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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看风景区的规划发展 

陈春泉，陆利军① 

(衡阳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衡阳421002) 

[摘 要] 旅游业的竞争日渐激烈，旅游风景区要想在这种环境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需要风景区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 

支持和参与。而旅游业的综合性决定了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多样。因此，文章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当前风 

景区系统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在风景区的规划发展过程中如何构建一个多元利益主体协调发展的系统，保证 

多方利益的协调从而实现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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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被认为是21世纪世界最大的产业之一，中国旅 

游业通过近3O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从旅游资源大国向世界旅游大国的 

历史性跨越。作为中国旅游业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风景区也 

为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做出了其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据国 

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对首批 4A景区 1999年经营情 

况的统计分析，经营利润率平均达24．4％，远高于同期旅行 

社行业利润率 1．93％和全国 500间以上大型旅游饭店利润 

率 8．1％，可见，旅游景区在旅游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近年来，在旅游景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投资者、 

社区居民、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问的冲突和矛盾频频发 

生。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旅游发展中一味的重视经济利益而 

忽视社会责任的履行、单纯的重视投资商和经营商的利益而 

忽视风景区内社区居民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密切相关。 

因此，解决景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 ，重视各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诉求，协调和平衡旅游发展中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对 

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应用现状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O世纪 60年代起源于英美等西方 

国家的一种管理理论，进入20世纪 8O年代以后其影响开始 

扩大 ，并促进了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随着利益 

相关者理论的发展，该理论逐渐被用到旅游研究中。研究的 

主要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1)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2)在旅游规划和管理决策中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实证调查 

分析；(3)面向规划和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协 

作问题，探讨解决对策和管理措施。国内学者将这一理论应 

用旅游研究当中最早见于 2002年保继刚等编制的《桂林市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规划者首先确认桂林旅 

游发展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即游客、政府 、商业部门、本地 

居民、景点开发商等，然后分析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现、 

决策过程与行为、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 

响关系，进而结合系统动力学的反馈分析寻找和认识主要利 

益群体在桂林市旅游业中的促进和限制作用，剖析了桂林市 

旅游业发展的内部结构和深层制约机制。_l 张伟和吴必虎在 

四川省乐山市旅游发展战略规划过程中，对不同利益相关者 

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进行了定性和定量调查和分析。 冯淑华 

以江西三百山旅游风景区为研究对象，将旅游开发实践中的 

利益相关者问题置于流域体系的框架中，从流域利益相关者 

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流域内资源共享的各方的权力、利益、义 

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协调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措 

施。 除旅游规划领域外，这一领域也被用来探讨景区、旅行 

社、目的地、生态旅游等不同主体的管理和发展问题。如黄 

昆在界定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部门、当地 

居民、景区投资者、旅游者和景区员工等各利益相关者对景 

区环境管理的影响，提出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景区环 

境管理模式，并对实施该模式应注意的问题作了探讨。 4 随 

后高元衡对阳朔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政府、农村集体、旅游企 

业和农民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深入 

研究了问题存在的根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这些 

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启发我们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 

中研究的广阔前途，例如与管理学 、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 

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利益相关者与系统动力学的反馈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等。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方法来研究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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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中不同系统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权力和资源、互 

动关系以及变化和发生变化的原因，不失为揭示旅游系统发 

展演化的内在机制的一个切入角度；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上面 

的分析过程中寻找利益相关者出现冲突的原因，利于研究具 

体的治理和协调对策。【6】 · 

二 风景区规划与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焦点 

确定风景区主要利益相关者是有效而成功地将利益相 

关者理论应用到具体的风景区规划当中去的第一步，正如 

Donaldson和 Dunfee所指出的那样，“不弄清楚谁可以算作 

利益相关者这个问题 ，要为利益相关者做 ‘正确的事’就非 

常成问题了”。 然而 ，在旅游风景区规划过程中，利益相关 

者的确立又绝非“草率地找几个显而易见的主要利益主体” 

那么简单。【l 所谓利益相关者就是指所有能够影响或者被政 

策、决策和系统的行动影响的个人、社团、社会群体、或者任 

意层次、规模的机构。广义而言，利益主体是指“任何能够对 

于保护项目的目标实现产生影响，或者被保护项目的 目标实 

现所影响的个人和群体”。 基于对所有的利益主体都具有 

本质上相同的价值的理念，本文认为在风景区规划过程中， 

应予以重视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旅游者、旅游接待地社区 

居民、旅游企业以及风景区属地政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 

风景区就无法获得持续发展。 

(一)旅游者的利益要求 

旅游者是旅游景区及其活动的服务对象，是旅游项目建 

成投放市场后的消费者，是旅游活动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从 

某种意义上说，景区旅游的发展状况直接取决于旅游者的满 

意程度。旅游者对旅游景区的满意程度将最终决定着旅游 

开发活动能否继续进行下去。 

旅游者的利益要求跟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息息相关。一 

些旅游者是为了了解和欣赏到旅游景区资源价值，为获得期 

望的物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旅游体验而来到景区旅游的。 

还有的旅游者到旅游景区来是希望旅游景区实现他们“求 

补偿、求解脱”的目的，在旅游过程中补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没有得到的东西，从日常生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希望得到 

的体验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快乐o[10] 

然而，无论他们采取何种方式进行他们的旅游活动，旅 

游者们都希望欣赏到真实的、不经过任何修饰 、不受到任何 

污染和破坏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旅游者还希望在旅游过 

程中有比较舒适和安全的游览环境。通过与外界的各种接 

触和感受，并从中获得各种知识，并因获得愉悦而满足其旅 

游需求。在风景区旅游的旅游者，旅游者通过购买和消费该 

产品，获得物质、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因此，我们认为，旅游 

者的利益核心是旅游经历的“质量”和“满足感”。他们的利 

益要求主要体现在：(1)要求旅游景区内在的质量符合其期 

望体验；(2)要求付出的价值对等于在景区消费的旅游产品 

和服务。 

(--)旅游企业关注的利益焦点 

旅游企业是联系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的纽带，他们为人 

们的旅游活动创造便利条件并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任 

何人的任何一种旅游方式都离不开旅游企业 ，他们贯穿旅游 

者“吃、住、行、游、购、娱”的全过程。旅游企业无疑是旅游 

产业形成和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基本构成要素，直接关系到产 

业的发展前景。然而，旅游企业作为一个具有生命的社会实 

体，主要有三个最为重要的目标：生存、盈利和发展，这三个 

目标同时存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营利性是旅游企业决 

策活动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追逐利益是旅游企业存在与发 

展的客观基础，也是社会财富积累和扩大的源泉。旅游企业 

是资本生存、增值和获取收益的载体，其价值就在于给投资 

者带来效用，旅游企业带来的收益越大，价值就越大。资本 

所有者对旅游企业进行投入根本的目的就是实现收益，而且 

尽可能使收益最大化。 

因此，追求丰厚的投资回报，是旅游景区投资者追求的 

最核心的利益。旅游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首先要体现 

在对资本的组织、管理和运营上，使资本保值、增值，取得收 

益的最大化。尽可能长久地占有旅游资源，独享经济利润是 

投资者的追求。 

(三)旅游接待地社区居民的利益要求 

旅游开发与社区在空间上的紧密性，使得社区居民成为 

与旅游区接触最频繁、联系最紧密的对象，毫无疑问要受到 

旅游者游览活动或景区建设拓展所引发的各种影响。本文 

中的社区居民是专指生活在景区内或周边的原有常住居民， 

他们为景区开发提供了土地、林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承受 

着旅游活动的开展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环境的压力。 

旅游开发活动是在当地社区中对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对当地人文旅游资源的挖掘与展 

现，而当地居民无疑是当地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 

上说 ，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会直接受到旅游活动的 

各种影响。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当地居民在感受生活条 

件，如交通、通讯、供水 、供电等基础设施的变化为其带来好 

处的同时，当地居民也将承受旅游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如 

物价上涨、安宁生活的破坏、生活环境的污染、噪音的产生、 

生活空间的拥挤等问题的最终承担者。 

社区居民作为风景区旅游发展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他 

们的利益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希望旅游业的 

开发，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提高个人或 

家庭的经济收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使生活条件得到改 

善；(2)他们希望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就业指 

导与培训；(3)他们还希望旅游发展过程中当地风俗习惯受 

到尊重，当地文化特色得以保持与发展；(4)社区居民希望 

通过旅游业的良性发展，尽量减少负面影响，保护风景区赖 

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保证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风气 

不要变坏，以获得安全稳定的社区环境，从而保证本地的旅 

游吸引力以及本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四)风景区属地政府的利益要求 

中国的景区实行属地管理，管理责任分解到具体景区的 

管理者，即地方政府成为了景区保护、宣传等工作的直接责 

任人和义务人，且景区设立的专门管理机构也是由地方政府 

委派的，由地方政府直接领导或间接监督。因此 ，地方政府 

是政府部门行使景区权力的实质性代表。一般来说，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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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政府包括属地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建设、园林、文 

物、环保、林业、国土等旅游资源主管部门。 

按照国家所赋予政府的行政职责来看，地方政府应该代 

表全国人民对景区公共资源的共同和长远利益进行管理 ，通 

过旅游景区的开发和经营，带动当地经济和区域其他产业的 

发展，实现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效益的“多赢”和谐局 

面。由此可见，风景区属地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预期自然是 

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政绩 目标的。其主要的利益需求 

有如下几个方面 ：(1)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经营性资产投 

资；(2)培育地方财政收入来源；(3)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 

民经济收入，实现旅游扶贫，实现西方学者提出的国内少数 

学者极力推崇的旅游开发乘数效应。此外，属地政府同样希 

望通过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稳定 

社会秩序、提升社会道德水平、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效共生，促进整个地区旅游 

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也有 自身的，诸如 

财政收入、政治业绩、形象等方面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地方政 

府存在着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延伸其拥有的公权运用的可能 

性。 事实上，一些旅游景区的地方政府首先会把经济利益 

作为其主要关注点，而忽视旅游资源的保护。 

根据上述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在风景区管理和开发过程 

中，各利益相关者在旅游发展中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旅游 

景区投资者和社区居民的核心利益属于经济利益，而旅游者 

的核心利益属于非经济的利益。因此，他们之间难免会出现 

矛盾与冲突，只有清楚地了解各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 

求，充分地认识他们之间存在的利益差异、冲突及冲突产生 

的原因，才能找到合适的途径来协调各方利益，使风景区朝 

着和谐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 风景区系统中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对策 

风景区各利益相关者拥有的资源不同，参与旅游的动 

机、利益要求、方式和程度各异 ，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 

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利益冲突问题便显得尤为 

突出。面对风景区旅游发展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我们需 

要围绕风景区旅游发展 目标 ，整合有限的内外部资源，根据 

自然风景区旅游发展的特点对旅游发展中各种活动的相互 

联系加以调节，使这些活动减少矛盾 ，协调多个利益相关者 

在利益要求上的冲突，最终实现风景区旅游的和谐、持续发 

展。 

(一)建立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识。社会学中的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 

利益的满足。对于旅游景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同样是这样， 

人们会寻求一切方式来实现 自身的这些主要利益需求。风 

景区属地政府可能为了短期政绩的追求而导致景区错位开 

发，尤其是在“追求发展”的经济 目标趋使下，一味地迁就和 

屈从开发商的利益导向，使 目的地环境遭受污染、文化特色 

逐渐消失；旅游企业可能为了实现其短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 

追求而产生破坏景区生态环境的短期行为与败德行为；风景 

区社区居民可能会为了摆脱贫困追求现代而使传统文化异 

化；旅游者为追求旅游体验质量而对 自身行为缺乏约束等。 

正因为如此，使各利益相关者树立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理念便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从风景区开发和管理的横向 

关系上看，我们应当确保每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都能公平地分 

享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实惠，为整个风景区的发展提供机会， 

而不是为了某一部分利益主体的发展而牺牲了另一部分利 

益主体的利益；从风景区开发和管理的纵向关系上看，我们 

应当确保当代人利益、后代人利益都得到公平的对待，而不 

是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牺牲了后代人的利益。 

(二)完善风景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机 

制。在风景区开发和管理过程中，虽然各个利益主体在本质 

上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具体的开发 

和管理过程中的价值观、目标和诉求会有所不同。从这个角 

度上看，在这个关系网络体系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 

向有时又是异质性的。因此，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发出他们自 

己声音的利益表达机制。尤其是那些处于边缘地区的利益 

相关者，由于他们在风景区的开发和管理过程中的弱势地 

位，他们很可能没有现实的和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因此他们 

的利益经常被忽视，长久以往必然导致旅游开发利益均衡体 

系受到破坏以造成对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旅游 

者、旅游接待地社区居民、旅游企业 以及风景区属地政府在 

风景区管理和开发的不同领域中投入成本并从中获得其核 

心利益，他们会在风景区的开发和管理决策的不同层面上施 

加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的利益主体，其不同的成本构成与 

收益状况，多重作用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在 

风景区管理系统中建构起反应灵敏、沟通快捷、运转高效的 

利益表达机制，让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通过制度化的渠道 

表达出来并予以保护，对于保持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三)完善风景区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制度化利益监控与 

利益实现机制。旅游风景区的利益分配是项复杂的任务，通 

过之前的利益相关者权利、利益关系分析 ，我们能更好地认 

识清楚他们之间的不同目标和复杂关系。在风景区系统中， 

各个利益相关者关注的利益焦点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当两 

个利益相关者为争取各自的利益的时候，有的利益相关者可 

能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采用一些不法行为来损害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使得景区系统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与此 

同时，有的利益群体由于其在风景区的开发和管理过程中的 

弱势地位，他们的利益经常被忽视，其核心利益诉求无法得 

以实现。长期以往必然导致旅游开发利益均衡体系受到破 

坏以造成对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我们可 

以从维护景区系统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出发，必须建立有效的 

行为监控机制，通过对利益相关者行为的监控使每个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目标与系统的整体目标方向一致，降低景区系统 

的运行风险。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利益实现机制以确保风 

景区开发和管理过程中的弱势利益群体 ，实现其合理的核心 

利益诉求，既避免风景区资源的浪费和旅游外部不经济性现 

象的发生，又保障相关利益群体的合理利益的最终实现。因 

此，我们认为构建利益相关者深度参与的利益协调组织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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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行，只有建立专门的职能部门与利益相关者联系，使利益 

相关者进行参与，才能确保适宜的利益分享安排，才能确保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能够切实实现，有利于区域旅游合作 

在取得最大利润的同时，获得长远社会和生态效益。各级地 

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风景区的不同情况采取各种措施，激励 

非政府组织 、企业、普通居民、专业人士和旅游者对旅游业发 

展决策的参与，并制定有关培训制度，提高公众特别是当地 

居民对可持续旅游业的认识。 

总之 ，风景区的规划开发通过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相 

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带动社会剩余劳动力就业、推动不同地 

域间的交流、推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加大对区域 

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的综合作用，使得以旅游资源为基础 

的现代旅游活动把旅游者、旅游企业、旅游地居民、旅游地政 

府联系成为一个有机的利益整体。在风景区的开发经营过 

程中自然会涉及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如果一味 

追求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则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和 

冲突，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在风景区的开发经 

营过程中充分考虑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关注焦点，尽可能消 

除利益主体间的摩擦和冲突，使其协调和均衡，最终形成和 

谐统一的景区利益整体是实现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 

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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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Scenic Dest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CHEN Chun—quan，LU Li—jan 

(HengYang Finance Economic and Industry Polytechnic，Hengyang 421002，China)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in tourism industry is become intense day by day．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SCC- 

nic spot under the intense compe titive environment，the scenic spot needs the suppo~ and participation of all stakeholders．The com- 

prehensive nature of tourism industry has decided the complex diverse of the stakeholders in scenic spots，the~fom，this article em— 

barks from the perceptive of stakeholder theory，and thron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takeholders which relates to the current 

scenic spo t system，proposed a model of how to construct a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scenic spo t developing 

process，which guaranteed the benefit coordination tO realize the scenic spo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very way． 

Key words： scenic spot pl~ ,ias； stakeholder theory；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