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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散结构理论在跨县域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

张述林B，姜! 辽"，高! 鑫B

（B)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重庆 %###%C）

摘! 要：耗散结构是研究非平衡态开放系统的结构和特征的新兴学科，具有有序、稳定和动态的特征。本文首先引

入耗散结构理论并对其特征作简要分析，并对耗散结构在旅游开发与规划领域的研究历程作了简要的回顾，在审视

耗散结构在旅游开发与规划领域的研究状况基础上，进行跨县域旅游系统与耗散结构系统内部特征及影响因素的

比较研究，深入分析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的演化及其机理，总结了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模型，最后提出跨

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开发规划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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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耗散结构及其特征

B) B 理论内涵

耗散结构是近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研究非

平衡态开放系统的结构和特征的新兴学科。它是由

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创始人普利高津（ I) J(64,46.;）

BEFE 年在一次“ 理论物理和生物学”国际会议上提

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

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变化

达到一定阈值时，形成新的一种有序结构。这种结

构要依靠耗散外界的物质和能量来维持，因此称为

耗散结构［B］。耗散结构是一个动态的稳定有序结

构。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换物

质和能量，可以形成耗散结构，这种结构是非平衡过

程中的一种定态。而且，耗散结构可以从一种耗散

结构向另一种新的耗散结构跃迁。因此，耗散结构

是一种“活”的结构。

B) " 特征概述

B）系统的开放性是形成新的有序结构的前提

和基础。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系统的自发演

化趋向是达到熵最大，此时，不仅不能形成新的结

构，就连原来的结构都将被破坏和瓦解。耗散结构

理论证明，一个系统只有不断从外界（ 环境）引入物

质、能量和信息的负熵流，并不断排出其代谢产物，

吐故纳新，才能使系统的总熵保持不变甚至趋于减

少，从而维持、形成并保持有序的结构状态。

"）远离平衡是形成有序结构的最有利条件。

系统的非平衡态有近平衡态和远平衡态之分。耗散

结构理论认为，系统的有序结构既不能从最无序的

平衡态产生，也不能从近平衡态产生。因为平衡态

就像一个吸引中心，它会使有序结构趋于平衡态而

遭到破坏并瓦解。因此，只有远离平衡态才会有可

能使原有状态失衡并进而产生新的有序结构，当然，

这种有序结构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流与物质流（ 保

证形成负熵流）才能产生、维持与发展。

H）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

用是新的有序结构形成的内在依据。系统要形成新

结构，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既不能是各自独立的，

也不能仅仅是简单的线性联系。因此线性关系是一

系列不稳定状态的序列与集合，系统只能处于一种

永无止境的发展变化之中，得不到片刻的稳定与安

宁。同时，客观世界由于受到环境资源的限制，也不

容许任何系统以线性方式无休止地相互作用，才能

使它们产生复杂的相干效应和协同动作，使促进的

力量与促退的力量形成暂时的均衡，系统进入某个

暂时的稳定状态，进而形成与这一状态相对应的新

的有序结构并得以维持。

%）“涨落”是耗散结构形成的动力且具有一定

的阈值。“涨落”是指系统中某个变量或行为对平

均值所发生的偏离。对于任何一个多自由度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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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这种偏离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对具有不同稳

定性的系统，其作用是不相同的。对于原本稳定的

系统，由于该系统具有较大抗干扰的能力，涨落不能

总对它构成威胁，而对于已达临界稳定状态的系统，

当系统中的涨落运动所引起的扰动和振荡达到或超

过一定的阈值，就会使原来系统的结构遭到破坏，出

现二分支结构，为新的有序或无序系统所取代。

!）系统通过“ 自组织”形成新的稳定结构。在

平衡态下，分子表现得相对独立，而在远离平衡态的

非线性系统中，分子之间产生了相干性，存在某种

“长程力”的作用，或有某种“通讯”联系在进行信息

传递，以至于每一个分子的行为都与整体的状态有

关。这时系统的一个微观随机的小扰动，就会通过

相干作用得到传递和放大，使微观的局部的扰动发

展成为宏观的“ 巨涨落”，使系统进入到不稳定状

态。在这种状态下，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协同作用，

寻求着信息深层次结构的内在联系（信息真髓）。一

旦某种信息之间建立了精约同构的联系，系统就会由

无序的不稳定状态跃迁到新的、稳定的有序状态。

" 耗散结构在旅游开发与规划领域的

研究状况

# # 国外关于耗散结构在旅游发展规划中的应用，

最近有重要发展的是一个自然“ 边缘”地区———位

于荷兰安的列斯群岛中的 $%&’()* 岛。生态旅游开

发甚至波及到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该案例研究

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人类学家 +%, -.*/ 实施，通

过一年的野外工作，识别和考察那些全球性的过程，

集中注意较大和较小尺度两方面的影响，用能量账

目来估算已成为 $%&’()* 岛旅游发展一部份的自然

的和输入的货物的流量。同时，使用能量理论试图

理解伴随这种低冲击的开发选择而来的社会—机

构—经济的转型［"］。

国内 在 这 方 面 的 应 用 研 究，邸 明 慧、张 稳

（011!）认为，旅游开发系统是一个可以形成耗散结

构的开放系统［2］；宋东涛、宋秋（"330）认为旅游产

业是一个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平衡的开放系统，实质

是一种耗散结构系统，旅游风景区开发和运营可采

用目的地带状结构的系统结构模型，旅游资源的开

发规划可运用三级规划模型，使旅游产业从发挥资

源优势到形成产业优势，并最终发展为区域经济优

势，从而实现旅游资源价值运动由低级向高级的三

个发展阶段［4］；孙钰霞、张明举（"33"）从区域旅游

系统的角度出发，运用耗散结构理论，提出重庆市旅

游系统的优化对策，在可持续的优化目标指导下，从

提升旅游产品、提高服务接待结构、培育旅游大环

境、完善旅游系统对外界联系渠道几个方面展开［!］；

冯新灵（"334）通过深入考察和研究绵阳旅游业系

统成为耗散结构系统，提出了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和

充分条件，并由其充要条件设计了独树一帜的绵阳

城市生态文化风景区［5］。

2 跨县域旅游系统与耗散结构系统比

较研究

# # 跨县域旅游系统与自然界的耗散结构系统是有

区别的，主要是在跨县域旅游系统中存在人的因素，

如旅游管理的作用、旅游经营者的目标、旅游流的变

动以及相对应的跨县域旅游政策的制定、旅游产业

信息流动与技术引进、旅游偏好的改变等等。尽管

如此，跨县域旅游系统仍具有耗散结构系统形成和

演化的本质特征，类似于耗散结构系统。这是由于：

其一，跨县域旅游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旅游资

源、旅游产品面向整个跨县域旅游系统，使得旅游者

能够在跨县域旅游系统中自由流动，旅游政策也以

跨县域旅游目标为基础，人才、信息、技术实现跨县

域共享。不仅如此，跨县域旅游产业的形成、演化还

处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与社会旅游系统有着广

泛的交换。其二，跨县域旅游系统不是静态的，而是

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处于平衡态的县域旅游系统

将向更广跨县域旅游系统的方向演进，并不断与外

界环境进行各种交流，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的有

序结构。其三，跨县域旅游系统内部存在复杂的相

互作用。跨县域旅游系统是在县域旅游系统的基础

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县域旅游资源系统、

旅游产品系统、旅游市场系统和旅游产业系统之间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跨县域旅游系统的各个方面、

各个层次之间既存在正反馈效应，使系统失稳，又存

在制约增长的饱和效应———负反馈。因此，跨县域

旅游系统类似于耗散结构系统。

4 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演化及其

机理研究

# #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当某个

影响系统的参数 ! 变化时，系统由原来的线性近平

衡区域逐步发展，经过临界点进入一种不稳定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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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定态，然后通过系统“ 涨落”发生突变，形成一个

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即从一种耗散结构转变为另

一种耗散结构。这种由于原耗散结构分支失稳而使

耗散结构跃迁到新的耗散结构分支上的现象叫做耗

散结构非平衡演化。它包括前后两个过程：一是形

成耗散结构；二是耗散结构发生分叉，从一种耗散结

构变迁到另一种耗散结构。

!" # 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演化

跨县域旅游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

并不是一个功能完备的自主系统，它的生存发展离

不开跨县域旅游产业的合作和跨县域旅游环境的支

持。跨县域旅游巨系统之间以及与外界环境之间不

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人才、资金、技术和思

想的交换，就跨县域旅游系统而言，这些交换可归并

为一种交换，即旅游客流（ 简称旅游流）的交换。正

是这种旅游流的不断交换，才使跨县域旅游系统不

断向有序方向发展。所以说，开放是跨县域系统向

有序发展的必然条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开放系统

都能达到有序，因为一个开放系统从外界可以得到

负熵流，也可得到正熵流。正熵流不仅不会促使系

统形成耗散结构，相反会加速系统无序化的进程。

对跨县域旅游系统而言，这里的正熵流就是指一切

对系统趋于有序的不利因素和影响。实际上就是指

减少旅游流的强度和流量的因素。显然在交换中输

入的有利因素和影响（ 负熵流）要尽量多，甚至越多

越好，这样跨县域旅游系统可以通过自组织过程进

行突变、分岔得到更高等级的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

系统（见图#）［$］。

图 #% 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演化

!" & 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模型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提出一个跨县域旅游耗散

结构系统模型（见图 &）。其中心部分椭圆内部表示

一个跨县域旅游系统，它是一个旅游耗散结构，由县

域间吸引物子系统、设施子系统、行业子系统和支持

子系统四大系统共生体组成［&］。椭圆以外表示跨县

域旅游系统的外部环境，包括外部的自然生态环境、

人文社会环境和客源市场环境。箭头表示旅游耗散

结构与外部环境间存在交互作用，包括游客、物质和

能量、人才、资金与技术以及思想与观念等方面的相

互作用。这里把跨县域旅游系统及其与外界环境之

间的各种交互作用的总和定义为一个完整的跨县域

旅游耗散结构系统。就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的

内部结构、外部环境及内外相互关系，在图 & 中作了

相关界定。

’ 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开发规划

#）注重营造跨县域旅游环境，促进全方位开

放 ，增添系统活力。“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任何一

图 &% 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系统模型

个旅游系统相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社

会经济系统来说，都只是一个局部的有限的结构。

跨县域旅游系统在运动中不断地与外界环境发生联

系，交换物质和能量，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但

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讲，跨县域旅游系统要形成耗

散结构，还应该加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仅要交换

物质和能量，还要进一步引进信息、技术、资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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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思想、观念和管理经验，减少系统总熵，使跨县域

旅游系统逐步走向有序，走向开放，从而形成跨县域

旅游耗散结构系统（图 !）。

图 !" 跨县域旅游耗散结构开放系统

目前我国大部分县域旅游开发都是各自为战，

独立经营，缺少与其他县级政府联合开发的方式。

提高整体旅游生产力水平是需要大量投入的，单单

依靠某一个生产要素想要搞大规模是不可能的，这

就造成了各县级旅游开发部门有限的开发能力与市

场难以深度开发的矛盾性。因此，在制定跨县域旅

游发展规划时一定要注重开放性原则，即各旅游生

产力要素之间的配置要以市场为导向，跳出各自的

区域，寻求区域旅游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利用各自的

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市场优势、资本优势、管理优

势、信息优势等合作互补，从而增强旅游综合生产力

的实力。

#）大力整合跨县域旅游产品，形成“ 涨落”因

子，增强系统动力。跨县域旅游系统是县域间吸引

物子系统、设施子系统、行业子系统和支持子系统四

大系统所构成的系统共同体，旅游吸引物是系统的

源泉所在，旅游设施、旅游行业以及环境支持系统构

成整个跨县域旅游系统。欲使客流在跨县域旅游系

统顺利流通，离不开旅游产品的创新与整合，如果说

旅游产品是县域旅游规划的核心，那么对旅游产品

的创新与整合将是跨县域旅游规划的关键。图 $ 表

明了跨县域旅游产品的发展历程及数量与质量的提

升。

图 $" 跨县域旅游产品的创新与整合过程

笔者提出跨县域旅游产品的几种创新整合方

式，谨供参考。!嫁接法：把两种或多种性质完全不

同的旅游产品如各县域的旅游文化载体嫁接在一

起，使旅游文化载体产生“ 突变”，形成一种新的载

体。"附加法：是以某种旅游产品的载体为基础，附

加上一种或几种其它旅游产品载体，从而丰富或扩

大原载体旅游容量的方法。#异化法：是指通过对

普通旅游产品载体的异化处理，形成的一种新的旅

游产品载体，而且新载体不一定发生本质改变。$
复原法：通过对失传或残缺的传统旅游文化产品进

行定向性复原，使之能表现时代特征。这种复原不

是一种简单的复原，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可以让游客通过亲身参与体会到一种新奇感和成就

感，一定注意的是，复原法要保证静态产品和动态产

品的有机结合，要运用多种形式。

!）树立跨县域大旅游理念，构建自组织同构，

维持系统稳定。跨县域旅游发展规划是旅游目的地

进行旅游经营管理、旅游开发建设的科学依据，也是

指导旅游目的地科学设计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实

现未来社会、环境、经济三大效益理想目标的蓝图。

规划理念决定了旅游发展规划蓝图的基调，科学、创

新的规划理念能使旅游发展规划具有更强的可操作

性和前瞻性。

大旅游包含有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在旅游资源

上，它涵盖人文、自然、城市、乡村，包括了社会经济

系统中的各行业；它注重旅游经营者利益和旅游者

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以

及社会利益等多方面的统一［%］。由大旅游概念衍生

而来的大旅游理念是一种较之传统的旅游发展理念

内涵更宽、适用范围更广的创新性理念。大旅游理

念包括了旅游大资源观念、大产业链观念、区域大联

合观念、大系统观念这四大观念。它突破了县域旅

游规划的局限，实现了跨县域乃至更大范围的旅游

规划的协调实施，有利于跨县域旅游系统的有序、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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