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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绿色旅游理念为导向, 构建了以旅行社为核心的绿色旅游供应链模型 , 提出构建绿色旅游供应链的基本要求 , 并讨论构建绿色
旅游供应链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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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

负面影响 , 这无疑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在大力倡

导绿色旅游理念的今天, 探讨构建绿色旅游供应链 , 将“环保

意识”、“绿色理念”融入旅游供应链之中 , 在发展旅游的过程

中尽量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 对于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在传统的“旅游产品供应商———旅行社———

旅游者”这一供应链中, 旅行社处于核心地位, 它将各种旅游

产品和服务进行整合, 并将其提供给旅游者进行最后的消

费。笔者对以旅行社为核心的绿色旅游供应链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 在构建绿色旅游供应链模型的基础上 , 对绿色旅游

供应链模式的应用和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

1  相关文献综述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 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

的控制, 从采购原材料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 ,

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从而将供应商、制

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至最终用户连接成一体的连锁结构

模式[ 1] 。绿色供应链把“绿色理念”或“环境意识”融入整个

供应链 , 是一种在整个供应链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有

效利用的现代经营管理模式。它以绿色制造理论和供应链

管理技术为基础, 涉及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和用户, 其目

的是使产品从原料获取、加工、包装、仓储、运输、使用到报废

处理的整个过程中, 将对环境的负影响降到最小, 将资源效

率提到最高[ 2] 。关于旅游供应链和绿色旅游供应链,Richard

Tapper 和Xavier Font 等认为, 旅游供应链包括所有用来满足

旅游者需求的旅游产品供应体系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者 ,

这些企业直接或间接与旅游经营商、旅游零售商合作[ 3] 。此

外, 旅游供应链还包括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直接向其购买商

品或服务的目的地其他供应商。旅游供应链具体包括住宿、

交通、吸引物、酒吧、餐馆、纪念品和手工艺品、食品生产、垃

圾处理以及对旅游业的发展起支持作用的目的地基础设施

等, 将垃圾循环利用和处理部门纳入旅游供应链体系, 构建

了绿色旅游供应链的完整体系。

国内部分学者将供应链理论运用到旅游业中进行相关

研究。刘连银指出, 旅游业的发展应该从产业链角度进行区

域协同和联合营销, 并指出产业链对中国旅游业纵深发展的

重要作用[ 4] ; 张辉提出 , 旅游业今后的竞争不仅仅是企业之

间的竞争, 而是企业所在的整个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他认为

下一步中国旅游企业的深度发展 , 不在于核心竞争力的构

建, 而在于链条式企业的构建, 在于围绕核心企业建设产业

链[ 5 - 6] ; 李宏则对旅游供应链的构成体系进行探讨[ 7] ; 李万

立、李平等对欧洲旅行社供应链管理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介

绍, 对旅游供应链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

了旅游供应链风险规避措施[ 8 - 9] 。分析上述文献可以发现 ,

目前国内关于旅游供应链的研究数量不多 , 也不够成熟, 尚

处于萌芽阶段, 对绿色旅游供应链的研究就更加少见。笔者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针对如何构建以旅行社为核心的绿色

旅游供应链问题开展初步探讨。

2  以旅行社为核心的绿色旅游供应链模型

旅游业是一个由多部门构成的综合性的产业 , 旅游产品

和服务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征。要满足旅游者在旅游过程

中的综合需求, 单一旅游企业是不可能完成的 , 需要多个旅

游企业间的相互合作与支持。当各个旅游企业为了实现共

同的目的而进行业务合作时, 便构成了旅游产品的供应链 ,

包括了食、住、行、游、购、娱等各大要素。笔者以旅行社为核

心, 构建一条以旅游产品和服务供应商( 餐馆、酒店、交通、景

区景点、旅游购物品店和娱乐场所) 为起点, 以旅游者为终

点, 并将“绿色”和“环保”理念融入到其中的绿色旅游供应链

( 图1) 。在这条供应链上, 产品和服务的流向是从旅游产品

的供应商到旅行社再到旅游者, 而资金的流向是从旅游者到

旅行社再到旅游产品的供应商, 信息则是双向流动的。旅行

社与这条供应链上各节点旅游企业合作, 对他们的产品进行

组织和整合, 形成新的综合产品。对于供应链上旅游产品的

供应商和旅游者, 旅行社时刻都要提醒其铭记绿色理念, 并

对其进行监督。从旅游产品的绿色设计开始, 到绿色材料的

选择、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回收 , 从而建立一条真正的

绿色旅游供应链。

绿色旅游供应链的建立, 有助于实现供应链可持续发展

目标, 即资源利用效率最高,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它可

以充分利用具有绿色优势的外部企业资源, 并与具有绿色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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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以旅行社为核心的绿色旅游供应链模型

Fig .1 Thegreentourismsupplychain model withthetravel agencies

as the core

争力的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使各企业分别集中精力去巩固和

提高自己的绿色服务核心能力和义务, 从而使得整个供应

链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最小[ 2] 。这对于资源稀缺的当今

世界来说 , 无疑是一种良性多赢的经营管理方式。绿色旅游

供应链的建立是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面对消费者需求的不断

变化和不断拓展、日益壮大的消费市场, 旅游产品的提供者

必须认真考虑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增

强集中于某一服务领域的核心能力, 创建以核心能力为基石

的竞争优势, 最终依靠竞争优势赢得顾客。建立绿色旅游供

应链, 就是要把为相同市场的旅游者提供不同产品的优秀企

业联合起来, 形成一个互惠互利、分工协作的旅游产品系统 ,

从而使各旅游企业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为广大旅游者提供

高效和完整的产品与服务。

3  构建绿色旅游供应链的基本要求

建立绿色旅游供应链需要各旅游企业共同参与到以“绿

色”和“环保”为中心的日常经营中。例如, 餐饮企业除了在

保证就餐环境的整洁卫生之外, 服务员的仪容仪表要干净大

方, 要舍弃一次性餐具, 提供无公害的绿色食品, 对用野生动

物制作菜肴的行为要坚决制止, 并及时有效地处理餐馆废水

及固体垃圾等污染物。酒店的内外部装修必须是绿色材料 ,

对人体是无害的, 要减少提供一次性客人用品 , 充分利用太

阳能等高效无污染的资源, 要对固体垃圾分类 , 使用污水处

理和节水设备。交通企业要选择对环境污染最小的能源作

为动力, 在交通运营中要减少对环境有害气体的排放。旅游

景区景点内要使用电瓶车、缆车、自行车和木船等较环保交

通运输方式, 要控制好环境容量并在开发中不破坏环境。景

区和旅行社要进行好协调和沟通, 考虑到景区的容量问题 ,

否则当游客接待量超过环境容量的上限, 不仅景区资源会遭

到破坏, 而且也不能保证旅游者有良好的游览空间, 得到真

正的休闲度假享受。旅游购物品商店要使用可降解的包装

袋并出售绿色环保型旅游购物品。旅行社在经营中不能一

味招徕顾客, 安排的娱乐场所必须是有利于旅游者身心健康

的, 不能带领旅游者去赌博、色情等娱乐场所消遣。导游要

在游览前和游览中对游客进行环保教育和监督游客的行为 ,

制止游客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旅行社可以印制环保知识

小册子, 根据不同企业的特征制定不同的环保标准, 使各旅

游企业和旅游者对环保的认识得到提高。此外, 旅行社在选

择旅游产品供应商的时候, 要考虑到该供应商是否遵循绿色

营销的原则 , 根据其制定的标准, 选择具有绿色经营理念的

旅游产品供应商作为合作对象, 在供应链的起点就把好绿色

质量关 , 从而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旅游供应链。

4  建设绿色旅游供应链的保障措施

4 .1 建立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绿色旅游供应链  绿色旅游

供应链的终点是旅游者, 旅游者是对旅游产品和服务进行最

终消费的群体, 只有当设计出的产品符合旅游者需求, 才能

销售出去、获得利润。因此, 收集旅游者的需求信息十分重

要。旅游者的需求信息包括旅游者消费前的需求信息和消

费后的反馈信息。在旅游者消费前, 经常会到旅行社门市部

或在网上提交自己对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旅行社要将

旅游者的需求信息收集起来并进行分类, 并将信息的收集和

整理结果告知供应链上的其他旅游企业, 让他们根据旅游者

的需求设计和生产自己的产品。除了对旅游者消费前的需

求信息进行收集之外 , 旅游者进行旅游消费后的信息反馈也

极具价值。衡量供应链提供的旅游产品服务质量的好坏, 可

以通过建立旅游者信息反馈机制。通过了解旅游者对绿色

旅游供应链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满意程度来反映旅游供应

链的质量水平。旅游者的反馈信息也可以通过导游来收集。

旅行社可以给导游准备与旅游者数量相等的信封和满意度

调查问卷, 由导游将问卷和信封发给旅游者, 旅游者在结束

旅游之后将问卷密封在信封之后交给导游, 再由导游将问卷

提交给旅行社。旅行社将旅游者的反馈信息进行整理之后 ,

再反馈给供应链上的其他旅游企业, 这样就有利于各旅游企

业发现自己存在的不足之处, 实施有效的改进措施, 从而使

绿色旅游供应链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水平得到提高 , 能够更好

地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4 .2  加快旅行社的集团化进程 目前, 我国旅行社的单体

规模普遍较小, 这对处于绿色旅游供应链核心地位的旅行社

发挥组织和整合作用十分不利。因此, 必须壮大旅行社的实

力, 而集团化是很好的途径 , 可以采取横向兼并与纵向整合

相结合的模式加速旅行社集团化的进程。按照我国旅行社

目前的发展状态, 可以针对市场上一部分实力较差的中小型

旅行社实施兼并完成横向扩张。对餐饮、住宿、交通、景点等

企业, 可以通过并购、兼并、战略联盟与特许经营权转让形式

实施纵向整合。对供应链中景区和航空这两个环节, 要在以

市场为主体的前提下, 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作用, 促进旅行

社与景区景点、航空公司的合作, 通过旅行社与景区间的团

购合作 , 旅行社和航空公司的包机合作实现多赢。

4 .3 增强供应链各旅游企业的合作 绿色旅游供应链上的

各节点企业不是孤立存在, 而是相互依存的。如果缺乏任何

企业的参与 , 供应链将变得不完整, 不能全面地满足旅游者

的需求。因此 , 要加强链上各旅游企业的协调与合作, 协调

不同企业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维持供应链的稳定。这就要求

各旅游企业要从供应链的整体利益出发, 以全局的观点和态

度, 将各自企业的利益和合作同盟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 才能使供应链上合作的多方保持长久合作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 , 提高各方的参与程度 , 最终提高整个供应链的

( 下转第2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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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激发形成山体崩塌、河岸坍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山

地灾害的关键性诱发因素。

4  结论

(1) 陕西省佛坪县山地灾害的发生主要受控于地质、物

质、地形地貌、人为活动和降雨5 大因子, 是多因子共同作用

的结果。但通过山地灾害分布与地质背景空间耦合性分析

表明, 二者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即秦岭南坡的佛坪山地灾

害主要发生在早元古代佛坪群和中元古代碧口群老地层深

变质岩区, 这是由于深变质岩区岩石、地层破碎、松散、节理

和裂隙发育的缘故。因此, 在日后的山地灾害预防过程中应

将主要的精力、财力和人力投放在对该地区深变质岩区岩石

和地层的监控、监测与预防上。

(2) 通过考察发现, 造成此地山地灾害损失严重的主要

因子之一是不恰当的人为生产活动行为, 表现在城镇建设规

划对潜在山地灾害的忽视和研究的匮乏, 人为堵塞河谷沟

道、改变其自然功能现象严重, 为严重灾害的形成埋下隐患。

因此, 在重视日常人为行为管理的同时应加强城镇建设前的

山地灾害环境分析, 特别对物质因子、地形地貌因子易于忽

视的条件应实地查勘综合分析。

(3) 佛坪县城是在袁家庄镇建制基础之上成立的县城 ,

位于汉江流域北侧子午河支流- 椒溪河的上游, 县城所在地

沟谷狭窄, 两侧坡面陡峭, 地质背景是老变质岩地层出露的

地区, 峡谷地貌发育, 以“V”字型为特征 , 是地貌发展过程中

的青年期, 是山地灾害极易发生的地区。这说明, 现在的佛

坪县城所在地是不宜于人类群居和城镇建设的区域。因此 ,

建议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尽早对佛坪县城进行重新规划和

选址, 以更有效地减少可能发生的山地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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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和竞争力 , 使供应链保持长久稳定。

在保持供应链稳定的基础上 , 应该创造很好的信息流

通环境, 一旦供应链上某个环节需要调整或改变, 要让相关

利益群体都了解。要实现这一目标, 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网

站, 各旅游企业把要调整的信息发布到网上 , 其他企业就能

根据对方的改变来调整自己的方案 , 从而实现各企业间的

协调一致。

4 .4  形成不同旅游区域间的联盟  在制定旅游规划和旅

游发展战略的过程中 , 各地区一般都以本地经济利益为根

本出发点 , 依照各自的行政区域来拟定旅游发展战略 , 这在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客观存在的跨地区旅游线路的整体性。

各地区进行自己的旅游开发和营销 , 一方面阻碍了旅游线

路的优化和完善, 另一方面造成了旅游产品趋同、各地不良

竞争的局面。因此 , 为了使绿色旅游供应链得到更全面发

展, 应该突破原有的以行政区域界限来进行旅游规划和线

路开发的观念。要通过区域合作, 联合营销的方式来整合

区域间的旅游产品 , 联合构建区域绿色旅游供应链。例如,

国内目前的珠三角旅游区、泛珠三角旅游区在区域联盟的

同时, 也应当将旅游供应链的区域联盟纳入目标发展体系

中, 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间的联盟。

5  结语

绿色旅游供应链以“绿色”理念为出发点 , 通过将不同

的旅游产品进行整合 , 在保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获得经济

效益。在提倡环保, 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 , 绿色旅游供应

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发展模式。绿色旅游供应链的发展模

式还有利于各旅游企业扬长避短, 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在今后的深入研究中 , 要进一步发现绿色旅游供应链实际

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解决方案, 从而更好地完善绿色旅

游供应链这一科学发展模式 , 促使绿色旅游供应链得到更

广泛认同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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