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环

境问题日益突显，超载现象日益严重。本文结合管理

创新的包容性、引导性和推动性思想，探讨城市旅游

环境可持续承载问题，为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提

供竞争优势和持续竞争来源。文章通过对旅游环境超

负荷使用的原因分析，提出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

管理创新的内涵，构建了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管理创

新的生成机制，探讨了内外部种子基于“问题探索

式”的管理创新，阐述了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或

承载可持续性的管理创新模式，旨在为旅游环境承载

力“超载”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角度，提升城市旅游

环境的承载能力，调节“承载强度”，促成其从“承载

潜力”向“承载实力”转化，实现城市旅游环境的可

持续承载。

关键词关键词：：旅游环境承载力；管理创新；问题探索

式；可持续承载；承载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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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environment problem increases prominent

and overload problems are serious. In face of the seasonal factors of tourism industry, the tourism resources

uneven in spatial and the blowout of tourist flow in different time,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rate is

spatiotemporal dislocation in using the intensity and limitation.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s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environment system. Management in-

novation theory considerate comprehensively tourism environment system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

and the demands of tourists, local residents, government, community and th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and oth-

er stakeholders based on "problem exploration". Building the sustainable carrying "advantages" can assist

the cities sustain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inclusion, guidance and promotion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oblems of city tourism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carrying capacity to provide com-

petitive advantage and sustainable source of competi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and promotes city tourism environment from the "latent ca-

pacity" to "carrying strength" transformation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from sustainable carrying to carrying

sustainability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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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由产业雏形向产业链

条的跨越，从 1978年入境旅游 180.9万人次，发展到 2012

年入境旅游者 1.32 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 29.57 亿人次 [1]。

中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以城市为代表的旅游

目的地的繁荣，国内旅游流和入境旅游流向热点城市汇

聚；另一方面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其中一些城市旅

游环境的问题日益突出，危及其可持续发展进程。旅游业

的发展、旅游活动的开展需要依托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组

成的动态复合系统，当外界刺激超过了旅游环境系统维持

平衡的弹性强度和弹性限度，对旅游环境系统的动态平衡

与抗扰动能力产生干扰，旅游环境系统将呈现逆向变化的

趋势[2]。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旅游目的地环境系统组成与结构

特征的反映，把旅游活动的干扰控制在一定环境系统承受

范围内，保持旅游环境系统的良性发展，对城市旅游环境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1 引论：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国内外探索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成果多发表在生

态、环境、地理、旅游等主题杂志，截止 2013年 12月底，

在 Web of Science 检索平台以“tourism carrying/bearing ca-

pacity”为关键词，检索 5498条文献数据；以CNKI数据库

为检索平台，用“旅游承载力 （旅游容量） ”作为篇名检

索，共检索562条相关文献。

20世纪60年代由于旅游者涌入导致环境受损，引发了

Alan Wagar J、Rendel B、Lime D W和Manning等从游憩使

用量、旅游环境利用强度及分类等角度对旅游环境承载力

进行分析[3-5]，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成为 1979年旅游及环境

等学术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但此时强调对旅游环境

承载力具体数值——“魔法数字 （magic number） ”的计

算。20 世纪 80 年代，在 Stankey G H、Douglas P、Edword

I、Canestrelli E和Costa P [6-9]等的推动下，承载力问题被视

为生态系统和旅游系统的桥梁，使该问题的研究摆脱了单

纯的“数字泥潭”并向系统管理工具转化。21世纪，该问

题的研究开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凸显其可操作性

和易实施化，如Steven R和Robert E从当地居民利益角度关

注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10]，Jurado E等以城市为腹地对不同

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建立了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11]，

Singh对旅游环境承载率进行了研究[12]，Bimonte等基于5个

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环境承载力分析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举

措[13]，Zvi S等基于旅游环境承载力探讨收益管理问题[14]。

我国对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代表学者有赵红红、刘振礼、楚义芳、保继刚、崔凤军、

胡炳清、明庆忠和李宏等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最适

合和最大值、测算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15]。2000 年后，

在国内外旅游市场繁荣的背景下，鉴于旅游活动经营管理

功利性与旅游环境监管的“多头性”并存，以城市为腹地

的传统旅游目的地旅游环境问题突出，诱发了学者对城市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探讨，如胡希军、孙睦优、汪宇明、张

广海、王松茂、闫博雅、宋立等分别以系统论为指导对该

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具体城市旅游

环境承载力的比较优势与限制因子[16-22]。同时，可持续发展

理论敦促了学者对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研究浪潮，戴学

军、杨秀平、翁钢民、李淑娟、王友明等基于可持续发展

理论，探究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问题，并对其承载路径进

行了分析[23-28]。

本文以城市为地域背景，探讨其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

的管理创新问题，解决城市旅游业发展、旅游资源利用与

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2 旅游环境超负荷使用的原因分析

由于旅游环境不同程度的“超载”，导致环境系统退化

或恶化，部分目的地旅游环境尤其是关键旅游资源存量减

少和质量下降，“超载”引发了一系列旅游环境伦理问题，

如动植物、地质地貌、水体大气、文物古迹等自然、社会

和经济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导致动植物生长

环境恶化、旅游自然环境质量下降、旅游人文环境恶化等

问题[29]，究其原因可分为以下4个方面：

2.1 城市粗放型的旅游经济增长方式

从旅游统计数据看，虽然近些年旅游城市频繁推出主

题旅游、特色旅游、专项旅游，但大众旅游仍占主体，部

分城市通过数量扩张型的外延式增长来应对旅游者的大量

进入，旅游经济的增长依托于过度的旅游资源开发、缺乏

科学论证的旅游投资和盲目的劳动力投入以实现掠夺式的

旅游经济短期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虽然带来了旅游者规

模和数量的扩张，但由于旅游者人均消费支出较低、经济

效益不高，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

2.2 城市旅游环境保护政策的二元化

与城市其他产业环境管理政策设计相比，旅游环境的

管理严重滞后。一方面政府出于政绩考虑，牺牲旅游环境

换取旅游收益的提升；另一方面，旅游环境依托的旅游资

源处于多头领导，多头领导导致“谁都管，最终没人管”。

众多的政府部门和旅游景区之间权利与义务模糊不清，导

致旅游环境管理效率欠佳。此外，我国的环境管理系统集

中在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防治，突出“重末端治理、轻源

头防治”的污染控制模式[30]，而这种模式不适应旅游环境管

理的特点，无法在旅游环境管理中发挥作用。从立法上

看，我国生态管理和保护的法律体系不健全，环境立法很

少涉及旅游环境，目前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生态环境

法律体系，但对旅游环境的涉及微乎其微。从旅游环境执

法力度看，由于旅游环境受损后的负面效应具有一定程度

的非外显性和时滞性，执法主体模糊不清，加上我国旅游

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实施滞后，执法效力微乎其微。

2.3“两只手”失灵现象并存

当今市场机制在旅游环境资源配置上失效根源于外部

性的存在和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旅游环境使用过程中外部

性明显，如旅游环境超载导致生态环境受损，基础设施和

旅游服务设施负担加重，旅游者满意度明显下降、当地居

民“仇外”心理明显、旅游管理者管理行为失效等，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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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环境的非可持续承载，外部不经济并没有通过市场反

映，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失灵。当一个经济主体忽略

外部不经济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其他主体带来影响时，导致

旅游环境使用失衡，旅游环境遭到破坏。部分个体外部不

经济的行为并没有转化为个人成本，刺激了旅游环境过度

使用。另外，我国旅游环境资源使用成本扭曲，对个体来

讲旅游环境资源以低价或者免费的形式进入成本核算，刺

激了旅游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导致一个无效或低效运行

状态下的旅游环境外部不经济。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导

致旅游环境资源的价值反映效果差，导致旅游环境的过量

消耗。我国现行旅游环境干预体系市场失灵现象严重，主

要体现在旅游环境管理体制不健全且可执行性差，凸显在

旅游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弱、旅游环境保护举措微薄等

方面。

2.4 社会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虽然通过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宣传教育

等形式加强社会机制在旅游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但由于我

国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培育机制不健全，致使社会机

制难以发挥作用；旅游者、当地居民、政府部门、经营管

理者等保护环境的管理主体意识相对薄弱，导致实施效果

欠佳。旅游环境保护的社会机制发挥作用薄弱，难以抑制

外部不经济对旅游环境的负面影响。

3 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管理创新的内涵

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强调在城市现有

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管理理念、知识和方

法，对传统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调控模式或管理方法进行变

革、完善，实现城市旅游业发展的惠众与公平，产生较为

理想的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效益，实现旅游环境可持

续承载的目标。通过管理创新解决旅游环境问题，摆脱城

市旅游业发展单纯注重利益追求、经济增长和效率的传统

观点，达到环境使用相关群体协同治理、化解矛盾与冲突

的目的，最终实现城市旅游环境资源的共享和公平分配。

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是维系城市旅游

业长效发展的有效工具。对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进行管理

创新研究，构建共同治理的分析框架，追求旅游业发展与

公共利益的共同实现，达到城市旅游环境承载的可持续性。

3.1 实现城市旅游接待的包容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各群体的需

求和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从而使管理创新成为一种复合

式的多元主体对敏感的城市旅游环境情境进行治理的过

程。首先，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相关主体 （如城市政府、当

地居民、旅游者、涉旅企业等） 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应

分别承担起社会责任，并在角色分工中达到一种协同，彼

此之间认同各自的主体地位且尊重其应享有的权利。其

次，尊重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管理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促

进“人—地”和“人—人”旅游环境系统的和谐，根据利

益群体的价值取向，考虑不同群体的爱好和兴趣，提升旅

游环境需求主体的整体效应诉求。政府应该以互利共享性

为发展导向，在促进目的地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防止

“外部不经济”的发生。

3.2 推进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强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从而达

到有效防止“公地悲剧”、保护旅游环境的目的，使在维持

现有旅游资源和延缓生态危机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和渐进性增长，提高公共福利的目的。

3.3 促成城市旅游环境承载的可持续性

首先，通过管理创新，制定出一系列具有利益均衡取

向的政策或管理措施，均衡利益分配的结构，采用一定的

措施或工具对与旅游环境供需系统相关群体制定相对均衡

的资源初始配置和利益分配原则。其次，通过管理创新形

成较为合理的旅游流的流动机制，把旅游者数量控制在旅

游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水平内，关照当地居民等相关群体的

利益，分析旅游环境的“承载潜力”，挖掘城市旅游环境的

可持续承载后劲。

总之，探究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不仅仅强

调旅游环境系统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手段的多样化、

管理方式的合作性以及社会责任的凸显性，还具有以旅游

环境系统中不同主体彼此间的包容，达成价值共识；倡导

社会财富的共享性；以相关群体之间生态、社会、政治、

经济利益均衡为目标，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共福利。

4 生成机制分析

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强调旅游目的地的管

理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管理形式、特征或状态上的改

变，这种改变是新的或对过去的一种全新的变革。Zbaracki

指出，环境的变化导致对管理实践感知的调整，一些变革

经过内部的选择得以保留和传播[31]。由此，考虑旅游环境系

统的特殊性，将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研究

分为“刺激—思变—举措—实施—理论化”五个阶段。

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递归的、反复循环的过程。

促成管理创新活动的参与主体有内部变革的种子与外部变

革的种子，内部变革种子强调的是城市的管理层或决策

层；外部变革种子是由社区，当地居民，食、住、行、

购、娱等涉旅企业，专家或咨询机构组成。管理创新很大

程度上是内外部“种子”有意识“思变”的行动过程，内

外部变革种子的行为分析见图 1所示。“刺激”阶段强调何

种推进要素或环境要素导致城市考虑管理创新，强调“刺

激”城市实现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管理创新的前提和推进

因素。“思变”阶段强调外界的压力，促使城市旅游环境产

生响应，产生变革的动力，并实施举措突出付诸有待验证

的管理实践。“实施”指组织在响应过程中由初期的尝试与

探索到逐步成熟的历程中所经历的活动，管理创新价值的

技术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最后，通过“理论化”阶段使

创新实践达到理论化、制度化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证实

了城市旅游环境响应的合理性。内外部变革“种子”在这

五个阶段中交互作用，提炼管理创新的若干活动，城市的

“组织情境”和城市所处的“环境情境”在管理创新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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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干扰作用，城市的组织情境对内部种子推进与管理创

新有关的核心活动产生直接影响，而城市所处的环境情境

会影响组织处理问题的优先考虑方面和行为。

4.1 刺激阶段

旅游者人数达到一定程度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超载、旅

游环境受损、旅游者满意度下降、导致城市旅游环境不可

持续承载等问题，这些问题促使内部种子产生“思变”动

机，考虑组织现有绩效和潜在绩效、预期绩效等感知上的

差距，内部种子会以组织内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展开“搜索

行动”，并期望寻求一个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最优或满意的

方案。内部种子通过“设置议题”与外部种子针对某一问

题展开对话，寻求“新鲜血液”，谋求城市所处外部情境的

支持。城市外部种子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或思考角度，使

其对环境的管理层或决策层所面对的实际问题相关联，促

使有效性观点的产生。

4.2 思变阶段

思变的过程是内外部变革种子基于旅游环境使用存在

的问题，从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等众多效益的权衡，

主体基于不同的效益角度，结合各自立场思考是否变革、

如何变革、变革幅度等问题，是提出新举措的基础。

图1 基于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的生成机制

Fig.1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about Tourism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Carrying

4.3 举措阶段

内部种子通过思变环节，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深入探

索，提出有待实践检验的实施举措，通过与外部种子的沟

通产生“思想关联”并尝试探索调整举措，如分流、旅游

者流量和流向的调节或控制、利益补偿、制定或实施发展

规划等举措，达到旅游环境的可持续承载或承载的可持续

性。以问题导向为出发点，对具体的问题进行有意识、有

计划的探索性创新。外部种子基于管理的情境化，在思想

凝练的基础上，结合内部变革者的“思想关联”提出管理

实践的新思想。

4.4 实施阶段

内部种子对前一阶段的举措进行尝试和探索，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进行反思及思考检验，对实施过程进行监测和

控制，在实践中使管理创新的思想得以完善。外部种子由

于缺乏组织情境知识，鉴于变革后果的非连带性，在组织

内部变革中扮演间接的角色，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凝练开展

理论反思工作。

4.5 理论化阶段

促成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内部变革种子基于创

新实践的潜在价值为管理创新建立正当的、合理化的理论

解释。变革的内部种子通过与变革的外部种子进行交流和

沟通。外部变革种子对变革提出的理论化有助于城市内部

管理创新的正当性。通过“思想关联”，内外部种子通过

“思想检验”和“理论联接”活动产生交互作用，从而促进

新理论与新观念的传播。

5 内外部种子基于“问题探索式”的探究

内外部种子基于“问题探索式”的管理创新通过对问

题驱动式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可划分为突变和遇到的

障碍因素两大类[32]，“问题探索式”的管理创新是内外部种

子根据旅游环境问题的“刺激”做出的反映。

5.1 完成“向可持续承载”的转化

内外部种子基于“问题探索式”的探究首先分析从

“不可持续或潜在不可持续承载向可持续承载转化”。根据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多数旅游目的地经历探查、参与、

发展、巩固、停滞和衰退或复苏6个阶段[33]。旅游目的地发

展过程中会伴随着“流星”现象，导致以城市为腹地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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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短暂，面对城市旅游环境的兴衰更替，

城市通过“优势建立”过程使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衡量数值

呈现“台阶式”演变，见图2。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要充分

考虑其承载的动态性，结合旅游业的敏感性和季节性，分

析旅游者的流量和流向，可通过旅游环境承载率 （旅游环

境承载率=旅游者数量/旅游环境承载力）这座“桥”，对旅

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状态进行探究。

图2 旅游环境承载力动态调整

Fig.2 Dynamic Adjustment of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内外部种子实施一定举措对旅游环境系统进行干预或

调控，以确定城市旅游环境系统的演化状态、旅游环境系

统与相关系统的耦合状态及环境系统内部构成的“和谐”

状态。旅游者数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Logistic曲线特

征，一定时期内旅游环境系统构成旅游者数量增长的阻

力。由于阻力的存在，内外部种子对“问题”进行思变，

一方面促成旅游环境承载力衡量数值的“台阶式”演变；

另一方面，使旅游环境承载率的数值出现动态浮动。内外

部种子试图通过“优势举措”把旅游环境承载率调整到理

想水平，实现旅游者数量、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环境承

载率的动态平衡，促成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或承载可持续

性目标的实现，图 3模拟了旅游者数量、旅游地生命周期、

旅游环境承载力和旅游环境承载率的演化趋势曲线，左右

纵坐标箭头所指代表正方向，横坐标表示时间，由图3可见

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者数量、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环

境承载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旅游地

生命周期曲线的不同阶段，旅游者数量不断变动，旅游环

境系统呈现不同的承载能力，根据“压力—响应”机制，

最终影响旅游环境承载率的动态变动，（ya,⋯,yh）代表旅游

环境承载率的分界点，阴影部分 [yd,ye]代表旅游环境可持续

承载区域。

旅游环境系统通过不断地“学习”进行“经验”的积

累和“知识”的增长，使旅游环境系统的结构得以调整，

内外部种子依据一定的经验调整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

并积极引导旅游者的行为，促进旅游环境系统向可持续承

载方向发展、演化或进化。

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受旅游目的地所处生命周期及

旅游业季节性的影响，具有旅游需求主体时空分布不均、

舒适度等级层次性特征。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潜力指旅游

目的地改善现有旅游环境承载力供需系统要素的非正常

（不足或过度）状态，以刺激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供需系统相

关的其他要素的转化、促进和支撑旅游环境供需平衡基础

上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主要反映旅游环境供需系统未来

发展的潜在能力，具体包括旅游环境承载力供需系统的各

自的发展潜力和供需系统的协调发展潜力。“发展潜力”的

分析是旅游环境承载力供需系统长期可持续耦合的基础。

图3 旅游地生命周期、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者数量和旅游

环境承载率演化趋势模拟的“窗花”模型

Fig.3 Evolution Trend Simulation of "Window-follower Model"

about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Tourist Quantity and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Rate

5.2 实现向“动态可持续性”的转化

内外部种子基于“问题探索式”的探究第二步要完成

从“可持续承载向承载的动态可持续性转化”。旅游环境可

持续承载能力具有隐性特征，在可持续承载的前提下实施

管理创新有助于实现旅游环境隐性能力显性化，有利于增

强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竞争力。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单一主

题旅游区竞争优势具有短暂性。城市“承载的可持续性”

优势是一系列短暂的、在市场竞争中能够短时间保持的、

由城市资源整合而产生的系列优势或多主题优势。但在实

践过程中，由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模仿、需求变动、突

发事件影响等因素，城市旅游环境“承载的可持续优势”

或“优势腐蚀”成为常态，城市旅游环境系统通过不断的

调整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形成“优势循环”，以达到城市旅

游环境系统“承载的可持续性”。因而，城市管理创新的目

的不仅是单纯的单一主题的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同样强

调通过赢得一系列、多主题的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达到承

载的可持续目标。同样，城市旅游业的成功属于那些在实

践中不断更新以取得并保持旅游环境承载可持续的城市。

研究城市的旅游环境系统，面对市场机遇，在图4单一主题

承载力提升的基础上，动态打造城市发展的多主题，在动

态“优势建立”中达到单个主题旅游环境的可持续承载，

并根据城市旅游资源特征、情境因素、市场需求等阶段性

特征构造城市的“优势”，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构建多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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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重叠转换、平稳过渡的图谱。在城市转换过程中，

通过单主题“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目标的实现，达到城

市旅游环境承载的可持续性发展，见图4。

图4 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和“承载可持续性”

的形成图谱

Fig.4 The Formation Map of Tourism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Carrying and Carrying Sustainability about Cities

6 管理创新模式

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或承载可持续性的管理创新

模式充分考虑旅游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34]，涉及行业和主

体众多，需求不同、价值取向差异形成不同的感知，城市

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是一项持续的系统工程。

旅游环境的可持续承载是一种基于资源基础的理论，城市

的资源异质性是其获得持续优势的根源。20世纪末，动态

能力观突出强调城市应具有持续更新、整合、重置和再造

资源的能力以满足内外部情境的需要，城市通过快速创造

与内外部情境匹配的新知识，使城市对内外部情境做出快

速变革并进行预警，是城市旅游可持续承载的终极能力和

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达成城市旅游业发展与旅游环境保

护的“和谐”，优化旅游开发中的环境质量，将旅游环境保

护融入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激励与约

束相容的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或承载可持续性的管理

创新体系。

6.1 政府在管理创新中承担“引擎”

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不只是管理方式和方法的重新组

合，也不只是城市资源的调整，它强调旅游目的地政府实

施更有效的机制、管理方法、凝练一定的文化氛围来整合

目的地资源[35]，提高政府管理创新能力是旅游业持续快速发

展的必然要求。根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城市旅游业的

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旅游目的地能否生存并取

得长足的发展，最基本是建立完善的机制。旅游目的地政

府的管理创新具有创造性、过程性和层次性，通过制度建

设对旅游目的地相关群体行为进行约束，提高城市旅游活

动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注重其效用满足程度，使参与主体

的行动在合理的机制指导下，通过科学的决策过程，实现

资源的优化配置。地方政府通过合理引导，逐渐形成城市

参与主体认同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城市旅游文化的形成。

因此，在城市实施旅游环境可持续管理创新过程中，政府

的机制是基础，参与主体科学的管理方法是中间产物，旅

游目的地良好的文化氛围是终极目标，见图5。

图5 政府在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或承载可持续性

管理创新的引擎模型

Fig.5 The Government's Engine Model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about Tourism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Carrying or Carrying Sustainability

6.2 内部种子是管理创新具体实施主体

内部种子是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管理创新的最直

接的发动者、决策者、执行者、获益者和测评者。管理创

新“举措”是创新思想的显性化。本文把“举措阶段”概

括为，内部种子根据城市的内外部情境，识别旅游环境问

题，尝试各种方式反复探讨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达到

旅游环境从“不可持续→可持续承载→承载可持续性”的

转化，见图6。内部种子是对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实践进行

分析、决策、执行、评价的高层管理者和决策者。高层管

理者或决策者针对旅游环境问题展开探索并寻求解决方

案；中层管理者对方案进行反复求证，确认其有效性和可

实施性并将信息向高层管理者或决策者进行反馈；员工是

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管理创新的参与者和接受者，他们对

管理创新提出建设性意见。旅游环境问题的出现刺激了内

部变革者对管理行为的思考，通过重置和再造资源与能力

确保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持续推进。

旅游环境的可持续承载的根本是更敏捷、更合理的资

源构造能力、应急调整能力。管理创新逐渐成为旅游目的

地赢得竞争优势并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城市旅游环

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强调组织内外部情境匹配，以提

高城市内部可持续承载的运作效率、提升组织绩效。系统

地提升城市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效力是当前城市管理急

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受到多维因素

的影响，表明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路径也具有

多元性。城市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与旅游目的地系统运

作息息相关，是一项持续的系统工程，城市拥有的资源及

其转化能力是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管理创新的基石。

根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及当今旅游环境超载的解决

方案可知，一些局部的调整举措只能在某旅游点或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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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缓解旅游环境问题。因此，如何运用管理创新促进旅游

环境动态可持续承载是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管理创新

研究的重点，通过持续更新、重置和再造资源与能力使城

市动态可持续承载能力得以推进，推动城市旅游业与旅游

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进程。

图6 城市旅游环境管理创新的三维图

Fig.6 The 3D Map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about

City Tourism Environment

6.3 外部种子是管理创新的“智囊”

顾问、专家、学者等外部变革促进者通过主动关注旅

游环境承载力面临的问题，关注该领域的管理创新，思考

管理创新的效力。外部种子借助自身理论对旅游环境问题

进行剖析，通过“议题设置”与内部种子进行对话，根据

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利用状况、开发潜力等基于思想的

情境化、思想精炼及与内部变革者的思想关联提出旅游环

境承载力面临问题的解决对策，推进旅游环境承载可持续

性的实践进程。但由于情境因素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变

革者附带的效益损失的非关联性，外部种子更多的进行思

维实验而非内部实践。外部种子通过理论反思为内部种子

提供实践指导。外部种子作为专家分析城市旅游环境承载

力调整的正当性并把握其发展方向，预测旅游环境承载力

调整举措可能面临的新问题、出现的新挑战，促成理论与

实践的“互哺”。

6.4 关注大众呼声

为应对旅游环境危机，优化公共部门的治理结构，增

进其透明性、回应性、责任性与合法性，增进旅游城市与

当地居民的自治能力，引导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环境治理之

路，在城市社区层面上以公共参与推进旅游环境治理，从

而使旅游环境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达到当地居民参与目

的地管理的目标，构建当地居民的和谐发展氛围，是当地

居民参与管理创新的基础性路径[36]。推进社会旅游环境的管

理创新，倡导当地居民的参与式治理，一方面需要国家/政

府层面对社会自上而下赋权，另一方面依赖于当地居民自

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政府

与社会双向的协同与合作，达到城市旅游环境的“善治”。

而互动、协同与合作的重点在于基层社会，通过构建旅游

环境当地居民参与的民主化的动力机制，权利中心下移，

赋予当地居民治理的权利，以有效的公众参与、积极的社

会行为过程，使国家/政府的赋权得以实现，使分散的个人

行为融入到旅游环境治理的社会化组织。结合城市旅游环

境的时空状态适当采用五种类型的参与式治理模式，见图7

所示。建议政府结合旅游环境的发展状况，创造政府与当

地居民平等合作的规范型参与治理旅游环境的氛围。首

先，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向社区赋权，构建节点上多元主体

互动合作的社会行动结构，进而推进城市旅游环境的治理

进程，构建当地居民参与城市旅游环境治理的正向维度；

其次，从时空角度构建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环境治理的自下

而上的多元参与，通过当地居民参与促成城市旅游环境治

理的组织化。

图7 城市政府与当地居民双轨行动结构中的公众参与类型

Fig.7 Public Participation Types Involved in Cities Government

and Local Residents Dual Action Structure

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环境的管理创新强调自上而下的赋

权和自下而上的积极行动，在城市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中推进当地居民参与式管理创新，使城市旅游环境在一种

双轨均衡的融通中获得持续的活力与稳定性。当地居民的

参与式治理从社会基层的层面上构建“参与接点”，即以社

区作为社群自主治理的基本单元，并在社区的时空节点上

促成旅游环境管理的开放型、治理化与社会化组织。政府

与社区居民在多重的“参与接点”上相逢，并以有效的

“政治应力”化解可能的旅游环境使用中的冲突与危机。当

地居民参与旅游环境的管理需要建立一种网络化的参与性

机制，促进当地居民与社会组织的参与，保障当地居民对

旅游环境的共享权。通过选举方式构建社区旅游环境自治

组织，以其自治组织为社会管理的中心，实施如下举措：

如选举旅游环境的自治组织，提升其对城市旅游环境管理

的决策参与；制度化组织系统衍生的当地居民的动员式参

与；社区民间自组织激活的吸纳式参与；人际网络与传统

资源要素重组导入的调解式参与；志愿行动与邻里互助感

召型公益参与等[37]。以新媒体技术支持开拓自主型的媒体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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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是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另一个层面。为更好吸纳当地居民

对旅游环境的意见，以社区为单位建立起便捷的自主参与

管道，通过社区网站的建设，为当地居民提供沟通、交

流、讨论的平台，实现“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公共管理理

念和自治精神。同时，可以通过“政务论坛”及“网上议

事厅”等网上议事平台，为当地居民提供便捷的网上议事

通道。在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管理创新研究中，促成

内外部种子实现协作——“共赢”，促进内外部种子的和谐

发展，在旅游环境承载力利用中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

益，通过一定的媒体技术，使当地居民参与城市旅游环境

治理的空间得以拓展，使城市旅游环境保护的基层社会组

织化得以重构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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