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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篁岭景区多元利益相关者和谐共生的双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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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业具有综合联动性，利益相关者间的冲突是景区一直面临的问题。本研究立足“中国最美乡村”篁岭景区，分析其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关系及诉求，剖析篁岭景区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探索多元利益相关者和谐共生的共建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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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篁岭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样板之一，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了“篁

岭模式”，但旅游业尤其是乡村旅游业具有高度综合性，在其发展中

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利益争夺严重，凡此种

种，都严重地阻碍着旅游区旅游业的健康运营，制约着旅游区的可

持续发展，甚至损害景区口碑与形象，造成全盘皆输、难以挽回的

局面，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共生一直是困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问题。 

1.研究内容与目的 

本研究分析篁岭景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诉求与关系，剖

析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矛盾，并基于共生理论探索篁岭景区多元利益

相关者间利益均衡的共建共享机制，通过双共机制协调利益诉求达

到利益的最大化，以期化解婺源篁岭景区多元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冲突与矛盾，促进婺源篁岭景区更加健康持久高效的发展。 

2.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旅游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来自于管理领域

[1]。学者们将旅游利益相关者定义为 “任何与旅游业存在互惠互利

关系且相互影响的群体或个人[2]。本研究将旅游利益相关者概念界定

为整个旅游系统涉及到的所有相关主体，这些主体凭借所持有的资

本要素促进旅游系统的完善与发展，同时受到旅游系统的影响，包

括旅游者、旅游开发与经营者、政府涉旅相关部门以及受旅游业影

响的其他人员。 

2.2 理论基础 

2.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由多德最先提出，强调了其对组织存活的必要

性，指出企业的经营者需要厘清、协调好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

避免出现分歧，这样才有利于企业的管理[3]。本研究分析了篁岭景区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剖析了篁岭景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

突与矛盾，为双共机制建立提供导向。 

2.2.2 共生理论 

共生，一个由德国霉菌学家德-贝里在 1879 年首次提出的生态

学概念，描述了不同种类的生物在相互关系中的共存，其中每个伙

伴都从对方的存在中受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共生关系适应其复杂

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从而使物种成功共存。共生的核心是三个主要

元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4]。本研究将共生理论引入旅

游经济方面，针对篁岭景区各主体存在的利益冲突建立各利益相关

者共建共享的机制研究，以期达到共生利益的最大化。 

3.篁岭乡村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关系及其重要性分析 

3.1 篁岭景区各利益相关者及其关系 

根据 2.1.1，本研究将篁岭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

者划分为五类主体：景区的开发运营者、篁岭村民、旅游经营者、

政府相关部门及游客，各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权责明确，都在景

区发展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各主体相互交织构成利益网络，

依存中带有矛盾、合作中充斥着博弈，有对立也有共识，但各利益

相关者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构成以篁岭乡村旅游区为媒

介的利益同盟军与命运共同体。 

3.2 篁岭景区各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分析 

旅游开发运营者是乡村旅游景区的“伯乐”，更是景区发展的“领

军者”和“掌门人”。景区开发运营者的经济基础、思维能力、格局

意识等直接决定了景区的生命长短与发展高度。婺源篁岭景区这只

从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过去破败的半空心村到如今的最美乡

村的“华丽变身”，让这座为人问津的贫苦村落转变为大众向往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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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度假区，并开发出篁岭晒秋、梯田花海等具有代表性的旅游

名片，吴向阳团队在篁岭的开发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团队

的开发与运营，景区的发展将寸步难行。 

旅游经营者是乡村旅游区的“待客人”，是直接与游客产生利益

交织的第一人，是景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大到旅行社，小到膳宿、

游乐、纪念品销售等，各旅游经营者都凭借自己所持有的资本要素，

以旅游服务的形式将景区资源推送给游客。旅游经营者的经营策略、

服务意识、价格定位等直接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感、推荐率与重

游率，进而造成景区口碑的下降与形象的塌方，不利于景区的可持

续发展。 

游客是乡村旅游区的“体验官”，是最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景区

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更篁岭景区能否持久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景区

各相关主体一切行为活动的最终都围绕游客优质的旅行体验而开展，

其最终目的实现均依赖游客的旅行评价与反馈。 

村民是乡村旅游区的“主人”和“守护人”，更是乡村景区活的

灵魂。村民是乡村的主人、土地的主人和乡村文化的载体，村民及

其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乡村旅游区独具特色且必不可缺的一项旅游景

观，是鲜活的血液加持着乡村旅游区的存在与发展。无论是文化的

自信、还是利益分配的均衡，都是建立在村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

于主体地位这个大前提下的。 

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官方成员，是乡村旅游区的“监护人”。这只 

“大手”面对综合性、联动性强乡村旅游业，需要充分发挥市场调

节、统筹规划等作用，实现旅游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乡村振兴战

略不断推进与全域旅游为乡村旅游带来新契机的大背景下，政府被

赋予了更多的职能，其在推动全域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作用是社会及

市场中的第三方无法替代的 [5]。 

4.篁岭景区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 

4.1 旅游开发运营者与村民 

旅游开发运营者与村民是乡村旅游景区开发中涉利最大的两个

主体，双方处于利益杠杆的两端。在村民与企业的关系中，村民完

全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于企业，所以企业容易形成垄断利益，

使村民利益受到损害[6]。旅游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村民的切身

利益得不到保障，比如要承担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噪音过重等一

系列负面影响，村民并没有成为乡村旅游的真正受益者[7]。村民往往

视旅游开发运营者为乡村资源的开采者，旅游开发经营者视村民安

置问题为乡村旅游开发建设的首要问题，双方都期望在景区发展中

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篁岭景区开发之前，旅游企业与村民通过

“产权置换”+“异地搬迁”模式，使篁岭成为了中国著名的乡村旅

游目的地之一。但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

(1)旅游企业与村民缺乏沟通机制。(2)旅游企业与村民的责任与义务

不明确。(3)旅游企业与村民之间的信任问题。(4)村民自身收益分化

等问题。 

4.2 游客 

作为篁岭景区的核心利益者，期望以合理的支出体验到婺源篁

岭美丽的山水风光、原真的乡村生活与特色民俗文化与主要以盈利

为目的旅游经营者之间的对立；其次，旅游者的旅行给篁岭带来经

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一些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等

负面影响，加大了景区维护修葺的方面压力。 

4.3 旅游经营者 

篁岭景区以营利为目的的旅游经营者的入驻，在给景区发展提

供基础服务保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篁岭地区的自然资源与生

态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且各经营者间易受行业竞争与利益的驱动，

导致篁岭景区不良的市场环境，损害游客的利益，甚至个别经营者

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景区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进而损害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害景区形象，制约篁岭景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 

4.4 政府相关部门 

政府涉旅相关部门作为官方，需要提升景区发展、带动脱贫致

富、提高政绩的同时还要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均衡景区

各方利益，规范景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生存秩序，维护美丽篁岭旅

游市场清誉。 

5.双共机制的探索 

5.1 篁岭景区双共机制的基础优势 

早期的篁岭通过房屋产权共享统合旅游开发经营，既解除了地

质隐患，也改善了当地村民的居住条件，还盘活了古村的旅游开发

经营权。此外，公司还流转了村民曾经大半荒废的土地，引导农户

与公司共同发展观光农业；与农户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

订单农业，让农户真正融入产业发展中，促进村民职业与身份的转

换，实现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这不仅形成了篁岭特色的经营模

式，也为篁岭的蓬勃发展提供的机遇[8]。 

5.2 婺源篁岭景区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共生的双共机制的探

索 

5.2.1 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建模式 

（1）构建共建新模式 

自上而下的乡村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模式削弱了其他利益相关

者的积极参与的主动权，扩大的旅游经营者本身的的利益倾斜度，

形成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平等的地位与信任和沟通的鸿沟，造成篁岭

景区其他利益相关者“等靠要”的被动局面，本身就造成了利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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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不均与景区发展的局限。婺源篁岭景区的开发运营要以平等的

姿态，尊重、给予景区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表达权，海

纳各利益相关者对景区开发与建设的提议并落实，与各利益相关者

共同制定一份公正、合理的景区规划开发建设方案。 

（2）形成共建强意识 

政府涉旅相关部门与景区开发管理者加强走访宣传，在各利益

相关者中形成“景区就是我们家，景区发展靠大家”的主人翁意识，

激发景区各利益相关者参与景区开发与建设的自觉性，改变其“等

靠要”的被动局面为积极主动投入景区建设；并加强对利益相关者

“利益同盟军”、“命运共同体”的大局大利意识的教育，切不可依

赖篁岭的发展为个体短期的蝇头小利而损害了景区长远高质量发展

的红利。 

（3）提升共建高素质 

政府与旅游开发者要引进旅游专家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讲培教育，

将相关乡村旅游开发的案例与婺源篁岭景区开发、规划与发展全过

程全方位通俗易懂地介绍给大家。此外，还要加强对各个利益相关

者关于乡村旅游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利益相关者自身就业创

业的能力以及参与景区建设的自信心和提议的科学性。 

（4）明司共建的各权责 

篁岭景区各利益相关者应各守岗位、各司其职，明确在景区建

设发展中彼此的责任与义务，以自身所持资本与优势加速景区高质

量发展。旅游开发运营者投入专业人才、资金与管理，确保景区发

展的方向的正确性性与发展的独特与创新性；政府要发挥在旅游市

场中的宏观调控，给予资金支持、政策导向、法规约束等作用；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鼓励村民参与到当地旅游发展管理之中，让他们了

解旅游产品的开发、管理，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9]。篁岭景区应引导

村民要积极参与景区开发与项目的建设，以原真原貌的生活状态、

淳朴的民风民俗与特色的篁岭文化以景观呈现给篁岭游客，丰富游

客体验的满意度；旅游经营者应用自身广阔的人力资源、丰富的产

品与优质的服务为游客最佳的旅行体验，满足核心利益者的利益需

求，同时收纳村中闲置限制劳动力，为其提供就业机会，共同建设

和谐景区，树立美丽景区形象。 

5.2.2 构筑篁岭多元利益相关者利益共享机制 

（1）文化共享 

组织文化和历史遗迹讲解团队：当地政府和社区可以组织有知

识的解说员讲解乡村文化遗产，如古村落、古建筑的历史演变、地

方特色习俗等，以此增强游客体验，提高当地的文化认知度；创建

文化交流平台，通过创建文化展览馆、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促进

当地知识传播和分享。此外，要对村民进行能力培训，通过技能讲

培、就业帮扶，提升其对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 

（2）制度共享 

健全篁岭乡村旅游政制度，做到政策涉及、落实到每个主体。

政府应在合作发展、赔偿方案制定和协调、利益分配和合作机制维

护等方面参与制度共享。此外，创新经营体制，实行股份制经营，

以合理有效的分配方式激发群众创业的内生动力，建立了农户融入

集体经济的股份化机制，形成公司与农户相融共建、相促共享的运

作模式和利益格局。 

（3）信息共享：  

各利益集团民主选取利益代表人，参加篁岭景区利益人保障会，

表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定期举办交流大会，为各利益相关

者提供畅通无阻的信息公示、景区建设与利益交流平台，及时交换

信息沟通问题，以避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误解与矛盾无法开解，造

成更大的对立与冲突；设立线上线下意见收集邮箱，并针对三微一

端的网络信息进行及时了解、收集与整理，针对所反映问题及时地

查验并协商解决和反馈，对处理的结果进行可视化公开；设立篁岭

景区利益协调的仲裁组织并聘请专业调解人员与法律顾协调和与化

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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