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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开发过程中的社区利益协调问题研究

蒋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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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将会重新分配旅游目的地的物质利益，极大影响社区居民

精神利益甚至紧密关联着整个社会文化。旅游景区和社区之间的关联是共生性的，社区居民

极大影响着旅游景区开发建设。为了更好地协调旅游景区和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基于相

关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存在的分歧冲突，从而准

确高效地为两者能和谐存在、共同前进提供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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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旅游业在我国迅猛发展，旅游景区不断地开始建设，将会重新分配旅游目的地

的物质利益，极大影响社区居民精神利益甚至紧密关联着整个社会文化。旅游景区和社区之

间的关联是共生性的。社区居民极大影响着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社区居民在对于景区周围的

环境保护和景区对外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轻社区居民的利益，重旅游景区经济

的各种事件频频发生，结果必然使各种矛盾和问题接踵而至。只是关注旅游景区的规划建设

和市场营销策略不处理更不重视景区与社区内在、外部共存的问题，未来的景区看不到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前景。目前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均表明，协调好景区和社区的利益关系是至关重

要的，不仅能有效促进景区稳定发展甚至更加繁荣，更是因为有社区居民的参与、规划是让

景区良性发展，而居民也在旅游景区发展中共享利益。

一、旅游景区开发与社区居民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由于旅游景区开发而无形渗透进社区居民生存、生活的影响，从而发生各方面利益关系。

根据社区居民群体的差异性将他们利益诉求概括分为三大类：一是物质利益关系，二是精神

利益关系，三是社会文化利益关系。

（一）物质利益

物质利益是最简单直接反映景区开发和社区居民之间关系，也是居民最基本的需要。旅

游景区需要开发首先便是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用于旅游开发而征用居民土地权这种做法无

疑关乎到居民的实质利益。居民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休息、出行和娱乐，而旅游景区开发不仅

会使景区周边的人流量、交通体系、基础设施发生巨大变化，而且可能会对居民的周边生态

环境带来破环性的问题，关系到居民良好的生活环境被终止以及城市的总体文化被侵略。

（二）精神利益

精神利益是衡量旅游景区和社区居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之一。景区发展使游客与居

民的关系受到考验。景区的发展让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聚集在一地，不同地域文化的人

与当地居民交流难免有困难或分歧。所以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亲和交流使旅游景区发展成

良性循环。

（三）社会文化利益

社会文化利益是景区和社区高度和谐的情景，不仅仅需要营造出旅游景区和社区居民的

文化氛围，更是对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旅游文化氛围的需求。游客对旅游景区内及周边的有

形产品感到满意，还应让游客对该地区的民俗风情、社会风貌等无形旅游产品流连忘返。

二、旅游景区开发与社区居民之间主要的利益冲突

（一）拥有居民土地得以开发旅游景区，却没有合理科学安置居民

现在很多城市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往往就是采用购买景区周边社区居民的土地权来建设

旅游景区或完善旅游景区周边配套设施。尽管秉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着地方政府批示

的法律法规文件，相比较拥有旅游景区的这一黄金地段，在未来社会发展趋势下这一地段房

价会飙升，然而被征用土地的居民所得到只是经济上略薄微的补助即土地拆迁款。这个物价

飞涨、房租更拼命涨的时代，对普通社区居民来说要在短时间租一个在承受范围而且离自己

工作地相对较近的房子实属不易。在没有更多政府的有利政策，以牺牲居民实际的土地资源

利益却无法获得与自己利益相匹配的经济损失，巨大的心理落差会使居民对自己的利益感到

强烈不满从而与执行景区建设管理者引起冲突，不配合旅游景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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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景区开发使得人口流动量增多，基础设施使用昂贵

随着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许多慕名而来周边城市的游客使景区社区周围人口量增多，

人口流动频繁。周末周日这种情形会更加突出。普通上班族朝九晚五的生活会导致他们难得

有个假日但也休息欠佳，晚上旅游景区再举办晚会，不但是大人无法正常生理作息，而且老

人小孩更会颇受打扰。加之，人口经常流动使原本的道路交通更加堵塞，许多本地居民常常

因交通花费更多时间。相对地来讲，对旅游景区市场正常客流量也会因为交通不便受打折。

此外，在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中，为了更好地吸引游客到旅游景区，当地政府部门会掷大量

费用去维护基础配套设施。从而引发基础设施费用昂贵，普通小孩无法时常游玩。

（三）旅游景区发展使周边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被迫降低

旅游景区飞速发展有时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时，周围生态环境承

受着巨大的压力以及整个地域文化遭到入侵。景区规模逐渐扩大，建筑垃圾也会随之增多；

景区周围的花草树木忍受烟蒂、脚丫的折磨，遭遇到一些不文明的游客随处扔生活垃圾更是

常见。这种以牺牲干净友好的生态环境为前提而换取旅游景区的向前推动让居民看来是十分

愤怒。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如果不采取措施快速制止那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被无情降低，

导致整片区域的环境文化分一直处于不及格。

（四）居民象征性民主参与旅游景区开发决策，发言权没有得到重视

当地政府以及管理部门在进行旅游景区开发项目时，总是垄断性作出决定，使居民参与

旅游景区开发成为一个幌子。景区与当地居民没有意识到相互参与旅游景区的开发的意义所

在，景区管理部门没有为居民提供参与旅游景区规划的渠道，大部分社区居民也因为缺乏旅

游景区开发知识而参与意识薄弱，没有一丝民主决策管理的思想，致使居民的发言权无法得

到重视，也忽略了居民作为主人翁的姿态，居民完全处在听从状态。

（五）著名市场品牌入驻景区周边，社区居民经营个体单位濒临危险

随着旅游景区慢慢从初具规模到发展得有声有色，精明的商家敏锐抓住景区商机。利用

景区现有的土地资源优势和政府推举的外资引商政策，开始在景区周围建起一家家精美的手

工艺品店，在社区附近开发大型购物商场以及提供游客用餐的餐厅、饭馆。这对早已在社区

附近做些小本买卖为生的个体单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市场优胜劣汰淘汰竞争中，独

立商家的单位个体户想要生存下来成为难事，个体单位可能会随着经营利润逐渐减低而面临

破产边缘。大量外来商家逐步霸占市场导向，最终成为这个地区最大经营商业的赢家。

三、旅游景区开发与社区居民利益协调的相关对策

（一）建立健全土地拆迁补偿制度，多种方式补偿居民

针对土地被景区开发强制征用且居民对所得到的补偿不满意，可借鉴多数国家与地区对

被征用土地的居民做法，公开地向广大社会群体征集意见，召集土地研究专业人士开会评估，

根据市场对土地资源的走向将土地拆迁款补偿居民。可采取多种方式补给，其一可以采取“以

房换房”的方式。即在城市建设中造拆迁房，根据居民家中的装修设施再细分货币补偿。从

而切实保障每一户人家的利益。其二可以采取在货币和土地相结合的基础上对社区居民进行

补偿，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建立土地拆迁补偿金投资于被开发的旅游景区，根据旅游景区

的发展走势可相应每年补给居民。上述两种方法都不再是靠简单的货币补偿，通过多样方式

让每户居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有效应对复杂土地纠纷案件，应在当地政府建立土地

纠纷案件机构专门处理和应对。

（二）完善旅游景区交通设施，居民使用设施相应打折

旅游景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共生共存，任何一个都无法独立存在。旅游景区需要了解

居民的生活方式，而社区居民也要从心理上接受旅游景区的存在。居民在生活上不可避免出

现与景区游客共同使用社会共同资产，居民的抵触心态将会使事态往更严重方向发展。为此，

旅游景区和社区需要寻找一种稳定和谐的相处模式。对络绎不绝的游客量毫无疑问会对社区

居民日常作息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若景区正常开放时间有变动或者将晚会等活动提上日

程，采取景区管理单位提前对社区居民公布对外开放旅游景区的时间，对于交通拥挤堵塞现

象，可以增加开往景区公交车的车辆，专门开设一条线路针对这座城市内通往各个旅游景点

的快客，从而解决因交通堵塞而减少景区的可进入性。同时，居民使用景区周围或内部的娱

乐设施都能享受到一定的折扣，每逢景区有优惠活动时，社区居民能凭借身份证等相关证明

享受福利。

（三）加强景区周边环境保洁，文明程度优劣采取奖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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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周边生态环境与社区居民的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景区在周边环境被破坏

的同时仍不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去解决，当地居民会产生逆反心理的情绪化而出现两败俱伤

的局面。因此，旅游景区管理人员应不断加强景区环境清洁，可以聘请当地周边社区居民来

为景区保洁。当地居民不止是优化景区的环境，更是在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让社区里一些

退休的工作人员充当环保检查人员，如游客有乱扔生活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则当即罚款以示警

戒，景区可定期开展推选最佳环保者的活动来进行嘉奖。

（四）建立旅游景区开发培训机构，实行民主参与决策管理机制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在旅游发展中的体现。要引导社区居民充分

合理的参与旅游发展，增强居民的旅游景区开发意识和拓展居民的旅游开发知识是必不可少

的。因此，应有针对性地培训居民具有专业的旅游开发知识和作为旅游人员必备的心理素质

和生存技能。居民需充分抓住针对旅游景区开发而培养的旅游专业技能，积极提高自我，主

动参与旅游专业技能提升的培训项目。在储备完景区开发知识和提高旅游专业技能之后，大

力宣传居民参与旅游景区开发的重要性，加强居民参与旅游景区规划的意识，提炼居民自主

自愿参与旅游开发的想法，使居民能实质性参与民主决策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让自己的

地位和发言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充分实现居民和旅游景区通力合作后出现的双赢局面。

（五）政府开启管理外来商家和个体户营业模式，使两者共存或融合

当地基层政府在考虑旅游景区的合法盈利同时，也应该照顾到当地居民的自身利益。政

府有关部门应如实贯彻党中央领导人以民为本、为民谋利的初衷，只顾单方面地追求旅游景

区带给自己的经济利益，易滋生出社区居民的经济追求与旅游景区开发前景相矛盾的利益问

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开启外来商家和个体户两种营业模式的管理。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和景区

管理者的全力配合下，让个体商户能一同成为景区附近商家的一份子，既奠定了个体商业单

位的位置也让景区商家在竞争中更好地发展。有竞争力和市场前景的外来商家采取收购个体

经营户的商店，使其成为自己的分店，为自己赚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也让一些个体商户免去

破产危机。

综上所述，在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经营中，对景区周边社区利益足够的认识中，关注

居民利益与景区发展的双向动态，出现旅游景区和社区利益相冲突时，双方立即着重处理，

让矛盾不进一步激化。并结合当地旅游决策部门和景区管理者的政策帮助、大力执行的努力。

就能使社区居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证，景区的美好前景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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