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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浙江省坚持以人为本，以全民创业为重要实现手段，在体制、机制、市场
、产业、科技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异常活跃的创新，由于积极营造宽松良好的创新环境，最大限度地发
挥人民群众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力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使“敢为天下先”的浙江人
的艰苦创业取得了丰硕成果。
据统计，2006年度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占了203席，总数居全国第一位；全国民营企业自主创
新50强中，浙江占了19席。
“浙江现象”本质就是浙江人的敢为人先、自强不息、勇于创新，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涌
现出了“温州模式”、“义乌经验”以及“浙江精神”，培养了一大批“风云浙商”。
浙江也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浙江现象”也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发展模式，并引发众多学者研究与揭秘的重要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现象”不仅是浙江的，也是全国的。
　　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也是浙江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产业是创意产业，更需要务实创新。
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
　　浙江旅游产业发展，源于创新拓展。
近年来，浙江旅游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主要表现在民营资本的投入为区域旅游产业提升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杭州成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
城市，“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举办，率先启动了中国休闲旅游产业；产业生态旅游理论创新与实践探
索，为中国生态旅游产业化提供了宝贵经验；绿色饭店标准制定与实施并在全国推广，推进了酒店业
的生态化发展；旅行社管理体制与机制创新，有效地促进了旅游联合体以及区域整合战略的发展；主
题旅游以及文化旅游的发展与创新，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文化创新与经济繁荣
；横店影视旅游、义乌购物旅游正在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良好发展势头的新型旅游形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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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旅游·太湖源模式》为“浙江现象·旅游创新系列丛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太湖源景
区为实证案例，深入剖析了浙江生态旅游的发展历程、模式内涵和开发效应。
　　《生态旅游·太湖源模式》既具有比较成熟的生态旅游景区建设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也有编著
者历年来从事教学研究与企业管理实务的成果和心得，既注重《生态旅游·太湖源模式》的系统性及
与整套丛书的协调性，更注重其实用性，具有新资料、新视野和实践性的特点。
观点新颖、思路清晰、内容详略得当，深入浅出，不仅可供旅游院校的学生和生态旅游从业人员学习
参考使川.也可供生态旅游管理者、研究人员及生态旅游景区规划设计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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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实上，发展到今天，在地球上已经很难找到不受或很少受人类活动干扰的生态系统了。
同时，原生性的区域未必适合开展生态旅游。
一般情况下，人迹罕至的地方生态环境好，对城市居民有吸引力，但不能旅游的地域也很多。
人迹罕至的区域包括大森林、大沙漠、大戈壁、大雪原和孤岛等，这些区域有些气候环境十分恶劣，
有些不适合人类生存（沙漠、戈壁、雪原）；有的地段辐射强（戈壁、沙漠），有害于人体健康；甚
至在森林中也有些植物群落对人体健康有害。
旅游者根本无法获得舒适的休闲、度假、享受的目的。
　　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生态旅游区域又涵盖了那些自然生态系统和人为的技术生态系统并存
的区域，如各类自然保护区、人工生态系统保护区等。
随着“社会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其活动领域又进而拓展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态领域，一些社会文
化环境独特的区域也涵盖其中，更加强调了一种人、自然、社会文化和经济和谐统一的思想。
　　到了生态时代的今天，高度技术和高度城市化的生活使人们对自然的需求超出任何一个时代。
人们对自然的渴望也使“自然”这一概念逐步泛化，进而要将纯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又扩及那些可供游
人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人为的生态旅游资源，如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城郊田园旅游资源等。
只要这些人造生态系统符合生态学原理，具有教育游客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功能，都应该算做生态
旅游的资源范畴。
这也符合旅游活动和市场资源多样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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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生态旅游的“中国化实践”，以一个企业为案例对生态旅游中国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进行
了集中剖析。
将旅游企业发展过程所面临的问题放到一个环境中去集中剖析与研究，以期对同类旅游企业的经营和
管理能够提供全方位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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