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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我国旅游规划研究领域
热点问题综述

周玲强 　张文敏
（浙江大学 旅游管理系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基于 CNKI的文献检索与分析结果表明 ，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旅游规划相关研究总体上呈现

持续 、快速和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 。旅游规划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 、区域旅游 、GIS
技术 、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 、西部旅游和利益相关者这七个方面 。上述热点问题之间相互关联 ，互相渗

透 。总体而言 ，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旅游规划的研究表现为多学科支撑 、多角度切入以及新概念 、新技术不

断被引入的特点 ；与此同时 ，不同问题的研究进展又各不相同 ：有些尚处于概念引入和理论介绍的定性研

究阶段 ，而有些则已经或正在向变量分析的层面挺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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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Central Issues in Tourism Planning by Academics
in China since 2000

Zhou Lingqiang 　 Zhang Wenmin
（Department o f Tourism Management ，Zhe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５８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findings based on CNKI indicate that the gener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planning by academics in China present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as continual ， rapid and
comparatively steady ．The central issues in the research field lie in ecotourism ，regional tourism ，

GIS ， rural tourism ， sustainable tourism ， tourism in Western China ，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 ．These issues have correlated and influenced one another ．The researches on these
issu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a collaborative manner ．Generally speaking ， the research on
tourism planning in China since ２０００ has been gaining more and more theoretical support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are conducted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Lots of fresh
ideas or advanced techniques have been constantly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tourism planning ．

The research levels of the above mentioned issues are different ．Some of the researches a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theory introduction or concept employment ，while the others have already been



carried to or just ready for the depth of variable analysis ．
Key words ：tourism planning ；central issues ；literature research ；research review

　 　旅游规划是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近年来 ，尤其是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 ，旅游规划实践与理

论研究都获得了较大发展 。了解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 ，掌握其研究进展 ，有望从中获得后续相关

研究的切入点或突破口 ，并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发展 。

本文依托 CNKI这一研究平台 ，通过文献检索和分析的方式 ，首先对旅游规划研究领域的热点

问题进行界定 ，随后对经过确认的热点问题进行述评 。

一 、研究方法与过程简介

（一）对旅游规划研究进行整体把握

为了对旅游规划研究进行整体把握 ，笔者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初首先在 CNKI中进行“跨库初级

检索” 。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

文全文数据库” ，在检索项“题名” 、“关键词”和“摘要”下 ，分别输入检索词“旅游规划” ，设置检索

时段为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年 ，匹配为“精确” 。经过初步整理 ，得到以文献数量为表征的检索结果 ：有

关“旅游规划”的文献 ，在“题名”检索项下共 ５４２ 篇 ，“摘要”下共 １ ２８５ 篇 ，“关键词”下共

１ ６８６篇 。

对上述各检索项下的检索结果进行逐年排列 ，得到如图 １所示的整理结果 ：

图 １ 　各检索项下检索结果逐年分布图

对“题名”检索项下的检索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遴选出硕博文献 ，整理结果如图 ２所示 ：

图 ２ 　 “题名”检索项检索结果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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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各项检索结果可知 ，单纯从文献数量来看 ，２０００年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旅游规划”的

相关研究呈现持续和快速发展的态势 。

（二）确认旅游规划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为了对旅游规划热点问题进行把握 ，本文选取“题名” ①项下的检索结果作为对相关文献进行

挖掘研究的对象 。

对检索到的 ５４２篇题名中包含“旅游规划”的文章进行浏览 ，根据相关词汇出现的频度 ，初步整

理出该领域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 ，分别是 ：生态旅游 、GIS 、乡村旅游 、SWOT 分析 、可持续发展 、环

境容量 、景观设计 、城市规划 、区域旅游 、主题形象设计 、社区参与 、利益相关者等 。根据旅游规划研

究的内容层次 ，上述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

（１）关于旅游规划本身的研究 ，包括旅游规划的概念 、内容 、任务 、性质等 。 （２）高于旅游规划

的问题 ，即旅游规划中相对处于“战术层”的问题 ，例如生态旅游（尤其是广义上的生态旅游）和可持

续发展等 。 （３）与旅游规划处于同一层次的问题或属于旅游规划应用领域的问题 ，如城市规划 、区

域旅游 、乡村旅游 、西部旅游等 。 （４） 作为旅游规划的组成部分 、技术或理论支撑的问题 ，例如

GIS 、景观设计 、SWOT 分析 、利益相关者 、社区参与等 。

对上述初步确定的热点问题进行探索性文献检索 ② 。在 CNKI中 ，选择“跨库高级检索” ，仍以

“题名”为检索项 ，输入检索词“旅游规划”和相关问题 ，如“GIS” ，并设其关系为“并且” ，匹配为“精

确” 。以同样的方法得到图 ３所示的各项初选热点问题检索结果 。

图 ３ 　初选热点问题文献检索结果

在基于文献检索的热点问题分析中 ，相关问题被确认为热点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文献数

量 。考虑到 ２００８年的文献可能会有所缺失 ，在以年均一篇以上（含 １篇）文献的标准下 ，文献数量

大于或等于 ８的问题最终被确认为热点问题 ，包括利益相关者 、西部地区 、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 、

GIS 、区域旅游和生态旅游 。

在对热点问题进行确认的过程中 ，根据前期相关研究对个别方向及检索结果进行了重新归并

和整合 ：（１）根据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可知 ，社区实际上是利益相关者格局中一个重要的利益主

体 ，因此 ，将关于社区参与的方向归入利益相关者方向 ，最终文献数量为 ８ ，列入热点问题 。 （２）关

于环境容量 、环境承载力的研究 ，因其核心内容的高度重叠性而被合并 ，但因文献数量不足 ，最终未

能入选 。 （３）关于西部与欠发达地区 ，尽管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皆有较大区别 ，但结合我国的背

景 ，考虑到其在特定研究情景下的相互覆盖度较高而被合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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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选取“题名”为检索项是基于以下考虑 ：有效压缩文献数量 ，进一步遴选出相关度较高的文献 。

通过文献检索对上述初选“热点问题”进行确认 。



从最终整理结果来看 ，检索到的热点问题基本全面涉及上文所述旅游规划研究各个层次的问

题 ，且不同层次间问题的数量分布较为均匀 。这初步表明本文对热点问题进行确认的方法具有一

定的有效性和可信性 。下文将结合相关文献 ，分别对上述七个热点问题进行述评 。

二 、热点问题综述

（一）生态旅游

从检索结果可知 ，２０００年以来在检索项“题名”中包含“旅游规划”和“生态旅游”的文献共 ７０

篇 ，其逐年分布情况如图 ４所示 ：

图 ４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年旅游规划领域“生态旅游”文献分布

从上述文献总量及年度分布状况可知 ，近年来 ，关于生态旅游的研究日趋升温 。上述检索到的

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 ：

第一类是对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性论述 ，涉及一般性的概念 、生态旅游规划的原则和方法

等 。郑黎文 、赖庆源和吴继林分析了天宝岩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条件 ，提出区域旅游规划的

原则 、总体布局及保护规划 ，指出生态旅游是实现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之一［１］
。 石金莲和

李俊清介绍了生态旅游规划的原则 、程序和环境容量问题［２］
。 而吕敏和闫来英认为 ，生态旅游

能否真正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其规划是否合理 。文章对当前生态旅游发展中所存

在的问题 ，以及生态旅游规划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今后生态旅

游规划中应注意的问题［３ ］
。孔凡斌和王晶则对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的理论基础 、原则 、方法及

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对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的特殊性 、未来发展趋势进

行了展望［４］
。

第二类是基于具体案例或特定背景的生态旅游规划分析 ，其中涉及多种规划理论和技术 。刘

忠伟 、王仰麟和陈忠晓从旅游供给方 、旅游需求方及二者的综合层次三个方面对生态旅游进行了定

义 ，探讨了景观生态学在生态旅游上述三方面尤其是生态旅游规划管理中的应用 ，认为景观的结构

与功能 、生态整体性与空间异质性 、景观多样性与稳定性以及景观变化等景观生态学理论可以作为

生态旅游规划管理的理论基础［５］
。李永东 、陆其峰和潘晓玲则以天池风景区规划为例阐述了生态

旅游规划应突破以风景区为主的单一旅游景观格局 ，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 、旅游地理学和旅游经济

学理论 ，按照景观格局的梯度性变化 ，以增长旅游线路 、丰富景区类型 、提高旅游收入为内容 ，以保

护景区资源 、开发景区资源为目标 ，开展基于发展“大旅游”思想的 、以流域为单元的全面战略性规

划［６］
。李铭 、孙心亮和武弘麟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 ，分析了长白山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景观建设

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将生态旅游城规划为“一核 、两叶 、三轴 、四区”的布局结构 ，为二道白河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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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的景观规划提供了依据［７］
。胡静和秦志玉则介绍了自然意识的缘起 ，比较了自然意识和

人本环境论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其主要特征的分析 ，探索生态旅游规划的指导思想 ；结合中国古

代“天人合一”思想提出了自然意识对生态旅游规划的五点指导原则 ；并结合安徽板桥自然保护

区的生态旅游规划对其应用进行了介绍［８］
。杨阿莉探讨了“增长极理论”在西部生态旅游规划

中的应用意义［９］
。熊姁等运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计算出赛武当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承载力和本

底生态足迹 ，研究表明保护区生态旅游的环境承载力等于保护区生态承载力减去保护区本底生

态足迹［１０］
。

总而言之 ，旅游规划领域内生态旅游的研究主要是将规划作为实现生态旅游或旅游生态化发

展的保障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可以预计 ，今后的研究将更加强调立足于具体案例的深入分析 ，并进

一步体现规划的技术性 、保障性作用 。同时 ，更多有利于实现旅游生态化发展的理念和技术将被引

入旅游规划领域 。旅游规划作为保障生态旅游的一项措施 ，也将会受到更多关注 。

（二）区域旅游

近年来 ，在旅游规划相关研究中 ，区域旅游问题引起了人们的较多关注 。 ２０００年以来 ，相关文

献共 ２２篇 ，在本研究中仅次于生态旅游 ，其逐年分布情况如图 ５所示 ：

图 ５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年旅游规划领域“区域旅游”文献分布

根据本文关于旅游规划研究的内容层次的界定 ，区域旅游是一个与旅游规划处于同一层次

的问题 。近年来 ，关于各地经济社会跨行政区划发展的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旅游研究

领域 ，一方面 ，旅游资源的跨行政区域分布 、旅游营销的整体性要求等是区域旅游及其研究得以

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 ，区域旅游又是地方经济社会跨行政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汪宇明在区域旅游规划中引入了“核心 —边缘”理论 。该理论提供了建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系

统的认知模型 。该模型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区域整合 、景区土地利用功能配置与都会城市旅游圈层

构造以及促进区域旅游联动发展方面可取得满意的实践成果［１１］
。张伟和吴必虎以四川乐山为背

景 ，将利益主体理论应用到旅游发展战略规划中 ，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旅游意识和利益表达进行了定

性和定量分析 ，讨论并提出了利益主体理论在我国区域旅游发展规划中的应用途径［１２］
。赵荣和郑

国则运用文化地理学的观点 ，从对区域景观文脉的认知入手 ，论述了区域旅游规划中景观文脉整合

的重要性 ，阐述了区域旅游规划中景观文脉整合的方法［１３］
。李君轶和马耀峰提出了应用地理信息

系统 （GIS）技术研究区域旅游规划和管理的多层次方法 ，利用 MapInfo 的多重功能 ，建立区域旅

游规划和管理信息系统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系统的结构设计和数据查询 、数据集成与更新 、缓冲

区分析及旅游专家咨询系统等功能的实现［１４］
。周志红认为 ，旅游规划的对象逐渐由旅游业发展到

整个旅游系统 ，旅游系统规划的最终目标就是促使旅游系统向旅游自组织系统进化 。文章强调了

旅游规划对促进旅游自组织系统形成的基础性作用［１５］
。邓运员和刘沛林以湖南省衡阳市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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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总体规划为例 ，探讨了 GIS和 RS集成技术在区域旅游规划制图中的实际应用 ，阐述了将 GIS和
RS技术应用于区域旅游规划制图的主要技术途径［１６］

。王春雷从对区域旅游规划的重新界定入

手 ，阐述了其主要理论依据和一般演进模式 ，分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三个显著特点 ，即市场导向 、学

科融合和结构调整 ，最后从市场经济和学科发展的双重角度 ，指出了区域旅游规划的发展趋势［１７］
。

廖建华和廖志豪则梳理了指导区域旅游规划空间布局的理论 ，认为可以从空间 、时间和动因三个维

度来分析 。空间秩序上的指导理论有中心地理论 、距离衰减原理 、梯度理论 、点 —轴开发理论等 ；时

间序列主要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阶段考虑其发展 、扩散 、市场开拓等时机 ；而其动

因机制有劳动地域分工 、可持续发展目标等［１８］
。陈鹰和叶持跃探讨了区域旅游规划中资源评价的

原则 、方法 ，提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区域旅游资源评价方法［１９］
。刘素浩在研究中将情景规划和

体验设计引入旅游规划 ，为旅游规划提供了新的视角［２０］
。刘旺和杨敏则进一步将比较优势理论和

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区域旅游规划问题的分析中 ，从而构建了区域旅游规划的新观念和新框架［２１］
。

（三） GIS

２０００年以来 ，旅游规划研究领域中 ，关于“GIS 技术”的文章共有 １０ 篇 ，其年度分布情况为 ：

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０４年各 ２篇 ，２００５年 １篇 ，２００７年 ５篇 。

GIS即地理信息系统 ，作为旅游规划编制的技术性支持 ，在旅游规划领域尤其是规划图件制作

中受到重视 。此外 ，近年来 GIS技术还深入到区域规划的空间布局 、旅游地理信息系统及管理系

统的建设等领域 。由此可见 ，GIS 技术在旅游规划领域沿袭了“规划图件制作 —规划地空间布

局 —规划地综合管理系统建设”的发展道路 。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可以预见 ，今后的研究将会朝着 GIS 技术与旅游规划互动发展的方向迈
进 。旅游规划中 GIS技术的智能化 、自动化和综合化发展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 GIS 技术将不
再只是作为辅助性技术 ，而极有可能拓展和深化旅游规划的研究或者为旅游规划的编制提供新的

思路 ，甚至有可能彻底改变目前旅游规划编制的一般模式 。不过从文献来源来看 ，除 ２００４年的博

士论文以外 ，GIS相关文献的来源相对比较分散 ，缺乏聚焦性 、持续追踪性研究 ，近年来未有新的 、

突破性的研究发现 ，似乎在暗示相关研究遭遇了瓶颈 。

（四）乡村旅游

２０００年以来 ，旅游规划领域关于乡村旅游的文献共检索到 １０篇 ，分别为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３年各

１篇 ，２００７年 ３篇 ，２００８年 ５篇 。由此可知 ，最近两年相关研究进展迅猛 ，成果激增 。

这一领域的研究 ，根据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年为概念性分析解说

阶段 。这一时期的文献涉及乡村旅游规划的一般性问题 ，对乡村旅游规划的原则 、方法和基本理论

进行了介绍［２２ ２３］
。 （２）概念修正和案例研究阶段 。承袭上一阶段的研究 ，本阶段的研究对前期研

究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修正［２４］
，在案例分析的领域迈出探索性的步伐 。 （３） 多角度深入研究阶

段 。这一时期的研究除继续深入进行案例分析外 ，还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拓展到乡村文化景观 ，

提升到乡村旅游规划模式的层面［２５］
。

（五）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被引入到旅游研究领域的意义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发展理念 。该领域相关检索结

果为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８年各 １篇 ，２００４年 ２篇 ，２００７年 ３篇 。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 ，基本上也是围绕如何通过旅游规划的方式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进行论述 。 对一般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理念形成突破的是最近发表的枟旅游规划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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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 ：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枠一文 。 文章从环境影响评价的角度探索

了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为加深旅游规划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思路［２６ ］
。

（六）西部地区

西部旅游（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及欠发达地区）近年来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 ，相关文献共 ８篇 ，分

别为 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５年各 １篇 ，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６年各 ３篇 。

上述文献中除一般性地介绍西部旅游开发的基本问题外 ，较多的是结合特定背景的案例研

究 ，其中还涉及旅游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结合问题 。 从这些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来看 ，关于西部

旅游规划的研究近两年出现了停滞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西部旅游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近

年来西部大开发的背景密不可分 ，因此 ，学术界也将更多的目光投入到这一领域 。 西部开发中 ，

旅游业被决策层认为是重要的突破口 ，也是避免破坏性开发的一个重要产业走向 ，因此 ，各界对

西部旅游开发的基础性工作即旅游规划寄予厚望 。 然而 ，深入研究后发现 ，对西部旅游的开发

和规划不能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角度出发 ，也不是简单地将其置之西部背景即可万事大吉的

问题 。

“西部”实际上不光是个地理概念 ，也不纯粹是一个经济总量比重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概念 。

因此 ，对西部旅游的理解可能需要更为宽阔的背景和更加抽象的思维 。结合国际相关研究 ，本

文认为 ，目前西部旅游研究停滞不前的状态很可能是传统的方法在西部背景下难以奏效而造成

的 。目前来看 ，似乎从“现代化”的角度着眼 ，以“后现代”的视角去理解和诠释西部旅游或将有

所突破 。

（七）利益相关者

旅游规划领域中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参与）的研究逐年分布情况为 ：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６年各 ２

篇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８年各 １篇 。

结合之前查阅的相关资料可知 ，旅游规划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引进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代

旅游管理（包括旅游规划）研究的理论高度 。利益相关者理论始于企业内部管理 ，后来拓展到相关

相邻领域 。正是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单主体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才建立起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参与

管理的理念 。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之后 ，得到迅速发展 ，并被引入旅游管理研究 ，尤其是旅游规划

中 。利益相关者理论之所以会在旅游规划领域被广泛采纳 ，是因为在旅游规划实践中 ，人们越来越

认识到在“旅游”这一领域 ，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几乎不存在“一枝独秀”的可能性 。

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倡导的兼顾多方利益的理念为旅游规划的编制创设了新的“权利 —义务”情

景 。社区作为利益相关者格局中的重要一方 ，在旅游规划中因其特殊地位和利益诉求而受到重视 ，

这是出现单独研究“社区参与”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 ，也有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 ，如从人

类学视角探析区域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２７］
。

尽管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旅游规划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自身研究遇阻 ，

旅游规划领域的相关研究也相应地难以深入推进 。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存在两个不足 ：（１）在一

个利益格局中 ，难以对相关主体的利益权重进行明确界定 ；（２）在实际操作中 ，存在管理主体缺位

的问题 ，即存在着究竟由谁来实施管理的问题 。

从检索到的文献来看 ，我国旅游规划领域对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参与的研究正处于概念引入 、案

例分析［２８］和对相关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２９］的时期 。

０４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４０卷



三 、研究总结

（一）研究基本结论

１ ．在相关假设基础上提炼出的“热点问题”涉及旅游规划研究的多个领域和不同层次 。

２ ．整体而言 ，我国旅游规划研究领域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呈现总体集中 、局部分散的态势 。

关于生态旅游和区域旅游的研究所占比重较大 ，而其他几个问题则相对较小 。

３ ．热点问题之间相互关联 ，彼此渗透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旅游研究多学科交叉及问题驱

动性特征 。

４ ．从文献的来源来看 ，有些文章来自非学术刊物 ，一定程度反映出旅游规划领域研究性刊物

相对较少的问题 ，相关研究尚有待进一步精专 、提高 。

５ ．就具体问题而言 ，旅游规划领域进行的研究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转折期 ，具体表现为 ：

理论基础进一步夯实 ；研究对象概念逐渐清晰 ；定性研究逐渐向定量研究过渡 ，某些研究开始进入

“变量”层次 。

（二）本研究的局限性

建立在文献检索基础上的研究势必存在某些不足 ，本文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探索一种以文献

检索为基础的热点问题界定方法 ，而其主要局限性在于 ：对“热点问题”的初步认定是建立在对文

献“浏览印象”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初步检索得到的 ５４２篇文献进行浏览的过程中 ，根据印象中文

章标题涉及核心词出现频次多寡的办法来初步确定热点问题 。尽管随后的研究中以探索性文献检

索的方式 ，根据文献数量的客观标准 ，有效地将部分原以为是“热点”的问题进行了剔除 ，但能否客

观地将有些事实上“热点”的问题提炼出来则不得而知 。因此 ，就后续研究而言 ，如何实现对上述问

题的技术性突破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这对完善以文献检索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来说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 ，鉴于文献检索实施时间的原因 ，检索结果也受到一定影响 ，可能会遗漏某

些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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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出版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沈语冰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书“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 ，将由凤凰传媒

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 ，２０１０年 ５月起陆续与读者见面 。

译丛第一辑包括 ２０世纪西方最杰出的艺术史家与批评家的名著 ，包括罗杰 ·弗莱枟艺术批评文选枠 、列

奥 ·施坦伯格枟另类准则枠 、迈克尔 ·弗雷德枟艺术与物性枠 、T ．J ．克拉克枟现代生活的画像枠 、枟告别现代主义枠

等 。丛书秉承学术第一 、品质至上的原则 ，力图系统地译介西方 ２０世纪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经典著作 ，勾

勒出欧美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学科的基本轮廓 ，从而为国内相关学科的建设奠定必要的文献基础 。

３４１第 ２期 周玲强 　张文敏 ：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旅游规划研究领域热点问题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