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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支持与保障体系规划作为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目的是对旅

游区域食、宿、游、 购、行、娱等方面的建设进行细化和设计 ,并在

政策、体制和管理方面提供可持续发展的 保障。

2.旅游支持体系视旅游区的区域背景、性质、特点和开发程度而定 ,规

划一般包括以下五 个方面 :交通与旅游线路规划 ;基础设施规划 ;植被

绿化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服务接待设施 规划 。支持体系的各个部分对

旅游区的运营发展都构成限制因子 ,同时各个部分之间又相互衔接 ,互

相影响 ,组成旅游区域的宏观框架。

3.旅游发展保障体系是从外部条件上为旅游规划与开发的实施方案提供

政策等方面的支 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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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重点与难点)

1. 了解旅游支持体系规划要点。

2. 熟悉旅游保障体系规划的主要内容。

3. 了解区域旅游合作的意义与机制。

学习目标

第九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一章

第十章



开篇案例：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管理模式

第九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一章

第十章



开篇案例：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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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

1. 黄石公园是如何贯彻与实施“资源保护”措施的?

2. 黄石公园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旅游与休闲”的功能?



第一节    旅游支持体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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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与旅游线路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交通与旅游线路规划是旅游区建设规划中的重要

内容 ,在专项规划中居于首要地位。 其核心在于理顺

和畅通旅游区的内外联系 ,造就便利的进出条件 ,保证

游客进得去 ,出得来 , 散得开。

第一节

第六节



一、交通与旅游线路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1.交通现状评估与交通运量预测

(1)现状评估

①外部交通:首先评估外部交通基本条件;其次是评

估交通设施条件情况。

②内部交通：重点分析与评估旅游区内部道路交通。

(2)交通运量预测

可以根据公路交通的运量计算公路等级 ,分析预测

旅游区的游客运量。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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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一、交通与旅游线路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2.交通规划

(1)机场位置与旅游区的关系:机场是地空运输的一

个衔接 ,对旅游区来说 ,航空运输必须有地面交通的配

合 。在机场位置确定的同时 ,就要考虑如何组织机场

至旅游区的交通联系。

(2)铁路:客运站是对外交通与旅游区内的交通衔接

点 。

(3)公路:公路是旅游区道路的延续 ,是布置在旅游

集散中心 ,联系其他城市和旅游景区的外部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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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分类、分级 

公路汽车站场的布置

1

2

公路分类 :根据公路的性质

和作用及其在国家公路网中

的位置 , 可分为国道( 国家

级干线公路)、省道(省级干

线公路)和县道(联系各乡镇)

三级 。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

第六节

公路分级 :按公路的使用、功
能和适应的交通量 ,可分为高
速公路和一级、二级、三级、
四 级公路 。

公路汽车站又称为长途
汽车站 ,按其性质可分
为客运站、货运 站、技
术站和混合站 。按车站
所处的地位又可分为起/

终点站、中间站和区段
站。



一、交通与旅游线路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3.道路规划

(1)旅游区道路系统规划：①影响旅游区道路系统布

局的因素；②旅游区道路系统规划的基本要求；③旅游

区道路布局网络。

(2)停车场规划：大型停车场的车位数大于 100 个

车位 ,中型停车场车位数 50 ~ 100 个车位，设置有停

车、修车、清洗、候车等功能 ,并且大、 中、小车辆

均能停放；小型停车场车位数小于 30 个车位 ,仅有停

车、候车功能且只能停放中小型车辆。

第一节

第六节



一、交通与旅游线路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4.游程规划

(1)景点串联组织

通常旅程不要超过整个旅游过程1/3 时间 。

(2)精品游线组织

一为历史文化之精品 ,二为当代之精华 ,三

为特色之精华 。

第一节

第六节



二、基础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旅游区基础设施规划包括给水、排水、电

力、电信、环卫、防灾等内容。旅游区基础设

施 建设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区别就是

在施工过程中要重视旅游区域原有格局和整体

风貌 。

第一节

第六节



二、基础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

第六节

1.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原则

①符合旅游区生态环境与历史风貌的保护、利用、管理的要求。
②同旅游区域内的资源特征相协调 ,不损坏文物建筑、文化景
观和风景环境。
③要确定合理的配套工程、发展目标和布局 ,并进行综合协调。
④对需要安排的各项工程设施的选址和布局提出控制性建设要
求。
⑤对于大型工程 ,特别是干扰性较大的工程项目及其规划 ,应
进行专项论证 ,并进行旅 游区承载容量分析和空间环境敏感性
分析 ,提交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二、基础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2.给排水规划

(1)给水规划

旅游区给水工程系统由取水工程、净水工程、输配水工程等组成。

(2)排水工程系统的构成与功能

旅游区排水工程系统由雨水排放工程、污水处理与排放工程组成。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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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3.电力电信规划

(1) 电力规划

旅游区供电工程系统由电源工程和输配电网络组

成。旅游区配电网由高压和低压配电网等组成 。高压

配电网的电压等级为 1 ~ 10 kV,含有变配电所(站)开

关站、1 ~ 10 kV 高压配电线路 。

(2)通信工程系统规划

旅游区通信工程系统由邮政、电信、广播、电视

四个分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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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4.环境卫生工程系统

旅游区环境卫生工程系统有垃圾填埋场、垃圾收

集站、转运站、车辆清洗场、环卫车辆场、公共厕所

以及环境卫生管理设施 。

(1) 固体废弃物收集系统

旅游区固体废弃物主要指服务区与居民区的日常

生活废弃物。到转运站 ,通过车辆转运到垃圾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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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2)公共厕所系统

旅游区域是游人聚集地区 ,公共厕所的卫生条件可

反映一个旅游区管理的整体水平。

(3)建立环卫管理队伍

(4)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第一节

第六节



二、基础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

第六节

旅游区的生态环境平衡与综合治理密切相关 ,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包括下述内容 :

①建立植被抚育制度 ,健全封山育林、护林防火、防
虫减灾的规章制度 ,使旅游区成为绿 化区。
②维护自然风貌 ,严禁在旅游区开山采石、砍伐林木、
开垦农田。
③严禁伤害和滥捕野生动物 ,切实维护好动物的栖息
环境 ,维护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态 平衡。



二、基础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5.防灾规划

旅游区防灾工程系统规划的主要任务是 :根据旅游

区自然环境、灾害区划和旅游区地 位 ,确定各项防灾

标准 ,合理确定各项防灾设施的等级、规模 ;科学布

局各项防灾措施 ;充分考虑防灾设施与旅游区常用设

施的有机结合 ,制定防灾设施的统筹建设、综合利用、

防护管理等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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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防灾规划：

(1)旅游区的消防工程系统

(2)旅游区防洪(潮、汛)工程系统

对山地风景旅游区 ,特别要强调山洪防治。

(3)旅游区救灾生命线系统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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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被绿化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植被绿化规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旅游区内林木植被

的保护及对其分布、造型、林相组合、花木搭配等的艺

术设计 ,使旅游区成为赏心悦目、芳草青翠的人间仙境。

这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手段。

第一节

第六节



三、植被绿化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1)植被现状分析

植被现状分析主要研究旅游区植被分布状况 ,植物

区系的特征及垂直地带分布规律和 旅游区内森林植被

资源的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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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被绿化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2)植被规划的原则

①以生态学和群落学理论为指导 ,维护和加强旅

游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

②根据植物与环境统一的原则

③按照利用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④切实保护好现有的植被资源 ,不断提高群落结

构与植被质量。

⑤实行生态林与经济林相结合、景观与功能相结

合、植被多功能与生物多样性相结合、植被保育与游

憩利用相结合的规划原则。

⑥主要景区、景点绿化 ,要以观景艺术效果为主 

,突出景区的自身特色。

第一节

第六节



三、植被绿化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3)植被生态规划

(1)丘陵、山地旅游区

(2)河谷阶地、残原和较平缓的川、塬地带

(3)荒山草坡生境

第一节

第六节



三、植被绿化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4)重要景点绿化整治

注意事项：

(1)均衡分布 ,形成完整的景点绿地系统

(2) 因地制宜 ,与河湖山川自然环境相结合

第一节

第六节



三、植被绿化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5)旅游区的植被覆盖率

由于旅游区的特殊环境要求 ,旅游区的植被覆盖率

应高于一般地区 ,平原地区的旅游区 ,植被覆盖率应

达到 65% 以上;山地地区的旅游区 ,植被覆盖率可根

据地形逐渐增加 ,海拔 1000 m 以下 ,要求植被覆盖

率达到 65% 以上 ;1100 ~ 1800 m,达到 80% ;1800 m 

以上 ,覆盖率达到 90% 。

第一节

第六节



四、环境保护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旅游区环境保护有两方面的含义 :生态环境保护和

景区景观( 自然和人文景观)环境保护 。

第一节

第六节



四、环境保护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1)环境保护规划基本要求

①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等根本依

据。

②旅游区内的一切风景资源及其环境都是重点保

护对象 ,按一、二、三级和外围影响区分别予以保护。

③对有机联系的景观群及其环境采取整体保护。

④风景区内存在的部分不可分割的村落及其农业

用地 ,应正确处理风景保护与村镇及 农业发展的关系。

第一节

第六节



四、环境保护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2)环境保护规划的内容

环境保护规划一般包括旅游区植被保护规划、水污

染控制、人文景观的维护、固体废弃物控制与清理、噪

声控制、灰尘量控制和景观美学价值的保护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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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保护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3)环境保护区的规划

(1)规划原则

①重点景观构景物重点保护原则 

②近期防范与远景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

(2)环境保护区划分

一般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保护区和外围保护带

四部分 。这四部分从重要程度上分属绝对保护区、严

格保护区、重要保护区和影响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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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保护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

第六节

例 1：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旅游规划之环境保护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

第六节

案例讨论：

阅读例 10. 1 ,结合“洪雅县旅游
规划之环境保护规划”,谈谈你对环
境保育分区意义的理解与认识。



五、旅游服务接待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

第六节

对于旅游规划中的服务设施 ,主要从旅游住宿设施、
旅游餐饮服务、旅游购物服务以及游客咨询中心
等方面加以设计和安排。
1)服务接待设施现状分析
2)统计分析
3)服务接待设施规划的原则
4)旅游住宿设施的规划
5)旅游餐饮服务的规划
6)旅游购物服务的规划
7)宾馆、饭店的等级分布
8)休闲、娱乐与购物设施规划
9)服务接待设施的建筑风格及其特点
10)游客咨询中心的规划



五、旅游服务接待设施规划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一节

第六节

一般而言 ,旅游区服务设施规划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①根据旅游区实际环境容量、旅游需求、交通状况、食

宿时空分析和空间景观特征状态 , 合理布置服务设施 ,划分

服务网点的级别、规模和建设步骤。

②若距离城镇较近 ,尽可能地依托城镇地区的现有服务

设施开展旅游接待 ;如果现有城 镇的旅游接待设施档次和数

量不够 ,可根据旅游需求调整、增建部分旅游设施或者升级、

改 造现有接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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