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24年第7期·　　　　 ·新西部

Think  Tank  Report丨智库报告·2024西部文旅发展报告 Ｔ

青海省以“生态保护优先”理念统领青海经济社会

发展，着力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加快补齐生态

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分步有序实施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

项目，推动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同时，也为生态旅游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结合青海优势和资源，

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这

一重要指示为青海省生态旅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调研考察时，

对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提出了新要求，为青海

发展生态旅游坚定了信心。6月26日，青海省首届旅游发

展大会召开，再一次明确青海发展旅游，要坚持生态保

护第一，以生态塑造旅游品质，以旅游彰显生态价值。

生态旅游是以保护生态与保障民生为目的的旅游

活动。①近年来，在“生态保护优先”的政策

背景下，青海省积极拓展绿色生态空间，充分发挥生态

价值，将生态旅游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

以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态旅游

高质高效发展。生态旅游成为青海践行“两山理念”的

重要路径，也成为生态富民的重要手段。

青海生态旅游现状

（一）资源优势

位 于 青 藏 高 原 东 北 部 的 青 海 省 是 我 国 第 一 级 地 势

阶梯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省的西北连接亚洲内陆的干

旱荒漠区，而东部毗邻湿润季风区，高原腹地的雪山冰

川则成为许多大江大河的源地。青海省地域广阔，既有

干旱的荒漠、广袤的草原、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盐沼，又

有绿色茵茵的高寒草甸和沼泽湿地、山地暗针叶林和高

山雪峰冰川，这些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是青海发展生态

旅游的基础。以青海湖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

湖，其完整原真的生态系统，丰富多样的生物物种，集

自然美、生态美、人文美于一体的景观极具独特性和代

表性，是青海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示范区，更

是青海一张靓丽的“绿色名片”。

截至目前，青海共有景区景点179家，其中5A级景区

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个，森林公园8个，地质公园7

个，湿地公园19个，是我国重要的生态旅游富集区。

（二）政策支持

青海发展生态旅游的探索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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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以“生态保护优先”理念统领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着力打造青藏高原生态文

明高地，加快补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分步有序实施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推

进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为生态旅游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近年来，青海省着力打造以西宁为中心、以青海湖生态旅游圈为环、东南西北多带的

“一芯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培育了一批世界级生态旅游资源品牌，生态旅

游发展势头强劲，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生态旅游成为青海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路径，也是生态富民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