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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海洋旅游业的发展，海洋生态旅游在海洋旅游中脱颖而出。 浙江舟山群

岛新区作为我国第一个海洋战略新区，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也是新兴的热点。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

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舟山海洋生态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的益诉求与利益冲突关系，并据此提

出相应的开发对策，对促进舟山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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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随着海洋产业的大力发展，海洋旅游业

的发展在海洋产业里占据重要的地位，海洋生态旅

游作为海洋旅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成为全球

海洋旅游产业中关注的重点。 海洋生态旅游是为了

了解、体验、欣赏和研究海洋生态景观（包括与自然

融合的文化生态旅游资源）而开展的，既体现认识

和享受自然，又体现环境教育的旅游［１］。 保护海洋

旅游环境，促进海洋资源永续利用是目前海洋可持

续发展的趋势。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作为我国第一个

海洋战略新区，国家在建设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

示范区上，大力统筹推进资源环境可持续开发利用，
在加强资源保护的前提下，推进海洋旅游综合改革

试验区、生态海岛城市建设，打造国际生态休闲岛，
成为国家海洋战略示范区。 目前舟山境内拥有 １
３９０ 个岛屿，海域面积 ２． ０８ 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 １
４４０ 平方公里，其不仅海域风景优美且历史悠久。
舟山群岛拥有佛教文化景观、山海自然景观和海岛

渔俗景观，是华东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因

此，在这样的战略背景和丰富的资源禀赋条件下，本
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舟山海洋生

态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与利益冲突关

系，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开发对策，以此对促进舟山海

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及研究概述

利益相关者理论（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可以追溯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欧美等国的企业管理思想。 １９６３
年斯坦福大学研究所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定

义：利益相关者是这样一些团体，没有其支持，组织

就不可能生存。 １９８４ 年，弗里曼出版了《战略管理：
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书，明确提出了利

益相关者管理理论。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

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

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 与传统的股东至上

主义相比较，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

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

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

益［２］。 利益相关者理论初期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

领域，随着该理论的不断发展，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扩展到城市、社区、旅游研究领

域。 １９９９ 年利益相关者概念首次出现在世界旅游

组织制定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中，随后，这一理

论逐渐运用到旅游开发和规划之中。 西方学者主要

关注并协调旅游规划和开发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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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矛盾关系。
国内学者对在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的相关研究较

少，最早见于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

持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主要集中在旅游规划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现及在

区域旅游中的作用上。 黄昆 （ ２００３ ） ［３］、张祖群

（２００４） ［４］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发展规划和旅

游经济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宋瑞（２００５） ［５］、
刘雪梅（２００５） ［６］ 等人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研究我

国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郭丽华等

（２００６） ［７］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划分旅游规划中的

利益相关者类型，分析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提出

构建旅游规划优化模式的措施。 由此可见，利益相

关者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其基本出发点考

虑的社会责任，将其引入旅游管理的研究必将有助

于推进旅游管理体制的完善与创新，推动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８］。
二、舟山海洋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
（一）舟山海洋生态旅游中的利益相关者

针对海洋旅游规划中利益相关者的定性判断，
并基于所有的利益主体都具有本质上相同的价值理

念，参考索特（Ｓａｕｔｔｅｒ）和莱森（Ｌｅｉｓｅｎ）两人在 Ｆｒｅｅ⁃
ｍａｎ 的利益主体谱系图的基础上，归纳出舟山海洋

生态旅游业利益相关者主体图（见图 １）。 舟山海洋

生态旅游规划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有当地政

府、社区居民、旅游企业、旅游从业者、旅游者和其他

非政府组织及个人如：旅游规划者、旅游研究者、本
地商户等（图 １）。 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旅游从业者

利益相关者在追求经济利益和自身的需求时对海洋

旅游地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地政府和社区

居民、旅游研究者等会追求整个社会发展、文化、生
态利益。 将利益相关者追求利益和长远发展结合起

来，更好地促进海洋生态旅游的发展。

图 １　 舟山海洋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主体图

（二）舟山海洋生态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诉求分析

１． 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分析

舟山海洋生态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到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海洋生态旅游系统复杂、内
容丰富，因此，海洋生态旅游的发展需要协调好各级

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及各部门

的主导作用。 政府要加大监管，明确利益主体的权

利和责任，合理分配各级权利。 其利益诉求主要体

现在对海洋生态旅游的规划方向上主要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建立海洋生态旅游度假区的管理合作机制，
另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协助，
挖掘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价值，改善整个海洋旅游

的生态环境，树立良好的海洋旅游形象，促进海洋生

态旅游的发展，提高舟山海洋旅游的知名度，扩大就

业机会，使当地社区居民受益。
２． 旅游企业的利益诉求分析

旅游企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也要兼

顾到社会和生态效益。 因此，旅游企业在海洋旅游

开发的过程中，要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

发 ， 对海洋生态旅游进行投资开发与运营管理，提
供优质的海洋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游客，树立

海洋旅游品牌意识，接受政府监管和社区居民的支

持，加大市场推广，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在实

现自己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社会和生态效

益协调发展。
３． 旅游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舟山境内风景秀丽，其境内共拥有佛教文化景

观、山海自然景观和海岛渔俗景观 １ ０００ 余处，主要

分布在 ２３ 个岛屿上。 著名岛景有海天佛国普陀山、
海上雁荡朱家尖、海上蓬莱岱山等，还有全国唯一的

海岛历史文化名城定海。 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

资源，是吸引游客的亮点。 随着大众旅游意识的提

高和需求品味的提升，旅游者对海洋生态旅游产品

和旅游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 其利益诉求主要表现

在高质量的生态支持和海洋文化依托性的旅游产

品。 因此，海洋生态旅游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其提供

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海洋生态旅游的环境，这仅

满足旅游者的高品质要求，也有助于当地海洋生态

旅游发展。
４． 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分析

社区居民是海洋生态旅游开发中的重要利益相

—５６—

刘思萌，马丽卿：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舟山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关者。 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的策略决定着社区居民对

待海洋旅游的看法，社区居民的看法又直接影响着

海洋生态旅游的发展。 在社区参与过程中，如何更

好的调节好社区居民的分配是关键。 海洋生态旅游

开发在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社区组织加大对社区

居民进行专业技能和知识素养培训，提高其旅游意

识和社区参与度。 在保证社区居民就业的同时，保
护海洋旅游的人文和生态环境，促进当地旅游业有

序发展。
（三）舟山海洋生态旅游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矛盾分析

１． 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利益矛盾

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矛盾主要表现在对海洋旅

游资源的开发上引起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协调，以及

对海洋旅游环境保护的意见矛盾。 在海洋生态旅游

开发过程中，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使用权责不明确，必
然会导致后期海洋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协调。 此外，
当地政府若未向旅游企业提供良好的海洋开发环境

和监管要求，旅游企业不能得到政府有效的引导和

合理监管，同时，旅游企业受利润最大化的目的驱

使，在海洋旅游开发过程中未能遵循资源、环境、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势必会对当地生态旅游环境

造成破坏，因而引发矛盾。
２． 旅游企业与旅游者的利益矛盾

旅游企业与旅游者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海洋生态旅

游产品和服务上。 如果旅游企业一味提高经济效益，
而对所提供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并未达到旅游者的需

求，旅游者满意度不高，必然会造成双方矛盾。 目前很

多旅游企业未能真正挖掘海洋旅游产品内涵，产品特

色不突出，服务不到位，在海洋旅游开发上不顾海洋景

观协调，造成了海洋旅游生态环境破坏，因此，旅游者

未能体验到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部分旅游企业

存在不诚信行为，这也会损害旅游者的自身利益。
３． 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的利益矛盾

旅游企业在开发的过程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

为原则， 难免会因过度开发而影响当地生态环境的

发展，从而也会影响到社区居民的利益。 社区居民

因各方面资源受限，在海洋生态旅游开发中参与度

不高，资源共享度不高。 另外，海洋生态旅游对旅游

从业人员有更高的要求，旅游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

位不一定适合社区居民，双方若未能相互满足，则社

区居民受益较少。 此外，在对海洋旅游的利益分配

上双方难免会有不均。 若社区居民参与不正当竞争

势必也会破坏海洋度假区的发展。
４． 社区居民与旅游者的利益矛盾

旅游者进入旅游目的地后，对当地社区居民带

来收入、加强相互交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同样会带来些负面影响，比如说占用当地的公共

基础设施，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影响当地的文化意

识，这会带来不良的示范效应。 在长期的海洋旅游

活动发展中，当地的民风也会受到商业化的影响，社
区居民受利益驱使，难免会有道德缺失，无形中损害

到旅游者的利益，使得旅游者对海洋旅游度假区有

不利的印象。 这是双方的矛盾点。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舟山海洋生态旅

游发展策略
（一）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统一规划与保护

政府部门在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上必须坚持统一

规划原则，从整体和长远大局的角度，充分考虑海洋

生态资源的情况和当地海洋旅游的环境，坚持生态

为主，开发保护相互协调的原则，把握好海洋旅游产

业空间布局、海洋旅游产业结构和战略目标，确定各

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责任，制定海洋生态旅游的总

体发展规划。 同时建立专门的海洋生态旅游监管机

构，对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的整个过程进行执法和监

督，合理调控旅游企业的经济行为。 避免不合理开

发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同时保证管理的公平、公
正。 在对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生态资源上，加大保

护力度，引用新技术、新能源，优化海洋生态旅游系

统，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
（二）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提升可持续发展意识

政府在保证社区居民利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

社区的意见，完善海洋生态旅游社区的参与利益分

配机制。 社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海洋生态旅游开发

中，参与旅游发展并公平合理分享发展带来的收益，
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

面发展。 政府也要加强对社区居民的知识和素养培

训，提升社区居民对海洋生态旅游专业技能和价值

理念，使其能更好的开展海洋生态旅游工作，并自觉

保护好海洋生态旅游文化，真正实现海洋旅游的经

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益统一。 同时，在提升可持续

发展意识的同时，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监督作用，对
旅游企业和旅游者进行民间监管，减少其带来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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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海洋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三）重视旅游企业的管理，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旅游企业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之一，在实现自

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同时，要从保护海洋旅游

自然环境、社会文化资源出发，借助舟山作为国家级

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国家级海洋旅游综合改革试

验区的契机，深入挖掘舟山海洋特色资源、开发特色

的海洋生态旅游产品。 如海岛休闲度假游、海洋自

然科技旅游、海洋节庆旅游、海洋探险旅游等多层次

的旅游产品，此外，更是要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满足

旅游者对海洋生态旅游产品探索的需求。 旅游企业

经营在其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根据海洋生态系统

承载力，合理控制旅游者数量，更好的利用与保护海

洋资源，在提高整体自身经营水平的同时，也可对海

洋旅游地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四）各方利益相关者相互协调并履行相应责

任

海洋生态旅游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需要各方

利益相关者履行相应的责任，以此平衡旅游地各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优化各方的关系，促进各方的

协调合作。 在海洋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要履行自然生态保护的责任、文化资源延续的

责任、旅游企业则加强符合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

保证社区居民权益的责任。 社区居民要以保护当地

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为责任。 旅游者需要履行

保护旅游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的责任。 任何一方的

利益协调不好，都可能威胁到海洋生态旅游的健康

发展。
四、结语
舟山海洋生态旅游的开发，涉及到多方利益相

关者，需协调好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使各方都能

获得利益。 只有从社会、经济、文化及环境发展的角

度出发，根据海洋生态旅游的复杂性、海岛旅游的差

异性来制定符合相关的规划和政策，才能满足自身

客观条件的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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