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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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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态旅游的出现与发展，关于生态旅游的研究也应运而生。从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旅游的长足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并认识

到发展生态旅游的必要性。 

       1 生态旅游的提出 

       1.1生态旅游的概念 

       1986年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性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了生态旅游(ecotourism)的概念。生态旅游是

个外来词，关于这一新词语，世界上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的使用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

加以诠释，这些诠释有的很相似，有的差别很大，甚至讲的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内容。从中外学者70

多条对生态旅游所作概念和内容的诠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态旅游是以自然资源(包括特定的文

化区域)为基础，具有生态伦理理念的一种高层次的保护性旅游活动。这种旅游活动有利于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和可创造持续的就业机会，是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理论指导下的一种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

方式和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1.2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生态旅游作为最新潮的旅游产品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全球范围的生态旅游方

兴未艾，其中特别是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日本、西班牙、瑞士等旅游业

发达的国家，生态旅游更是风靡全球，成为一种新时尚。 

       虽然生态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要改进旅游方式，促进旅游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对生态环境既加

以利用。但是，任何形式的旅游活动包括生态旅游，都会对旅游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发展生态旅

游，不搞好规划，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生态旅游环境的问题，就会阻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 生态旅游的开发原则 

       生态旅游地正受越来越多的人的青睐，成为开展可持续旅游和生态体验的理想场所。但是，生

态旅游区(地)属于自然生态环境敏感区，开展旅游业极易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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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 

       生态旅游发展开发管理中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此，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促进二者的和谐发展，就成为生态旅游发展开发的重要原则。 

       生态旅游由于囊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诸多关系，故对其进行开发管理时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

观，并以此为指导，形成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双向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2.2经济有效性与生态安全性兼容协调原则 

       经济有效性是指人们在积极发展旅游经济时，应最有效地利用生态资源。 

 

       生态安全性是指人们在组织旅游经济活动时，应该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使之

保持存在和再生的能力。 

       2.2.1管理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衡量经济的有效性上 

       衡量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要把促进经

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第二，向自然生态系统索取资源要适度，坚持控制外延无限扩大的生产方式，

反对掠夺或利用自然风景资源和旅游生态资源的做法。第三，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用要充分，以便

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多的生态感受和生态知识。只有做到上面三条，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旅游的吸引

力，使旅游收益得以实现。 

       2.2.2必须对生态安全性进行定位 

       通过对经济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两个指标的分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旅游经济的发展过

程中，经济有效性和生态安全性处于既矛盾又统一的定位整体中。其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的无限增

长给生态安全带来的威胁，其统一主要表现为二者可以有机结合和转化。 

       2.3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整体统一原则 

       生态效益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社会效益是生态旅游发展的原始动力;

经济效益则是生态旅游开发和经营的重要拉力，从中起主导作用。三大效益都是生态旅游发展不可

或缺的条件。 

       3 生态旅游区的开发与规划需注意的问题 

       (1)制定生态旅游区的专项规划时，要特别注意研究生态环境承载力，亦即生态旅游环境容量。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是指在某一旅游地环境(指旅游环境系统)的现在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

代人(包括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及未来人有害变化(如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减、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污

染、舒适程度减弱等过程)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或景点、景区所能承受的旅游者人数。 

       (2)对生态旅游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规划 

       成功的生态旅游有赖于高级导游、称职经理的合作，而熟练又有技巧的经营管理人员又需要有

效的培养和良好的教育。因此，从事生态旅游工作的人员必须经过上岗职业培训，特别是导游更应

具备较深的科学知识。对所有从事生态旅游业的经营人员进行生态环境伦理的思想教育，让所有的

人都明白生态旅游是以生态环境伦理为指导，生态旅游的发展目标是与环境伦理要求和目标是一致

的。生态旅游强调环境意识、自然感应，以唤起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3)生态旅游区的环境保护与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 

       只有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的条件下，生态旅游才能正常地、持续地发展。许多经验证

明，让地方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区的管理与服务，如在导游、环卫人员、宿舍管理、餐厅服务、工艺

品加工等方面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会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他们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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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工作的重视，激发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减轻因对资源需求而破坏环境的压力。当然，当

地居民参与管理和服务必须经过严格培训。 

参考文献：  

[1]王佳，路紫，孙连敏.生态旅游环境问题与环境承载力诌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2，26(2)：

204. 

[2]郭鲁芳.发展生态旅游的思考.旅游论坛，1998，(2)：34.  

[3]徐期勇，艾南山，李立华.生态学原理在生态旅游中的应用研究.环境保护，2000，(3)：31-33.  

[4]卢云亭，王建军.生态旅游学.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5]卢云亭，王建军.生态旅游学.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  

[6]贺春艳.从生态旅游的三大效益再论生态旅游活动的形式.旅游学刊，2004，19(1)：77.  

[7]刘家明.生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规划初探.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海洋出版社，1988.113. 

 

免责声明： 本文系转载相关媒体，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中国城市发展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

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文章仅供参考。本站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 

录入：胡雁霞 责编：钟欣

相关内容 

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初探  

寻找中国城市旅游营销新主流体系  

苏州旅游产品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低碳旅游”的益处与风险  

黄山旅游营销策划分析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申请友情链接 | 版权与免责声明 | 出国考察声明 

联系电话：010-64462852 传真：010-64462856 邮箱：ccyb1102@163.com  

版权所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京ICP备07017983号  

Copyright?2006-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