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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基于对苏州市吴中区生态旅游资源优势条件的分析，提出沿太湖建设生态旅游带

的构想，从空间格局、旅游资源整合及市场开拓方面定位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 (对主要旅游地区提

出自然景观与吴文化紧密相融的生态建设方向 (优化升级旅游产业、产品结构及生态服务体系建

设是引导常规旅游向生态旅游转型的重要措施 (阐述了为保护太湖水系水质，必须加强旅游环境

的保护与管理 (
关键词 太湖 生态旅游带 旅游资源

分类号 )$*&

! 环太湖生态旅游带建设的基本条件

! (! 发展生态旅游的区位条件优势

苏州市吴中区（原吴县市）位于苏州市南部，环抱苏州市区，东邻上海，西濒太湖，京杭运河

纵贯南北，沪宁铁路、高速公路横贯东西，境内有光福机场，硕放机场，东至上海虹桥机场

%&+,，内外交通发达 (吴中区是长江三角洲旅游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与上海、无锡、苏

州市区旅游产业的分工及资源整合方面具有较强的区位优势与发展潜力 (吴中区既具有接受

上海、无锡两地的旅游辐射功能，同时因其独特的旅游资源与文化而具有较强的凝聚优势 (
! (" 拥有以太湖为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

太湖 "-&&+," 的水面三分之二在吴中区，国务院规划的太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包括 !# 个景区，吴中区占 ’ 个，面积 ’&- ( #’+,"，占总面积的 ’%.，总人口约 -& 万人 (
境内有 直古镇、天平山、灵岩山、光福香雪海、东山、西山、石湖等著名自然与人文景区与景

点 (吴中区范围内的太湖景区不仅是太湖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苏州等

大、中、小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此外，太湖沿岸光福穹窿山自然保护区、东山湖羊自然保护

区以及东吴、西山两个国家森林公园等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及物种多样性，也是发展生态

旅游的有利条件 (
! (# 生态旅游文化底蕴深厚

吴中区有着丰富的吴文化内涵和底蕴，这里是长江下游史前考古地和吴文化的重要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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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其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有宗教、古村落、古桥、遗址、园林、古塔、古墓、名人故居、苏绣、

雕刻等手工艺；其社会文化资源也别具一格：具有江南水乡特点的摇船、捕鱼、采菱、采茶、插

秧、摘果、山歌、民谣、服饰以及独特的宗教信仰、音乐舞蹈、庆典宴会等民俗民风 !
! !" 发展生态旅游的政策环境已有一定基础

生态旅游是旅游业发展的趋势，是实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 !吴中区的旅游

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已经并还将继续起重要作用 !区政府一直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主导型

产业，加大旅游业的投入力度，优化与改善了旅游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规范了旅游市场管理 !
通过举办太湖梅花节、 直水乡服饰文化旅游节、木渎园林古镇旅游节、光福桂花节以及初春

赏梅、仲春采茶、盛夏赏荷、金秋摘桂、农业观光等旅游促销活动，大力开发特色型、参与型、度

假型、休闲型旅游项目，提高旅游商品的品位，促进传统旅游向生态旅游的转变，提升旅游的自

然与文化内涵 !

# 沿太湖生态旅游带建设的整体思路

# !! 沿太湖生态旅游带建设的功能定位

生态旅游是近年来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新时尚和新趋势，目的是鼓励发展对环境友好、生态

健康的旅游产业［"］!对融太湖及流域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一体的吴中区来说，常规旅游产

业向生态旅游的转型以及逐步将生态旅游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方向不仅对进一步向国内外开

发与拓展太湖地区的旅游市场有战略意义，而且对控制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人为破坏，保护太湖

及流域环境，提高旅游经营者、管理者和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行为规范等均有重要作用 !
沿太湖生态旅游带建设的功能定位应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空间定位；以苏州市为依

托，做到重点开发、以点带线、滚动发展，在苏浙沪杭大旅游空间中占据重要位置 !二是旅游资

源整合定位；突出自然景观资源和历史文化遗存两条主线的整合，形成山水景观文化与历史景

观文化相融的整体形象；三是市场目标定位；以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市场为重点，以家庭休闲康

复、会议、观光、度假、老人为目标市场，坚持“市场定位、重点促销、内外结合、全面吸引”的宣传

促销策略 !
# !# 沿太湖生态旅游带建设的空间构架

根据吴中区的旅游资源、地域分布、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和旅游市场的需求等方面综合分

析，提出建立由一心三轴六区构成的沿太湖生态旅游带（图 "）!一个中心即木渎商贸、接待中

心和木渎景区；三轴即木渎—胥口—东山轴线、木渎—胥口—度假区—西山轴线、木渎—藏书

—光福—太湖轴线；六区即东山旅游区、西山旅游区、光福旅游区、太湖度假区、浦渡湖滨休闲

区和 直旅游区 !这个环绕太湖的生态旅游带是由生态旅游资源的空间整合形成的，其中六个

区是规模较大的斑块，三个轴线是连接斑块的通道或走廊，一个中心主要是功能齐全的服务中

心 !整合的关键是强化斑块旅游景区特色与线带状景区、景点的内容连接与延续以及实施各自

的生态旅游建设工程项目 !
# !$ 主要旅游区的生态建设方向

东山旅游区：以历史建筑、寺庙、果园、鱼塘、湖羊保护区为特色，以人文化观光游览、渔乡

风情、史前文明为主题，加强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保护古镇历史街区与居民群落，整治游览环境 !
西山旅游区：以风景名胜、明清民居、宗教寺庙、示范农业为特色，以世外桃源为主题，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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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沿太湖生态旅游带（苏州吴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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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观赏、溶洞探险、观光农业、天文科学、休

闲度假等旅游项目，严格控制各类开发行为，

以保护太湖水源为前提，加强村镇道路绿化和

采石区的生态恢复，统一建筑风格，整治旅游

环境，控制人口规模，保护古村落，尽快整修濒

临倒塌的古民居 %
光福旅游区：以植物名胜、森林公园、宗教

寺庙、观光果园、地方手工艺（红木雕刻、刺绣

等）和山水景观为特色，以康复疗养、风景观赏

为主题，加强景区游览道路建设的文化环境建

设，深入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以文化包

装旅游景点和旅游商品，把优秀的手工艺制品

变成参与性、文化性的旅游活动 %
太湖度假区：以现代化为特色，以太湖风

情、世界园艺为主题，与饭店、别墅融为一体，

以优美的自然山水为背景，提炼优秀的吴文化，将其转变成参与性、文化性的旅游项目，如吴越

帆船、民俗风情、民间手工艺、苏州评弹等在太湖风情园集中展示、表演、参与等 %
浦渡湖滨休闲区：以地方民居、现代观光农业为主题，以生态保护为重点，保护湖滨湿地生

物群落 %
直旅游区：以水乡文化古镇、全国第一家通过 <;=!>??? 认证的乡镇、申报联合国世界文

化遗产等内容为主题，开发保护古镇，使 直成为经济与环保协调发展的水乡古镇 %
木渎旅游区：以山林石景、宗教寺庙为特色，以风景观赏和商务会议为主题，建设会议中

心、博览中心、娱乐中心、特色商业街、风味餐饮、体育中心、观光果园、生态恢复示范区，积极开

拓市场，举办各种会议、商务、展览、体育、文化等大型活动，以吸引游客 %
! %" 生态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的思路

生态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应体现社会、经济、生态三个效益相协调的原则 %强化

旅游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主导优势 %生态旅游产业及产品结构调优的方案如下：

（!）生态服装与手工艺文化 吴中区具有发展生态服装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里是苏绣的

起源地，迄今为止已有 @A?? 多年的历史 %苏绣与吴地民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其在原料、针

法、技巧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细、雅洁”的地方风格 %农村普遍存在着加工刺绣的传统副

业生产习惯 %苏绣在作为典型的旅游纪念品的同时，其生产流程和刺绣过程也是一种独具特色

的文化旅游资源 %旅游者通过参观丝绸生产过程，不仅产生购买生态服装的动机，对促进吴中

区丝绸业的发展，同时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一定作用 %这种寓文化、经济、生态于一体，有体

验、有经历、有参与的生态旅游在服装与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生产与开发方面有较好的前景 %
（@）生态饭店与饮食文化 吴中区的东山、西山、光福、木渎等生态园区和观光果园是几个

主要景区的所在地 %因此可以在这些地区提倡生态饭店的发展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素质的提

高，人们越来越重视食品的结构、食物的安全性及纯天然化，饮食文化也是旅游中一个极为重

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丰富游客的游历的同时，也会给游客带来满意度很高的精神享受 %景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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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饭店的发展则恰好可以迎合人们的这一需求 !在具体操作中，可以邀请游客到园中取其所

需，然后由饭店现场加工处理，从而营造一种田园风光式的生活情调 !这样可以把生态饭店和

生态农业示范区结合在一起，使游客在旅游中得到一种整体感和安逸感的同时又保护了生态

环境 !
（"）生态旅馆与乡村园林文化 吴中区具有优美的山水自然风光，是苏州园林建筑的广阔

腹地，其园林文化丰富多彩：有寺庙园林、离宫别墅、私家花园等 !建设生态旅馆应同当地的园

林文化相结合，包括风格上的相统一，生态软硬件设施的配套与完善，突出其生态服务的特点，

打出自己的品牌 !
（#）生态商店与手工艺文化 生态商店主要经营各种天然食品、饮料、化妆品、纯棉服装和

丝织物品、手工业品以及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书籍和小型技术设备，同时也可以赠送或出售一

些吴中区的生态旅游景区、景点的介绍，让游客享受天然状态下的旅游生活与乐趣 !生态商店

出售的商品尽可能来自当地的工厂、作坊或生态示范园区 !就手工业品来说，吴中区有驰名中

外的刺绣、红木雕刻、漆器、家具、石雕、玉雕、苏扇等传统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不仅品种多、名气

大，而且几乎一个村庄就有一种工艺品存在，甚至是一村多种 !因此把传统产品赋予生态的内

涵是发展生态商业体系的重要任务 !
（$）生态交通和水乡文化 吴中区各个景区、景点相对集中，有利于组织区域性生态旅游

线路 !生态交通包括：一使用清洁型的交通工具，如太阳能和电能驱动的车、船等；二旅游线路

的环境友好性，如两侧视觉效果好，道路路面结构多样化、自然化，充分利用人们亲水的本性及

贴近自然的心理，线路组织宜水则水，宜路则路，使旅游者在吴文化的氛围中陶冶情操 !

! 生态旅游带的环境保护对策

! !" 生态旅游的环境保护对策

太湖是上海、苏州、无锡等大中小城市的饮用水源地 !环太湖旅游带的开发建设首先要注

重的是对太湖水质的保护，其次要加强对沿太湖各类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重要生态功能区

的保护 !环境是旅游活动的载体，旅游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盲目的开发建设不符合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 !针对沿太湖旅游带的特点，在沿太湖景区中如何协调好环境保护与旅游活动两者的

关系，是吴中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 !旅游业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旅游环境保护有着更广泛

的范畴，不仅要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加以保护，而且还要在文化、美学方面加以科学的保护［%］!实
施由空间体系、群落体系、污染控制体系组成的水域生态防护体系，控制各种可能的水污染 !

（&）空间体系 建立四级保护区：一级防护区为沿太湖的山体，随着小城镇体系的快速发

展，建设用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在禁止开山采石的同时，应加强对矿区宕口、宕坡的生态恢复和

综合利用以增加建设用地 !二级防护区为沿太湖湖滨地带，是保护太湖水质的最后一道防线，

要严格控制道路及各类旅游设施建设对景观造成的视觉冲击和生态冲击 !道路两侧预留 &’’(
的防护林带，横向结构为芦苇丛绿带—道路—绿带—河流—绿带—防护林带，坡岸可栽种具降

解、吸收污染物能力并具观赏价值的水生湿生植物 !除胥口、度假区紧靠湖岸划为二级防护区

外，其他乡镇均划为三级防护区，其防护目标是控制各类生活、工业污染，遏制污染源头，各镇

建立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 !除一、二、三级防护区外，所有的农田均划为四级防护区，主要是

控制农作物的施肥、用药，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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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体系 太湖沿岸带的水生植物在保护水质和美化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严格保护好现有水生植被，建立水生植物群落体系，重视群种的结构调整与优化，一方面对流

入太湖的污水进行过滤和净化，另一方面利用水生植物，吸收湖水和底泥中的营养物质，减轻

湖水的富营养化程度，促进湖泊水体生态整体优化 #
（"）污染控制体系 沿太湖旅游区的污染控制体系主要包括旅游污染控制、工业污染控制

和农业污染控制等 #做好旅游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理；对旅游交通工具带来的噪声、

空气、油烟等污染进行治理 #在沿太湖景区发展燃气交通，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取消水上机动游

船，改为电动或人力游船；建立城镇污水处理厂以减轻太湖水体污染；配套雨污分流收集系统，

扩大截流管网覆盖范围，发展生态厕所，开发太阳能资源，对所有新建项目都要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 #
! #" 生态旅游的环境管理

（$）生态旅游管理中的产业取向 提倡发展以不牺牲环境与不破坏生态为代价的旅游产

业，严格限制有环境污染或资源破坏的旅游开发与建设项目上马，对现有景区、景点的开发必

须遵循进行保护性建设的原则，不允许破坏传统文化 #在江苏省政府划定的为保护太湖水质的

沿太湖一级保护区范围内严格控制旅游景区的盲目扩建与布点 #加强对太湖 %& 余个岛屿水、

土、山、林资源的保护，适度开发以湖光山色为主题的生态旅游是可行的 #
（!）生态旅游环境管理机制建设 主要包括在旅游产业中应逐渐积累与发展生态资产并

将其作为生态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建立常规旅游产业向生态旅游产业转型的机制以及运用

现代技术与方法改变与调整传统的消费方式［%］，组织实施生态旅游示范工程，运用经济手段限

制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引进 ’()$%&&& 环境管理体系等 #其次应重点解决旅游管理职能部门

利益的协调问题，对分属于水利、航运、旅游、水产及民间投资方的景区、景点建立协调运作的

机制，在发展旅游经济的统一目标下，分工负责“生态责任”或义务，建立监督机制，实现谁破坏

谁补偿，谁投资谁受益的方针 #
（"）环境教育 环境保护教育是生态旅游的一项重要内容 #旅游景区、景点、自然景观、人

文景观均可作为对中小学生或游客的教育基地 #培育旅游者或周边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以实

现生态旅游的人本文化 #在衣、食、住、行及购物、娱乐、服务等方面体现环境友好的内涵 #对较

有影响的旅游地区应积极开发其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的功能，利用多媒体等现代电子技术使

游客接受多元化的环境教育，并鼓励游客积极参予景区的环境保护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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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水环境及其污染控制》出版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黄漪平研究员主编的《太湖水环境及其污染控制》一

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各地新华书店经销（定价：46 元）N
该书是作者根据对太湖水域环境多年调查积累资料和多项研究成果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专

著 N全书综述了太湖的区域环境概况、太湖水域环境特点与成因演变、太湖主要水生生物群落

组成以及水污染状况和评价，系统阐述了太湖污染以及入湖污染物类型、总量和分布，分析了

太湖富营养化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最后对太湖水域环境污染的控制及治理对策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设想 N对从事湖泊科学、环境保护、水文、水利、水产、区域规

划和管理等方面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及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均有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N

5P) 湖 泊 科 学 )Q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