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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范围內，生态旅游发展势头强劲，据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估计，生态旅游的年均增长率
为10％－12％，高于世界旅游业的平均增长速度。
随着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生态旅游在我国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
2008年底国家旅游局与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了《全国生态旅游发展纲要》，还将2009年定为“中国生
态旅游年”。
为借鉴国际相关经验推动生态旅游研究的深化，促进我国高原与山地，尤其是青藏高原生态旅游业的
健康持续发展，同时也为响应中国国务院2008年10月份出台的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意见
，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旅游局主办，青海省旅游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承办的“2009中国青海国际生态旅游高峰论坛”于2009年8月19-24日在青海省西宁市成功召开，中
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地理学会乡村景观与休闲产业发展研究会协办了此次论坛。
本次论坛得到了青海省旅游科技项目“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的资助。
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生态旅游学者，与分别来自中国24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共300余名代表参加了论坛。
相关单位与组织主要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水利学会、中国风景
名胜区协会、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青岛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办公室、保护国
际（C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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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高原与山地生态旅游”，论坛的中心议题包括高原与山地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的生态旅游区建设标准、生态旅游产业体系构建、生态文明与生态旅游、青藏高原生态旅
游发展战略。
来自国内外的300多名与会代表充分交流了生态旅游发展的最新成果、前沿动态和典型案例，本书精选
了其中43篇论文，以供旅游学、生态学、环境学和地理学研究的专家、科技工作者、领导干部、管理
人员、企业家和研究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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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青海省发展高原特色生态旅游业的战略思考青海省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探讨青藏高原整体保护与生态旅
游发展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生态旅游资源特征分析与评价青海省黄河沿岸地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
布局研究青海省黄河沿岸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研究青海湖生态旅游形象定位研究青海湖景区旅游人
力资源开发对策探讨西藏温泉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与开发策略生态旅游定义辨析生态旅游产业的自
组织机制探讨论生态旅游规划的一般范式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解说探讨生态旅游在破解二元经济结构
中的作用森林生态保健旅游研究“5R”视角下旅游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旅游
产业体系的构建基于循环经济的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初步研究居民对生态旅游的感知和态度研究
——以徐州环城国家森林公园为例中国内地生态旅游研究15年——历程与展望中国生态旅游发展进程
我国生态旅游的标准化：基于国际比较的建议中国森林公园发展历程及问题与对策关于构建我国生态
旅游立法体系的总体思考我国生态旅游网络营销推广路径分析区域生态旅游系统的建立与优化探讨—
—以江西为例广西湿地生态资源的旅游开发、保护与研究浙江省发展生态旅游的必要性、条件与原则
西双版纳傣族园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调查研究北京旅游者生态意识调查研究与对策发展云南山地生态
旅游的国家公园模式探析下渚湖湿地公园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测算壮族森林生态文化在发展当地旅游
业中的传承与创新云南六大片区生态旅游资源浅析云南省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台湾的高山生态旅游
日本生态旅游的实践及启示国外高等院校会展专业的课程设置及特色研究生态旅游的历史、现状和未
来中国及世界生态旅游的成果和挑战独特偏远的生态旅游地和社区参与基于市场营销的中国生态旅游
发展——以澳大利亚为例生态旅游，一种遗产保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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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生态兴，则文明兴。
目前，青海生态旅游发展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在今后的发展中，青海将坚持利用与保护并重、利用服从保护的原则，坚持自然生态旅游和人文生态
旅游并重的原则，坚持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相结合、更加注重长远发展的原则，坚持统筹兼顾并充分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原则，切实发挥后发优势，不断推进生态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
3.1 发展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发展的原则，始终从青海独特的生态地位出发，坚持把保护生态环境
作为立足点，作为前提条件，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上，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
的关系。
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生态保护的根本性措施，突出原生态特色，以生态优势推动生态旅游发展，以生
态旅游发展的效益支撑生态建设，努力倡导和弘扬绿色、科学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实现发展经济
、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的共赢。
3.2 发展目标充分利用青海古朴的自然生态、壮美的世界屋脊风光、神秘的宗教文化、绚丽的民族风情
等自然人文生态景观优势，深入挖掘高原原生态文化的潜力，突出特色、生态、健康、文化四大亮点
，大力发展大美青海观光之旅、生态青海健康之旅、文化青海溯源之旅、神奇青海探险之旅，以大自
然的亲和力和高原文化的魅力，吸引游客、留住游客，努力把青海打造成为中国重要的高原生态旅游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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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理论进展与实践探索:2009中国青海国际生态旅游高峰论坛文集》：旅游与环境前沿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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