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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路径探讨
杜茂恒

（贵州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贵州  石阡  5551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当前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各种外在的物质需求总量及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其中生态旅游已经成为人们闲暇时刻选择的一种消遣方式。现阶段现代生态旅游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喜爱。但是通过分析我国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形势来看，由于对于现代生态旅游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加

上对于景区的规划力度不足等因素，导致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受限，与整体发展战略相违背。基于此，本文重点分析了现代生态

旅游发展存在的难点及不足，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帮助促进我国现代生态旅游健康稳定的发展。本文将从现代生

态旅游的概念及特点出发，分析我国现代生态旅游发展瓶颈及难点，从内部及外部因素分析相应的解决对策，体现“文化、生态、

旅游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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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作为我国健康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已经成为很多游客出行的重要选择之一，同时也是实

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方式。如何有效地在当前的

旅游行业中充分发挥出现代生态旅游的优势，更好地促进生态

旅游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朝着更好的方向

发展，要从当前我国现代生态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而

构建出健康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以更好地促进现代生态旅游

的发展的稳步进行 [1]。

但是通过分析发现，当前我国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还存在

一定的问题，例如旅游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不足，旅游管

理与决策之间缺乏一定的权威性，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不

成熟等，这些原因直接导致了现代生态旅游无法发挥出其优势，

制约了现代生态旅游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时对于地区的经济增

长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基于此，为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生

态旅游的发展。

1  现代生态旅游的概念及特点

生态旅游自 20 世纪 80 年代在国际上兴起之后，已被不少

国家认同，且已经达成了全球共识。生态旅游简单来说就是以

地方性的特色生态环境作为主要载体，在此基础上开展的一系

列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始终秉承着

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为目标，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经

济，以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

长。而现代生态旅游的概念是在传统生态旅游的基础上衍生出

来的，在发展现代生态旅游的过程中需要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

在内，更好地帮助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加快生态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

现代生态旅游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以生态旅游资源为

依托，以旅游设施为支撑，为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旅游活动创造

便利条件并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其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生态旅游的旅游资源应当是纯自然化的。以传

统的旅游资源相比较，现代生态旅游资源更加重视的是资源的

天然性，未经任何人工雕饰。

第二，现代生态旅游的旅游资源应当是不以牺牲生态环境

为基础的。与传统的生态旅游相比较，现代生态旅游主要是在

生态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开展出来的旅游，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

并不大，能够给旅游者带来更多的体验感 [2]。

第三，现代生态旅游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基础生存目标

的。在发展旅游资源的基础上保护生态环境，使其能够得到健

康、长远、稳定的发展。总而言之，现代生态旅游需要以生态

学理论为指导，对所有的生态资源进行合理的整合，以获得更

好的旅游体验感。

2  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

就当前我国现代生态旅游的整体发展形势来看，由于现代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有的地方虽然已经形成了

一定的发展模式，通过将传统的旅游发展模式与现代生态旅游

进行融合，但实际融合的成效并不明显。当前很多现代生态旅

游基点并未对自身的文旅品牌进行打造，产品结构的配置等方

面都没有切实释放传统旅游观的能量，也没有形成整合利用的

积极态势，导致现代生态旅游无法体现出其有效性作用，一直

处于发展后续阶段。有的地方为了加快现代生态旅游发展的速

度，政府相关部门开始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应的旅游发展战略文

件，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政策活动的形式，以更好地推动文化引

领作用下的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而部分地区为有效提升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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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战略的发展，纷纷提出“生态优先，资源环境承载力

是发展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坚持，强调保护自然的重要性”的

发展战略，这样的发展形势不仅从原本的政策指引上作出改变，

同时也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提供了更好的资源环境 [3]。但实际

发展还是与预定的目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分析这一发展现

状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还受到传统旅游方式的

影响，以及各种政策、管理以及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足所

导致。

3  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瓶颈及难点

现代生态旅游这一概念在我国引入的时间并不长，但自发

展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代生态旅游在实际发展的过

程中，受到传统旅游观念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于生态资源环境的

保护意识不强等因素，导致现代生态旅游在发展时受到的问题

较多，影响后续旅游工作的开展。如不重视这些问题，势必会

影响我国生态旅游以及生态文明等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3.1 现代生态旅游管理与决策缺乏权威性

就当前我国在生态旅游方面的管理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

针对生态旅游管理制定的管理政策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

区条例》（1994 年颁布），这一条例针对生态环境以及生态旅游

的实际管理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使得管理与决策之间缺乏

一定的权威性。很多生态旅游管理区实施的行政方式与营销业

务管理方式是两种相互独立的管理模式，这样的管理设置容易

导致管理与决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很难达到真正的统一。同

时，很多管理和行政部门为了提高自身的绩效和经济效益等，

采取对生态资源进行过度开发的原则，与现代生态旅游的概念

相违背，同时也造成后续生态景区难管理的现象发生。

3.2 生态旅游发展速度过快

我国传统旅游业的发展建设工作主要是在经济保障的基础

上，对地区景点进行开发的方式为主，这样的旅游资源开发在

短时间内能够获得较多的经济收益，但过度开发造成的资源浪

费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成为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难点问题 [4]。

随着现代生态旅游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追求质量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旅游资源的绿色可循环要求。现

代生态旅游背景之下，人们的大自然生态需求高涨，在较短时

间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生态旅游发展速度过快，背后产生

的问题同样是需要重视，有的景区为了吸引人气，生态旅游资

源开发时违背其概念的基本需求，过分重视经济发展而忽略了

现代生态旅游的实际目的。

3.3 旅游资源开发科学规划力度不足

由于很对现代生态旅游景区在最初的规划方面并未制定科

学合理的规划方案，过分注重生态旅游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

忽略了其自身所要传达的理念。生态旅游不同于其他旅游产品

或旅游方式，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多重目标的统一。当前，

我国生态旅游规划工作还比较滞后，特别是规划理念、专业化

水平和规划深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健

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借鉴和运用国际上发展生态旅游的先进理

念和方法。

3.4 缺少精品，环境恶化严重

从当前我国现代生态旅游资源的整体建设情况来看，很多

景区仍旧出现盲目模仿，不能结合景区的实际情况开展针对性

的旅游资源建设，导致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很多现代生态旅

游景区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掌握不全、特点及规律的把握不到位，

加上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不足等因素，导致现代生态旅游资源的

整体质量不高。此外，由于我国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较慢，很

多人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力度不够。仍旧存在部分地区

对生态资源盲目开发，少数地区存在对资源和环境损害的现象，

间接性地导致了生态旅游地区的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我国生

态旅游的正常进行 [5]。

4  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路径分析

4.1 强化现代生态旅游宣传

现代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概念，与传统的旅游发展

有较大的差异，在发展旅游资源的同时需要更多地注重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使其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因此，政府

作为现代生态旅游的重要引导人，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导向作

用，通过强化现代生态旅游宣传的形式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正确

认识现代生态旅游的重要性。首先，可以通过成立生态旅游管

理部门的形式，在政策上不断促进生态旅游管理。其次，管理

部门在开展管理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当前信息传播较快的

各种软件，如微信视频公众号、抖音、微博等，以视频传播的

方式使得更多人能够充分意识生态旅游的重要意义，增强旅游

者对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各方面的认识，并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营造发展旅游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的良好氛围 [6]。

4.2 合理布置区域性现代生态旅游观的渗透

现代生态旅游与传统旅游方式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想要

确保现代生态旅游能够获得更好的融合深度及广度，应当对区

域性的规划进行精准的布置。首先，在深度融合方面需要结合

本地区的生态旅游情况进行合理的布置和推广，使其能够充分

融入地方特色当中。例如，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小七孔，就是现

代生态旅游的一大亮点。荔波小七孔风景区坐落于群峰之中，

其中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卡斯特原始森林，整个景区山水

秀美精巧，景致古朴幽静，是现代生态旅游资源的一大代表。

因此，现代生态旅游区域布置时需要将地方生态资源有效

地融合在内，通过联合各区域的民俗、历史等特有文化资源，

合理开发当地的传统民居、发展当地的民间工艺、演出当地的

传统民俗风情等增加现代生态旅游的体验感及休闲感，人们在

旅游的过程中能够达到天人合一的旅游感受，使得现代生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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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能够发挥出其有效性，促进地方生态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7]。

4.3 构建完善的现代生态旅游服务平台

随着人们对旅游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现代生态旅游在实

际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重视对现代生态旅游服务平台的建立。

首先，现代生态旅游企业需要结合本旅游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完

善相应的服务平台。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互联网技术有

效地利用在内，体现出互联网思维，实现现代生态旅游的智慧

旅游建设 [8]。例如，可以利用携程旅行、同程旅游等平台，将

本地区较具优势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上传，从技术环境、经济

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等方面，设计出完善的生态旅游系统结构。

同时还需要重视将旅游产品供应商、住宿、交通、餐饮、消费、

支付等服务体系建设在其中，形成一体化的服务流程，以更好

地发挥出现代生态旅游服务平台的优势，提高消费者的体验感

的同时，增加对现代生态旅游的认同感，共同提升生态系统的

运行效率。

4.4 整合现代生态旅游资源

将传统的旅游资源与现代生态旅游资源进行整合能够促进

其更好地发展。因此，现代生态旅游企业应当重视将旅游目的

地开发的整体性以及地方旅游资源的统一规划。首先，对于旅

游消费者而言，生态旅游中的各种旅游资源与传统旅游资源之

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以田园、文化、旅游、教育、互联网等产

业深度融合的方式，能够增加现代生态旅游的多元化功能，体

现出其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产业所需展现的导向性功能。其次，

旅游企业还可以将现代生态旅游中的旅游景点进行有意识地整

合，不仅能够扩大该旅游资源在地区内的影响力，同时还能带

动地区的产业及劳动力的增长，为不断内化现代生态旅游的思

想及观念注入更多的活力。最后，在整合现代生态旅游资源的

过程中，不能盲目地追求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需要对整合生

态旅游景区进行综合考察、合理规划、安排相应的旅游路线，

使得整个旅游更加凸显生态的特点，以更好地减少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危害。

4.5 借助传统文化力量，打造现代生态旅游名片

中国作为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之一，

其本身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在其中衍生出来的优

秀传统文化已经和许多经济产业之间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加上

国家对于现代生态旅游行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

一定的品牌化力量。因此，在现代生态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可

以借助这些传统的文化的力量，将其有效融合在内，在传承优

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形成属于自身的现代生态旅游名片，从

而建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

结合的优势 [9]。例如，将传统节会活动融入现代生态旅游中，

不仅能够使得各种民俗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同时也能助力更

多的游客了解活动。另外，还可以将各种非遗文化有效融合在

内，增加游客对非遗文化的认同感的同时，形成生态旅游的观

念及意识。

5  结语

现代生态旅游的转变及创新是基于生态旅游发展的背景下

开展的，而传统的生态旅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样需要引起重

视。为更好地改善传统生态旅游带来的各种环境污染、管理、

规划力度不足等问题，需要从根源上予以解决。因此，笔者认为，

现代生态旅游发展战略背景之下，旅游企业可以从强化现代生

态旅游宣传，合理布置区域性现代生态旅游观的渗透，构建完

善的现代生态旅游服务平台，整合现代生态旅游资源，借助传

统文化力量，打造现代生态旅游名片五个方面进行出发。通过

不断改进原有的管理问题，充分了解现代生态旅游的实际内涵，

树立正确的生态旅游发展观念等形式，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

生态旅游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共同构建现代生态旅游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 石映昕，杨尚勤 . 传统文化观与现代生态旅游的融合

发展价值及路径 [J]. 社会科学家，2021（5）：45-50.

[2] 纪佳麒，王语妍，翟宇佳 . 乡村振兴视域下生态旅游

小镇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石台县仙寓富硒氧吧小镇为例

[J]. 南方农机，2022，53（10）：125-127.

[3] 王枝紫 . 探析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生态旅游互动融合

发展对策 [J]. 旅游与摄影，2022（8）：84-86.

[4] 辛竺珊，李松青 . 宗庙文化景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

评价研究——以南岳衡山为例 [J]. 林产工业，2022，59（4）：

64-68.

[5] 牛森，李爱增，韩志超 . 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特色

体育文化与绿色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路径选择研究 [J]. 商丘

师范学院学报，2022，38（3）：61-64.

[6] 朱春雨，曹建生 . 太行山区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问题及对策与建议——以井陉县为例 [J]. 河北林业科技，2022

（1）：66-70.

[7] 顾佳琪 .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森林旅游与生态旅游融合

路径研究——评《中国森林旅游论》[J]. 林业经济，2022，44（3）：

100.

[8] 万昱彤，蒋钰滢，田媛媛，等 .“两山论”背景下自

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生态旅游发展路径比较研究 [J]. 旅游纵览，

2022（6）：58-61.

[9] 吴晓雨，刘忆龙，覃艺，等 . 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东

部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以徐州市贾汪区为例

[J]. 中国集体经济，2022（6）：5-7.

作者简介：杜茂恒（1975-），男，侗族，贵州石阡人，主

要从事林业工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