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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南极旅游资源,促进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文章从旅游人数、旅游线路

和方式以及旅游客源3个方面概述南极旅游的发展状况,分析我国在南极旅游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南极旅游人数1994—2017年经历增多、减少又增多的过

程,并于2017年达到新的峰值;西线和乘船是南极旅游的主要线路和方式,其中登陆游客占比较

高;美国是南极旅游的最大客源国,我国于2016年成为第二大客源国;面对南极旅游的快速发展,

我国面临法律和管理体系不足以及市场利润和话语权缺失的问题,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

发展旅游企业和建设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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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outlinedthedevelopmentofAntarctictourismfrom3aspects:thenumberof

tourists,touristroutesandmethods,andtouristsourcesinordertoscientificallyandrationallyde-

velopandutilizeAntarctictourismresources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relatedfieldsin

China.ThepaperanalyzedtheproblemsfacedbyChinainthedevelopmentofAntarctictourism

andcountermeasureswerepropos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numberofAntarctictouristsex-

periencedanincreaseanddecreasein1994to2017andreachedanewpeakin2017.Thewestline

andboattripswerethemainroutesandmodesofAntarctictourism,andthepercentageoflanding
visitorswasrelativelyhigh.TheUnitedStatesisthelargestsourceoftouristsforAntarctic

tourism,andChinabecamethesecondlargestsourceoftouristsin2016.Withtherapiddevelop-

mentofAntarctictourism,Chinahasfacedtheproblemofinsufficientlegalmanagement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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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lackofmarketprofitsanddiscoursepower.Inthefuture,thelegalsystemshouldbefurther

improved,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nterprises accelera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increased.

Keywords:Antarctictourism,Tourismindustry,Touristsource,High-endtourism,Antarctic

Treaty

0 引言

地理意义的南极指60°S以南的地区,包括大

陆、水域和岛屿等[1]。科学考察、旅游和渔业资源开

发利用是目前人类在南极的主要活动,其中南极旅

游指在南极开展的非科考和非政府类的活动[2-3]。

我国自1984年开展南极科学考察活动,1985年加

入《南极条约》并陆续建立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

和泰山站等科学考察站;2007年我国首条由官方认

可的南极旅游线路成行,至2016年我国发展成为南

极旅游的第二大客源国,且旅游人数保持较快增

长;2017年首次由我国航班运载乘客 平 安 飞 抵

南极。

1 南极旅游的发展

1.1 旅游人数

现代意义的南极旅游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

智利和阿根廷用海军运输船向设得兰群岛运送

500余名付费的游客为标志。自1991年国际南极

旅游组织行业协会(IAATO)成立以来,南极旅游

发展较快。根据IAATO官方网站的数据统计,

1994—2017年南极旅游人数如图1所示。

图1 南极旅游人数

由图1可以看出,南极旅游人数1994—2007年

总体呈增多趋势,其中1998年突破10000人,2003年

突破20000人,2006年突破30000人,2007年增至

46069人并达到峰值;受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国际海

事组织(IMO)禁止使用和运输重质燃料油等因素

的影响,南极旅游人数自2008年逐年递减,2011年

减至26509人;2012年全球经济回暖,南极旅游人

数又逐渐增多,2017年增至58131人并达到新的

峰值。

1.2 旅游线路和方式

南极旅游主要有2条线路:东线由澳大利亚、新
西兰或南非飞往南极东部大陆;西线由阿根廷或智

利乘船前往南极半岛或南设得兰群岛,或由智利南

部城市彭塔阿雷纳斯飞往南极乔治王岛的马尔什

站[4]。近年来,西线成为绝大多数游客选择的线路,
且超过90%的游客选择乘船前往南极半岛,主要有

4个原因:①气候较温和舒适;②岛链景观尤其是

动、植物群丰富独特;③沿岸浮冰密度较低,易于登

陆;④众多科考站形成独特的“南极社区”,可领略

各国风貌[4]。
乘船是南极旅游的主要方式,乘飞机虽耗时较

短,但费用较高和观光点较少,选择的游客极少。

根据IAATO的规定,南极旅游的船只分为4个类

型:①载客不超过12人的帆船或机动游艇可正常登

陆;②载客13~200人的传统探险船可正常登陆;

③载客201~500人的中型船可正常登陆;④载客超

过500人的游轮不能登陆。根据IAATO官方网站

的数据统计,2010—2017年南极旅游登陆游客情况

如表1所示。

表1 南极旅游登陆游客情况

年份 数量/人 占比/%

2010 19445 57.5

2011 22122 83.5

2012 24892 72.5

2013 27374 73.2

2014 26812 73.1

2015 29960 77.9

2016 36440 82.1

2017 43691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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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以看出,登陆游客占比较高且基本稳

定,绝对数量有所增多。根据IAATO的规定,南极

的每个地点、每次只能有1艘船只靠岸,登陆的游客

不得超过100人,且每20人至少配备1名导游,以

此控制登陆游客的数量[5]。南极半岛、南设得兰群

岛和罗斯海沿岸是集中登陆区域,游客每天可参观

2~3个景点,每个景点可停留2~3h[6]。2017年

的热门景点包括纳克港(NekoHarbor)、雷麦瑞海

峡(LemaireChannel)、库佛维尔岛(CuvervilleIs-

land)、半 月 岛 (Half MoonIsland)、高 迪 尔 岛

(GoudierIsland)和捕鲸湾(WhalersBay)等,旅游

活动包括小船巡航、皮划艇、远足、露营、攀岩、游泳

和潜水等。

1.3 旅游客源

根据IAATO 官方网站的数 据 统 计,2008—

2017年南极旅游客源如表2所示。

表2 南极旅游客源占比 %

年份 美国 澳大利亚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中国

2008 34.2 8.0 10.1 14.3 2.3 0.9

2009 32.4 7.0 14.1 10.3 5.6 1.1

2010 37.3 9.5 7.0 4.4 7.5 1.8

2011 33.9 11.1 8.8 7.7 6.1 4.4

2012 31.1 10.8 11.1 10.2 5.8 6.8

2013 33.5 11.0 7.7 8.1 5.4 8.9

2014 34.0 11.0 8.0 9.0 5.0 8.0

2015 36.0 15.0 7.0 8.0 5.0 11.0

2016 33.0 10.0 9.0 9.0 4.0 12.0

2017 32.7 10.9 7.6 8.6 5.0 14.1

由表2可以看出,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

加拿大的游客约占70%。其中,美国是南极旅游的

最大客源国,且具有绝对优势,历年客源占比均超

过30%;澳大利亚凭借地理位置等优势,占比较高

且较稳定;德国和英国占比均有所降低;加拿大起

步较晚且发展缓慢。

2011年以来,我国的南极旅游人数迅速增多:

2011年突破1000人,同比增长88.6%;2012年突

破2000人,同比增长101%,且占比首次超过加拿

大;2013年突破3000人,同比增长43%;2015年和

2016年相继突破4000人和5000人,占比相继超

过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2017年达8219人,同比

增长55.5%。自2016年我国已成为南极旅游的第

二大客源国。

2 我国发展南极旅游面临的问题

一直以来,南极游客大多来自北美和欧洲地

区,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观念等因素

密切相关:在地理位置方面,澳大利亚具有开发利

用南极资源的先天优势;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南

极旅游属于高端旅游,费用较昂贵,发达国家和地

区是主要消费对象;在文化观念方面,欧美游客热

衷于南极旅游的探险性和挑战性。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南极旅游的多样性越来越符合

我国游客的旅游观念,近年来南极旅游在我国持续

升温且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各主流旅游产品网站

均上线南极旅游产品,价格范围为3万~20万元,

可选的极地旅游线路超过1000条;客源从一线城

市向二、三线城市延伸,游客的年龄层次和收入水

平均有下降趋势,即“80后”“90后”和中等收入游

客明显增多。面对南极旅游的蓬勃发展,我国主要

面临2个方面的问题。

2.1 法律和管理体系不足

《南极条约》、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和《关于环境

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及其附件是南极条约体系

的三大支柱[7],在涉及南极事务的国际法中占主导

地位并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根据南极条约体系,美

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和挪威等国家均已通过国内

立法规范和引导本国的南极旅游活动。我国于

1985年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1998年加入《关于

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在南极开展科学考

察和旅游等活动的时间较短。目前我国相关法律

和管理体系更多地适用于科学考察活动,2018年

《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明确包括旅游在内

的南极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禁止开展的违规事

项和管理办法[8],但仍不够完善和系统。

2.2 市场利润和话语权缺失

虽然我国是南极旅游的第二大客源国,但我国

旅游企业并未获得相应的利润。具有IAATO认证

运营资质的多家国外游轮和航空公司掌握南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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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核心资源,而加入IAATO的我国旅游企业均

负责产品分销,仅可获得少量佣金。因此,我国的

南极旅游市场一直以来是资金外流的市场,既未享

受发展红利,也未掌握话语权。我国旅游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较弱,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 对策建议

3.1 完善法律体系

与其他旅游地相比,南极的生态环境极为脆

弱,一旦破坏即不可修复。南极可容纳的游客尤其

是登陆游客的数量有限,根据IAATO的规定,游客

登陆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且必须严格遵守不得

饲喂动物以及与动物保持距离等规定。我国应通

过完善的法律体系控制游客数量和规范游客行为,

使南极旅游活动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既提升游客

的旅游质量,又保护南极的生态环境。

3.2 发展旅游企业

我国应鼓励旅游企业积极学习和掌握南极旅游

的国际规则和行业惯例,加快旅游企业之间的资源共

享、协调合作和共同发展,支持游轮和航空企业尽快

加入IAATO,提高我国旅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

场参与度,促进南极旅游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3.3 建设基础设施

面对南极旅游活动压力增大的形势,非常有必

要加大对南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交通、通

信、垃圾处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既满足科学考察活动的需求,又为旅游活动提供便

利,有利于南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我国

参与南极治理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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