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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旅?目的地治理与目的地管理有著密切的关。虽然对旅?目的地治理

的研究历史不长，但在不到
BC

年的期间已经得到了学者们较
+

广泛的关注。基於

对该议题相关文献的综述分析，梳理了旅?目的地治理的概念、模式和评价。对於

旅?目的地治理，特
,

是跨区域治理，现有研究?未给出统一的结论，但总体而言，

越来越多研究认
+

有效的目的地管理需要目的地治理。尤其在
1

港澳大湾区文旅

?发展和
)

琴
1

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旅?
2

业的局面下，跨区域治理具有研究价值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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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旅?业对全球经济发展复盨有著重要

的作用。据世界旅?城市联合会
XdN:[Y

发

?的《世界旅?经济趋势报告（
BCBB

）》显

示，
BCB@

年正处於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下，

全球旅?总人次和全球旅?总收入恢复至

疫情前的不足
RCS

，旅?业
"

全球经济贡

献了
J


J

万亿美元，相当於全球
H>I

的

J


VS

；预测全球旅?总人次和全球旅?总

收入将恢复到疫情前（
BC@A

年）水准的近

RVS

；市场在重新认识旅?目的地（
dN:[8

BCBB

）。基於旅?业的影响力，各国和地区

都大力推动旅?
'

业的复盨和发展。同时，

目的地管理也因应新常态而在尝试蜕变。

旅?目的地是激发旅?者
'

生旅?动

机?完成旅?动机的空间载体，是与客源地

相对应而存在的，是基於空间视角的旅?活

动核心。旅?目的地早期研究主要集中於

旅?目的地形象、旅?目的地定位和营销等

领域，?逐渐拓展至旅?目的地的竞
*

力与

忠诚度、旅?目的地的?客管理、旅?目的

地治理与发展等领域。目的地治理是目的

地管理中的一个领域（
c

俊芳，
BC@R

）。关

於目的地管理与目的地治理的关，目的地

管理是针对政策与战略，观点在於地域活动

主体的可持续性组织，同时在於实行计划的

有效性；而目的地治理是针对规范、规则、文

化，观点在於实行
?

策的条件（
F1-(,122(

，

BC@@

）。目的地管理是
"

求达成目的的方法

以及研究此方法背後的思路，而目的地治理

是
"

求
?

策者的选定、
?

策过程及
?

策者权

限（
F$--()(

，
BC@J

）。清晰解目的地管理与

目的地治理的关，是旅?目的地管理的关

键。目的地管理可以比如
" d/", ,$ *$

，而

目的地治理可以比如
" d/$ 7(22 *$8 6$7

,$ *$8 d/. )11* ,$ *$

。鉴於此，本文的目的

在於对目的地治理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综

述，
"

关注这一研究主题的研究学者、专业

人士提供参考。

１　文献来源

笔者通过检索主要外文学术研究文献

数据库
Z#(1)#1 >(-1#,8 \'1-"2*8 H$$&21

等，

对以“
,$+-(%' &$41-)")#1

”“
*1%,()",($) &$4



1-)")#1

”“
#-$%% ? 0$-*1- &$41-)")#1

”
"

主题

的研究文献进行搜索；中文数据库主要通

过维普中文全文数据库以及百度学术等，以

“旅?目的地治理”“跨区域目的地治理”
"

关键词和主题的检索。最後识
.

出相关文

献共
JJ

篇（截止到
BCBB

年
B

月
BV

日）。文

献类型共四类：研究论文（期刊，论文集），

研究报告，学位论文以及著作专题。其中，

国
+

外文献中属於理论研究的仅有
@Q

篇，

其馀均
"

应用型研究。案例研究
"

该领域

研究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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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目的地治理概念

治理是理解旅?目的地杂性和推动

旅?目的地治理模式优化的新范式，其倡导

政府与私营部门及社会的夥伴关，主张政

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共同参与管理，追求实

现经济
X1#$)$'.Y

、效率
X133(#(1)#.Y

、效益
X13



31#,(41)1%%Y

、公平
X1G+(,.Y

的
Q\

目标。基於

社会自组织治理的视角，目的地治理是将治

理概念应用到旅?业情景中，是将目的地与

治理两个概念转化
"

一个概念，而其中治理

是指以互相依赖、资源交
`

、博弈规则和政

府以外的自治
"

特徵的自组织和跨组织网

络。目的地治理是基於共同利益，目的地各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目的地政策制定、目的

地营销等组织管理活动的新型政府和社会

体系（
Z41)%%$)8 1, "25

，
BCCU

）。世界旅?组

织
XiadN;Y

曾经指出，这种新型的治理关

在联邦的发达国家将会?据主导。目

的地治理是伴随治理的权利多向度特徵而

出现的，旅?与治理的结合始於
BC

世纪
AC

年代，国外文献中开始使用“目的地治理”

（
*1%,()",($) &$41-)")#1

）一词到现在也不过

十几年的光景（
<$2&&1-8 1, "25

，
BC@U

）。可以

解释从政府管制转型至治理当中，体制和部

门程式都被更替了（
K/'"* !+_"3"- Z."/

，

BC@A

）。善治的建议包括加
5

政策框架，提

供有效治理结构，使用平衡幅度的管理工

具，加
5

旅?计划与管理，交付责任与能力

（
iadN;

，
BC@J

）。目的地治理是所有相关

组织和持份者通过网络路径发展规则和战

略的机制（
I"**(%$)

，
BC@Q

）。

而
+

地学者对治理的概念有下面几个

方向。基於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视角，目

的地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的一种新型关，是

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通知模式不同的一种

自下而上的新模式。治理包括政府，但要超

越政府，还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

（王京传，
BC@J

）。旅?目的地治理突破单

一治理主体，
5

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机

合作的关。以治理的方式提升旅?目的

地的综合效益，实现目的地“善治”、良性发

展的目标（明蕊等，
BCB@

）。围绕可持续旅

?发展目标，“去增长”“稳态旅?”和“慢旅

?”等治理理念被引入了目的地的治理系

统，有助於提癉旅?治理的能力和水准。旅

?地从最初的探查阶段走向最後的发展成

熟期，随著旅?规模的扩展，管制力度也要

随之加
5

，因而对治理的要求随著生命盷期

的演化会有较大差?（杨昀等，
BC@V

）。在

一定区域
+

，以旅?业
"

优势
'

业，通过对

区域
+

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资源、相关

'

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

法规和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

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
'

业融合

发展，社会共建共用，以旅?业带动和促进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

展理念和模式（葛继宏，
BC@U

）。
BC@V

年
Q

月，
+

地文化和旅?部、财政部联合发?

《关於在旅?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的指导意见》，鼓励运用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
IIIY

模式改善旅?公共服务供

给，推动政府承担的资源保护、公共设施建

设等旅?公共服务事项与相邻相近相关的

旅?经营性资源，推广公私协力机制。旅?

目的地治理公私协力，对旅?目的地系统中

存在的以政府
"

主题的公权力主体，以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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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旅?从业者、旅?者
"

主题的私权利

主题之间协同治理事务的描述（方小燕，

BC@A

）。目的地供需治理研究的侧重点有所

不同，
+

地治理逻辑与国外有差
.

。
+

地研

究侧重於“加
5

制度供给，完善公共服务”

这一逻辑主瞃，而国外研究则多围绕“立足

关键市场，调整供给结构”这一逻辑主瞃进

行讨论（周永博等，
BC@V

）。研究旅?目的

地治理的学者在
BCCU

年整合後，目的地治

理概念相对有一个清晰统一的研究方向。

３　目的地治理模式

Z41)%%$)

和
a$-*()

将治理理论引入目

的地发展，然後提出了协作模式（
D"-,)1-



%/(D

）、集聚模式（
#2+%,1-

）和创新模式（
())$



4",($)Y

三种模式，?且认
"

大多数旅?目的

地更适用协作模式（
Z41)%%$)81, "25

，
BCCR

）。

现在是时候超越
JI

模式（
I+02(# ? I-(4",1

I"-,)1-%/(D

），新加第四个
I

（
I1$D21Y

，也就是

区域居住的人民。包含了地区人民的价值

观和愿望，从开始就是协作的夥伴。特
.

是

在危机发生时，
QI%

模式将发挥它的适应力

和价值创造能力（
<"-&"%

，
BCBC

）。旅?可持

续发展环境的有效
?

策当中，社区居民的嵌

入式参与是一个关键（
>122" b+#(" g !"-,(



)(

，
BC@B

）。生
'

型行动者网略依赖个人行

动者和他们的行动，他们不能
7

被“造”

出来，他们只能
7

被培育培养出来，持续的

鼓励和支援是需要的。就算存在空间尺度

和治理程度的差?，与不同目的地之间互相

学习联都是有助於促进跨越不同目的地

的生态系统的发展（
6"-,'")

，
1, "258 BCBC

）。

"

了实现旅?可持续的善治，
-

少突，促

进协作，诚信（
,-+%,

）、权威（
D$71-

）和社会

资本（
%$#("2 #"D(,"2

）是固有的社会关联要

素。社会资本有社群主义者视角、网络视

角、体制视角、协同作用视角的存在（
a+)9



$$

，
BC@U

）。从重庆四面山的案例也展示了

社区的支持对目的地组织能否成功是一个

关键。目的地治理转型或是协调期间中，社

区居民与目的地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深入沟通是一个需求（
d1( g O/")&

，

BC@@

）。目的地管理领域使用企业治理概念

研究，使用了交易成本理论、
'

权理论、资讯

不对称理论和网络理论等微观经济理论

（
6$21%()%9"

，
BC@T

）。

治理系统包含了政府组织、非政府组

织、
'

权系统等制度要素。制度同样对社会

在面对
d

害和环境压力时的响应方式有影

响（尚海波，
BC@R

）。治理模式包括对多层

次治理、夥伴关治理、协作治理、网络治理

的理论。基於地理空间和独立主权的多层

次治理模式是指目的地治理应超越国家
+

部区域层次。夥伴关是一种多元行动者

之间的动员和合作机制，其目的是形成能
7

直接影响所有成员的政治共识和行动共识。

协作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将多元化利益相关

者与公共部门聚集到一个共同平台以实现

共识导向的治理。网络治理是能
7

影响政

府、企业、公民社会之间协作行动的正式或

非正式安排，治理之多元行动者往往会形成

网络机构（王京传，
BC@J

）。利益相关者理

论运用於目的地治理模式的分析和探讨较

"

集中，可被归纳
"

层级模式、市场模式、社

区模式和网络模式四种。旅?目的地治理

实践中，出现过政府主导模式、社区主导模

式、市场主导模式和多元共治模式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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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治理模式是衡量旅?目的地治理成

效的重要标尺（明蕊等，
BCB@

）。不同的治

理模式有夥伴关、
'

业集群、创新系统。

４　目的地治理评价

世界旅?组织（
iadN;

）指出，有效的

治理需要政府有方向性能力以及方向性效

力。方向性能力是指对旅?相关的机构、权

威体制。方向性效力是指政府实行权力以

及共同责任，透明，问责的体制资源的转移。

治理测量概念使用方向性能力和方向性效

力这两个维度，通过收集数据和分析得出区

域旅?治理测量数据（
iadN;8 BC@U

）。根

据管理者特徵，管理者控制的资金数量，财

务模式，参与者的数量，原管理参与者的数

量之指标对目的地治理模式进行了划分。

善治（
&$$* &$41-)")#1Y

是目的地治理模式

评价的主要标准。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

回应性等既是核心要素，也是基本评价维

度。好的城市旅?治理包含可持续性、去中

心化、公平性、有效性、透明性、责任性和公

=

参与之特徵（王京传，
BC@J

）。责任性、透

明性、参与性、结构性、有效性和权威性是
R

个主要的治理维度。善治特徵的参数有：正

面文化，建设性沟通和社区的参与；透明性

和责任性；愿景和领导能力；拥护多元化，追

求平等包容性；知识，学习的发展和专业性

共用；参与者的明确角色和责任以及清晰操

作结构、网略处理（
6").+ O/")&

，
BC@Q

）。

根据
L+/")1)

等（
BC@C

）通过相关经验研

究，目的地治理主要维度包括结构、战略性

愿景、领导能力、
+

容相关要素、市场、文化、

承诺和过程与变化相关要素，以及参与度，

互相依赖，共识，实效性，权限，效率，诚信，

信任，解
?

突，革新，问责，透明度，董事

会，（去）中心化，知识管理，合法性，沟通，

业绩表现，公平性，民生平稳度，设计，危机

管理，训练，利益相关者权益，权威性，回应

性，法治，所有权，能力，
?

策，审查监察，守

法，方向性，互相交流，弹性，非正式联。

５　跨区域治理

５．１　国
&

跨区域治理概念

全球化时代旅?目的地空间治理也超

越国家、区域等界限，趋向全球化。梳理国

外旅?目的地治理空间层次，可以分
"

社

区、地方、区域、国家、跨国区域、全球等（
c

俊芳等，
BC@R

）。有关跨省界区域旅?目的

地治理研究已经进入视瞃，其中有关旅?目

的地跨区域合作和区域旅?一体化模式的

研究成果较
"

丰富。跨区域旅?治理设计

的
+

容非常广泛，
+

地研究集中在旅?资源

开发、旅?品牌建设、瞃路设计及资源保护。

邵秀英等构建了“点
?

轴”发展模式的河西

遗
'

廊道旅?竞合空间结构；演克武和陈瑾

统筹构建长江三角洲区域风景道一体化模

式；宋增文等分析了珠三角区域旅?竞合关

形成了相关的区域旅?竞合机制；王兆峰

基於交通网络视角探讨跨界旅?区合作的

微观机制（明蕊等，
BCB@

）。在目的地网络

中，目的地之间的合作往往依皏於非正式关

，而这些关亦连接著行动者的资源，涉

及行动者、角色和不同类型关的集合，是

维持不同网络主体间平衡的关键（刘冰等，

BC@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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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国外跨区域治理概念

探讨跨区域治理结构的研究比较少。

其中，研究视角在於跨区域目的地所?取的

战略以及其益处的研究比较多。跨区域旅

?目的地是不论行政边界在跨区域
+

的旅

?资源网略的功能区域进行旅?消费。在

研究构建跨区域目的地治理框架中，
F2"%#$

归纳
" T

个主要类
.

，分
.

是跨界体制的相

似、桥睴角色的行动者与机构、领导力与创

业能力、亲密关和机缘巧合。跨界体制的

相似中，再提出三种相关类
.

，分
.

是文化

类、功能类与组织类；桥睴角色的行动者与

机构是构建跨区域治理框架更有效的要素；

领导力与创业能力发挥
?

策性要素；亲密关

是指跨区域
+

各方的权力关能否跨越

合作关；机缘巧合是指在不确定性的旅?

业当中，能变成关键性的主要要素（
F2"%#$

，

1, "25

，
BC@J

）。跨区域治理框架中的多标量

权力过程影响跨区域旅?目的地管理，从原

来各自的区域治理的分歧找出构建跨区域

旅?治理的障碍以及跨区域中的多标量与

权力的过程，改善旅?的概念，超越跨区域

的公理性分析。基於跨边界旅?治理框架，

构建区域级
.

的旅?治理框架是毫无疑问

的，但区域边界旅?相关障碍明显高於地方

级
.

。关於协调区域旅?治理系统功能，

Z,$33121)

以德国与捷克边界旅?目的地发

展
"

案例进行了分析，如图
@

所示。德国与

捷克体制的错配明显阻碍了旅?治理系统

的跨区域战略性协调以及旅?管理框架的

结合。因
"

区域间治理的错配，区域机构之

间的旅?动力比重多於大型项目的协调，而

共用资源的结构性管理和利益相关者关

构建就稍微被忽略。基於国
+

省份跨地域

旅?治理框架，由於德国境
+

大多数旅?组

织都持有类似的组织框架，只是战略行
"

有

所不同，所以构建省际目的地管理组织关

比同一省
+

的目的地间合作需要更多的投

入。表
@

汇总了德国与捷克边界跨区域旅

?动力与评价（
Z,$33121)81, "25

，
BC@U

）。

图
@

　德国与捷克边境旅?治理系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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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德国与捷克边界的跨区域旅?合作情癋分析与相关利益者的评价

跨区域旅?合作情癋 跨区域旅?治理障碍 旅?相关利益者的评价

德国
?

捷克（国际层面跨地

域）

密集性地方级
.

项目
捷克与德国旅?治理系统体制的

不相容

捷克水疗与德国市集结合睶在商

品的高评价

区域机构间?
1

有结构性管理或

交流
两地

+

部目的地管理的杂性 在地方级
.

活动的意愿

有限度区域外项目
欧洲资金资助项目而不对结构性

同盟
区域性管理级

.

的负面评价

操作层面中的社会文化差?

德国国
+

巴伐利亚与萨克

森
W

图林根（国
+

跨省）

项目相容性依赖个人能力
目的地管理机构之间的竞合性关


形成项目数量不多

远足，自行车等跨区域运动
"

主 治理系统中的资助，计划错配 对各方的关是正面

萨克森
W

图林根目的地管理组织

的一体化
缺乏欧洲资金资助 对促进联不重视

缺乏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性见

解

６　总　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综合论述了旅?目的

地治理的文献，再以跨区域治理视角展开论

述。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主要探讨旅

?目的地治理和跨区域治理。旅?目的地

治理与目的地管理有著密切的关。对於

旅?目的地治理，特
.

是跨区域治理，现有

研究?未给出统一的结论，但总体而言，越

来越多研究认
"

有效的目的地管理需要目

的地治理，特
.

是跨区域治理。
F"-M$2"(

（
BC@V

）称最佳形态的目的地治理模式是相

关行动者之间（基於诚信，资讯互动，个人

关等）的协调更宽更有社交性沟通。

旅?目的地治理研究可以改善旅?目的地

的有效性。旅?治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

嵌入於地方性知识中的，受到相关行动者的

价值观、利益诉求、社会资本、治理能力、行

"

逻辑、权力关和互动格局的影响，需要

考虑具体的社会文化情景和制度背景（杨

昀等，
BC@V

）。正因如此，现有研究表明，

管不同类型的旅?目的地，其治理的核心要

素?不完全相同，但在
0

大多数的目的地

中，目的地治理对於目的地管理的发展发挥

著基础性的作用。尤其在
!

港澳大湾区文

旅?发展和
4

琴
!

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旅?

'

业的局面下，跨区域治理具有研究价值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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