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哈耶克的 “自发秩序”理论看旅游者

对旅游市场秩序的建构

刘亦雪，姚延波①

近年来，我国旅游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旅游业蓬勃发展过程中，也出

现了诸如欺客宰客、不合理低价等市场顽疾，旅游市场秩序失范问题严重损害

了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旅游从业者的职业尊严，阻碍了旅

游业的健康发展。典型如 “雪乡宰客事件”，一时间迅速引爆网络，接二连三

的曝光使雪乡深陷信任危机，雪乡问题折射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旅游业有效供给、优质供给之间的矛盾，而部分旅游经营者和旅游目的地短视

行为，很大程度上在于还不太了解互联网背景下旅游者对旅游市场秩序的建构

逻辑，本文旨在运用哈耶克 “自发秩序”理论，从全新的视角剖析互联网背景

下旅游者推动旅游市场秩序演进发展的内部机理，提出旅游市场秩序良性演进

的措施，为良好旅游市场秩序的构建和旅游业发展提供借鉴。

一、“自发秩序”理论与旅游市场秩序

“自发秩序”是哈耶克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哈耶克 “自发秩序”理论

源于孟德维尔、休谟、佛格森、斯密、门格尔等人的自发秩序思想和对古典自

发演进观、理性构建论的批判。古典自发演进观将市场秩序看成是完全竞争市

场演化出的一般均衡和资源配置状态，割裂了市场秩序与现实的连接和对话。

以笛卡儿、伏尔泰、卢梭、孔多塞等人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建构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认为市场秩序是人类凭借理性刻意设计和计划的产物，强调
“理性万能”的唯理主义 “一分观”。哈耶克 （１９６０）基于对唯理主义建构论思
想渊源———古希腊先哲们提出的完全独立于人之行动的 “自然”现象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和那些出自于人之设计结果的 “人为”现象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ｏｎ）二分观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的深入研究和批判，提出自生自发市场秩序的三分观
（ａｔｈｒｅｅ－ｆｏｌ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即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结果的居间范畴，指出市场秩
序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发力量演进的结果，而不是人的条理井然的设计的产物。

哈耶克将所有市场秩序分为 “自发秩序”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ｒｄｅｒ）和 “建构秩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ｒｄｅｒ）或者人造的秩序 （ａｍａｄｅｏｒｄｅｒ）。自发秩序是在长期的文化
进程中经由 “不断试错”“累积性发展”“渐进演化”而自发形成的，并不断扩

展，涵盖了人们行动结构的秩序与市场规则的秩序，允许个人自由地运用他们自

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达成一种由复杂群体及其交互作用构成的秩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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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秩序或人造的秩序是人们通过设计、指导、控制规则而确立起来的秩序。两者

相辅相成，市场中人们的合作以自发的秩序和建构的组织和规则为基础。

旅游市场秩序同市场秩序一样，随旅游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演进发展，并持

续不断地扩展。旅游者、旅游经营者、行政管理部门、目的地居民等群体于市

场中交互作用，呈现出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这种不确定性的行为促

进旅游市场秩序自发演进。同时，旅游市场中各利益相关者需要在建构的规则

下实施行为，各主体遵循旅游市场规则形成互动模式。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相

互交融，构成了旅游市场中所有成员的行动结构，即旅游市场秩序。

二、旅游者对旅游市场秩序的建构逻辑

哈耶克在 《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一文中指出，市场为人民提供了达

致一种ｎ维面上的某个点的一种途径或进路，而所谓ｎ维面，也就是那种代表
所有可能性的水平 （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ｏｆａｌｌ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亦即在可以想象的范围
内，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任何一种比例组合的生产所可能达到的那种水平。旅游

市场中，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恰恰依赖于食、住、行、游、购、娱等不同产品和

服务的组合所达到的水平，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产品和服务不能达到预期，

旅游者的满意度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下降趋势。旅游者作为旅游市场的消费主

体，全程参与旅游市场运行之中，旅游者的旅游选择、信息分享、投诉举报等

行为对旅游市场秩序的建构作用更强。旅游者推动旅游经营者、行政管理部门

等旅游市场各主体不断调试自己行为，进而促进旅游市场秩序的自发演化。

（一）网络的中介作用

网络是旅游交易秩序的构成性因素，旅游者借助于网络的投诉举报和信

息分享，将双边的单次交易转化成多边的交易关系，使旅游者和社会公众对

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规者和违规旅游目的地实施集体制裁，旅游者以有形

或无形的形式对旅游市场秩序进行建构，促使旅游市场各主体不断调试自己

行为以推动旅游市场秩序自发演进。网络成为旅游市场秩序自发演进的中介

变量，具体地说，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双边交易信息不再局限于两者之间，

单次交易的好坏及对旅游市场秩序的感知使交易双方借助于互联网得以呈现。

如此，单次交易因信息传播演变成多边交易或者中介关系交易，即一次诚信

的交易演化成对全部旅游者的诚信，一次宰客等不诚信的双边交易演化成对

所有旅游者欺诈的多边交易。良好的交易感知或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感知转

化成良好口碑 （Ｗｏｒｄｏｆｍｏｕｔｈ），促成良好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吸引更多旅游
者到来；反之，旅游者和社会公众通过消极口碑对违规者和违规旅游目的地

进行集体讨伐，旅游目的地因扰乱市场秩序的个案致使其形象受损，导致旅

游者选择规避旅游市场秩序混乱的目的地。另外，平台上的投诉举报和网络

上的消极口碑可以较长时间地存在于可访问、链接和搜索的在线 “空间”之

中 （Ｌｉｔｖｉｎ、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Ｐａｎ，２００８），成为其他旅游者的选择信息，影响旅
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认知和消费选择。旅游者以实际行为迫使旅游目的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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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经营模式，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形成了旅游者对旅游市场秩序的建构。

另外，快速成长的旅游消费群体，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从旅游之前广

搜资料设计旅游行程，到旅游之中参与共创体验，实时反馈体验信息，再到

行程结束参与反馈评价，网络成为旅游者旅游信息获取和分享的重要平台，

旅游者以实际感知评价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游市场各主体不断调试自己行

为，互联网进一步加速了旅游者推动的调试过程和旅游市场秩序的自发演化。

旅游者的投诉举报行为使行政管理部门介入旅游市场，通过优化旅游市场规

则，采取多种治理措施推动旅游市场秩序良性建构和演进发展。

（二）市场规则的调节作用

哈耶克主张 “演进理性”的建构，指出自发市场秩序除了包括无数参与者

之间形成的互动网络秩序，还包括已确立的规则或规范系统的秩序。旅游市场

规则是旅游市场秩序演进发展的重要调节变量，旅游市场秩序正是旅游者等市

场主体在市场规则下不断进行互动的结果。旅游市场秩序演进发展受市场规则

的约束，包括旅游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产权制度等，这意味

着旅游者不仅要在市场规则下开展旅游活动，遵守旅游市场秩序，文明旅游；而

且要在规则约束下理性评价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体验，接受行政管理部门等的监

督。旅游者的反馈推动旅游经营者在互动机制中重新审视自己的旅游经营活动，

转变经营理念；同时，促进政府行政管理部门重新审视市场规则的合理性及其管

理行为的适用性，旅游者推动各市场主体共同促进良好旅游市场秩序的建构演进。

三、推动旅游市场秩序良性演进的措施

（一）完善旅游市场规则助 “调节”

旅游市场规则是国家为了保证旅游市场有序运行所制定的规范旅游市场

主体活动的各种制度安排。旅游主管部门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建立

健全旅游市场规则促使旅游者等旅游市场主体不断调试自己行为，推动旅游

市场秩序良性演进发展。法律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规则，研究团队在进行

旅游市场秩序相关课题调研过程中，各市场主体普遍反应旅游法律、法规条

款还不明晰，落地法规不够细化，这正是旅游市场秩序不断调整、渐进演化

的过程，因此，应按法律程序协调、修改、完善旅游法律法规以进一步推动

旅游市场秩序的良性演进发展。其次，旅游法律法规、规章规范、产权制度

等旅游市场规则的出台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以促进创新的市场交易氛围形成。

最后，完善旅游准入规则、交易规则、竞争规则、退出规则等规则体系，构

建更细化的规则助推旅游市场秩序自发演进发展。

（二）构建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助 “演化”

旅游者借助网络助推了旅游市场秩序的自发演化，网络环境下需要建立

声誉机制以约束旅游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建立联合旅游诚信体系和奖惩

体系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是促进旅游市场秩序良性演化的体制保障。具体来

说，一是完善旅游诚信网等平台功能，联合行业组织建立健全旅游市场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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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信用促进良性旅游市场秩序的培育；二是建立信用联合奖惩机制，

将行政管理部门对旅游及相关企业作出的经营许可、诚信公示、行政处罚与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接，将市场主体违法信息与其征信相对接，建立诚

信奖励机制，失信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形成网络环境下的声誉约束；

三是建立诚信修复机制，构建动态的诚信考评体系，发挥旅游市场的自动调

节作用。

（刘亦雪：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姚延波：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锋游客与旅游地开发

李庆雷

一、先锋游客的含义与特征

先锋游客是指较早地进入某一旅游地并不同程度地影响该旅游地开发的游

客群体。他们构成旅游地生命周期中探索阶段游客的主体，一般具有普洛格

（ＳｔａｎｌｅｙＣ．Ｐｌｏｇ）所说的多中心型人格特质，属于科恩 （Ｃｏｈｅｎ，Ｅｒｉｋ）界定
的 “非制度化旅游者”和普恩 （ＡｕｌｉａｎａＰｏｏｎ）认为的 “新旅游者”。通常来

说，先锋游客具有探险精神、独立独行的品质、较强的审美能力或文化素养，

喜欢尝试新事物、探索未开发的旅游地、接触当地社区居民、追求深度体验和

自我实现，不喜欢参加团队、按照规定的路线去开发程度高的景区进行旅游活

动，多数拥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实践中，先锋游客主要由探险家、

背包客、户外运动爱好者、文学艺术界人士 （含摄影、绘画、文学等专业人

士）、科学研究人员 （含国土、林业、地矿、地理等部门调查人员）组成。

先锋游客并不是新近出现的旅游者类型，与原有旅游者分类方案中的某

些旅游者类型有一定的交叉，包括：史密斯 （ＳｔｅｐｈｅｎＬ．Ｊ．Ｓｍｉｔｈ）分类方案
中的探索者、另类旅游者、非寻常旅游者；科恩分类方案中的探险者和漂流

者；皮尔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Ｇ．Ｐｅａｒｃｅ）分类方案中的探险者、人类学家、年轻人；
伊纳斯 （Ｙｉａｎｎａｋｉｓ）和吉布森 （Ｇｉｂｓｏｎ）分类方案中的人类学家、考古学
家、寻求刺激者、探险者。笔者提出这一名词，意在强调该群体对旅游地价

值发现和开发利用的影响，亦即，他们不仅仅是旅游者，还会通过不同形式

介入旅游地的创意、信息传播甚至线路开发、接待设施经营。在创意经济的

视域中，先锋游客是旅游地创意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双创” （大众

创业和万众创新）战略的推进、“双共”（共建共享）理念的普及，先锋游客

日益成为新时期旅游地开拓中值得重视的重要力量。

二、先锋游客助推旅游地开发的机理

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旅游消费是典型的意义消费，旅游经济是创意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出发，旅游地开发是技术经济活动，更是文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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