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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介入中国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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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 

    私营部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尤其是进入自然旅游资源领域，是私营部门力量壮大的产物，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由

于目前国家在私营部门开发经营自然旅游资源方面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致使私营部门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没有可遵循的依据，因而

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私营部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核心问题——景区出让经营权问题尚处于争论之中。因此，研究私营部门开发自然旅

游资源问题，从理论上解析自然景区的产权性质、准公共物品属性，井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提出规制私营部门开发行为的措施和政策建

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实践意义。 

    本文立足经济学理论，依托微观经济学、产权理论、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以及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结合旅游业自身的特

点，采取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式，对私营部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本文的分析遵循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经济学一般规律。从分析的逻辑角度看，第一步提出私营部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传统旅

游资源开发模式进行深入探讨，指出其弊端，说明旅游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并不取决于开发经营主体的属性；第二步从理论上分析

私营部门进入旅游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指出私营部门整体进入景区开发时，其追逐利润最大化与对资源实行有效保护之间存在的矛盾，提

出政府规制优化策略；第三步从实证角度验证旅游景区开发引入私营部门的可能性、具体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第四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

法，给出政策建议。 

    全文共分十部分，导论部分，对全文的分析思路、结构安排和基本观点作了概括性描述。第一章，对私营部门进入旅游资源开发进行背

景介绍，简要描述了中国旅游业和私营部门的发展历程，以及私营部门进入旅游业的过程；第二章分析了私营部门进入旅游资源开发领域

的过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私营部门进入旅游资源开发的必然性；第三章从宏观政策环境和旅游业自身行业特性两方面，探讨了私

营部门开发旅游资源面临的市场准入限制；第四章从产权理论出发，对旅游资源的不同产权属性进行剖析，指出景区出让经营权的可行

性，对出让景区经营权后引发的问题以及规制方法做了深入探讨；第五章运用博弈论对私营部门开发旅游资源过程中，私营部门之间以及

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展开的博弈进行分析，分别给出博弈对策；第六章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对旅游景区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进行判断，说明政

府在私营部门开发旅游景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进行监管；第七章以加拿大、美国、日本和泰国为例，探讨了这些国家在

国家公园管理中引入私营部门的做法和管制方法，提炼出对我国旅游资源开发引入私营部门可以借鉴的方法和建议；第八章分析了国内两

家较大的民营旅游企业—宋城集团和万贯集团的经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对其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客观评价，总结出我国旅游资源开

发中引入私营部门时应重视和注意的问题，指出从业私营部门应规避的风险；第九章通过对以上各章的分析总结，提出五大政策建议：

1、强化政府部门的宏观管理与服务的功能；2、完善旅游发展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3、促进私营部门的健康发展；4、规范私营部门开

发旅游资源的运作模式；5、健全监督体系。 

    在借鉴和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木文的创新在于：一、针对产权归属是私营部门进入旅游资源开发的焦点问题，本文系统分析

了国有资源的产权性质，对产权的不同属性进行讨论，证明根据产权不同属性进行拆分的可能性，验证旅游景区出让经营权的可行性；

二、将博弈论运用到私人部门与国有资源代理人之间的博弈关系中，证明监管措施的到位与否决定了旅游景区引入私营部门的效果，为政

府制定规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三、BOT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基础设施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方法。在我国，BOT模式主要针对外资企

业。本文认为，随着私营部门力量的壮大，BOT模式必然向国内企业开放，并将成为发展基础设施、缓解国家资金紧张的最佳选择。因

此，在对旅游景区的不同经营项目进行分割的讨论中，大胆提出引入BOT模式开发景区基础设施。四、在我国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过程

中，公众的作用和意见较少，似乎只是职能部门与具体企业之间的问题。这主要由于一方面公众的参与意识不强，更主要的在于公众的参

与渠道较少，监督作用较小。本文认为，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公众的参与是保障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重

要手段，提出将公众纳入监管体系中，强调公众在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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