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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资源禀赋丰富、类型多样，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文章运用 RMP 分

析理论，以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为研究对象，在对当地生态旅游资源、旅游市场与相关旅游产品进行

系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休闲生态科普旅游、体验生态科普旅游和专项生态科普旅游三大生态科普旅游

产品开发体系，以期为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产品的创新开发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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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MP 分析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地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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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旅游与文化学院，南宁 530001）

“生态旅游”最早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

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提出，他认为

生态旅游是以考察和欣赏景观、野生动植物、

当地现存文化现象为目的，到未被污染地区

进行的旅行 [1]，而生态科普旅游是生态旅游与

科普旅游的互相融合，兼具生态旅游与科普

旅游两者的特性。喀斯特作为我国生态科普

旅游的重要资源，主要是指石灰岩和白云岩

等岩石因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溶蚀作用形成的

地貌，常见类型有溶洞、峰林、石林、石笋、

钟乳石等，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桂林

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面积约 700.64km2，包

括最具代表性的漓江峡谷峰丛片区和葡萄峰

林片区，其中核心区主要分布在漓江核心景

区范围内，面积约为 253.84km2。目前桂林依

托其丰富的喀斯特自然遗产资源开展的生态

科普旅游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市场拓展渠

道少、产品类型单一、缺乏创新技术等问题，

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文章运用 RMP 分析法，

从资源、市场、产品三个角度对该地生态科

普旅游进行深入剖析，探求桂林喀斯特世界

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开发的新路径，

以期促进当地生态科普旅游创新发展，助推

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

1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
游 RMP 分析

1.1 资源分析（R 性分析）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独特的地质

环境和地貌条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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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资源分类一览表

大类

自然生态科
普旅游资源

人文生态科
普旅游资源

亚类

地文类

水文类

生物类

遗址遗迹类

产业园区类

历史文化类

基本类型
喀斯特孤峰
喀斯特峰林
喀斯特峰丛
喀斯特洞穴
喀斯特石林
象形山石
喀斯特峡谷
喀斯特湖泊
喀斯特瀑布
喀斯特泉水
喀斯特湿地
植物景观
单体建筑
水利工程
建筑遗址
考古遗址
农业园区
工业园区
摩崖石刻
古建民居

代表项目
碧莲峰、独秀山、西郎山
葡萄峰林、雁山大埠峰林
代上峰丛、寿嵅峰丛、大龙嵅峰丛
冠岩、碧莲洞、罗田大岩、盘龙洞
马安村石林、葡萄观音石林、金宝石林
冠山、九马画山、杨堤风光、兴坪胜景
漓江峡谷、遇龙河峡谷、金宝河峡谷
西塘湖、燕子湖、世外桃源
古东瀑布
官庄泉、多潮泉、蝴蝶泉
高洲、月亮洲、毛洲三岛
古东森林公园、阳朔国家森林公园、穿岩古榕
腾蛟庵、鉴山寺、万寿桥、迎江阁
古桂柳运河、遇龙河水坝、禄迪水库
归义古城遗址、熙平县城遗址、杨梅岭村古石城
高田大坝岩、葡萄乡下寨村英布山洞、扶村塘后山洞穴
葡萄金桔园、白沙柚子园、桂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葡萄镇工业园、白沙工业园、福利青鸟工业园
冠岩石刻、崩山潭石刻、碧莲洞石刻
大圩古镇、兴坪镇渔村、高田镇朗梓古寨

项目数量
5 项
2 项
5 项
10 项
4 项
53 项
3 项
3 项
1 项
5 项
6 项
5 项
19 项
7 项
4 项
4 项
4 项
3 项
5 项
32 项

合计

79 项

18 项

5 项

34 项

7 项

37 项

注：表格资料来源于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与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官方网站。

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

旅游资源共计 180 项，其中，雁山区 12 项，

阳朔县 160 项，灵川县 8 项，分布区域主要集

中在阳朔县；在类型上，其旅游资源也较为

多样，具体见表 1。

文章参考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资源自

身形态 [2]、价值和成因 [3] 三个方面对地质旅

游资源类型的划分，及在借鉴陈安泽提出的中

国喀斯特旅游资源类型划分标准 [4] 和《旅游资

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

家标准的基础上，将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

产地生态科普旅游资源划分为自然生态科普

旅游资源和人文生态科普旅游资源 2 个大类，

地文类、水文类、生物类、遗址遗迹类、产

业园区类、历史文化类 6 个亚类，喀斯特孤

峰、喀斯特峡谷、植物景观、单体建筑、农

业园区、摩崖石刻等 20 种基本类型，涉及上

百处景点，可见，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地景观资源丰富且多样。此外，遗产地位于

亚热带湿润季风常绿阔叶林气候区，动物、

植物资源丰富且多样。区内共有 4 个植被类

型组、6 个植被亚型，共 34 个群系，几乎囊

括了中国中亚热带地区所有的植被类型；区

内共有上百种野生动物，包括哺乳类、鸟类、

爬行类、两栖类、鱼类等多种类型动物，正

是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景观资源和生

物资源的多样性，对游客产生了强大的吸引

力，使遗产地的旅游开发具有较大可行性。

不仅如此，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

旅游资源还具有丰富的价值体系，科学、历

史、美学等价值显著。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

遗产地不仅揭示了峰丛和峰林地貌不同的喀

斯特演化成因机制和地壳垂直抬升运动方式，

还是大陆型塔状喀斯特地貌的世界典范，展

现了如今还在进行的塔状喀斯特发育演化的

地质地貌过程，被誉为全球塔状喀斯特的发

育演化教科书，具有非同寻常的科考和美学

价值，充分演绎了喀斯特地貌中千奇百怪、

形态各样的地文类资源和水文类资源奇特秀

丽之形象美，多样植物搭配连绵不断的喀斯

特地貌而呈现出绮丽色泽之色彩美，以及遗

产地气候变化所营造的美幻情境之意境美。

基于 RMP 分析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 陈    炜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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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影响下，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创造了人类舒适

的居住环境，吸引了众多民众先辈至此安家

落户，形成并留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有展现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史前文化遗址；

涉及经济、民族、宗教等多方面内容的摩崖

石刻；布局完整、独具建筑特色并入选中国

传统古村落名录的村寨等。可见，桂林喀斯

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历史

文化价值、科考研究价值及美学观赏价值独

特突出，具有较强的旅游开发资源优势。

1.2 市场分析（M 性分析）

桂林旅游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旅

游市场规模连年扩大，在 2013 —2017 年期间，

桂林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呈大幅度上升

趋势，旅游接待人数从 2013 年的 3 584.17 万

人次增加到 2017 年的 8 232.79 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也从 2013 年的 348.48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971.76 亿元。在桂林旅游快速发展大趋

势的推动下，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

态科普旅游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但仍存在

旅游产品划分模糊，未能较好满足游客需求

等问题。为此，文章设计了桂林喀斯特世界自

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游客调查问卷，以获取

及时有效的第一手资料，明确市场需求、合理

开发生态科普旅游。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12 份，有效率达 97.5%。

在 312 名被调查者中，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

但两者相差不大；游客年龄主要分布在 26~40

岁之间，占总调查人数的 46.93%，属于中青年

旅游消费市场。具体相关分析如下。

1.2.1 出游特征及产品偏好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有效数据的统计得知，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中，

游客主要以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为主，所占

比例分别为 40.14%、31.29%；出游组织形式

中和亲朋一起是游客出行的主要形式，交通

出行方式中高铁成为主流，自驾游逐渐成为

新的热点。在游客停留时间方面，大多数游

客在桂林停留的时间不超过 3 天，并且前往该

地的游客流量表现出显著的节假日聚集趋势。

消费结构中，游客在桂林旅游的整个过程中

花费金额不高，绝大部分在 2 000 元以下，其

中 1 001~2 000 元消费区间所占比例最大，为

37.41%，除交通、住宿及餐饮支出外，其他

消费支出较少。在游客生态科普旅游的偏好

方式方面，23.81% 的游客认为开展生态科普

旅游的最佳方式为野外生存体验，其次为主

题乐园游玩、丛林岩洞探险和参与拓展训练，

而倾向于参观科技博物馆和地质演变实验方

式的游客较少。

综上所述，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客

源出游的目的仍然以传统的观光游览为主，但

逐渐向休闲度假转变，表现为注重游览质量，

游览时间更长，文化体验要求更高；散客群体

的绝大部分是邻近城市居民，采用出游方式为

乘坐高铁或自驾；客源市场的消费结构处于旅

游地发展的初级阶段，即以门票经济为主导，

购物、体验经济仍待提升；游客对生态科普旅

游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并且对旅游开展

方式的参与性、体验性和互动性较为关注。

1.2.2 细分市场需求分析

实地调查结果显示，桂林喀斯特世界自

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市场受到了客源地、

年龄、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客源

市场对生态科普旅游呈现出差异性的需求，

文章综合调查分析得出各细分市场的旅游需

要，见表 2。

当前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按客源

地划分，可分为国内和入境客源市场，国内

旅游市场以广西省内城市和高铁 3 小时圈的

广东、贵州、湖南等邻近省份游客为基础客

源市场；高铁 5~10 小时圈、直航地区以及环

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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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细分市场旅游需求分析表

市场分类

国内客源
市场

入境客源
市场

年龄特征

收入特征

细分市场

基础客源市场

重要客源市场

机会客源市场

基础客源市场

重要客源市场

机会客源市场

青年市场

中年市场

老年市场

低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需求特征
寻求周末或短期节假日的短暂休闲时光；对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服务要求较高；偏好较
有节日气氛、适合家庭出游的休闲娱乐科普项目
具有较为充足的游览时间；偏好生态特征显著、科学知识丰富、风景特色鲜明、地域特
点卓著的参与体验类科普项目
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对旅游景区的品牌认可度要求较高；偏好知名度、赞誉度较高的
创新喀斯特旅游景点；对知名度较高的旅游目的地兴趣同样较高
寻求地貌景观的独特性，向往探求自然风光的差异，追逐客源地所没有的喀斯特地形特点，
喜欢不同的科学文化知识，偏好自然观光与文化深度科普体验游项目
寻求异质自然风光体验，对象形山石、喀斯特洞穴及其奇异的钟乳石形态等自然景观需
求较为显著；偏好惊奇刺激与自然观光休闲娱乐科普项目
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偏好知名度较高、内涵较为丰富、科技含量较高的喀斯特景区，
对景区生态科普项目的娱乐性和体验性要求同样较高
求新求异特质明显，消费能力一般，具有较长的游览时间；对科普知识、历史文化的表
现形式要求较高，偏好参与型、体验型及 VR 科技类生态科普旅游项目
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一般采用自驾、家庭散客出游方式；知识体验性要求较高，对娱乐、
体验性项目要求较高，偏好创新类、竞技类生态科普旅游项目
具有较为充裕的游览时间，追求山水文化体验、历史文化知识体验；对山水景观、景区
生态环境等要求较高，偏好平缓、刺激性较小的生态科普旅游项目
偏好喀斯特山水观光游玩型和高科技的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与科
学知识要求一般，但对性价比高、趣味性强的生态科普旅游项目较为关注
偏好探索发现、娱乐休闲类的喀斯特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喜欢参与性、互动性、
现代科技含量较高的生态科普旅游项目
偏好休闲放松但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对文化、科学知识体验的需求较高，追求品质与
创新，偏好层次较高的旅游体验，偏爱高端的专项生态科普旅游产品

区游客为重要客源市场；以国内其他地区为

机会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以中国港澳台、

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亚洲地区和国家，

美国、加拿大等北美洲国家，法国、德国、

英国等西欧发达国家为基础客源市场；以北

欧、东欧、大洋洲国家为重要客源市场；以

南美、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为机会客源市

场。而从年龄划分来看，以青少年和青年游

客群体为基础客源市场；以中年游客群体为

重要客源市场；以老年游客群体为机会客源

市场。可见，不同的客源市场其旅游需求各

不相同，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

普旅游开发可有意识地依据不同的细分市场

需求，设计针对性较强的旅游产品，以促进

生态科普旅游的健康有序发展。

1.3 产品分析（P 性分析）

1.3.1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

产品开发现状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阳朔国

家森林公园、雁山国家植物园、大圩古东瀑

布、湿地公园等旅游景点，推出了以珍稀动

植物、野生动植物、森林湿地类生态科普旅

游为主的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同时以森林生

态科考游、洞穴探险、田园生态游和古东瀑

布森林科普游为主的自然生态科普旅游路线

和以果园采摘为主的农业生态旅游路线亦逐

渐出现。但遗产地包括温泉度假 + 森林休闲、

漓江游艇 + 渔家体验、低空旅行 + 岛屿休闲、

洞穴探险 + 地质考察、绿岛骑行 + 果园采摘

等多元化的生态科普旅游还尚未形成。整体

而言，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内容较少、产品体

系较为单一，旅游形式仍以观光游览为主，

缺乏创新性、体验性与参与性。同时现有的

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对喀斯特地区独有的地质

环境、生态环境特色未充分挖掘。当前，桂

林政府部门还未出台与生态科普旅游开发紧

密相关的文件，仅仅在旅游规划中提及要对

现有旅游产品转型升级，要发展层次较高的

基于 RMP 分析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 陈    炜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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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和科普旅游，但如何开发、如何规

划未涉及。桂林喀斯特申遗成功已有三年之

久，具有世界顶级的生态科普旅游资源和开

发价值，却依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关

注，以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为核心的生态

科普旅游产品体系也未建立。另外，现有的

生态科普旅游产品难以在同类型产品中彰显

特色，也难以与其他热点旅游景点或品牌性

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

1.3.2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

产品供需状况

目前，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

科普旅游开发的供需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

主要体现在人们对生态科普旅游的需求逐渐

转变为常态化需求。过去受消费观念、收入、

文化水平和闲暇时间的限制，人们参与生态

科普旅游活动的频率较低，且游客主要为青

少年群体。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生态科普旅游已从小众型的旅游逐渐发展成

为一种大众旅游，市场需求扩大。此外，游

客不再满足于博物馆的静态展示和导游解说，

对生态科普旅游方式的需求日趋多元化，倾

向于通过参加互动活动、体验活动来增长知

识，但桂林缺乏系统的、多元的生态科普旅

游产品体系，难以满足游客差异化的生态科

普旅游需求。再者，桂林在进行生态科普旅

游开发时缺乏旅游市场需求的科学分析，盲

目追求数量，致使许多生态科普旅游项目开

发偏离游客需求，生态科普旅游产品“数量

多、质量低”现象突出，导致“高投入、低

回报”问题出现，制约着桂林喀斯特世界自

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2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
游产品开发构想

在 RMP 基础分析和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

本文依据客源市场状况及游客旅游需求层次，

构建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

游产品体系，具体包括休闲、体验和专项三

大类型。

2.1 休闲生态科普旅游产品体系

2.1.1 山水田园科普游

合理开发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鬼

斧神工的峰林、相映成趣的山水、葱郁生态

的山野、散落田园的“乡愁”小村等资源对

于促进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山水 + 村落文化知

识、山水 + 田园种植技术、山水 + 地质科普

知识等模式开发山水田园科普旅游产品，并

通过水、陆、空等不同游玩形式的创新突显

喀斯特山水田园科普旅游产品的趣味性。现

有的游玩形式集中在水路和陆路方面，低空

游玩形式较为欠缺，而热气球、直升机、翼

装飞行等低空游玩能减少游客与旅游资源的

直接接触，有利于生态环境和景观资源的保

护，还可扩大旅游目的地的浏览空间，丰富

浏览方式和体验内容，因此桂林应借鉴此类

活动开发生态科普与低空游玩相结合的项目，

旅游线路可从阳朔县工农桥到月亮山，或者

从大榕树景点到葡萄镇等，通过向游客呈现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雄奇的自然风光

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遗产地的影响力。

2.1.2 森林康体科普游

西方学者将一些优美的自然风光称为“自

然的医疗性风光”，生气勃勃、变幻莫测的自

然景象，使人乐以忘忧，起到疗疾养生的效

果。森林康体科普游以遗产地森林公园、自然

保护区为依托，发展集康复疗养、保健养生为

一体的康体科普旅游。它强调人们对森林生

态、自然景观的最直接体验，把康体养生和生

态科普旅游项目结合起来，让旅游者在参加森

林氧吧、森林疗养、水资源沐浴等活动中学习

健康养生的科学知识，有利于游客舒缓压力、

调理休养、减缓亚健康状态，顺应绿色生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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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消费理念，形成科学的养生观念。相关旅游

线路可从古东森林氧吧徒步到遇龙河漂流，再

到溶洞参加泥巴浴活动等。

2.1.3 古村落生态科普游

针对城市居民日益旺盛的乡村休闲、民

俗旅游需求，依托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地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把握美丽中国、特

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建设的契机，借助规划

区良好的区位条件，对规划区村落以及闲置、

废弃的民居进行改造建设，以原住民、原住

房、原生活、原生产为开发对象，建设以原

生态为主题的乐园、以古村落为核心的生态

博物馆，开发以游居、野行、修学为特色的

喀斯特古村落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具体可选

择铁厂、翠屏、插旗山、下寨、上寨、周寨

等风光优美、民风淳朴的村寨，打造一批以

普及喀斯特地质科学知识、村落文化知识为

特色的传统古村落。相关旅游路线可以从大

圩古镇开始，串联杨堤浪石村、兴坪渔村，

直到福利镇枫林村。

2.2 体验生态科普旅游产品体系

2.2.1 丛林探险科普旅游

创新、刺激的旅游体验日趋成为人们挑

战自我的主要形式，尤其是随着《荒野求生》

《生存法则》和《丛林法则》等丛林探险类节

目的热播，以“丛林探险”为主题的生态科

普旅游活动项目日渐受到游客的广泛喜爱。

因此，桂林以“丛林探险”为主题的生态科

普旅游体验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该产

品由专业人员引导，在科普旅游探险活动中

传授野营生火技巧、野外生存技能、越野线

路规划、急救知识等内容。在此过程中，游

客不仅能探索自然的奥秘，还能掌握户外远

足的必要知识和安全技能，培养独立生存能

力。相关旅游路线可沿漓江两岸丛林从草坪

到杨堤，再到兴坪，最后到阳朔县城进行科

普探险。

2.2.2 户外运动科普旅游

户外运动旅游集回归自然、释放压力、

锻炼健身、休闲度假功能于一体，迎合了现

代人的旅游需求。户外运动旅游产品如骑行、

徒步、登山等具有低碳、环保、便捷等特征，

尤其适合在自然保护区、自然遗产地等区域

开展。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运动

科普旅游可与国内专业的驴友俱乐部和户外

运动机构合作，完善户外旅游的基础设施和

安全保障措施，通过举办遗产地户外马拉松、

山地骑行等户外运动赛事，或定期开展骑行、

徒步、登山和天然露营等旅游活动，努力将

桂林打造成户外运动科普旅游目的地。相关

旅游路线可从雁山骑行穿过六塘，到葡萄镇、

白沙镇，最后到阳朔县城。

2.3 专项生态科普旅游产品体系

2.3.1 喀斯特洞穴科考旅游

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喀斯特

洞穴如莲花岩、碧莲洞、穿山岩、阳朔来仙

洞、聚龙潭、瞻鹤洞等数十个，其地质成因

不同且类型各异，洞穴内有丰富的化学堆积，

形成了玲珑剔透且姿态万千的钟乳石、石珊

瑚、石珍珠以及大量的边石和泥林，极具科

学考察价值和旅游价值。喀斯特洞穴科考旅

游可通过对遗产地内许多未被发现和未被开

发的地下洞穴进行探索，同时举办类似于贵

州绥阳双河洞国际洞穴旅游科考节的科考活

动，与国内外顶尖洞穴探险专家、专业探险

机构和户外团体合作开发安全但刺激、有趣

味的洞穴科考旅游产品，以吸引广大青少年

和青年群体。相关旅游路线可依据“冠岩—

罗田大岩—莲花岩—聚龙潭洞”。

2.3.2 喀斯特生物科普旅游

生物科普旅游是生态科普旅游开发最普

遍的旅游产品，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

建有多个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拥有大量

丰富的珍稀植物和野生动物，这些生物资源

基于 RMP 分析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普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 陈    炜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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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身生命周期规律的影响下展现出不同的

生态景观，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和科普价值。

桂林可在现有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基础上，

开发植物和动物科普旅游产品，让公众了解

动植物分布特征和生活习性，向公众展示遗

产地动植物在维持生态平衡、调节气候、保

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功能，增加游客科普

知识。相关旅游路线可从竹江村的乌桕林开

始，接着到雁山国家植物园，再到古东森林

公园，最后到阳朔国家森林公园等。

2.3.3 喀斯特科考研修旅游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求新、求异、

求知成为人们旅游的重要目的。桂林喀斯特

世界自然遗产地作为世界塔状喀斯特地貌的

典型代表，被称为喀斯特地形地貌形成的活

化石和天然教科书。依托桂林喀斯特世界自

然遗产地与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科学研究所、

桂林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地质 VR 博物馆，

运用高科技技术开发喀斯特典型地形地貌科

考旅游点，通过科考、研修的旅游方式让游

客深入了解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及形成过程

和机理，实现寓教于学的目的。相关喀斯特

科考研修旅游路线可从大埠峰林平原开始，

途径会仙峰林平原和四河东坡立谷平原、葡

萄峰林平原，最后到高田峰林平原。另外可

以从龙泉峰丛群到奇峰林，再到寿嵅峰丛群

和杨梅岭峰丛群，最后到马岭峰丛群进行洼

地科考。

3结语
文章通过 RMP 理论对桂林喀斯特世界

自然遗产地进行资源、市场、产品分析，发

现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资源丰富、

类型多样，但生态科普旅游市场仍有较大发

展空间，尤其是在产品创新及产品空间布局

等方面。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生态科

普旅游的产品开发应在尊重和保护自然遗产

地环境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规划，开发以

山水田园科普游、森林康体科普游、古村落

生态科普游为主的休闲型生态科普旅游产品；

以丛林探险科普游、户外运动科普游为主的体

验型生态科普旅游产品；以及以喀斯特洞穴科

考旅游、喀斯特生物科普旅游、喀斯特科考研

修旅游为核心的专项生态科普旅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