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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旅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在现代旅游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旨在揭示二者间的内在

作用机理，为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首先对相关概念及其构成加以明确界定，就旅游社区环境与景区

环境的作用关系进行定性分析；进而从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对环境的影响入手，构建旅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演化

的相关性模型，深入剖析二者间的相互作用特征。分析表明，景区环境与旅游社区环境是一对联系紧密的共生体，

在旅游地演化中存在明显的正负效应关系。因此，无论景区开发，还是旅游社区发展都要统筹兼顾；通过构建景区

环境与旅游社区环境的良性互动机制，促进旅游目的地系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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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社区的界定

旅游社区到现在还没有公认的较全面的定义。

M:<:(·N·&-(O2= 在《旅游：社区方法》中提出：“旅

游社区应该是一种方法或途径。它从社区的利益出

发，由社区控制开发过程，确定发展目标，并由此来

追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平衡”［$］。&-(G
O2= 认为应将整个社区呈现给旅游市场，其中地方

的友好，居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等都属于旅游产品。

如果单从旅游经济的角度来看，旅游社区是一种

“社会的旅游产品”。通常情况下，旅游社区是学科

间的交叉概念，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

象的集合体，是一个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上同时进行

研究的客观存在。

有学者认为，一个完整的旅游社区必须包括 %
个基本条件：$）有吸引游客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以及

其他资源；"）有布局完善、功能齐全的旅游生活服

务网点；%）有满足游客丰富多彩的消费需求的旅游

产品生产能力［"］。该定义突出了旅游社区的旅游综

合服务功能，从构成上涵盖了旅游资源、旅游服务区

和当地居民生活区等要素，将景区与当地居民社区

归入同一范畴，可视为广义上的旅游社区。

由于旅游社区发展对旅游景区（ 点）具有较强

的依赖性，而社区居民一般在旅游景区（ 点）内或附

近居住，居民居住、生活、就业等各方面都与旅游发

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

究，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参与，社区居民、当地

政府、景区开发商等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受到广泛关

注。因此，许多学者将旅游社区定义为旅游目的地

社区居民的居住区，该居住区聚集在景区内部、边缘

或外围位置，通常为景区内部、周围的村庄或城镇。

该定义着重强调旅游社区有别于景区的服务支持功

能，可视为狭义上的旅游社区。本文研究的旅游社

区亦着重指这一类型。

" 旅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的构成

旅游环境是旅游业发展中常被提及的概念，林

越英在总结前人认识基础上，把旅游环境定义为是

以游客为中心的，涉及旅游目的地、旅游依托地（ 其

中又以旅游目的地为主）的，并由自然生态环境和

人文社会环境构成的复合环境系统［%］。据此定义，

旅游社区环境和景区环境是旅游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就旅游环境的服务主体———旅游者而言，其中

景区环境是旅游环境的核心部分，旅游社区环境可

视为延伸部分。

旅游社区环境，包括原生的自然环境和经过人

为改造的人文环境。前者主要包括荒原、湿地、地质

遗迹、原始自然植被等。因其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少，

具有独特的魅力，易被开发利用为富有社区特色的

稀缺性旅游资源。经过人类智慧改造过的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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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其既满足社区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又为旅游者

提供自然与人文兼备的综合旅游景观而存在着，如

农村旅游社区中的梯田、采茶场等［!］。

景区环境是指与景区有关的周围事物，即影响

景区生态的各种内部和外部条件的总体，包括植被、

水体等自然要素和各种人工要素。江、河、湖、海、高

山、丘陵、天然森林、野生动植物等常常是构成景区

环境的重要因素［"］。

在较小的空间尺度范围内，低层次的旅游社区

（如村落），其环境与景区环境在严格意义上可视为

相互包容关系。因为，从旅游活动组织的角度，旅游

社区环境常作为景区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共同构

成旅游地环境）。而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角度，

景区环境亦常是隶属于社区环境的。鉴于旅游社区

与景区存在一体型、毗邻型和分离型等多种空间组

合和距离关系（图 #），同时存在着大、中、小城镇及

村落等不同层次关系，为便于研究，本文选取居于较

低层次的景区周边旅游社区（ 小城镇或村落），把旅

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视作空间上相互独立的两个

环境单元，就其演变中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探讨。

图 #$ 景区与社区组合类型

% 旅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作用关系

旅游环境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

协同作用，各要素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线性依赖

关系，而是既存在着正反馈的倍增效应，也存在着限

制系统进化的负反馈。旅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质

量的演变，除自身因素外，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旅

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共同作为旅游目的地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可看作一对相辅相成、关系密切的共

生体。基于一体化建设思路，景区环境质量的高标

准，必然推动对旅游社区环境建设的高要求。旅游

社区环境的改善，有助于与景区环境达成良性互动。

并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其自身吸引力起到分流景区

游客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减轻景区环境的压力。例

如，在成都—康定—理塘—稻城—乡城—中甸—丽

江的旅游热线上，理塘、乡城和稻城等小城镇，因保

持了康巴藏区的藏民族建筑风貌，藏民族的文化风

味十分浓厚。独具魅力的旅游服务和小城镇景观，

与四姑娘山、香格里拉等高品位的景区和谐交融，给

游客以深刻的旅游体验和经历，形成了旅游社区环

境与景区环境的吸引叠加和良性互促。

从环境影响的不利方面来说，景区人类活动的

增多，人为开发强度提高，导致景区环境质量的下

降，会给旅游社区环境形成较大压力。而旅游社区

环境质量的下降，也会波及景区环境，并直接影响到

游客整个游程旅游体验水平。被称为“ 地球上的伤

疤”的马铃河峡谷，由于忽视社区居民的参与，居民

有意将生活污水、化工厂污水注入谷中，致使水质受

到严重污染，植被遭受严重破坏，从而为当地旅游发

展带来严重危机。

旅游社区环境和景区环境因服务对象存在明显

差异，即旅游社区环境服务于当地居民和旅游者，而

景区环境主要服务于旅游者。出于面对不同的利益

主体和功能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引发不同利益

主体间的博弈行为，从而可把旅游社区与景区环境

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视为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

及协同机制的构建问题。

! 社区与景区环境演化相关性模型

在旅游社区环境演化的过程中，影响因素主要来

自于自然演化、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旅游者旅

游活动以及由此而进行的人为开发建设。旅游社区

环境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主要体现在：#）旅游社

区工矿业对大气、水质、土壤等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

坏；&）旅游社区居民对社区地表覆被破坏，导致旅游

社区与景区（点）自然环境衔接出现断层；%）各利益主

体基于经济导向的人类活动加剧，导致旅游景观结构

失衡与功能的下降等。在景区环境的演化过程中，影

响因素主要来自于开发商的开发经营行为和旅游者，

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主要体现在：#）旅游景区

（点）超载而引起的污染；&）旅游者景区（点）内的非

环保行为；%）景区内过度的人类开发行为等［!］。

就旅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相互作用影响而

言。从旅游的角度，由于景区环境演化是旅游社区

环境演化的动力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一般要大于

旅游社区环境对景区环境的影响（ 特别是旅游地发

展初期）。随着时间的延伸，旅游社区地位及问题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01, -/$ $ $ $ $ $ $ $ $ $ 第 &2 卷



逐渐突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有增大趋势。少数情

况下作用影响大小甚至可能发生逆转。鉴于影响旅

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的因素复杂，但均与土地的

利用和影响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在土地

利用方式和强度方面），本文分析亦从土地利用方

式和强度对环境的影响入手。

设 !，" 分别表示景区和旅游社区在某时刻的环

境指标，其值大小与环境质量的高低呈正相关。# 表

示土地开发对本地环境的影响系数，$! 表示景区土

地开发对旅游社区环境的影响系数，$" 表示旅游社

区土地开发对景区环境的影响系数，%（ 社区对景

区）和 &（景区对社区）分别表示两地自然状态下的

相互影响系数，并假定土地的开发利用必导致环境

质量的下降。则有 # ’ #，$ ’ #。! ( " 时，% ’ #，&"
#；!# " 时，%" #，& ’ #。这里的土地开发利用可理

解为指以旅游设施建设为主的人工环境建设。

以 ) 表示时间，于是景区和旅游社区环境演化

的相关性模型可表示为

$!
$) *（# + $"）! + %!"

$"
$)（# + $!）{ " + &!"

这个系统是线性系统的非线性扰动系统，但它

的线性系统的特征值为 !! * # + $! ’ #，!" * # +
$" ’ #，原点为结点，即粗的平衡点，经过扰动基本

不改变其本质的特征。其解可近似表示为

! * ,!%
（#+$"）)

" * ,"%
（#+$!）{ )

图 " 为 !—"相图的示意图（-，.，/，0，1，2代表

不同的初始点）。

图 "& 景区环境与社区环境作用影响示意

从图 " 可看出，3!，3" 和 3’，表示 $! ( $" 时景

区环境与社区环境的变化情形。此时，" 变化速度比

! 快，表明景区对社区环境的影响大于社区对景区

环境的影响。 $! * $" 时，二者作用影响相等，

!—" 的 关 系 为 第 一 象 限 平 分 线。3(，3) 和 3*，表 示

$! ’ $" 时景区环境与社区环境的变化情形，此

时，! 变化速度比 " 快，表明景区对社区环境的影响

小于社区对景区环境的影响。

图’和图(表示 $! ( $" 情况下景区与旅游社

区环境演化示意。很明显，" 弯曲程度大，预示其受景

区影响 的 环 境 质 量 下 降 速 度 更 快。类 似 地，可 对

$! ’ $" 的情况作相应分析。在旅游地发展实践

中，往往正是以游客为主导的景区开发的无序和过

度，导致对旅游社区环境负面效应不断增大（ $! (

$" ），从而使旅游社区对景区环境影响反应的加大，

乃至使其大小作用关系发生逆转（ $! ’ $" ），进

而引发各利益主体不同的博弈行为。浙江省宁海县天

河风景区内的白溪水库因是宁波市政府重点建设的

市区供水水源，最终因旅游负面效应的加大而在 "##(
年被叫停旅游业经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图 ’& 景区环境演化示意& & 图 (& 社区环境演化示意

上述模型是在假定土地的开发利用，必然造成

对景区环境、旅游社区环境负面影响，并只就其负面

影响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及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

另外，二者间的正面作用与影响及互促效应的研究

与之类似。诚然，这才是二者作用效应的理想结果。

分析表明，景区环境与旅游社区环境是相互作用、联

系紧密的共生体，无论景区开发，还是旅游社区开发

都要统筹兼顾。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推进旅游与社

区的一体化进程，促进旅游目的地系统可持续发展，

实现景区环境与旅游社区环境的良性互促。正是基

于此，有学者提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景区环境

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亦不乏此种案例，如九寨沟

旅游在对景区环境的严格控制和保护基础上，由于

较好地处理了与景区内部及周围旅游社区的关系，

在景区旅游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与旅游社区的

良性互动，漳扎镇及以后将新设的大录镇、干海子镇

逐渐由村落发展为城镇，并且规模和功能伴随着九

寨沟旅游的发展而逐步扩张和完善，景区环境和旅

游社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相得益彰。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旅游社区环境与景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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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强度大小及正负效应的形成，还与所在旅游

地类型有着密切关系。如山地旅游环境是一个不断

变化、演替的复杂动态系统，表现出更加脆弱的作用

关系特性［!］。

山地旅游环境是一个不断变化、演替的复杂动

态系统，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与干扰会使其呈现

出一种逆向变化的趋势，进而造成环境问题。

" 结束语

伴随国内旅游业发展中负面效应的日益凸显，

旅游环境的研究，特别是对景区环境的研究近年来

受到普遍关注，对于旅游社区环境的影响往往只是

在景区环境影响的某些指标（ 如居民心理承载力）

或旅游开发的区域影响［#］中有所涉及。对二者的相

互影响关系问题尚未有成果公开发表，本文通过构

建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模型作了尝试性的初步探索。

诚然，许多关键性问题，如影响旅游社区与景区关系

的诸多作用因子如何较准确地确定，旅游社区与景

区的空间距离对二者作用效应影响如何进行定量刻

划，如何使模型的构建更科学化并在实践中得到验

证，如何在确定景区环境和旅游社区环境阈值基础

上构建二者在发展中的协同互促机制等，尚有待在

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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