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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旅游领域，旅游资源 E 景点也可看作是生物单元，各旅游资源 E 景点也存在生物单元间的各种生态关系；本文

从生态位视角对福州内河进行分析，旨在分析各内河的生态关系从而找准其定位，以便为福州市内河正在进行的整

治修缮后及修缮后的内河旅游开发提供相关依据。用文献归纳法对生态位及旅游生态位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之

后结合福州市内河具体情况，对目前整治修缮及今后旅游开发中的生态位现象进行分析。根据各内河特征，对内河

进行旅游生态位定位并提出生态位策略，具体为：白马河之丛林探险，安泰河之历史探秘，晋安河之水上竞技与演

艺，西湖之欢乐大气。本研究认为生态位理论对区域旅游以及对旅游地、旅游产品、旅游资源的研究都提供了新视

角；本研究中采用生态位策略也可作为全国各地“水上游”等类似项目开发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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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先给生态位以完整的定义的是格林内尔［$］，

指的是长尾鸣禽最终占据的位置特征。他还提出，

没有两个固定定居于同一范围内的物种具有相同的

生态位关系。这一思想被认为是后来的竞争排斥原

理的最初原形。之后一些学者如 K-:*’［"］、L&+98［B］、

M+:=03’9*’［H］、N03::&O8,［G］、@P+5$［D］、Q83R*-［)］、S3’&O［T］

等对生态位的概念进行了再定义、扩展或细分。国

内的研究始于 "# 世纪 T# 年代，王刚［C］、马世俊［$#］、

张光明［$$］、朱春全［$"］等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多种

生态位概念。尽管国内外生态位的概念尚未统一，

但本文认为其基本思想都是指基本生物单元在特定

的生态系统中与环境及其他生物单元相互作用的过

程所形成的相对生态地位和作用。

目前生态位理论已广泛应用到社会学科的各个

研究领域。国内旅游学研究者把生态位引进旅游研

究领域，主要用于研究旅游地空间关系的基本类

型［$B］，从生态学角度探讨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本

质问题、提出促进旅游地协调共生的措施、处理旅游

竞争问题等［$HF$G］，区域旅游协调开发［$D］，乡村旅游

区竞争排斥实证分析［$)］，旅游资源生态位的概念、

意义和旅游生态位的选择策略［$T］，旅游资源集合区

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C］，旅游业区域经

济生态位的概念以及区域旅游业发展演化规律［"#］，

闽台旅游开发的社会生态位［"$］等。然而，有关生态

位的旅游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与旅游相关生态位定义

的理论探讨与区域旅游、旅游系统等宏观尺度的研

究，较少关注具体区域间及同一区域的具体产品间

的生态关系的研究探讨。

由于旅游发展的独特性、个别性、差异性特征，

以及当前旅游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开发、

产品与业态雷同等问题，在旅游开发中运用生态位

理论非常必要。例如，历史上号称“ 水都”的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福州，在酝酿开发内河旅游时也面临着

内河生态位重叠等问题。因此，本研究借鉴以往有

关旅游生态位定义、区域旅游协调、生态位策略的探

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尝试将生态位理论应用于福

州市内河旅游开发策略的研究，不仅可促进该理论

用于具体区域间及同一区域具体产品间的研究，同

时也可成为福建省及福州市有关部门进行内河旅游

开发和规划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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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位视角下的内河旅游开发基础

福州市区可开发旅游的内河主要有白马河、安

泰河、晋安河和西湖等。历史上福州内河景色美丽

之处各有千秋，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环境的变化，各

内河的独特景观基本已被破坏。尽管政府投入大量

资金在整治修缮并试图恢复其原貌，但如果在整治

过程中不注意各内河的独特历史文脉，都按着统一

模子去整修，则其旅游功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雷同

现象。因此，需要从生态位视角为各内河的整治开

发和旅游开发找准各自的定位。

!" ! 福州市内河的历史文脉

福州城区历史逾 # #$$ 年，濒临东海，位于闽江

下游。内河是福州古城风貌特色之一，曾有密布交

织的内河景观资源，为国内少有。据福州地方志［##］

记载，市区曾有大小河道 %# 条，主要分东西两线（图

!）。东线以市区最大的南北走向人工运河晋安河

为主轴。晋安河在台江区鸭姆洲南，接通闽江，流经

埔下、塔头，至琴亭、火车站附近，接新店、盘石两溪，

全长 &" %’ ()。西线以南北走向的白马河为主轴，

从三保、彬德水闸南接闽江，北穿越工业路，接西湖，

中在太平枯、白马路、浦东村分别与东西走向的安泰

河、东西河、茶亭河相通，全长 ’ ()。安泰河是市区

东西走向的主要内河。从琼东河经古仙桥下，武安

桥、津门桥，经澳门桥、虹桥、仓桥、金斗桥至观音桥

与西水关之水交汇，再至太平桥与白马河相通，全长

#" ’# ()。西湖已有 ! *$$ 多年的历史，是福州保存

最大的古典园林，水域面积 %+" % ,)#；其包括西湖公

园、左海公园、梦山书院、福建省博物馆、美食展览

馆，总面积约 &% ,)#。福州内河东西南北纵横交

错，井井有条；水网平均密度之大在全国同类城市中

都属少见，超过了水城苏州。纵横交错的内河系统，

把福州的古迹名胜、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串成文脉，

如安泰河环绕福州最具人文气息的“ 三坊七巷”历

史街区的西、南面。内河沿线的立时道路、桥景、亭、

古名居、古建筑尚存较多，关于福州内河的许多动人

的故事与传说，桥名或亭名的来历等旅游资源也都

很丰富。作为地脉的内河除了美化城市、调节小气

候外，还担负着蓄水、滞洪、排涝任务，具有很大的生

态效益。因此，福州内河旅游开发的生态位十分重

要。

图 !- 福州市主要内河分布图

!" # 内河旅游生态位重叠现象

根据生态位理论，当两个或更多的物种利用相

同的环境条件或资源时，就会出现生态位重叠现象。

在环境资源条件充足的情况下，资源利用相似的两

物种会由于自身无限增长的潜力而不断扩充其生态

位宽度，而环境资源总是有限的，扩充的结果将导致

生态单元在若干资源位上发生生态位重叠，物种之

间的无序竞争就不可避免。对于类似的旅游资源的

开发同样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旅游资源生态位越接

近，相互竞争就越激烈，生存压力就越大。恶性竞争

的结果是导致一方被排挤或是两败俱伤。

由于历史上福州从来不设下水道，建城历史与

老百姓生活污水直排入河的历史相同。沿河居民的

生活污水长期不经处理便直接排入内河，再加上一

些内河支流生态补水不足，河网逐渐变成臭网。过

去政府曾多次进行过污水直排内河治理，但成效不

大。目前省、市政府已投入数以亿计的经费，并使用

璃因玛逊生态工程水体净化技术实行全面整治工

作，河道及其河岸得到了保护和修缮，而且在福州市

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提出了“将福州内河作为旅

游资源开发”、建设“ 东方威尼斯”的方案。但要打

造福州内河旅游品牌，还存在很多困难。本研究就

目前内河整治现状及政府政策，从政府整治、两岸景

观、旅游资源基础及客源市场% 个维度出发，结合内

河的现状对福州内河的生态位重叠现象进行分析。

从表 ! 可知，福州内河生态位差异较小，在开发时如

果仅仅把各内河作为福州内河游这一产品简单机械

叠加的资源单体，不对其生态位进行适当分析、调

整，各内河的特色不但不能发挥，不能形成福州内河

游集合区，反而会导致各内河抢占客源、互相排挤。

因此，利用生态位理论指导福州内河开发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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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福州内河旅游生态位重叠分析

维度 现状 重叠现象

政府整治 无差别整治、修缮
不考虑各内河旅游功能将导致旅

游产品的雷同

两岸景观
两岸基本为高层建

筑、房地产开发热

不依法进行整治将导致两岸景观

的雷同

旅游资源基础 尚存的多为类似
不对各内河文化内涵进行挖掘将

导致资源重叠

客源市场
少部 分 市 民、福 州

市外来游客少

鉴于目前政府的整修思路，无法打

造特色高端产品和吸引各类客源

# 内河旅游开发的生态位策略

根据高斯原理［#$］，各生物单位都倾向于占据不

同生态位，用相互补充来代替直接竞争，在竞争过程

中通过生态位的分离来更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实

现共同生存的目的。内河旅游生态位的选择是旅游

开发竞争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策略即错位开发策略。

本文根据福州市主要内河的特征（表 #），提出积极

的“特化”（%&’()*+),*-)./）策略揭示各内河自身潜在

的生态位，提高资源利用率，创造出新的具有独创性

的旅游增长点，使得各内河都能占有属于自己的生

态位（表 $）。

表 #" 福州各内河特征

内河名称 区位 特征

白马河
市区南

北走向
与安泰河、东西河、茶亭河相通，绿化密度大，竹丛繁茂

安泰河
市区东

西走向

流经闽都核心历史街区，文化底蕴深厚但污染严重、水

质差

晋安河
市区南

北走向
市区最大的人工运河、河面相对开阔、水质好

西湖 市中心
为人工湖泊，福州迄今保存最大的古典园林，包括西湖

公园、左海公园、梦山书院、福建省博物馆、美食展览馆

表 $" 福州内河旅游开发生态位策略

内河名称 生态位定位 开发内容及设想

白马河 丛林探险 中型战船丛林历险、小艇丛林历险

安泰河 历史探秘
鼠船人家体验、登陆探访历史街区、名人名事

故址

晋安河 水上竞技、演艺 亲友水上大赛、灯船花船艺术欣赏

西湖 欢乐大气 水上浮动舞台演艺、大型实地场景演艺

#0 ! 白马河之丛林探险

白马河是优化美化绿色河道，沿岸绿化率高密

度大，尤其竹丛繁茂。可结合内河整治及绿化工程，

进一步加强其两岸绿化，形成树丛、竹丛遮荫的市区

少有的生态河道；并利用绿色植物带的隔离作用，营

造水上“丛林探险”的生态环境。其具体措施为：首

先，必须对沿河林带进行改造，扩大遮荫面积，培植

喜湿树木和竹丛，林间点缀花卉。其次，设置游船与

码头，游船为绿色动力型。其中大船采用中外历史

上战船形象，船上设置各种战位和模拟武器。游客

经过培训可扮演战船上不同战位的角色，在丛林探

险中履行战位职责，体验战斗行动。参加“ 战后”举

行庆功典礼，按照个人战绩，获得奖品和证书，参加

庆功宴。小船操作系统简易，可供游人自由驾驶。

游客取得小艇驾驶执照，自驾小艇，完成丛林历险全

过程。根据事先领受的任务，经历丛林里各种险阻，

按照实绩计分，完成丛林探险历程后，可获得丛林探

险船长或水手勇士证书和纪念品。同时，为了增强

刺激性，还可运用现代声、光、电模拟技术，仿照迪斯

尼乐园手法，沿河设置水中喷泉、翻浪、火焰、凶猛动

物、灵异怪物、敌人等机动模型，动态形象逼真，让游

客身临其境。

#0 # 安泰河之历史探秘

安泰河目前水质较差，沿河污染源较多，河道较

狭窄，但流经“闽都”核心历史街区，文化底蕴深厚。

可结合内河整治和两岸历史街区保护修缮工程，恢

复修缮河岸及河上古建筑，形成闽都核心历史文脉

水道，营造“ 历史探秘”的文化氛围。同时，结合沿

河历史街区改造，对沿河建筑立面加以整治、改建。

福州鼠船的历史及文化底蕴堪比乌镇的乌篷船，可

把作为游览的交通工具。可在鼠船上作半日游或一

日游，对艄公或船娘进行零距离访谈，听他们对鼠船

历史进行讲古，体验鼠船人家的生活。可乘坐鼠船

来观赏安泰河沿岸的阳台、走廊、美人靠等景观，访

问临河的商店、茶楼、酒肆以及亭台楼阁等。也可让

游客水上体验自己动手划动鼠船，每艘船可坐 1 2
!3 人，配备简易餐饮设备和废弃物收集装置，可在

历史街区精华景点附近设置登岸码头，登陆探访历

史名人名事故址。

#0 $ 晋安河之水上竞技、演艺

晋安河河面相对开阔，航运也较方便。基于晋

安河较好的水质及两岸已有的公园式绿化带，可对

两岸进一步绿化、美化、秀化、亮化（ 节能灯具），从

而完善滨河绿带的游憩设施，营造水上竞技、演艺的

游憩。目前沿河公园地带的建筑对整个晋安河的景

观有所破坏，必须禁止再建房屋，应留出足够的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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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建设两岸河滨公园，并设置一些主题雕塑，反

映车门外居民以船为家的生活。利用开阔的水面，

可定期举办“亲友水上运动大赛”系列活动，如水面

步行器比赛、水面爬行球比赛、划船比赛等。还可组

建灯船、花船船队举办一些小型展览及演艺活动。

如可在灯船上上演集福州历史戏曲艺术精华之大

战。变换主题，突出与水、船有关的折子戏，汇集福

州主要商品品牌和工艺品牌，轮流推出主题巡游。

花船可以以福州市四季花卉为主题，举办四季花卉

观赏，特别供白昼观赏。同时可以福州每个月的节

庆为主题，装扮成彩船游行以展现福州丰富多彩的

民俗。

!" # 西湖之欢乐大气

西湖是拥有悠久历史、深刻文化底蕴的古典园

林，在福州已成为人们休憩的主要场所。西湖水陆

空间相对开阔，现已开发了一些休闲娱乐的小项目；

但还没能充分利用其优势开发一些大型的、具有亮

点的项目。可改造西湖沿岸及岛屿环岛滨水地带，

建设各种游憩设施，在湖面上建造演艺设施，营造欢

乐大气的游憩环境。如可仿“ 三坊七巷”、“ 水榭戏

台”建筑风格，建造大型水上浮动舞台，相应建造岸

上看台和看戏小船码头，为专门设置的水榭戏台艺

术团拓展演艺空间，将水榭戏台中的精彩片断、折子

戏的原剧本完整演出。还可在湖中和相应岸上建设

大型实景演出场地，配置水上和岸上演艺布景，灯光

设施，看台及座席，演艺《 千年闽都》之类的主题多

幕歌舞剧。同时，为了增强体验性，游客可在专业人

员指导下参与大型演艺活动。

$ 结论

把生态位理论引用到区域旅游发展中无论对区

域旅游还是对旅游地、旅游产品、旅游资源的研究都

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生态位视角出发，结合福

州内河历史文脉、现状及旅游功能对内河旅游开发

策略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符合各内河特色的生态位

定位及具体开发策略，试图避免旅游的雷同开发。

该开发策略不仅可适用于福州内河旅游开发，而且

也可作为全国各地“ 水上游”等类似项目通过采取

避免低水平重复开发、恶性无序竞争等措施从而找

到各自生态位实现共同发展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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