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態旅遊：優質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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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地球得天獨厚地享有無數區域的自然美景，從南美洲茂密的森林到非洲遼闊的平原，甚至

是海洋中令人目眩神迷的珊瑚礁。這個世界也同樣正在縮小，因為我們能夠比以往更快速且更低消費

地四處旅遊，曾是與世隔絕的自然環境，如今對觀光客而言也不再是那麼遙不可及。然而，隨著新自

由而來的是一大代價，因為這些脆弱的生態系統正面臨觀光旅遊業持續帶來的衝擊。為了要停止這股

破壞潮流，救星「生態旅遊」出現了。 

根據國際生態旅遊學會（TIES）的定義，生態旅遊是「對自然地區具責任感的旅遊方式，且能

保育環境並提升當地居民福祉」。生態旅遊計畫應該提升當地居民以及遊客的環保意識，同時也提供

經濟上的利益以幫助強化保育工作並增進當地社區的自主權。 

生態旅遊會吸引具有生態及社會意識，且想要維護探訪之地之自然與文化資產的個體。這可能包

括在尼泊爾山區露營或徒步旅行、騎著馬穿越巴西的雨林，或者在哥斯大黎加的沙灘上仔細觀察海龜

產卵。無污染的交通方式、融入自然環境的住宿以及能充實關於當地的知識的活動等，都是這種旅遊

型態的重要特徵。如果生態旅遊者回到家後對於他們所到之處有了更多的理解與珍惜，同時也未讓該

地受到破壞，那麼他們的旅程就能被視為一種生態成功。 

 

03-05 

生態旅遊的概念自 1980 年代晚期開始盛行，從此便持續發展。現階段的生態旅遊正在經歷全球

旅遊業任何領域中最快速的成長，充分地利用人們對環保議題與日俱增的關注以及想要在野外探索的

渴望。 

雖然在理論上它是值得發揚的想法，生態旅遊對於批評聲浪並非完全免疫。在一種令人煩擾稱為

「漂綠遊程」的趨勢中，某些自稱為生態旅遊計畫的景點最終其實對環境害多利少。一個例子是墨西

哥主題樂園「大自然的神聖天堂」，它迫使當地的瑪雅印地安人口遷徙，並非法讓瀕臨絕種的動物為

遊客表演。 

然而環境保護論者正竭盡全力要抑制這些假借生態旅遊之名的陰謀。為了確保生態旅遊者的度假

選擇真正不損壞生態環境，要求定出符合全球標準的呼聲愈來愈高。隨著生態旅遊業的擴展，導遊與

遊客的教育也持續在進步，好讓人們更進一步意識到自己對環境的影響，普遍協議是所有計畫都應維

持小規模、慢速成長，並能永續發展。 

生態旅遊教導我們珍視探訪的景點，以更貼近的方式體驗當地文化。實際上，生態旅遊所提倡對

自然與文化的感知不該只侷限於假期旅遊而已，更該將其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