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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年关于旅游安全研究的综述与启示 

 郑向敏 高 玲（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福建泉州 362021） 

摘 要：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旅游安全研究

逐渐成为旅游学术界的热点研究对象。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2004~2008年“旅游

安全”目录下检索到的论文为样本文献，从旅游安全基础理论研究、旅游安全认知研究、旅

游安全保障与评价体系研究、旅游安全实证研究以及其他旅游安全的相关研究等方面分析中

国旅游安全研究的学术动态，并对研究进展和热点问题进行了综述研究，最后对国内旅游安

全研究的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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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tourism，people pay more and m

ore attention on tourism security and tourism security resear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study in tourism academia.Taking the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2004 to 2008 on CNKI a

s sampl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ademic trends of Chinese tourism security research an

d gets a summarized study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hot topics in recent years，which 

involves basic theories，cognitive research，security and evaluation system，empirical resea

rch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es.Finally it also estimates the developing trend and necessity

 of the study on tourism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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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安全在国内特别是 2000年以后是旅游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而 2003年“非典”

事件的发生，使学者们对旅游安全问题更加关注，这一时期涌现的大量文献可以视为旅游安

全研究领域的拓展。但是旅游安全研究至今仍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在旅游学科研究中还没

有应有的地位，有关旅游安全的定义、本质、内容和管理等研究还有很多争议。在国内部分

研究者已经对旅游安全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关于旅游安全的研究专著《旅游安全理论与实践

——福建省个案研究》（郑向敏，2002）和《旅游安全学》（郑向敏，2003）
［1］对 2000年

及以前的旅游安全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述评；接着郑向敏、宋伟（2005）
［2］对 2004

年以前的国内旅游安全研究进行了综述，这些成果说明旅游安全的研究日益得到学者们的重

视，并且逐渐系统化和深入化。由于前人对 2004年以前的旅游安全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全

面的回顾和综述，同时旅游安全问题也出现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旅游安全”为检索词，查找到了相关文章近 128篇

（见表 1），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综合分析，梳理出其规律和特征，将其归纳为旅游安全基础

理论研究、旅游安全认知研究、旅游安全保障与评价体系研究、旅游安全实证研究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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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安全的相关研究等五大方面的内容（见表 2），力求对 2004年以来旅游安全的研究作

比较全面而系统的概述，以期有利于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一、关于旅游安全基础理论的研究 

纵观国内关于旅游安全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该方面的研究是旅游安全研究领域中

的薄弱环节，由于旅游业中旅游安全问题涉及内容和领域的广泛性，进行旅游安全理论研究

的难度也相应加大。 

1．旅游安全研究综述 

完善的研究综述不仅可以巩固旅游安全领域的理论研究，而且为学者们进行研究提供了

良好的参考价值。国内一些学者对旅游安全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主要涉及旅游产业安全
［3］、

旅游危机管理
［4］以及女性旅游安全

［5］等方面的研究。 

2．旅游安全特征、表现形态及影响因素研究 

旅游安全特征、表现形态和影响因素是进行旅游安全研究的基础和支撑，厘清旅游安全

的特征和相关因素是对旅游安全的本质进行分析的关键。旅游安全既有安全生产管理的一般

特性，更有其独特的产业特征，如旅游安全是动态的安全保障、旅游安全的本质是人的安全

等特点。从旅游安全的特点来看，旅游安全问题不仅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而且对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会带来影响
［6］。其中，旅游

景区安全是旅游安全中的重点内容之一，近几年国内部分学者以风景区旅游安全为研究对

象，分析风景区旅游安全问题的表现形态，构建风景区安全管理体系（见图 1）
［7］，并阐

述了景区较完善和较系统的安全管理措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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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游安全事故及安全管理研究 

一般来说，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但可以对已发生的安全事故进行分

析，提炼出经验，为旅游安全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国内近年来对旅游安全事故及安全

管理的研究较多，包括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机理、类型、分布特征以及旅游安全事故管理建

议等
［9］，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得到了拓展，如林香民、李剑峰等（2004）

［10］运

用安全系统工程的安全分析方法，对涉及旅游业的各种安全事故危险源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研

究；罗振军、佟瑞鹏（2008）
［11］分析了旅游景区事故的主要风险和发生机理，提出旅游景

区人群安全容量的测算方法，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旅游景区的事故风险水平。旅游安全事

故的研究凸显出旅游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学者们在旅游安全管理系统和对策措施方面都做了

研究，如林香民、李剑峰等（2005）
［12］提出了利用 ArcIMS的系统构建旅游安全管理系统，

并具体阐述了运用 ArcIMS作为旅游安全管理系统的平台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赵 

士德、郭小莉（2008）
［13］从加强旅游地社会治安、提高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能、加强

旅游者安全意识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如何改变旅游安全系数降低的现状。 

4．旅游危机及风险研究 

由于近年来旅游危机发生频繁，国内学者在 2004~2005年掀起了对旅游危机研究的热

潮，为丰富旅游安全的研究内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旅游危机研究 

与旅游危机相关的研究文献比较多，包括旅游危机的类型、影响内容、影响范围和影响

机制
［14］、诱因以及危机的不同阶段应采取的管理措施和对策

［15］（见表 3）等。值得注意

的是，国内许多学者对旅游企业危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如旅游企业危机的概念、现状、种

类、成因、特点和管理措施等。此外，丁宗胜（2004）
［16］、夏保国（2005）

［17］、陈玲（2

006）
［18］等也对旅游企业危机进行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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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旅游危机管理是旅游危机研究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旅游危机管理包括战略管理

与战术管理，主要涉及危机爆发前阶段、爆发阶段和结束阶段等 3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分别

采取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危机修复与总结等管理措施。但不同的旅游危机具有自身的特殊

性，因此，应灵活运用旅游危机管理措施
［19，20］，并构建动态的、有机联系的旅游危机管理

体系
［21］（见图 2）。 

（2）旅游安全风险研究 

作为具有公共性特征的旅游安全风险管理，其管理更渐趋复杂，因此，分析旅游安全风

险可以降低旅游安全问题发生的频率。国内部分学者对旅游安全风险管理、评价及对策进行

了研究。旅游安全风险系统是由旅游者与旅游景区环境共同组成的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它

们在旅游安全上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特定的相互依赖的系统，其组成和结构

如图 3所示
［22］。另外，文军（2005）

［23］、张传统（2008）
［24］也从旅游安全风险管理网

络及如何防范风险等方面对旅游安全风险进行了研究。研究旅游安全风险的组成、结构和内

容，可以探究旅游事故发生机制，减少旅游事故发生概率，降低旅游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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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旅游安全认知的研究 

国内近年来有关旅游安全认知的研究比较少，这不是旅游安全研究领域的理想状态，实

践证明，很多旅游安全问题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对旅游安全认知不够透彻。安辉等（2005）
［2

5］、高萍等（2006）
［26］对影响旅游者主观风险认知的因素及乡村旅游游客安全认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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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旅游危机管理中的建议以及乡村旅游游客安全认

知的量表。 

三、关于旅游安全保障与评价体系的研究 

旅游安全保障与评价体系是历年来旅游安全研究领域的重点内容之一，这与其重要性有

关， 

国内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安全应急救援、保障与评价以及旅游保险等方面。 

1．旅游安全应急救援研究 

旅游安全救援是对旅游活动中发生安全事故的相关当事人提供的紧急救护和援助，是保 

障旅游者安全、维护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一个高效完善的旅游安全救援系统应

该由 

核心机构、救援机构、直接外围机构、间接外围机构等 4部分共同组成
［27］。另外，李

树民等（2004）
［28］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建构预警机制的步骤和方法，林香民等（2

005）
［29］研究了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旅游安全保障研究 

旅游安全保障是旅游者活动能够安全、顺利进行，旅游业能够得以正常运作的保障。一

方面，旅游者需要旅游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旅游业需要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需

要保护资源安全，旅游业也有义务维持社会稳定，保障旅游活动安全有序地进行。因此，旅

游安全保障在旅游活动中乃至整个旅游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旅游安全保障体系的

系统构成如图 4所示
［30］。 

  

另外，近年来对于旅游安全保障方面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如对

高危险性旅游项目安全保障
［31］、探险旅游安全保障

［32］、旅游景区安全保障义务
［33］等方

面的研究，且杨俭波等（2007）
［34］将 BP神经网络预警技术应用于旅游安全预警信息系统

的开发实践，从而建立了一个基于 BP神经网络的旅游安全预警模型。 

3．旅游安全评价研究 

近年来有关旅游安全评价研究的视角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很多学者分别从旅游生态安全

预警评价
［35］、旅游交通安全评价

［36］、滨海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
［37］、栈道安全评价

［38］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旅游安全评价就是对系统组成的完善性、结构的合理性、危险因素的主

次性进行评价，通过安全方面的技术管理、设备管理、作业环境管理、行政管理、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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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旅游系统安全性达到规定的要求，固有的危险性得到控制，从而使整个旅游系统具备

可靠性、稳定性和安全性。旅游安全评价包括危险性辨识和危险性评价两个部分，如图 5

所示
［39］。 

  

4．旅游保险研究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旅游保险意识的增强，有关旅游保险方面的研究文献大幅增加，共

检索到 16篇。旅游保险是指旅游活动的投保人根据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

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在旅游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事故及其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伤亡承担保

险赔偿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在旅游活动中死亡、伤残、疾病时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行为。

我国旅游保险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根本措施在于旅游保险体系的创新
［40］。 

其他有关旅游保险的研究内容大多聚焦在旅游保险的类型
［41］、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42］

以及推进我国旅游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对策、措施
［43］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葛军莲（2006）

［44］分析了制约目前中国旅游保险发展的因素，提出导致这种不均衡的深层次的原因是旅游

保险供需两不旺，最后提出协调我国旅游保险供给和需求、促使我国旅游保险高均衡发展的

对策和建议（见表 4）。 

四、关于旅游安全实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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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索到的研究文献可以得出，近年来旅游安全实证研究涉及的范围和地区非常广泛，

包括具体旅游景区（点）、具体亚洲其他国家及旅游城市、具体旅游安全事件等，具体研究

分布情况见表 5。 

 

五、其他旅游安全的相关研究 

1．不同区域与群体的旅游安全 

对于不同区域旅游安全的研究，国内参考文献主要涉及宏观方面的区域性旅游安全问题

［45］及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安全问题
［46］．而有关不同群体旅游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旅

游
［47］、青少年旅游及学生旅游等方面。 

2．专项旅游安全研究 

近些年国内有关专项旅游安全研究文献的数量逐渐增多，根据文献检索，国内共有 19

篇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包括生态旅游安全、岛屿旅游安全、自助旅游安全、

体育旅游安全、会展旅游安全等 11个方面，具体研究分布情况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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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与启示 

通过对国内旅游安全研究的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旅游安全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

步。文献的数量渐渐增多，开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研究过

程中出现了新的旅游安全研究的方法，不再局限在以前的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数理统

计法等，而是将旅游本底线法、层次分析法、安全系统工程的安全分析法、地理信息系统方

法和计算机分析软件等应用到旅游安全研究中，灵活地运用其他学科知识如安全学、数学、

统计学、经济学、地理科学和生态学等来分析旅游安全。同时，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特别

是有关旅游危机的研究，由于近几年旅游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在 2005和 2006两年学者们对

旅游危机研究的文献大幅度增加，不仅从宏观上进行旅游危机管理研究，在微观上也进行了

深入探析，如旅游企业危机研究、旅游景区危机管理和危机公关等，提出的危机管理措施对

旅游业的发展有很大借鉴意义。 

但是由于我国旅游安全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中也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学者们大都是从

旅游者安全角度分析，研究视角没有更广泛地扩展，如对旅游客体安全和旅游媒体安全的研

究比较少；同时宏观研究比较多，微观研究比较少，没有具体深入到旅游安全的本质上；研

究内容也有雷同和重复之处，创新理念和理论比较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旅游学界对旅游安全领域的理论研究应主要集中于基本分析

框架的完善、本质和原理的探讨，进行旅游基础理论方面的学术创新；实证研究应加大对国

内典型城市的旅游安全现状的分析，以及相应的对策探讨。特别是对旅游安全成功案例进行

研究，可以为旅游安全问题的解决和应对新的旅游安全问题的出现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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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是要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很好地运用到旅游安全的实践中，为旅游业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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