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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追溯包括旅游生态系统演化、环境承载力、环境税在内的旅游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与研究

方法，探寻该领域研究未形成共同纲领与研究范式的内在原因，提出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坚持系统科学动态、

演化生存论研究范式，探讨区域人类活动与旅游生态系统耦合交互影响过程及演化机制；深入研究环境承载力合理

阈值量测基础上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量测模型与评价；以系统发展动态合理阈值为参照，引入预警机制，以

环境规制等政策为调控手段，探寻旅游生态系统调控机制，从而推动旅游生态系统演化研究由宏观定性研究向定量

研究、实证研究转向；由静态机械描述研究向动态生成论研究拓展；由单一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对策研究向“规

律探究—阈值测度—效应分析”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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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

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总体上仍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短板，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达到高水平协调的生态文明形态的地区极为缺乏
[2,3]。说明中国各地区总体上仍需要突破当前的发展状态，通过创新路径创造实现并达到高水平的生态文明建设形态。近年来，

随着中国生态环境承载力逐渐下降，如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可持续，如何定量描述生态

—经济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联系已成为有关学科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 

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是旅游人地关系
[4]
。随着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生态、经济和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性、

复杂性问题，推动旅游绿色发展范式创新，这既是对生态文明的响应，也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经过 40年的高速发

展，我国旅游业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规模，也积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逐步进入转型发展阶段。然而，在转型与升级的口号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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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区旅游业发展呈现奢侈化倾向，高投入与高能耗旅游项目层出不穷，对旅游生态资源过度占用，旅游生态系统显著恶化成为

社会发展的一个障碍或制约因素[5]。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
[6]
这一背景下，响应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旅游生态系统演化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探寻研究区域人口、经济、环境空间均衡发展，应用新思维

范式和方法论对其进行探讨便显得尤为必要。 

1 旅游生态系统演化研究 

旅游生态系统有别于一般生态系统，它是由自然生态系统、旅游经济系统和社会人文系统构成，旅游活动及其环境承载力是

其演化的核心内容
[7]
，其演化复杂性已在学界达成共识，但目前国内外涉及旅游生态系统演化机制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8,9,10,11,12,13,14]，主要集中在系统科学理论中的相关理论研究。 

(1)一般系统论： 

从地理空间角度出发阐述其概念并以 Leiper
[15,16]

旅游地理空间模型为代表；从系统功能角度出发研究旅游系统结构、功能、

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并以 Gunn & Var[17]旅游系统功能模型为代表。Gee等[18]和张文[19]从系统关系角度将其视为一

个“类生态系统”；郭伟和方淑芬[20]提出旅游地复合系统概念并构建了结构模型。 

(2)耗散结构理论： 

邸明慧和张稳
[21]

把旅游地看作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系统。孙钰霞和张明举
[22]

、冯新灵
[23]

借鉴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了旅游系统

优化问题。王迪云[24]提出“旅游耗散结构系统”概念并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 

(3)系统动力学： 

孙多勇和王银生[25]应用系统动力学讨论了旅游经济系统发展战略问题。彭华[26,27]从动力机制角度构建了旅游发展动力系统及

结构模型。徐红罡等[28,29,30,31]构建了旅游产品周期的一般性系统动力学模型，解释了旅游系统内部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

构建了生态旅游结构模型以解释生态旅游发展中生态、社会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与行为关系。 

(4)混沌理论： 

Faulkner & Russell[32]初步探讨了旅游系统的混沌与复杂性。McKercher[33]构建了一个基于混沌理论与复杂性理论的概念性

系统模型，认为该系统呈现出非线性、有限预测性与不可控性。 

(5)耦合理论：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①人地关系及耦合思想。 

地理学中的人地系统耦合研究被认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破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石和路径
[34,35,36,37]。地理学作为自然与人文交叉学科，从地理学视角认识理解地理“耦合”，实现综合集成，可以探索出实现美丽中国建

设的基本路径
[38,39]

，可采用人地系统耦合圈图谱和耦合器调控优化方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40]
。尹莎等

[41]
综述了人地系统适应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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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包括概念、理论框架与方法；刘焱序等[42]则从结构、功能、阈值三个方面探讨了不同地域功能类型下的空间恢复力指标

体系。 

②旅游耦合评价体系。 

该体系包括旅游流与生态环境耦合评价体系[43]、旅游流与区域经济耦合评价体系[44]、旅游饭店业耦合评价体系[45]、旅游交通

业耦合评价体系[46]、旅游流与城市化耦合评价体系[47]、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与规模的时空演化及耦合协调[48]、2001—2015 年中

国市域旅游流的时空格局与溢出效应[49]等。 

③旅游耦合时空演化。 

旅游系统演化过程中具有时空耦合特征[50]。吴殿廷和王欣[51]探讨了旅游开发与管理时空耦合规律。部分学者通过时间[52]与

空间[53]维度的旅游耦合区域差异特征对比，分析入境旅游需求与城市旅游供给的发展现状与趋势。黄睿等[54]从绩效视角探寻了

泛长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发展格局的时空动态及耦合关系。有学者探寻了中国大陆省域旅游效率与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

征
[55]
；叶茂等

[56]
构建了湘西地区交通与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实证分析该区域交通与旅游系统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和效

应。于洪雁等[57]探讨了中国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杨春宇等[58,59,60]将旅游地演化系统投影到以旅游地生

命周期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为子系统耦合构成的低维空间上进行研究，指出以系统要素间耦合关系为切入点构建旅游地复杂系统

演化理论框架。 

上述系统科学理论虽然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描述了旅游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特征，但基于“线性”“静态”等传统思维定式仍

然在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研究理论体系与范式。 

2 相关模型与方法研究 

2.1模型研究 

旅游生态系统环境承载力是环境承载力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是一种测算旅游容量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指导旅游生态

系统空间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Lapage 首先把环境容量概念引入旅游研究领域(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TECC)[61]，相关学者界定了旅游环境容量概念[62]、类型与范畴[63]。TECC研究大致包含概念与研究体系构建、数值测度到目标管理

两个部分。 

(1)TECC概念与研究体系构建。 

1964 年学界出现 TECC 研究并将 TECC 分成生物物理承载力、社会文化承载力、心理承载力和管理承载力[64]。崔凤军[65]首次

提出“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以区分“旅游环境容量”概念并构建旅游承载力指数及运算模型；孙道玮等[66]提出生态旅游环境

承载力概念；文传浩等[67]、董巍等[68]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尹贻梅等[69]探讨了生态旅

游环境监测系统建立过程及运作方式。 

(2)旅游环境承载力数值测度到管理目标体系构建。 

国内外学者提出环境生态承纳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70]、感知承载力[71]、经济承载量计量模型、旅游承载力指数

公式[72]；保继刚[73]采用面积法测算了广东小坑森林公园 TECC；戴学军等[74]运用旅游活动对环境的累积效应影响、旅游环境风险

评价和帕累托最适度方法建立 TECC 计算公式；杨林泉和文正祥
[75]
运用模糊线性规划测度模型建立了 TECC 测度模型；李庆龙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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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旅游承载力定量分析模型进行了探讨。 

TECC 指标体系构建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探讨旅游资源承载力——旅游资源与旅游接待设施承载力——旅游地自然环境承载

力、社会经济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基于上述理论思路变迁的大量案例研究。 

杨秀平和翁钢民[77]在其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综述中论述到，随着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继续深化，前期指标体系研究的多元

化为计量模型奠定了基础，结构熵权法[78]、信息扩散模型[79]、PLS路径模型[80]、离散选择模型[81]、灰色关联度模型[82]、蒙特卡罗

模拟法[83]、层次分析法等多种模型方法都被应用于旅游环境承载力动态评价研究中。 

此外，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LAC)、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visitor experience  &  resource 

protection，VERP)等旅游环境管理理论分别被引入国内。杨锐[84]撰文阐述了从环境容量理论到 LAC理论的发展历程，介绍了 LAC

理论的步骤和衍生技术方法；林明水和谢红彬[85]则在介绍 VERP 理论内涵与实施步骤的基础上通过与现有 TECC 进行比较，认为

目前处在线性、静态研究阶段的 TECC有很大的启示，VERP既可以作为制定容量政策的规划框架，又可以作为一种监测和管理工

具，提供了一种理性的、符合逻辑的规划框架和操作性强的动态管理工具。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 TECC研究由最初单纯对旅游空间环境承载力计算发展到对空间、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容量的综合

考虑。TECC 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着的阈值范围。它随不同时空维度下经济发展、开发效率、产

业结构、市场发展、环境规制、消费倾向、心理感知、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变化。现有 TECC研究方法当中，无论是

基于单因子指标(仅从某一类承载力指标测度)还是综合指标体系进行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测度都未考虑时空变化这一参量。 

2.2方法研究 

2.2.1旅游生态足迹 

Wackernagel & Yount[86]和 Hunter[87]先后将生态足迹作为一种测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引入，为客观量化旅游产业可持

续发展状态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Gössling等[88]构建了旅游目的地生态足迹计算模式。Bagliani & DaVilla[89]计算了威尼

斯生态足迹并阐述了其与旅游活动的关系。章锦河和张捷[90]将旅游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分为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

购物、休闲娱乐和游览观光六部分。杨桂华和李鹏[91]将旅游产品对资源的消耗按旅游活动的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

分为六类。席建超等[92]提出了旅游消费生态占用计量模型。刘年丰等[93]提出了基于生态足迹的“生态占用率”及划分“生态占

用适宜度”的“生态占用黄金分割法”。王辉和林建国
[94]
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各地区旅游生态足迹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

了计算与分析。章锦河等[95]对九寨沟的旅游生态足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立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生态补偿制度。胡欢等[96]

以黄山风景区为例探讨了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 

随着旅游生态足迹模型不断地完善，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更加聚焦在典型旅游目的地之上，通过计算旅游目的地生态承载力

与游客消耗的生态足迹，评估旅游目的地生态盈余状况，进而对其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与措施[97,98,99]。 

2.2.2旅游生态效率 

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生态效率研究成为效率评价的新兴领域。Gössling 等[100]提出旅游业生态效率(Eco-

efficiency of tourism)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随后国内外学者关注了旅游酒店[101]、景区[102]、目的地[103,104]等的

经营利用效率，但忽视了包含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在内的生态效率分析，尽管有关旅游线路产品[105]、旅游废弃物[106]、旅游交通
[107]、旅游生态效率空间聚集特征[108]等研究中涉及生态效率研究，但缺乏对旅游地生态效率的系统、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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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旅游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行业，旅游生态系统也同样处于演化发展过程中，而目前借鉴其他学科并引入该研究领

域的诸如生态足迹、生态效率、生态补偿等新理论与方法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都是瞬时性、静态性的，其根源就在于“静态思

维”(研究方法论)和“单维”(单一理论)研究思路与方法成为其发展方向上难以逾越的障碍，由此导致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尚未

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与共同纲领。 

2.2.3环境税 

目前与环境密切相关的旅游税收有三种：生态旅游税、碳税和垃圾填埋税，旅游环境税收源自旅游业发展引致土地占用[109]、

生态环境破坏[110]、自然资源及其能源消耗[111]、空气污染[112]、废水以及固体垃圾排放等环境问题[113]。Hayward[114]首次提出生态空

间税(ecological spacetax)概念，指出生态空间的占用表现为生态足迹。Kolers
[115]

认为当生态占用超过生态承载能力时便形成

生态赤字，绿色发展则要求通过生态赤字补偿协调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但“税收控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环境税收除了

内化无形成本、控制环境污染外[116]，还承载着促进税收公平、实现税收效率、改善财政状况、增加劳动就业的“双重红利”目

标[117]；另一方面，“税收控制”容易导致偏离经济理性，产生旅游经济效益弱化趋势[118]。 

Lin & Hemmington
[119]

研究了环境政策对台湾旅游饭店业的影响；Poirier
[120]

对突尼斯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影响之间

的平衡作了研究；Logar[121]总结了包括生态税(eco-taxes)、使用者收费(userfees)、财政激励(financial incentives)等八个

方面的旅游环境经济政策；Palmer & Riera[122]、鲍尼费斯和库珀[123]研究了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的生态税及其效果评价；Piga[124]

和 Schwartz等[125]分别研究了旅游住宿用地庇古税及税收管理等。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明晰产权[126,127]、财政手段[128,129]、经济手段[130,131]、金融手段[132,133,134,135]及使用者收费(主要为门

票)等，对其他手段考虑较少，针对旅游环境税与生态税的研究仅有朱万春
[136]

、赫然
[137]

、林烺
[138]

等为数不多的学者，关于生态

补偿的研究也仅限于少数学者[139,140,141]。 

综上所述，首先，国内外专门针对旅游业环境经济理论与应用的成果较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单个环境经济政策手段研

究，研究均存在不足；对环境经济规制实施效果及其预测研究几乎没有，国内应用尤其不足，且旅游经济发展中的环境经济政策

手段运用基本上都是附属于其他相关领域，也没有专门部门制定专属旅游业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其次，旅游环境税“双重红

利”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探寻生态占用与效率基础上的合理环境税税基、税率与合理阈值区间。鉴于环境经济政策在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管理方面的预期有效性较大，因此有必要将环境经济政策提出并作为焦点研究，将环境经济政策纳入地区或国家旅游经

济政策，以此保证中国旅游业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增加国民福利，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实现共生目标。 

3 研究结论与展望 

3.1研究结论 

作为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和核心内容，旅游生态系统耦合演化机理、环境承载力量测与环境税

收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态势，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包括从概念体系、研究范式、理论体系构建相关研

究还存在诸多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不足，尚处于前范式研究阶段。 

3.1.1基础理论研究未形成范式体系 

基于“静态思维”(构成论而不是生存论的研究范式，基于静态力学均衡模型传统思维方式)和“单维”(单一理论)研究思

路与方法背离了旅游生态系统实际发展状况，导致该领域理论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与共同纲领。因此，基于生态文明理

论与系统科学研究范式，构建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创新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体系，深入分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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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生态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时空分异特征、演变规律及影响因子，探讨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与区域旅游生态—社会

—经济发展的耦合交互影响机制，从系统层面审视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模型量测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途径未尝

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路径。 

3.1.2测度模型构建及评价有待完善 

现有成果尚停留在旅游生态资源占用与补偿估算层面，并以现状静态评估为主，缺乏对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合理阈

值测度进行时空动态研究，分析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内在驱动机理，预测旅游生态系统演化趋势，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水平，并用以指导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旅游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鉴于旅游生态系统自身复杂性、关联广泛性以及不同演化阶段的

异质性，需要对旅游生态系统不同演化阶段空间均衡发展动态阈值指标进行多尺度测度，深入探讨旅游生态系统耦合交叉影响

机制、测度空间均衡发展效应，探寻旅游生态系统调控机制与治理路径。 

3.1.3研究方法上创新尚显不够 

目前有关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研究仍然以传统研究方法为主，随着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有必要将系统科学、

演化经济地理学、预警理论、数理方法、GIS等新理论与现代技术运用到该研究领域。 

上述认识无疑加深了我们对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科学内涵的理解，凸显了该领域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仍有诸多重要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值得深思与探索：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功能叠加与耦合机理、空间效

应是什么?如何对其不同时空演化阶段动态阈值进行多尺度综合测度?其发展潜力与系统弹性有多大?大数据技术、空间分析技术、

数理建模等技术方法如何在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研究中创新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或部分解决)都将是旅游生态系

统空间均衡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进展，可增强并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3.2可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旅游生态系统是旅游地生态、社会、经济三层空间有机嵌套层次的实体概念，试图通过传统的研究思维及方法对其进行简单

机械式的拆解是无法洞悉其演化机制及其规律的。因此，该领域研究需在坚持系统科学动态、演化生存论研究范式基础上，以生

态文明理论为指导，推动旅游生态系统演化研究由宏观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实证研究转向，由静态机械描述研究向动态生成论

研究拓展，由单一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对策研究向“规律探究—阈值测度—效应分析”深化，具体包括以旅游生态系统占用、

环境承载力弹性变化与合理阈值量测、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管理与环境税调节手段为基本工具，对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演化与

发展这一旅游学科研究的重大核心问题，从其内在动力机制与规律性，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目标、重点、理论模式和定量

测度，旅游生态系统效应综合评价、管理、调控机制与治理路径等各个层面进行思考，以求做出符合现实旅游生态系统真实演化

的新解释。 

3.2.1旅游生态系统耦合机理的探究问题 

(1)旅游生态系统内在驱动机制研究。 

探究旅游生态系统构成要素耦合关系所形成的“耦合力”如何通过正、负反馈掌控系统围绕其演化发展平衡点形成“涨落”

运动，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演化动力，揭示旅游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内部驱动机制。 

(2)旅游生态系统外部拉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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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系统动力学，梳理系统外部拉动影响因素、演化路径，揭示旅游生态系统演化发展的外部拉动机制。 

(3)旅游生态系统耦合机理研究。 

探讨旅游生态系统内外部耦合交互影响机理基础上形成的多维、多层次、多变量，具有不同层次和功能的功能耦合网，揭示

旅游生态系统耦合演化机理，探讨其空间均衡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因子之间的协调程度与交互机制。 

3.2.2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动态阈值测度模型的构建问题 

(1)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动态阈值测度模型构建。 

以测度旅游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空间功能叠加基础上形成的不同时空演化阶段合理环境承载力阈值及

其区间为目标，建立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动态阈值测度模型，根据案例地旅游资料和实地调研数据，结合生态监测和旅游

产业大数据、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不同时空演化特征与地域差异。 

(2)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评价研究。 

基于动态阈值测度模型，构建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指数测度模型，从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驱动力、潜力、合理

状态、交互影响与响应预警五个层面建立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定量测评案例地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

展状态、发展程度、时空格局与演化趋势。 

结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态压力—环境响应”评估模型，引入多重测度理论与动态阈值模型，构建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

衡发展动态阈值测度模型，从系统驱动力、潜力、合理状态、交互影响与响应预警五个方面构建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指数

测度体系(图 1)。 

 

图 1基于 DPSIR模型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框架 

3.2.3旅游生态系统均衡发展效应与调控机制的量测问题 

(1)旅游生态系统均衡发展空间效应量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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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空间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等理论，建立旅游生态系统均衡发展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与区

域生态格局和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及依赖关系，定量评价旅游生态系统均衡发展的空间关联效应、流动效应、溢出与集聚

效应以及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效应，揭示旅游生态系统均衡发展对区域生态空间的优化，以及对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 

(2)优化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调控机制。 

在空间效应分析基础上，从时间、空间、涉及主体等维度，从政府(宏观规划、环境规制等)、企业(中观管理)、个人(微观

行为)等层面，以环境税为调解手段，探寻包括旅游生态系统补偿概念、补偿利益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渠道与机制四个核心问

题在内的旅游生态系统调适机制与治理路径，提升生态系统环境承载力阈值，推进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的调控机制与治理路径。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是要求旅游与自

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协调好旅游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深入

探讨与研究区域旅游生态系统演化机制(探究系统构成要素在耦合机制基础上的空间功能分异的动力过程与动力机制)是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与本质需求，探寻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发展量测模型及评价(掌握现状、预测趋势及生态补偿与合理

旅游环境税之基础)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响应和战略抉择，构建旅游生态系统适应性调控机制与治理路径是实现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的具体手段。面对严峻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统筹推进“五体一体”总体布局的时代背景

下，加强旅游业空间均衡发展研究，推动绿色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既是旅游业融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全域旅

游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旅游地理学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而要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

动态、演化系统科学范式为指导，在科学测度旅游生态占用、生态效率水平与潜力的基础上，对旅游生态—环境—经济复杂系统

内在演化机理、空间均衡发展及其效应进行系统研究，引入环境补偿理论、预警机制手段，有针对性地提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调

控机制与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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