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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进展

钟林生１ꎬ２ꎬ彭枝燊１ꎬ２ꎬ张晓瑶１ꎬ２ꎬ∗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ꎬ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作为以经营促保护的管理方式ꎬ是有效缓解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人与资源矛盾关系ꎬ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重要途径ꎮ 我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ꎬ总结国际研究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开展深入

研究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ꎮ 利用科学计量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系统梳理了全球近 ４０ 年的相关文献ꎬ分析了自然保护地旅游特

许经营的研究历程与主要内容ꎬ进而提出了未来研究中应当关注的问题ꎮ 研究发现:(１)研究经历了萌芽、发展、深化三个阶

段ꎬ从早期提出概念、案例实践ꎬ逐步深入到了体制设计与制度安排ꎮ (２)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辨析、经验互鉴、管理机制、社区

参与等方面ꎮ 随着世界自然保护地范围的不断扩大、管理工作的日益增加ꎬ研究关注点更加聚焦于管理机制ꎬ但仍呈现出政策

呼吁多而具体制度设计少的情况ꎮ (３)基于国际研究进展的分析ꎬ我国学者亟需共同努力ꎬ进一步完善中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

许经营理论体系、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提出特许经营成效评估方案、探索社区参与模式与实现路径ꎬ构建符合我国国情自然保

护地旅游特许经营制度ꎮ
关键词:自然保护地ꎻ旅游特许经营ꎻ知识图谱ꎻ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ＺＨＯＮＧ Ｌｉｎｓｈｅｎｇ １ꎬ２ꎬＰＥＮＧ Ｚｈｉｓｈｅｎ１ꎬ２ꎬ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ａｏ１ꎬ２ꎬ∗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ｉｔｓ ｉｎｆａｎｃｙꎬ ｓｏ 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ｓ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ꎬ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ꎬ ｔｏ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 ｙｅａｒｓꎬ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ꎬ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２)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ꎬ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ｎ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ｅ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ｓ. (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ｎｐ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ｒｅａｓꎬ ｅｘｐ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ꎬ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ꎬ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ꎻ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ｒａｎｃｈｓｈｉｓｅꎻ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ｌａｓꎻ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自然保护地是一个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得到认可、承诺和管理ꎬ实现自然及其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

文化价值长期保护的明确划定的地理空间[１—３]ꎮ 建立自然保护地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

系统就地保护的重要方式[４—５]ꎮ 全球生态保护规划与实践都致力于推进自然保护地建设[６—７]ꎮ 然而ꎬ随着自

然保护地覆盖范围的增加ꎬ生态保护资金投入疲软、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社区发展需求转型等问题逐渐显

现[８—９]ꎮ 大量研究也表明ꎬ人们期望自然保护地在发挥其生态保护这一主要功能同时ꎬ也可以对人类社会的

社会、经济等方面做出贡献[１０]ꎮ 因此ꎬ非常有必要立足于人地关系ꎬ探索分析出能够有效兼顾生态保护、社区

发展、人类福祉等多重目标的自然保护地适宜管理模式ꎬ以实现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性ꎮ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ꎬ旅游管理是自然保护地管理的重要内容[１１]ꎬ不仅影

响着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成效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ꎬ还关系到社区经济发展、公民游憩权保障等公共福

祉[１２—１３]ꎮ ２０１４ 年ꎬ第六届世界公园大会也明确将旅游管理定位为“全球自然保护地可持续战略的重要组

成” [９]ꎮ 由此ꎬ实施旅游管理将成为自然保护地管理不可或缺的组分ꎮ
旅游特许经营是最普遍的一种自然保护地旅游管理模式ꎮ 将旅游特许经营引入到自然保护地管理中ꎬ实

际上就是对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制度的补充[１４]ꎬ即通过政府批准、授权弱环境影响旅游活动来调动社会资

源、社会资本参与到自然保护地管理之中ꎬ以弥补自然保护地政府管理的不足ꎬ完善自然保护地的社会服务功

能[１５—１６]ꎮ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这种以经营促保护的管理方式ꎬ是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保护市场化机制

的一种制度设计ꎬ对于有效缓解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人与资源矛盾关系ꎬ实现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ꎮ
中共十八大以来ꎬ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１７]ꎮ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 ２０１９ 年出台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

见»先后指出自然保护地需要在保护生态系统系统完整性、原真性的基础上ꎬ兼顾科教、游憩等综合功能ꎬ并
明确了要在自然保护地推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ꎬ建立特许经营制度[１８—２０]ꎮ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

究对于推进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愈发明显ꎮ
由于中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ꎬ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单一类型自然保护地旅游特

许经营的经验借鉴、制度体系构建等方面[２１—２５]ꎬ缺少对全球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梳理

和总结ꎬ对于我国自然保护地可持续管理的借鉴作用有限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拟梳理国内外有关自然保护地旅

游特许经营的研究成果ꎬ总结全球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的趋势演变、热点议题和技术方法ꎬ并结合我

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旅游特许经营发展现状ꎬ提出未来研究展望ꎬ以推动中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发展ꎬ助力于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构建ꎮ

１　 研究文献

１.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运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核心期刊库”和“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两个数据库ꎬ分别检索了自然

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ꎮ 经过筛选、清洗、归类等流程后ꎬ获取高相关度文章共 ３４８
篇ꎬ作为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内容的分析样本ꎮ

知识图谱的概念最早源于美国ꎬ它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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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方法结合ꎬ利用可视化的图谱展示学科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２６]ꎮ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是

最为广泛应用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之一ꎬ是进行科学文献计量的重要工具ꎮ 本文利用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６.１.Ｒ３ 软

件ꎬ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时间线图谱等ꎬ对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进展进行分析ꎮ
１.２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年发文量来看ꎬ１９７９—２０１３ 年间ꎬ全球针对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相关研究持续开展ꎬ但相关成

果数量始终处于较低水平ꎮ 而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相关研究成果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增

加趋势ꎬ尤其在 ２０１８ 年后ꎬ其增势增强ꎬ较大数量的成果快速涌现ꎮ 总体来看ꎬ近 ２０ 年来自然保护地旅游特

许经营研究成果积累呈波动上升趋势ꎮ 目前ꎬ特许经营制度已经成为自然保护地管理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同时也是推动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ꎬ对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ꎬ未来针对自

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研究仍有较大空间(图 １)ꎮ

图 １　 年发文量变化及中文发文量对比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从研究的学科聚类来看ꎬ中文文献所属中国知网学科专题主要包括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旅游、建筑科学

与工程、行政法及地方法规ꎬ外文文献所属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学科类别包括酒店休闲体育旅游、环境科学、绿色

可持续科技、生态学、环境研究等ꎮ 总体来说ꎬ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

域ꎬ呈现出环境科学、旅游学、建筑学、法学多学科融合研究的特点(表 １)ꎮ

表 １　 中外文文献来源学科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ｉｐ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ＮＫＩ 专题
ＣＮＫＩ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类别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１２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ｐｏｒｔ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１２

旅游 ９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

建筑科学与工程 ７０ Ｇｒｅｅ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

行政法及地方法制 ４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１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

从研究机构的科学合作来看ꎬ国内关注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研究机构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同济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ꎮ 国外则是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新西兰林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新西兰维多利亚惠灵顿大学ꎬ以及保护国际等ꎮ
高校、研究所及国际组织的共同参与提升了研究视角的多元性(表 ２)ꎮ

从研究方法来看ꎬ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约占 ９３.９５％ꎬ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约占 ６.０５％ꎮ 其中ꎬ定性方法包

括案例比较研究、ＳＷＯＴ 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半结构化访谈、文献归纳总结等ꎬ主要用于具体案例地的分析

及经验比较ꎬ定量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指标体系构建、文献计量分析等ꎬ在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社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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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中运用较多ꎮ 定性方法占据主流ꎬ方法相对多元ꎬ多用于特许经营制度的构建设计与实施评价ꎮ 定量

方法的使用较少ꎬ且多作为定性方法的补充ꎬ有待加强ꎮ

表 ２　 中外文文献来源机构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１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３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６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５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２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 ２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５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２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 ４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４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 ４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４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４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４

１.３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是反映主题研究热点的关键ꎮ 本研究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２Ｒ２ 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频

次分析ꎬ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ꎬ以明确样本文献主要归属的研究主题(表 ３、表 ４、图 ２、图 ３)ꎮ “国家公园”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是各样本文献中的重要关键词ꎬ作为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自然保护地类型[１９]ꎬ较为受到关注ꎮ “风景名胜区”作为一类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地类

型ꎬ也持续受到关注ꎮ 而“管理体制”“管理”“管理模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ꎬ“社区参与”“社
区共管”“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生态文明”“生态保护”“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等关键词的较高频次出现ꎬ也与近年来自然保护

地旅游特许经营亟需解决的“健全管理体制”、“生态保护与发展利用”、“社区权益保障”等重要议题息息相

关ꎮ 此外ꎬ在样本文献频次分析中ꎬ“中国”“美国”“新西兰”“三江源”等关键词的较高频次出现ꎬ说明了这些

国家(区域)是目前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的重点案例地ꎮ

表 ３　 中文文献关键词频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国家公园 １８４ 中国 ９ 公益性 ６ 制度 ４

特许经营 ３９ 国家公园体制 ９ 美国国家公园 ６ 启示 ４

风景名胜区 ３４ 管理 ９ 保护地 ５ 国家公园法 ４

自然保护地 ２５ 三江源 ８ 国家公园体系 ５ 新西兰 ４

风景园林 １７ 利益相关者 ７ 政府特许经营 ５ 研究 ４

管理体制 １６ 可持续发展 ７ 旅游 ５ 社区共管 ４

自然保护区 １５ 特许经营制度 ７ 生态文明 ５ 社区参与 ４

生态保护 １１ 美国 ７ 管理模式 ５ 自然文化遗产 ４

生态旅游 １０ 体制改革 ６ 体制试点 ４

　 　 仅选取频次≥４ 的关键词(共 ３５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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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外文文献关键词频次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８ ｔｏｕｒｉｓｍ 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２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７ ｐａ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５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２ ｐａｒｋ 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 ｐｅｏｐｌｅ 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

　 　 仅选取频次≥２ 的关键词(共 １６ 个)

图 ２　 中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Ｆｉｇ.２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 ３　 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４　 研究热点演进

为客观展现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的阶段性演变特征ꎬ本研究根据年发文量变化(图 １)和关键词

突现分析(图 ４)ꎬ结合文献阅读及标志性事件ꎬ将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分为三个阶段ꎬ即萌芽阶段

５　 ２ 期 　 　 　 钟林生　 等: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ｎｐ

(１９６５ 年—２０ 世纪末)、发展阶段(２０ 世纪末—２０１４ 年)、深化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今)

图 ４　 突现率在前 ２５ 位的关键词

Ｆｉｇ.４　 Ｔｏｐ ２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ｓ

(１)萌芽阶段ꎮ 随着休闲旅游的兴起和需求的增加ꎬ到自然保护地中进行休闲旅游成为一种时尚ꎮ 但由

于此时自然保护地数量较少ꎬ其供给能力难以满足游客需求ꎬ商业开发与自然保护矛盾愈发突出[２４ꎬ２７]ꎮ 为了

有效兼顾保护和开发ꎬ１９６５ 年ꎬ美国率先出台了«特许经营法»ꎬ确定了在自然保护地内采取特许经营制

度[２８]ꎮ 美国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为全球自然保护地发展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ꎮ 其他较早

设立国家公园的欧美国家纷纷借鉴美国经验ꎬ尝试将特许经营制度引入自然保护地管理中ꎮ 因此ꎬ该阶段的

相关研究积累较少ꎬ且多聚焦于美国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的案例实践研究ꎬ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对自然保护地

特许经营的立法探索ꎮ
(２)发展阶段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２ 年ꎬ随着自然保护地覆盖面积的扩大ꎬ许多自然保护地面临的管理、治理以及

和财政等方面的问题愈发迫切[２９]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ꎮ ＩＵＣＮ 将工作重心逐渐转向了自然保护地管理研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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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特许经营在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应用[３０]ꎮ 现实需求驱动下管理研究成为自然保护地研究的重要方向ꎮ
由此ꎬ在该阶段下ꎬ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研究的重点一方面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管

理经验的整理与借鉴ꎬ另一方面则是对特许经营基础内涵的辨析ꎮ
(３)深化阶段ꎮ ２０１４ 年ꎬＩＵＣＮ 第六次世界公园大会通过了«保护地旅游和游客管理:可持续发展指南»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管理指南»等会议成果[３１]ꎬ标志着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

重要性不断提升ꎬ进入了深化阶段ꎮ 社区在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管理中的参与程度进一步提高ꎬ社区参与的

价值也得到重视ꎬ社区成为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重要利益相关方ꎬ相关研究增多[３１]ꎮ 发展中国家的实

践进一步深入ꎬ如越南[３２—３３]、巴西[３４—３５]等ꎮ 各国在大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经验互鉴的同时ꎬ针对自身国情进

行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制度的地方化构建或改进ꎬ如中国正式开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并试点特许经营制

度[３６]ꎬ对具有大尺度生态过程、大面积跨行政区域特点的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制度建设做出了探索ꎮ

２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主要研究内容

２.１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概念内涵

清晰的概念内涵有助于明确特许经营的项目范围ꎬ避免项目的过度泛化ꎬ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减少争议ꎮ
同时ꎬ厘清特许经营的概念还是自然保护地理旅游特许经营立法工作的关键ꎮ 从特许经营的性质来看ꎬ特许

经营一般商业特许经营(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与政府特许经营(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之分ꎮ 美国最早确立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

度时ꎬ就明确了它属于政府特许经营ꎬ从而保证了它的公益性ꎮ 然而ꎬ由于在经验借鉴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定

的偏差ꎬ部分国家将保护地的经营权整体转让给特许经营企业ꎬ获得经营权的企业以盈利为目标进行保护地

的商业开发ꎬ造成了政府特许经营范畴的偏离[３７]ꎮ 为此ꎬ以黄进[３８]、吴承照[３９] 为代表的学者从法律性质和

特许经营目的两方面进一步辨析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概念及性质ꎮ 从法律性质来看ꎬ政府特许经营具

有公法性ꎬ商业特许经营具有私法性ꎬ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坚持全民公益性ꎬ适用“公法” [３８]ꎮ 从特许目的来

看ꎬ自然保护地内的特许经营不是为了解决某种商品和服务的分销ꎬ而是达成政府规制下的保护管理

目标[３９]ꎮ
随着全球对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管理探索的深化ꎬ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ꎮ 其中ꎬ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将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定义为“保护地管理机构以外的任何一方开展经营所需的租约、执
照、地役权或许可证”ꎬ除旅游特许外ꎬ还涉及放牧、通信设施、养蜂、采伐等[３９]ꎮ 杨子江等提出了自然保护地

特许经营的概念ꎬ是指在生态保护前提下ꎬ政府将非资源消耗性行业经营权通过许可、合约、租赁等方式ꎬ按照

法定程序授权给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之外的主体开展商业经营的行为[４０]ꎮ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可以视

作这一定义下的子集ꎮ
２.２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国际经验借鉴

借鉴他国的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ꎬ有利于各国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制度的研究

思路和发展方向ꎮ 各国之间从不同角度开展互鉴研究ꎬ也有助于全球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制度的经验积

累ꎮ 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的差异ꎬ各国学者在进行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经验借鉴研究时ꎬ
往往会在梳理比较各国典型案例的基础上ꎬ选出适宜自身国情的制度经验ꎮ 美国、新西兰、加拿大作为较早一

批在自然保护地推进特许经营制度的国家ꎬ其经验被广泛借鉴ꎮ 总体而言ꎬ学者们在开展自然保护地旅游特

许经营经验借鉴研究时ꎬ通常会表现出一定的侧重ꎬ如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目标确定、项目规定和类型

及资金收支管理等ꎮ
在特许经营的目标上ꎬ各国的共性经验是必须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ꎬ在资源保护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特许

经营提供适当的游憩服务[２８ꎬ４１]ꎬ但也有部分国家强调了特许经营制度对政府部门保护责任的分担以及对社

区的增益[４２—４３]ꎮ 在特许经营项目类别的设置上ꎬ各国均界定了可实施的项目类别ꎬ主要涉及公共设施、安保

设施、体育设施、文化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商业设施及旅游住宿接待设施或服务等类别[４４]ꎮ 在项目实施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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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上ꎬ特许经营的项目期限不应过长ꎬ五年以内是普遍做法ꎬ超出五年必须经过公示[２４ꎬ４１ꎬ４５]ꎮ 特许经营的项

目应当相对分散ꎬ特许给不用的受许人ꎬ须避免自然保护地整体特许、转让等情况的出现[４１ꎬ４６]ꎮ 在特许经营

的资金上ꎬ特许经营费是自然保护地资金保障来源之一ꎬ但不作为主要来源ꎬ为体现自然保护地的公益型ꎬ仍
应由财政进行保障ꎬ同时在资金管理上必须坚持收支两条线ꎮ 此外ꎬ部分国家在自然保护地推进旅游特许经

营时ꎬ依照本国国情发展出了一些本土化的经验ꎬ如法国国家公园建立品牌增值体系进行激励ꎬ合格的特许经

营者通过该体系平台获得更多的宣传机会[４６]ꎻ中国国家公园将特许经营制度与分区管理、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密切关联ꎬ从而实现游憩管理与生态保护的协调[１４]ꎮ 这些特性经验的形成为未来其他国家探寻适合本国国

情的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ꎮ
２.３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管理

旅游特许经营是自然保护地管理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管理体制机制是否完善ꎬ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其能否实现有效管理ꎮ 由此ꎬ学术界针对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管理的研究层出不穷ꎬ其研究热点主要集

中在管理结构、管理机制等ꎮ
对于管理结构ꎬ明确特许人、受许人的主体是完成特许经营机构设置、责任划分的前提ꎮ 由于自然保护地

特许经营的政府特许经营性质ꎬ特许人应当为政府部门ꎮ 对于国家公园ꎬ公园管理部门应当作为特许

人[４７—４８]ꎻ对于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ꎬ地方政府也可作为特许权的行使主体[４９]ꎮ 受许人则相对明确ꎬ对于符合

条件或具备机制的个人、企业或私人部门均可成为受许人ꎮ
对于管理机制ꎬ则包括了准入机制、资金机制、运营机制、监管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等ꎮ 准入机制的关键是

通过招标确定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项目[５０]ꎮ 招标完成后ꎬ通过特许权合同、地役权合同、许可证等形式完成

授予[３９]ꎮ 特许权合同是广泛采取的形式ꎬ专门讨论也相对较多ꎬ包括性质、内容等[５１—５２]ꎮ 地役权合同的讨论

相对较少ꎬ但具有较强的现实需求[５３]ꎮ 资金机制的设计主要有两种观点ꎬ一是公益导向的“收支两条线”ꎬ二
是竞争导向的“经费留园机制” [５４]ꎮ 部分学者提出自然保护地建设发展的不同阶段ꎬ可灵活实行不同的上缴

和留存资金分配比例ꎬ以提高管理效率[５４—５５]ꎮ 在运营机制中ꎬ对于设施的建设维护ꎬ由管理机构把控设施的

规划建设ꎬ考虑 ＴＯＴ(移交￣运营￣移交)、ＢＯＴ(建设￣运营￣移交)、Ｏ＆Ｍ(运营和维护)等模式[２０ꎬ５６—５７]ꎮ 在监管

机制中ꎬ政府监管是最重要监管方ꎬ需要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地方国家公园管理局———特许经营者的垂

直监管链条[２０ꎬ５８]ꎬ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影响监管、合规监管、活动监管[５９]ꎮ 还需融入来自社会公众、非政府

组织等第三方的监管ꎬ但研究讨论相对较少ꎮ 对于法律保障机制ꎬ主要发达国家对于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

营制度的法律保障充分ꎬ法律位阶高ꎬ还以法规、规章等形式对特许经营的范围、期限、收入等有明确的限制性

规定[６０]ꎮ 但在中国ꎬ缺乏国家层面法律、特许经营协议法律性质不明确等问题仍待解决ꎬ需要进一步完善法

律规制[６１—６２]ꎮ
２.４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社区参与

经过 １００ 多年的发展ꎬ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理念已由过去排斥人类的绝对保护走向相对保护ꎬ世界各国日

益重视保护地社区的文化和社会价值ꎬ尊重社区的权利ꎬ积极引导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地的建设、管理与保护ꎬ
社区成为自然保护地管理的重要利益相关方[１４]ꎮ 旅游特许经营作为社区参与的重要方式之一ꎬ是社区共享

保护和发展利益共享的有效途径之一ꎮ 因此ꎬ在旅游特许经营中给予社区优先权已经成为普遍共识[６３—６８]ꎮ
社区参与价值[６９]、社区参与模式[７０—７２]、社区参与满意度[６３]等是目前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社区参与研

究的热点ꎮ
社区参与对于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具有多重价值ꎬ研究表明社区参与具有补偿社区受损权利、增进

社区利益、展示人地关系、助力保护目标等多重价值[６９]ꎮ 中国、坦桑尼亚部分地区的实践研究也揭示了特许

经营对社区收入的促进作用ꎬ并有代替传统生计的趋势[７３—７５]ꎬ但也存在收入不稳定ꎬ分配不明确等问题ꎮ 社

区参与的模式包括社区居民受雇于特许经营商(作为参与者)ꎬ社区个体工商户参与特许经营和社区居民或

集体举办的企业参与特许经营(作为主导者) [７０]ꎮ 从既有研究来看ꎬ社区居民通常以复合模式参与ꎬ同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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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参与者和主导者的复合角色ꎬ既作为个体申请工作岗位ꎬ也承担国家公园特许范围内的民宿、农家乐、访客

体验等项目运营[７０—７２]ꎮ 部分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研究居民参与社区特许经营的满意度ꎬ结果表明社区从整体

来说对社区特许经营表现出了不满与期望[６３]ꎮ 但该研究仅调查了社区对特许经营的整体态度ꎬ未就社区对

其中具体方面的态度开展研究ꎬ有待更多研究细化ꎮ 其他自然保护地的社区参与满意度也有待研究ꎮ 实践研

究表明ꎬ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不具备专业知识ꎬ难以在制度规定下实现有效参与ꎬ可能是其满意度较低

的原因[６３ꎬ７１]ꎮ
２.５　 研究述评

既有的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表现出以下特征:
(１)从研究区域来看ꎬ经历了从美国、新西兰、加拿大等较早建立自然保护地特许经营制度的国家往中

国、巴西及部分非洲地区国家扩散的过程ꎮ
(２)各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中有一些共性经验ꎬ但由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体制的差异ꎬ各

国也发展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特性经验ꎮ 从目前研究来看ꎬ处于制度构建期的后发国家有较多个案研究ꎬ结
论具有区域性ꎬ需要进一步总结提炼ꎬ增强普适性ꎬ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经验和实践

积累ꎮ
(３)随着自然保护地数量和范围的快速上升ꎬ世界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任务日益增加ꎬ因此管理研究成为

了目前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的重要领域ꎬ但研究呈现出一定的政策呼吁多而具体制度设计少的特

点ꎬ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明显ꎮ
(４)社区是自然保护地的重要利益相关方ꎬ已有研究强调了给予社区优先权的重要性ꎬ但如何协调拥有

优先权的社区与其他特许经营主体的关系ꎬ提高整体服务效率是今后重要研究方向ꎮ 对于自然保护地旅游特

许经营的社区参与模式ꎬ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ꎬ但原住居民参与能力不足也制约着社区参与的发展ꎬ如何为

社区参与能力建设提供支持也是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ꎮ

３　 研究展望

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为破解自然保护地高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基础支撑ꎮ
综合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的演变趋势、全球议题以及方法应用等方面ꎬ目前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

营相关研究仍有待加强ꎮ 加之ꎬ我国目前正处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键时期ꎬ这也

对我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研究对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

经营研究提出以下展望ꎮ
３.１　 完善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理论体系

从国外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来看ꎬ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与资金、成本、风险分担等理论假设密切

相关ꎮ 然而ꎬ在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背景ꎬ直接借鉴单学科理论框架

探讨中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问题ꎬ往往难以窥其全貌ꎮ 因此ꎬ依托地理学的包容性ꎬ强化与社会学、生
态学、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的交叉融合ꎬ多学科共同触发ꎬ探讨中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基

础理论问题ꎬ注重结合归纳和演绎方法ꎬ对中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体制机制和模式进行理论抽象ꎬ以
建构出高适配性的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理论体系ꎬ为自然保护旅游特许经营实践提供有效

指导ꎮ
３.２　 明确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管理成效评估方案

自然保护地管理成效评估对于自然保护地规划、管理和资金投入等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作用[７６]ꎮ 目前ꎬ
我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和实践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ꎬ非常有必要对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管理

情况进行成效评估ꎬ以及时了解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管理举措优越性ꎬ提升管理水平[７７—７９]ꎮ 近年来国内

外针对自然保护地管理成效评估虽然积累了一些研究ꎬ但多聚焦于综合管理体系层面的成效评估ꎮ 由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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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举措在设立目标、建设管理水平等方面均不近相同ꎬ科研监测等基础工作的差异也较大ꎬ因此需要区别开

展管理成效评估ꎮ 因此ꎬ基于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管理的价值保护目标、管理框架ꎬ尝试从背景、规划、投
入、过程、输出、效果等层面逐步构建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管理成效评估方案ꎬ以科学判识自然保护地旅

游特许经营管理能否实现预期目标ꎬ切实提升自然保护地的管理水平ꎮ
３.３　 探索适宜我国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的社区参与模式和实现路径

由于我国自然保护地内及其周围区域社区居民众多ꎬ自然保护地建设所强调的严格保护势必会引起原住

社区资源所有权属性质发生变化[７３]ꎮ 社区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重要利益相关方ꎬ社区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

关乎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６９]ꎮ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也多次强调

完善社会采纳与机制ꎬ鼓励当地居民或其举办的企业参与到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８０]ꎮ 这也说明了促进自

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社区参与机制的构建ꎬ将会成为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居民关系的重要钥匙ꎮ 因此ꎬ结
合自然保护地社区业态基础、土地空间规模等外部条件ꎬ以旅游特许经营项目实施为导向ꎬ探索性研究不同基

础条件下社区参与的适应性模式ꎬ并相应的提出不同社区参与模式的实现路径和保障机制ꎬ以期为自然保护

地社区管理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借鉴ꎮ
３.４　 优化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方法体系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ꎬ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主要以归纳分析、比较分析等定性方法为主ꎬ定量

研究方法应用仍较不足[８１—８２]ꎮ 由于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是横跨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个综合

研究领域ꎬ需要融合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ꎮ 因此ꎬ在未来自然保护地旅游特许经营研究中ꎬ需要交叉

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ꎬ创新性借鉴多元分析法、计量经济等多学科方法体系ꎮ 同时ꎬ还要重视对 ３Ｓ、数理模

型、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应用ꎬ充分利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ꎬ以提高自然保护地旅游

特许经营研究的质量和可信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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