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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为西部地区特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更新观念，推进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建设与创新，是促进西部地区特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实
施的当务之急。
新的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科技发展的已有成果，建立可持续发展
的评价体系，进行资源开发的极限效应分析，使积极效应接近正极限，消极效应接近负极限，从而克
服传统可持续发展意义上带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
这一理论一旦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将能很好地解决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双刃剑”问题。
成果的主要内容包括：——以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研究基础，从内涵及特
征、基本原则、测度指标体系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理论。
对旅游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区域开发的综合效应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采用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比较分析法，运用SPSS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检验，采
用AHP法和模糊综合评判等数理方法，并从资源经济学、模糊数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
学科、多视角对本课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在新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系统研究了西部特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优势、制约条件
和现状。
西部特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旅游资源、国家政策、生态环境和客源市场四大方面的优势，
但在观念、经济、气候、区位和交通方面相对不足，加之现阶段对西部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
普查不全，特色旅游资源家底不清；盲目开发，特色旅游资源浪费；开发不当，特色旅游资源遭到破
坏；开发不深，产品结构单一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构建西部特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评价
体系，对西部特色旅游资源是否做到了可持续开发利用及其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程度如何，进行科学的
表征和测度。
——构建了西部特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评价体系。
紧扣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基本概念及其不同于一般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观的特征，充分体现西部
特色，兼顾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统一，从旅游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条件和社会经
济条件三个方面构建了西部特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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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内涵及特征、基本原则、测度指标体系等方面探讨了旅游持续发展理论，系统研究了西部特色
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优势、制约条件和现状，构建了西部特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评价体
系，并将预警机制引入综合评价中，建立的数理模型对区域特色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综合效应分析。
    本书可作为旅游经济资源经济专业（方向）研究生相关课程学习的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科研人员
和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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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西部特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且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这些资源大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其
开发利用已成为事实或已列入政府工作议事日程。
然而，这些地区对于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往往重视得不够，造成表面上或短期内的经济
增长，而在实际上或长远意义上，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贡献”。
长期以来，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一直遇到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矛盾，如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综合利用率低
、经济效益差、生态消耗高以及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问题。
生态环境的透支日益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日益严重，解决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
一方面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另一方面需要新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
因此，加强理论创新，推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是促进西部特色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战
略实施的当务之急。
1．1．1现实背景世界旅游业作为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在过去的50多年中，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从一个无足轻重的产业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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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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