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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择了国外研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 61 篇文献进行了述评。研究结果显示 ,国外旅游业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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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新的发展理念的提出总是被认为是摆脱

现实困境的灵丹妙药 ,可持续发展也不例外 :当 20

世纪 80 年代有识之士认识到全球能源储存日益枯

竭、生态环境几近崩溃 ,而经济发展观念与生活消费

潮流依旧“恶习”不改时 ,《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1 ] 。三年后的 1990 年 ,《旅游持
续发展行动战略》草案中明确地提出了“可持续旅
游”的概念[ 2 ] ,颠覆了旅游业“无烟工业”的美好印
象 ,未雨绸缪地提出旅游业同样需要谨慎处理当代

与未来、外来旅游者与当地居民、旅游需要与资源保

护之间的关系 ,从而实现三种关系之间的公平发展。

自可持续旅游的概念传入国内后 ,有关旅游业

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共轭领域的研究常见于书末报

端。笔者以“可持续旅游”、“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为

标题关键词在“维普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全文)”

2001 —2007 年时间段的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搜索 ,搜

索结果共有 277 条 ,即在这 6 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学
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达 277 篇。然而 ,数量

多并不等同于质量高。有学者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提出 ,国内大量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研究 ,

无法形成统一、规范的评价指标体系 ,大量的指标体

系的权重确定主观性过大、评价方法单调 ,多指标综
合评价方法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也不强[ 3 ] 。更有学
者认为 ,国内关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研
究 ———概念与内涵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有待深入
和系统[4 ] 。鉴于可持续旅游概念是由国外引入 ,笔
者认为应当首先对西方同行的工作进行梳理和传

介 ,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性工作。

1 　文献来源与评述思路

笔者将文献收集的范围确定为致力于“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的英文文章 ,因此选择 SDOS2Elsevier

(全文)库为搜索数据库 ,选择“sustainable tourism”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进一步阅读这 309 篇文章的同

时 ,筛选出以“sustainable tourism”为核心研究内容

的 61 篇文章。本文将这些文章列入本次述评之列。

在评述思路上 ,笔者主要考察西方学者对“sus2
tainable tourism”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目前

他们取得了哪些共识或结论。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学

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总体述评 ,以期对我国

研究有所启示。

2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内容

211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界定

概念的定义往往是一个领域研究的基础问题。

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里 ,对什么是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概念。

第一种概念强调整个旅游产业从资源和环境的

角度能够得到代际之间的公平发展和高效利用。如

Bum Yong Ahn 等指出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 sus2
tainable tourism develop ment ) 是指在利益相关集

团之间获得某种程度的协调发展 ,达到预期的生活

质量并能够持续下去的发展状态[5 - 6 ] 。与这一观念

相对应的一个名词“sustainability”应用比较广

泛[7 - 8 ] ,其指的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

概念的认同在我们评述文章中占了绝大多数。第二

种概念则将“sustainable tourism”理解为一种旅游

活动的行为方式 ,是大众旅游的对立面。Camelia

Monica Tepelus[9 ] 与 Adriana Budeanu[10 ] 都指出 ,

大多数由旅游而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由大众旅游造

成的 ,可持续旅游是一个“小规模的解决办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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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指出旅游承办商可以通过在旅游活动组织过程中

对可持续旅游“良好习惯”的遵守及对游客行为的监

督达到长期保护环境的目的。Susanne Bohler 等通

过对假日出游而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的研究 ,提出

要倡导基于环境保护意识上的旅行方式[ 11 ] 。

212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是学者研究的一

个重点领域。从目前的文献阅读结果来看 ,主要可

以分为多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生态足迹方法、系

统论模型等。

Gramham Miller [6 ]采用特尔非法 ,通过对四大

著名旅游研究期刊 1999 —2001 年发表过有关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文章的 74 名作者进行两轮调查 ,研究

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作者认为可

持续旅游评价指标的确定是非常必要的 ,但对于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实现旅游业

的可持续发展还存在很多分歧。这种观念上的不协

调直接导致评价指标设置的差异 ,学者们对于评价

体系中的质量指标也很难达成共识。调查发现 ,当

地居民的参与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有很重要的

作用。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

评价要因地而宜 ,因为可持续旅游是一个在共性中

存在个性的问题。

Miika Kajanus 等用 SMAR T 方法替代 A HP

方法研究了 SWO T 中每一个影响到乡村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的因素在整个模型中的权重 ,并将这种模

型命名为 A’WO T 模型。运用该模型 ,研究人员选

择了芬兰和德国的两个旅游目的地进行例证 ,结果

表明 ,为了达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当地文化的

相关因素应当成为评价模型中重要的因素之一[12 ] 。

Tae Gyou Ko 将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和环境冲击与旅游服务质量整合为一个可持续

性的评价程序。作者表示要鼓励各利益相关者在旅

游业计划和发展的过程中应用恰当的信息从而参与

产业的发展[13 ] 。Sheng2Hshiung Tsaur 等以我国台

湾地区为例构建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模

型[14 ] 。该评价指标包括资源、社区公众和旅游业。

该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将这 3 个指标两两复合 ,探

讨一个指标对另一个指标的影响程度 ,因此评价体

系中包含了 6 个一级指标 (文中称为关系角度指

标) ,每一个一级指标下又设若干有关社会与环境的

二级指标 ,并分别赋予它们权重。Hwansuk Chris

Choi 等研究了衡量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

系。该体系包括 125 个评价指标 ,其中政治类指标

32 个、社会类指标 28 个、生态类指标 25 个、经济类

指标 24 个、技术类指标 3 个、文化类指标 13 个[15 ] 。

Stefan Gossling 等以塞舌尔群岛为例分析了生

态足迹方法应用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时的方法

框架 ,并讨论了这种方法的优劣势。研究指出 ,生态

足迹方法最关键的问题同时也是运用的一个障碍就

在于统计数据的获得比较困难[16 ] 。Colin Hunter

等也探讨了生态足迹方法应用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的过程[ 17 ] 。

Shih2Liang Chan 等以我国台湾地区阳明山国

家公园的 Ping Ding 社区为例探讨了系统论中的

Sensitivity Model 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应

用。按照模型的要求 ,研究人员筛选了 26 个有关当

地居民、规划者、利益集团在内的影响类别用以识别

Ping Ding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18 ] 。

213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Ruwantissa I1 R1 Abeyrat ne 通过对岛屿国家旅

游业的研究指出 ,由于岛屿国家都过度依赖离开航

空就无法生存的长途旅游业 ,因此这些国家正处于

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上[19 ] 。Cevat Tosun 以土耳

其为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

的挑战[ 20 ] 。研究指出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挑战在于国家经济政策的

重点、公共行政管理结构、环境问题、过度商业化以

及国际旅游系统结构。研究认为 ,尽管旅游业可持

续发展的提出是非常有益的 ,但其实现具有很大的

困难。研究还提出 ,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的实现需要国际组织的鼓励及协助。Camelia Mon2
ica Tepelus 与 Rolando Cast ro Cordoba 分析了哥斯

达黎加“可持续旅游认证”的实施情况[21 ] 。该认证

是由哥斯达黎加旅游研究所研究制定的 ,通过对旅

游地物理 - 生物参数、基础设施与服务、外部客户、

社会 - 经济环境等 4 个方面评价得出该旅游目的地

处于何种发展水平。

世界遗产景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了学者们

的注意。J1 Grainger 研究了埃及西奈半岛圣凯瑟林

保护区的旅游业发展情况[22 ] 。研究指出 ,旅游业的

发展给圣凯瑟林保护区的山地生态系统和 6 个部落

的土著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了使这个地区及

旅游业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 ,作者提出要制定综合

治理方案来保护该地区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并建议

应当允许当地居民尤其是土著居民参与到可持续发

展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世界遗产景区的可持

续发展同样面临着巨大压力 ,这些压力来自于日益

增长的人口、当地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资金匮乏等 ,

李咪咪等对此有深入的研究[23 ] 。

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自然景观类景区尤为突

出。据 Sanjay K1 Nepal 的研究结果显示 ,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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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区由于旅游业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

越来越突出 ,可持续发展压力越来越大。作者以当

地三个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 ,提出了

一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和管理问题[ 24 ] 。Ihab Mo2
hamed Shaalan 对埃及红海沿岸的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情况进行了分析[ 25 ] 。Eugeni Aguio 等对马里阿

里群岛的旅游业发展进行了分析 ,文章指出若要获

得长远发展 ,该地的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建立在可持

续发展的框架之下[26 ] 。Helen Briassoulis[27 ]对土耳

其 Belek 旅游中心的研究同样也得出了类似于上的

结论。T1 Young 研究了美国大烟山国家公园的旅

游业发展现状[28 ] 。为了进行旅游开发 ,当地的居民

被移出风景区 ,并在区内进行了旨在恢复该地“纯自

然”状态的二次轮栽计划。然而正是这样的措施破

坏了风景区最迷人的景致 ,导致景区视觉魅力退化。

加蓬的森林公园在开展旅游业的进程中遇到了资源

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 ,引发了可持续发展的讨论。

William F1Laurance 等指出为了保护加蓬最丰富的

野生动物资源和植物群落、提高发展潜力 ,政府和旅

游者都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29 ] 。Marc Fort uny 等

研究了西班牙 Balearic 岛的旅游业发展情况。文章

提出 ,大众旅游和传统旅游方式对环境造成越来越

大的压力 ,因此要探讨旅游目的地从当前的发展状

态向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30 ] 。Lydia The 等分析了

Pulau Banggi 地区基于 Priori 评价基础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旅游规划 ,发现限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主

要因素是水资源和卫生设施[ 31 ] 。

Stefan Gf ssling 等通过法国、塞舌尔、美国和荷

兰四国的案例分析了旅游业的生态效益 ,研究结果

显示旅游业在单位经济价值所需排放的二氧化碳、

环境损害等方面并不比其他经济产业更有利于环境

的保护 ,旅行距离和运输形式是影响生态效应的最

重要的因素。文章指出短途旅游才是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前提[32 ] 。J an Warnken 等研究了澳大利亚“国

家生态旅游业标准计划”( N EA P) 实施后的昆士兰

州旅游业的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 ,有些生态旅

游地没有达到 N EA P 所要求的平均标准 ,这些地方

资源消耗很明显 ,人均能源及水资源的消耗甚至是

普通水平的两到三倍。文章提出这些地区应当提高

警戒意识服务[33 ] 。

214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为了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学者们针对研究

案例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其中一项

比较有共识的对策就是进行旅游规划。Gary

R1 Hovinen 通过研究 Lancaster 市旅游业的发展现

状 ,对 Butler 的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修正 ,并提出

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则

Lancaster 的旅游业将走向衰退阶段[ 34 ] 。Bum

Yong Ahn 等认为 ,为了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应该在规划阶段就要将可持续问题考虑进去 ,

并探讨运用可变限制 (L AC) 模型的具体方法[5 ] 。

Cliff Nelson 等介绍了威尔士海岸旅游地的“绿色海

岸奖励”计划的执行情况[ 35 ] 。研究结果表明 ,大多

数游客对该计划知之甚少。但这项措施的实施还是

对当地环境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Peter M1Burns 等以西班牙 Cuellar 海岸旅游地为

例进行了规划效果的研究[36 ] 。该研究运用随机抽

样的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旅游规

划确实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并

对当地民主进程也有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 ,相互之间

的协同合作就成为区域产业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Zinaida Fadeeva 介绍了欧洲 5 个国家 (爱尔

兰、瑞典、芬兰、西班牙、希腊) 开展的旨在促进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的网络协作项目[ 37 ] 。列入该项目的 8

处旅游目的地可以通过该网络共享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解决办法、出现的新情况等。Pernille Ker2
nel 对丹麦日德兰半岛地区实行的一项三年期项目

“日德兰半岛中部与北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行研

究[38 ] ,该项目涉及旅游发展组织、奥尔堡大学、环境

咨询公司、市政当局以及 26 家与旅游有关的企业。

文章提出可以通过整合不同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利益 ,以实现整个地区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单个旅游区同样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Christine Lim 通过对澳大利亚两

个旅游区进行案例研究 ,以他们的经验来说明旅游

区可以通过植树、实施各种保护项目、在当地学校和

其他机构展开旅游教育、环境教育等有社会责任感

的活动来展示对社区环境的承诺 ,从而达到整个地

区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39 ] 。Sara Dolnicar 等提出 ,

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营销工作来推动旅游目的地向

可持续发展前进[40 ] 。

Kian Foh Lee 研究了清洁生产技术在旅游目

的地可持续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41 ] 。作者指

出清洁生产技术可以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目的

地中发挥重要作用。Fitzgerald Yaw J r1 通过对加

勒比海旅游区的案例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即在

旅游目的地的各项旅游设施中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可

以提 高 旅 游 系 统 的 可 持 续 能 力[42 ] 。Sanjeev

K1 Sobhee 的研究结果表明 ,旅游业要获得可持续

发展 ,推动保护多样性的工作非常重要[43 ] 。

215 　其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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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Michael Hall 对海岸旅游和海洋旅游的文献

进行了综述[44 ] 。文章认为海洋旅游与海岸旅游开

发过程中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M1 Kent 等分析了西班牙 Mallorca 的旅游业发展与

水资源供给之间的关系[45 ] 。文章指出 ,对于该地的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的供给已经成为了限制

性因素 ,因此要予以大力解决。Dana Tesone 研究

了旅游人才培养课程设计的问题 ,针对旅游管理中

加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设计了一个课程模块[46 ] 。

Maia Lordkipanidze 等以瑞典 Soderslat t 地区为研

究案例 ,分析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等个性对一个地

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47 ] 。J eremy

Nort hcote 等提出了一个基于可持续管理的旅游目

的地综合收益框架 ( IT Y) ,并以澳大利亚的 Rottn2
est 为例探讨了该框架的具体运用过程[48 ] 。

3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

311 　经济学角度

若要了解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问题的成果 ,不能略过 Alan Collins 的文章。在该

文献中 ,作者研究了不同的旅游业承载能力下的旅

游需求和供给的不同曲线 ,曲线的不同走向影响了

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文章指出 ,可以通

过不同时期的溢出效应来划分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阶

段。而市场营销措施无法在环境问题出现之前解决

溢出效应的问题 ,只有采取更严格地控制游客数量

的手段才能有效地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然而这一

手段在很多地区无法得以有效开展[ 49 ] 。David Vail

与 Lars Hult krantz 运用产权理论分析了瑞典达拉

纳地区和美国缅因州的旅游开发由于产权界定不清

楚 ,因而土地拥有者、旅游者、休闲产业等利益相关

者在有限的排他和竞争的情况下 ,在土地利用上联

成了动机同盟 ,从而造成了一定的后果[50 ] 。

Antonio Paolo Russo 的文章提出了遗产城市

旅游业发展中出现的“怪圈”: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的

晚期 ,随着旅游地吸引力的逐渐下降 ,短途游客出现

的频率逐渐增大[ 51 ] 。Helen Briassoulis 从旅游目的

地资源的经济学属性入手探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 27 ] 。文章指出旅游目的地的资源由于其非排

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质 ,因此

可持续发展就遇到了诸如经济利益下降 ,环境恶化

等难题。Claudio Piga 探讨了旅游业向可持续发展

进程中征收发展税所起到的作用[52 ] 。文章指出 ,为

了达到代际的公平和效率 ,征收土地使用税和制定

相关法律法规是有效的途径。Bill Bramwell 从政

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马耳他政府出台的有关限制

旅游业发展的政策[ 53 ] 。

312 　社会学角度

Yiping Li 从种族角度研究了加拿大 Wa2
nuskewin 遗产公园的旅游业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分析了种族旅游开展后对该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并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

法[54 ] 。Pauline J . Sheldon 等从地区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的角度对夏威夷 waikiki 地区居民对旅游业发

展的态度进行了研究[7 ] 。Maria Kousis 以南欧的葡

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三国为例 ,探讨了旅游东道地区

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旅游业和环境发展之间所扮演的

角色及其行动力度和效果[55 ] 。

313 　资源与环境角度

S1 Gossling 从水资源利用的角度切入 ,探讨了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关

系[56 ] 。David Johnson 研究了海上巡游对环境和资

源的消耗 ,进而提出航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为了达

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由于旅游带来的垃

圾处理与综合利用问题[ 57 ] 。Stefan Gossling 分析

了因旅游带来的环境影响因素及其结果[58 ] 。Jo2
sep h E1 Mbaiwa[59 ]与 Emre Gunce[60 ]分别以博斯瓦

纳西北部的奥卡瓦三角洲和塞浦路斯为例探讨了旅

游业开发对当地的环境影响。Josep h E1 Mbaiwa 以

博斯瓦纳某三角洲地区为例 ,探讨了以野生动物为

资源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问题[61 ] 。San2
jay K1 Nepal 研究了尼泊尔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中对化石能源的消耗。文章指出 ,虽然该地区主要

消耗的能源为煤油和木炭 ,但再生能源的利用已经

呈现上升的态势[62 ] 。

314 　其他

J im Macbet h 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认为是旅游

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或研究平台。作者提出在当前旅

游研究和管理工作中最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或平台就

是可持续研究范式 ( sustainable paradigm) [63 ] 。

4 　结论

从以上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结果我们可

以看到 ,西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局面 ,其中不乏存在对于概念的争论、发展现

状的担忧 ,这种情况在我国的研究成果中也是多见

的 ,但评价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多样性是我国研

究成果所不能企及的。综合评价方法的深入性、新

的评价方法的尝试以及从经济学、社会学、环境资源

的角度研究在我国鲜有尝试。尤其是对于旅游业所

涉及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参与

及其作用 ,西方学者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而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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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基本处于吸收该理论的阶段。本文认为 ,执着于

概念的表述无助于研究的深入 ,也起不到理论指导

实践的作用。对于我国的研究学者来说 ,摸清现实

发展情况、深入研究评价方法、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

议才是当务之急。正如 J arkko Saarinen 在其文章

中所提到的 ,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旅游目的地

和全球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需要旅游目的地的科学

管理 ,也需要旅游参与者的道德认知。而对实践发

展起推动和指导作用的学术研究的使命和价值在于

对旅游业和旅游目的地发展的过程中的资源可持续

利用进行评估 ,并提供对策意见[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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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reviews overseas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draws conclusion as follows : t he relative

study content s mainly involve practice analysis ,assessment approach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nd so on ;t 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clude eco2
nomics ,sociology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economic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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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上市的 20 家钢铁企业在 2003 —2007 年 5 年期间

的效率进行了动态评价 ,讨论了我国钢铁企业的发

展动态 ,介绍了我国钢铁企业在这 5 年期间进行的

一系列改善措施 ,从而进一步明晰我国钢铁企业经

营效率的影响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 ,2008 年影响钢铁行业发展的不

确定因素较多 ,主要是国家实行的从紧货币政策、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及回落的幅度等影响了

国内市场对钢铁产品需求的增长幅度 ;铁矿石、焦

炭、焦煤、电价上涨等因素使得钢铁生产面临成本上

升的巨大压力 ,盈利空间缩小 ,有的产品甚至出现亏

损状况 ;国际钢材市场需求变化及 2008 年我国钢铁

产品出口总量也存在较大的变数并对国内钢铁市场

带来影响 ;关停和淘汰钢铁落后产能力度加大、在建

工程和新增产能投产等对钢铁生产总量和国内市场

供需平衡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在重重压力下 ,我

国钢铁行业各企业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积极采取

各种措施应对外部挑战 ,并密切关注本企业内部的

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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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valuation on Performance of Listed Company i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DEA

Xu Xusong ,Chen Mei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 The paper adopt s DEA met hod to evaluate t he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twenty listed companies in iron and steel indust ry in China dur2
ing t he period 200322007. And it analyzes t he factors influencing t he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iron and steel indust ry in China.

Key words : DEA ;iron and steel indust ry ;listed company ;management performance ;dynamic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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