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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旅游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漓江流域为例》是广西科技攻关课题“桂林旅游开发与生态
环境耦合关系研究”（桂科攻0816003-1-2）的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基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前沿和横断科学理论，从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漓江流
域旅游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其变化、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动态及影响因素、旅游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模糊物元评价与基于评价结果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流域旅游利益相关者博弈、流域内旅游景
区竞合及旅游社区治理等问题。

《区域旅游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漓江流域为例》可供旅游管理、环境保护、生态经济等领域
的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作为旅游管理、生态经济等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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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政策的强力推动、旅游需求的深度驱动，旅游者数
量剧烈膨胀，旅游开发行为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日益加大，旅游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重。
不科学的开发观念、开发方式和无节制的资源索取、空间占有，已造成旅游目的地资源退化、景观破
坏、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环境恶化，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引起了学术界
的关注和重视。
对旅游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破坏作用的思考。
 国外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环境影响因子的研究。
Wall和Wright（1977）从定性的角度论证了旅游活动对环境要素的影响机制，阐述了旅游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与环境要素间的内部联系；Cole（1981）研究了游径的环境影响；Ali和Murphy（1999）研究了
船对水生植物生态系统的影响；Zabinski等（1997，2000）研究认为，旅游干扰造成土壤微生物群落结
构和功能的改变，对土壤种子库也有影响，等等。
二是对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
Wall和Wright（1977）认为旅游容纳量就是指一个地区在资源没有受到不可接受的破坏水平时所维持
的旅游水平；Douglas（1983）指出旅游容量包括自然环境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Edward（1989
）指出旅游区容量的两层含义：一层是旅游业的接待能力，一层则是环境的承受能力。
 而国内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涉及的主要领域如下。
一是旅游环境质量及评价研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①旅游环境的概念研究。
国内学者研究认为，旅游景观、自然生态和社会服务条件是构成旅游环境的三个主要因素。
②旅游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郑光磊（1982）探讨了风景旅游区的环境质量评价方法；裴青（1991）结合承德市的实际情况，选取
了景观质量、人口指数、绿化指数、污染指数四项指标，并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其权重，建立了评价模
式；杜炜（1994）从一般地区环境质量的诸要素、旅游地环境特色、旅游地环境容量与旅游者实际数
量的冲突程度以及景观环境的协调性和环境气氛的舒适度等方面进行了评价研究。
二是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研究。
保继刚（1987）将其定义为，在满足游人的最低游览要求（心理感应气氛）和达到保护风景区的环境
质量要求时，风景区所能容纳的游客量；崔凤军（1995）将旅游环境容量称为旅游环境承载力；楚义
芳（1987）提出旅游环境的五种基本容量：旅游心理容量、旅游资源容量、旅游生态容量、旅游经济
发展容量、旅游地地域社会容量。
②旅游环境容量的评价研究。
汪嘉熙（1986）对苏州园林风景区游人容量进行了研究。
胡炳清（1995）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的数学模型，定量地给出了旅游人数的评价方法。
③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
崔凤军（1995）认为旅游环境容量就是旅游环境承载力，由环境生态承纳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
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项组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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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旅游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漓江流域为例》可供旅游管理、环境保护、生态经济等领域的
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作为旅游管理、生态经济等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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