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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可持续发展理念被提出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形式，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激起了学界的研究

热潮。文章通过对近 10 余年国际上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进展进行系统的述评。研究发

现，国外学者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什么是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发展模式，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旅游可

持续发展有哪些相关利益群体及其基本特征，生态旅游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政策、科技、气候等因素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等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根据文献述评的结果，文章认为在未来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应该重视不同学科理论尤其是学科理论间

的交叉应用，重视不同研究方法的综合集成应用，这就要求学者们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学术素养以兼顾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由表层

分析到本质探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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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环境管理

思想被提出［1］，此后，可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一种价值观而

普遍被社会所接受。世界旅游组织( WTO) 在 1993 年提出

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环境规划署和 WTO 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旅游可持续发

展”会议上，通过了《旅游可持续发展宪章》和《旅游可持

续发展行动计划》，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模式在旅游业中主

导地位的确定。1993 年，在英国创办了专门面向可持续

旅游研究的《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JOST) 》杂志，

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这一研究领域在旅游学科中的重要地

位。文章在简要回顾上个世纪末国际上旅游可持续发展

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介绍新世纪以来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最新成果，系统全面地将国际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新

进展呈现在国内学术界面前，从而可以更好地指导国内可

持续旅游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对未来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提出展望，同样对于国内的相关学

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国际

上著名的旅游专业期刊，包括 Annals of Tourism Ｒ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Journal of Travel Ｒesearch 和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其 它 文 献 散 见 于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Tourism Geographies 等相关杂志。

1 旅游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演变

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其概念的

界定。Hughes 把旅游可持续发展上升到道德层面，他认

为要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求人们从内心里

去接受这种理念［2］。但是他并没有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定义作明确的界定。WTO 认为所谓旅游可持续发展就是

既要能满足当前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者的需要又要能满足

未来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者的需要［3］，但是一些可持续旅游

的学者则认为这个概念太过含糊。如 Butler 认为 WTO 的

概念对于需求缺乏明确界定，并且不同阶段不同情况下的

需求可能存在着矛盾［4］。基于官方定义，一些学者从更广

的范畴定义旅游可持续发展，其争论的内容不再仅仅局限

在环境领域，更是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

Hardy ﹠ Beeton 从旅游需求的角度来解释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原理［5］。Savage 等认为必须以全面的观点来理解旅

游的可持续性，以此论证在城市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性

中，关键是要保持原真性以避免被全球化和现代化［6］。

Northcote ﹠ Macbeth 则通过旅游综合收益框架对旅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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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进行解释［7］。Lansing ﹠ Vries 认为旅游可持续

发展在市场行为之外，更应是一种伦理的选择，并从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 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 一

一做出伦理的解释［8］。近年，源于低碳经济的盛行，在可

持续旅游前提下，Tang 等分析了低碳旅游的基本概念，主

张通过节能减排获得高质量的旅游经历、更大的社会经济

环境效益［9］。

从一个发展理念到一项研究领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研究走过了将近 20 年的历史。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

现，国外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尽管基于不同的学科与方

法论，但基本上包含着一些比较固定的论题以及一些特殊

的小的论题。其中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论题包括: 旅游可持

续发展的定义、发展模式、利益相关群体、可持续评价、发

展政策、生态旅游等 6 个方面; 而其他的诸如科技、气候等

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关

注，并且有的还呈现逐渐升温的态势。关于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定义部分见前文，下文主要论述其他各个论题。

2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题

2． 1 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

旅游可持续发展理念一经提出，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

护的关系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论题。Cater

认为在环境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双赢、赢输、输赢、双

输四种基本的发展模式［10］。与之相似，Hunter 也指出了

旅游发展中的四种常见模式，分别是环境优先模式、环境

下的旅游发展模式、旅游下的环境保护模式、旅游优先模

式［11］。当然在这 4 种发展模式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无

疑是要在环境保护与旅游增长之间寻求一个长期均衡，如

Godfrey 所云，可持续是降低旅游业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

但是，要想获得旅游可持续发展，需要忽视短期的经济利

益，而更多的关注社会和环境因素，并主张通过旅游业利

益部门 的 整 合 来 达 到 旅 游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12］，对 此

Clayton［13］表示赞同。此后，Johnston ﹠ Tyrrell 对于旅游业

发展中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不

存在单一的、普遍的理想化可持续发展模式，过于保护环

境的政策与导致环境衰败的政策一样都会导致旅游的不

可持续性［14］。Hunter ﹠ Shaw 对一些特殊旅游产品对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作出评估与比较，认为一些( 生态)

旅游产品可能对全球的资源保护有着积极的贡献［15］。在

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旅游地社区的重要性越显

突出。Bramwell ﹠ Lane 在可持续旅游讨论中认为除了旅

游业的自我治理之外，旅游者和社区公众的重要性应得到

足够重视［16］，Cascante 等则研究了旅游业发展中经济、社

会、环 境 实 践 是 如 何 通 过 社 区 机 构 实 现 的［17］。此 外，

Turnock［18］和 Fons 等［19］探讨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Kozak ﹠ Martin 基于消费者金字塔理论研究了旅游地

发展模式的同质化问题［20］。

通过对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综合研究，Weaver 认

为旅游可持续发展大体沿着三种路径模式进行: 市场驱

动、治理驱动和综合路径，这三种路径的提出反映了学界

与实践过程中对于可持续旅游认知过程的环境实用主义

发展趋 向［21］。但 是，Peeters 对 此 提 出 了 异 议，其 认 为

Weaver 的观点与系统思维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失之偏

颇［22］。后来，Weave 撰文指出，Peeters 的质疑固然正确，

但是在已有的理论假设下，抛开影响可持续旅游因素的动

态性和不确定性，以上三种演化路径仍然具有十分的参考

意义［23］。二位学者的争论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旅游可持续

发展模式方面的研究成果。

2． 2 旅游可持续能力评价

早在 1998 年，Garrod ﹠ Fyall 就提出，应该把研究重

心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转移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

践上来，并建立了一个测量可持续旅游的框架［24］。伴随

着人们对旅游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深入理解，旅游可持续发

发展评价指标以及指标的应用也在渐进过程中不断地发

展，体现如下: 合作以及文化相关的可持续性相关研究逐

渐增加，而经济、环境、市场相关的可持续性研究则相对减

少; 评估指标由定性到定量再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各种

规划框架被应用到发展可持续性评价指标，如承载力、可

接受的变化范围、旅游者偏好和经历、目的地生命周期、舒

适指标和旅游者影响管理等; 由普通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旅

游的评估发展到一些特殊旅游目的地的评估。

Miller 研究了消费者压力在可持续评估指标中的作

用，突出了消费者的重要性［25］。Tepelus ﹠ Cordoba 认为

可持续旅游评价指标中除了通常的环境绩效指标之外，旅

游者行为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影响也应一并纳入［26］。其

后，Ko［27］、Tsaur 等［28］、Northcote ﹠ Macbeth［7］、Castellani

﹠ Sala［29］、Blancas 等［30］、Li ﹠ Hou［31］、Cernat ﹠

Gourdon［32］等学者延续了这样的研究思路: 从人口、经济、

环境、资源等综合角度建立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还

有的学者建立特殊类型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旅游评价指

标，如 Teh ﹠ Cabanban 评估了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33］; Wu 等评估了城市生态旅游的维度，还比较了不同

纬度的重要性，认为在城市生态旅游评估中经济因素没有

社会、环境因素重要，社区居民因素也十分重要［34］; Oyola

等基于信息解释和决策制定角度，根据目标规划理论提出

了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评估指标系统［35］。

除了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评估方法的选择与

发展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其中较为常见的是德尔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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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层次分析法和生态足迹模型等。此外 Castellani ﹠ Sala

运用生态足迹模型与生命周期评估理论的综合对旅游可

持续性做出评估，并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与相关性［36］。但

是无论是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还是旅游生态足迹模型都

是建立在对不同层次指标进行加权评判的基础范式之上，

过多依赖专家的权威性，主观性较强，往往会导致同样的

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作用于不同的专家群体却得出不同

的结果。由 此，Melón 等 融 合 网 络 分 析 法 与 德 尔 菲 法

( ANP-delphi approach) 对可持续旅游进行评价，并得到了

很好的结果［37］。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定量指标与定性

指标的有机结合、非线性与线性评价技术的融合、静态评

价与动态评估相结合当会成为一种趋势。

2． 3 利益相关群体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为了实

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政策制定和旅游规划中必须考

虑诸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诉求。其中旅游企业、社区

居民与可持续旅游的互动关系，以及基于利益相关理论的

可持续发展综合分析成为目前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

点。Forsyth 认为旅游企业在环境保护中的努力不仅可以

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还可以增加企业绩效，因此他认为企

业应去主动地 适 应 旅 游 业 发 展 对 环 境 保 护 的 要 求［38］。

Budeanu 则强调旅游公司尤其是行业中的领导者应该利

用他们的领导地位，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旅游业中的宣

传与 实 施，并 成 为 可 持 续 旅 游 的 领 导 者［39］。此 外，

Lordkipanidze 等研究了旅游企业精神在旅游可持续发展

中的重要性［40］，Ｒivera ﹠ Leon 研究了旅游企业 CEO 的教

育、环境专业知识、民族特征等因素与企业关于可持续发

展的态度的相关性［41］，Fortanier ﹠ Wijk 研究了外来酒店

企业在旅游地就业数量和质量中的行为与当地旅游可持

续发展的关系［42］。

旅游地居民因为是旅游业发展的直接参与者与体验

者，其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因此他们的

行为和态度与旅游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

Campbell 在调研中发现旅游地居民对于旅游业发展的态

度与行为之间存在着背离，不仅使得自身获益受到限制，

也影响了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43］。Jayawardena 在对

加勒比地区旅游业的调研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因而提出

了社区依赖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影响［44］。Choi

﹠ Sirakaya［45］、Yu 等［46］分别设计了测度当地居民可持续

旅游态度的量表，以评估居民对可持续旅游的态度。Tao

﹠ Wall 从旅游地居民生活可持续性的角度探讨了其与旅

游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居民生计的可持续应作为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47］。Miller 等探析了社区公众对

可持续旅游的负面影响，建议公众的行为模式必须要改变

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48］。Choi ﹠ Murray 则运用社

会交换理论综合考量了居民参与、态度与旅游业影响的互

动关系［49］。Frauman ﹠ Banks 运用重要性 － 绩效分析方

法描绘了旅游地居民类型和他们对环境评估、旅游发展的

文化经济认知［50］。Hwang 等通过对 5 个社区的研究，建

立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以解释旅游影响与社区

的关系［51］。也有的学者从旅游者的角度探讨旅游行为与

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代表性的有 Ballantyne 等考量了旅游

者对野生动物旅游的认知，并认为，旅游者和野生动物保

护的相关信息之间的有效沟通，对于促进野生动物旅游可

持续发展是非常有效的［52］。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可持续旅游研究中得到了很多的

应用。Ｒyan 研究了利益相关者的平等、权利分享、管理与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53］。Shaalan 则通过利益相关者分

析指出旅游企业在旅游发展中影响最大，但是其并没有进

入旅游地环境标准的制定之中，从而会影响旅游地的可持

续发展［54］。Koutsouris 探讨对当地利益相关者长期激励

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55］。Shikida 等认为社区内外

利益相关者的联系有助于可持续旅游的有效发展，主张通

过建立旅游关系模型( tourism relationship model) 来确定这

种联系［56］。Wray 为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到可持续旅游中

建立了一个参与性和包容性的框架［57］。Haukeland 认为

只有让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持久稳定的信

任合作关系，才能够真正地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58］。

Melón 等把利益相关者纳入可持续旅游的参与和共识建

立中，并研究各利益相关者的评价特征［37］。

利益相关群体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毋容置

疑，但对如何界定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相关群体学者们

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如何通过科学化最好是定量化的

方式来制定识别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相关群体的指标

体系，需要进一步的探索。还有，学者们在讨论利益相关

群体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时，往往倾向于研究各群体

的偏好、需求、权利、观点、预期等基本特征对旅游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而对群体之间的关系如群体之间信息与资源

传递的渠道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涉及较少。对此

Shikida 等［56］曾做过初步的探讨，但仅仅流于表面，而忽视

了这种关系的形成以及变化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文章认为，制定识别旅游可持续的

利益相关群体的标准，探讨各群体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系统

的相互关系以及定位，进而研究关系的动态过程，从而深

入理解利益相关者理论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理应成

为一个基本的方向。

2． 4 政府政策、治理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分析，政府部门无疑是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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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群体，但由于政府部门的决策

行为对于旅游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文章把

政府决策及治理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作为单独一部

分进行论述。政策对可持续旅游的影响是近几年才得到

了学者们的关注，大体集中在政府的管理行为、财政政策

以及旅游发展规划等方面。Uddhammar 基于政策层面的

分析，认为以行政管理机构为核心的联合治理有助于旅游

业的可持续发展［59］。Li 等认为遗产地资源、环境保护往

往会因为人口和经济增长压力导致景点缺少财政支持而

最终妥协，以致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60］。Connell

等以新西兰为例探讨了当地政府可持续旅游发展规划对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61］。Whitford ﹠ Ｒuhanen 通过对

澳大利亚土著旅游政策的分析，对这些政策在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提出了质疑［62］。Logar 建立了旅

游可持续发展发展中的政策评价标准: 在降低旅游影响推

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有效性、利益相关者的接受程度和政

策实施的经济与技术可行性［63］。Yasarata 等认为对复杂

政治系统和权力机构的理解是解释旅游可持续发展、规划

和实施的关键［64］。Bramwell ﹠ Lane 探讨了不同地理尺度

空间的旅游治理模式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

与实践［65］。Hall 认为尽管外部因素和危机事件可能导致

政策变化，但是在现有的范式下，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内

外部环 境 的 变 化 会 必 然 导 至 可 持 续 旅 游 中 的 政 策 转

变［66］。Bramwell 重申了政府治理是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

基础的观点，并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治

理内容［67］。Sofield ﹠ Li］探讨了中国过去 30 年旅游业巨

大发展的政策因素［68］。

相比市场而言，治理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更明

显，这让学者们认识到用政治手段进行环境与资源保护无

疑具有更高的绩效，因此政策制定与政府治理与旅游可持

续的关系仍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但当前学者们的研究

重心在政策以及治理行为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方面，

而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政策以及治理行为的形成

过程重视的不够。文章认为必须足够的重视旅游可持续

发展实践中政策的变化及其产生的过程，这也许为未来研

究政府政策制定与治理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2． 5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的内涵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

续发展的旅游。因此，生态旅游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

种重要实践形式，本文也将其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主要方面加以介绍。但由于生态旅游研究成果颇丰，本文

仅对一些代表性的论著进行述评，以期让读者对生态旅游

研究的发展有个概括性的认识。Stronza 在对生态旅游的

研究中发现，大多数研究中关于旅游业的起源集中在旅游

者层面，而旅游业的影响则集中在目的地层面，其主张通

过探索旅游者动机与影响以及目的地的起源与影响的整

体视角来研究生态旅游为当地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效

益［69］。Li 依据压力 － 状态 － 响应框架模型建立了生态旅

游管理的指标体系［70］。Weaver 指出了生态旅游发展中综

合考量的重要性［71］，Tsaur 等分析了资源、社区和旅游者

在生 态 旅 游 可 持 续 发 展 中 的 联 系 及 彼 此 的 认 知［28］。

Gurung ﹠ Seeland 通过对旅游公司和外国旅游者的调查发

现，喜爱自然风光的旅游者比喜爱文化景观的旅游者停留

时间长，这 对 当 地 农 村 社 区 生 态 旅 游 发 展 而 言 是 有 利

的［72］。Krider 等考察了生态旅游者对环境和生态旅游态

度的特征［73］。纵观国际上生态旅游研究的发展历程，可

以发现旅游者与旅游地之间的互动联系一直是学者们关

注的对象。其实早在 2007 年，著名旅游学家 Weaver 在和

Lawton 的合著中，就曾经对这种现状进行了评价，他们认

为除此之外，关于生态旅游的质量控制、生态旅游产业和

外部环境等方面的研究也亟需得到关注［74］。但似乎这种

呼吁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由这种不平衡性，文

章认为当前的生态旅游研究仍处于发展初期。

2． 6 其他方面

除了以上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论题之外，也有的学

者从其它角度对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虽然

在整体可持续旅游研究中占的比重不大，但也为我们理解

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并且有的研究也

很有可能在将来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如科学技术与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代表性的有 Lee 关于清洁生产的研

究［75］、Yaw 关于清洁技术的研究［76］、Michalena 关于可再

生能源技术的研究［77］等。近些年气候问题的凸显也吸引

了一些学者关注气候变化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如

Weaver［78］和 Scott［79］二位学者的研究。此外，Tesone 对可

持续旅游高等教育的研究［80］、Dolnicar ﹠ Leisch 对目的地

可持续管理中的营销技巧的研究［81］、Torrent 关于公共物

品( 环境和景观保护、文化遗产、品牌形象和公共基础设施

等) 的研究［82］、Ars ﹠ Bohanec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83］、

Chen 等对旅游者认知、服务绩效、目的地竞争力、顾客满

意度和可持续旅游的关系的研究［84］、Kytzia 等对土地利用

的研究［85］、Gibson 等对体育事件的研究［86］等，都反映了旅

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体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为我们全方位

的认识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

3 讨论与结论

纵观近 20 年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历程，无论是研

究论题还是研究方法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多样性 格 局。据 Lu ﹠ Nepal 的 统 计，在 1993 年，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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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的文章都是关于可持续旅游概念的研究，而到 2007

年，大约 85% 的文章都是实证研究方面的［87］。实证研究

的论题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合作和伙伴关系、旅游

业与气候变化、农村土地利用、影响和政策应对、非政府组

织的作用、承载力和可持续能力等，研究的思维也从单一

化逐渐向综合性发展。这种变化趋势印证了一门学科的

自然发展规律: 一门研究领域在发展之初往往集中在概念

研究的范畴，而随着概念的普及以及学科的发展，研究领

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学科

体系［88］。这种趋势变化同时也将不同的学科理论带入了

旅游可持续领域的研究，如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社

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乃

至集成的系统科学等各种理论的应用。

尽管关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研究发现，仍然有以下二点值得我们去重视。第一，研

究视角的多元化反映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多学科特

征，但是多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无论是

社会学科之间的交叉还是与自然学科的交叉研究。因此，

文章认为在融合不同的社会学科以及融合社会学科与自

然学科方面，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这样的分析，复杂网络理论与复杂系统理论也许可以

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其实早在

2009 年，McDonald 就曾经讨论了运用复杂科学范式探讨

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问题［89］。但可能受限于旅游学者们的

知识局限，后来并未见有其他学者涉入这一领域。此外，

网络治理理论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也有着巨大的应用，有

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Hilal ﹠ Eraydin 关于治理网络在旅

游可持续发展中作用的文章［90］以及 Ｒobertson ﹠ Peter 关

于跨部门组织网络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文章［91］，对

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与旅游可持续

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有益。

第二，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近 20 年 来 在 方 法 上 并 没 有 明 显 的 变 化。据 统 计，在

JOST2009 年以前刊登的文章中，有 41% 的文章采用了定

量方法，37% 的采用的是定性方法，还有 16% 的纯理论分

析，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仅占 6%［87］。并且，根据对已有

文献的研究，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方法中，在初期就已十

分普及的社会调查和案例分析方法时至今日仍然占据主

体地位。旅游学科的综合性特征在研究方法中的表现让

人不解，而且在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也注重实验的趋势

下，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验研究或者准实验研究更是凤毛

麟角。因此，如果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仍然停留在对一些

社会现象的解释层面，而对于整个旅游系统的动态运行以

及深层次领域缺乏关注，那么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乃至旅

游学科将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 pre-science stage) 。可喜

的是，近些年数据建模和一些先进的分析方法运用在逐渐

增多，诸如多维度建模方法、地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仿真

等，这为将来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的应用指明了一个

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突出旅游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内外部互动，

关注内外部环境变化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对未来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要求学者们

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学术素养以兼顾微观研究与宏观研

究、由表层分析到本质探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
( 编辑: 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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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Development of Study on Sustainable Tourism in Foreign Countries

ZHANG Jie-kuan JI Mei ZHU Pu-xuan
( School of Management，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anyang Shaanxi 712082，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d been proposed in the late 1980s，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STD) ，

as an important practice for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as attracted much interest of scholars． Based on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in

recent 10 years，the paper carri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foreign sustainable tourism research． Ｒesearch shows that foreign scholars

most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STD is，what the main development models of STD are，how to assess

tourism sustainability，which the stakeholders of STD are and their basic characteristics，eco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ow

the science，technology，climate，policy and other factors affect STD．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es，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the future sustainable tourism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ynthesis application especially the cross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ory，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In view of this，the paper argues that scholar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research must have a broader vision

and profound academic accomplishment，in order to research on both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 and analyze from surface to essence

perspectives and from static to dynamic perspectives．

Key words tourism; sustainable tourism;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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