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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Jiangxi has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The eco-tourism resources in Jiangxi are very rich.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Jiangxi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outstanding issues, such 
as planning is still lagging, the management is confused, the development is disordered, the environment is 
seriously damaged and the publicity is ineffective.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Jiangxi, the authors proposed that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taken: 1) ensure area development plan-
ning rigorous and scientific; 2)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eco-tourism management, 
implement diversified tourism management unit; 3) levy user fees of tourism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Jiangxi Province; 4) highlight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design 
tourism products, develop eco-tourism boutique; 5) expand the publicity and improve the tourists’ awareness 
of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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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西发展生态旅游具有重要的环境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江西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近十多年来，江西生态旅游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规划滞后、管理混

乱、开发无序、破坏严重和宣传不力等。为实现江西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作者提出应采取如下策

略：1) 制定严格、科学的景区发展规划；2) 进行生态旅游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实施多元

化旅游管理机制；3) 征收旅游资源使用费，促进江西省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4) 突出地域特色，

设计旅游产品，开发生态旅游精品；5) 扩大宣传，提高旅游者爱护环境文明旅游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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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意义 

江西发展生态旅游，具有重要的环境意义、经济

意义和社会意义。 

1.1. 环境效益良 

生态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形式，以可持续发展

为指导思想，根本宗旨是旅游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发展。生态旅游通过经济手段(如旅游资源税、旅游发

扎基金等)使旅游环境保护的措施得以实施，从而促进

和推动环境保护[1]。前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萨维尼亚

克曾说：“旅游业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保护环境，特

别是它可以通过提供经济刺激的手段来保护那些无

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财政收入的资源，如珍奇动物种

群、独特的自然景区和文物”[2]。生态旅游是一种冲

击较小的的旅游方式，规模相对不大，活动容易受到

限制，如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尽可能将旅游对景

区的影响降到最低，尽量避免因大兴土木等而破坏自

然景观，如景区交通可建成以步行为主的小道，旅游

接待设施尽量掩隐在树丛中；旅游管理应以保护环境

为前提，举办游客喜闻乐见的旅游活动，设置一些探

索解释自然奥秘、保护环境的大自然标牌体系，让旅

游者在愉悦中增强环境意识[3]。这些活动都有力的保

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旅游目的地环境的改善与发展。 

1.2. 经济效益佳 

1980 年以后，生态旅游迅速崛起，它被认为是替

代传统大众旅游的新型产品，代表了新世纪旅游发展

的方向。近年来，我国一些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通

过发展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达 2500 万人次，生态

旅游年收入 5.2 亿元[4]。如四川依托其丰富的森林和

湿地资源，通过打造大熊猫生态旅游、森林人家生态

旅游、湿地生态旅游和乡村生态旅游四大生态旅游品

牌，实现年接待游客量1.4亿人次，旅游直接收入210.5
亿元，带动社会综合收入 950 亿元。据统计自 2006
年以来，四川省林业生态旅游收入连年排名全国第一。

2010 年全省实现生态旅游直接收入 210.5 亿元，占全

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的 20%。生态旅游已成为四川省林

业转型、地方经济发展和富民增收的重要途径[5]。不

仅四川重视生态旅游的发展，江西省靖安县也打响生

态旅游品牌，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全县生态旅游的发展，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把旅游产业做大做强。据统计该

县 2005 年生态旅游综合收入达 650 万元，是 2000 年的

6 倍，接待游客人数 32 万人次，是 2000 年的 10 倍[6]。 

1.3. 社会效益好 

发展生态旅游不仅能提高江西的知名度，还能为

江西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2009 年江西省围绕“生态

旅游年”这一主题，开展了多项生态旅游活动，如举

办“中国生态旅游年—绿色江西行”和“江西省居民

休闲旅游行动”等系列活动。同时举办红博会、鄱阳

湖生态旅游节、东江源生态旅游节、景德镇国际陶瓷

博览会瓷文化旅游节、龙虎山道教文化旅游节、中国

(婺源)乡村文化旅游节、明月山月亮文化旅游节等 9
大旅游节庆活动。通过上述系列活动和举措，江西省

进一步打响了“红色摇篮、绿色家园、观光度假休闲

旅游胜地”品牌，扩大了旅游影响力，促进了江西旅

游产业的发展。据统计，2009 年江西省全年实现旅游

接待总人数 923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673.7 亿元，分

别比 2008 年增长 15.02%和 20.44%。 

2. 江西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 

江西省自古以来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

美誉。其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18℃左

右，年均降水量 1341 mm~1940 mm，森林覆盖率达

60.05%，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江西省生态旅游发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形成了江西省独特的自然景观、多

样的动植物资源以及丰富的人文资源。据统计目前全

省有 44 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 5 个)、森林公园 61
个(其中国家级 18 个)，28 个风景名胜区(其中国家级

8 个)，总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4.84%[7]。据 2000 年

江西旅游局的旅游资源普查资料显示，全国 3 大景系、

10 大景类、95 个基本类型的旅游资源中，江西拥有 3
大景系、10 个景类、79 个基本类型，占全国基本类

型的 83%[8]。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2.1. 独特的自然景观 

江西省环山临水，自然景观旅游资源主要是以山

水为主，可分为以下类型。 

2.1.1. 名山峻岭，奇岩幽境 
江西省境内山地丘陵较多，自然环境优美，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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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岭、众多。比较著名的山地景观有三清山(世界自然

遗产)、龙虎山、龟峰、庐山(“世界文化景观”、“世

界地质公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另有武功山、

明月山、大觉山、三爪仑、三百山等 6 座名山。奇幽

山岩景观有被誉为“又一漓江”的鹰潭龙虎山、弋阳

的龟峰、南城县麻姑山、会昌县汉仙岩、瑞金罗汉岩、

赣州市郊的通天岩、宁都县翠微峰等。 

2.1.2. 湖光川景，名泉飞瀑 
江西鄱阳湖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其与长江的交

汇处，一线水分清浊现两色，颇为奇观。江西省五大

江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与鄱阳湖一起

形成美丽的江南水乡风光。庐山位于鄱阳湖畔，湖光

山色相映成趣，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在赣州市八境台

上可观三江风光。南昌、九江、景德镇等旅游城市还

拥有许多城市内湖，为繁华都市增添了不少风采，这

在全国众多城市中并不多见。而江西省山泉和飞瀑更

是数不胜数。著名的有被“茶神”的陆羽称为“天下

第一泉”的庐山谷帘泉，另外庐山的三叠泉瀑布、玉

帘泉瀑布、秀峰黄岩瀑布、三清山的彩瀑、井冈山的

小进龙潭瀑布群等。温泉是江西省又一特色的旅游资

源，截止 2012 年 8 月全省发现地热区 119 处，温泉

有 91 处，温泉数量居全国第 7 位，主要分布在赣南

及赣中南部地区。 

2.1.3. 古树奇卉，珍禽异兽 
江西省地理位置优越，植被覆盖度较高，适合多

种动植物生长繁殖，其中不乏原始森林、古树奇树和

名花奇卉、珍稀动植物。一些古木大树早在古书中就

有记载。如在《庐山志》中记载的由“东晋慧远手植”

的庐山“宝树”。樟树是江西省的特有景观，有“古

樟之乡”之称的赣西泰和县，现有 500 年古樟 30 多

处。杜鹃花是江西省的省花，井冈山笔架山上的野生

杜鹃绵延近 10 公里，被誉为“十里鹃廊”。庐山植物

园更是我国唯一的亚高植物园，云集着几千种珍奇植

物。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候鸟越冬栖息地”之一的

鄱阳湖国家级候鸟自然保护区区内拥有白枕鹤、白头

鹤、灰鹤、黑鹤、白鹤、白鹭、苍鹭、天鹅、大鸨、

鸳鸯、鹈鹕等多种珍稀鸟类，每年大量越冬候鸟集结

于此，十分壮观。此外，彭泽县的桃红岭是我国唯一

一个以保护野生梅花鹿为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

内拥有 400 多头野生梅花鹿。井冈山上拥有黄腹角雉

和猕猴、短尾猴等珍稀动物。目前全省拥有国家一类

保护动物 8 种，二类保护动物 13 种，三类保护动物 9
种。 

2.2. 多样的动植物资源 

江西省地形地貌类型多样，很多动植物都能在江

西找到适宜生存的气候条件和土壤，在此繁衍生息。

截止到 2008 年，全省约有 4000 余种种子植物，470
多种蕨类植物，100 种以上苔藓类植物约，500 多种

大型真菌类。据统计江西共有 119 科木本植物，其中

56 科是向北延伸到赣地为止的热带性科。江西珍稀、

濒危树种有 110 种属于中国特有，如属于中国亚热带

特有的水松、金钱松、玉兰、柳杉、木莲、华东黄衫

等 60 余种；属于江西特有的有杜鹃、红花杜鹃、井

冈杜鹃、江西山柳、背绒杜鹃、美毛含笑、江西槭、

柳叶腊梅、井冈厚皮香、全缘红花油茶、井冈葡萄、

井冈猕猴桃、寻乌藤竹、井冈绣线梅、厚皮毛竹、河

边竹等 16 种属。 

2.3. 丰富的人文资源 

江西省人文资源可以概括为“七个千年”。分别

为：千年古村——流坑古村、理坑古村、渼陂古村、

钓源古村、竹桥古村；千年瓷都——景德镇；千年名

楼——滕王阁、浔阳楼、郁孤台、八境台；千年宋城

——赣州；千年药都——樟树，自古号称“药不到樟

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千年古寺——九江市能仁

寺、庐山东林寺、九江市永修县真如寺、吉安市青原

山净居寺、鹰潭市龙虎山天师府；千年书院——白鹿

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丰富的人文资源为

江西省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3. 江西省生态旅游发展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3.1. 成效显著 

生态旅游是江西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途径。随着

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

江西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和优美的自然资源环境，对

旅游者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随着省政府对旅游业发

展的大力支持、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以及旅游业的

快速发展，江西生态旅游也迅速崛起。2009 年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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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旅游年，主题口号为“走进绿色旅游，感受生

态文明”。江西以此为契机大力生态旅游业。省委、

省政府确立了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政策、

管理、人才、资金等方面对生态旅游发展进行扶持。

为展示江西独特的生态文化，2010 年 11 月 20 日在南

昌举办了以“生态中国、绿色江西”为主题的中国鄱

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江西借助其影响力通过开展生

态旅游活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此次活动展示了江西绿色崛起的新形象，增

强了江西的经济实力。 

3.2. 问题突出 

江西虽然具备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条件，却并不

表明就能轻松地成为中国生态旅游大省，江西仍存在

不少制约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3.2.1. 规划滞后 
目前江西的生态旅游规划相对滞后，在一些旅游

资源开发过程中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近年来，一些

地方政府高举“旅游兴市、旅游兴县”大旗，希望通

过发展生态旅游来实现本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一些生

态旅游景区在旅游开发与建设时缺乏全面科学的论

证、评估与规划，开发者急于求成，贪图眼前利益，

对旅游资源重开发轻保护，造成了许多不可再生资源

的损坏与浪费，如对风景区植被、地形的破坏导致自

然景观的破坏等[9]。例如 2010 年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

顾问朱畅中、储传亨、甘伟林等 22 名专家学者的就

曾联名呼吁制止江西庐山五老峰观光缆车项目，他们

认为五老峰风景秀丽，自然环境优美，拟建的观光缆

车项目会对五老峰的自然景观、林木植被和风景环境

造成严重的破坏。 

3.2.2. 管理混乱 
一些生态旅游景区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混乱、

管理问题十分突出。目前，我国生态旅游景区大多分

布在一些动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国家

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各级森林公园、湖泊、河流、

山谷、海滨、天然或人工的各类水体中，这意味着其

涉及的行政管理部门较多。一些景区由于投资主体的

多元化，经营市场的商业化，景区的行政管理工作一

般由非“法定”行政管理部门之外的单位或个人承

担[10]。例如江西省上犹县陡水湖旅游景区主要由陡水

镇党委、政府在经营管理，由于镇党委、政府人才匮

乏、力量不足，导致管理缺乏魄力，在景区规划设计、

开发建设以及景区保护等方面很难有所成就。该景区

资源更是涉及上犹县、崇义县、上犹江水电厂、赣州

市犹江林场、赣南树木园等各单位。由于景区制度不

健全，管理机构级别较低，管理部门缺乏权威协调能

力和行政执法权，很难在景区进行执法管理。又如江

西省婺源曾被曝因门票收入分红不公核心景点相继

关闭。据了解一些村民擅自在景区摆摊设点兜售旅游

商品、张贴广告等，破坏了旅游环境整体和谐。汪口、

江湾等景区少数村民不依与旅游企业的合同规定，借

提高利益分红的名义，和其他村民一起阻拦游客，严

重影响了景区正常经营秩序[11]。这些管理问题的存在

不仅影响了旅游行业的良性竞争还对景区可持续发

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3.2.3. 开发无序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其所有权应属国

家。但由于我国旅游资源管理受体制、法规及制度缺

失的影响，景区产权关系不清晰，旅游资源被无偿(或
低价)转让或无序、无度开发，致使国家所有者权益得

不到保障，造成国有资源资产流失，严重影响了景区

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丰富

且具独特性，对旅游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旅游发展

条件得天独厚。但三清山景区开发时旅游资源被无偿

(或低价)使用，旅游产品成本扭曲，经济效益被夸大，

造成旅游企业过度盲目发展，旅游资源浪费和环境破

坏，频频出现乱砍乱伐、乱占土地、私自开发、乱炸

石土等现象，例如天门附近姐妹松由于环境破坏而枯

死。又如位于三清山景区的缓冲区的东坳下岭，该地

有十几家的青石板厂，这些矿场中的大部分设备较为

简陋，开采过程中技术粗糙，严重破坏了森林植被和

环境。旅游资源大多属于不可更新资源，一旦遭到破

坏便难以复原[12]。 

3.2.4. 破坏严重 
江西生态环境恶化，旅游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1998 年 5 月 23 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生态旅游

岂能破坏生态》的署名文章，引用的资料表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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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2%的自然保护区因开展生态旅游而造成破坏，有

11%出现旅游资源退化”[13]。近几年江西省许多县市

凭借优良的生态资源，纷纷推出了“生态旅游”项目，

像靖安的“生态漂流”、婺源的“生态农业”、鄱阳湖

观鸟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有少数地方反

其道而行之，大肆修路架桥造景修建宾馆，此举带来

的是“生态灾难”而非“生态旅游”。例如江西鄱阳

湖景区每年 12 月众多候鸟迁移到此地，一些游客为

拍照驱赶鸟类，一些人甚至捕猎野生鸟类，在草洲里

割草、烧荒、开垦，严重破坏了鸟类的生存和生活环

境。一些生态旅游景区超负荷运转，旅游旺季超出环

境承载力时未及时采取限制性措施，给景区环境带来

巨大压力。如 2012 年“十一”黄金周庐山游客暴增，

山上停车位不到 3000 台，却有 8000 多辆车上山，景

区严重超载，造成山上交通拥堵，汽车尾气排放与交

通噪音污染增多，对景区的旅游秩序与生态环境带来

了严重影响；另外还有一些旅游者不遵守旅游职业道

德，肆意践踏造成土壤板结，植被破坏；一些景区配

套基础设施不健全，满足不了旅游者需求，造成景区

不同程度的垃圾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 

3.2.5. 宣传不力 
江西省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生态旅游的重视不

够、宣传不力、教育不足的现象。生态旅游的产生和

迅速发展，要求生态旅游者和管理者具备相应的素质

和职业素养。就宣传教育而言，目前对生态旅游全面

系统深层次的社会化舆论与普及知识宣传教育的活

动已不能适应生态旅游发展的需求。生态旅游要求的

素质相对普通旅游来说要高，由于生态旅游者自身的

受教育程度、职业与参与社会身份等不同，其对生态

旅游知识的了解和对生态旅游源与环境保护的认知

也不同，加上生态旅游观念还未在全省完全普及，因

此，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客源市场还没完全形成。

据了解生态旅游景区(点)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主要来自旅游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其次。一些生态旅

游示范区，部分当地居民可能还不知道或没听说过生

态旅游，甚至出现损害生态旅游资源的行为。 

4. 江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4.1. 制定严格、科学的景区发展规划 

严格科学的景区规划是景区健康发展的基础保

障。因此要高度重视规划工作。首先景区应明确政府

和企业的职责。政府职责方面主要包括制定相应的政

策法规，管理景区开发使用许可证，收取景区土地租

金、税收等相关费用，管理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区

内生物多样性，进行基础性科技研究等方面。旅游景

区经营企业职责主要包括旅游者的招徕、接待、服务

工作，在景区相关规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政府和

企业应各司其职。其次成立独立而完善的景区管理机

构，集旅游、景区、文物、宗教等管理功能于一身，

其职责包括：1) 制定景区内的政策法规；2) 做好景

区各项事务的管理工作；3) 收集旅游景区的数据与信

息管理，制定宏观发展战略；4) 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

科学研究；5) 对景区的运营运作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

理；6) 做好景区对外合作和交流等方面的工作。 

4.2. 进行生态旅游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实施多元化旅游管理机制 

旅游、林业、建设、国土、环保等部门在生态旅

游开发利用与监督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要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协调各部门之

间的关系，以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强化管理。建议

可成立一个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吸收环保、

林业、建设、国土、水利、农业以及旅游景区等部门

共同组成的生态旅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

会，以协调管理其生态旅游开发建设、利用保护等项

工作。依据省(市区)情和各生态旅游景区特征与要求，

委员会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各成员单位协调会议，

以便及时通报情况，协调解决生态旅游管理工作中出

现的各类问题。例如 2006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江

西省旅游与环保、林业等部门联手监管和督查，及时

通报各旅游景区接待、环境状况等，及时、有效地解

决各旅游景区(点)环境保护问题，受到了地方政府和

景区周围居民及游客们的普遍首肯和赞许。 

4.3. 征收旅游资源使用费，促进江西省生态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资源使用费是旅游资源所有者或其代理人

向依托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从事经营(开发)活动的单

位或个人征收的资源有偿使用费用，用于风景名胜区

旅游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对景区内的旅游资源

收取一定的使用费用，不仅可以限制经营(开发)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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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人对旅游资源的盲目性掠夺性开发，还能避免重

蹈旅游资源开发“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实现保护

旅游资源的目的。例如针对三清山管委会由于资金贫

乏，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对景区资源进行保护的现象，

旅游资源所有者或其代理人可对依托景区旅游资源

从事经营(开发)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征收一定的旅游资

源使用费，将其作为景区旅游资源保护的专项资金，

并通过对资金的有效运作与管理，达到对景区资源有

效保护的目的，促进景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征收旅

游资源使用费，能够保证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

保护，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丰收”。只有

将开发与保护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景区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 

4.4. 突出地域特色，设计旅游产品，开发生态旅

游精品 

旅游产品在提高地方知名度和扩大景区宣传方

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江西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

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何设计旅游产品，开发特

色生态旅游精品，成为做好生态旅游工作的重中之重。 
首先，根据自身特色，开发特色多功能相结合的

旅游胜地。应重点突出江西的山水风光、文化景观，

通过增加和丰富产品的内容，满足不同游客市场的需

求。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应提高产品的品味和科技文

化含量，采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增加产品附加值，促

进游客二次消费，同时将传统观光产品与资源内涵、

产品类型和特色产品以及景区规划设计等各方面有

机结合起来。 
其次，将旅游产品开发的重点放在“精”字上，

所谓精即开发旅游精品。保证每个重点旅游区都有至

少一个特色旅游产品，同时还要与其他旅游点能很好

的结合，这样才能使精品旅游景点覆盖全省，通过点

带动面，以达到整体精品项目的发展，最终实现全省

旅游全面发展的目的。例如在江西省的“鄱阳湖生态

旅游示范区”项目覆盖面达 51 个县(市、区)，重点打

造区内十个生态旅游区。江西省生态旅游发展应该突

出地方特色，同时努力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如景德镇

可利用其“千年瓷都”的优势，全力打造成“国际陶

瓷博览园”；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可利用其优越

的自然环境条件创建世界性 “湿地生态公园”和“观

鸟胜地”。 

第三，结合江西生态旅游资源自身特点和游客需

要，开发专项旅游产品，如绿色山水游(庐山、井冈山、

三清山、龙虎山、鄱阳湖、仙女湖等)、红色文化游(井
冈山、瑞金等)、古色乡村游(婺源、丰城白马古寨、

吉安渼陂古村等)、宗教文化游(龙虎山道教朝圣、三

清山道教寻祖等)和客家文化游(赣州客家围屋)等，并

将这些生态旅游产品紧密结合[14]。还可大力发展休闲

观光农业，开发特色有机蔬菜基地、茶园、果园、桑

园、竹园、养殖场、农副产品加工基地，设计出高质

量、高品位、深层次且符合游客需求的生态旅游产品。

实现由资源导向型产品结构向市场导向型产品结构

的转变[15]。  

4.5. 扩大宣传，提高旅游者爱护环境文明旅游的

意识 

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

人们保护环境意识也逐渐增强，但对生态旅游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以及如何恢复保护旅游资源仍缺乏相应

的知识和认识。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一切新闻媒体、

网络等一切有利条件，结合多媒体演示技术与虚拟现

实技术等各种手段，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旅游生态环境

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重视大自然给

予人类的物质及精神财富与价值[16]。同时加强对旅游

者的生态教育，提高人们的生态伦理素养，增强保护

环境的意识法制观念。将教育与旅游有机结合起来，

倡导人们在旅游活动中遵守生态道德，自觉履行生态

环境保护义务，增强全民族生态文明旅游的意识。另

外，各生态旅游景区(点)管理者要精心安排旅游者的

广泛参与，在具体旅游项目规划与设计时，要融入生

态环境保护教育的内容，以使游客在参与的过程中获

取较多的生态环境保护知识，逐渐培养起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与法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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