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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旅游是新兴的旅游形式和思想3是应用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领域3为 旅 游 学 界C生 态 学 界 及 其 它 相 关 学 科 所 关

注B因此较为系统地讨论了生态旅游的产生C定义C特点与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3分别阐述了生态旅游者C生态旅游资源C
生态旅游业C生态旅游环境等 ;个要素的研究概况3重点分析了生态旅游规划与管理的研究现状3还归纳了生态旅游发

展中应注意的问题3在以上基础上3总结了生态旅游研究的特点3并对研究方向作了评述B
关键词:生态旅游?规划与管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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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问题的普遍受重视3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兴趣和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3生态旅游在 ("年

代初期应运而生3由于其尊重自然与文化的异质性3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造福当地社区居民3倡导人

们认识自然C享受自然C保护自然3受到国际旅游界的广泛推崇3成为近年来旅游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一个分

支3据国际旅游组织7$’)9估算38$$@年的 <亿多国际旅游者中3有 !"*参加了生态旅游+8,B这方面的研

究也不断展开与深入38$$"年 ;月在墨西哥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生态旅游研讨会38$$8年美国成立了国际

生态旅游协会7’(-93至 8$$<年已有来自 @#个国家C=#个专业领域的近 88""名会员3该会组织编写的一

批出版物3如-生态旅游:规划者与管理者指南.-规划者与开发商生态资料集.等影响甚广+!,B在我国生态

旅游受到普遍重视始于 8$$#年初的全国首届生态旅游研讨会3会后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文章在各种刊物

上频频出现B8$$@年 8!月3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0在北京举行3会议认为生态

旅游对于保障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B8$$$年是我国的生态旅游年3一系列研讨会在我国召

开3如 $’)与 中 国 国 家 旅 游 局 联 合 举 办 的/生 态 旅 游 高 级 研 讨 班03国 际 景 观 生 态 学 会 中 国 分 会 召 开 的

/生态旅游与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03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组织的/生态旅游规划与管理研

讨会03上述会议全面推动了生态旅游的研究工作B本文在这几次会议研讨成果的基础上3结合国内C外有

关研究的最新进展3拟对生态旅游这一应用生态学的新兴领域进行评述和讨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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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的特点与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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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旅游的产生

生态旅游的雏形是#生态性旅游$%&’()*)+,(-*.)/0,12345是 6789年 :’.;’0在反思当时文化<教育和

旅游的基础上提出的旅游发展思路=>5?@A而正式把生态旅游$B().)/0,123作为一个独立术语是由 CDEF$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3生态旅游特点顾问 E’G-**)1HI-1(/0J,&于 67K>年提出的A关于生态旅游的产生原因5许

多学者都作了探讨5归结起来主要有 >个5一是环境问题5一方面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促使人类对传统资

源利用方式重新定位5另一方面是旅游活动本身带来的环境问题迫使旅游单位或组织对传统旅游方式重

新思考L二是游客兴趣5许多旅游者对传统的大众旅游方式逐渐厌倦5兴趣有所转移5旅游相关部门需要推

出新的旅游产品来激发人们出游L三是战略趋势5自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在 67KM年提出以来5逐步得到世

界各国各业的公认5NOP依据该概念的思想提出可持续旅游的发展思路5而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的最

佳选择之一=9Q6M@

!"R 定义

生态旅游自 67K>年提出来至今5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各抒己见5尚未有统一的定义5但通过对这些不

同定义表述的分类总结5可以理解其要点<把握其内涵A
依据范畴主要有广义与狭义之说A一种理解是狭义生态旅游乃指到偏僻<人迹罕至的生态环境中进行

探险或考察的旅游5如南极探险5南美原始森林观赏珍奇动植物等5广义的生态旅游包括一切在大自然中

进行的游览<度假活动5如森林生态旅游<海洋生态旅游等=66@A另一种理解的实质是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形

式5抑或旅游形式与思想兼有的问题5狭义的理解是指到自然环境进行的生态回归游5广义的理解除了狭

义的生态旅游外5还包括在各项旅游活动中贯彻生态旅游的观点与思想=7@A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思想观的

广义理解5有利于把握和认识生态旅游的实质5发挥生态旅游在提高环境意识方面应有的作用A
依据内容又可分为5S定向于持续发展目标5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5将旅游发展与社区

发展紧密结合LT定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5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LU定向于行为规范5
强调旅游者和居民的行为规范和环境价值观=6M@A这种分法有助于人们对生态旅游不同途径的经营利用A笔

者比较赞成将这 >个内容归并的观点5即将生态旅游界定为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可持续旅游<生态环境

保护旅游和环境教育旅游的交迭部分=6V@A

!"W 特点

为 进 一 步 说 明 生 态 旅 游 的 概 念 内 涵5在 与 传 统 大 众 旅 游 比 较 的 基 础 上5许 多 学 者 对 生 态 旅 游 的 特 点

$或特征3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说明A如 N,+X.关于生态旅游的八大特征YS不应损坏资源5T应提供参与

性和有启迪的体验5U应涉及到对相关人员的教育5Z应综合各方面对资源价值的认识5[应建立资源意

识5\应促进各方面对生态旅游的理解和支持5]应促进各方面的道德责任感与行为5̂ 应提供对资源<当

地社区和行业的长期益处=6?@A_/.*’0认为的九大特征YS促进积极的环境道德观5T不能使资源退化5U关

注资源的内在价值5Z围绕环境问题调整策略5[旅游活动应对野生生物与环境有益5\提供生态旅游者

第一手的面对自然环境与原始文化的旅游经历5]让社区参与5̂ 游客的教育或理解力决定其满意程度5

‘要求领导者与参与者有较高的素质=69@A卢云亭提出的 ?个特点S范域上的自然性5T层次上的高品位

性5U利用上的可持续性5Z内容上的专业性=8@A郭来喜概括的 8个基本特征S以大自然为舞台5T蕴育着

科学文化雅品质5U以生态学思想作为设计依据5Z形式多样化5[旅游者高强度参与性活动5\能增强人

类环境意识=68@A比较上述专家对生态旅游特点的分析归纳5共同点是强调保护<强调自然<强调社区参与A

!"a 理论基础

生态旅游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十几年间在全球快速的发展5是因有不少正确理论的指导与支撑5其中的

三大理论较为重要=6>@5它们是生态<经济和社会等三者的发展有机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理论=6b@5建立在人与

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等正确观点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5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崭新的

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6K@A而可持续发展理论被认为是最基础的理论5因为生态旅游的目标就是

为了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5一切受益于生态旅游的人都应持可持续发展观点5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

旅游开发管理工作的准则A

V?K 生 态 学 报 VM卷

万方数据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生态旅游是一个系统"杨桂华等在对比分析一系列#旅游系统$学说的基础上!提

出了#生态旅游系统$的概念体系"该体系认为生态旅游系统由主体%生态旅游者&’客体%生态旅游资源&’
媒体%生态旅游业&和载体%生态旅游环境&四要素组成!合称为生态旅游的#四体$"并认为生态旅游系统与

旅游系统之间主要的差异不是组分数量上的差异!而是一种#质$的差异!这#质$即是保护()*+"

, 生态旅游的四要素

,-. 生态旅游者

生态旅游者是生态旅游活动的主体!被认为是生态旅游业的核心!所以很多学者非常重视生态旅游者

的研究"而什么样的旅游者才是生态旅游者呢/总结国内外相关的论述!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定义"广

义的生态旅游者指的是到生态旅游区的所有游客()0+!这类界定具有统计上的可操作性!但只是对旅游者行

为现象的部分概括!并不能真正体现生态旅游的内涵1狭义的生态旅游者!仅指来到生态旅游区的对环保

与经济发展负有一定责任的那部分游客(23!2)+!狭义生态旅游者尽管不便于统计分析!但是反映了生态旅游

的内涵!同时也涉及到了生态旅游者的本质特征"对比生态旅游者与传统大众旅游者!结合生态旅游的内

涵!456789提出一个真正的生态旅游者 应 具 有 以 下 特 点:;希 望 获 得 有 深 度 的#真 正$经 历!并 认 为 此 经 历

有益!<追求身体和精神的挑战!=希望与当地居民交往!学习文化!>避免按常规路线旅行的大旅行团!

?要求参与!而非被动!@追求经历!而非舒适(2*+"生态旅游者的形成!既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经济’时间和

身体等客观条件!还取决于本人的主观愿望!而且对其教育培养也非常重要(2A+"生态旅游者参加生态旅游

的动机%即主观愿望&是为了满足其#回归大自然$的心理需求!据调查!生态旅游者旅游动机种类中大多与

自然密切相关(2B+"生态旅游同时也是进行生态学教育的知识性之旅(2C+!所以在生态旅游区必须加强对包

含生态旅游者在内的相关人员进行生态学和环境知识的教育!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合力!培养更多合格的

生态旅游者(2D+"
对生态旅游者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规范与规律等方面"由于生态旅游是对环境保护负有责任的

旅游形式之一!环保意识要体现到生态旅游者的行为上!至于具体做法!有些国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如美

国旅行代理 商 协 会 制 定 了 关 于 生 态 旅 游 的 )3条 戒 律!澳 大 利 亚 生 态 旅 游 协 会 也 对 生 态 旅 游 者 在 出 发 之

前’旅行过程’回来之时等不同阶段的行为有一个具体的指南(2E+!这些戒律与指南!就是生态旅游者的行为

规范"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对生态旅游经营者也制订了操作指南!针对该指南颁布实施后经营者的遵循情况

如何!FGHI9J8GIKILI从社会经济类型’对义务的理解’生态旅游收入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认为要使经营

者更好地遵循规范!关键在于教育使之提高自觉性(20+"生态旅游者的行为规律涉及到层次与阶段!根据陈

传康的行为层次理论!生态旅游者的行为可分为 *个层次!基本层次是亲近自然!提高层次是学习自然!专

门层次是保护自然()*+"对一个旅游行为过程而言!也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4M68N455OPG等对生态旅游行

为过程中精神境界的逐渐升化进行了分析!提出#三 Q$阶段论!即#自然%QIRSGP&’怀旧%Q5NRI)T8I&与天堂

%Q8G7I9I&$(*3+"旅游流一直是旅游开发及研究关注的焦点!而传统旅游流只考虑客流的单向流动规律!有

一定的局限性!唐顺铁因而提出旅游流体系!杨桂华等又在其基础上构建了生态旅游流的概念体系"该概

念比较全面客观地描述了以游客流为主体!涵盖生态旅游区物质’能量’信息和价值流的复杂系统!便于用

生态学与统计学原理来分析说明旅游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U, 生态旅游资源

生态旅游资源一词是随生态旅游活动而出现的概念!它是吸引生态旅游者"#回归大自然$的客体!又

是生态旅游活动得以实施和生态旅游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侯立军从区域生态角度将生态旅游资

源定义为符合生态学的目标和要求!并有较高观光’欣赏价值的生态旅游区(*)+"杨桂华认为:#生态旅游资

源是指以生态美吸引游客前来进行生态旅游活动!为旅游业利用!在保护的前提下!能够产生可持续的生

态旅游综合效益的客体$"其内涵包括 A个基本点:吸引功能’效益功能’客体属性’保护需要"特点有原生

性与和谐性’综合性与系统性’脆弱性与保护性’广泛性与地域性’季节性与时代性’精神价值的无限性’特

异的民族性’不可移置性与不可更新性’市场需求的多样性’旅游经营的垄断性()*+"
郭来喜从生成机理考虑将生态旅游资源划分为内生型或原生型地域生态系统的生态旅游资源和外生

*AEB期 钟林生等:生态旅游及其规划与管理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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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地域生态系统生态旅游资源!并认为其资源载体在我国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风景名胜区"
海洋自然保护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旅游度假区以及动物园"植物园"野生

动物繁殖中心"野生植物保存基地"生态研究站网体系等#$%&’在自然保护区与森林公园开展生态旅游一直

是较为热门的生态旅游资源类型研究!从生态旅游开发的可行性和原则!到具体的开发措施!都有专题的

研究报道’如 ()*+,,-./0+.123456于 $77%年撰写的专论8旅游"生态旅游与保护区9主要就是讨论保护区开

展 生态旅游的问题#$:&!我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编著的8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9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开

展生态旅游进行了分析和建议#;$&!王兴国等对我国森林公园发展生态旅游事业的现状作了概述#;;&’

<=> 生态旅游业

生态旅游业是生态旅游系统中沟通生态旅游者和生态旅游资源之间的媒介!在推动生态旅游的发展

方面起到了供给"组织和便利的作用!它是由众多部门和相关行业组成的向生态旅游者提供各种服务的社

会综合体’相关研究集中在产业结构与管理等方面’吕永龙主张应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结构!设法使

其服务产业生态化!提倡生态饭店"生态旅馆"生态商店"生态交通"生态服装#?&’不少国家与地区生态旅游

业的发展对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如 @3,)A(+A)3等人主编的8生态旅游B可持续的选择

吗C9一书中!介绍了东欧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极洲等国家与地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概况#;D&’E)+F)3
在 其新著8欠发达世界的生态旅游9里!对哥斯达黎加"肯尼亚"尼泊尔"泰国"哥伦比亚和南太平洋等国家

与地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状况分别以一章的篇幅进行案例分析#G?&’在我国生态旅游业从无到有!短短十几

年时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了不少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或龙头产业!如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滇西

北香格里拉#;:&’

<=H 生态旅游环境

生态旅游环境是以生态旅游活动为中心的环境!是指生态旅游活动得以生存"进行和发展的一切外部

条件的总和#$;&’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在传统大众旅游环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而且生态旅游与环境之间的

关系比传统大众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D&!这不仅因为生态旅游环境是生态旅游系统得以生存"
发展的I载体J!而且其本身具有资源价值’早在本世纪 %K年代!人们就开始注意旅游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研

究!美国林务局的有关专家在探讨自然与社会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此后许多国家和组织的专家

对该问题进行不断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容量与保护等方面’
旅游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包括研究方法"影响范围与强度及其评价指标"影响机制等!涉及到自然与社

会文化等两个方面’国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已深入到生态环境因子层次的定量研究上!如旅游对地质

地貌"土壤"植物"动物"水"噪声"大气等的影响#;LM;7&!而在我国!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定量研

究报道较为少见!但也有一些探索!如蒋文举等人分析旅游对峨眉山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保护对策#DK&!李贞

等人研究旅游开发对丹霞山植被的影响#D$&’旅游对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研究!国外的研究对象包括旅游者

与社区居民!内容涉及到示范效应"殖民主义"卖淫"赌博"宗教"语言"健康"文化冲击等方面#;%&!我国在这

方面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如王宪礼等进行的I长白山生物圈保护区及周边地区保护与生态旅游发展潜力

研究J!内容除涉及到生态旅游对自然资源的环境影响"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影响外!还专门展开了社

会影响专题分析#DG&’由于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的客观存在性与不同旅游区文化背景不同!今后更应当对此

加以重视’
旅游容量的概念由莱佩奇于 $7%;年最初提出之后日益受到关注#;:&!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合理的容

量以保证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其含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NO+3NP6.Q))R提出的两层意思B一层是

指旅游业的接待能力!另一层则指环境承受能力#D;&’崔凤军将环境容量称为环境承载力!认为可由生态承

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等 D项组成!具有客观性与可量性"变易性"可控性"存在

最适值和最大值等特征!还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的基础上#DD!D:&!提出了一套适合山岳风景区不同旅

游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由于生态旅游与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对环境的保护显得非常关键!
是生态旅游环境各类问题研究的归宿!采取什么策略对旅游环境实施保护是旅游研究人员及旅游管理部

门很关注的课题!概括起来有法律"经济"规划"行政和政策"宣传和教育"科学技术等手段#D%&!应针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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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区的地域特征加以灵活运用!

" 生态旅游的规划与管理

生态旅游规划是涉及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与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规划#它是应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

将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环境特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旅游活动在空间环境上的合理布局$%&!生态旅游管

理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使生态旅游得到有效的’科学的管理#从而使生态旅游持续’协调和健康地发展#取

得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旅游效益$()&!

"*+ 生态旅游规划的理论与方法

体现生态旅游部分思想的旅游规划早于生态旅游本身的历史#主要表现是旅游规划引入生态学的思

想!生态旅游一词出现以后#对其规划研究更为重视#表现为一批论述生态旅游规划的专著与论文出版#如

,生态旅游走向繁荣-开发和管理规划.#,生态旅游-规划与管理者指南.$/0#/%&!但研究缺乏理论深度#仅对

基 础性与原则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如 1233456等人在分析美国’加拿大等国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

7岛屿理论8’7环境容量8和7游憩地等级理论8适合中国国情#将其运用到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规划’管理

中#会有助于解决人为活动与自然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9&:杨桂华等人概括出生态旅游开发规划的十大原

则-承载力控制原则’原汁原味原则’社区居民参与原则’环境教育原则’依法开发原则’资源和知识有价原

则’清洁生产原则’资金回投原则’技术培训原则’保护游客原则等!这些原则的贯彻保证了生态旅游开发

规划的成功!
生态旅游规划的方法#具体体现在程序与摸式上#;<=>?<@56ABBC分析了旅游规划的制定过程#生态

旅游规划也可参照进行#该过程是研究准备D目标确定D调查D分 析#综 合D政 策#规 划 的 形 成D实 施 和

调整$/)&!生态旅游规划模式的探讨#主要是针对生态旅游区的功能分区#刘家明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在这方

面 的研究$EF&!如景观设计师 14GH>?<I2?B6JB?在 (90)年倡导的’得到 @KLM认可的同心园式的利用模式#
将国家公园从里到外分成核心保护区’游憩缓冲区和密集游憩区:(9%%年 L3>?BNOPQ55提出了国家公园

旅游分区模式#将公园分成重点资源保护区’低利用荒野区’分散游憩区’密集游憩区和服务社区:加拿大

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功能分区包括自然环境区’集中游憩区’野生游憩区与野生保护区:陈传康提出的景

观生态规划模式等!

"*R 生态旅游规划的案例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DD黄石国家公园在美国建立之后#人们就开始了有生态旅游意义的规划实

践!而世界上第一个明确系统地进行生态旅游案例研究的科研项目是于 (9%0年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的#
在这个地区的伯里兹’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墨西哥等 E个国家共选了 (F个国家公园或保护

区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在分析这些国家旅游业发展史’保护区生态旅游现状’自然旅游的机遇和挑战’
旅游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响等的基础上#对这些地区的生态旅游规划与管理提出了建议#该项目的研究

成果总结在,生态旅游-希望和陷阱.一书中$E(&!(990年国家旅游局统计司在其编译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地方旅游规划指南.一书则从成功经验的角度对一些案例加以介绍#如加拿大班夫公园的功能分区开发#
赞比亚野生动物保护案例中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不丹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区提高价格来达到限制游

客的目的$ES&!
我国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在国际生态旅游潮流的驱动下#建有大批可以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旅

游目的地#许多学者在结合规划生产任务作相应的案例研究工作#而系统的以科技项目的形式进行的研究

不太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郭来喜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宏

观 配置体系研究8开展的典型案例实证研究$E)&#杨桂华主持的云南省7九五8攻关项目7滇西北香格里拉生

态旅游示范区开发设计研究8!

"*" 生态旅游管理的内容

生态旅游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杨桂华等人从产业角度出发#在分析传统旅游管理与生态旅游

管理异同点的 基 础 上#认 为 生 态 旅 游 业 的 管 理 包 含 生 态 旅 游 行 业 管 理’社 区 管 理 与 生 态 旅 游 区 环 境 的 管

理!生态旅游行业管理是指与生态旅游相关的行政部门’企业及组织对生态旅游这一新兴的绿色产业#在

E/%E期 钟林生等-生态旅游及其规划与管理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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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引导!秩序维护!行业服务与协调等方面"采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监督!指导和管

理#生态旅游社区管理指的是对生态旅游目的地所在社区加强管理"使社区参与到生态旅游业中来"让生

态旅游区与社区共同促进!共同繁荣!持续发展#生态旅游区环境管理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

规划的预期目标"运用多种手段$维护和改善生态旅游区的环境质量"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对于自然保

护区的生态旅游管理"%&’&()*+&,’-,&指出有 .个主要的问题/说明保护区旅游的适宜形式"说明公园管

理者和旅游操作者之间合适的关系"建立旅游部门!保护区和当地社区的伙伴关系"监测和减少旅游对保

护区的影响"建立适宜的环境承载水平01.2$

345 生态旅游管理的策略

为了确保各方在生态旅游活动中均获得可持续的利益"应当确定生态旅游的管理目标及采取合理的

策略$要对生态旅游进行有效管理"首先必须有科学的管理总目标"方晓亮提出这个总目标应至少包括两

方面/6提供旅游者满意的愉悦旅游经历"7将旅游者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控制到最小0892$为达到管理

目标":&;*++<=>?*=@A(*-,提出要在保护地域等生态旅游区建立一个旅游管理战略体系01.2"他建议该策略

体系建立程序为/6评估当前旅游形势"7确定旅游的预期情境"B基于旅游需求的种类与类型制定管理

策略计划"C制订一个正式的旅游管理策略文本"D实施与反馈修正$王献溥认为管理的关键因素有建立

不同的管理区!进行保护区生态旅游特征分析!完善宣传讲解系统!建立完善的服务设施及相应的价格体

系和建立自筹经费机制0.E2$由于生态旅游强调保护的特点"研究者们比较偏重生态旅游区环境管理的研

究"环境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了解旅游地或旅游吸引物的容量并注意开发的限度"另一基本原则是建设

足够的基础设施"以满足旅游者以及当地居民的需求0.82$如卢云亭指出旅游从业者和从游者都应对生态环

境保护做出奉献"为此要建立生态旅游现代技术和方法的生态管理机制0F2$

5 生态旅游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生态旅游有特定的旅游对象与要求"加上迄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和普遍接受的定义"所以在发展

过程中容易出现或碰到一些问题"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与分析0..G.H2$韩念勇等依据实地典型调查!专

题研讨和全国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结果"列出我国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不同程度存在的

问题0II2"环境教育和生态旅游知识普及跟不上需要"对生态旅游真正涵义的缺乏认识和理解"操作时常常

与传统大众旅游相混淆#科研基础薄弱"没能成为生态旅游发展的有力依托#有些景区景点游客拥挤"没有

良好的生态旅游氛围#生态旅游区解说系统与纪念品的科学性不够"品位不高#环境质量下降"缺乏生态环

境影响评价手段和对环境的调控能力#政策法规严重滞后"管理思路和体制不相适应#保护与经营分离$保

护成本投入得不到回收#带动社区发展的潜力尚待发挥$上述问题的纠正和解决"需要在开发规划"经营管

理等实践中严格体现生态旅游的特点与原则"以保证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将各种旅游活动都套用

J生态旅游K这个品牌来获取不应有的经济效益"降低生态旅游的信誉和品质019"1F2$

L 结语

生态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形式与思想"对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有关学者投入了极

大的研究热情"是生态学界!旅游学界共同关心的课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结他们的工作"主要有以下

特点/
国 外 生 态 旅 游 的 定 义 较 为 严 格"限 定 在 自 然 环 境 中 进 行"而 我 国 学 者 对 生 态 旅 游 没 有 一 个 统 一 的 定

义"给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带来不便"现在比较倾向把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为大家在旅游实

践中所贯穿$研究的区域集中在欠发达国家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主要原因是这些区域生态环境原

始性相对较好"经济上相对贫困"地方政府把生态旅游作为扶贫的重要手段"而且这些区域旅游与环境的

矛盾相对比较突出$
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主要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论"系统性不够"尚未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可

的理论体系$定性研究相对较多"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停留在描述性分析上"而定量研究较少"只是在环境承

载力方面有量化指标$与理论研究相比"实证研究较少"而且理论研究的成果常常缺乏可操作性"由于生态

旅游又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行业"所以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生态旅游的规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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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态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是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桥梁!应当引起重视"
研究所使用的手段还主要是旅游学上的理论基础!由于生态旅游与生态学有一定的联系!今后应该加

强生态学的学科基础!尤其是景观生态学作为少数能够直接架起生态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生产实践之间沟

通桥梁的生态学分支学科之一!在生态旅游领域极具应用潜力"同时还应兼容并蓄其它相关的学科营养!
如地理学#林学#美学等"在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生态环境意识日益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今天!不少专家认

同!生态旅游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将会成为 $%世纪旅游业的主旋律!因此如何研究生态旅游发展中面临

的种种问题!为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是我们生态工作者#旅游工作者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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