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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２０年我国生态旅游管理研究进展
王金叶，时　昭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随着生态旅游大众化，生态旅游管理成为旅游管理研究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通过对多个数据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我国生态旅游管理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认为：① 生态旅游管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管理理论、管理技术、资源环境保护管理、游客生态旅游活动管理、企业经营管理和地方社区管理等几个

维度；② 经过近２０年的发展，生态旅游管理随着理论、技术进步已经步入快速转型时期，同时存在一些
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生态旅游认证落后于实践需求，企业管理制度、经营方式改革与旅游利益分配冲突明

显；③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３Ｓ技术和 “互联网＋”等新技术在生态旅游管理实践中逐步得到了应用；

④ 今后生态旅游管理研究需要加强理论系统化研究，重视国家级生态旅游认证技术标准制定，改革创新生
态旅游管理技术与管理制度，生态旅游管理个案研究需要加强综合性，强化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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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是最能够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经

济活动，生态旅游开展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等生态景区具有重要的保护功能，对社会经济发

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

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已初具规模，生态旅游正

在成为一种主要且重要的旅游方式
［１－２］。由于生

态旅游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生态旅游区规划建

设不合理、游客生态意识不强等因素，生态旅游

健康发展也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生态

旅游开发加大了保护区的管理难度，对野生动植

物构成了潜在威胁，生物多样性受到一定程度的

破坏，对环境带来了一定的污染
［３］。因此，加强

生态旅游管理对于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根据文献资料，国内学者是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中期开始对生态旅游管理问题从多个角度进
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其

中旅游学界是此项研究的主力军，内容涉及到环

境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个多学

科，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但由于生态旅游管

理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时间较短，仍然有许多管

理问题需要通过研究加以解决。为了深入开展生

态旅游管理研究，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支

撑，需要基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万方、维普等数
据库，对近年来我国生态旅游管理研究文献进行综

合分析，梳理生态旅游管理研究历程、研究热点

和特点，找出研究存在的问题、探索未来研究发展

趋势等，以期对我国生态旅游管理研究提供决策参

考。根据对相关文献分析，近年来我国生态旅游

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管理理论、管理技

术、环境保护管理、游客生态旅游活动管理、经营

企业行为管理和社区管理等方面。

１　生态旅游管理理论

生态旅游管理理论始终随着生态旅游管理实

践而发展，特别是受国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兴起的
生态旅游实践的推动。生态旅游管理以生态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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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指导，是对生态旅游系统进行的管理，目的

在于促进生态旅游系统在向旅游者提供满意的生

态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同时，长时期地维护其生物

多样性、生态整体性及生态服务功能和美学价

值
［４］。生态旅游管理的对象包括两个主体，即生

态旅游活动参与主体和受生态旅游活动影响的主

体。生态旅游活动参与主体具体包括生态旅游者、

政府行政部门、生态景区、非政府组织（ＮＧＯ）、
环境组织等各利益相关者

［５］，这是对生态旅游管

理对象的狭义理解。受生态旅游活动影响的主体，

不仅包括生态旅游活动参与主体，还包括生态旅

游系统、旅游社区、旅游行业和生态旅游相关的

经济活动，这是从广义角度对生态旅游管理对象

的理解
［４－６］。丁艳平认为，生态旅游系统实质上

是共生系统，提出从共生理论出发对生态旅游共

生系统共生单元进行管理
［７］；侯一边构建了金字

塔式的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框架，研究了生态旅游

者、生态旅游环境等主体在生态旅游管理中的重

要作用
［８］；陈蓉提出生态旅游活动参与主体管理

应特别注重对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协

调，现阶段管理的重点对象是生态旅游者，主要

管理生态旅游者在生态旅游景区或活动中的行为，

渗透于客源市场培养或旅游活动的整个过程中
［９］。

对生态旅游管理内容，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

的定论。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态旅游管理内容包括

生态旅游行业管理、游客管理、目的地社区管理、

环境管理等，具体指生态旅游各利益相关者生态

意识培养、各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以及生态旅游

发展与环境关系协调等
［１０－１３］。卢云亭认为，生态

旅游管理执行者可以是生态旅游者、生态旅游社

区居民、生态旅游经营者和政府，在很大的程度

上是自我管理
［１１］。曹宁认为，生态旅游活动密切

相关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既是生态旅游管理主体，

也是生态旅游管理的主要对象
［１２］。综上所述，认

为生态旅游管理是在生态学思想指导下，对旅游

活动的参与主体和受到旅游活动影响的主体的科

学合理管理，是在技术研究与运用的过程中，对

环境保护、游客生态旅游活动、经营企业行为和

目的地社区进行的综合管理。

生态旅游管理目标是生态旅游管理理论研究

的重要内容。王昌玉认为，生态旅游管理以生态

保护与责任、生态体验与教育、经济效益与可持

续为目标，即在尽可能提供旅游者愉悦旅游经历

的同时，又使他们 “从单纯的享受而自觉地实现

生态意识的增强和观念行为的改变，对自然环境

的破坏程度控制到最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

旅游者”
［４］。曹宁认为，生态旅游管理目标就在于

在满足生态旅游者指向性需求的基础上，促进或

保持生态旅游所带来的最小社会成本和最大经济

效益的平衡
［１２］。因此，生态旅游管理必须遵循区

域管理、政府介入、量度依赖、信息传播、环境

有价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４，１２，１４－１７］。对于生态旅游

管理机制研究，郭舒等认为，有效的生态旅游管

理机制可以解释各种生态旅游管理方式在生态旅

游活动参与主体间如何被应用、作用效果及其影

响
［１８］。市场与政府同时发挥调节作用、社区居民

的有效参与、合理且多元化的利益分配、生态多

样性的实现与保持、完善的法律和体制，以及政

府、企业和学术团体的协作，是合理的生态旅游

管理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２　生态旅游管理技术

生态旅游起源于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

冲突，生态旅游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技术

的制约和影响。管理技术能够对管理对象的行为

和社会活动产生有效的影响和约束，成为实现生

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根据研究文献分

析，生态旅游管理技术研究集中在管理标准、管

理手段和管理评估三方面。

２１　管理标准
合理的生态旅游管理标准对于规范和引导生

态旅游开发、保护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规范生

态旅游经营秩序、提高景区生态旅游管理水平具

有重要作用
［１９］。我国生态旅游管理标准研究起源

于２１世纪初，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集中在
标准制定和认证两个层面。在生态旅游实践中，我

国相继出台了生态旅游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具

体包括《绿色旅游景区标准》（ＧＢ／Ｔ０１５—２０１１）、
《绿色旅游饭店标准》（ＧＢ／Ｔ００７—２００６）、《国家生
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ＧＢ／Ｔ２６３６２—
２０１０）、《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规程》等，但这
些标准对于生态旅游管理还远远不够，且标准的

系统性和完整性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另外，

国家环保总局和 “绿色环球２１”亚太总部于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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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０月１５日签订了在中国推行 “绿色环球２１”
可持续旅游标准体系的合作协议，“绿色环球２１”
成为了我国生态旅游发展遵循的标准之一

［２０］。

生态旅游认证研究随着生态旅游标准日趋完

善和应用得到重视，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周玲结合国际生态旅游认证的原则，研究提出我

国制定生态旅游管理标准应遵循八项原则，包括

引导和促进、自愿、非终身制、产品认证、分级、

与国际接轨、符合中国实际、成体系与分专项原

则
［１９］。周玲强结合国内外生态旅游认证标准和可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的最新进展构建了生态旅

游认证指标体系，对浙江省太湖源景区、龙王山

自然保护区、中国大竹海、莫干山风景区和藏龙

百瀑５个景区进行认证评估，认为在提升解说系
统质量、完善社区参与机制、加强员工培训、改

善生态环境管理等方面需要改进；并通过对浙江

省部分县区进行调查，对生态旅游区认证标准推

广过程中政府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在生态旅

游认证过程中政府部门所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及

其之间的关联度和影响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

案
［２１］。喇明清通过研究国际生态旅游的概念、生

态旅游标准制定原则、生态旅游产品认证，明确

指出我国应当借鉴国际标准，引领旅游业步入可

持续发展
［２２］。杨彦锋等从宏观上对我国制定生态

旅游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生态旅游标准的

制定需要与区域背景和发展阶段保持一致，并提

出我国走哥斯达黎加ＣＳＴ（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Ｔｏｕｒｉｓｍ）认证道路是较好的选择［２３］。总之，

目前社会各界对生态旅游标准与认证形成了一定

的共识，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旅游标准化工作，一

些组织和科研单位在推动质量认证和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等方面取得了可借鉴的经验。我国加快标

准制定、实施生态旅游认证面临着大好机遇
［２４］，

也是今后生态旅游景区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

２２　管理手段
常规的生态旅游管理手段包括经济、行政、

教育、宣传、职业、法律等手段
［２５－２６］。这些管理

手段经常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在文献中，如：

陈丹红等研究了湿地生态旅游管理系统的构建及

管理方法，认为必须使用行政、法律、教育、经

济、社区参与、信息管理等手段，才能建立有效

的生态旅游管理模式
［２７］；王辉、赵广磊、李茜等

研究认为，生态旅游管理的行政手段往往受到政

府政策的影响，生态旅游发展政策是政府意愿的

表达，也是衡量一个行业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

能够规范行业和提高参与人员的职业意识
［２８－３１］。

环境政策工具对于行政手段发挥作用有重要帮助，

它是现行一种有效的生态旅游管理手段，是政府

治理的核心。一般包括命令 －控制性工具、经济
激励型工具和公众参与型工具，在实践中通过对

其不同类型的合理组合，能对生态旅游管理发挥

积极作用
［２８－３１］。李茜等对两种政策工具 （生态补

偿机制与协议保护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

以不同的作用方式对解决生态旅游管理中的环境

问题提供了多种选择
［３１］。２１世纪初，随着对 ３Ｓ

（ＲＳ、ＧＩＳ、ＧＰＳ）技术和旅游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的不断深入，３Ｓ技术和信息网络等新兴的科学技
术在生态旅游资源调查、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生

态旅游环境影响评价、生态旅游信息管理与服务

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了生态旅游管理的

重要技术手段
［３２－３３］。一些研究者运用管理信息系

统的技术手段在我国不同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

如：李艳红尝试将ＷｅｂＧＩＳ应用于西藏的生态旅游
管理，设计并构建了珠峰自然保护区 ＷｅｂＧＩＳ系
统
［３４］；额尔敦格日乐对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生态

旅游管理，设计建立了生态旅游地理信息系统，

对生态旅游管理和旅游者提供了便捷的服务
［３５］。

周玲强、喇明清、刘辛田等认为，生态旅游认证

是生态游管理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工具，对于促进

经营者不断提高服务、减小环境压力，解决我国

生态旅游实践缺乏规范的问题，引领旅游业步入

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具有重要作用
［２１－２２，３６］。生态旅

游管理手段还需要加强教育、宣传与职业培训。

近年，随着智慧旅游兴起，以 “互联网 ＋”为主
体的信息网络技术成为了生态旅游管理新的技术

手段，其发展运用将对我国生态旅游管理产生巨

大的影响。

２３　生态旅游评估
生态旅游评估是通过界定旅游活动在多大程

度上符合生态旅游的基本原则，存在哪些不符合

之处，并根据生态旅游发展目标有效完善生态旅

游管理，是生态旅游管理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３７］。

我国早期的生态旅游评估实践是１９９６年中国人与
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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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鼎湖山生物圈保护区的评估
［３８］。评估研究内容

与方法有社会影响评估、经济影响评估、环境影

响评估、环境质量评估、生境评估、共生系统状

态评估、承载力和环境容量评估、生态足迹测算、

野生动物多样性评估、保护成效评估等
［３７，３９－５０］。

程道品较早提出通过绩效评价的方法来较全面评

价生态旅游景区或生态旅游地，综合检测其经济

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运行情况，并以龙胜

生态旅游区为例进行了生态旅游绩效评价研究
［４１］；

郑昕、胡海明等对自然保护区等旅游地的生态旅

游绩效评估进行了研究
［４２－４３］。相对于绩效评价方

法，目前生态旅游评估最常见的方法是指标模型

法，具体做法是：首先采用专家打分法建立评价

指标体系，其次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和

评价标准，第三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各指标数据，

第四根据建立的评估模型计算评价得分，具体的

数学模型多选用多元线性数学模型
［３７，４４－４５］。如：

丁艳平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主观感受，采用主观量

化指标评价方法对生态旅游共生系统中各共生单

元间的关系及共生系统可持续发展状态从经济、

社会和生态三方面进行了评价
［７］；杨道德等使用

指标模型法构建了我国候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保护成效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以青海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例进行了评价研究，认为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在针对保护目标物种种群动态与生境的科研

监测、宣传教育、野外巡护、社区共管等方面的

保护成效较好，但快速发展的生态旅游对候鸟的

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４５］；程鲲等基于生态旅游

的基本原则确定了指标模型法的１０个指标，根据
指标评价总得分将生态旅游定性划分为３个等级
（较少生态旅游、部分生态旅游和完全生态旅游），

并以扎龙自然保护区为例进行评价研究，认为其

属于第二等级
［３７］；周伟等对云南高原４个国际重

要湿地生态旅游区进行评价研究，建立了湿地生

态旅游的评估指标体系
［４６－４７］。总之，近 ２０年基

于理论分析基础上的生态旅游评估实证研究较多，

研究与实践联系紧密取得了较大进展。

３　资源环境保护管理

自然资源与环境是开展一切生态旅游活动的

基础，生态旅游管理必须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管理。生态旅游景区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实质上

是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超过了旅游环境容量的结

果
［４８］。核心在于生态旅游规划出现了问题。规划

是生态旅游开发的前提和基础，目的在于解决传

统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对旅游地的消极影响
［５］。生

态旅游规划开发研究是近十年来旅游研究的热点

之一，规划要坚持 “保护优先”的原则，重视旅

游地环境容量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郑文俊

等认为，对于自然保护区或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开

发规划，必须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始终，保障保

护区生态旅游健康发展
［５１］；王秋莲、张晓玲、郝

晓兰等认为，生态旅游开发规划与一般性的开发

规划相比，更加强调生态安全性原则、社区参与

原则等
［５２－５４］。目前，学者们提出的指导生态旅游

开发规划的理论主要有生态安全理论、生态美学

理论、生态足迹理论、生态环境承载力理论、生

态伦理学理论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这些理

论的应用对于解决生态旅游发展基础条件的薄弱

性和其他行业发展资源的矛盾性有巨大帮

助
［５５－５７］。

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控制是生态旅游资源环境

保护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生态旅游环境容

量的研究中，周立彪等研究提出生态旅游发展要

与资源保护利用相适应，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既要

限制在其承载力范围内，又要保证满足市场需求，

促进旅游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５８］；何爱红等使用面

积法对甘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境容量进行估算

研究，认为甘肃大部分的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超

出了环境容量，提出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不

仅要正确评价和严格控制保护区的旅游环境容量，

而且要建立科学的引导系统、合理的管理系统和

从业人员生态环境意识的教育体系
［４８］；李强运用

层次分析法，对扬州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生

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认为景区生态旅游环境质

量存在问题，核心是噪音超过了环境要求的范围，

主要表现为噪声控制不尽人意，景区车辆、服务

人员过度使用扩音设备，噪音污染降低了环境质

量
［４９］。

生态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管理的另一个重要内

容是保护旅游地的生物多样性，是生态旅游管理

的主要任务之一。近２０年，许多学者对旅游地生
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杨旭煜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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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研究认为，

加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建立野生动物监

测样线、野生动物远程遥感监测站、野生动物红

外相机监测等自然环境监测系统
［５０］；任叔辉等通

过对鸡公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进行

研究，建议保护区成立生态旅游环境监测机构，

并且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环境优势和技术

优势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解决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资金问题
［５９］。目前，对旅游地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研究主要由以林学、环境学、生态学为背

景的学者承担，旅游行业的学者对此研究相对较

少，今后需要加强多学科融合，实现保护与开发

利用的高度统一。

４　游客生态旅游活动管理

生态旅游强调的是对环境保护负有责任的旅

游，是游客受到生态教育的旅游，因此要求旅游

者的行为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产生正向影响。

分析现有文献，近２０年我国对游客生态旅游活动
管理的研究始终伴随着生态旅游兴起与发展，研

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者行为管理和游客生态教

育两个方面。如：钟林生等提出，对生态旅游者

行为的管理是生态旅游活动管理的必要内容
［６０］。

但新球等认为，由于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在旅游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有悖于生态旅游和

可持续发展的非生态旅游行为，如在生态旅游景

区中垂钓、狩猎、滥采生物标本、乱扔垃圾、随

意刻画题记等，对生态旅游景区环境产生了负面

影响；非生态旅游行为一方面来自旅游者自身文

明道德规范下的自主行为，另一方面来自管理者

失误及诱导下产生的环境行为
［６１］。韦原莲等认为，

游客非生态旅游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游客远

足、骑马和露营对植被和土壤的影响；二是游客

参观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影响
［６２］。针对游客的非

生态旅游行为治理，鲁小波等提出了基于生态信

用管理系统的生态旅游游客管理思想，即充分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游客生态信用档案或管理

系统，对游客的非生态旅游行为进行记录或反馈，

实现对生态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有效管理与监督，

保证我国生态旅游健康发展
［６３］。

游客生态旅游活动管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

对游客开展生态教育，对游客行为进行引导和约

束
［６４］。如：卢云亭在１９９６年曾提出要通过多种手

段对生态旅游者进行环境意识教育
［１１］。李强认为，

对游客开展生态教育要针对游客产生非生态旅游

行为的原因进行，针对游客自身和环境诱导的问

题，在景区生态旅游开发中要增加一些互动性强

的生态旅游项目，以拓展和丰富生态旅游的文化

内涵；要建立明显的界标和宣传标识，以引导旅

游者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认识自然和保护自然；

要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教育设施，包括展览馆、

影视厅等为游客提供生态教育资源
［４９］。总之，对

游客开展生态教育既是生态旅游本身的要求，也

是对游客生态旅游活动治理的要求，但现有文献

缺乏对游客生态教育的专题研究，多数只是在具

体的实证研究中提到了对游客进行生态教育的问

题，没有深入探讨进行生态教育有效的办法或途

径，而且所有文献几乎没有对游客生态教育的效

果进行评价研究。

５　生态旅游经营企业管理

生态旅游经营企业作为生态旅游活动关键的

利益相关者，将旅游者（市场）和旅游资源联系起

来，直接影响生态旅游结果
［５８］。生态旅游经营企

业管理既是生态旅游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

旅游产业发展研究的核心和热点之一。分析检索

到的研究文献，近２０年我国生态旅游经营企业管
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制度与模式探究、企

业管理理念转变和企业服务质量提升三方面。

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是生态旅游

经营企业管理的基础，对生态旅游经营企业管理

制度与模式研究主要是基于问题导向，部分学者

致力于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部分

学者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对策研究。如：鲍清晓、

赵峰认为，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区域为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长期以来沿袭我

国２０世纪改革开放年代的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两种机制、一套人马”

的管理模式，出现了许多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阻

碍了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６４－６５］；钟林生等指出，

我国生态旅游开展的区域更多强调生态保护，主

要关注生态教育与旅游扶贫，一般由政府或国有

企业开发经营，但政府对各地发展生态旅游的投

入十分有限，不能支持生态旅游景区维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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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旅游发展、人员匹配等诸多方面的开支。开

发生态旅游的国有企业又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的问

题
［２］；舒爱华、程真、刘函等认为，随着我国生

态旅游与法制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旅游管

理中的法律问题也日益突显，突出表现为法律体

系不完善导致的执法依据缺乏、管理体制不顺畅

导致的执法主体不能履行其职能、法律监督不健

全且缺少良好的执法环境等
［６６－６８］。针对生态旅游

经营企业管理制度与经营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继开展了解决对策研究。如：冯冈平等针对乡

村生态旅游管理混乱的问题，提出从市（县）、镇

两级设立行业管理委员会，加强对乡村生态旅游

经营企业监督管理，加强对企业员工的教育和培

训
［６９］；赖景旻针对德化县森林生态旅游经营存在

的问题，认为要成立专门的森林生态旅游管理机

构，进一步理顺开发权和收益权的关系，搞活经

营机制
［７０］；时临云等针对生态旅游经营企业管理

制度建设问题，认为有必要借鉴日本对生态旅游

经营企业的管理政策，包括确定管理机构、制定

推进方针、国家财政支持以及地方自治体的管理

等
［７１］。针对生态旅游经营管理模式问题，张建萍

等以体验经济时代为背景，提出了以体验为中心

的一套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具体包括体验导向型

生态旅游开发模式、情感型生态旅游营销模式、

过程型生态旅游消费模式、服务型生态旅游经营

模式、参与型生态旅游管理模式和教育性生态旅

游解说模式
［７２］。另外，生态旅游经营企业管理制

度不是独立的事件，涉及到生态旅游各利益相关

者。王祖良、丁娟等针对我国生态旅游管理制度

不完善，面临着许多不断改革抉择的问题，提出

需要将国家政府部门、生态景区管理者、生态旅

游经营者、生态旅游者和社区居民等都纳入到管

理主体范围中，建立起有利于促进生态资源统一

管理，有利于促进政府、企业、生态旅游景区管

理机构、科教单位以及投资方之间的协作，有利

于保障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的管理体系
［７３－７４］。

生态旅游经营企业管理理念转变是企业管理

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管理理念往往伴随人

们对生态旅游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变化。目前，生

态旅游景区开发企业的经营理念以保护性开发为

主，生态平衡、和谐、安全成为首要理念，主要

体现在经营企业开发模式的选择、本土产品开发

和增强生态兼容性上。如：房艳刚提出，景区生

态旅游开发应针对硬生态旅游、软生态旅游和科

研性生态旅游等不同的生态旅游活动，选择与活

动相一致的开发模式
［７５］；仇昊提出江苏海滨湿地

生态旅游开发要以生态安全为基础
［２６］；陶卓民等

针对旅游区生态旅游本土化产品开发研究，认为

要坚持保护性生态旅游开发理念，遵循市场需求、

生态保护、融合一致、因地制宜的生态旅游产品

开发原则
［７６］；钟林生等认为，原来的部分生态旅

游景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生态兼容性较低，主要

表现为超过半数的景区垃圾处理出现问题、动物

通道考虑不足、路面生态材料使用率较低
［２］；王

健提出，在生态旅游线路设计上要把景区文化内

涵的挖掘、旅游时空结构优化、环境容量控制作

为重要的依据
［５６］；韦原莲等针对游客数量过多对

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提出通过变更游客的游

览时间、鼓励游客避开高峰期或者在高峰期多收

费来控制游客数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６２］。总之，

生态旅游经营企业管理理念转变研究主要是采用

结果原因回溯的办法。

另外，生态旅游经营企业管理理念转变除管

理理念本身外，还表现在企业服务理念的变化上。

如何提高生态旅游经营企业服务理念研究受到许

多学者的关注。如：文军等认为，企业良好的服

务是旅游者在生态旅游景区得到高质量旅游体验

的重要决定因素，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生态

旅游可持续发展
［７７］；钟林生等认为，景区为游客

提供信息服务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

服务理念，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景区环境解说

系统虽然普遍建立，但专业化程度较低，影响了

服务质量提升
［２］；杨财根等针对南京紫金山森林

公园旅游解说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通过加强公

园森林生态资源解说、建立森林公园环境解说、

全面解说森林生态文化、丰富森林旅游设施解说、

优化生态旅游管理解说、完善旅游解说支持保障

等方面构建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旅游解说系统，

提高解说服务质量
［７８］。对于如何提高生态景区中

游客满意度，韦原莲等认为，适时限制游客数量

和游客团队的规模，降低游客间的拥挤和潜在冲

突，能够提高游客满意度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能

力
［６２］；文军等认为，除提供完整的生态旅游解说

服务外，还需要制定服务标准，提供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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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旅游者需求，不断缩小旅游者生态旅游体验

期望与感知之间的差距
［７７］。因此，随着生态旅游

不断深入发展，在自然条件差距较小的情况下，

提供精细化的贴心服务是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手

段。

６　社区管理

社区管理具体是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管理，

包括影响生态旅游开展和受到生态旅游开展影响

的当地社区组织和个人
［７９］。社区管理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社区生态旅游能否可持续发展，成为了

近几年生态旅游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并随着人

们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重要性的认识提升而不断

深入。如：张帆、王淼、王文才等认为，社区参

与生态旅游既是生态旅游内涵的一部分，也是实

现生态旅游目标的理想途径；社区居民参与生态

旅游的意识、积极性与能力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生态旅游管理的水平，对居民从生态旅游开发

中获得利益和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

要影响；影响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因素

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指社区

文化环境、社区居民素质以及社区生态旅游的当

地利益相关者，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一般意义上的

旅游者、非政府组织以及外部环境
［８０－８２］。钟林生

等认为，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经济效益好，但

由于参与深度有限，社区居民在生态旅游发展中

仍处于劣势
［２］。社区管理研究除理论探讨外，很

多学者关注社区行为研究。如：姜伊灿、韩莹认

为，社区行为管理实际上就是对社区居民与其他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核心内容是确保社区居

民参与社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利益或权益，既实现

社区生态旅游的经济价值，同时又达到对生态旅

游资源的有效保护，是社区管理的焦点
［８３－８４］；杨

芳认为，社区行为管理是基于生态旅游资源保护

与旅游开发效益最优化，建立以社区参与为基础

的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实现社区生态旅游发

展与资源环境、当地居民等要素的和谐共存，以

及社区生态旅游各利益相关者的均衡发展，实现

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良性循环
［８５］。同时，由于社

区公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社区治理成为建设和

谐社会的关键，生态旅游开发中的社区管理研究

将会成为生态旅游研究的热点。

７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生态旅游管理作为促进生态旅游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是旅游学界、

生态学界、管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相关学者从管理理论、管理技术、资源环境保护、

游客活动、企业管理和社区管理等方面对生态旅

游管理进行了研究，对生态旅游发展中不符合最

初理念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法和措施，对促进生

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当前，我国生态旅游管理研究已经从发现问题的

阶段步入解决问题的阶段，管理实践也处于转型

期。特别是 “互联网 ＋智慧旅游”技术的运用、
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的转变、游客生态意识的唤

醒、企业经营理念的改变、旅游资源经营权与所

有权的逐渐分离、相关立法进度的加快和社区参

与主动性的增强，都使我国生态旅游管理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阶段，并成为了今后生态旅游管理研

究的主要方面和重要内容。

近２０年，我国生态旅游管理研究取得了丰富
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生态旅游理论不断完善和生

态旅游转型发展进程加快，生态旅游管理研究还

存在许多需要加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１）生态
旅游管理技术、理论研究落后于现实需要，特别

是没有普遍认可的生态旅游认证制度与技术标准

等，导致生态旅游边界不清，甚至出现了许多伪

生态旅游，使生态旅游管理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２）由于企业管理制度改革、经营理念转变等阻
力较大，资源环境保护研究成果在具体实践中的

应用受到影响，需要继续加强针对企业经营方式、

管理人才的专业化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研究；（３）
生态旅游活动个案分析或单因子研究较多，缺乏

把生态旅游各利益相关者耦合在生态旅游系统中

进行的综合性研究，研究结论有参考价值但缺乏

广泛的指导性； （４）受生态旅游原始概念影响，
研究往往淡化生态旅游发展效益，影响企业发展

生态旅游的积极性。特别是在生态旅游开发主体

多样化的背景下，淡化生态旅游效益往往不利于

生态旅游发展。

总之，今后生态旅游管理研究要立足生态学

基础理论应用，不断加强自身理论研究、系统性

研究、定量研究，在企业管理特别是政策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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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有所创新，加快生态旅游管理实践的转型。

研究重点是如何协调生态旅游各利益相关者的关

系，如何协调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等，从政策

设计或制度规范层面上提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技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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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 ［Ｊ］．安徽农业科

学，２０１０，３８（２５）：１４０４６－１４０５２．

［４９］李强．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扬州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生态旅游环境研究 ［Ｊ］．南方农业学报，２０１２，４３

（１１）：１８０７－１８１２．

［５０］杨旭煜，李如嘉，程励，等．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Ｊ］．四川动物，２００６，２５

（１）：７２－７５．

［５１］郑文俊，黄昭信，王金叶．生态理念在自然保护区旅游

规划中的体现———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Ｊ］．福建林业科技，２００８，３５（２）：２２９－２３２，２３９．

［５２］王秋莲，孙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规划的基本原

则 ［Ｊ］．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２００３，１６（６）：４０－４１．

［５３］张晓玲．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问题初探 ［Ｊ］．山西

林业科技，２００４（３）：４３－４４．

［５４］郝晓兰．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

初探 ［Ｊ］．前沿，２００２（１０）：１４５－１４８．

［５５］林水富．福建省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Ｄ］．福州：福

建农林大学，２００４．

［５６］王健．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Ｄ］．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０．

［５７］王宇飞．延边地区森林生态旅游整合开发研究 ［Ｄ］．延

吉：延边大学，２０１２．

［５８］周立彪，闫兴富．宁夏银川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系

统及其可持续发展 ［Ｊ］．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０９，３０

（４）：４４９－４５２．

［５９］任叔辉，刘少华．鸡公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

发展对策 ［Ｊ］．河南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

３４（１）：４５－４９．

［６０］钟林生，肖笃宁．生态旅游及其规划与管理研究综述
［Ｊ］．生态学报，２０００，２０（５）：８４１－８４８．

［６１］但新球，吴南飞．森林旅游中非生态旅游行为及行为守

则研究 ［Ｊ］．中南林业调查规划，２００２，２１（１）：３４－

３６．

［６２］韦原莲，刘薇．生态旅游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及游客管

理对策分析 ［Ｊ］．林业资源管理，２００５（４）：２１－２３．

［６３］鲁小波，陈晓颖．基于生态信用管理系统的生态旅游游

客管理模式研究 ［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３）：１７－２４．

［６４］鲍清晓．青岛海岸带生态旅游发展与战略构建研究
［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２００７．

［６５］赵峰．浅析我国森林公园与生态旅游管理的法律问题
［Ｊ］．山西林业，２０１２（２）：８－９．

［６６］舒爱华．我国生态旅游行政执法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Ｄ］．湘潭：湘潭大学，２００９．

［６７］程真．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Ｄ］．长沙：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２０１１．

［６８］刘函．生态旅游标准体系法律问题研究 ［Ｄ］．武汉：华

中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６９］冯冈平，雷程仕．广东乡村生态旅游供需现状及管理优

化策略 ［Ｊ］．消费经济，２００８，２４（１）：５１－５３．

［７０］赖景旻．关于德化森林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Ｊ］．林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８，２８（３）：２７３－２７６．

［７１］时临云，张宏武．日本的生态旅游管理及其对我国的启

示 ［Ｊ］．科学·经济·社会，２００８，２６（４）：７８－８３．

［７２］张建萍，吴亚东．体验经济时代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０９（１２）：８２－８５．

［７３］王祖良，李健，刘菊莲，等．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

主体研究 ［Ｊ］．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４）：５３－５７．

［７４］丁娟，张光生，焦华富．试论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

的管理 ［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

２６（３）：２８４－２８８．

［７５］房艳刚．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与管理研究
［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３．

［７６］陶卓民，储震．江苏环太湖地区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设

计和发展初探 ［Ｊ］．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０，

２３（４）：１２６－１２９．

［７７］文军，李星群．生态旅游体验差距分析及管理启示
［Ｊ］．旅游论坛，２００９，２（１）：２６－２９．

［７８］杨财根，郭剑英．生态文明建设下城市森林公园旅游解

说研究———以南京紫金山森林公园为例 ［Ｊ］．西北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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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报，２０１４，２９（３）：２２１－２２６．

［７９］范丽．相关利益主体视角下的森林生态旅游管理研究
［Ｄ］．北京：北京林业大学，２０１０．

［８０］张帆．社区参与在生态旅游管理中的作用 ［Ｊ］．环境科

学与管理，２００７，３２（３）：７－１２．

［８１］王淼．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研究 ［Ｊ］．旅游纵览
（下半月），２０１３（９）：２０８－２０９．

［８２］王文才，方磊．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管理的意识与能力探

讨———以怀化中坡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Ｊ］．商业经济，

２０１０（１０）：９７－１００．

［８３］姜伊灿．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管理分析 ［Ｊ］．品牌，

２０１４（６）：１７－１８．

［８４］韩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研究———以甲居藏寨为例
［Ｄ］．成都：四川师范大学，２００８．

［８５］杨芳．社区参与东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Ｊ］．企业经济，２０１３（４）：１０４－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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