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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国内外旅游业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综合比较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以生
态经济基本理论、资源环境价值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资源永续利用理论等为生态旅游业构筑较为
完整的理论基础，界定生态旅游业的概念与特征。
本书在对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历史、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阐释了基于生态经济理论
的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完成对我国生态旅游业发
展综合能力的评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第二节  国内外旅游业研究现状及评述
  第三节  本书结构、研究方法和创新
第二章  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生态旅游业的内涵分析
  第二节  生态经济理论及相关分析
  第三节  生态旅游业相关理论分析
  第四节  生态旅游理论与实践的误差
第三章  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第一节  发达国家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旅游发展情况
  第三节  发达国家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的启示与借鉴
第四章  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第一节  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第二节  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第三节  我国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必要性及基础
第五章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的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能力评价
  第一节  数据包络分析研究概述
  第二节  模型建立的基本思想
  第三节  模型指标选择
  第四节  评价模型的建立
  第五节  研究结论
第六章  生态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经济相关性分析
  第一节  结构理论
  第二节  产权理论
  第三节  外部性与旅游环境
第七章  基于协作博弈的生态旅游业利益相关者分析
  第一节  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第二节  旅游企业之间的价格博弈
  第三节  旅游企业与旅游者之间的博弈
  第四节  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之间的博弈
第八章  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的构建与优化
  第一节  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分析
  第二节  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的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
  第三节  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的构建
  第四节  基于协作博弈的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优化
第九章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的我国生态旅游业发展战略与保障措施
  第一节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战略
  第二节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对策
  第三节  完善生态旅游业的制度保障
  第四节  完善生态旅游业的经济保障
  第五节  完善生态旅游业的法律保障
  第六节  完善政府监管体系
  第七节  加强生态旅游业相关人员管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

第十章  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分析
  第一节  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
  第二节  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业发展中的问题
  第三节  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第四节  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思路
  第五节  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模式
  第六节  优化黑龙江旅游业政策的措施
参考文献
附录1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附录2  旅游业的认证制度
附录3  现存国际公约对可持续旅游的规制
附录4  国内外生态旅游实践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于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种现象表现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一是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在与其他部门的权
力、利益交涉中，旅游部门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成为违法者，处于尴尬境地；二是在政府决策领
域，旅游管理机构的声音极其微弱，甚至没有参与资格。
三是对旅游度假区审批权、管理权、规划权的丧失。
旅游度假区是旅游业的核心要素之一，本应是旅游管理部门最直接的管理范围，但在许多省份，旅游
度假区的审批、管理和规划权等，却属于城建部门；四是对旅游娱乐设施建设、城市夜生活管理等的
无奈。
这些领域对搞活地方旅游业关系重大，但旅游管理部门根本无权过问。
目前，在旅游产业体系中，只有对旅行社这个旅游行业的“直属”领域的管理相对规范，管理到位，
甚至管理“过严”，而其他一些领域旅游管理部门实际很难实施有效的管理与监督。
从上述情况看，旅游管理过程中“大产业、弱行业”的产业与管理不对称的矛盾凸显。
一方面，旅游产业的社会贡献越来越大，产业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另一方面，旅游管理部门的管辖范
围越来越窄、权力越来越小，行业管理的“被动性缺位”现象越来越严重，致使旅游产业发展所依赖
的许多资源和旅游产业内部的许多要素都游离于旅游行业管理之外。
（四）生态旅游业发展缺乏一个高效的协调机制旅游业发展的结构不均衡和重复建设等问题的出现，
主要是体制原因。
生态旅游业之所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生态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
旅游产业的发展牵涉到很多相关产业，需要相关产业、部门的合作，大量的旅游业微观经济活动以及
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协调，需要有一个高层次、有权威的旅游协调议事机构来协调，需要行业一级
的协调机构来协调。
国外许多旅游业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美国在《美国全国旅游政策法》中曾规定建立内阁级的全国旅游政策委员，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
解决各机构之间计划和政策上的矛盾”；英国分别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设立旅游委员会；日本
在总理府设旅游政策审议会等。
我国旅游部门虽然已从上到下建立了旅游协会，但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发挥作用，同时还应在中层、基
层建立和健全各类行业协调组织，对行业自律组织给予重点政策扶持，强化行业协调管理能力，在产
业发展的市场机制中发挥行业组织的重要规范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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