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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化和具体化。
以区域为单位研究旅游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协调旅游业和其他部门的发展关系，有利于突出区域內部旅
游特色，有利于形成互利共生、协调统一的利益格局．贵州旅游资源将粗犷、原始、神秘和精绝融为
一体，是自然景点景观、气候物种、湖泊山川、民族风情、宗教圣地、社会发展等的综合缩影。
以“多彩贵州风”为标志，贵州省旅游产业正蓬勃发展，但切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所面，陆的人口、资
源、环境、生态、经济等诸多问题，不可忽视贵州省旅游业发展所呈现的多形态表象。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遵循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原则．基于此，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贵州省旅游
业首要的、必然的选择。

本书是李锦宏教授在多年从事区域旅游经济理论问题研究和对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涉及贵州省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各方面相关问题。
既有对理论问题的深入分析、探讨，又有对实践的总结、归纳：既有对贵州省旅游产业的展望，又有
对区域内典型案例的论证、检验；既有对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长期战略思考，又有针对目前发展现状
中所应实施的重点与关键点而进行的具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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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研究背景 “二战”以后，旅游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世界
旅游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的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方式。
20世纪60年代后，世界旅游业逐步确立了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接待16亿国际旅游者，国际旅游消费将达到2万亿美元，国际旅
游人数和旅游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35％和6．7％，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的增长率。
①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潮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旅游业者开始认识到，如果旅游与环
境不能共存，旅游业必将成为一个短命产业，也意识到旅游业的发展对人类和自然遗产的依赖、对生
态系统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影响，以及旅游需求对于人类尤其是对于未来人类基本需求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世界旅游热点将向亚太地区转移，位于亚太地区的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
旅游目的地和第四大旅游客源国。
中国旅游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支柱产业的规模，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旅游的侧重点正逐渐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
 贵州省位于中国大陆的西南部，总面积17．62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人口约3975
．48万人。
贵州省是我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目前集观光、度假和深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新型和谐旅游目
的地正在悄然形成。
贵州省共有1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个省级风
景名胜区，239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②同时，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世居着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等l8个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8．98％。
多种族群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子经过反复对撞和相互涵化，逐渐积淀在贵州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其建
筑、服饰、饮食、婚俗、祭祀、节庆、艺术等，无不蕴涵着异彩纷呈的人文底蕴，成为中华民族一笔
珍贵的文化遗产。
各民族历史悠久，其独特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都成为民族旅游重要的资源，民族旅
游发展所依赖的这些资源，多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贵州精品旅游线路多数也集中在民族区域，
如黔东南苗、侗族文化体验游——古文化游——民族民俗旅游等。
因为这些资源由于过去的封闭而保持得较完整，多数边远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又多处于相对不发达状态
，多数的少数民族群众都处于相对的贫困状态，民族旅游的开发给少数民族群众提供了脱贫致富的机
会，打开了致富的大门。
贵州省民族地区独特的旅游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作为全省优势产业的重要地位，民族地区所拥
有的旅游资源是旅游开发的决定性条件。
同时，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具有极大的扩散效应，能够带动和振兴其他产业的发展，并优化产业结构
，对于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机会、对于赚取外汇、回笼货币、促进贵州国民经济等方面具有“引
爆作用”。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贵州实现旅游收入640多亿元，同比增长27％以上，共接待中外游客3900万人
次，比上年增长36％。
旅游收入已经成为贵州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目前，贵州已将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贵州的旅游业发展必须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而研究贵州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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