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建立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各国际组织、政府和学术团体关注的

焦点，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也随之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应

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是停留在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空间尺

度以及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上，对于各具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比较薄弱，基本上还是

处于理论探索阶段。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也是如此，虽然近些年来，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如何具体评价一个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如何

建立一个可供实际操作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出现。因

此，在我国旅游业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加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对于促进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旅游业发展现状进行科学判断。要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其发展

现状有一个全面、科学、准确的判断，认清其可持续发展水平，在哪些方面符合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程度如何。哪些方面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差距在哪里，原因是什么，

等等。只有制定科学合理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才能认清现状，找出差距和原因。制定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措施，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2、对旅游业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预测。运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可以对一个地区旅游

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预测未来发展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哪些方面距可持续

发展水平还有差距，原因是什么，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

可以对偏离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做出及时校正，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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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横向比较提供标准尺度。由

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旅游资源及环

境状况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

搿持续发震稷囊不露，蔫阕一套哥持

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不同国家、不同地

区旅游业发展进行横向比较，可以从

中找出各自优势和不足，找匙摆互之

阏的差踅，从褥求得耀互倦签，摆互

促进，共同发展。

4、为制怒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系

列标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可为制

定可持续发震战略规划提供参照体系，

使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的

制定有章可循。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规划过程申，还霹以剩熊霹持续发

媵指标体系进彳亍检查评价，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保证区域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执行。

一、建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

标体系的原则

{、全覆憾原剩。帮指标体系戆覆

盖面要广，应涵盖旅游可持续发展涉

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方面，能

够全面反映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相关瞧漂刘。旅游霹持续发震

涌盖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备领域都

不是各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

置影响、挺互剃约的，它们之闽具有

密切的蠹在联系，可持续发震也就是

在各领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因

此，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妊须充分反映怒这种捷关性。

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隽

便于指导和操作，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应尽可能量化，对一些难以量化。

叉吴有重大意义酶掺标，邀霹采建定

性指标描述，但必须以定量为主。

4、实用憾原则。指标体系既能

全露反映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各个领域，

义不髭过予复杂颓琰。设立的指标要

具有代表性，锑易索取，易于量化，

便于指导，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5、层次性原则。一个完整的指

标体系应由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

层次的指标组成，这样可以扶不同层

次反映霹持续发震鳇状态、程度、弱

题和趋势，便于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

便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6、动态性原则。旅游可持续发展

是一个动态过程，反映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指标体系同样不能一成不变。在

可持续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的指标就

可能失去意义，就应该及时调整。当

然，在明确动态性原则的同时，也必

须注意保持攒标体系的樱对完整性，

否则，对予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就失去

连续性和可比性。

三、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的选择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着，对于旅游

霹持续发爱j爨究特别是稽标体系静疆

究，还是处于探索阶段。而且，由于

锫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侧黧点也有所不阏，使得不

阕戆区对予旅游可持续发震的评价标

准也会产生差异。同时，研究的空间

尺度不同，所选取的评价指标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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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因此，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

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和不断完善

的过程。

豢据旅游产曼凑部结构特征纛外

部发展条件，本文借鉴中园科学院可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思路【l】，按

照“同层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

统一接序”豹设计思想，将旅游可持

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总体层、系统层、

状态层和要索层4个等级。

总体鬃：表理为可持续发震的总

体髓力，它代表着战略蜜施的总体态

势和总体效果。

系统屡：根据旅游效应的外部表

理纛可持续发震的要求，将旅游可持

续发震的总体能力表达为：产监支持

系统、社会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

和管理支持系统。

获态漂：在每一个翅分静系统走。

根据系统的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

的发展要求，将每一系统层又划分为

发展水平秘发展潜力两种状态分别评

价。状态层能够反映莱一系统在菜一

方面所处的水平，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们呈现动态的特征。

要素屡：采用可测的、可比的、

可叛获取的指标及指标群，对状态鬣

的数量表现、强度表现、速率表现和

发展潜力给予直接地度巅。本文采用

了58个指椽，擒成了旅游霹持续发展

指标体系的簸基层的要素。

在旅游可持续发展总体框架的原

则下，本文建立了由58项要素组成的

要素爱，旅游霹持续发震猎标薅系酶

总体结构觅裘l。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于各指标

层权数的确定并没有系统的调查数据

终为支持。系统层毅数怒撮据笔者博

士论文所做的相关调查数据获得的拉】，

状态层权数熙采用李金华藩《中国可

持续发展核算体系．(ssDA)》中关于

“霹持续发嚣综合评翁系统”的禚美骈

究成果，要索层权数是根据笔者博士

论文相关研究所做的判断。由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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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
DoCllIoR FoRUM

袭{ 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总体层 系统层 权重∞ 状态层 权蓬(％) 要素层 权重(％)

久均旅游慧羧入 17

人均旅游外汇收入 8

人均接待旅游总人数 15

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 10

58 羧游住寝收入鑫旅游慧牧入豹览耋 lO

产 发展水平 旅游税收占地方税收的比鬟 lO

旅游就业人员数占当地人口的比例 12
业 旅游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9

支
38

黢游增热僮占第三产业增援馕鹣比重 9

持 旅游惑收入零均增长率 16

系 旅游接待总人数年均增长率 16

旅游税收年均增长率 11
统

旅游酒店年均住房出租率 ll

50 羧游姨堑入爨数年穆缮长率 12

裔无机场 9

发展潜力 有无铁路 8

商无高等级公路 9

蠢无重点交逶建设顼基魏翅 8

入均年纯收入 14

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熏 2l

60
旅游从业人员巾本地人口所占的比重 21

社
发矮窳警

贫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18

旅
会 凝会治安拳平 l圣

人均受教育水平 14

游
支

26 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14

可 持
人均旅游收入增长率 17

持
系 贫霾人墨魄熏霉殇下降率 17

续
统 40 枣圭区居民对予旅游开发髂满意度 15

发 发展潜力 旅游目的地品牌知名度有无履著提高 12

展
交通条件有无照著改善 12

露无制定社区旅游开发计划 13

总 藏游区森旗覆蕊率 20

体 大气污染综合指数 18

能
55

地表水水质 20

力
发展水平

区域环境噪声 14

环 城泰天均绿缝嚣积 14

境 城市绿纯率 14

旅游区森林覆滚率增长幅度 16
支

21 地表水水质提高幅度 14
持

环境保护经费蠢旅游总收入麴比重 12

系 环境容量稳窝浚 ll

统 45 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处理率 8
发展潜力

工业废气处理帮 8

竣圾处理率 8

凝嚣蓬民对予鄢凌效应夔瀵意度 12

裔无翩定生态环境保护蕊划 1l

火学本科以上旅游管理人员比重 19

中专以上基层服务人员比黧 19

发袋承乎 S0
援游管理人员蠢总扶业人受比重 14

魄子商务占市场交荔总额瓣魄重 15

管 新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熏 17

理
15

旅游管理目标责任制的执行力度 16

支 旅游健销经费蠢旅游总收入的比重 18

持 教弯壤诵经费鑫旅游慧竣入懿魄耋 王6

系 50
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速度 15

统
发展潜力 旅游发展总体舰划执行力魔 18

牡区旅游开发计划执行力度 16

生态环境保护溉划执行力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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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不同空间尺度和对于旅游可持

续发展的不同理髂，魇采用的指标攀眭

权数的确定都会有所不同。本文提出

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仅仅是提

供一种方法和思路，具体的指标设计

和权数的确定完全可以根据研究对象

的特点进行调整嵇完善。

圈、旅游可持续发震综合评价

体系的建立

(一)旅游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

体系的建立步骤

建立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3个步骤。

l、标准纯处理，把舅量缨转为无

量纲。因为一个指标体系往往都是采

用谗多指标，各掺搽采焉的攫纲各舅。

对这样众多的量纲进行评价，就必须

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把它们转化成

无黧纲的相对评价值，使指标之间具

有可比性。

2、对各指标赋予合理的权重。激

于指标在同一层次同一组成部分中实

际发挥的佟用不一定程嗣，在评侩时

如等同对待，可能会导致评价结果出

理镶差，获以瘟摄据实际俸熠对各揍

标赋予合理的权重。由于指标体系一

般都具有几个层次，因此，备层次之

间也需妻根据所起的作用不同赋予相

应的权重。

3、进行整体评价。所谓整体评价

也是由基层开始，在逐层评价的基础

上，最后才簏遂行憨体评侩，求得一

个整体评价值(中圜科学院可持续发

展三级指标侮系的最嚣评徐标准是：

0～40，非可持续发展；40～60，弱

可持续发展；60～80，中可持续发

展；>80，强可持续发展)。有时对

整体评价值再建立一套评价标准，根

据建立的评价标准，确定整体评价等

级，更清晰地表明擞体可持续发展处

予秘骜一个求警。

整体评价可以判明一个地区或一

个景区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而分

层次的评价可以反映霹持续发展在各

方面的优劣势，即可用分层次评价可

持续发展达到目前水平的原因，从中

找蹬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因索，为调整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二；藏游胃持续发震综合译徐体

系的建立尚需解决的问墨

8；持续发展综合评徐的礤究成果

层出不穷，但真正能获得广泛认可的

评徐体系成果却缀少，究其原因，主

要是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尚未能很好解

决：

l、可持续发震理论体系还未完善。

目前虽然可持续发展概念已取得人们

的共识，德对可持续发震理论体系的

建立远未统一，还需要逐步完善。目

蓠的指标体系实际是在一个不完善的

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只有

在理论体系逐步究善的过程中，不龌

完善指标体系的建设，才能为综合评

价奠定更为科学的基础。

2、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标难以量

化。有一必指标在理论上认为有代表

性，麓反浃可持续发震的狭态、水平

或趋势，佩却难以量化，如一些定性

判鼗指标。指标难泼量化，就无法进

行科学比较采用，从而削弱了综合评

价的完整性积科学性。

3、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标难以获

取。如旅游税收占地方财政税收的比

重，首先瑟界定广义旅游韭范围，并

将旅游消费所产生的税收剥离出来，

焉这些数据依靠现有熬统计口径楚难

以获得的，必须经过抽样调查重歉测

冀。又如入均受教骞年限麓很好地反

映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和教育发展水

平，但对于一个人疆较多的地区或国

家，只有经过人口普查才能获得相关

数据，这就为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综合

评价带来了一定困难。类似这样溉重

要、又难以获得的指标还有很多，这

圊群也为综合评侩澎寒一定难度。

4、一魃指标的标准值或阈值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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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如旅游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

馕的毖燕被用寒反映旅游韭的产遂地

位，但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不同，产业结构也存在差异，就很难

选取一个标准值恰当反映旅游业产业

地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由于进行

综合评价时需要把各种量纲转亿为无

量纲，在进行标化处理时，选取恰当

的标准或阈篷就卡分重瑟，标臻爨阈

值难以确定，综合评价也必然受到影

响。

5、各指标的权重难以确定。在进

行综合评价时，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因为权重处理

不当会导致评价产生巨大误差。甚至

使评价完全丧失意义。强前对各指标

权重的确定，一是由研究人员直接确

定；二麓请专家评分f黧采震特尔菲

法)，特尔菲法是目前被认为较为科学

的确定权重的方法。但如果调查表设

计不当或专家选择不当，同样也会出

现偏差，以致影响综合评价结果。

注释：

[1]牛丈元：《可持续发展战略领导干

部读本》，两苑出凝旌2∞3年版，第16l

页。

[2】刘益：《欠发达地区旅游影响研

究》，中南夭学人炙违理专难蒋壬学位论

炙(2005)。

参考文献：

。l，李金华：《中国可持续发展核算体

系(ssDA)》[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年j}受。

2、李长荣：《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M】，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管理学睫旅

游管理系)

责任编辑：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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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叶红霞.YE Hong-xia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19(2)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从可持续发展概念引申出来的旅游业发展原则.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涌现了一系列问题: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模式等同于可

持续发展的产业模式;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就要不断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夸大生态旅游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忽视对大众旅游自身问题的解决.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应坚持正确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模式等

2.学位论文 张敏娜 陕西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2007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并成为当今旅游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陕西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的指标、评价体系及评估方法的研究，旨在寻求一种可操作的、定量化的方法，以衡量与评价陕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能力并检验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进展和效果，以便更好地指导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实践。      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广

泛收集国内外文献、参考国内外旅游可持续发展及其综合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进而运用系统学的理论和方法

构建了陕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系统、资源系统、环境支持系统和接待能力系统四大部分。在此基础上，根据科

学性与系统性、动态性与稳定性、可比可量性、整体性和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确定了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46个因子指标，并分别予以界定。为

了有效评价旅游可持续发展，文中采用层次分析法赋予各个指标权重，进而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计算出评价体系中四大系统的综合指数，并采用综

合分析方法评价了2000-2004年陕西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状况。针对陕西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研究的初步结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陕西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以省为对象进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案例研究，对西部地区旅游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示范性和带动性，对全国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亦可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文章分为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首先介绍了本项研究的选题背景、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接着阐述了国内外关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现状：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拟创新之处

。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部分构建了陕西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阐述了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指标体系的内涵和功能、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指标权重的确

定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      第四部分是陕西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应用研究，包括陕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背景研究、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现

状分析、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现状分析、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树”的设计、指标内涵的界定、指标权重的确定、综合分析评价过程及其结论的阐

述；并对影响陕西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说明(包括经济基础、旅游资源条件、区域旅游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四大因素)。      第五部

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了陕西省未来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具体包括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及旅游教育建设、环境保护、建

立创新体系，培育旅游产业链、旅游安全预警系统建设等内容。      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研究表明，2000-2004年陕西省旅游业综合评价分值随时

间呈间断性增加趋势，反映出陕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处于逐渐稳定状态，即目前处于旅游业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

因此，采用科学合理的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是实现陕西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文尝试的创新之处在于：      1．首次构建出陕西

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应用该评价指标体系对陕西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该体系从理论层面突出了持续、发展、协调

的思想，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从实际操作层面上讲，所选指标(数值)既易获取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特点；运用该指标体系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

陕西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状况基本吻合。      2．运用该指标体系对陕西省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定量评价，弥补了以往关于陕西省旅游可持续

发展状况仅仅进行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研究的缺憾。同时，采用层次分析(AHP法)，解决了可持续发展评价中指标权重确定这一关键问题，加之运用

最新数据处理软件DPS进行分析处理数据，使得分析评价结果更为可靠。

3.期刊论文 廖建华 西部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与对策 -经济师2007(8)
    文章在审视了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非持续现象,并对影响西部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几个

因素做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三个不同层面,即认识层面、操作层面和管理层面,提出了西部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4.期刊论文 程庆 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天府新论2007(z1)
    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传统观念"旅游业是无烟工业""非耗竭性消费",以及旅游规划的不科学完善和旅游主体急功近利

行为等因素,却严重影响了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5.学位论文 孔捷 无锡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2007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增长，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已经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是旅游业本身发展的要

求，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当然，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是某一个区域的个性问题，而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带有共性的问题。而全

球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又离不开各个区域的配合。本文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区域旅游城市无锡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

究。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主要是：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分析了旅游业的发展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了无锡

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无锡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存在问题、发展机遇、发展战略以及发展对策。      本文共分为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

部分，分析了本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总结了目前国内外有关旅游业可持续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对象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

方法和研究思路。      第二部分研究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包括可持续发展的一般含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可

持续发展理论与旅游业的结合；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等。      第三部分分析了无锡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存

在问题、发展机遇等问题。包括第四部分是在第二、第三部分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无锡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策略。包括为无锡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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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政策支持；进行环境整治，创建生态旅游城市；调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产品结构；提升旅游形象，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立多元

化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完善旅游人才的培养、选拔和激励机制；完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等第五部分为结论部分。旅

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以政府为主导，需要全民进行参与。所以，既要加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教育，同时也要加强立法，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6.会议论文 王秋华.于金石 绿色GDP推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2006
    绿色GDP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指标，可持续发展是绿色GDP的出发点和归宿。旅游业是一个资源导向性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对资源、环境和人类

历史遗产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这一特点决定了旅游业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天然的耦合关系；旅游业所具有的二重性又决定了旅游业更应该考虑可持

续发展问题。然而，旅游经济行为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准则存在着直接而尖锐的冲突。此种冲突较之其他经济领域尤为突

出。因此，在旅游业中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更重要也更困难。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所以实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一要抓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并重；二要关注旅游环境的生态完整性和继承性；三要立足于旅游经济的长远发展；四要

落实到文化特色的保护与交流上；五要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六要适时开展休闲教育；七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统计指标体系，引进绿色GDP的观念

。只有这样，才能从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自然、人类、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协调与和谐，进而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7.期刊论文 姚明广 上海都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及对策 -上海电力学院学报2004,20(3)
    针对上海发展都市旅游业这一品牌定位,运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从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两个角度,着重探讨上海都市旅游业在可持续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以求得发展与保护这对矛盾的和谐统一,使上海都市旅游业得以持续、健康发展.

8.学位论文 王文龙 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2008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寻求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谋求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旅游业必须遵循

可持续发展这一原则，实现“旅游业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

目标和战略选择。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保护好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推动旅游业向可持续旅游业转变，是当今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而紧

迫的课题。      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大量的事实和

数据为依据，对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可持续发展理论、旅游业

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评介了有关理论概念，并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从旅游者人数、旅游收入两个方面入手，结合大量图

表，分析1997———2007年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和特点，揭示我国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章利用swot分析，深入研究了我国旅游业在可持

续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及挑战；第四、五章运用系统理论和方法构架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应该包括系统资源对旅游业的支撑、系统环境对旅游业的支撑、旅游业发展现状指标、社会经济对旅游业的支撑四大部分。在此基础上，根据旅游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选择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由35个指标构成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2006年全国

31个省市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第六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第七章是文章的结论，总结全文。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跳出以往多从局部或微观的角度对旅游业发展进行研究的局限，对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操作性较强的可持续发

展指标体系对2006年我国各省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

9.期刊论文 刘靖波.Liu Jingbo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资金扶持问题研究——以广西阳朔为视角 -区域金融研究

2009(3)
    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完善科学的资金扶持.本文对照国际通行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标准、原则对阳朔旅游业现状进行了初步分析,就资金扶

持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归纳,提出了参照国际经验,建立符合阳朔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政策与机制,包括法律法规体系、外部约束机制,正向激

励机制、信贷政策评估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等,解决阳朔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资金扶持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促进阳朔旅游业健康发展.

10.学位论文 于莉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理论探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江苏旅游业为实例 2007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正日益严重，如何解决旅游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已成为一项世界性课题。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江苏省旅游业，开展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本文分为绪论、科学发展观的相关理论研究、科学发展观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科学发展观

指导下的江苏旅游业的发展对策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引出话题，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回顾了国外相关的研究进展，并对研究方法

作了一定的归纳总结。在第二部分，文章结合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江苏省的旅游资源，江苏省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形成这些问题

的主要原因。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发展观的含义、发展观的演进阶段、中国的发展观是如何转变、发展的，最后落实到科学发展观的产生的历史背景

、内涵。第四部分，文章结合旅游业发展的特殊性，论述了科学发展观对其的重大指导意义，其中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最后一部分

，文章提出了在当前江苏省旅游业必须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并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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