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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南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类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

杨文凤，卓  嘎，师学萍

西藏农牧学院

摘要： 

在藏东南生态旅游资源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创新型生态旅游资源分类系统，对藏东南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分

类和定性评价。藏东南生态旅游资源丰度大，品位高，民风民俗优势突出，生态旅游资源组合度好。在已查明的

419个生态旅游资源单体中，藏东南生态旅游资源类型囊括了生态旅游资源分类系统3大类、8类的27小类，具有多

样性、垄断性、宗教性、民族性、原始性特征。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蕴藏着极大的开发

利用价值，为藏东南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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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Ecotourism Resources in South-eastern Tibet and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Tourism

Abstract: 

Based on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of ecotourism resources in south-eastern Tibet, this paper adopt 
innovation-oriented ecotourism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classify and make qualitative evaluation to the 
ecotourism resources of south-eastern Tibet. The ecotourism resources in this region have great 
richness and excellent taste as well as obvious advantages of folk customs so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becomes more beneficial. Among 419 ecotourism resources, ecotourism of south-eastern 
Tibet contains 3 big kinds of the ecotourism resources dividing system and 27 small kinds of 8; it has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monopolization, religion, nationality and originality. Rich ecotourism attracts 
tourist from home and abroad. With great exploitation values, it will provide strong material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of south-easter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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