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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已至，北半球旅游旺季也随之
而来。在欧洲的一些热门旅游打卡地，
陌生面孔如潮水般涌来。拥挤的城市、
喧闹的环境、飙升的物价……往日的宁
静不复存在。
据央视报道，多个欧洲国家陆续发

生针对外来游客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认
为“过度旅游”挤压了本地居民的生存空
间，甚至喊出了“让游客回家”的口号。
抗议之外，城市管理者正努力通过

政策设计、地方立法、技术赋能等手段，
探索“过度旅游”的应对之策。

▲

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用人工智能帮助人群分流

欧洲：“过度旅游”引发担忧
7月的巴塞罗那，阳光依旧灿烂，但空气中弥

漫着喧哗与骚动。
西班牙多地近日爆发“反旅游”运动，数千名

抗议者走上巴塞罗那街头，有人用水枪袭击餐厅
的游客，有人用胶带封锁部分酒店和咖啡馆的入
口，还有人高举着写有“巴塞罗那是非卖品”等口
号的标语牌。
作为仅次于法国的全球第二大热门旅游目的

地，西班牙2024年的外国游客达到创纪录的9400
万人次。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
尔波表示，今年到访西班牙的外国游客可能多达
1亿人次。
同样迎来汹涌人潮的还有法国巴黎、意大利

威尼斯、葡萄牙里斯本、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个欧
洲旅游热门地。旅游业的繁荣未必是所有人的
“盛宴”，“过度旅游”的种种弊病正在引发担忧。

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塞巴斯蒂安·曾克认为，
“过度旅游”并非单纯指游客数量多，而是旅游业
与居民生活之间的“系统性失衡”。看似热闹的背
后，城市的生活空间被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被抬
高，本土文化也可能被消解。
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过度旅游”正在侵蚀城

市，越来越多人加入“反游客”运动浪潮，欧洲多地
的城市管理者也在找寻“可持续旅游”的创新模式。

▲ 瑞士布里恩茨湖码头对游客征收5瑞士法郎旅游税

荷兰：AI赋能流量管控
为在经济效益与居民生活质量间寻找可持

续路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打出“技术助力+硬
性管控”的组合拳。将人工智能（AI）技术注入城
市血管，成为阿姆斯特丹的破局手段之一。
在克鲁伊夫球场外，摄像头正以每秒数次的

频率扫描人群，但这些画面并不存储，而是被即
时转化为跳动的数字和可视化热力图。在这座
城市的多个角落里，这套由阿姆斯特丹自主研发
的名为“公众眼”的AI监控系统正在悄然运转。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控，而是一套经过严

格隐私设计的城市人流量管理系统。它能实时
计算人群的位置、规模、密度、方向和速度，但不
会储存任何个人信息和图像，以确保数据安全可
靠，隐私不被滥用。当人流密度超标时，区域内
的信号灯带就会变成红色发出提醒，附近游客的
手机应用程序也会收到分流建议，以便提前规划
行程，避开拥堵路线。
除了“公众眼”，AI还运用在阿姆斯特丹的各

大博物馆，帮助实现流量管控。一些博物馆设置
了聊天机器人，当游客提出查询要求时，聊天机
器人背后的AI会检查不同博物馆的排队等待时
间，优先引导游客前往不那么拥挤的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还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从

源头管控游客数量。例如，该市从2024年开始禁
止新增酒店建设，仅允许在旧酒店关闭时替换，
且床位数量不得增加，新酒店要符合更高环保标
准。同年，阿姆斯特丹进一步提高旅游税，向过
夜游客征收的税费升至房价的12.5%。

瑞士：打造绿色交通网络
瑞士以壮丽的山脉、峡谷和森林闻名于世，但

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也带来了不小的环境压力。为
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瑞士近年来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通过交通革新、游客引导、社区反哺和
政策协同，构建全球领先的“可持续旅游”新模式。
瑞士将交通系统作为发展“可持续旅游”的基

石，国家铁路网全面采用水力发电，成为世界上最
具可持续性的交通网络之一。瑞士还配合推出
“旅行通票”，游客可无缝换乘火车、巴士、游船及
缆车，以此鼓励游客减少租车。2023年数据显
示，通票用户碳排放量比自驾低了约72%。同时，
瑞士旅游部门还为预订可持续认证酒店的游客提
供25%到33%的公共交通折扣。
除了打造绿色公交网络，瑞士还通过精细化

措施来实现从限流到错峰的游客行为引导。瑞
士对景区实施预约与分区管理，如卢塞恩狮子纪
念碑实行分时段参观，菲斯特悬崖步道试行线上
预约制，圣莫里茨滑雪场淡季门票降价40%吸引
错峰游客。同时，瑞士对旅游热门区域实施收
费调控，如热门韩剧《爱的迫降》取景地布里恩
茨湖码头就对游客征收5瑞士法郎旅游税用于
维护设施。此外，瑞士网球名将费德勒也参与到
淡季旅游宣传中。
在探索“可持续旅游”的过程中，瑞士十分重

视社区共赢。在阿彭策尔地区，当地农民为游客
提供民宿，游客则在民宿参与奶酪制作，收益直接
回馈民宿所有者。
有分析认为，瑞士模式证明，“可持续旅游”需

要政策设计、技术创新与社区参与三位一体。瑞
士的探索为世界提供了一条既保护自然资源，又
不牺牲经济收益的可行路径。

专家：综合施策更加科学
专家认为，发展“可持续旅游”不能简单依靠

“限流”这一粗暴手段，而是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
综合治理体系。“过度旅游”问题的本质是旅游需
求与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
须从供需两端同时入手。
从供给端来看，可以构建智能化管理系统，通

过技术创新实现游客流量的精准调控。同时要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景区的环境承载力。更重
要的是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确保旅游发展成果惠
及当地社区，这样才能获得居民的支持。
从需求端而言，关键在于引导游客行为的转

变。一方面要通过价格杠杆、预约制度等手段调
节客流，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宣传教育，培养游客的
责任意识。而相比强制限制，“正向激励”往往更
能激发游客的环保自觉。

不难看出，“可持续旅游”的实现需要
政府、企业、社区和游客的共同参与。政府
部门完善政策法规，提供制度保障；旅游企
业创新产品服务，践行环保理念；当地社区
积极参与，共享发展成果；游客则要转变观
念，做到文明旅游。只有多方协同，才能构
建良性发展的旅游生态系统。
“可持续旅游”不仅是旅游业转型升级

的必然选择，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
动实践。

▲巴塞罗那景点内的游客 本版图片 IC

丹麦：旅行成为“绿色游戏”
从“必须做”到“愿意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另辟蹊径，用“正向激励”引导游客的可持续行为。
2024年夏天，哥本哈根推出了一项名为“哥本

哈根支付”的创新计划——用免费咖啡、午餐、皮
划艇租赁甚至美术馆门票，换取游客的环保行动。

根据该计划，游客只要完成一项环保任务，
比如骑自行车游览、乘坐公共交通、参与海滩清
洁或垃圾分类等，就能兑换城市提供的各种福
利：在丹麦国家美术馆，游客可以将捡拾的塑料
瓶变成水母艺术品；在人工滑雪场“哥本山”，选
择低碳交通方式的游客能额外获得20分钟滑雪
时间；而在北欧最大的城市花园，志愿者劳动可以
直接兑换成免费餐食。

该计划试点期间，哥本哈根自行车租赁率飙
升29%，街道和公园垃圾明显减少。丹麦旅游局
首席执行官米克尔·阿罗·汉森表示：“人们希望选
择可持续，但往往缺乏动力。‘哥本哈根支付’计
划让环保变得触手可及，甚至充满乐趣。”正如一
位参与者所说：“这不仅是奖励，更是一种环保教
育——我和孩子一起学会了为什么骑行比打车更
有意义。”

哥本哈根并非孤例。夏威夷的“马拉玛计划”
以酒店折扣鼓励环保行为，斐济的“乐善时刻”号
召游客用一小时参与生态保护，帕劳则要求入境
游客签署生态保护誓言。

这些尝试表明，“可持续旅游”不必以牺牲体
验为代价，而是可以通过创新设计，让环保成为旅
行的一部分。

▲ 哥本哈根鼓励游客绿色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