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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现状及管理提升策略
张伟轶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四川南充 637000

[ 摘要 ]  近几年，生态旅游行业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在旅游行业产值中位居首位，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生态旅游，

并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当生态旅游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生态旅游管理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需要

相关部门结合生态旅游的现状进行解决，保障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从生态旅游现状，以及如何

有效提升生态旅游管理两方面阐述个人看法和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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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 20 世纪开始，生态旅游的概念就开始在世界

范围内推广，在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生态旅游得到了

大部分人的认可和青睐，我国历史发展悠久，遗留了

很多野生物种和传统文化以及自然保护区，比如茶

文化、陶瓷艺术、酒文化、野生动植物、稀有树种等。

因此，我国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生态旅游，目

前，我国发展了很多旅游景点，比如玉龙雪山、九寨

沟森林公园、山东泰山、承德避暑山庄，西安的秦兵

马俑等，这些旅游景点都吸引了很多的国内外游客

前来观赏或者体验，并且提高了我国旅游业的综合

效益。生态旅游具有很大的经济和观赏意义，但是

由于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导致了我国很多生态旅

游的景点遭到破坏和污染，制约了生态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从上文已经提到，我国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

生态旅游管理的问题，完善生态旅游管理体制，提高

人们的环保意识迫在眉睫，但是很多地区的生态旅

游管理仍然流于形式，存在很大的不足，为了更大地

发挥生态环境的价值，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制定有效

的生态旅游业的生态旅游保护措施，强化人们的环

境保护意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约人们的不良

行为，强化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一 生态旅游管理的现状

（一）管理体制落后

首先，生态旅游管理部门内部责任分工不明确，

由于生态旅游涉及很多不同的单位，涉及林业、建

设、环保以及旅游管理的方方面面，部门繁杂不但没

有形成一个良好的责任规划，反而会有内部管理细

节疏漏的情况，没有一个规范的管理体制去明确各

部门员工的分工，也缺乏相关的工作划分体制，从而

造成管理混乱，生态旅游中的问题大部分都成了遗

留问题没有被真正地重视解决。其次，地区性的生

态旅游行业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对生态旅游的环境

保护问题一直轻于管理，为了招揽游客，提高收费标

准，不合理地建设基础设施，对原本的生态环境造成

极大的破坏。景区开发商更加注重商业价值和经济

发展，对旅游资源盲目开发。最后，有些地区不重视

生态旅游行业，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第一、二产业上

面，忽视了对生态旅游的管理，而且第一产业造成的

严重污染会给当地自然景观带来极大的破坏。

（二）游客的环保意识较差

生态旅游的飞速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

青睐，为了提高精神文明生活水平，人们都会利用假

期或者业余时间去旅游，所以，每年的游客数量都在

飞速增长，游客的增多给生态旅游管理带来了很大

的难度，游客来自五湖四海，存在很大的年龄差距和

综合素质的差距，这就决定了游客的环保意识的整

体水平较差，大部分游客只顾自己在游玩中享受到

快乐，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常常会出现乱丢、乱

扔、乱画的现象，一些游客会在文物古迹上乱写乱

画，对文物古迹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森林公

园，很多顾客随便践踏草坪，不珍爱植物，看到漂亮

的花就随便采摘，在野生动物园内，很多游客私自将

自己带的食物投喂给动物，这些不合理的喂养，慢慢

积累都会给动物带来生命安全的危险。

（三）缺少专业的管理人才

与其他旅游业相比，生态旅游管理更需要有专

业的人才来管理，但是从目前就业结构来看，导游及

其工作人员对生态保护的内涵及其措施懂得少之又

少，据数据调查显示，从事生态旅游工作的人员学历

较低，缺少对生态旅游知识深入地了解，没有规范创

新生态旅游管理的能力，对生态旅游涉及的相关内

容不了解，这些都制约了生态旅游的管理发展，另

外，生态旅游的很多景点，都需要很多技术人员做后

期维修和养护，比如在国家森林公园中，里面有很多

珍贵的树种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定期施肥养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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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物园中的稀有动物也需要专门的人员定期对其

检查或者科普相关的景区知识，但是由于这些技术

人员的缺失，造成很多的维护和养护工作严重滞后，

阻碍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 生态旅游管理的基本要素

（一）生态资源

在进行生态旅游管理中，生态资源是生态旅游

管理的重要内容，依据制定的生态资源的管理指标，

实现了对生态环境和各种动植物的科学监控，并且，

生态资源管理指标是调整生态旅游管理结构的重要

依据，如果一旦出现与这些生态指标发生背离的问

题，相关部门要积极提出应急措施，在实际应用中，

生态资源管理规定的控制指标和度量指标不是一成

不变的，是要随着生态环境或者人为变化而产生变

化的，这些生态资源的硬性指标为生态旅游管理系

统的运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依据 [1]。

（二）景区资源

景区资源保护的内容有利于保护景区资源的完

整性，以防止景区资源受到人为的破坏和干扰，制约

游客的不良行为，也为工作人员指明了工作方向，这

里说的景区资源，富含了森林公园和国家公园，各个

省区的山水景区的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和空气

含量等元素都纳入保护范围中，并且根据这些景区

的实际情况合理地制定规划方案，进而促进生态旅

游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

（三）旅游资源

生态旅游管理的基本要素除了生态资源和景区

资源，另外还有旅游资源，旅游资源作为生态旅游管

理的最基本的要素，对提高生态旅游管理水平重要

的作用，上文已经提到，我国生态旅游管理中，存在

很大的不足，生态环境严重受到旅游业的影响，从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旅游区旅游资源的整体利用价

值，影响并改变了周围的居民生活结构。

三 生态旅游管理的特征和意义

生态旅游与其他旅游业相比，具有独特的特色

管理重点，生态旅游更加强调资源特色的利用，旅游

区自身带的自然资源是生态旅游的重要财富，所以，

环境保护对于生态旅游非常重要，其次，生态旅游

更加约束游客的行为和态度，人们到生态旅游景区

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观赏，而不是进行消费活动，而

且环境教育对生态旅游来讲至关重要，引导游客如

何规范游玩，保护环境，最后，生态旅游比较尊重居

民的意见和经济利益，对地方性的自然景观加以利

用，必须征得当地居民的统一，生态旅游必须以满

足和提升当地的经济利益为前提，这样才能带动当

地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优化生态旅游管理 [2]。

四 强化生态旅游管理的意义

发展生态旅游是贯彻执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所以强

化生态管理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保证生态旅游的价值，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生态旅游景区大多数是供游客观赏的地方，人

们可以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去感受自然风光和风

土人情，正确的生态旅游管理方式可以引导游客建

立深化环保意识，从而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这样生

态旅游景点就可以长期地发挥其旅游价值，保障了

生态旅游的综合效益，另外，优化生态旅游管理工

作，为工作人员指明了工作方向和发展目标，有利于

激发管理人员的技术潜力，通过生态旅游管理，可以

有效地发现生态旅游当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够得到

及时有效地解决。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基础 [3]。

（二）有利于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

优化生态旅游管理可以有效地推进乡村的经济

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崭新的方向，增加当地农民

的收入，激发了农民的创业热情，为农民创业提供了

有效途径，生态旅游可以充分合理地挖掘乡村旅游

资源，比如乡村采摘节就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商

业契机，游客在采摘的同时，旅游景点还可以提供丰

富多样的农家乐，这种旅游景点，游客不仅增进了与

自然的距离，提高了参与自然的积极性，另外，当地

农民利用草莓采摘节，可以提高草莓的销售收入，健

全当地的农村基础设施，丰富了当地居民的休闲娱

乐的场所。

（三）发扬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实现了文化与经济

的结合

优化生态旅游管理可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生态旅游可以实现中国古老文化和经济

发展的完美结合，既可以弘扬民族文化特色，又可

以依靠中国文化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我国最有

名的茶文化，茶文化最早始于我国，一直流传至今，

如今，人们利用茶文化大大地推动了茶产业的发展，

通过茶旅融合，扩大了茶叶种植规模，创新了茶叶

加工工艺，实现了从茶叶种植到茶叶加工再到茶叶

销售的一步步改革创新，目前由茶叶衍生出来的茶

果、茶花冲饮、茶酒等深加工产业正在飞速发展，这

就是茶旅融合带来的结果。因此，优化生态旅游管

理可以充分地挖掘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带动经济的

新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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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何提升生态旅游管理的有效性

（一）强化生态旅游管理认识，厘清发展思路

文旅部门和当地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实

现强强联手，统一管理思想，共同管理生态旅游项

目，以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化为重要的管理目标，

精心制作旅游方案，完善生态旅游管理体制，明确制

定相关的数据指标，一切以环境利益为中心，合理开

发旅游资源，严格执行环保政策，落实有关生态环境

的保护措施，并且执行到位，并且要落地相关的考核

机制，监督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工作，

按时完成本职工作。

另外，当地政府要加大对生态旅游管理工作的

干预扶持，为生态旅游管理工作提供强大的后盾，监

督生态旅游业的正常发展，防止出现旅游开发商对

当地旅游资源盲目开发。

（二）提高游客环保意识

上文已经提到，游客数量大幅度提高，游客的环

保意识整体下降，给生态旅游环境带来了重大的影

响，所以，提高游客环境意识，对于优化生态旅游管

理工作意义重大 [5]。

1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景点的大面积监控

大多数旅游景点面积都比较大，地形复杂，如果

派人盯守很难实现，所以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利用远

程监控的方法，规范游客的行为，如果出现破坏环境

和污染环境的人为事件，相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并

加以有效阻止。

2  加强环保教育，普及旅游常识

管理部门应该在景点密集或者重要的景点中，

加强环保教育，向游客普及环保常识，比如，在森林

公园，可以让有关的技术人员利用多媒体设备放映

关于保护动物的小常识，引导游客动物不能乱吃东

西，以及游客盲目投喂对动物的影响。

3  丰富环保宣传的形式

生态旅游管理重点就是强调保护环境的问题，

所以，重点加强环保宣传这项工作十分有必要，相关

部门可以丰富宣传形式，扩宽宣传渠道，比如在景点

多设置环保提醒，利用小型喇叭或者草坪广播播放

环保常识，在景点门口或者醒目的地方安装保护环

境的电子屏幕，在景点周边多陈列废物回收桶，这些

小措施都可以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和加深游客的环保

理念。

（三）构建旅游人才体系，保障生态旅游稳步发展

首先，生态旅游管理涉及面十分广泛，面对生态

旅游人才缺失的现状，相关管理部门要鼓励工作人

员不断充实自身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定期对工

作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并且加以考核。指导工作人员

如何正确保护生态环境，如何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

和服务素质，从而提高旅游的服务质量 [6]。

其次，我们要重点建设旅游管理人才体系，生

态旅游需要多方面的人才，比如环保专业的、地质勘

探、计算机网络方面的、旅游业的等等，这些技术人

员的专业素质比较高，更加了解生态旅游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所以，我们要扩宽招聘渠道，多渠道选择

优秀的后备人才，力求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到生态

旅游管理工作中来，力求完善生态旅游体系，专业开

发旅游资源，规范管理生态旅游管理体制。

六 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生态旅游使新兴产业又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台阶，生态旅游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生态旅游业促进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传承了我国的经典文化，振兴了乡村经

济，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生态旅游管

理的不足，相关部门应加强优化生态管理工作，结合

地方生态旅游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

决，在保护环境，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挖掘更多

的生态旅游资源，为人们提供更好的自然景观。另

外，相关部门要强化游客的环保意识，引导工作人员

和游客共同保护生态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共同促进

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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