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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缘起、研究概况、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涉及旅游

产业的利益相关者做全面的归纳，通过研究该理论的发展，在应用层对其进行分类，同时对旅游开发地利益

相关者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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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旅游利益分享机制研究来源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系列理论兴起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西方国家，通过企

业或组织的实践，于上世纪 ８０年代逐渐确立理论研究雏形。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于 １９８３ 年将利益相

关者定义为企业生存所依赖的要素。 早期对旅游利益相关者权威的定义：能够影响组织目标或者受组织目

标结果影响的人或者群体，范围涉及股东、债权人、员工、供应商、消费者、政府、相关组织等。 Ｆｒｅｅｍａｎ 认为

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息息相关，企业利益的实现亦是各利益相关者整体利

益的实现。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等人认为利益相关者的是那些影响或受公司影响，与公司不存在交易关系，且公司不依

赖其生存的人或者群体。 上世纪 ８０年后末全球化趋势开发蔓延，在此背景下，世界旅游客源实现了跨国流

动，旅游开发迎来热潮，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是成为该时期世界旅游发展的核心问题。 利益相关者理论

对各种利益均衡和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理论要求，有利于解决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环境、利益分配和社会

利益等难题，因此，国外旅游学者逐渐将该理论应用于旅游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关于旅游业的 ２１ 世纪议程》１９９９ 年世界旅游组织（ＷＴＯ）的第

十三届会议通过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中明确使用了“旅游利益相关者”一词， 制订了旅游利益相关者行

为标准， 象征着“旅游利益相关者”概念已正式进入旅游研究领域。 “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主要文献始于上

世纪 ９０年代。

２　 旅游开发地利益相关者分类研究

Ｒｏｂｓｏｎ Ｊ 和 Ｒｏｂｓｏｎ Ｉ（１９９６）从旅游经营商利益相关者角度包括股东、员工、游客、居民、压力集团、政府、



宾馆、旅游交通、旅游景区、旅游代理商、媒体等（图 １）。 Ｗｈｅｅｌｅｒ（１９９３）基于第三方管理者的角度，对利益相

关者进行分级处理：一级旅游利益者相关者为当地政府、市议会部门主管、议员投资商、旅游专业机构；次级

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央政府、国家旅游局、当地企业和环境。 Ｒｙａｎ（２００１）在（Ｒｏｂｓｏｎ Ｊ．＆ Ｒｏｂｓｏｎ Ｉ，１９９６）的基

础之上对旅游经营商利益相关者模型进行了丰富与优化，提出了基于旅游经营者潜在利益相关者图谱，明
确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核心利益主体的影响度测评，将实证方法引入旅游利益者的研究之中（图 ２）。
Ｓｈｅｅｈａｎ， Ｒｉｔｃｈｉｅ（２００５），认为多数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文献，只是指出了利益相关者界定理论，但对不同利

益相关者的影响力大小，并没有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 因此延续 Ｒｙａｎ（２００１）实证方法，将利益相关者划分

为 １３种，并建立旅游目的地管理机构（ＤＭＯ）的相关影响模型，如图 ３所示。

图 １　 Ｒｏｂｓｏｎ基于旅游经营商的利益相关者图谱

图 ２　 旅游目的地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影响显著性实证图

图 ３　 ＤＭＯ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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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国外的一些学者尝试从伦理学的角度，运用企业伦理管理旅游运行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 以世

界旅游组织（１９９９）制定《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为里程碑，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Ｆｒａｎｇｉａｌｌｉ等人认为需要建立旅游目的地、
政府、旅游经营商、开发商、旅行社、旅游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制一个规则框架，为旅游伦理学提供了探索路

线。 Ｆｅｎｎｅｌｌ，Ｍａｌｌｏｙ等人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经营者的道德情景模拟，提出通过经济、社会和环境维度区分不

同利益相关者的对于环境保护的伦理水平。 国内（夏赞才，２００３）通过对国内外旅游伦理的研究，定义了旅

游者和旅游利益相关者即是旅游伦理主体；张芙华（２００９）认为建立旅游伦理规范体系，是管理旅游利益相

关者的重要杠杆。 黄昆（２００３）在研究景区管理方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对景区环境管理模型后，提到景区管

理者的伦理感建设。

３　 旅游开发地利益相关者研究的主要内容

３．１　 旅游开发及规划利益相关者研究

西方早期旅游规划利益相关者研究中，普遍强调在规划者应在规划中重视利益相关者对规划实施有效

性的影响，充分重视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关系到旅游规划的效果。 例如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８５）《旅游：一种社区规划方

法》一书中提出应在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规划方案，从而保证经济持续发展。
３．２　 旅游社区利益相关者及参与

国外学者在研究旅游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时发现了旅游社区参与者对规划效果的存在较大影响力，平
衡旅游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成为旅游规划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２０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社区的

利益群体合作问题，例如：Ｊａｍａｌ、Ｇｅｔｚ，１９９４；Ｒｅｅｄ，１９９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ａｗｋｅｓ，１９９５ 提出包括自营业主、关键利益

相关者、社区旅游行业参与解决旅游规划设和旅游相关的一系列规划和发展问题的管理过程。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Ｈａｗｋｅｓ（１９９５）通过对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毕业省旅游规划进程的研究，提出了“分享决策模式”（ Ｓｈａｒ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ＤＭ）为旅游规划中的社区利益分享等重大问题，建立了一套标准化决策体制。 开拓了关

注旅游社区居民利益问题的研究先河。 之后国外学者开始重视社区尤其是社区居民认同、参与及利益分享

问题，例如 Ｊｏｈｎ Ａｐ （１９９２）强调保持利益相关者的平衡性和交互性是旅游社区发展的核心目标。 并通过建

立社会交换模型，使社区居民的感知与态度可接受的满意水平；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００１）要求重视居民对社区旅游发

展目标成果的认同度，从而有助于实现旅游可持续旅游。
国内学者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相比国外至下而上的协调、合作机制研究，更重视运用至上而下对社会

体制、参与机制等处理旅游社区问题。 如王刚、汪丽萍（１９９８）运用社会学理论提出以社区参与以社区居民

为基点，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改革，实现多重性利益格局转化。 促成利益分配的多元化，从而形成了多元互动

与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
３．３　 旅游地利益冲突与管理、增权、补偿、分享机制

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要价值体现在解决旅游开发、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利益矛盾关系。 最终

解决利益冲突；实现权力平衡和建立具有广泛约束性的一系列秩序。 因此国内外学者基本集中在利益相关

的体制、机制方面的研究。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Ｗｉｃｋｉｎｓ；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９７） 在列举了开展生态旅游的各利益相关者以及

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 并指出这是导致生态旅游合法化经营越发困难的症结所在。 Ｍａｒｋｗｉｃｋ
（１９９８ ）运用 Ｍｅｎｄｅｌｏｗ的利益模型（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对马耳他地区开发高尔夫球场所引发的利益

冲突进行根源性分析，提出旅游规划方和管理者需要根据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变化，评估和调整利益相关

者的规划、政策和协调机制。 Ｈａｗｋｉｎｓ（２００４）就迪斯尼乐园项目在弗吉尼亚州草市镇投资提议最终遭到否

决这一事件进行了分析，指出居民基于环境破坏、文化入侵、利益分享等冲突一致反对，导致项目流产。
ＤｅＡｒａｊｕ、Ｂａｒｘｎｗｅｌ （２００２） 以巴西 （东北旅游开发行动纲要）中所形成的合作关系为例开展实证研究， 重点

剖析各级政府机构与其他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协作。
本质上讲旅游地的利益相关者矛盾根源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最大化需求与利益平衡的悖论，各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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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陷入“公地悲剧”（Ｈａｒｄｉｎ，１９６８）。 基于旅游遗产地管理的“公地悲剧”，提出建立了“旅游发展与遗产管理

的制度分析框架与方法” ［２２，２３］。 王德刚、贾衍菊（２００８）提出必须建立真正意义上是实现各利益相关者成本

共担与利益共享。 公平、均衡的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需要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合作，共同建设旅游利益

公平、均衡分配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鲁明勇（２０１１）将旅游产权制度引入到旅游收益相关者的研究中，分析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三种产权模式（买断制、股份制和自营制）利弊，提要建立游客量挂钩村民收益的制度，
重视弱势方的增权和利益保护［２４］。

左冰、保继刚（２０１２）研究了云南傣族园利益冲突，运用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首次在国内提出“吸引物

权”，强调居民经营权的独立性和相应的法律保护，具体通过出租土地使用权并以吸引物计算入股等方式，
保障弱势居民的收益权［１５］。 纪金雄（２０１１）对武夷山下梅村调研后，发现作为重要吸引物的古居没有计算

入股从而引发利益冲突。 故运用共生理论要求（如利益监督委员会、共生契约、重视补贴保障等）建立一个

“跨系统”的旅游开发组织组织，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４　 文献评述

从理论应用层划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或旅

游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４］。 从研究主体划分：
规划利益相关者、旅游经营者利益相关者、旅游管理机构相关者和旅游涉入群体利益相关者。 从研究领域

划分：国外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集中在旅游社区管理、旅游市场营销、旅游道德伦理、旅游目的冲突管理

等方面。 从研究关注核心划分：居民利益保障、分配机制、可持续发展、地权、增权、矛盾等。
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关注同一事物涉及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权力、关系矛盾问题，并由此提出对应

解决思路。 但是不同的旅游目的地由于受到所在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矛

盾特征和特殊的表现形式，国外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虽然逐渐引入实证研究方法，但没有具体提出针对

某一类型吸引物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和实际方法，更多的是一种方针性的思维。 关注点集中在协作方

式、分配机制、权利分配、监管流程、参与形式、变量评价等仍缺乏可操作性与参考性。 国内研究旅游利益相

关者的学者相对有限，但是研究创新性探索表现在：时常创新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到旅游规划

方法、利益相关者利益表达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旅游活动的实质利益相关者角度剖析、在景区

管理中将利益相关者置于流域体系中进行考察等［２７］。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理论”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往往存在“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的问题，

非正式制度排下的无偿占有和“搭便车”激励下的无人供给使得公地悲剧在局部地区频繁出现。 但是奥斯

特罗姆发现并非所有的公地都出现了过度开发的问题。 经案例研究发现，每一个案例都对应着一套规则，
比如高山草场的伐木与保护规则，韦尔塔的用水规则，地下水的开采规则，渔场的作业规则。 在这些规则背

后，还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惩罚措施、部落规则等。 虽然此类规则非常脆弱，但这些小组织内的成员还是

努力推动着制度变迁，重构当地区域的制度供给体系，形成公共池塘资源高效、合理、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对于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案例的分析而言，奥斯特罗姆主张从共有资源的占用和供给现状入手，多层次地

分析区域的制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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