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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泥炭藓大多生长在多水、寒冷和贫营养的生境,同时有少数的草本、矮小灌木也生长在其中,但优势植物仍然是泥炭藓

属植物。 泥炭藓植物植株死后逐渐堆积形成泥炭。 经过若干年的生长演变,形成了大片的泥炭藓沼泽。 这种沼泽地

有黑黑的泥炭、绿绿的草甸和亮晶晶的斑块状水面相间相衬,远远看去就像大地铺上了锦绣地毯一样美丽壮观。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国家林业局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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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钟林生1,*,王摇 婧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摇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摇 100049)

摘要:了解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现状,为制定我国生态旅游政策和推动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提供理论支撑。 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大多数保护地开展了生态旅游,现状特征主要是:(1)有一定的生态旅游市场规模,生态旅游产品趋于多样化;(2)基础

设施的生态兼容性不够;(3)环境解说系统普遍建立,但专业化程度较低;(4)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但环境管理体系仍需完善;
(5)社区参与经济效益好,但参与深度有限;(6)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从业人员数量不足,且导游在生态旅游方面的专业素养亟

待提高;(7)生态旅游管理受到重视,但相关措施有待完善;(8)资金投入不够、管理体制未理顺是阻碍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

展较为普通的问题。
关键词: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现状调查;中国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situation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protected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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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investigation in the twenty鄄seven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cross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is study aims at learning about the situation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including nature reserves, natural scenic areas, forest parks, wetland parks, water parks, and geological parks, and
providing som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cotourism policy making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 that ecotourism has been developed widely in most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ent situation
are as follows: (1) Chinese ecotourism market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visitors and tourism revenue has reached a certain
scale, and tourism activities are becoming mor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with some ecotourism special activities springing up.
(2) 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has gained much attention in most protected areas who covered almost all kinds of
interpretation ways, did 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system planning, combined local culture and nature with it, but the
content are not professionally enough, even with some obvious errors. ( 3 )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completed in general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however, ecological compatibility is the important issue most protected areas
has been ignored. A variety of protected areas we investigated are inclined to construct infrastructure in a way of mass
tourism. (4)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 situation is good in wide scope, the ecotouris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used little which will cause a fatal result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 that the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 are need
be organized in a term as short as we can. (5) The garbage was thought as the most serious pollution in more than half of
the respondent scenic spots. Besides, air pollution and natural attraction damage has existed in more than 20% 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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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ic spots. Ecotourism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are very necessary for scenic spots manager to control these pollution
phenomena. However, we found th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and impact assessment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been rarely mentioned in the planning or the policy rather than the implement. (6) We are glad to see that residents in
local community have gained considerable benefits from participation in ecotourism, which results in the positive attitudes of
95 percent residents to eco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s helpful to it. But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some extent is still at
a lower鄄level stage. More residents participate in ecotourism in some ways, such as selling ecotourism commodity, working
for the protected areas, offering guide service, but excluding decision making. (7) As to the tourism supervision in
protected areas,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 has generally formulated while some special rules such as contingency plan, fire
prevention organization and security supervision need to be put forward in the future.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mployees, together with ecotourism guides specialization, cannot meet the demand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8) At the
same time, lacking of funds, as well as inefficient management system, is the prominent and general barrier to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e, stakeholders, must focus on and solve, China still has a
tremendous potential in ecotourism because of th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a huge market, an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kinds of stakeholders.

Key Words: protected areas; ecotourism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 China

生态旅游是游客到自然地区的一种负责任旅行,这种旅行不仅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与地方文化的完整性,
而且必须维持并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1]。 据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估计,在国际市场上,自然生态旅

游收入以每年 10%—12%的速度增长,已成为 21 世纪旅游业的重要方向,在整个旅游产业中扮演着可持续

发展思想引领者的角色。 而且世界已有不少国家如澳大利亚、老挝、保加利亚等制订了全国生态旅游发展战

略或政策。
生态旅游的特点之一是其自然性,即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地点应是自然区域,生态旅游对象强调自然景

观及与之联系的地域文化[2鄄4]。 为保护各种典型和珍稀的生态系统,世界各国设立了不同类型的保护地,根
据 IUCN(世界自然联盟)统计,截止 2010 年 10 月,全球已超过 16. 1 万处保护地,其中有超过 13% 的陆地面

积和 1. 17%的海洋面积被纳入保护范围[5鄄6]。 许多保护地由于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成为生态旅游发展

的重要载体[7]。 不少学者对不同类型保护地开展生态旅游进行了研究,如 Susan Menkhaus 和 Douglas J.
Lober[8]跟踪调查了美国旅游者对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生态旅游的经济贡献;Joseph Obua[9] 全面研究了乌干

达凯贝尔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开发潜力、发展状况和生态影响;William T. Hipwell[10] 从后工业化的视角,探
寻了达娜伊谷自然生态公园在社区运营下,成功复兴生态文化和开展生态旅游的案例;Michael Hughes 和 Tod
Jones[11]评估了塔斯曼尼亚州、维多利亚和西澳大利亚保护地旅游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

我国由于幅员辽阔,地貌、气候类型复杂,生物多样性丰富,根据区域资源属性,建立了以自然保护区、森
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水利风景区等经营管理单位为载体的多类型保护地体系。 在这些

保护地开展生态旅游,能充分发挥其协调资源保护和旅游经济发展的功能,有效带动保护地周边社区可持续

发展,已逐渐得到我国保护界与旅游界的认可[12]。 国内学者对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如黄震方[13]研究了海滨湿地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李洪波、郭进辉、洪滔等[14鄄16]以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为例,从
生态旅游系统能值、居民感知、环境质量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孙根年[17] 将我国自然保护区划分为 5 个生

态旅游开发等级,提出了保护区生态旅游业开发的模式及开发程序,张杰[18]从我国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发展

现状入手,构建了我国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环境保护体系。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大多关注

于某一类型保护地或某一典型保护地的分析,全国层面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总体状况缺乏报道(而国外在全

国层面的保护地生态旅游研究已有所涉及[19鄄23]),无法满足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蓬勃发展的实践需求。 基于

此,在国家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司与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支持下开展本研究,旨在了解我国目前保护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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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旅游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从而为规范我国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依据,为制定我国生态旅游政策和推动旅游

资源与环境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促进我国保护地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摇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地调查与问卷邮寄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根据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提出的 6 大原则(影响最

小化、培育环境意识与尊重文化、通过解说系统增进游客对自然与文化的理解和欣赏、部分生态旅游收入直接

用于保护、保障社区利益、提高对目的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敏感性) [1],结合中国国情,共设计了 70 项问

题,内容涉及生态旅游开展情况、生态旅游解说与教育、基础设施的生态兼容性、资源与环境保护、社区参与、
生态旅游管理等方面。 调查对象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水利风景区和

人文生态社区等 7 类我国主要的保护地,其中人文生态社区作为一类基于环境特点的地方特色文化保护区也

列入了被调查范围。
调查实施时间为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4 月,历时 10 个月。 本次调查覆盖了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与直

辖市,由各省(市、自治区)环保部门或旅游部门具体组织,每个省份按类型与级别随机抽取保护地,原则上由

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环保部门或旅游部门安排专人实地调查,交通较为不便的保护地以邮寄形式展开调

查。 共发放问卷 1200 份(其中实地调查约占 85% ),回收 1110 份,有效度 92. 50% 。 调查结束后,应用 SPSS
软件、以<0. 05 为差异显著水平,F 检验方法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调查样本选择考虑了所在区域各类保护地的数量,其中华东地区样本量最大,占总样本量 29. 6% (表
1);其次为中南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占总样本量的 28. 6% 和 23. 2% ;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样本量在 10% 左

右。 从样本类型构成来看,风景名胜区样本量最大,为 411 处,占总样本量的 37% ;森林公园、人文生态类社

区、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和水利风景区样本量分别为 235 处、216 处、139 处、46 处、33 处和 30 处,
分别占总样本量的 21. 2% 、19. 5% 、12. 5% 、4. 1% 、3% 、2. 7% 。

表 1摇 样本省份分布情况

Table 1摇 Basic status of sample regional distribution

省份
Province

计数
Quantity

百分比 / %
Ration

省份
Province

计数
Quantity

百分比 / %
Ration

北京市 15 1. 4 河南省 55 5. 2

天津市 10 0. 9 湖北省 73 6. 9

河北省 15 1. 4 湖南省 46 4. 3

山西省 10 0. 9 广东省 76 7. 2

内蒙古自治区 68 6. 4 广西省 53 5. 0

吉林省 7 0. 7 海南省 15 1. 4

黑龙江省 79 7. 4 重庆市 8 0. 8

上海市 6 0. 6 四川省 92 8. 7

江苏省 90 8. 5 贵州省 80 7. 5

浙江省 61 5. 8 云南省 47 4. 4

安徽省 36 3. 4 宁夏回族自治区 14 1. 3

江西省 51 4. 8 新疆建设兵团 10 0. 9

山东省 38 3. 6 西藏自治区 8 0. 7

福建省 47 4. 2 总计 1110 100. 0

2摇 结果与分析

2. 1摇 生态旅游开展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1110 处被调查保护地中已有 1033 处开展了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开放率达到 93% ,其中

2000 年以后对外开放的保护地数量最多有 463 处,占到调查总数的 41. 7% ,而增幅最快的时间段出现在 1990
年代,比 1980 年代增加了 210 处,增长率达 156% 。 同时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接待人次呈上升趋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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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保护地年生态旅游人次达 10 万人次以上,20. 4%的保护地达 5 至 10 万人次(图 1)。 这说明我国保护

地生态旅游已经初具规模,游客数量可观。
但是,生态旅游收入总体较低,年生态旅游收入在 5 万元以下、20 万元—5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100

万元—500 万元、500 万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10. 9% 、11. 8% 、17. 8% 、17. 7% 、24. 5% (图 2),约 3 / 4 的保护地

生态旅游收入低于 500 万元。 而且,人均消费偏低,过度依赖门票经济,调查表明,我国生态旅游收入主要来

自于门票和餐饮住宿,其比例高达 73. 0%和 65. 8% ,旅游商品和其他服务收入比例明显低于前述两项,分别

为 41. 3%和 35. 8% 。 其他服务具体包括冰雪游乐、会议接待、娱乐设施、物业租赁、导游服务、游船、漂流、骑
马体验、温泉观光、观光车、游艇、照相、蜂糖、茶艺、高尔夫等。

图 1摇 保护地年生态旅游人次

Fig. 1摇 Annual tourist number in ecotourism regions
图 2摇 保护地年生态旅游收入

Fig. 2摇 Annual income in ecotourism regions

我国现阶段生态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比例为 94. 3% )和休闲度假(比例为 79. 5% )为主的同时,也有些

突出当地特色的专项生态旅游产品,如科普旅游(比例为 45% )、科考旅游(比例为 41. 1% )、探险旅游(比例

为 26. 8% )、观鸟旅游(比例为 21. 9% )等,反映了我国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呈多元化趋势。
2. 2摇 环境解说系统

调查表明,27. 7%的保护地已有专门的环境解说规划,50. 1%的保护地在旅游规划中有专门章节对其进

行规划,但仍有 20. 8%尚未做过相关规划。 从环境解说媒介设置看(图 3),导游讲解、游客中心、标识牌、阅
读材料是我国保护地最常用的解说方式,使用率在 70%以上。 但作为环境教育一种重要载体的博物馆或展

厅只有 53%的保护地已经建立,而相关专著和论文、专家解说分别为 25. 7% 、17. 5%左右。 从解说内容看,有
65. 0%的被调查保护地没有发现错误,29. 4%认为其解说内容有误,且有 0. 8%认为其有明显错误。 另外,有
54. 3%保护地解说系统充分展示了当地自然生态价值,另有 37. 2%部分展示了当地自然生态价值;49. 2%保

护地解说系统充分展示了当地文化价值与传统,另有 42. 2%部分展示了当地文化价值与传统。
从上述可知,我国大多数保护地重视游客接受环境教育的机会,规划阶段就重视环境解说的构建,解说系

统已初步建立,解说载体较为多样,解说主题较为明确,绝大部分保护地充分或部分展示了当地自然生态与文

化价值。 但专业读物与专家解说等专业化解说模式使用率不高,解说内容深度也不够,甚至有些解说出现明

显错误。
2. 3摇 基础设施的生态兼容性

调查显示,徒步与汽车是我国保护地主要生态旅游交通方式,使用率分别达 85%和 60% ,环保游览车的

使用率在 1 / 3 左右,而且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交通方式在保护地也不少见,如缆车使用率达到 11. 7% 。 说明我

国现阶段各保护地的交通方式依然沿袭了传统大众旅游的模式,生态兼容性程度偏低。
调查发现 88%的保护地内道路经过科学规划;道路系统与周围景观协调性良好,86%景区选线与景点相

呼应,70%沿线景观保留完整,但超过半数的景区垃圾处理出现问题;仅有 18. 4% 的景区保留了动物通道,
11. 5%景区设有动物提醒标识,总体对动物通道考虑不足;路面生态材料使用率也仅为 31. 2% ,不到 1 / 3。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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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环境解说媒介设置情况

Fig. 3摇 Results of interpretation system investigation

见虽然多数道路事先经过规划,但仍以游客需求为前

提,主要考虑景点、景观的协调,而对保护地生态性考虑

不足,导致调查区道路生态兼容程度依然很低。
调查区中,44. 6% 餐饮住宿设施布局在保护地外,

这种布局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小,应予以鼓励。 29. 5%
的餐饮住宿设施集中布局在保护地内,25. 1%分散在保

护地内,集中布局有利于集中管理和清洁,相对而言更

有利于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但也需要在科学规划下严

格控制其数量规模。
保护地内应鼓励采用简单实用型建筑,限制豪华型

建筑。 调查中发现 55% 的保护地采用简单实用型建

筑,38. 7%采用中档型建筑,5. 3%采用豪华型建筑。 另

外,我国各保护地生态厕所的使用率较高,27. 7%的被调查保护地生态厕所的使用率已达 100% ,41%的使用

率达 50%—99% ,30%的使用率在 50%以下。
2. 4摇 生态旅游环境保护

生态旅游要求在经营管理方面采取生态可持续的实践,保证经营活动不造成环境质量下降。 其中资金是

资源环境保护的必要保障,调查发现,44%景区环保资金投入超过全年收入的 10% 以上,36% 景区投入比例

在 4%—10%之间,20%投入比例在 3%以下。 这说明我国大部分保护地资金投入在 4%以上。
环境质量方面的调查显示,71%的调查区空气质量达一级标准。 所有调查区地表水水质良好,均达芋类

水质标准,其中 56%景区达玉类,且 40%的景区污水达标排放率达 100% 。 固体废弃物处理方面,57. 3%认为

效果好,36. 3%认为效果一般,仅有 5. 8%认为处理效果较差,总体环境质量良好。
生态能源的使用不仅可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可以节约相应资源。 调查中,11%保护地尚未利用中

水,20%的中水利用率不足 60% ,我国保护地中水利用率有待提高。 被调查保护地生态建材使用率达 55% ,
节水措施、无公害清洁剂、自然光照明的使用率分别为 58% 、41% 、62% ,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在 80% 以上。 可

见我国保护地在生态能源使用上已有一定的规模,但仍应加强推广。
2. 5 环境影响及调控措施

生态旅游对环境的主要负面影响选择比例最高的是垃圾问题,达 53. 3% ,即超过一半的景区存在垃圾污

染的问题;其次是自然保护对象受损害和空气污染问题,选择比例分别为 23%和 22% 。 如何使这生态旅游造

成的生态环境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是各利益相关者都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按有关法规,保护地生态旅游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必须达到 100% ,即每个旅游项目开发之前都应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待评估认为可行之后才可以开发,但仅有 59%的被调查区执行率达 100% ,甚至有 4%的调查

区尚未做过环境影响评价。 其次保护地应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系统,在生态旅游开发运营过程中适时进行环境

监测,以有效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但 51%的被调查保护地至今未建立环境监测系统,已建立环境监测系统中

有 14%运行情况不佳。 同时,保护地可能会发生一些偶然生态事件,如病虫害泛滥、滑坡泥石流等,管理者应

事先制定预案,保证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行动,避免事件的扩大化和恶化,但仍有 24%的被调查区没有制

订相应预案。 另外,有 17. 3%被调查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活动开展在缓冲区,甚至 13. 7%旅游活动开展在核

心区,这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相悖。
2. 6摇 社区参与状况

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发展的态度是社区参与状况的重要衡量因素,95%的保护地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持

支持态度,4%持中立态度,仅有 0. 5%的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发展持反对态度。 可见我国保护地与当地居民

的关系协调良好,这将有助于我国保护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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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对当地居民的收入影响方面,据调查全国 92. 5%的保护地周边社区居民由于生态旅游,收入得

到提高,且 57. 8%的被调查保护地周边社区居民由于生态旅游收入提高了 1 倍以上,可见我国生态旅游对当

地社区呈现出显著的正面经济影响。 这也是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持支持态度的重要原因。
问卷对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管理途径进行调查,主要途径有提供咨询意见(占 60. 8% )、提供公共信息

(占 17. 9% )、联合进行规划(占 12. 7% ),但也有 15. 9% 的保护地没有实质参与。 在居民参与规划方面,
50郾 8%居民知道有规划,并有一定程度的参与,33. 6%居民知道有规划但不参与,8. 4%居民甚至不知道有规

划。 可见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决策的参与度不高,且影响力小,缺乏有效的参与途径。
为了解当地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情况,问卷中列举了生态旅游给当地社区提供帮助的 6 种可能情况,

结果显示,雇用当地居民作为景区日常工作人员、鼓励出售当地生产的旅游纪念品是最为常见的两种情形,其
比例分别高达 79%和 65% ;其次是完善当地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免费职业培训机会以及雇用当地人作为

导游,比例分别为 49. 4% 、46. 6% 、2% ;按照折扣价向当地居民提供旅游产品的情况(22. 1% )最少。
2. 7摇 生态旅游管理

调查发现,已有 73. 8%的保护地建立了生态旅游相关管理法规,但还有 25. 5%的保护地相应规章制度尚

未完善;40. 4%的保护地拥有 15 名以上的生态旅游管理人员,54. 6%的保护地拥有 14 名(含)以下的生态旅

游管理人员,3. 7%无生态旅游管理人员,总体而言数量偏少;从人员培训来看,29. 5% 被调查保护地有 75%
以上从业人员的接受过生态旅游培训,另有 11. 3%被调查保护地所有从业人员未接受过生态旅游培训,而且

对于导游而言,仅有 55. 4%保护地的导游接受过生态旅游专门培训。 这说明,管理制度建设和生态旅游专门

培训工作受到一定重视,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保护地尚未建立生态旅游管理制度以及未进行生态旅游专门

培训。
游客的到来、自然条件等使旅游事故偶有发生,各保护地应针对各自特点建立旅游事故预防措施,调查数

据表明,91. 5% 的保护地制订有应急计划,86. 2% 有防火组织,85. 6% 有安全监督员,72. 8% 有急救人员,
70郾 9%有疏散游客通道。 另外,由于生态旅游资源对旅游开发和旅游活动的承受能力十分有限,因而在保护

地,必须以生态环境承载力为阈值,对游客数量进行管理,但有 64%的被调查保护地并未对游客量进行控制。
2. 8摇 生态旅游发展阻碍因素

调查显示,资金缺乏成为阻碍生态旅游发展的普遍因素,选择比例高达 83. 4% ,缺乏相关人才(比例为

图 4摇 各因素阻碍程度分析

Fig. 4摇 Analysis of elements important degree

1—5 阻碍程度,1 为程度最深,5 为程度最弱

63郾 6% )、管理体制未理顺(比例为 60. 0% )因素紧随其

后,相应法规未建立及无土地权等因素比例分别为

49郾 5% 、40. 9% ,这些因素选择比例都在 40% 以上,数
据较为集中,可见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问题比较相似和

普遍。 调查发现还有发展水平不均衡、政府支持不足、
交通闭塞、基础设施不完善、宣传不足、缺乏科学指导等

其他阻碍因素。 调查也对各个影响因素阻碍程度进行

了追踪,结果显示资金投入、相应法规未建立被列为最

大的阻碍因素,其次是管理体制问题,缺乏相关人才因

素虽然较为普遍,但阻碍程度排序稍靠后(图 4)。
3摇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对全国 27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全面抽样调查数据,描述了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基本特

征。 研究结论如下:
(1)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初具规模。 无论从发展生态旅游的各类型保护地数量,还是从旅游发展时

间、旅游收入、旅游人次方面来看,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市场潜力巨大。 在可持续发

展理念日益普及的影响下,生态旅游正在成为一种主要且重要的旅游方式。 且随着管理者和经营者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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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生态旅游产品多元化将是未来发展方向。 这也是改变目前我国生态旅游收入结构单一化、整体收入

偏低的主要途径。
(2)从环境保护、环境解说、社区参与、人员素质等发展内容上看,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仍停留在初级发展

阶段。 基础设施生态的兼容性不足;环境解说系统普遍建立但专业化程度较低,有些内容缺乏科学性;社区参

与经济效益好但参与深度有限,社区居民在生态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劣势;旅游环境管理有待加强;生态旅游从

业人员数量少,且专业素养不足以满足生态旅游需求。 上述现象存在,说明我国生态旅游发展意识开始普及,
各利益相关者逐步关注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在设施建设、环境教育、社区参与等诸多方面向可持续目

标靠近,但究竟如何发展才能实现双赢,什么是科学合理的发展途径,仍是多数保护地发展生态旅游面临的

困惑。
(3)资金短缺是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共同面对的问题。 目前,各保护地发展生态旅游的政府投入十

分有限,不能支持生态旅游景区维持环境保护、旅游发展、人员匹配等诸多方面的开支。 同时各保护地收入结

构单一、旅游消费偏低使资金问题更加严峻。 而资金短缺又会对生态旅游后续发展造成影响,如此恶性循环

将最终影响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因此需要拓宽资金渠道、优化旅游收入结构来解决资金短缺的

问题。
(4)尽管目前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并受资金短缺、管理体制不顺、专业人才匮乏等因素制

约,但我国保护地有着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庞大的生态旅游市场以及积极的旅游政策,加上各级政府部门、
管理经营者对生态旅游发展持有的积极态度,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必将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充分发挥其作为可

持续发展思想引领者的作用。
我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巨大潜力,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的今天,也逐渐显示出更加强大

的生命力。 生态旅游的发展必须以保护优先、尊重自然、社区参与、环境教育等理念为基础,促进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 而生态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从政府角度来看,应从宏观程

度把握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积极推动质量认证、优惠发展等政策规范制定,构建相关部门协调机制,创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从生态旅游地开发商和管理者角度看,应更注重生态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避免短视行为,从旅

游产品多样化、基础设施生态兼容性、环境教育专业化、社区参与深入化、环境监管常规化等方面真正实现生

态旅游发展。 此外,生态旅游相关科研工作也应有所加强,如专业工作人员培养、污染处理措施创新、环境教

育内容深化、生态旅游规划编制等,为生态旅游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本研究主要针对全国各类型保护地进行,覆盖面广,样本数量大,调查结果基本反映了我国保护地生态旅

游发展现状,对了解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限于时间及调查范围大等原因,在问卷设计、案例

点选取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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