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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旅游业自20世纪70年代末初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旅游产业已经成为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经
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先导产业。2007年底，来中国旅游的入境旅游者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3 2亿人次，
其中入境过夜旅游人数为5472万人次，旅游收入1.09万亿人民币，仅相当于全国GDP的4.5 ％左右。旅
游收入还不到全球份额的2.5 ％，专家认为，即使在全球经济动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旅
游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旅游业对拉动内需的作用较为直接且巨大，它是能够全面带动、拉动和联
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发展的“动力产业”。能带动第三产业，拉动第一产业，联动二产业
，旅游业已成为舟山海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旅游方面的文献和成
果很多，但研究海岛旅游方面不多，尤其是中国海岛旅游方面的研究很薄弱。海岛旅游开发与大陆旅
游开发存在差异性，资源环境保护、旅游产品模式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等所运用策略也具差异性。舟
山是我国唯一由群岛组成的海上地级城市。其独特的地理单元具有海岛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
文化特性，具有地质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双重属性。最大特征是以其景观造型、景观色泽、景观要素的
组合以及自然的、生态的千姿百态的岩石、山、海等景观，依附于海岛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构成很
高的旅游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如何开发利用有限的不可再生、稀缺的海岛资源，使舟山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是现在乃至今后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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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舟山海岛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针对海岛旅游开发的特殊性，从海岛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研究了大量国内外关于旅游、海岛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了海岛旅游的开发特点，开发模式，在全面了解、剖析、评价旅游资源和舟山旅游业发展现状的基础
上，寻求舟山旅游资源开发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论证了旅游业对舟山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提出了有别于大陆的海岛旅游开发基本思路和舟山海岛旅游发展规划。最后研究了旅游开发与发展的
可持续性，提出海岛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原则和措施。研究中运用了经济技术分析和数学模型等分析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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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2.2.1  触发研究的动因之一（1）我国旅游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入境旅游持续增长、国内旅游
蓬勃发展以及出境旅游强劲增长已成为中国旅游业的三大特点。（2）旅游业是能够全面带动、拉动
和联动舟山海岛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发展的“动力产业”。旅游业能带动第三产业，拉动第
一产业，联动二产业，其将成为舟山海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3）舟山海岛的旅游资
源具有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旅游业发展依托于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而旅游资源的开发，
必须建立在对资源本身的科学认识和内涵的准确把握上。不合理的资源利用将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浪费
和资源载体的破坏。（4）保护有限的、稀缺的、不可再生的海岛旅游资源，是推进舟山海岛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研究舟山海岛旅游资源条件可以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以及有效整合
旅游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使舟山海岛的旅游资源集约、高效。（5）海岛是一种重要的旅游地类型
，有其独特个性，在开发方式及其发展思路上都有其特殊性，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旅游有过研究与
诸多论述，但很少涉及海岛旅游，因此海岛旅游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尚显不足。1.2.2.2触发研究的
动因之二薛春纪老师在给我们讲授地质资源评价课中明确指出“自然资源按限制特征分：流量资源和
存量资源，存量资源（可耗尽资源）以一定的储量蕴藏在一些特定的地方，表现为储量限制如固体矿
产、化石能源；流量资源对它们现时利用并不妨碍将来利用，理论上取之不尽，表现为容量限制如气
候资源、旅游资源、土地资源。”  “地质资源包括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旅游
资源。”本研究认为，研究旅游资源条件评价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属研究方向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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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舟山海岛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与旅游业》

编辑推荐

《舟山海岛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由海洋出版社出版。

Page 8



《舟山海岛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与旅游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