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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生态旅游产业是以生态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旅游设施为基础，为生态旅游活动创造便利条

件并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综合性产业。旅游活动既然是人类重要的消费行为和世界上最

大的产业，那么，可持续旅游发展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目标，而生态旅

游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

发展，生态旅游快速发展起来。它以回归大自然为基调，以保护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促进

区域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提倡人们在保护环境的过程中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目前，在国内开放的生态旅游区主要有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旅游

开发较早、开发较为成熟的地区主要有香格里拉、中甸、西双版纳、长白山、鼎湖山、新疆

哈纳斯等地区。按开展生态旅游的类型划分，中国目前著名的生态旅游景区可以分为以下九

大类：山岳生态景区，以五岳、道教名山等为代表；湖泊生态景区，以长白山天池、肇庆星

湖等为代表；森林生态景区以吉林长白山、湖北神农架等为代表；草原生态景区以内蒙古呼

伦贝尔草原等为代表；海洋生态景区海南文昌的红树林海岸等为代表；观鸟生态景区 以江西

鄱阳湖越冬候鸟自然保护区等为代表；冰雪生态旅游区；以云南丽江玉龙雪山、吉林延边长

白山等为代表；漂流生态景区，以湖北神农架等为代表；徒步探险生态景区，以西藏珠穆朗

玛峰、罗布泊沙漠等为代表。

　&quot;十一五&quot;末期，全国已建立各级森林公园2600多处，年接待游客4亿多人次，直

接旅游收入超过300亿元。截至2012年底，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共建立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363个，面积9415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9.7%。&quot;十一五&quot;开局之年，全国A级旅

游景区门票收入1149.94亿元，占营收总额的43.25%，依然是主要收入来源。全国A级旅游景区

接待游客规模前50位基本上都是4A、5A级旅游景区，平均接待规模达到752.52万人次，最低

也达到423.82万人次，前8位A级景区的接待规模都超过1000万人次。2013年，我国生态旅游总

收入将达5500亿元。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也曾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

的问题，但是，这种旅游形式将在未来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在我国，环保意识不

断增强，绿色消费也已初见端倪。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然、热爱自然、走进自然、保护自

然，提倡绿色消费，倾向于选择不受污染的生态产品。这种市场需求的转变为生态旅游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本《2014-2019年生态旅游行业全景调研与投资战略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

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局、国家旅游局、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世界

旅游业理事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亚太旅游协会（PATA）、全国及海外多种相



关报刊杂志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生态旅游及各子行业的发展状

况、上下游行业发展状况、竞争替代产品、发展趋势、新产品与技术等进行了分析，并重点

分析了我国生态旅游行业发展状况和特点，以及中国生态旅游行业将面临的挑战、企业的发

展策略等。报告还对全球的生态旅游行业发展态势作了详细分析，并对生态旅游行业进行了

趋向研判，是生态旅游经营、开发企业，服务、管理、投资机构等单位准确了解目前生态旅

游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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