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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 前言 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面临着生存环境危机，全球兴起

了保护人类自己生存环境的绿色浪潮。人们在厌恶城市噪音

、环境污染的同时，更趋向于走向大自然、溶入自然，把旅

游、学习、教育、休养寄寓于自然之中，于是，以“回归自

然”为主旨的生态旅游应时而生。2002年，世界旅游组织明

确指出生态旅游是旅游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生

态旅游已成为21世纪世界旅游的发展方向。 广西乐业大石围

天坑群旅游风景区是发展生态旅游新兴的一个典型。风景区

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东南麓，被誉为“世界天坑之都

”、“世界天坑博物馆”，集“国际岩溶与洞穴探险科考基

地”、“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和“中国青少

年科学考察探险基地”于一体，经中国岩溶地质研究所朱学

稳教授带领多国科学家全面科考得出结论，认为“百色乐业

大石围天坑群在世界上的自然景观中，具有稀少、奇特、险

峻、壮丽、秀美、生态环境独特的旅游观赏价值，当居于世

界旅游资源之首”。2003年10月1日，大石围天坑群旅游风景

区正式对外推出，共有大石围天坑、布柳河、罗妹莲花洞、

穿洞天坑、黄洞天坑国家森林公园、火卖生态文化村六大景

区建成同时开放。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的建设与开发，大石围

天坑群旅游风景区作为广西旅游业“第三极”的优势开始突

显，旅游接待条件日趋成熟，旅客数量接踵而至，知名度日



益提高，这主要得益于科学、合理的规划。 1、生态旅游景

区的规划 1.1生态旅游的概念及特点来源：www.100test.com

198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

问Ceballos-Lascuráin首先提出“生态旅游”一词。直到20世

纪80年代末，生态旅游概念才开始传入中国。有学者认为，

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的观点和理论指导广大公众，认识和欣

赏自然及文化遗产的旅行，保证旅游区不受破坏和污染，使

旅游得以持续发展的旅游活动。详细划分，生态旅游又有广

义和狭义两种之分： 广义概念注意人与环境的关系，不破坏

污染环境，保证游区的持续发展的一切旅游活动，统称为生

态旅游。 狭义概念人们到大自然中去，认识自然、享受自然

、保护自然、接受环境教育，提高环境意识的旅游活动。 生

态旅游有其它传统旅游所没有的独特的特点。一是品位高，

旅游者一般文化素质较高，通过观赏自然、人文景观，从中

获取自然与人文知识；二是计划性强，旅游经营者一般是经

过生态环境可行性论证之后，在科学规划指导下进行有目的

的参观旅游，以求获取大自然之知识、探索自然生态之奥妙

；三是强调自然性，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都强调突出自然本

色，参观游览活动以自然生态本色为中心，所需要的旅游设

施简单，基础设施的投资费用很低，仅相当于传统旅游的1/4

左右；四是重视环境保护，对环境资源进行非损耗利用，是

一种无污染、无破坏、生态安全性极强的游览方式。 1.2景区

规划的含义来源：www.100test.com 规划是对未来事务的合理

组织与安排。应该说，旅游活动产生之初并无规划可言。随

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旅游业发展日新

月异。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已经从城市拓



展到乡村，旅游需要规划的思想开始为更多人所接受，旅游

规划编制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始深入发展。 旅游景区规划

的对象从系统中的简单要素到整个复杂系统，规划的方法也

由单一的美学形体规划方法，逐步发展为资源导向、市场导

向和产品导向相结合，形体规划方法、经济理论、环境方法

、数学模型方法等综合参与。不仅根据资源和市场进行调节

，还充分重视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响应。当前，应用系统科学

和可持续发展思想来指导旅游景区规划已成为一种备受瞩目

的方法。 1.3生态旅游景区规划应包含以下基本因素 1.3.1旅游

资源 景区规划，旅游资源是基础。当前，被誉为“阳光工程

”的生态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

力的新兴产业。在人类价值取向、消费意识等呈现多元化趋

势、个性化消费颇受青睐的情况下，旅游资源出现了多元化

趋势，海、陆、空无所不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

游业，已成为激活地方社会经济的“催化剂”。甚至在某些

时期被认为是“穷乡僻壤”的贫困农村，如今借助其相对良

好的生态资源，通过开展“农家乐”等活动，也使其成为城

里人热衷的度假胜地，比如乐业火卖生态文化村，旅游资源

是旅游产品的核心，要选择有意义的区域、有价值的自然区

域、有特殊生物学、生态或人文价值的区域开展旅游。 1.3.2

产业间的整合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产业间的整合，不仅包括

旅游业同与其直接相关的交通、通讯、商贸等服务业规划的

整合，而更强调提高旅游业与地方传统一、二产业的关联度

。虽然建立产业链已是旅游界的共识，旅游业的发展因其乘

数效应也会对传统产业起关联带动作用，但在旅游规划中还

往往是就旅游谈旅游，对与旅游业直接相关产业的内在联系



关注较多，而对于通过旅游业发展带动地方传统产业升级、

提高当地居民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措施探讨较少，缺少旅游

业与当地社会经济融合的组织规划。进行生态旅游规划，必

须充分体现产业间的整合，同时满足游客、供给者、旅游地

居民等多方利益，更符合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等战略目标。

要有利于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当地经济的发展。乐业县

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农业稳县，工业富县，科技兴

县，旅游强县”，将“旅游强县”、发展生态旅游列为带动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强县富民的重中之重，并全面通过道路

、交通、城建、旅游等部门之间的统一规划与整合。经过近

几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产业间的整合是成功的。 1.3.3区域合

作 发展旅游要树立大区域思想，加强旅游区域合作，以旅游

资源特色而不是行政区划为背景来进行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

发。这既可以避免旅游业中“遍地开花”的低水平发展现象

发生，还可以保持资源完整性，避免同类竞争导致的游客分

流甚至是两败俱伤。虽然要突破行政区域进行具有资源特色

的规划有一定难度，但通过区域协调加强优势互补已成旅游

规划发展的一个方向。大石围天坑群旅游风景区在开发之初

，就有意识的通过旅游组织社团和部门加强与田阳布洛陀壮

族文化遗址、靖西通灵大峡谷、那坡黑衣壮、凌云纳灵洞、

茶山金字塔以及百色澄碧湖等周边旅游景区景点的横向联系

，2005年国家正式将百色列为全国“红色旅游”区之后，这

种联系更加密切。 1.3.4保护与开发的平衡 规划要有利于旅游

景区的保护，这是其出发点和归宿。保护多了，影响旅游业

的运转，不利于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发多了，生态

环境容易失衡，旅游资源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寻



找它们的平衡点，走“保护－开发－发展－保护”的生态与

经济双向良性循环的路子。要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的未来状况

予以充分重视，正确分析旅游景区各子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

，积极规划，长远打算。景区规划不仅要注重满足旅游者需

求，还应通过旅游业发展，促进地方文化经济水平的提高。

很多到过大石围天坑景区观光的游客或多或少都有些遗憾，

那是因为只能在天坑上边俯视坑里，无法下到坑底探个究竟

，揭开“神秘之旅”的面纱。曾有有关部分和人员曾积极提

出在大石围天坑修建地下通道或电梯，给游人提供方面之门

，对此马上有专家学者给予了否定，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这

种开发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原始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应该

保持现状，维护平衡。 1.3.5自主与配套开发的关系 乐业的生

态旅游是一个大系统，各个景区子系统是这个大系统的有机

组成，因此，任何子系统的开发都只能作为整个风景区的配

套建设。尤其是乐业大石围天坑群旅游风景区，其中布柳河

、黄洞天坑等景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在总体上还是相当滞

后的，地缘优势也不明显，总体旅游气候尚欠成熟。规划者

也充分的意识到，应该把这些生态旅游景区的开发作为配套

乐业旅游开发的一部分，摆正配套开发（发展）与自主开发

（发展）的位置。来源：www.100test.com 1.3.6客源市场 客源

，是景区规划的价值所在，没有客源，也无所谓规划，规划

再也没有意义。要从开拓各类客源市场、扩大旅游产品的市

场吸引范围出发，做好规划。 1.3.7规划组织部门的多元化 旅

游涉及多区域、多产业，故在规划组织结构上也应多元化，

由主要牵头单位组织多个规划部门共同完成，充分发挥科技

、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俗等方面的优化组合、优势



互补。大石围天坑群旅游风景区从规划到正式对外开放，得

益于上至区党委、政府，下到百色、乐业各部门的通力协作

。在决定开发大石围天坑群之初，自治区就决定由区副主席

袁凤兰女士牵头主持规划。 1.3.8社会效益 规划经营的目的是

为了取得效益，理所当然，首先直接受益的当是经营者。当

前，我国的旅游景区规划已经从城市发展到乡村、从大都市

推广到小乡镇，越来越多的地区把旅游业作为拉动地区经济

增长、增加居民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

相对优势资源但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来说，经济目标仍

然是其制定旅游规划、发展旅游业的首要目标。在这样一种

大背景下，乐业大石围天坑群旅游景区规划必须以当地社会

、环境、经济的实际状况为依据，与地区社会发展的总体战

略密切联系，使得通过发展旅游业能够切实增强地方发展能

力，在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上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增

加地方人民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大众环境保护意

识和科学文化知识。 1.4旅游景区规划应注意的问题 1.4.1调查

与评估 生态旅游景区规划，必须进行资源调查和评价等前期

工作，没有调查、评价，就谈不上规划。旅游业是一个地域

性很强的产业，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资源、气候、交通区位等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需要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大力支撑。要认真调查地

方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深入研究地方旅游业与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同时，在规划的区域范围、促

销市场等方面，尊重资源的完整性，深化区域合作，合理配

置、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大石围天坑群风景区的资源调查与

评价，一直是整个风景区规划的首要工作。在正式规划前，



以朱学稳为首的国内外老家和学者就多次对大石围天坑群的

旅游资源进行了全面的科考、论证，也陆续发现了很多优势

的自然旅游资源，比如乐业天坑分布数量世界第一、大石围

天坑综合欣赏价值居世界第一、布柳河仙人桥跨度世界第一

、百朗地下河系统规模世界第一、罗妹莲花盆单盆面积世界

第一⋯⋯等等，给以后的规划开发与发展定位提供了极其宝

贵而充分的依据。可以说，这对于整个旅游风景区的规划与

开发起到了“成败”攸关的作用。 1.4.2突破局限，统一引导

来源：考试大 从我国现有的旅游规划机构来看，隶属于各行

各业，各有不同。不同的行业及专业背景使其旅游景区规划

各有侧重。有侧重，就有偏重，有了偏生，就会产生不足。

故在做规划时，必须统一引导，统一发展方向和目标。比如

在做旅游景区规划时，加强引导专项规划研究，通过制定旅

游景区规划对当地一、二产业的发展给予指导性意见，尤其

是对于一些拥有一定的特色旅游资源、但经济发展尚处于起

步阶段的落后地区来说，通过旅游景区规划，整合地方资源

，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开展“农家乐”、农业观光等旅游

项目，把旅游业与地方农业发展有机结合。自2005年以来，

乐业县组织部就组织开展“农家课堂”培训活动，对举办“

农家乐”、“农业观光游”等旅游项目内容进行培训，统一

规范与引导。目前，在乐业火卖生态文化村已开展有8处“农

家乐”和1处广西农业旅游示范点“农家山庄”。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