄、临沂九座城市的常住人口高达 １ ０００ 万人以上，

３００ －１ ０００ 万人的城市 ５７ 座，占东部沿海地区的半

壁江山。就人口密度而言，世界人口以 ７０５７ 亿计，

全世界陆地面积为 １４８１ ０８ｋｍ２，则世界平均人口密

度约为 ４７ 人／平方千米。东部沿海地区除承德市

外，其他城市的人口密度均在 １ ００ 人／平方千米以

上；而承德市的人口密度为 ９５３１ 人／平方千米，比

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汕头、上海、深圳、揭阳、

厦门、广州、无锡的人口密度过大，在 １ ０００ 人／平方

千米以上，其中，汕头的人口密度达 ２５８１７８ 人／平

方千米，上海的人口密度为 ２２５０６８ 人／平方千米，

均超过 ２０００ 人／平方千米。逆向思考，人口密度的

倒数就是出人均拥有的空间面积，东部沿海地区的

人口密度大，对应的人均空间面积就小，城市拥挤问

题较为严重。此外，随着家庭轿车拥有量的逐年提

高，城市交通压力攀升，上下班高峰期拥堵现象屡见

不鲜，给人们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工厂的现代化机械及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对劳动

力的解放，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技术引进、管理效率

提升方面占优势，但给低综合素质的劳动者带来了

就业困难，下岗失业问题较为严重，据统计，２００９ 年
　表 ２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统计表
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万人） 城市数量

城市常住人口数量≤１ ００ １
１ ００ ＜城市常住人口数量≤３００ ２０
３００ ＜城市常住人口数量≤５００ ２６
５００ ＜城市常住人口数量≤１ ０００ ３１
１ ０００ ＜城市常住人口数量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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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在

３４％以上。对于有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劳动者而言，

他们还面临巨大的住房压力，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

房价在全国范围内最高，北京、上海住宅平均销售价

格都在 １ ５０００ 元／平方米以上，平均售价最低的河北

省也在 ４５００ 元／平方米以上。居高不下的房价常常
让农民望而却步，并且许多就业单位没有宿舍楼，迫

使收入有限的农民工面对公寓楼高额的房租只能选

择住宿条件恶劣的筒子楼。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户

籍制度使得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十分突出，农民的

身份被固定，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各项权益难

以得到有效保障，例如不能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

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和子女受教育服务。农

民工成为被城市边缘化的群体，“候鸟式”地迁徙于

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良好的就业前景、生活环境、

社会福利保障原本是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的拉力，如

今给农民带来的却是巨大的生存压力。

三、旅游业对新型城镇化驱动作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发展步入持续快速

发展轨道。据统计 ２０１ ４ 年国内旅游达 ３６ 亿人次，
入境旅游达 １２８ 亿人次，出境旅游突破 １ 亿人次，

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 ３２５ 万亿元人民币。旅游业

在创汇、扩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就业机会等方

面作用巨大，经济效应显著；其次，旅游业在丰富、传

播文化、促进人综合素质的提升方面意义重大，社会

效应鲜明；再者，旅游业的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

护，有利于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环境效应突出。

旅游业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作用包括：

（一）产业融合驱动作用

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性大的显著特点，具

有与其他产业融合的天然优势。产业融合是不同产

业之间或者同一产业内部不同行业的相互交叉、渗

透，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产业的动态发展过

程［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融合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旅游业与第三产业内部其他具体产

业之间的融合；第二，旅游业与工业、农业的有机融

合。在面对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及工业型城镇化

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应依托本地原

有产业优势，积极推动旅游业与第一、二产业及其他

第三产业的融合，通过不断涌现的旅游新业态实现

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达到新型城镇化的内在

要求，在驱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旅游活动具有显著的异地性和暂时性特征，即游客

要实现从客源地到旅游目的地的暂时性转移。旅游

者在进行旅游活动时，多样化的需求始终贯穿其中。

异地转移需要以交通工具为纽带来实现；游客会因

旅途舟车劳顿或以品尝美食为目的产生不同的就餐

需要；出门在外或多或少会有购买当地特产的需要。

这些都有赖于旅游业内部各行业或与其他现代服务

业的配合协作。多样化的需求驱动了旅游业与其他

第三产业之间的渗透融合，对促进第三产业内部结

构优化升级、达到新型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

在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除产业内的融合之外，不同产业间的交叉融合

也是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必然

要求。旅游业与工农业融合的优势突出，通过相互

渗透催化出新业态，爆发强劲的活力，从而成为驱动

经济发展的源泉与新动力。旅游业与工业的融合主

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工业旅游，即以工厂风貌、独

特的生产过程、工业成品的展示为主要吸引物的旅

游活动；二是旅游制造业，即为旅游活动服务的从事

旅游相关产品制造的行业，包括用于满足购物需求

的旅游纪念品生产单位、满足自驾游需求的汽车生

产企业、间接满足住宿需求的建筑企业和装潢企业、

满足高端旅游度假需求的游艇制造企业、满足旅游

休闲运动需要的装备制造企业等。旅游业发达的东

部沿海地区极大地带动了当地旅游制造业的发展，

以浙江省为例，其在旅游制造领域优势突出，具有规

模大、产量高等特点，为当地制造型企业创造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富阳的游艇业和球拍制造业较为著

名，浦江在水晶玻璃制品方面享有国内盛誉。另一

方面，工业旅游还是东部沿海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

的重要途径，这些城市可以此治愈工业化带来的不

良影响［９］，对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意义

重大。农业旅游紧紧围绕农村风貌、农业生产、农民

生活开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活动，在满足城市居民

观光、休闲、度假等需求的同时，农业旅游中的服务

增值功能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有力推动农业内部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旅游活动将城市居民“搬运”

到农村，城市居民对新鲜农产品的就地消费直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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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农产品的销售流通环节，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这种高附加值、强融合性的就地城镇化方式对于我

国东部沿海地区近 ２ 亿乡村人口而言，无疑是一条

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该地区驱动新型城镇化的

最佳选择。

（二）社会就业驱动作用

图 ３　旅游旅游企业分布图

图 ４　高等级景区与高星级酒店数量分布图
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就业

始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大规模就业的实现依赖于

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良好的城市形象、优质的旅

游资源，为旅游产业集聚奠定了扎实可靠的基础。

据统计，２０１ ２ 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旅游景区
２３５２ 个、星级饭店 ５１ ５５ 家、旅行社 １ ２１ ４３ 家，分别
占全国的比例为 ３８９３％、４５３５％和 ４８６８％，可

见，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集中分布在东部沿

海地区（如图 ３ 所示）。该地区的高等级旅游景区

（全国 ４Ａ 级及其以上的景区）８８４ 个，高星级饭店
（四星级及其以上的酒店）１ ５７０ 家，占全国的比重分

别为 ４１８４％和 ５５５６％，图 ４ 中 １ 个点代表 ４ 个高

等级景区或高星级酒店，由此可直观看出高等级景

区和高星级酒店在东部沿海地区也呈现集聚分布特

点。鉴于该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特征较全国而言相对

明显，其在带动第一、第二及其他第三产业的同时，

为居民提供广泛就业机会。除传统的旅游企业（如

酒店、旅行社）外，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产生的

新型业态，如会展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也拓展

了就业空间，尤其是农业旅游。农业旅游作为就地

城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将给予农民以旅游为主题

进行自主创业的机会，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尤

其是能够充分发挥女性等农村弱势劳动力的作用，

有效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有利于解决农村

留守儿童问题带来的安全隐患。此外，旅游业中许

多岗位的技术要求相对较低，从业人员只需接受短

期培训便可胜任工作，达到相对熟练的程度。这也

是旅游业比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原因之一。

旅游业就业容量大的优势还体现在能带动间接

就业。由于旅游业具有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的特征，

游客到达目的地之后所需的一切旅游服务均由当地

旅游从业人员实时提供。东部沿海地区旅游业的发

展繁荣，为当地居民创造了直接就业的机会，这些从

业者不仅仅是旅游业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

者，其自身也有购买生活物品和享受服务的需要，这

就间接为商业等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除了人的需

要外，旅游业也有其自身内在需要，以饭店业最为典

型。饭店在为广大居民提供餐饮服务员、清洁工、礼

宾员等就业岗位的同时，其对各项设施设备的需要

又带动了建筑行业等向饭店提供物资供应的其他行

业的人的就业。同样以饭店为例，一项调查显示，在

工资成本较低的地区，平均客房员工数为 １５ －２ 人

不等。根据国际经验，饭店业每增加一间客房，其他

直接旅游企业的就业机会便可增加 ２５ －３ 人。也
就是说，整个旅游业的直接就业人员数量同当地饭

店客房的比例大约为 ４５：１。２０１ ２ 年我国东部沿海

地区星级饭店的客房数量 ７６３６３５ 间，按这个比例粗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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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估计可知仅星级饭店的客房便可带动 ３４３６４ 万

人直接就业，若再将非直接旅游企业或与旅游相关

的其他行业的间接就业纳入考虑范围内，那么旅游

的就业乘数效应将充分显现。

（三）推动城镇社会文化发展

在文化方面，新型城镇化可以解读为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旅游的表象是经济，

文化则是旅游的内核。旅游资源蕴含丰富的文化内

涵，自然景观的文化内涵通过审美文化与附会文化

来体现，历史遗址遗迹及现代人文景观以深厚的历

史积淀和独特的人文气息展现区域文化［１ ０］。旅游

业就是依托于当地文化，以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游

客。游客源源不断地到访转而促进了对目的地文化

的传承与保护，这一点在拥有丰富历史遗迹类旅游

资源的城市中表现最为明显。截至 ２０１ 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共 １ ２２ 座，其中约３８．５２％分

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该地区又并非千城一面，旅游

业的发展繁荣让每一座城市在体现差异性的基础上

保存了各自历史记忆、延续了各自文化脉络，符合新

型城镇化对文化的新要求。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的发展长期由工业主导，许多城市出现了大大小小

的厂房，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个老厂变成了

闲置资源。旅游业可以对其成功实现重新包装，记

录了工业化的历史印记，既是对工业文明的保护，又

是对文化的创新。以东部沿海地区的代表———上海

为例，上海现有九座经成功改造的老厂房，有韩天衡

美术馆、老码头、１ ９３３ 老场坊等。全国工业旅游示

范点 １ ９３３ 老场坊是一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以其自身

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质，融入时尚元素，继续传递这

种历史文件。此外，旅游活动是一种人群与人群之

间的直接交往，是对文化的切身体验。旅游促进城

乡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

了解，促使城乡居民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与包容，进而

实现城乡文化的有机融合。通过树立共同的文化认

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从意识层面有力打破城乡二

元结构，达到以旅游为介质通过文化机制来驱动东

部沿海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效果。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核心，人口的城镇

化不仅仅是城镇化率的提升，更是对人自身需求的

尊重与满足，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明显改善，是人口素

质的显著提升。随着劳动保护及假日制度的日益完

善，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又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较高，加之工作压力较大，更加

注重精神需要，于是将旅游作为满足多样化需求、追

求生活质量的主要途径。该地区休闲娱乐场所和设

施设备种类丰富，赋予人极大的自主选择性，能够满

足居民的观光、休闲、度假等需求，为居民提供宝贵

的精神食粮。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将重新获得对

自然和社会的感悟，视野得到开阔、情操得到陶冶、

身心得到愉悦、生活得到充实、体力得到恢复、体质

得到增强，为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充足动力。另

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旅游从

业者的素质，以酒店为例，大多数酒店对新进员工进

行统一培训，帮助本地农村居民和外来打工者掌握

专业知识、提升专业服务技能，对推动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一些酒店还采取一视同仁的

做法，给员工休年假的机会，对工作满一年的员工组

织免费旅游，体现对员工的尊重，更有利于人口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升。

（四）推动城镇生态文明建设

新型城镇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重

要的生态功能，对生态环境质量有着较高的要求，而

旅游业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巨大，因此，旅游业

将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起重要驱动

作用。现代旅游业具有低碳环保的特点，将旅游业

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可以替代那些高能耗、高污

染的产业，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减轻

工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改善城市

生态环境质量。随着近年来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尤

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气质量令人堪忧，人们回归

自然的愿望愈发强烈。以景观雅致、空气质量优良

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环境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动力。

在经济动机的作用下，有的地区结合游客偏好，通过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植树造林、种植花草

等方式达到吸引旅游者前来观光度假的目的，客观

上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目前，大多数旅游开发

都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在经过严格的环境影响评

估与论证后才推进工程的实施。在之后的实施过程

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为游客营造一个低碳、

高质量的生态环境。甚至有些景区自身就是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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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被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在满足游

客生态旅游需求的同时，积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没有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就很难实现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旅游业具有其他经济活动不具备的优

势，即旅游业能够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充分肩负起生

态环境保护的职责，让广大人民在环保方面达成共

识并付诸行动。在旅游活动中，良好的生态环境在

让城市居民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更让其环境保护

观念得到不断更新，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也不

断增强。另一方面，农民的环保意识空前增强。旅

游引导的环保理念与环保行动，将对生态环境质量

的提升做出有益贡献，有效驱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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