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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思想
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的关系再解
—基于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视角

随着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研究的深入、

其内涵逐步丰富，理论体系的构建日益充

实，但在理论探讨与实际操作中尚缺乏与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有效融合，本文分析了旅

游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提出可

持续发展理念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理论分析

框架和研究思路，构建了旅游环境可持续承

载的实现框架，以明晰二者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旅游环境

承载力理论一脉相承

面对旅游环境供需系统的矛盾，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突出发展的持续

性、和谐性与惠众性；旅游环境承载力的

现有研究成果过分关注“旅游者”这一主

体需求，突出在不脱离旅游环境系统的束

缚下对旅游者容纳量的最大极限。

（一）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旅游目的地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

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系

统内部的要素通过自身的提升及相互间的

作用，如果把旅游环境承载力比作“容器”，

可从基底、容器（旅游目的地）内部、容

器（旅游目的地）发展能力三个角度分析。

基底承载力受旅游目的地资

源、环境等的约束，是旅游目

的地赖以存在的外界物质基

础，包括旅游环境资源的弹性

强度、弹性限度和构成结构。容

器内部的承载力强调旅游环境

供给系统对旅游环境需求的承

受强度和承受限度。基底的承

载力、容器的承载力构成了一

定时期旅游目的地的承载力现

状，而容器的发展能力展现了

目的地承载能力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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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持续提升是

保证旅游环境可持续利用的前提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强调正确使用旅游

环境资源，把人类活动对旅游环境的影响

控制在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承载状

况较好的旅游目的地，表明其具有旅游环

境系统较稳定、相关资源较丰富、承载空

间较大、旅游环境需求规模较为合理等。在

旅游环境系统自我恢复的基础上，对旅游

环境供需系统实施必要的干预，在促进旅

游环境供需系统各自提升的同时促进二者

的和谐共生，实现旅游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三）旅游环境承载力成为旅游环境

可持续利用的判据

旅游环境承载力反映了旅游环境系统

对旅游活动的支撑能力和支持力度。旅游

目的地承载力的存在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前

提，而承载能力的大小、强弱代表了对可

持续发展的支撑力度和支撑潜力。在一定

时期内，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而长期内却表现出波动性，旅游环境

承载力被看成判断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依据。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旅游环境

承载力理论在实践中脱节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理

论的关系多注重宏观表述，但二者在实践

中仍刻画不清。第一，尽管旅游环境承载

力的研究强调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但研
内容摘要：本文探究影响旅游目的地

承载力的关键因素，从理论上阐释可

持续发展思想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理

论分析框架，借鉴数据包络的思想提

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旅游环境承载力

的研究思路，基于多主体视角分析旅

游目的地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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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旅游环境承载能力的动态演化态势

图2    旅游环境系统发展状态的演变

注：1- 旅游环境系统；2- 塑性变形或旅游环境部可持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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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理解的差异与深浅

不同，导致在研究过程中是否体现可持续

发展的持续、和谐、公平难以把握；第二，

研究者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解的差异，导

致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中采用的评判准

则差异明显，致使对旅游环境承载力极限

值或最大值的界定出现了难度；第三，在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评价中，套用可持续发

展评价的庞大指标体系，忽略旅游目的地

的特殊性及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短板

原理”。突出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可计算性和

精确性，是深化可持续性度量和评价研究

的核心途径之一。把旅游环境承载力置于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下，从多主体角度

探究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惠众”性，以

彰显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展现需求主体的

和谐，实现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对旅游

环境承载力的内在规定性

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系统凸显以下特

点：第一，旅游环境需求主体的构成是

“人”，以地域为背景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的

研究具有社会性；第二，借助“外力”促成

废弃物等的排放，外界适度的“干预”有

利于促成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第三，根

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结合旅游地发展

规划探究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现状与发展趋

势，促成旅游环境供需系统的动态均衡，其

内在规定性如下：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要求因地制宜

探究影响旅游目的地承载力的关键因素

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所处的生命周期、

旅游环境供需系统、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

展的所处的阶段或层次等具有差异，这些

差异导致影响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因素

千差万别。

（二）可持续发展架构强调分析旅游

环境承载力阈值的动态变化

目前，对目的地旅游环境承载力量化研

究多以截面数据为基础进行静态分析（有些

学者采用了几组截面数据进行静态比较）。

根据旅游环境供需系统的发展规律、旅游目

的地可采纳的技术条件，根据自身倾向选择

提升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方式，促成旅游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诸此种种导致不同的旅游目

的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差异的阈值。

（三）可持续发展要求充分考虑旅游

环境承载力的整体性和波动性

当今的研究大多忽略这一点，将特定

时期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数值进行片面化和

极端化处理。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展现的是

旅游环境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不同

均衡条件下的阶梯跳跃，旅游环境承载力

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起步阶段→优化提

升阶段→调整阶段→可持续承载阶段”的

演化特征（见图1）。

可持续发展思想下旅游环境承

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

（一）可持续发展思想下旅游环境承

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借鉴“力学”中对承载力界定为构件

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P
max

，考虑到多主体

对旅游环境的需求量D，在阶段A旅游环境

承载力的弹性状态内，当D ≤P
max

时，旅

游环境处于可持续承载状态；若多主体需

求量增大，在过度阶段B产生塑性变形，旅

游环境向不可持续承载状态转

化；旅游环境系统经过一定的

修复期，旅游环境系统突变为

阶段C，在新的平衡下，产生新

的弹性状态，如图2 所示。

（二）旅游环境可持续承

载的研究思路

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

展阶段，考虑旅游环境不同的

开发利用方式，分析其旅游环

境需求规模，判断在特定的旅

游目的地开发方式下，旅游环境系统是否

可持续发展，分析可持续发展与不可持续

发展的临界点。从自然、社会、经济子系统

构建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指标体系r，建

立三维坐标系，将3个矢量标注在三维坐标

系中，形成包络面。图3通过包络面展现旅

游环境供给系统对旅游环境需求系统的最

大支撑，即极限的可持续承载能力。一般情

况下，在其他条件处于稳态时，开发利用水

平提高，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临界值增大，包

络面包络范围增大。同时，关注包络面构成

中的短板指标，实施针对性的举措，促进其

短板指标的转化。

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实现

框架

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状态与旅游目

的地发展的生命周期、旅游发展规划、需求

主体的偏好与消费模式等因素密切相关，

而且旅游环境供需系统不断与外界环境进

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旅游环境可持续承

载的实现框架如图4所示。旅游环境可持续

承载模型需要建立模型群，旅游环境可持

续承载是上层模型，旅游环境需求系统是

中间层模型，经济、社会、自然环境模型是

下层模型，模型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旅游环境供需系统之间的“压力-响应”的

交互作用称为“承载机制”，在承载机制作

用下，研究集中在：分析目的地旅游环境承

载力的演变；探讨多主体对旅游环境的需

求标准和需求特征、界定旅游环境可持续

承载的评价标准；考虑旅游目的地“承载机

制”对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影响；关注旅

游环境承载力阈值的动态变化。

结论

本文分析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对旅游环境

承载力研究的内在规定性，可持续发展思想

下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思

路，提出了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实现框

架。为达到旅游环境供需系统的协调，建议

今后的研究把旅游环境承载力比作“弓”，把

旅游环境需求量比作“弦”，进而对旅游产

业承载力——“箭”进行分析。    

图3   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包络面示意图

图4   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实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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