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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以赤水丹霞世界遗产地核心利益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利

益主体关系图谱来对赤水丹霞世界遗产旅游地的利益主体进行分析,探讨其利益需求、利益关

系及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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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从１ ９ ８ ５年加入世界遗产组织以来,遗产旅游逐渐得到发展,至２ ０ １ ５

年６月共申报４ ７项世界遗产。 ２ ０ １ ０年,贵州赤水丹霞地貌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推进了赤水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旅游发展中如何确保世界遗产开发能够惠及黎民百姓的问题

已引起了政府、民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在研究遗产地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也引进了利

益相关者理论,自然遗产的利益相关者就是指能够影响自然遗产的研究、保护、管理和开发等

各项目标实现的,或者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能产生影响的群体、机构、体制和个人。 赤水

丹霞世界遗产旅游地想要提高遗产地的旅游综合效益,增强遗 产 地 旅 游 的 竞 争 力标,

必然要分析利益主体,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利益主体是参与景区保护的主力军,只有切实

考虑其利益需求,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参与作用,才能取得双赢局面。 

 

１ 赤水丹霞世界遗产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图谱构建 

贵州赤水丹霞世界自然遗产地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市与习水县境内,主要包括赤水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十丈洞瀑布景区、习水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丙安

楠竹竹海景区、赤水竹海国家森林公园和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借鉴夏赞才(２ ０ ０ 

３)在« 利益相关者理论及旅行社利益相关者图谱»一文中把旅行社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分为

核心层、战略层、外围层的方法,把赤水丹霞世界遗产地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利益

相关者、中间利益相关者和外围利益相关者三个层次。 

１．１ 赤水丹霞世界遗产地核心利益相关者 

核心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对赤水丹霞遗产地旅游进行一定专用性投资,并且承担一定风险的

个体和群体,这些利益相关者对赤水丹霞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有直接的影响,包括有当地政府(行



政系统)、景区居民、旅游者、旅游经营者。 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本文利益相关者分析中的主体

,它对赤水丹霞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产生直接密切的影响,影响旅游活动的实现,主要可以分为四

类。 

１．１．１当地政府(行政系统) 

“旅游景区所在地人民政府通常被视为旅游景区所有者的实质性代表,在国家政策法规框

架内,行使对景区公共资源的管辖权与处置权,依法享有景区经营收益权。”赤水丹霞旅游地的

政府对景区资源有绝对的控制权,它在景区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中充当的是倡导者、支持者、监

督者。政府在景区开发中的作用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通过建立相关的旅

游管理体系来对景区居民、旅游经营者、旅游者等进行管理。行政系统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赤

水丹霞遗产管理局、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旅游局、赤水市政府、环保局、住建局等。 

１．１．２景区居民 

景区居民也称作社区居民,是旅游地的居住者,是旅游地社会环境和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文化资源的载体,同时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最严重的一个群体。他们生活工作在赤

水丹霞旅游地,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劳动来取得报酬。景区居民在景区经营发展中充当经营

人员、参与人员,影响着旅游者、景区经营者、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是遗产旅游地开发中

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根据赤水市旅游局数据,赤水丹霞遗产地核心区内包括２００多户

居民,缓冲区居民数达１９７５６人,涉及范围甚广。 

１．１．３旅游者 

旅游者亦即游客,是旅游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直接受益者。旅游产品的开发与旅游服务

的提供都是围绕旅游者的喜好和需求进行,他们既是旅游活动的主体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

经济来源。旅游者在景区的消费主要是门票购买和购物消费,所以旅游者的规模大小、消费水

平以及满意度的高低都直接影响着旅游地的经济效益。 

１．１．４旅游经营者 

赤水丹霞旅游地的旅游经营者是旅游地经营管理的直接参与者,包括旅游景区开发公司、

旅游饭店、旅游娱乐单位、景区景点直接经营人员、旅行社等。其经营的目标是为旅游者提供

优质的旅游产品,使旅游者得到物超所值的服务体验。旅游经营者的获利方式是通过向旅游者

提供旅游商品和服务来赚取直接经济利益,以保障自己企业内部的正常运营。 

１．２赤水丹霞遗产地中间层、外围层利益相关者 

中间层利益相关者是指在某些特定环境下能为赤水丹霞旅游地带来机会和威胁的组织群

体和个人,如非政府组织、旅游媒体、社会公众、遗产地保护组织、遗产地研究人员等。外围

利益相关者则包括对赤水丹霞遗产地的作用和影响都不是很大但又能受到其旅游活动影响的

利益相关群体,即影响赤水丹霞旅游地发展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

中间利益相关者和外围利益相关者对赤水丹霞旅游地的影响力弱于核心利益相关者,但是在赤

水丹霞世界遗产地的旅游经营管理中离不开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利益也不容忽视。 



 

 

２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０日——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笔者到赤水丹霞遗产地进行实地调研

,通过对赤水市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赤水市旅游局、赤水

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赤水市环保局、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部门管理人

员进行深度访谈,向游客和居民发放调查问卷,调查显示,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目标是利益,不

同的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利益需求,从而出现不同的利益表达方式,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既有共性,又有冲突。 

２．１当地政府的利益需求 

赤水市人民政府负责赤水丹霞遗产地的保护利用和综合管理工作;建设、林业、文化、环

保、国土、水利、旅游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保护利用的协调、管理、监督工作。遗产管

理局是赤水丹霞遗产地的管理主体,其主要职能是对遗产进行保护与管理,其关注的焦点是资

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由于遗产地面积过大,造成了资源的保护难度很大,现仅依照«风景名胜

区条例»,«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制定地方临时性办法进行管理,没有单独的遗产

保护法,造成遗产管理的难度增加。赤水市旅游局主要负责整个旅游行业的管理,旅游产品的开

发,主要关注赤水市旅游行业的发展,最为关注游客安全问题,无论是旅游从业人员还是游客,

安全意识都比较淡薄,即使是景区已挂出危险警示标牌的地方,游客还是会视若无睹,存在安全

隐患。桫椤管理局主要是对珍稀植被桫椤进行保护和管理,其关注的焦点是桫椤的保护情况,

然而桫椤自然保护区内林农的收益问题与桫椤的保护息息相关,自然也成为桫椤管理局所关心

的问题。 

２．２景区居民的利益需求 

景区居民是赤水丹霞旅游地文化的载体,其民俗文化、历史文化是旅游吸引物的一部分。

其利益需求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通过景区的开发为自己提供就业机会,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

福利,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居住地的设施条件。第二,本地区



的民俗习惯、地方文化受到保护、尊重和发展,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居住环境和谐稳定。第三,

能够有效的参与到景区的开发和建设中,在景区开发中享有话语权,充分享受到景区开发所带

来的各项成果。 

２．３旅游者的利益需求 

作为旅游者到赤水丹霞遗产地旅游,无非是要观赏景区喀斯特丹霞地貌风光,感受不同地

域的文化,体验大自然的美景,享受优质的服务,从中获得一定的物质精神享受。其利益需求属

于非经济利益,到景区旅游纯属于精神放松,获得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是旅游者的利益需求点,享

受高质量的服务是其实现旅游活动的一个驱动力,即获得符合期望的高质量旅游体验,所付出

与收获物有所值。 

２．４旅游经营者的利益需求 

作为经营者,盈利是组织开展旅游活动的主要目的。旅游企业都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

经济组织,旅游地的经济利益、旅游投资收益是其关心的问题所在。赤水市旅游发展公司是遗

产地最突出的旅游经营者,它对旅游景区进行经营与管理。现拥有著名的佛光岩４A 级景区、

赤水大瀑布４A 级景区、燕子岩４A 级景区、竹海４A 级景区以及四洞沟景区和桫椤景区等６

大景区,地域面积４３３平方千米。公司主要从事景区开发建设、旅游地和旅游商品开发、旅

游客运和旅游酒店管理等旅游业务。旅发公司最关注的是游客量,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赤水

旅游是其关注的焦点。景区经营者是旅游地经营管理的直接执行者,与旅游地相互依赖、互利

共存。 

 

３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及冲突 

旅游地利益主体间的联系从旅游经济活动中就可以淋漓尽致体现出来,他们之间的相互作

用就像“力与反作用力”,一个利益相关者对其他一个或几个利益相关者有影响。利益相关者

的各种利益、权力、需求错综复杂的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利益网络和利益

体系。在这样复杂的体系中,利益相关者们都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来对赤水丹霞世界遗产地提

出要求,冲突和矛盾就随之产生。这些冲突和矛盾多是为争夺自己的利益而产生,根源是利益争

夺,加上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地位不均等,导致冲突频频发生。这些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居

民、政府与旅游经营者、旅游经营者与居民、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居民与旅游者之间。 



 

３．１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利益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对资源控制的多少。政府部门作为景区旅

游资源的实际控制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政府部门是旅游地资源的实际控制人,有绝对的资

源控制权,通过大力开发旅游资源来提升地区经济,完善本地区的基础设施,使旅游地的社会、

文化、经济、生态的到全面发展。居民关注的是发展旅游能给自己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是

政府的大量招商引资,大量开发建设,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旅游地的拥挤。大量的外来旅游者

的涌入,产生文化冲突,在一定的程度上会给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影响,让当地居民反感和

抱怨。另外,由于旅游地居民自身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低的原因,政府部门不可能让其全部参与

景区旅游活动。旅游地居民的某些生产方式因旅游地的建设被禁止,却又找不到长久的经济出

路,导致其产生抵制政府政策的情绪。 

３．２旅游经营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经营者在利益分配中相对政府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其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对赤水丹霞遗产地

的开发来获得高回报,完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就不会过多考虑到开发对赤水丹霞遗产地环境造

成的影响和破坏。政府的原则是实行保护性开发,会明令禁止开发有些资源好但是保护难度大

的地方,经营者自然会不满政府的管理。赤水丹霞世界遗产地的旅游经营者之间也会因为争夺

游客而发生冲突。 

旅游经营者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企业用人、居民就业、旅游经营者与旅游地

居民的经济利益分配上。旅游经营者虽然为旅游地居民提供就业,但利用居民的土地资源与分

配给居民的经济利益不对等,这让作为资源拥有者的居民没有享受到应获得的利益。旅游经营

者在旅游经营活动中成了最大受益人,旅游地居民得到的则很薄弱,却又承担着旅游活动所带

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这与当地居民对旅游经营者的期望与现实形成反差,导致居民抵制经营者

的经营活动。 

旅游地的经营者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不考虑旅游的自身特色,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喜

好而向旅游者提供当前热门的旅游活动。这样导致旅游者没有真正的欣赏到赤水丹霞自然遗产

地的精美之处,违反了旅游开发的初衷,反而成了“邯郸学步”,别人好的景区经营策略没学到,

自己的景区品牌也没做好,让旅游者体验不到“原汁原味”的喀斯特丹霞风貌。 

 



３．３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是大量的旅游者涌入,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有所差异,产生

文化冲突,不利于当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外,旅游者的增多对赤水丹霞旅游地的环境造成污

染,影响居民的生活,造成物价上涨,居民就会产生反感、抵制情绪,影响旅游者的情绪及旅游活

动的实现。旅游者在参观游览过程中,为了追求美景,常常不顾自身安危,其安全隐患成为管理

者与其之间的矛盾冲突。另外,旅游者渴望得到高质量的服务体验,但是由于接待设施不完善,

服务人员素质低下等原因,都造成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冲突。 

３．４景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景区居民是遗产地的主人,与遗产地的开发和保护息息相关。旅游者的涌入冲击了当地居

民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有甚者造成当地居民丢失了原本的淳朴、务

实的优良传统。政府制定政策鼓励当地居民投身于旅游发展中,全民皆旅游,当地居民为响应号

召,将自身住房改建宾馆,从而造成了旺季旅游接待服务不足,淡季旅游接待能力过剩的局面。

旅游经营者获得了旅游收益的大部分,使当地居民对旅游收益不满,甚至抵触旅游经营开发。总

之,居民与政府、旅游者、旅游经营者之间的矛盾还需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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