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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旅游产业关联性程度高，旅游供给的分割性和游

客对整体旅游产品的依赖性，决定了旅游协作发展在

区域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协作是可持续旅游的重

要元素。随着旅游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区域认

识到单凭一地之力已难以做大市场，区域旅游协作引

起了广泛关注，许多成果从不同角度为解决相关问题

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现代旅游业发端于西方，国外对旅游协作的研究

相对比较成熟：Jamal[1]提出了旅游协作的 3 阶段；

Timothy[2]得出了旅游协作的 4 种类型和 5 种模式；

Selin[3]提出了旅游协作的5个阶段，总结了影响旅游协

作的 5 种指标，建立了 4 种旅游协作模式；Bill

Bramwell[4]就地方旅游业协作的决策制定提出了一套

理论框架。中国对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研究起步于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相关文

献很多，详见薛莹、杨效忠、马晓冬等对区域旅游协作

的综述。此外也有很多学者就特定区域的旅游协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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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区域旅游协作、实现优势互补、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了中国旅游界的共识。河北省太行山

区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笔者认为区域旅游协作能够更加突出整体优势，是旅游经济深度发展的需

要。而源于生态学的共生理论为区域旅游协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基于共生理论，对太行山区旅游

协作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进行分析，指出旅游协作的基本路径是：形成共生环境，推进共生

发展，强化共生界面，实施联合营销，促进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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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Choice of Tourism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Taihang Mountai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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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of strengthening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achieving mutual benefits and making joint
progress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 in the tourism field.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aihang mountain
area of Hebei Province has beautiful scenery and abundant tourism resources. This article believed that
tourism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was the need of tourism economic depth development in Taihang mountain
area, also can display integral advantage. And the symbiosis theory from ecology provided a new idea for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ymbiosis units,
environment and mode of the tourism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in Taihang mountain area of Hebei Province. At
las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aihang mountain area, a feasible path of
tourism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was provided which included constructing symbiosis environment, promoting
symbiosis development, consolidating symbiosis boundary and implementing cooperative marketing.
Key words: Taihang mountain area; tourism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ymbiosis theory; path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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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从不同角度开展了探索和研究。

但是，随着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推进，人们逐渐发

现，区域旅游协作作为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

要素多，参与主体多样，具有复杂性与耗散结构性，仅

从经济、管理等角度研究不利于推动区域协作的进

展。共生理论最早产生于生物学界，后来被经济管理

等多个领域借鉴应用，对区域旅游协作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总的来说，国内把共生理论运用到区域旅游协

作的研究还较少，多是在社会经济其他领域的应用。

袁纯清[5-6]首先系统的运用共生理论广泛研究了社会经

济问题；冷志明[7]运用共生理论探讨了城市圈的一体

化机理；冷志明、张合平、朱俊成[8-9]基于共生理论进行

了区域协作发展研究。诚然，也有部分学者把共生理

论借鉴到了旅游领域：吴泓、顾朝林[10]应用共生理论研

究区域旅游竞合；侯国林[11]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游憩

商业区研究；杨永刚[12]基于共生理论研究对旅游资源

的整合；饶品样[13]在共生理论下研究了旅游产业集群

形成与演进。基于此，笔者尝试把共生理论引入到河

北省太行山区旅游协作发展中，将区域旅游协作各方

视为具有复杂相关关系的共生单元，从共生的角度对

区域旅游协作发展问题进行探索性理论研究。

1 河北省太行山区旅游协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1 区域旅游业深度发展的需要

河北省境内的太行山旅游资源丰富，是河北省旅

游业最具发展潜力和独具特色的一张王牌。丰富的旅

游资源分布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设区市，各市

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近，使得太行山区具备了

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深厚物质和社会基础。但长期以

来，各地旅游发展主要着眼于本行政区的范围之内，形

成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模式，“行政区旅游经济”现

象严重，难以实现旅游资源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

管理，致使人们对太行山旅游的整体印象很模糊。很

多游客都知道保定有野三坡、邢台有崆山白云洞、石家

庄有驼梁等独立的景区，但对太行山却了解不多或不

全面，甚至不清楚这些地方就是太行山。而区域旅游

协作发展可以从整体上整合区域旅游资源，产生互补

增强效应，提升整体竞争力，形成太行山旅游品牌，真

正实现旅游业的深度发展。

1.2 便捷的交通为旅游协作发展提供了条件

区域内有京广铁路、107国道、京深高速公路在太

行山前和山区纵贯南北，石太、邯（郸）长（治）铁路、石

黄、津保高速公路等横穿东西，并与京九、京沪铁路干

线及青银高速公路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其东临

的华北平原更是全国少有的公路、铁路、水运、民航等

运输方式组成的相当规模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各种

交通方式紧密结合与衔接，将太行山沿线城市连成一

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使河北省太行山区成为环京津地

区的主要旅游目的地。

1.3 互为客源市场，便于发挥整体优势

区域旅游协作存在的基础是协作方各自拥有具有

互补性或相似的旅游资源，但各自的旅游资源在市场

上的竞争力都不具有绝对优势，只要整合这些资源就

可以达到市场竞争优势。该区域整体上石家庄、保定

比较发达，邢台、邯郸、张家口较为落后，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旅游开发水平、旅游产品种类特色、居民消费习

惯、收人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强化了各地区

的相互关联程度。因此，协作发展旅游业、共同分享区

域内部客源市场，不仅能降低游客的出游成本，提高出

游效率，而且还会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较高的公

共管理成本，从而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2 共生理论在河北省太行山区旅游协作中的应用

2.1 共生理论与区域旅游协作

共生的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学界，由德国真菌学

家德贝里（Antonde Bary）在 1879年提出，并将其定义

为“不同种属生物生活在一起，进行物质交换、能量传

递”[14]。一般而言，共生是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

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由共生单元、共

生环境和共生模式 3要素构成。3要素相互作用的媒

介称为共生界面，它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

传导的媒介、通道或载体，是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

础[5]。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共生现象不仅存在

于生物系统中，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共生

思想开始广泛应用到社会经济研究的诸多领域。

生物种群的共生过程是一种自组织过程，共同进

化、共同发展、共同适应是共生的深刻本质[8]。区域旅

游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旅游发展现象，区域旅游协作发

展是区域内各旅游区单元之间的协同共生，通过自组

织形成高效和高度有序的整合，实现区域内各旅游区

单元互利互惠、一体化共生的区域旅游发展方式。共

生理论所研究的种群之间信息传递、物质交流、能量传

导及协作共生模式和环境，对区域旅游协作问题具有

良好的兼容性和适用性。

2.2 河北省太行山区旅游协作的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

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当

把河北省太行山旅游协作区域看成一个共生体时，各

参与旅游协作的区域就成了一个个共生单元。在区域

旅游协作中，各共生单元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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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程度，对旅游协作持续、稳定发展，形成共生的状态

非常重要。另外，共生单元的多少（即区域协作的范

围）也十分关键，区域范围过小，形不成支持旅游协作

发展的腹地；区域范围过大，容易形成旅游协作外延太

“泛”，而内涵不“实”，达不到区域经济合作应有的“吸

附”作用[8]。

河北省太行山区位于河北省西部，东经 113°

30′—115°44′、北纬36°13′—39°30′之间，南北蜿

蜒超过 400 km，呈狭条状纵穿张家口、保定、石家庄、

邢台、邯郸五市的 29个县、市、区（见表 1）。总面积约

3.8万km2，山区人口约1000万。对游客出游行为的研

究表明[15]，80%的国内游客出行范围大都在 500 km以

内。河北省太行山区这条路线贯穿了河北省，属于游

客中长途旅游的范围，因此河北省太行山区协作范围

是可行的。

参与旅游协作的各县、市、区都是一个共生单元，

各共生单元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近，使得太行

山区具备了旅游协作发展的基础。由于旅游业需要依

托不同的区域空间和不同的产业，旅游资源的分布和

行政区划紧密结合，导致旅游资源开发中缺乏整体

性。只有遵循旅游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实质性的

协作，才能克服旅游发展中的弊端。

2.3 河北省太行山区旅游协作的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存在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

指除共生单元以外的一切影响因素的总和，它们之间

的相互作用通常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互流来实现。

旅游协作的共生环境包括旅游资源基础、协作发展的

机制、自然社会背景等条件。

自然环境方面，太行山区四季分明，部分地区形成

独特的小气候；山体陡峻挺拔，受到拒马河、滹沱河等

河流的切割，横谷发育，形势险要；山体由多种岩石结

构组成，呈现不同的地貌单元；山地对夏季风有明显阻

滞作用，迎风坡降水较多，成为河北省降水丰富的地

区。人文环境方面，太行山区处于农牧过渡地带，自古

一直是各种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交流和碰撞的热点

地区，从而留下了各种文化交流、汇集和融合的记载和

痕迹；诸多山清水秀之地，也成为僧、道、文人居士等隐

居场所，各种寺院、庙宇不计其数。上述自然地理特征

为太行山区孕育了独特的山水、气候、植被景观，再加

上特定的人文景观，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太行

山区现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地质公园2处、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4座、国家级森林公园12个、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5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座、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 8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 43处，文物保护

单位近百家。

从目前旅游资源的开发来看，各共生单元都纷纷

开发旅游景区或项目，极力推出自己的品牌，但由于各

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经常出现低俗粗劣、简单

模仿、重复雷同的情况。在品牌建设上的力度还不够，

影响力较小，旅游形象模糊、过度竞争、收益差的问题

日益明显。面对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必然潮流，如何

避免弯路更好的发展太行山区旅游业是一个现实问

题。

2.4 河北省太行山区旅游协作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

合的形式，包括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对称

互惠共生4种共生行为模式和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

共生、一体化共生 4种共生组织模式。旅游协作是通

过合作性竞争实现单元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

这种竞争是通过共生单元在旅游发展思路、管理体制

创新以及共生单元之间重新分工定位来实现的。在区

域旅游协作发展中，寄生的行为模式和点共生的组织

模式表现为共生体中的一个或几个主导力量，这种主

导力量可能是非常著名的风景区或旅游目的地，与其

他共生单元关联性很强，通过龙头带动实现区域内品

牌打造、旅游线路互联。这种模式的运行效率比较低，

给区域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对称互惠共

生的行为模式和一体化共生的组织模式是实现共生单

元“双赢”和“多赢”的理想模式。

太行山区旅游协作共生模式的确立首先要以地方

利益为基础，旅游协作体共生发展为协作目标；其次，

要以市场机制为协作方式，逐步打破地区封锁，建立统

一市场，包括旅游企业联营、促销联合、信息资源共享、

系统网络共建、客源市场共享等方面的协作；再次，要

以政府协调为协作保障，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包括制

度、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统筹管理等方面的协作；最

后，充分发挥各共生单元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区域旅

游协作发展目标的最大化。

表1 河北省太行山区政区范围

所属城市

张家口

保定

石家庄

邢台

邯郸

包括的县、市、区

涿鹿县、蔚县

阜平县、曲阳县、唐县、顺平县、满城县、

易县、涞水县、涞源县、徐水县

赞皇县、元氏县、平山县、井陉县、鹿泉市、

行唐县、灵寿县、井陉矿区

邢台县、沙河市、临城县、内丘县

涉县、武安市、磁县、邯郸县、峰峰矿区、永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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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省太行山区旅游协作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区域旅游协作发展过程中，旅游区域之间或区

域内部的不同旅游利益相关主体，为了实现更大的共

同利益，依据一定的原则和制度，将旅游系统中的生产

力要素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整合和优化，形成规模更

大、结构更佳、品牌更高的旅游产品市场体系。区域旅

游协作的过程恰恰是生物共生理论中共生模式的形成

和运行过程。区域旅游协作的机理在于区域旅游系统

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与他组织系统，由若干不同等级、

不同功能的单元构成，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是客观存

在的，区域差异是客观事实。因而，区域单元间形成了

种种彼此相关的关联性，区域共生正是基于以要素流

为媒介的区域竞争与合作发展模式，用于解决区域共

生过程中的问题，促进区域合作、互动、协同与共赢，实

现共生协同的放大效应[16]。在共生理论的指导下，河

北省太行山区旅游协作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是：形成

共生环境—统一规划与共生发展—强化共生界面—联

合营销，这样就可以形成太行山区的统一形象，树立品

牌，实现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

3.1 形成旅游协作的共生环境保障机制

旅游协作是建立在权力和利益分担的基础上，太

行山区旅游协作理想的共生环境条件应该是参与旅游

协作的共生单元之间在责权利统一的框架之下，形成

资源共享、互约互信、双向激励。要保障本区旅游协作

的持续运行，使太行山区旅游协作向良性互动方向迈

进，建议建立以下机制：（1）激励机制，主要是增强各共

生单元在推进旅游协作中的积极性；（2）约束机制；

（3）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旅游协作是各共生单元的协

作，核心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因此，区域经济合作的形

成和有效运作，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区域利益共享与

补偿机制，即区域各方在平等、互利、协作的前提下，规

范各方之间的利益转移，以实现整体利益在地区间的

合理分配。

3.2 统一规划，共生发展

太行山区旅游协作发展适合资源市场型的共生发

展形式，协作潜力大。首先要对旅游资源进行彻底的

清查与整理，确立开发层次、类别、数量及保护状况进

行重新定位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对旅游资源、产品和

客源等，进行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为旅游可持续发展

提供科学的依据。太行山区旅游资源特色鲜明、互补

性强，在各政府协作的框架之下，要树立“大旅游、大联

合、大产业、大市场”的理念，积极主动加强沟通协作，

形成旅游发展的统一格局。沿线城市旅游资源的区域

差异是太行山沿线区域旅游相互合作、增强整体吸引

力的重要立足点。各城市要根据旅游资源的地域特

征，大力培育特色旅游板块，在太行山区旅游整体形象

下充分彰显个性，做到和而不同，避免旅游产业同质竞

争。同时，沿线城市还可以通过互送游客等多种形式，

在资源优势互补方面开展合作，增强沿线城市旅游产

业的发展活力。

3.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是指共生单元之间的接触方式和机制的

总和，或者说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传导的

媒介、通道或载体，对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共生系统达到

均衡有重要影响[5]。在区域旅游协作中，各种交通、通

讯等基础设施是游客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不

可或缺的物质载体或媒介，是区域旅游协作的重要基

础。没有这些基础设施，资源将无法流动。相反，完善

的基础设施会加速资源的流动，提高市场配置效率，使

区域旅游协作的运行费用相对降低。因此，提高基础

设施水平是畅通区域旅游协作共生界面，促进区域旅

游协作的必要条件。

协作的各景区之间交通不畅是当前制约太行山区

旅游协作发展的瓶颈。尽管太行山区外部交通条件优

越，各种交通方式紧密结合与衔接，但进入景区的大部

分交通线路的级别低，很多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

可进入性极差。即使是开发较好的地方，交通条件也

不尽如人意，很多落后山区的旅游开发还只是停留在

“爬山”的局面，加上一些景区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建设、

编队式管理和服务水平不到位，难以与太行山旅游的

主线实行很好对接。因此，下大力气建设进入太行山

景区高等级山区公路，尽快打通旅游通道，缩短区内景

区之间的距离，实现区内旅游交通的网络化，已成为旅

游协作发展的当务之急。

3.4 统一形象，联合促销

太行山区旅游要实现共同协作发展，必须注重突

出区域旅游的整体风格，以太行山区旅游整体形象宣

传和联合促销的形式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是价值

提升的重要形式。通过制定实施整体旅游形象宣传计

划，实行统一策划形象、统一对外宣传、统一包装线路，

大力开展联合促销推介活动，形成整体合力，提升太行

山沿线区域旅游的品牌认知度。在整体品牌打造上，

以太行情深为情感纽带，以文化之旅为形象基础，把燕

赵文化、太行山精神和西柏坡精神融人其中，形成地方

景观、文化本色与现代旅游理念的完美结合，打造独具

特色的旅游形象品牌。在联合促销上，区域内的原来

单个的旅游产品进行重新定位、组合、包装，形成新的

主题旅游产品和线路，然后将太行山区作为营销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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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主导品牌为主角，共同促进太行山区旅游产业的

发展。

4 讨论

随着“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发展思想逐步被接

受，国内各具特色的区域旅游协作层出不穷，不仅协作

的数量逐渐增多、力度逐渐加大，而且协作的广度、深

度也进一步拓展，已成为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

亮点。空间格局上，总体是国内发达地区、沿边地区的

旅游协作先行，继而带动更大范围内的协作；空间层次

上，既有跨国区域旅游协作，也有国内跨省、省内跨县

（市）的旅游协作；功能结构上，有目的地与客源地之

间、目的地之间的协作，也有互为目的地、互为客源地

的协作。在各种形式的区域旅游协作中，发展比较成

熟的有以旅游资源和旅游景区为中心形成的区域，如

黄山旅游圈、三峡旅游区等，以旅游城市为核心形成的

区域，如穗港澳旅游区、长江三角洲旅游区、桂林旅游

区等，还有一种范围更大、结构更松散的泛旅游区域，

如泛珠江三角洲旅游区、东北旅游区等。河北省太行

山区是以旅游资源和旅游景区集聚而形成的省内旅游

区，旅游协作的概念已经提出很久，但旅游协作还没有

实质性的突破，还主要是重形式、重研讨，许多观念还

多停留在地区旅游行政管理层面上，协作进展缓慢，成

果难尽人意。

在旅游协作的研究方面，协作机制和模式是区域

旅游合作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研究难度比较大。目

前的区域协作机制存在什么问题，如何建立更好的协

作机制促使区域旅游协作协调发展是可以继续研究的

空间。国外区域旅游协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对中国有

着积极的启示，但旅游协作很多的涉及行政辖区、政府

等内容。由于中外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行政管理的巨大

差异，西方关于旅游协作的研究仅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不可照搬。而中国学者在区域旅游协作方面的研究感

性认识和一般性理论探讨相对较多，对区域旅游共生

的深层机制分析相对薄弱，对区域旅游协作向纵深发

展的模式分析有待深入。

基于共生理论探讨区域旅游协作形成了一个新的

研究视角，拓宽了旅游协作研究的学术视野。参与区

域旅游协作的旅游企业、当地政府等利益主体都是存

在复杂关系的旅游系统，各主体对旅游生产力要素整

合、配置的过程恰似生物群体共生机制的作用过程和

共生模式的形成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个的共生单

元。借鉴共生理论，区域旅游各共生单元通过激励、市

场调节、博弈、利益让渡和监督控制，实现共生的过程

就是协作机制的作用过程。而互惠共赢的行为模式和

一体化共生的组织模式又是实现区域旅游协作共生的

最有效、最稳定的模式，实施资源整合、品牌共建、形象

共塑、设施共建、生态环境共同维护等方面的协作。但

把共生理论引入旅游协作的时间还很短，在研究上需

要继续深入扩展共生理论的应用面，应运用一些量化

手段，通过构建模型等分析旅游协作共生单元之间的

关联程度、利益协调机制和共生效果评价等内容。通

过以上机制和模式研究，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新思路

和可操作的方法，最终形成一种可复制或可借鉴的、系

统的区域旅游协作体系。

参考文献
[1] Jamal T. Community round tables for tourism-related conflicts: The

dialectics of consensus and process structures in tourism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s: Politics, practice and sustainability

[A].//Bramwell B. Tourism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s: Politics,

Practice and Sustainability[C].Clevedon: Channel View, 2000:

159-182.

[2] Timothy D. Cross-border partnership in tourism resour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parks along the US-Canada border[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99(7):182-205.

[3] Selin S. Developing a typology of sustainable tourism partnerships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99(7):260-273.

[4] Bill Bramwell. Collaboration in local tourism policymak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2):392-415.

[5] 袁纯清.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7-9.

[6] 袁纯清.和谐与共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5-59.

[7] 冷志明,易夫.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圈经济一体化机理[J].经济地

理,2008(5):433-434.

[8] 冷志明,张合平.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经济合作机理[J].经济纵横,

2007(4):32-33.

[9] 朱俊成.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合作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0(5):92-94.

[10] 吴泓,顾朝林.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以淮海经济

区为例[J].经济地理,2004(1):104-106.

[11] 侯国林,黄震方.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游憩商业区(RBD)发展对策

研究[J].江苏商论,2008(1):37-39.

[12] 杨永刚,景天星,秦作栋.基于共生理论与产业集群的旅游资源整

合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1):630-634.

[13] 饶品样.共生理论视角下的旅游产业集群形成与演进研究[D].西

安:西北大学,2010:40-42.

[14] Quispel A. Som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symbiosis [J]. Antonie Van

Leeuwenhoek, 1951,17(1):69-80.

[15] 吴必虎.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四种规律[J].城市规

划.1997(4):27-31.

[16] 申秀英,卜华白.中国古村落旅游企业的“共生进化”研究[J].经济

地理,2006,26(2):322-324.

·· 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