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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

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但在成立自然保护区之初，政府对于

自然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并缺少必要的宣传，导致人们对于自

然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不够了解。但随着我国生态旅游开发战略

的开展，民众对自然保护将会有全新的理解，也能够为保护环境

献力献策。

1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的积极影响

自然保护区采取生态旅游管理模式，对自然保护区会产生

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能够为自然保护区建设

筹集相应的资金。据我国相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自然保护

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每个自然保护区大约有超过一

半的资金缺口，管理方面需要的资金大约缺少30%。也正是由于

自然保护区缺少资金，所以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这也是导致

多年来自然保护区没有得到良性发展的因素之一。追根溯源，正

是由于管理方式落后阻碍了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对自然保护区实

行生态旅游管理，不但符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而且能够被社会

所接受，增加了自然保护区的资金来源，使自然保护区的收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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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高。一般来说，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资金主要由国家支持或是

社会募捐等，获得收益后也是以此方式进行分配。自然保护区实

行生态旅游管理会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对自然保护区进行投资，

达到促进旅游的目的。（2）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自

然保护区来说，在管理方面涉及的内容较多，如果能够顺利开展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项目，定会带动周边产业的兴起，包括餐

饮、交通、住宿、特产销售等。当地居民也会因此增加工作岗位，

进而增加家庭收入。（3）能够有效提高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生

态旅游较我们所熟知的旅游有很大不同，生态旅游包含了环境教

育等方面内容，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旅游方式，在开发生态旅游期

间能够激发民众的环保意识，使民众能够积极的参与到环保行动

当中。如果全国的自然保护区都开展了生态旅游管理，那我国民

众的环保意识定会提高到一个新档次，并有质的飞跃。不但能够

改善景区内的生态环境，还能促进景区的经济发展，全面实现自

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4）有利于提高自然保护区的声誉。我

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区是1956年成立的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但是当时的政府还没明白自然保护区的意义所在，所以在

宣传方面比较滞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然保护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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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生态旅游活动开展中遇到的问题

2.1生态旅游项目开发存在盲目性

目前，我国许多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资源项目开发的过程

中，并没有立足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忽略了当地自然

环境的发展趋势，在相关研究工作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也

导致部分地区在开发生态旅游资源项目的过程中缺少明确目标，

过于盲目。同时，很多旅游企业在开发新的生态旅游项目时，只

重视项目本身所产出的经济效益，而不注重发挥项目的生态价

值，造成项目管理工作缺乏科学有效的规划安排，这种“重经

济、轻环境”的发展模式，不仅会让当地生态环境出现失衡，甚

至还会加剧地区资源紧张，让资源浪费的现象愈演愈烈。

2.2给当地生态环境的平衡性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尽管我国在开发生态旅游资源项目的过程中，已经将人

民群众的需求纳入到工作安排中，全面加强了旅游景区周围的

宾馆、索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但这不代表基础设施的建设可

以无序开展。目前，我国部分生态旅游景区的管理者并没有充

分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性，导致一些已经

建设完毕的基础设施和当地自然景色并没有实现良好的融合，

这种基础设施项目显然严重缺乏科学性，很不利于相关生态旅

游活动的有序开展，甚至还会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

破坏。

2.3没有构建系统化的生态旅游经济管理体制

在我国基本国情的影响下，我国生态旅游项目开发中，依

然存在项目使用权和资源产权分离的现象，由于我国目前在生

态旅游领域中缺少相应的经济管理制度，导致许多旅游项目开

发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通常会采用“粗放型”的管理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不仅会影响整个生态旅游景区的稳定，甚至还可

能会让景区的经营状况逐渐走“下坡路”，影响生态旅游经济管

理的质量。

3  生态旅游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措施

3.1合理划定自然保护区内部的功能区

为了保护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资源，也为了增加旅游资源的使

用率，要对自然保护区建立功能分区，可将自然保护区按用途分

成不同的功能区，包括游览区、分散游憩区、服务区等。在游览

区只能欣赏美景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资源开发；分散游憩区只能

让少数游客进入，当游客在此区进行游览时，需要借助交通工

具，如出租的自行车、独木舟等，而且要严格控制人数；服务区

可为游客提供休息的场所，能够允许任何交通工具进入，但不应

在保护区中心地带建立，应尽量将其安置在保护区的边缘地带。

3.2制定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要确保资源与环境得到良好保护，

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以，在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

旅游管理前要对其进行分析与调查，根据市场需求，提出整体发

展战略与目标。具体内容包括：根据市场对生态旅游的不同需

求，对旅游产品进行合理的开发，在模式选择上要与实际情况相

符；根据产品开发的特点，对保护区的建设进行规划，在服务中

要强调建设生态餐厅、生态住宿等。

3.3 政府部门要加强资金扶持，高效利用资金

首先，地方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当地生态旅游产业的资金

扶持力度，建立健全投资统筹机制，以多元化管理措施，将

相关财务风险降到最低，同时还要平衡投资结构，适当转移投

资中心。比如体验游、田园游等项目，政府部门应该适当加

大投资力度，而像餐饮、娱乐等传统项目，政府部门则要适

当减少投资，保证投资的合理性。要合理分配资金，避免投

资的集中，这样即便某一产业类型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动摇根

本。其次，还要注意向一些国内外生态旅游投资模式较为发达

的地区学习，做好风险应急预案，建立完善的风险处理机制

等。再次，除了政府资金外，当地政府部门还应该拓宽投资

来源渠道，鼓励民间资本介入，通过开展座谈会、宣讲会等

方式，积极构建多边形投资统筹机制。最后，当地政府部门

要严格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丰富监督机制，开设互

联网匿名举报系统，对于举报情况进行认真核查，一经证实，

要逐级追究责任，尤其对责任主体，要坚决予以严厉处罚，从

根本上避免私下转账、数据篡改等违规行为的出现，从而提高

政府投资资金的使用率。

3.4加强对生态旅游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

首先，为了在生态旅游领域中有效开展经济管理，应该依照

当地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和生态旅游项目的具体结构，

提高项目服务设施建设的水平，在必要情况下，要对原有的服务

设施进行完善或重建。值得一提的是，在改造项目服务设施的过

程中，很可能会对景区内部或周边的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

响，因此相关施工团队应该提前做好施工方案，尽可能减轻施工

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其次，当地生态旅游景区的管理者还要加强

对景区内服务人员的培养，充分提高服务人员的岗位素质和服务

质量，这更便于景区的统一管理，同时也能优化游客的游览体

验，给予游客最为舒适的服务。最后，作为景区的服务人员，应

该从自身做起，对待游客的态度要时刻保持和善和尊重，给予游

客全方位的帮助。高水平的服务质量不仅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

来，还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景区形象，在业内建立优秀的口碑，从

而促进当地生态旅游产业的良性发展。

结语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应该全面落实

经济管理。对此，当地相关管理部门和景区管理者应该注重挖掘

本地区的生态旅游特色，完善管理机制，创新管理理念，切实提

升景区服务质量，而作为政府部门，则要加大对当地生态旅游产

业的资金扶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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