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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旅游生态学的形成与发展 , 探讨旅游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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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生态学的形成与发展

旅游生态学最早可追溯到20 世纪60 年代。在世界旅游

业较为发达的国家 , 由于旅游业的繁荣而最先给旅游区带来

一些生态环境问题 , 在这一时期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开始探讨

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20 世纪50 年代, 学术界的共

识是旅游业不会影响环境。进入60 年代, 旅游业开始受到

两股学术力量的掣肘, 陷入了一个方向不明、政策多变、发展

波动的两难境地。其中, 一股力量从一个大众旅游方兴未

艾、需求方高速膨胀的现实出发, 墨守50 年代的“共存”观

点, 急功近利地认为旅游业不会破坏环境, 因而需要大力发

展; 另一股学术力量则积极投身到全球日渐高涨的环保浪潮

中, 认为规划不当、管理不力、发展过度的旅游业均会带来环

境破坏。这一阶段已有学者将目光投向旅游与环境存在“冲

突”这一视角。70、80 年代, 学术界在充分认识到“冲突”可能

性的同时, 提出了一种倡导旅游与环境相得益彰、互利“共

生”的新观点, 努力探索符合“共生”思想的“整合性”或“协调

性”的旅游开发途径[ 1] 。在这股学术力量的推动下, 旅游与

环境的问题开始引起世人的关注。尽管1987 年出版的《我们

共同的未来》一书没有提及旅游业和旅游资源, 但无论是从

旅游资源利用的角度, 还是从旅游产业本身的内部和外部环

境而言, 现实都在呼唤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1990 年在加拿

大召开的全球持续发展大会上, 对可持续旅游的目标作了一

些表述。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开始向旅游业中正式渗

透。1993 年《可持续旅游》(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期刊

在英国诞生。1995 年4 月可持续旅游发展会议在西班牙召

开, 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和《可持续旅

游发展行动计划》。1996 年9 月, 为了响应联合国《21 世纪议

程》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及其行动计划, 世界旅游组织、世

界旅游理事会、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了《关于旅行与旅游业

的21 世纪议程: 迈向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些对可持续旅游

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效地推动了旅游生态学的发

展及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国外, 旅游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早, 发展也很快。研究

主要涉及旅游造成的生态破坏分析、旅游景观格局对旅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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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心理的影响、旅游生态负荷、旅游生态规划和管理、旅

游环境影响的评价分析法、旅游容量的概念体系和旅游发展

的预警系统等[ 2] 。在我国, 旅游生态学发展缓慢。近年来 ,

研究主要涉及旅游环境影响、旅游容量、旅游目的地的生态

管理、旅游区的生态负荷及其阈值分析、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等内容[ 2] 。在以往的研究中, 虽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 但是与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势头相比, 围绕旅游

生态学展开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 , 有关旅游

生态学的案例研究比较多, 而理论性的研究成果颇少 , 因此 ,

加强旅游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尤为必要。

2  旅游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旅游是人类在闲暇时间所从事的游憩活动的一部分, 是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 是人类

物质文化生活的一个部分, 是一种人类体验、一种社会行为、

一种产业 , 同时也是一种地理现象。旅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要离开居住或工作的地方, 短暂地到一个目的地进行活动 ,

同时, 旅游目的地要提供各种旅游接待设施以满足其需要。

旅游者从居住地经过旅游通道到达旅游目的地参观、游览再

回到居住地的这个过程是旅游的本质属性[ 3] 。旅游生态学

是研究人类旅游过程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

也就是说, 它研究的是旅游社会行为与其作用的旅游环境之

间的相互关系, 而旅游社会行为涉及到旅游过程中与旅游业

有关的所有主体, 既包括旅游者 , 又包括旅游开发商、旅游经

营者、管理者以及从事各种旅游服务业的不同阶层的群体 ,

还包括旅游社区人们。旅游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是指旅游地由各种自然要素诸如地质、地貌、土壤、

水体、大气、植物、动物等组成的一个自然综合体, 社会环境

是指由旅游社区、旅游开发者所营造, 旅游者所影响的一种

旅游社会氛围环境。实质上, 旅游生态学就是研究旅游过程

中的主体与旅游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3  旅游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3 .1 旅游生态资源的评价 在自然界, 各种自然要素及其

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综合体都可以作为旅游

开发的对象。但是不同类型的生态资源具有不同的生态变

化现象, 具有地域性、季节性等生态学特征, 因而也有其自身

的生态价值和旅游价值。正确地评价生态资源的价值是进

行旅游开发的前提。

3 .2  旅游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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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型、冲突型和共生型3 种 , 探讨旅游因素中包括旅游者、开

发者、管理者、社区居民等在内的不同利益主体与其周围环

境间的生态机制是旅游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同利益

的主体在旅游过程中有不同的需求, 因而表现出的行为就有

所区别, 而每一个环境要素都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化过程, 因

此当二者发生相互作用时, 就表现出不同的生态机制。正确

地识别和判断不同的生态机制, 有助于调控不同利益主体的

行为和加强环境变化的管理能力 , 而识别和判断不同的生态

机制, 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生态过程, 寻找衡量这些机制的理

论标准。因此, 为反映不同的生态机制, 研究和发现不同的

指标体系是旅游生态学关注的核心内容。

3 .3  旅游环境承载力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相对于旅游景区

的整个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而言的, 是旅游环境组成与结构

特征的一个综合反映。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旅游环境承载力 ,

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 .4  旅游开发的设计 旅游开发是把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

产品的必要一环, 旅游生态学强调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一致

性, 因此旅游开发的设计必须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

则, 遵循一定的生态技术路线。旅游开发的设计包括旅游景

区结构和功能的设计、旅游线路设计、旅游产品设计等一系

列环节, 它是落实旅游产品属性、管理目标、协调旅游与环境

之间矛盾的有力措施 , 是旅游景区稳步发展的理论指导。针

对不同类型的旅游景区和旅游要素, 设计不同的开发模式 ,

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内容。

3 .5  旅游服务业的取向  旅游服务业是主要用于满足旅游

者的食、住、行、游、购、娱的一组特殊行业, 这些行业不仅应

满足旅游消费的需求, 而且也应符合生态学的原理和要求 ,

因此旅游景区应该设法使其服务产业生态化, 根据不同行业

的特点 , 不仅要寻求每个行业各自适宜的生态化的途径和方

案, 而且也应组合不同生态特性的产业链, 以达到循环利用、

获取最大效用的目标。

3 .6  旅游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在旅游活动中, 为了确保不

同的利益主体均获得可持续的利益, 为了保证旅游与环境之

间的协调共生关系, 景区管理部门不仅要求旅游主体认真贯

彻执行景区的规划设计 , 而且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

以确保管理目标和调控策略的实现。不同类型的旅游景区

的运营有不同的限制条件, 不同旅游主体之间有不同的利益

机制, 因此探讨旅游主体的责任和义务 , 有助于保证旅游生

态系统的正常运营。

3 .7 环境解说 环境解说是通过一定方式来表达事物之间

的内在意义与相互联系, 向游客传达自然和文化信息。环境

解说不仅能够为游客提供愉快的经历和教育的机会, 同时也

可以成为旅游景区的间接管理工具 , 引导游客规范个人行

为, 促进管理的实施。开展环境解说有助于环境教育的实

现, 因此 , 研究解说的目标框架、媒介选择、解说方式以及解

说与游客的沟通过程是旅游生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3 .8 旅游环境的保护和污染防治对策 采取各种有效的保

护措施和污染防治对策是保证旅游环境不被破坏和持续发

展的根本途径, 也是旅游生态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因此 , 加

强旅游环境影响评价、旅游环境审计、旅游环境管理和治理

技术的研究非常必要。

4  结语

旅游生态学在我国经过近40 年的发展, 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 但发展步伐仍然缓慢, 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仍不够宽阔、方法比较单一、描述性工

作多、新技术运用尚不成熟、理论研究不系统等 , 因此, 今后

旅游生态学还必须加以完善, 以丰富其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 匡林.旅游业与环境:旅游研究中一个不老的话题[J] .旅游科学,2000
(1) :1 - 4.

[2] 程占红,张金屯,上官铁梁, 等.芦芽山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与植被环
境的关系研究[J] .生态学报,2002,22(10) :1765 - 1773 .

[3] 保继刚,楚义芳. 旅游地理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 上接第249 页)

这给选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求取评估指标权重带来了难度,

故可选用专家经验判断法( 特菲尔法) 。该方法基于对指标

的主观偏好, 免不了带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选择这种方

法主要基于以下2 点考虑: ①由于外来物种风险事件本身

就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复杂性, 用精确的数学模型来处理难

度很大 ; ②在各项因素分析不全面时, 过分相信数学模型,

反而会使风险评估不尽合理[ 8] 。在安徽省外来物种风险评

估体系中 , 根据专家经验判断更为可靠。

( 2) 可操控性和政策相关性是该指标体系构建的两大

原则。该文所选指标很好地满足了以上原则。外来物种风

险评估是外来物种防控工作的第一步。风险评估指标的建

立一方面要在实际工作中将各种危险因素包括在内, 另一

方面要与后续出台的外来物种防治政策法规做好衔接。若

仅仅从易量化性角度选择指标 , 则将会大大降低该指标体

系的实用价值。

( 3) 针对各个省份的外来物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才刚刚起步, 对于防控任务相对严峻的生态省 , 构建外来物

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还鲜有报道。该文仅进行了初步研

究, 还需要对合理的附权、分级、评价方法做进一步研究。

当然 , 随着不确定性理论的发展 , 可能在该指标体系上能找

到恰当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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