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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资源学、经济学、旅游规划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分析旅游资源经济动能的实现逮径和吸引 

力功能的损耗+给出了实现旅游资源经济功能的一些旅游规划的理念和方法，并指 出要 建立合理的 

旅游资源价值化机制以促进旅游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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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资源的基本功能 

旅游是由主体、客体、介体三大要素构成的．这 

三大要素相互联系、互为制约，构成旅游的统一体+ 

缺一不可。旅游主体即游客．客体指旅游目的地，介 

体则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媒介体，其主要功能是将 

游客输送到旅游 目的地“j。 

旅游活动之所 以能够发生，是 因为旅游 目的地 

(客体)有某种强大的吸引力能够激发旅游者(主体) 

的旅游动机，促使游客前往旅游+而旅游资源是旅游 

目的地借以吸引旅游者的最重要因素 】，因而旅游 

资源最基本的功能应是“吸引力功能”。这种吸引力 

又具两 ‘特征：①是一种单向吸引力，仅指旅游目的 

地对游客的吸引，因而旅游资源只存在于旅游目的 

地；②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吸引力，并具有抽象性 

特征 

再从旅游活动的发展考察。旅游活动最初是作 

为一种文化活动出现的，而旅游经济活动则是旅游 

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产生的。首先是旅游活动 

商品化，即旅游活动所依赖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 

劳务都成为商品，成为社会商品总体的一部分。进而 

是旅游活动社会化，即把原来的个别的、分散的旅游 

活动联结成集中的活动口】。这也标志着现代旅游业 

的开始。现代旅游业作为一项经济产业，其最终要求 

旅游资源能为旅游业带来经济效益．因而“经济功 

能”是旅游资源的另一重大功能。 

如果从历史 的角度来分析二者的关系．可以发 

现，是吸引力功能导致了经济功能的发生，二者是一 

种“单向因果”关系。但是．自从旅游业诞生后．二者 

的关系则演变为“互为因果”关系，并且经济功能处 

于先导地位。人们为实现旅游资源的经济功能而开 

发其吸引力功能，吸引力功能则是经济功能的基础． 

反过来促进经济功能的实现。 

2 旅游资源经济功能的实现及其对规 

划的要求 

2．1 经济功能的实现 

从旅游资源开发者角度看+旅游开发者最关心 

的自然是旅游资源的经济功能。旅游资源经济功能 

的实现有 3种情形：①作为综台吸引力+激发旅游者 

旅游动机．吸引游客来旅游 目的地；②构成旅游产 

品，并作为旅游产品的组成部分被游客直接消费掉； 

③营造旅游消费环境，愉悦游客消费心理，刺激游客 

消费欲望。第①②种情形容易理解，而第③种情形的 

出现是因为现代旅游业要想获得良好效益就要设法 

扩大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消费，提供和创造旅游消 

费机会，并为旅游者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愉悦旅游 

者消费心理，刺激旅游者消费欲望。而且，这也是可 

能和现实的，这是因为t①旅游消费弹性较大，并且 

现今“散客潮”趋势越来越明显，这部分散客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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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游、购、娱的消费比倒极不平衡，旅游消费弹性较 

团队”游客更大；②旅游资源本身具有环境美感和 

愉悦心情的作用 ，因而通过有效 的规划、设计 和开发 

可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这里有一个成功的实倒，五 

星级酒店一般有 3个特点．首先是共享空间，这一空 

间包括大堂咖啡厅、音乐茶座、酒吧、游泳池、演出小 

舞台、餐厅、商店等的连通，甚至多层次交叉空间；其 

次是透明的观光电梯，可以是敞向楼外空间，也可敞 

向楼内共享空间，目的是使乘电梯也成为一种观光 

活动：再次是楼顶的旋转餐厅，可同时从不同角度观 

看城市风光 。这摆脱了饭店只是住宿用餐的场所 ，把 

大堂与走廊式住房隔开的传统空间设计改变为互为 

观光的流通空间，给人以亲切感 j。 

2．2 规划要求 

为了旅游资源经济功能的顺利实现，在进行旅 

游资源开发规划时便要充分考虑以下几种情形。 

2．2．1 以“旅 游者为 中 ”进行市场预测 在旅游 

规划实践中，规划成功的关键在于要以“旅游者为 

中心”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游客的人数及需求 

档次。由于旅游资源经济功能实现的前提是旅游资 

源能够吸引游客前来旅游目的地，因而对旅游资源 

吸引力的评价应结合客源市场进行，而不仅仅是评 

价旅游资源自身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美学观赏、科学、 

文艺等价值。下面是我们从旅游者角度提出的旅游 

资源有效吸引力(指能够吸引游客前来旅游目的地) 

评价模型(见图1)。据此模型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 

由于有效吸引力对应的是市场有效需求．因而可以 

根据评价结果求出预期收益 然后再进行成本一收益 

分析决定方案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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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旅游资源有效吸引力评价模型 

Fig．1 The asse&sment pattern of valid tourism resources attraction 

2．2．2 加 强旅游产品规划 旅游产品是旅游企 

业的生命，旅游资源则是旅游产品的。硬核”，因而利 

用旅游资源规划，设计出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 

虽然旅游产品类型受旅游资源类型制约，但我 

旅游 I适宜性评价 J 可能的 
资源 广————__1 产品集合 

可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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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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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应看到二者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种旅游 

资源可以开发出不同产品，同一产品也可由不同资 

源开发而成。在产品规划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对旅游 

资源进行产品开发适宜性评价，再对市场进行分析 

和预测，最后才能确定产品开发方向，如下图所示。 

市 场 筛选 

(市场分析和预测) 

现 实 的 

产 品集 合 

图 2 旅游产品规划 

Fig．2 Tourism product plannin~ 

2．2 3 建立旅游消费环境规划理念 在 2．I中，笔 划中，规划者还没有充分重视这一点，至少是没有上 

者已就营造旅游消费环境，刺激旅游消费的必要性、 升到理念高度。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了探讨。但是，在目前的旅游规 ①要加强景区、景点与旅游中心地的联系以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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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组织游线；②景区 景点的功能分区和布局要方便 

消费；③营造良好的微观消费环境，包括选址、建筑 

与环境的扔调、室内环境等。 

3 吸引力功能下降与资源保护问题 

旅游业对其赖以存在的资源环境基础有较大影 

响，在向持续性目标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含资源)持 

续性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矛盾最为尖锐，下文试图 

从分析旅游资源吸引力功能下降人手，由果溯因，通 

过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建立台理的旅游资源价 

值化机制以解决这一矛盾 。 

3．1 旅游资源的损耗 

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功能是其经济功能的基础。 

但是，吸引力功能并不是一戚不变的，有两种形式 的 

旅游资源损耗会导致吸引力功能的下降。一般来说， 

旅游资源既表现为有形的实体或现象，又可抽象为 
一 种无形的对旅游者的综合吸引力，是二者的结舍， 

因此 旅游资源的损耗也存在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两种形式 

3．1．1 有彤损耗 旅游资源的有形损耗指的是旅 

游污染 它发生在旅游者游览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 

旅游污染问题人们已非常重视，目前相关的理论和 

研究有旅游环境容量、旅游环境影响评价、旅游环境 

会计和审计等方面。 

3．1．2 无形损耗 旅游资源的无形损耗指的是由 

于旅游者价值观变化或兴趣转移所造成的旅游资源 

吸引力下降 “吸引力”是旅游资源的核心，它是旅游 

资源与旅游者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体现。旅游资源 

的吸引力一般被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 

但是，从较长时期来看，即使不存在因有形损耗而导 

致的吸引力下降，具体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仍会随旅 

游者价值观的变化和兴趣的转移而变化。按照马斯 

洛的“需要层次论”，旅游被认为是一种 自我实现的 

需要．为了体现自己的独特性需求和区别于群体，旅 

游者往往愿意追逐时髦和新潮，这体现在他们对旅 

游活动和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之中。按照心理分析学 

家卡尔 ·荣格的说法，旅游体现了一种推动人们寻 

找新天地的不满足心情 。为了不断满足旅游者的 

”不满足心情”，旅游供给者就要不断地利用旅游资 

源开发出新的旅游活动或旅游目的地。这样，原已开 

发的旅游资源总有一部分被遗忘或抛弃，这部分旅 

游资源的吸引力或者说是价值就会下降或丧失。例 

如有人预言：“2000年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个性的充 

分发扬和实现为基础的旅游，从而将抛弃 3S(阳光、 

沙滩和海水)模式” ]，而现实也基本证明了这一点。 

3．2 旅游资源损耗的补偿与防止 

旅游资源属国家(集体)资源，从理论上讲，凡是 

在开发利用过程 中造成旅游资源价值损失时，旅游 

资源开发者均应付费补偿这部分损失，才不会导致 

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减少。也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目前 

现实中存在的旅游资源开发者无偿使用旅游资源或 

付费极低，进而导致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对旅游资源 

采取掠夺性开发的现象 一。 

由以上分析可知，旅游资源的损耗存在有形损 

耗和无形损耗两种形式，它们都会导致旅游资源价 

值的减少。但是，至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形损耗即 

旅游污染上，通过控制旅游污染和征收生态环境补 

偿费来促进旅游资源的保护和补偿有形损耗。但是， 

这样做并没有对旅游资源的无形损耗做出相应补 

偿，例如某一风景旅游地，假设在时问点。开发，开 

发后，旅游者络绎不绝，旅游开发者从中获得巨大利 

益，但一个时期后，假设到时间点 T，旅游者对此地 

不再感兴趣，该旅谱地衰落了。很明显，即使该风景 

旅游地环境质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开发时的价值 

要大于衰落后的价值 ，这样，国家损失的价值 

为( V )，而这部分价值被旅游开发者侵占了。因 

而，只针对有形损耗是无法建立合理的旅游资源价 

值化机制，也无法真正从“经济源头”制止开发者对 

旅游资源的破坏。 

建立台理的旅游资源价值化机制必须依耪观 

念、制度、体制、方法的更新和突破。 

(1)树立旅游资源价值观和资产观 旅游资源 

是有价值的，其开发利用可以给我们带来收益和财 

富 ，因而是一种资产。 

(2)改变现有的旅游资源管理体制，建立旅游 

资源资产化管理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旅游资源管 

理体制，主要由国家代表全体^民进行统一的管理 

使用，国家集行政权力、旅游资源所有权和管理权于 
一

身，然而，正是这 3种权力的混同以及多种经济利 

益主体的并存 ，造成旅游资源按行政方式配置，无偿 

使用 j。因此，建议明晰旅游资源产权，加强产权管 

理，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旅游资 

源的有偿使用制度，使旅游资源成本内化；引八市场 

机制，并辅之以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应是补偿旅游 

资源价值流失(包括有形和无形)，促进旅蝣资源利 

用和保护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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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游资源价值化的方法。目前资源经济学 

和环境经济学在资源环境成本化方面建立了一些方 

法．如资源定价、环境损失价值计算、资源环境税等 ， 

都不成熟。并且，由于旅游资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 

其价值计量更加复杂，因而期待技术方法的突破。 

4 经济功能与吸引力功能的协调 

从本质上说，旅游资源的经济功能与吸引力功 

能是统一的，吸引力功能总是有助于经济功能的实 

现，而经济功能的实现也使开发者有能力对旅游资 

源进行深度开发+增强其吸引力功能，从而实现经济 

功能与吸 I力功能的良性循环。但是，经济功能与吸 

引力功能在一定情形下也存在着冲突，冲突的根源 

在于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与综台效益的 

不协调，冲突的主体为旅游资源开发者与区域社会 

(或社区居民)．如下图所示 。 

<／困一 三  匝  ＼网 [ ／ 
Fig．3 The contlict between economic function and attracting[onction 

经济功能与吸引力功能的协调发展，首先要对 开发行为。当区域社会追求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台 

旅游资源开发进行台理规划，以增强旅游资源的吸 效益目标与开发者追求的经济利益最太化目标发生 

I力功能，促进经济功能的顺利实现，使得二者协调 冲突时，区域社会则应对开发者进行补偿，使开发者 

发展；其次是建立合理的旅游资源价值化机制，通过 愿意致力于旅游资源综台效益的发挥。 

适当收取旅游资源损耗补偿费，制止开发者的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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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using and protecting of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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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resources sciences，economics and tourism planning，by ana— 

lyzing the attracting function and economic t'unct[on of tourism resources +some ideas and methods of 

tourism planning are given tO realize the economic function．Also it is pointed out that a reasonable value 

assessment mechanism must b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using and protecting of tourism re 

ources 

Key words：tourism resources；tourism planning；tourist consuming environment；physical deteri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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