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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旅游发展关系分析 

——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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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综述生态位理论在旅游中的应用研究，在分析生态位态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旅游生态位概念、

旅游生态位态势内涵和模型，进而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分析武陵源风景区与张家界市旅游收入生态位、旅游流生

态位变化情况，得出武陵源风景区旅游与张家界市旅游之间存在依附、联动和共生发展关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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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是生物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中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1]。生态位理论在旅游中的应用较早是

由黄芳提出的，她认为某些生态学原理（含生态位理论）可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方法和独特的视角[2]。祁新华等提出

以系统共生、循环再生和自我调节等生态学原理为指导，遵循生态位原理、促进旅游地协调共生等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措施[3]；

之后祁新华等又在研究生态位概念范式变迁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生态位概念，阐述了旅游生态位原则和规律，论述了错位开

发、生态位分离、引进外部生态单元、定向改变生态位、整合基础生态位等生态位策略，为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可

操作的思维框架[4]。 

邹仁爱、陈俊鸿在界定旅游地生态位概念的基础上，阐述其竞争原理和演变规律，并探讨了区域旅游在协调开发过程中的

生态位策略[5]。孟德友通过生态位理论和竞争排斥原理提出旅游地生态位概念及其内涵，进而进行实证分析[6]。陈鹰等运用生态

位理论探讨了旅游资源集合区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7]。祁新华等以皖南三大名山为例，

研究了生态位理论在旅游竞争中的应用[8]。向延平根据生态学生态位理论，研究出包括旅游生态位态势、旅游生态位扩充在内的

旅游生态位理论，对凤凰旅游生态位态势和旅游生态位扩充进行了测算与评估[9]。汪清蓉、余构雄以珠江三角洲旅游城市生态位

测评为基础，研究了区域旅游城市生态位及其竞合模式[10]。 

引入生态位理论研究旅游问题，提出旅游生态位概念，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和实际意义，在丰富旅游学、生态学等学科理

论的同时，将有助于直观有效地理解、透视和量化旅游发展关系，在指导旅游规划、旅游管理和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等实践应用

方面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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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生态位态势理论 

1.1 生态位态势理论 

生态位态势理论认为生态位应当包含：一是生物单元的状态（能量、生物量、个体数量、资源占有量、适应能力、智能水

平、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等），这是过去生物生长发育、学习、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与环境作用积累的结果；二是生物

单元对环境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如能量和物质变换速率、生产力、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占据新生境的能力。前者可视为

生物单元的态，后者可视为生物单元的势，两个方面的综合体现了特定生物单元在生态系统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11]。 

1.2 旅游生态位态势内涵 

如果将整个旅游区域比作一个生态系统，将区域内各旅游地比作生态元，而旅游地具有类生命特征[12]，可以将旅游生态位

表述为旅游景区在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以及与其它旅游地的相对关系。 

旅游生态位包括旅游生态位态和势两个方面，综合体现了一个旅游地生态元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对其他旅游

地的影响情况。其中，旅游地在过去开发、发展以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积累的结果成为旅游生态位的态，反映旅游生存状态，如

旅游资源开发数量、旅游发展水平（旅游收入、游客人数等）、旅游资源占有情况等；旅游生态位的势主要是该旅游地对环境、

周边其他旅游地及区域旅游发展总体水平的现实影响力或支配力，指旅游数量变化量、旅游发展水平（旅游收入、接待人数等）

变化量、旅游更新的速率、增长率、占据新生境的能力等。在本文研究中，主要从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两个方面定量分析旅游

生态位态势。 

1.3 旅游生态位态势模型[9] 

为了定量比较不同旅游生态元的旅游生态位，必须测定旅游生态位态势，借鉴生态学生态位态势模型，一定区域内个旅游

地中某一旅游地的旅游生态位可表示为： 

 

式中：i，j= 1，2，„，n，Ni 为旅游地i 的旅游生态位，Si 为旅游地i 旅游生态位中的态，Pi 为旅游地i 旅游生态位中

的势，Ai 为量纲转换系数，本文取值为1。据此公式测算出旅游生态位的取值范围为0—1之间，旅游生态位值越接近1，说明在

区域旅游中发挥的作用越大，相反旅游生态位值越接近0，说明所发挥的作用越小。 

2 案例分析———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例 

2.1 研究区概述 

武陵源风景区位于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内，核心景区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和杨家

界景区组成，风景区的范围为北纬29°16′25″—29°24′25″，东经110°22′30″—110°41′15″，东西长31km，南北宽

15.5km，武陵源风景区面积为397.5km2（含宝峰湖、黄龙洞景区），其中核心景区面积264km2。市域内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拥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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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峡谷地貌，由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和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索溪峪自然保

护区、杨家界四大景区组成，是中国首批入选的世界自然遗产、世界首批地质公园、国家首批5A 级旅游景区。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以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闻名于世，也因旅游建市，是国内重点旅游城市。除武陵源风景区

外，还有“武陵之魂”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世界罕见的物种基因库”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南盛景”道教圣地

“南武当”五雷山、“百里画廊”茅岩河、“亚洲第一洞”九天洞、万福温泉等景区也是景色秀美、风光独特。贺龙故居、湘

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省委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普光禅寺、玉皇洞石窟群、老院子等8处人文古迹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土家风情园、秀华山馆等民族风情景点和魅力湘西等演艺节目，全面展现了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传统习俗和民

族文化。 

2.2 武陵源生态位和态势测算 

运用旅游生态位态势理论模型，测算武陵源风景区从1990 年到2007 年相对于张家界市旅游流和旅游收入生态位（表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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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武陵源风景区与张家界市旅游关系分析 

从表1、2 可知，不论从旅游收入生态位，还是旅游流生态位，武陵源风景区都比较大，说明武陵源风景区在张家界市旅游

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为张家界市旅游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是张家界市旅游发展龙头。但是近年来，武陵源风景区相对于张家

界市来说，旅游收入生态位和旅游流生态位均呈下降趋势，说明武陵源风景区在张家界市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不再具有唯一性，

而是开始与其他旅游景区共享张家界旅游市场。 

根据武陵源风景区相对于张家界市旅游生态位变化情况，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3.1 旅游依附发展阶段（1982—1993 年）。张家界市旅游业发展初期主要依靠武陵源风景区，其中核心景区是建立于1982 

年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市也因旅游建市。武陵源风景区为张家界市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张家界市旅游收入基本来源

于武陵源风景区。 

2.3.2 旅游联动发展阶段（1994—2003 年）。随着张家界市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资源的持续开发，除武陵源风景区以外的其

他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此时张家界市作为资源型旅游城市的功能开始凸现，其与武陵源风景区的旅游发展关系进入旅

游联动型发展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新的旅游景区相继出现，张家界市旅游业不再仅仅依靠武陵源风景区，出现了如天门

山、茅岩河等一批等级较高、相当有影响力的旅游景区，拓展了张家界市原有旅游产品，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也得到了很

大改善，使得张家界市旅游吸引力和接待服务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此时张家界市旅游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而武陵源风景

区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有下降趋势。 

2.3.3 旅游共生发展阶段（2004 年至今）。目前的张家界市旅游业发展以武陵源风景区为主体，茅岩河风景区、天门山风

景区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旅游景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要推动张家界市旅游业的全面发展，武陵源风景区与张家界市其

他旅游景区实行共生型发展模式十分必要。各旅游景点在开发自身潜力、开拓旅游产品、提高吸引力的基础上，与武陵源风景

区联合开发旅游线路，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同时，在武陵源风景区的辐射、扩散和带动作用下，其他旅游景区的旅游吸引力

和旅游服务功能也得以增强，为武陵源风景区的旅游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相互之间共生共荣，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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