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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国 （1975.4— ），男，汉族，江西永丰人，中共党员。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农业大学乡村旅游研究中心主

任，国土学院旅游系主任，首批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对象，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旅游文化研究会

常务理事。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留学一年，江西省委组织部和江西省

教育厅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访问学习一年。研究专长为旅游生态管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旅游策划与规划等。主持国家级课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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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省部厅级科研项目近十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出版专著及编著4本。2016年组建“乡村旅游研究中

心”，现有研究人员5人。

学习和工作经历：

（1）2013年申请并成功入选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 培养计划；

（2）2010年10月在江西农业大学评聘为旅游管理专业副教授；

（3）2009年—2012年江西农业大学园林学院森林经理学专业与加拿大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联合培养学习并获得博士学

位，主要从事低碳旅游方面研究；

（3）2007年9月—2008年8月作为教育部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访问学习，主要从事旅游规划方面研

究；

（4）200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理学专业，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方面研究，获理学硕士学位；

（5）2008-至今陆续担任旅游教研室(系)管理工作，期间组织申报并获批了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点。

（6）2005年至今在江西农业大学工作，主要从事旅游生态、旅游地理、旅游规划、乡村旅游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主讲课程：

本科生课程：《旅游生态学》、《旅游规划》、《旅游英语》、《服务业英语口语》

硕士生课程：《旅游生态学》、《高级旅游规划》、《旅游理论与研究方法》、《旅游前沿专题》。

科研课题

国家级课题2项：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森林旅游核心利益主体的相关碳补偿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西省为例 (编

号:41361035），经费46万，2014.1- 2017.12（主持）；

（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低碳旅游发展战略研究（编号:10CGL035），经费10万，2010.7-2013.12（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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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省部级5项：

（3）国家旅游局基金项目：游客/农户碳补偿决策行为研究——以江西省为例，经费9万，2013.10-2015.10，部级重点项目，

（主持）；

（4）江西省百人“远航工程”项目，经费4万，2015.1-2016.1，（主持）；

（5）江西省“远航工程”项目，经费4万，2015.1-2016.1，（主持）；

（6）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高校大学生应对甲型H1N1的自我保护行为研究——基于受众个体视角，2010.1-

2013.12（主持）；

（7）江西省教育厅教改课题：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基于企校生三方的调查分析，2013.11-2015.12

（主持）；

（8）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低碳旅游发展――模式、机制及路径构建，2010.10-2011.12（主持）；

（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江西省乡村旅游地生态环境安全研究 (编号:GL06213) ，2006.1-2007.12（主持）；

校厅级3项：

（10）江西农大自由基金项目：江西返乡农民社会融合路径研究—旅游学视角2009.7-2011.7（主持）；

（11）江西农大青年项目：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互动持续发展研究, 2007.7-2008.12（主持）；

（12）江西农业大学教改项目：农林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研究，2007.7-2008.12（主持）。

主持或参与旅游策划及规划项目十多项，代表性横向课题：

（1）“上饶市邵新特色村落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5-2030）”；

（2）“梦山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总体规划（2013-2025）”。

研究论文

近年来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内学术研讨会，在国家级和省级期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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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出版的专著：

1.低碳旅游发展模式、机制及路径——基于鄱阳湖流域的调查研究[M]；中国林业出版社,北京,2017.11（独著）；

2.中国中小城市低碳研究[M],中国林业出版社,北京,2017.8（合著，第二）；

3.生态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15.1（副主编）；

4.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M],江西科技出版社,南昌,2014.11 （合著，第二）。

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

1.南昌市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优化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7(12) （第一作者）;

2. 基于循环经济的低碳旅游模式——以江西婺源为例[J].企业经济,2017(10) （第一作者）;

3．“夕阳红”旅游专列发展SWOT分析[J]. 旅游纵览(下半月),2015,02:58-59（通讯作者）;

4．高校大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认知及其行为分析--以甲型H1N1为例[J].东方教育，2013(10):39-58.（第一作者）

5.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文学资源开发对策研究[J].老区建设. 2013(14)（第二作者）；

6．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饭店业低碳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企业经济2012，4,104-107（第三作者）；

7．基于终端消费的旅游碳足迹测算——以江西省为例[J].生态经济,2011(5):121～124,168.（第一作者）

8．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观光农业发展对策研究 [J].农业考古2011（3）:19-21（第二作者）；

9．基于林权交易的森林碳汇定价模型与实证研究[EBO].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http://www.paper.edu.cn,2012.2（第三作者）

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森林碳汇潜力计量分析[J].改革与战略.2011,27(3):1-4（第四作者）

11．江西省森林生态系统碳汇经济价值计量分析[J].商业研究. 2010,12:179-182（第三）

12．基于KAYA公式的低碳经济模型构建与应用[J].生态经济.2010,12:50-55,78（第三作者）

13．休假制度调整对旅行社经营的影响[J].商业研究,2010,1:164-167 .（第一作者）

14．江西婺源乡村旅游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33(11) :14685-14686; （第一作者）

15．基于系统论的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关系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8,21(7):9212-9214; （第一作者）

16．基于乡村旅游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8,28(10):12400-12404; （第一作者）

17．区域土地利用效益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2008,20(7) :8729-8731(通讯作者).

18．农林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培养模式研究[J].湘潮,2007.11:83-84(第一作者)

19．土地整理对生物量平衡及生态环境的影响[M].世界林业研究,2007:21-24（第二作者）

20．江西省生态旅游SWOT分析及其对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6):82-84（第一作者）

21．乡村旅游区域生态环境安全评价研究[M].第三届生态旅游论坛文集,2006.1(4) :151-160（第一作者）

22．旅游规划热中的冷思考[J]. 当代经济,2005,11:105-106（第一作者）

23．生态旅游中的土地可持续利用[J].当代经济.2005,11:82-83（第二作者）

获奖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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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2016年度获得江西农业大学“优秀工作者”；

2.2012-2013年度获得江西农业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

3. 2012度董乃钧林人奖三等奖 ； 

4. 2008-2009年度获得江西农业大学“优秀班主任”；

5．2009.10“基于终端消费的旅游碳足迹测算——以江西省为例”荣获中国科协2009年第八届学术年会自然资源分会场优秀论

文；

6.“三爪仑森林碳汇时空分布研究”荣获中国地理学会华中地区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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