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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学》

前言

　　这是一本我想了十年的书。2000年6月我从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博士毕业。博士期间
，师从我国著名的植物生态学家宋永昌先生进行生态学研究。2000年7月我又进入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
生态研究所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与我国景观生态学开创者、国际著名的景观生态学家肖笃宁研究员
合作进行博士后研究。两位先生长期从事生态学研究，不仅在我国生态学领域作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
的贡献，而且具有非常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前瞻性思维，两位先生也关注着我国正在兴起的生态
旅游，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观点和思路。他们指出对生态旅游的研究需要将生态学、地理学和管理学很
好地结合起来，要站在更高的高度、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理解和研究生态旅游。宋永昌先生更是为本人
的《中国生态旅游》书稿作序，积极鼓励我对生态旅游进行探索。　　生态学、地理学研究工作者常
常需要进行较多的野外工作，特别是植被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自然保护的研究，因此有更多的机会
与大自然亲近。虽然野外工作非常艰苦，有时也很孤寂，但却可以欣赏到常人难以看到的奇特壮丽的
自然景色。那时，我从事生态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已有16年时间，出于对专业的兴趣和大自然的热爱，
我带着照相机走遍了祖国的大部分地方，深深为祖国的壮丽山河而感动。因为当时是在上海师范大学
城市与旅游学院工作，因此也与旅游管理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自己更多的是用地理学和生态学
的视角去看待旅游管理专业，正在兴起的生态旅游也吸引了我的注意，认识到中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
的良好条件，生态旅游的发展将有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在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
后，许多国内旅游学者也开始对生态旅游进行探索和研究，90年代以后，国内也出版了多部生态旅游
的教材。但是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生态旅游的研究，我也感到国内学者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和理
解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对1994年至2003年间用中文发表的654篇有关生态旅游论文进行分析，可以看到
比较集中于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探讨。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背景出发，提出对生态旅游内涵的认识，十
年间论文中给予生态旅游的定义多达73种之多。由于对生态旅游概念认识的不一致，对生态旅游内涵
理解上的不准确，因此造成生态旅游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象上，无法进一步深入。这种对生态旅游认
识不足表现在实践上，就是一些地区在开发过程中偷换生态旅游的概念，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号干着破
坏生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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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学》

内容概要

《生态旅游学》从生态旅游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视角出发，以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社
会学、文化学、管理学以及建筑规划等多学科为基础，首先介绍生态旅游发展的背景，以便于读者掌
握生态旅游的特点，理解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的差异；其次从生态旅游系统入手，介绍生态旅游
资源与产品、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生态旅游者、生态旅游设施、生态旅游与环境管理、生态旅游与
社区发展、生态旅游与文化管理等内容，比较全面地勾勒出生态旅游的基本框架。为了有利于读者更
好地理解生态旅游，并进行研究，《生态旅游学》增加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一章，还增加了生态
旅游的理论与方法一章。
《生态旅游学》可作为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以及地理、生态、环境、农学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
可供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等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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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态旅游兴起与发展第一节 生态旅游兴起一、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生态旅游二、国际生态旅
游年的设立第一节 国际生态旅游发展一、国家公园：保护大自然供旅游者观赏和学习二、大众旅游的
自然取向性调整三、生态旅游：从理念走向实践四、与生态旅游相关的国际组织及其活动（一）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三）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四
）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五）世界生态旅游高级会议五、生态旅游发展的国际经验（一）立法保护，
严格执法（二）政府主导，多层协作（三）全民参与，综合协调（四）环保宣传，教育示范（五）多
种手段，加强管理（六）培育人才，长远规划第三节 中国生态旅游发展一、从概念接受到理解（20世
纪80年代1998年）二、从概念到实践（1999-2009）三、从实践走向示范（2009年以后）第四节 国内外
生态旅游研究一、国外生态旅游研究评述（一）研究概述（二）基本评述二、国内生态旅游研究评述
（一）研究概述（二）基本评述三、生态旅游基本框架及其学习意义（一）生态旅游学习的目的和意
义（二）生态旅游研究的复杂性（三）生态旅游的基本学习框架第二章 生态旅游的理论与方法第一节
生态旅游的基本概念一、国外对生态旅游的主要定义二、国内对生态旅游的概念理解三、生态旅游的
基本内涵（一）与自然和文化生态的关系（二）与环境保护和生态保育的关系（三）与当地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关系第二节 生态旅游的特点一、生态旅游的基本特征（一）自然性（二）文化性（三）适度
性（四）教育性（五）参与性二、生态旅游与自然旅游、绿色旅游及可持续旅游（一）生态旅游与自
然旅游（二）生态旅游与绿色旅游（三）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第三节 生态旅游的理论基础一、可持
续发展理论（一）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三）基本理论（四）可持续发展
与旅游二、生态经济学（一）发展历程（二）相关理论（三）生态经济学与生态旅游三、景观生态学
（一）基本理论（二）景观生态学与生态旅游四、人类学（一）人类学概述（二）人类学与生态旅游
五、利益相关者理论（一）基本理论（二）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生态旅游第四节 生态旅游研究方法一、
时间序列法二、回归模型法三、地理信息技术四、模式分析五、科学实验六、调查法七、统计分析第
三章 生物多释性与生态系统第一节 地球生物多样性一、生物多样性概述（一）生物多样性与环境（
二）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二、生物多样性类型（一）遗传多样性（二）物种多样性（三）生态系统多样
性（四）景观多样性三、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一）直接价值（二）间接价值四、我国的生物多样性第
二节 生态系统概述一、生态系统概念二、生态系统结构（一）非生物环境（二）生产者（三）消费者
（四）分解者三、生态系统功能（一）食物链（二）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四、生态平衡第l二节地球表
层生态系统一、景观地带性（一）经度地带性（二）纬度地带性（三）垂直地带性二、自然生态系统
类型（一）热带生态系统（二）亚热带生态系统（三）温带生态系统（四）寒温带生态系统（五）湿
地生态系统（六）海洋生态系统第四章 生态旅游资源与产品第一节 生态旅游资源一、生态旅游资源
概论（一）生态旅游资源定义（二）生态旅游资源特点（三）生态旅游资源分类二、我国生态旅游资
源（一）山地型生态旅游资源（二）森林型生态旅游资源（三）草原型生态旅游资源⋯⋯第五章 生态
旅游开发与规划第六章 生态旅游者第七章 生态旅游设施第八章 生态旅游与环境管理第九章 生态旅游
与社区发展第十章 生态旅游与文化管理附录一 魁北克生态系统宣言附录二 全国生态旅游发展纲要
（2008-2015年）参考文献

Page 4



《生态旅游学》

章节摘录

　　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导致城市病的产生，也促使更多的城市居民到大自然中去旅游，很多国家公
园和自然保护区逐步成为旅游者热衷的旅游地。保护区所拥有的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成为城市旅游
者最主要的吸引物，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开始对造访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体验当地传统文化产生高度
兴趣。因此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发展，让当地居民参与自然资源的保育管理和分享利益，减
缓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管理当局与当地居民之间紧张的关系，同时也促进了自然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观光活动带来的经济利益既可以改善许多国家公园及保护区管理单位面临经费不足的窘境，同时也使
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有较为显著的提高。因此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保存文化传统，改善当地居民
生活水平，有效保护自然环境逐步成为生态旅游的重要内涵。二、国际生态旅游年的设立1992年，联
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地球高峰会议（Earth Summit），与会一百余个国家在会中共同提出《二十
一世纪议程》（Agenda21），其中第十九条特别议程便是这些国家为观光产业所做的可持续经营的承
诺。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降低游憩活动的冲击，保育具有吸引观光利益的自然与文化资源，鼓励
地方居民参与渐渐成为政府及业者经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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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是我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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