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之浅见 

作者：桂林工学院 潘丽琴  

 

 

【摘要】：本文就生态旅游的实质进行了分析，叙述了其发展的意义，并就目前

我国生态旅游  发展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阐述，最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些改进的

建议：提高对对生态旅游实质的认识：增强生态保护的意识;学习借鉴国内外生

态旅游的经验,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展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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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可支配时间的增多和经济支付能力的增强，人们对旅游产品多样化的兴

趣不断提高，生态旅游在旅游市场的变化中应运而生。目前生态旅游已经成为了

世界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 年国家旅游局将中国的旅游主题定为“生态

旅游年”，今年 11 月 7 日，国家旅游局下发通知，再次决定将 2009 年全国主题

旅游年确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可见生态旅游在我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重

视。  

在我国，以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为主的生态旅游区主要有自然型世界遗产地、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湿地公园等，近年来，依托于这些

区域开展的生态旅游发展迅速。仅以森林公园为例，其游客的年均增长速度已超

过了 20%。各地涌现出一批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的先进典型，并在其行业内外和周

边地区产生了良好的示范辐射作用。西藏林芝地区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开发、

永续利用”的原则，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符合林芝实际的生态旅游

发展路子，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11]我国生态旅游形式包括

游览、观赏、科考、探险、狩猎、垂钓、田园采摘及生态农业主体活动等，呈现

出多样化的格局。[12]   

我国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广阔前景。据统计，到 2007

年底我国共有各类自然保护区 2531 个，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35 处，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 187 个，国家森林公园 660 个，国家地质公园 138 个。这些国家重点保护的

区域，生态系统保存相对完好、生物多样性丰富、植被和地貌景观多样，一些地

方还同时是自然和历史文化遗迹相融的区域，这些都为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正在编制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

护规划》划定了一批限制开发区域和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这些区域维护着国家

生态安全，不允许过度开发，非常适合发展生态旅游。 [11]   

一、对生态旅游实质的认识          

目前“生态旅游”这个词在学术界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笔者认为，对

其实质的认识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1、生态旅游提倡尊重自然环境  

生态旅游是这样一种旅游方式，尊重自然的异质性。它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

下，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要求旅游者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保护自然环境，以欣

赏、探索和认识大自然为目的，对自然环境、生态平衡具有较高的责任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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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旅游从业者开展工作必须围绕自然环境的保护而进行，不能为了获得经济效

益而牺牲生态资源。  

2、享受自然是生态旅游的目的之一  

科技化进程的负面影响是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索取和掠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森林

资源迅速减少、空气污染、生态平衡等自然环境的恶化。人们期待能更多地享受

自然环境的美，于是以亲近自然和享受自然为主的生态旅游倍受青睐。生态旅游

与近代旅游业产生以来的各种类型的自然山水旅游的根本不同之处，正在于对享

受自然观念的转换。  

3、是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生态旅游的核心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它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享受旅游资源机会

均等，当代人不能以牺牲和破坏旅游资源为代价，而剥夺后人本应享有同等旅游

资源的机会。它要求人们从长远的角度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确保旅游话动的开

展不会超越旅游接待地区目前和未来的接待能力。  

4、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中产业关联性较强的产业之一。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

园、国家风景名胜区等区域通过生态旅游的发展，可以减少这些旅游区域居民的

经济压力，增加居民就业机会，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从而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效益。

这种经济效益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效益。 

5、生态环境与旅游相互影响  
生态旅游有保护生态环境和旅游活动两大事项，它们作为两个方面对立统一于生态旅游中，

一方面，生态旅游把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强调相关单位和个人都要以保护

环境为己任，生态环境保护得好，可以更好地吸引游客，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业时，如旅游

规划合理程度、旅游资源开发模式等都会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

既有正面又有负面。  
二、生态旅游发展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  
生态旅游者在出游时会追求一种内涵式的品味，他们希望获得身心难忘的体验和精神上的享

受，旅游者选择森林、草原、深山、河谷、湖畔等生态环境中去旅游，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

了熏陶，压力得到了释放，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这种旅游者增多，社会的精神文明随之提

高。  
2、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生态旅游活动作为一种旅游活动，其本身是一项经济活动，它能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减少

贫困，带动相关产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朝阳产业。如目前九寨

沟农民的收入水平在四川省名列第一，人均年收入由 1982 年的 390 多元上升到了 2005 年的

1.42 万元， 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甚至已经高于四川省的人均收入水平。  
3、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们旅游的动机是为了消除抑郁，放松心情，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旅游是“人”与“自然”共存的活动。生态旅游是一种和谐旅游，

它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生态旅游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优美的生态环境。      
4、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的保护一直被作为生态旅游的重点来考虑。在生态旅游的开发设计、经营管理和服

务消费等方面都体现了对资源及环境的保护。对旅游者同样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5、有利于科学知识的传授和普及      
大自然的神秘对生态旅游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享受自然并不是旅游者的唯一目的，多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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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旅游者都希望通过旅游活动去了解生态旅游区的地质地貌、气象水文、生物、医学甚至整

个生态系统等科学知识，目前一些生态旅游区的管理机构也正努力通过宣传、讲解等方式去

满足旅游者的这些需求。  
三、目前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生态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其发展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不相适

应的方面：  
1、对生态旅游的基础知识认识不足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提出了各种各样关于“生态旅游”的认识，但是目前，“生态

旅游”在理论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同样，相当一部分旅游者更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

“生态旅游”，他们以为保持环境卫生、不乱采摘树木花枝就行了。而旅游经营部门所宣传的

“生态旅游”也没有突破传统的游山玩水模式。  
2、生态旅游发展的好坏程度缺乏统一的标准来衡量  
生态旅游关系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合适的，

目前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旅游规划者、经营者、管理

部门等在实践中也很难把握这个度。  
3、生态资源的破坏限制了旅游的发展  
由于利益驱动，为了获取局部的短期的效益，开发部门对旅游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经营

者使得旅游旺季的游客人数远远超出环境的容量，这些均损害了旅游资源的不可再生和难以

修复性，给景区造成了很大的环境压力，降低了旅游质量，造成景观衰退，使真正的生态旅

游难以开展。目前少数开展生态旅游的地方，环境恶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      
四、 生态旅游发展的建议          
1、不断探索生态旅游的实质  
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型的旅游业，其理论基础需要完善和补充，走出生态旅游认识的误区已经

成为我国旅游业开展生态旅游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者们在理论上要下苦功，结合实际

不断探索它。同时，生态旅游其它各相关部门都要虚心学习，互相配合，创新工作手段、提

高服务质量，共同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2、学

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李师傅：2 的前边空两格）  
  只要是有利于生态旅游发展的先进经验，都可以借鉴。如国外关于生态旅游认证的做法，

国外认为生态旅游的发展必须要有科学、严格的标准，澳大利亚，已有 200 多家旅游区申请

了生态旅游认证，斯里兰卡为了发展生态旅游，政府和旅游部门对所有环境保护、游客通道

和设施都制定标准并定期进行监控、检查和评估。如国外生态旅游业搞得成功的国家地区关

于生态旅游立法和执法要求都非常严格。如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加强管理。在进行生态旅游开

发的许多国家都通过对进入生态旅游区的游客量进行严格的控制，并不断监测人类行为对自

然生态的影响，利用专业技术对废弃物做最小化处理，对水资源节约利用等等手段以达到加

强生态旅游区管理的目的。  
 
3、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应渗透到方方面面  
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在教科书和其它媒体中予以宣传。另外，规划者在进行生

态规划时，要以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考虑生态旅游资源状况、特性及其分布、生

态旅游环境容量大小、目的地生物多样性的程度等，在不破坏生态旅游环境的基本条件下，

选择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划方案；经营者在发展生态旅游的经济政策中，应从实现生态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考虑，以旅游地的自然资源为基础，发展有利于维护生态景观并

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经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政府部门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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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坚决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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