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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域旅游的实施，旅游用地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拓展，旅游用地的综合性、复合性、多效益性以及空间分布的叠加性

日益增强。传统的旅游用地概念内涵不清，分类支离破碎，过分强调功能，缺乏系统时空结构的阐述，导致旅游用地规划难以与

其他规划相协调，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区域整合发展受阻，旅游用地概念和分类面临严峻挑战。在分析旅游用地概念及分类现

状，探讨存在的弊端和问题的基础上，基于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时空结构分析对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用地进行了概念界定和

分类。设旅游用地为一级类，下设资源系统用地、用户系统用地、基底系统用地、相互联系用地 4 个二级类，资源管理用地等 20

个三级类用地和地文景观用地等 53 个四级类。并对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用地的概念及分类进行了讨论，认为: 社会生态系统

理念涵盖了全域旅游的全部内涵，重视系统的层级、结构、功能、演进和相互联系，利于构建不同时空阶段的旅游用地类型的用

地结构标准，促进旅游用地的规范化、分类化管理，旅游用地的时序化和动态化预测和引导; 重视生态功能和社会效益，有利于

旅游用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综合效益的提升; 涵盖核心景区及外围要素，有利于解决景区与社区的矛盾，促进全域旅游的开展和

区域可持续发展; 强调旅游用地的复合性、综合性，有利于旅游规划与其他规划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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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holistic tourism，the connotations and extension of tourism land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comprehensiveness，complexity，multi-profitability，and superposit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land are continuously increasing，an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land used for tourism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This study: 1 ) Analyzed the current concept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tourist land and discussed their

disadvantages: The concept of tourism land is unclear，and its classification is fragmented and places too much emphasis on

function; a space-time structure for the system is lacking． It is difficult to coordinate tourism land planning with other

planning，and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re impeded． 2 ) Analyz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structured of the social ecosystem of tourism land，and studied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tourist lan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social ecosystem，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land in the context of holistic tourism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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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d and classified． Tourism land was defined as a first-level land use type，under which land resources systems，the
land for the user's system，basal correlation，and related land etc． four second-level land use types are defined． And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ies etc． third-level land use types and physiographic landscapes etc． 53 level four classes，are
given． 3) Finally，the study discusses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to urism land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tourism． It is
accepted that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land from a social ecosystem perspectiv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ystem level，structure，function，evolution，and interconnectivity，and is conduct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space-
time stages of tourism land use types and land use structures． This promotes the standardization，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temporal and dynamic prediction，and guidance of tourism lan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encompass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social benefits of tourism land，and could facilitate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tourism land． The study covers core scenic spots as well as peripheral elements and could thus contribute to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se of scenic spots and communities，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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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地方把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或重要产业，作为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切入点。随

着全域旅游的开展，旅游业态日益丰富，旅游用地的综合性、复合性、多效益性以及空间位置的叠加性更加明

显［1］，对旅游用地进行精准定义和分类具有相当难度。目前对什么是旅游用地，旅游用地如何分类以及旅游

用地采取什么样的管制措施等问题，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尚存在模糊认识［2］。相关法律法规对旅游用地也没

有给出清晰的定义［3］; 各部门对旅游用地的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体系支离破碎; 学界对旅游用地的概念和

分类重功能轻结构、重眼前轻演进、重景区轻社区、重资源轻环境、重自然轻人文、重表象轻本质的倾向十分突

出。旅游用地是多层级、不断演进的时空跨尺度影响的适应性循环系统。全域旅游是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
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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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用地概念、分类需要拓展，研究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拟基于社会

生态系统时空分析，探究旅游用地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及其相互联系和影响因素，界定旅游用地概念和分类。
本研究成果将有利于促进旅游用地的规范化管理和分类管理和动态化监测，有利于旅游用地生态环境质量和

综合效益的提升，有利于解决景区与社区的矛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及旅游规划与其他规划的融合旅游用

地概念和分类的现代化、科学化，为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整合发展、景区社区共生、多规合一改革提供理论

基础。

1 现行旅游用地概念和分类存在的弊端及带来的问题

1．1 旅游用地概念和分类存在的弊端

1．1．1 旅游用地概念内涵不清，外延宽窄不一

国外对于旅游用地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旅游用地规划。我国旅游用地研究最初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城市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及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中［5］。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旅游用地概念进行

了界定。多数学者［6-9］从功能角度对旅游用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旅游用地是旅游业用地，即在旅游地

内凡能为旅游者提供游览、观赏、知识、乐趣、度假、疗养、娱乐、休息、探险、猎奇、考察研究等活动的土地。王

万茂［10］从建制角度认为旅游用地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确定的各级风景名胜区的全部土地。朱德

举［11］、张娟［12］从系统角度认为“旅游用地是风景旅游区内人们从事旅游活动的场所，自然作用与人类活动之

间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复杂系统”。周菲菲［13］、徐勤政等［2］从要素角度探讨旅游用地，认为

旅游用地包括旅游客体用地、旅游媒介要素用地以及旅游辅助要素用地，是指旅游要素在空间范围的分布和

联接(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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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旅游用地概念列举

Table 1 List of tourism land concepts

学者 Scholar 旅游用地概念 Concept of tourism land

梁栋栋等［6］ 旅游用地是旨在保护具有美感的自然景观和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的需要，供观赏、游览、文化娱乐、教育和科研使用的
特殊土地

毕宝德［7］ 旅游用地就是旅游业用地，即在旅游地内为旅游者提供游览、观赏、知识、乐趣、度假、疗养、娱乐、休息、探险、猎奇、考
察研究等活动的土地

贺倩［3］ 旅游用地是指一种能直接或间接满足旅者的游览、游憩、休闲目的，并能为旅游者进行一系列旅游活动提供场所和空
间的土地总称

吴郭泉等［8］ 旅游用地就是旅游业用地，即在旅游地内凡能为旅游者提供游览、观赏、知识、乐趣、度假、疗养、娱乐、休息、探险、猎
奇、考察研究等活动的土地

章牧等［9］ 旅游用地是由原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共同组合的可供观赏、游览、娱乐、教育和科考使用的特殊土地

王万茂［10］ 一般人们所提到的旅游用地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确定的各级风景名胜区的全部土地

朱德举［11］ 旅游用地是风景旅游区内人们从事旅游活动的场所，自然作用与人类活动之间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
复杂系统

张娟［12］ 旅游用地是指在地球表层的特定区域，由气候、地貌、岩石、土壤、植被、水文地质、动物、人类活动的种种结果组成的
土地生态系统中，凡是具有游憩功能的、可以被旅游业所利用的自然、经济、历史综合体

周菲菲［13］ 旅游用地包括旅游客体用地、旅游媒介要素用地以及旅游辅助要素用地

徐勤政等［2］ 旅游用地是指旅游要素在空间范围的分布和联接，是指旅游单位( 与旅游业相关的独立主体，包括旅游吸引物、旅游
接待设施等) 在城市中的数量和分布

1．1．2 强调核心功能用地，缺乏系统结构的阐述

旅游用地概念界定和分类中局限于景区用地、资源用地和旅游开发的实施用地等核心功能用地，集中在

以资源为主体的旅游吸引物用地或以旅游交通、旅游饭店等为主的旅游开发、接待、服务设施用地。忽略了旅

游用地的文化功能、承载功能和生态功能等其他功能用地; 忽略了旅游资源核心部分与周边生态要素之间、系
统与外界的联系，对旅游用地结构、格局、演化较少提及; 忽略了景区内居民社会用地、文化遗产及其设施、生
态用地和其他基底要素，在实践操作中容易导致核心景区与周边系统割裂，经济功能与生态功能割裂( 表 1，

表 2，表 3) 。
1．1．3 缺乏统一标准，分类支离破碎

在国家相关部门规划及全国土地利用分类，旅游用地没有统一标准中，各相关部门仅以自己方便操作制

定土地利用分类。旅游用地没有明确的地位和归属，缺乏科学性和普适性和可操作性［14］。建设部 1991 年颁

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J137—90) 》和 2012 年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未单独设置旅游用地类别，与旅游用地相关的“文物古迹用地”“娱乐用地”“康体用地”和“公园绿地”等

用地类型挂靠于城市建设用地中。建设部 1999 年的《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 GB50298—1999) 》旅游用地没有

涵盖整个旅游行业，没有涉及生态环境对旅游用地的要求。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198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与

含义》、国土资源部《2002 全国土地分类》、国家土地管理局《1989 城镇土地分类及含义》中仅及旅游用地的部

分类别。2007 年颁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GB /T21010—2007) 》没有明确的旅游用地名称，旅游用地

作为“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二级地类) 归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一级地类) 中，属于建设用地范畴

( 表 2) 。
1．1．4 强调静态划分，忽略旅游用地的演化发展及尺度影响

国外对旅游用地的土地分类工作开展至今约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我国学者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

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15-18］，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苏子龙等［19］从土地利用覆盖角度进行分类，考虑与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标准衔接; 王金叶等［20］从土地功能角度进行分类，将生态景观纳入分类体系; 周菲菲从旅游要

素及其相互作用角度对旅游用地进行分类; 和圆媛等［21］从土地覆盖和功能角度进行分类，涵盖了核心资源及

周边环境部分; 陈文娣［14］、吴郭泉［10］等基于土地用途进行分类，注重保护生态; 王珍子［22］以用地功能、服务

性质和利用方式为分类标准，建立了旅游业用地三级分类体系。吴承照和过宝兴［23］兼顾了旅游用地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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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用地表达。总体来看，我国学者从土地利用规划角度［12-13，24］，从城乡规划角度［25-27］对旅游用地分类进

行细分和衔接，从土地使用性质和旅游功能的角度来提出分类体系，力求通过修补靠近现行的相关部门的土

地利用分类系统以解决特定领域或特定部门的实际问题［28-31］。但在分类中过于强调旅游用地的静态的现实

状态，忽略了旅游用地形成、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及其产生的用地，如利用开发过程、旅游后续管理过程、旅游营

销过程及其用地、不同演化阶段、不同尺度的不同旅游用地在结构和格局方面的用地需求。静态的、狭隘的、

支离破碎旅游用地分类割裂了旅游用地各要素在时空格局上的联系和跨尺度影响，不利于规划中进行系统考

虑和统筹安排和动态监管( 表 3) 。

表 2 旅游用地在国家相关土地分类中的地位

Table 2 The position of tourism land in national l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state

部门
Department

规范或标准
Standard

旅游相关用地内涵
The connotation of tourism related land

建设部
Ministry of Land and Ｒesources

《城市用地分类 与规划建 设用地标准
( GBJ137—90) 》

C 公共设施用地: C2 商业金融业 ( C21 商业 C22 /C23 /
C24 服务 业 /C25 旅 馆 业 /C26 ) 、C3 文 化 娱 乐 ( C31—
C35 /C36 游 乐) 、C4 体育( C41—C42) 、C53 休疗养用地、
S2 游憩集会广场用地 C7 文物古迹 G 绿地: G1 公共绿地
( G11 公园) E 水域及其他: E1 水域

国土部
National Agricultural Zoning Commission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GB /
T21010—2007) 》

耕地、园地、林地、商服用地( 214) 、公共设施用地( 232) 、
公共建筑用地( 244) 、特殊用地( 285) 、未利用土地、其他
土地( 32)

建设部
Ministry of Land and Ｒesources

《风景 名 胜 区 规 划 规 范 ( GB50298—
1999) 》

风景游赏用地、游览设施用地、居民社会 用地、交通与工
程用地、林地、园地、耕地、草地、水域、滞留用地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National agricultural zoning commission

1984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与含义
特殊用地: 居民点以外的国防、名胜古迹、风景旅游点、
墓地、陵园等用地

国土资源部
Ministry of Land and Ｒesources

2002 全国土地分类 213 餐饮旅馆业用地、瞻仰景观休闲用地

国家土地管理局
The State Land Administration

1989 城镇土地分类及含义 12 旅游业用地、绿化用地、41 文化体育娱乐用地

表 3 旅游用地学者分类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land by scholars

学者 Scholar 旅游用地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land

王金叶等［20］

设立旅游用地一级地类，下设施用地、旅游地产用地和旅游景观用地 3 个二级地类; 游憩设施用地、基础设施用地、服
务设施用地、管理设施用地、旅游商品生产用地、旅游地产用地中的独立产权住宅和产权式公寓、自然生态景观用地、
人工生态景观用地等 9 个三级地类; 历史文化游览用地、休闲游憩用地、娱乐文体用地、旅游交通用地、旅游接待用
地、地文景观用地、农田景观用地等 20 个四级地类

陈文娣［14］

旅游用地作为一级类，生态保护用地、旅游游赏用地、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旅游商业开发用地、其他旅
游用地 5 个二级类，景观保护用地、控制发展用地、自然景观游赏用地、文化景观游赏用地、人造景观游赏用地、其他游
赏用地、旅游基础设旅用地、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旅游管理设旅用地、游接待用地、娱乐康体用地、旅游商业及商
贸购物用地、旅游地产用地、旅游生产用地、旅游教育用地、其他用地等 16 个三级类

黄羊山等［28］ 按照旅游景区功能将旅游用地分为三大类: 旅游服务用地、基础设施用地、生产管理用地

辛建荣［29］
旅游专项设施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管理与居民用地、旅游加工业和农副业用地 4 大类和游憩用地、旅游接待用地、旅
游服务用地、度假及休疗养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基础设施用地、旅游管理用地、居民居住用地、旅游加工业和农副业
用地等 10 个小类

张娟［30］

旅游用地作为一级类型，下分为 2 大类: 娱乐景观用地和旅游接待及生产用地。其中娱乐景观用地包括 3 类: 风景游
赏用地( 观光农业用地、城镇旅游及水域旅游用地、特种旅游用地) ，游览设施用地( 休养保健用地、游娱文体用地、购
物商贸用地) ，滞留用地( 滞留农业用地、滞留建设用地、滞留未利用地) ; 旅游接待及生产用地包括 2 类: 旅游接待及
管理设施用地( 旅游接待设施用地、旅游基础设施用地、旅游管理设施用地) ，旅游生产用地( 工业副业生产用地)

王珍子［22］
分旅游核心吸引物用地、旅游服务用地、旅游辅助基础设施用地、自然景观资源区用地、人文景观资源区用地、其他景
观资源区用地、游客服务中心用地、商业服务用地、交通用、公共设施用地、公共建筑用地、其他用地等 9 个二级类和
28 个三级类

吴承照和过宝兴［23］ 在种类和结构的基础上，将旅游用地划分为: 包含休憩娱乐和服务设施的硬部门用地、包含常住居民生活和景区管理
机构的软部门用地、包含游赏路线和游赏地的游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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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者 Scholar 旅游用地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land

赵晨迪［31］
旅游用地划分为专项旅游用地和复合旅游用地。专项旅游用地细分为自然观光游览用地、人文观光游览用地、旅游
服务设施用地、旅游交通用地和旅游管理用地等。复合旅游用地又分为旅游住宿用地、旅游餐饮用地、旅游购物用地
和旅游娱乐用地

吴郭泉等［8］

一级地类 1 类: 旅游用地。二级地类 6 大类 17 小类: 分别为自然生态旅游用地( 自然保护用地、野外游憩用地) ，人工
生态旅游用地( 农业旅游用地、水域旅游用地、城镇绿化及景观用地、工业旅游用地) ，旅游文娱设施用地( 休闲保健用
地、游娱文体用地、购物商贸用地) ，旅游基础设施用地( 旅游接待设施用地、旅游服务设施用地、游览设施用地、旅游
交通设施用地、旅游基础工程用地、旅游管理设施用地) ，旅游生产用地，其他旅游用地( 特种旅游用地、滞留用地)

苏子龙等［19］
考虑与现行土地利用分类体系衔接，将利旅游用地单独设立，一级地类分为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并分别对应旅游
设施用地和旅游生态用地 2 个二级地类。其中，旅游设施用地下设游憩设施用地、基础设施用地、服务设施用地和管
理设施用地 4 个三级地类和分属的 14 个四级地类，涵盖了为游憩活动提供直接和间接支持的所有设施用地

和圆媛等［21］
设旅游用地一级类，下设旅游用地、旅游建设用地、旅游未利用地、自然生态旅游用地 4 个二级类和观光农用地、城镇
村旅游建设用地、旅游交通水利用地、特殊旅游用地、自然保护用地 5 个三级类和种植旅游用地、森林旅游用地、养殖
旅游用地、风景游览建设用地、旅游交通用地、水域旅游用地等 6 个四级类

周菲菲［13］ 将旅游用地分为专项旅游用地和复合旅游用地 2 个一级类和旅游客体用地、旅游媒介要素用地以及旅游辅助要素用
地等 4 个二级类

1．2 旅游用地概念和分类带来的问题

旅游用地概念和分类仅限于旅游资源用地、旅游景区用地或旅游开发相关的用地，仅限于旅游用地核心区

域，割裂了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内各要素间、系统内外之间、资源与环境之间、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忽略了

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不同层级不同尺度间的相互影响，导致区域资源无法整合利用，区域间难以协调发展。
各自为政的旅游用地分类未考虑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要素及其联系的特殊性及其用地需求，未兼顾旅

游用地的复合功能、生态功能，不能充分满足旅游产业发展的要求; 旅游规划部门对旅游用地的功能分类导致

旅游用地类型难以在以用途分类和用途管制为目标的土地利用规划中进行挂靠和落实。各部门在旅游产业

用地内涵和外延、土地规划性质、建设指标确定、用地报批等方面存在争议，旅游用地规划难以与其他规划

协调。
旅游用地内涵的模糊性和外延的不清晰导致旅游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性质与功能相互混淆，使得旅游用

地容易转化为其他用地，改变原有旅游用途，导致以旅游用地为名的圈地运动，旅游区内的房地产开发热，旅

游区域内土地城市化等现象，破坏了旅游资源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导致旅游景观的破碎化、旅游资源特色

异化、庸俗化和对地方文化的侵蚀，降低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破坏了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旅游用地分类过于功能化和缺乏系统结构的阐述，忽略了景区周边区域对景区的生态、文化的哺育和社

会的支撑作用，人为隔断景区与周边环境的生态联系，导致旅游用地与其他用地明显分隔和孤立，导致景区规

划、建设和运营维护中重景区、轻环境，甚至破坏周边环境，景区严重超负荷运行，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生

态效应负面影响加剧的现象; 导致旅游规划和建设、运营管理和成果分享中旅游景区将社区及周边环境排除

在外，景区形似飞地，成为无源之水，游客可用面积的狭小，旅游用地承载力负荷增大; 景区和社区割裂，矛盾

冲突不断，出现旅游业发展与社区发展; 景区的富裕和繁荣与社区的资源被剥脱、挤占，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

文化环境被侵蚀和异化的两张皮现象( 图 1) 。

2 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强，自然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已相互渗透，纯自然的生态系统已被自然-社会-经济耦

合的社会生态系统所取代。国外一些学者( Gumming 等，2005) 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32-33］，奥斯特

罗姆创立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分析框架［34］为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生态系统治理问题提出了理论指导。社会

生态系统理论已成为分析区域人地关系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理论和方法［35-36］。旅游地是具有复杂性、
动态性的社会-生态系统［37-38］。参照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余中元社会生态系统多尺度思想［39］，本文构建了旅

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的时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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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旅游用地概念和分类的弊病和带来的问题

Fig．1 Disadvantages and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tourism land

2．1 旅游用地空间结构分析-多层级的社会-生态复合的系统

旅游用地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或社会经济系统，而是一个多要素组成的、多层级、自然-经济-社会-生
态复合的社会生态系统( 图 2、图 4) 。由核心子系统和基底系统组成。核心子系统又可以分为资源系统和用

户系统。资源系统主要包括旅游资源管理系统、旅游资源单位，用户系统包括旅游区用户群组、用户管理系统

等所组成。在核心子系统外围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所组成的基底系统。平时我们所说的旅游景

区大多指旅游核心子系统中的资源系统。若干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旅游用地及其联系通道构成一个旅游

区，再向上可以构成一个旅游带( 图 2、图 4) 。旅游用地规划中要充分考虑旅游用地的要素、结构、功能和联

系，用规划保结构、用结构促功能。
2．2 旅游用地时间结构分析-不断演进的适应性循环系统

旅游用地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用地形式。各要素相互联系，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不断演进。旅游地生

命周期理论是一个能合适地描述和解释旅游发展的模型，但未能对旅游发展演变的复杂过程与动力机制给予

合理解释［40］。结合生命周期理论、适应性循环( Adaptive Cycle) 理论［41］，结合球盆模型［42］，本文认为旅游用

地社会一生态系统在一个循环过程中将依次经过开发( r) 、保护( K) 、释放( Ω) 和更新( a) 4 个阶段或导入、

增长、成熟、衰退 4 个阶段( 图 3) 。在自然生态系统演进的基础上，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个文化背景和

地缘政治条件下( 图 3 循环 A 或球盆 A) ，一个新的旅游区可能产生( r 阶段或导入阶段) ，用户群组不断涌入

并多元化，管理系统随之而生并不断增强，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资源系统、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结构开始演变

( 图 3K 阶段或增长阶段) 。随着旅游地内部的演进和外部条件的改变，旅游地核心吸引物或特色可能发生变

化或迁移，旅游地可能进入新的循环时期( 图 3Q、a 阶段或成熟、衰退阶段) ，或在原有循环上的提升，或进入

一个新的循环( 图 3 循环 B 或球盆 B) ; 或甚至在资源过度利用、景区过度城市化、更大灾变或社会政治变迁的

情况下，旅游用地无序演进，系统发生崩溃，旅游地旅游活动不能持续，转向其他产业发展，向其他产业系统适

应性性循环。不同旅游用地系统和不同演进阶段的旅游用地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用地类型。
2．3 旅游用地的时空关联分析-跨尺度影响的系统

旅游用地是多层级的社会生态系统，系统要素之间、系统与外围环境、不同层级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联

系。旅游用地核心子系统与基底系统之间、系统与周边系统或要素之间进行着人员、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交

流; 系统与同位系统和上位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依存。各个层级系统之间、不同演化阶段之间存在跨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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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空间结构与功能分析框架

Fig．2 Spat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ourism land social ecosystem

图 3 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

Fig．3 Adaptive cycle of social ecosystem of tourism land
图中 r、K、Ω、a 分别表示社会一生态系统在一个循环过程中将依次经过的开发、保护、释放和更新 4 个阶段

影响。来自各层级、各演化阶段的驱动因素、风险因素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各层级系

统之间、各演化阶段之间进行着互动和呼应。低级系统的波动会通过蝴蝶效应影响高层级系统，高层级系统

的架构和控制，引导低级系统的循环和演进。先行阶段系统影响后续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旅游用地规划中要

重视旅游用地的时空关联和跨尺度影响，在用地方面需要体现其空间表达( 图 4) 。

3 社会生态系统理念下旅游用地的概念和分类

3．1 旅游用地的概念

参考前人对旅游用地的定义，在分析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要素、联系、结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对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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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层次结构

Fig．4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ecosystem of tourism land

旅游背景下旅游用地做出界定。认为旅游用地是一定时间域和空间域内由自然和人文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

结构，能( 或潜在能够) 提供旅游服务功能的多层级的适应性循环的社会生态系统及其空间表达。概念内涵

既包括了旅游用地系统内所有自然要素，也包括了人文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联系、系统内外联系及其用地表

达。外延方面对旅游用地进行了拓展，既包括目前我们认为的旅游核心区域的资源系统( 旅游景区) ，也包括

核心区域外围的用户系统和作为基底系统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以及系统内外联系或相互作用的通道。
为景区社区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3．2 旅游用地的分类

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用地需要建立一个既重视旅游用地功能，又重视旅游用地要素、结构及其相互联系，

既重视目前状态，又兼顾未来演进动态，既重视景区，又重视外围社区和环境，既重视资源开发，又重视环境保

护和人类福祉的具有科学依据和普适性的概念体系和分类系统，以适应全域旅游全区域、全维度、全要素、全
员参与的要求。旅游用地分类需涵盖旅游用地各主体、各行业企业、各时段、各区域等的全时空、全要素参与

的系统结构、内外联系、尺度影响等及其空间表达。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念，依据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要素组成、结构和功能对旅游用地进行了分类符

合全域旅游对旅游用地分类的要求。具体分类如下: 将旅游用地设为一级类，在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各子

系统中再细分土地利用类型; 设资源系统用地、用户系统用地、基底系统用地、相互联系用地等 4 个二级用地

类和自然景观用地、人文景观用地等 20 个三级地类，自然保护区管理用地等 53 个四级地类; 其中三级地类为

本分类系统中的基础和关键类别( 表 4) 。
资源系统用地: 是指区域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人造景观等资源占用和用于资源保护和管理的用地。资

源系统用地是核心子系统的用地类型，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景区比较一致，是旅游用地系统中较为稳定的因素，

也是旅游用地系统中的最核心的要素，其类型、规模、质量、特色、组合类型决定整个旅游用地系统的开发价值

和开发方式。资源系统用地包含资源管理用地、自然景观用地、人文景观用地、人造景观用地四类用地。
用户系统用地: 是指区域内外来者、本地居民、管理者等用户对资源及其外界环境的利用及用于对用户进

行管理的用地，是旅游用地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也是最活跃的因素，其用户数量、结构、素质、用户管理水平、管
理理念、地方知识、社区文化、共同愿景、领导能力影响和决定着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的演进、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环境的治理和保护。用户系统用地包括行政管理系统用地、行业或专业管理系统用地、教育培训系统用

地、旅游地产用地、民居用地、企业用地 6 类。
基底系统用地: 是核心子系统所处的环境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用地，为核心子系统提供支撑和承载的

用地系统，为核心子系统提供环境资源、发展条件、文化氛围。包括生态用地、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三类。基底

系统的自然环境质量、文化氛围、社会服务质量、治理水平，影响着核心子系统的资源品质特色和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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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用地: 相互作用是推动旅游用地演进和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重要力量。相互作用用地是

指系统内外各主体相互联系产生的用地，是系统要素之间、系统内外人员、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不同时空尺

度间相互影响的的通道，是游客与当地居民共享、景区社区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渠道。包括以游客为主

体的游憩用地、风俗民情体验用地，以管理者、开发者为主体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用地、旅游商品生产用地、
对外推荐、文化展示用地和环境保护用地 7 类。相互作用用地可以在核心子系统之内，也可以在基底系统内，

甚至可以是旅游用地系统之间、旅游区之间或旅游带之间的廊道区域或跨尺度影响体现的用地。

4 结论与讨论

4．1 社会生态系统理念下旅游用地概念和分类能满足全域旅游的需要

“全域旅游”需要各行业积极融入，各部门共同管理，居民游客共同享有，充分挖掘目的地的吸引物，创造

全过程与全时空的旅游产品，从而满足游客与居民全方位的体验需求。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业态多样化，对

土地的需求逐渐向农用地、林地、未利用地延伸，更加具有复合型特征。
社会生态系统时空观、地方精神、地方文化、尺度作用、适应性循环理念涵盖了全域旅游的全部内涵。基

于此的旅游用地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在内的核心旅游资源子系统( 即各

种常规的旅游用地) 、用户系统、为游憩活动提供间接支持的各类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用地以及作为基底系

统的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具有较强包容性和针对性，符合当前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全域旅游发展需

求; 能促进旅游用地的系统科学规划和规范化管理，促进资源的整合利用，推进景区和社区的融合发展和区域

可持续发展，提高旅游用地的综合效益。
4．2 重视系统演进和相互联系，促进旅游用地的规范化管理和分类管理、旅游用地的动态化检查和科学规划

本分类系统强调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系统内外联系及结构功能，以及旅游用地系统的

演进，为制定全域旅游背景下不同类型和不同适应性循环阶段的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用地结构标准提供了

思路，为对旅游用地实现规范化管理和分类指导，提高管理的规范性、针对性和科学性提供理论基础。利用本

分类依托旅游用地土地利用的变更调查、3S 技术监测和利用信息平台，对区域旅游用地的变化趋势、演化阶

段进行动态评估和实时监测，对旅游用地的动态监管、宏观调控和科学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4．3 重视生态功能和社会效益，有利于旅游用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综合效益的提升

本分类系统把旅游用地核心部分及其周边要素看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关注系统的相互联系和结构功

能，重视系统在维护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提升社会效益方面的作用，体现了全域旅游的全区域、全要素、全员

参与的理念，对提升旅游用地生态环境质量、资源利用综合效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4 涵盖核心景区及外围要素，有利于解决景区与社区的矛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本分类系统对旅游用地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拓展，涵盖了核心景区及其外围因素及各要素的相互联系，

考虑了基底系统、用户群组、社区文化、地方知识等要素，对调动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内各用户组群、利益相

关者的积极性，疏通旅游用地系统内各行业产业之间的联系，构建以旅游业为纽带的全域旅游格局具有重要

促进作用。对维护景区社会生态系统的共同愿景，打造景区与社区和谐发展，景区和社区共荣共生，降低旅游

发展的漏损效益，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引作用。
4．5 强调旅游用地的复合性、综合性、尺度管理性，有利于旅游规划与其他规划的融合

本分类系统强调结构分类，体现了旅游用地的复合型、综合性和要素间、尺度间的联系，使旅游规划不再

仅仅是为旅游活动或旅游资源而规划，而是对旅游用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规划。它全面考虑社会生态系统内要

素、结构和功能、相互间联系、尺度影响，使旅游规划容易与其他区域规划如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等进行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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