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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旅游业发展有趋海性的特点，热带、亚热带海岛地区是全球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由于海岛本身
的空间局限性、资源约束性、环境脆弱性、产业波动性、社会失衡性，因此，探讨旅游型海岛的可持
续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旅游型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协调海岛人地关系。本书选定台湾海峡
西岸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人地关系整合为研究主题，进而分析旅游型海岛人地关系
组成、人地关系演变和人地关系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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