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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旅游景区是生态旅游资源的空间载体，也是生态旅游活动开展的前提和主要场所。
本书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生态旅游区游憩资源经济价值评价的理论体系，包括价值的内涵、
分类、前期研究成果和研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方法论等。
第二部分采用TCM法和CVM法分别对武陵源和黄果树风景区的经济价值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价，并比
较不同模型的估值结采，用数理统计的分析方法验证结果的可靠性。
第三部分通过游憩资源的价值评价，拓展到现行环境资源价值评价中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
细的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对策。
　　本书可供旅游学院、生态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学生、生态旅游从业人员和生态旅游爱好者
学习使用，也可供生态旅游管理者和研究人员、环境评价管理者和研究人员以及生态旅游区规划设计
人员等参考使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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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问题提出和研究目的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交通便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以及对生活质量的注重，伴随每年黄金周和双休日制度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外出休闲旅
游或观光旅游。
生态旅游因强调以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更是受到旅游者的青睐。
据加拿大野生生物局统计，早在1990年全球生态旅游业产值就已达2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0％～30
％的增长率在迅速发展⋯，正是这种旅游市场的需求，给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通常来讲，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地区，多数是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森林公园以及生
态实验站，从景观生态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山地、森林、草地、各种水域、沼泽等生态景观类型。
这类旅游地的共同特点是保持着大自然的原有风貌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有些还有丰富独特的人文积淀
、浓郁的民俗风情。
这些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位置较为偏远，人类活动破坏与工业污染较小，生态结构保存比较完整，保
持有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系统。
当这些地区被开发为生态旅游区之后，其自然资源也就成为了这些区域的游憩资源。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旅游企业管理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总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该地观光
或休闲旅游，以获取效益的最大化，这样使得大量游客不断地涌人这些区域，特别在“黄金周”期间
。
但生态旅游区的游憩资源与其他天然矿产资源一样，也具有供给的上限，当游客量增至一定量时，游
憩资源会出现供需失衡状态。
游客增多，其旅游设施也必然随之增加，这些都势必对生态旅游区的游憩资源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如何避免观光游憩活动对生态旅游区游憩资源的负面影响，维持优质的游憩资源能被后人永续
利用，又能应当前游客的游憩需要，成为生态旅游区地方政府和管理单位最迫切需要讨论并解决的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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