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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具有保护自然和维护当地居民利益的双
重责任。当地居民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之一，重视并
处理好他们的利益诉求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
要。[1] 武陵源作为是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有着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为研究生态旅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本文借鉴生态旅游及其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武陵源景
区居民利益诉求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若干对策，
旨在为武陵源景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为丰富利益诉求和生态旅游的有关理论做出探索。

一、生态旅游视角下景区居民利益诉求研究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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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大部分的景区都进

入到快速发展阶段，一些景区已进入到成熟阶段。然
而，在旅游景区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引发了许多的问题：
不少的景区为了提高接待能力，在景区周边与当地居
民争夺空间资源。特别是旅游高峰期，环境污染、交
通拥挤、噪音过重、基础设施紧张、经济利益争夺等
负面影响益发显现，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利
益。如果不重视和处理好景区居民的利益，当地居民
很有可能对旅游持敌对态度，导致旅游活动不能顺利
的进行。[2] 为了能保证旅游景区良好健康发展，需要
分析景区居民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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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在形象的确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

形象的受众，又是形象的传媒，他们的态度和行为，
直接影响旅游者在当地的旅游体验质量以及对旅游地
的直观感觉，直接影响旅游地的形象。而这些态度和
行为都源自他们从旅游中所获得利益的多少。研究当
地居民的利益诉求，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心理和反应，
可以改善社区居民对游客的态度和提高他们对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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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

ἿằőҖ  ֭

（吉首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张家界 4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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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度，进而为改善旅游地形象提供决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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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民之间的和谐
按照与景区距离的远近，任何一个社区都可以划

分成三部分：近社区、适中社区、远社区。由于距离
的存在，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有的居民不仅没有获
益，相反还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有些居
民却因旅游发财致富。居民间利益分配的不均，使得
那些获益较少的居民产生不满心理。这些利益冲突，
不利于居民的团结和社区的和谐发展。[3[ 因此，有必
要分析居民的利益诉求，及时并公正的处理好这些诉
求，保证社会的和谐。

2. 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和谐
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虽说旅游会给当地居民带

来利益，但不可避免地也会给当地居民带来负面影响。
比如说一些居民的土地被征用，物价上涨等等。如果
政府不妥善安排好居民的生活，解决居民可持续发展
的生计问题，那么居民与政府之间必然会起冲突。因
此，要分析好居民的利益诉求，为政府解决居民的问
题提供方向与对策。只有解决好了居民的生计问题，
居民才不会扰乱社会秩序。

3. 居民与旅游开发经营商之间的和谐
旅游开发经营商是旅游开发中受益最大者。而居

民仅仅通过劳动力、原材料等获得了旅游发展中很少
的一部分经济收益，但是他们却承担了环境污染、交
通拥挤、噪音过重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他们并没有
获得相应的利益。旅游的健康发展需要当地居民的积
极配合，如果当地居民的利益大部分被开发商占有，
那么势必引发居民与旅游开发经营商之间的冲突，从
而阻碍旅游业的健康发展。[4]

4. 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