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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发展背景下旅游用地概念及分类研究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

余中元１，∗，李　 波２，张新时 ２

１ 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海口　 ５７１１５８

２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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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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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全域旅游；旅游用地；时空结构；概念及分类；社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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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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兼顾了旅游用地各用户类型的用

３　 ７ 期 　 　 　 余中元　 等：全域旅游发展背景下旅游用地概念及分类研究———社会生态系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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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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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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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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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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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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
ｕｃ

ｔｕ
ｒｅ

名
称

Ｎａ
ｍ
ｅ

含
义

Ｉｍ
ｐｌ
ｉｃ
ａｔ
ｉｏ
ｎ

名
称

Ｎａ
ｍ
ｅ

与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分

类
的

衔
接

Ｔｏ
ｃｏ
ｎｎ

ｅｃ
ｔ

ｗｉ
ｔｈ

ｔｈ
ｅ

ｌａ
ｎｄ

ｕｓ
ｅ
ｃｌ
ａｓ
ｓｉｆ

ｉｃ
ａｔ
ｉｏ
ｎ
ｓｙ
ｓｔｅ

ｍ

旅
游

用
地

Ｔｏ
ｕｒ
ｉｓｍ

ｌａ
ｎｄ

由
自

然
和

人
文

要
素

组
成

的
，具

有
一

定
结

核
心

子
系

统
资

源
系

统
资

源
管

理
系

统
资

源
管

理
用

地
是

针
对

旅
游

资
源

保
护

和
管

理
建

立
的

管
理

机
构

用
地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理
用

地
０８

８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构
，能

（或
潜

在
）提

供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管

理
用

地
０８

８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旅
游

服
务

功
能

的
多

其
他

旅
游

资
源

管
理

用
地

０８
８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层
级

的
适

应
性

循
环

资
源

单
位

自
然

景
观

用
地

指
景

区
内

提
供

自
然

美
感

的
自

然
景

观
用

地
地

文
景

观
用

地
０８

８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的
社

会
生

态
系

统
及

水
域

景
观

用
地

１１
水

域
及

水
利

设
施

用
地

其
空

间
表

达
生

物
景

观
用

地
０８

８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人
文

景
观

用
地

指
景

区
内

历
史

文
化

遗
存

等
人

文
景

观
用

地
历

史
文

化
景

观
用

地
０８

８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人
造

景
观

用
地

指
用

于
旅

游
的

各
类

人
造

景
点

和
设

施
绿

地
景

观
用

地
０８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用

地

水
体

景
观

用
地

１１
水

域
及

水
利

设
施

用
地

设
施

农
业

景
观

用
地

１２
２
设

施
农

用
地

用
户

系
统

管
理

系
统

行
政

管
理

系
统

用
地

指
景

区
内

的
行

政
机

构
用

地
或

村
镇

用
地

、管
委

会
用

地
政

府
机

构
用

地
０８

１
机

关
团

体
用

地

行
业

或
专

业
管

理
系

统
用

地
指

景
区

内
的

行
业

或
专

业
管

理
机

构
用

地
旅

游
行

政
管

理
用

地
０８

１
机

关
团

体
用

地

教
育

培
训

系
统

用
地

指
景

区
内

为
更

好
地

维
护

景
区

资
源

和
设

施
，提

供
更

好
旅

游
服

务
，

对
员

工
或

志
愿

者
进

行
培

训
的

机
构

用
地

旅
游

教
育

用
地

０８
３
科

教
用

地

用
户

旅
游

地
产

用
地

指
为

旅
游

者
短

期
度

假
或

季
节

性
候

鸟
居

住
用

地
养

生
度

假
用

地
０５

２
住

宿
餐

饮
用

地

自
驾

车
房

车
营

地
０５

２
住

宿
餐

饮
用

地

独
立

产
权

住
宅

０５
２
住

宿
餐

饮
用

地

产
权

式
公

寓
０５

２
住

宿
餐

饮
用

地

民
居

用
地

指
景

区
核

心
子

系
统

中
资

源
系

统
外

围
原

住
居

民
村

落
用

地
居

民
村

落
用

地
０７

２
农

村
宅

基
地

企
业

用
地

指
旅

游
企

业
或

事
业

单
位

用
地

工
厂

仓
储

用
地

事
业

单
位

用
地

０６
１
工

业
用

地
０６

３
仓

储
用

地

基
底

系
统

生
态

系
统

生
态

用
地

指
基

底
系

统
中

生
态

系
统

用
地

草
地

０４
草

地

水
域

１１
水

域
及

水
利

设
施

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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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一
级

地
类

Ｌｅ
ｖｅ
ｌ１

二
级

地
类

Ｌｅ
ｖｅ
ｌ２

三
级

地
类

Ｌｅ
ｖｅ
ｌ３

名
称

Ｎａ
ｍ
ｅ

含
义

Ｉｍ
ｐｌ
ｉｃ
ａｔ
ｉｏ
ｎ

要
素

与
结

构
Ｅｌ
ｅｍ

ｅｎ
ｔｓ

ａｎ
ｄ

ｓｔｒ
ｕｃ

ｔｕ
ｒｅ

名
称

Ｎａ
ｍ
ｅ

含
义

Ｉｍ
ｐｌ
ｉｃ
ａｔ
ｉｏ
ｎ

名
称

Ｎａ
ｍ
ｅ

与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分

类
的

衔
接

Ｔｏ
ｃｏ
ｎｎ

ｅｃ
ｔ

ｗｉ
ｔｈ

ｔｈ
ｅ

ｌａ
ｎｄ

ｕｓ
ｅ
ｃｌ
ａｓ
ｓｉｆ

ｉｃ
ａｔ
ｉｏ
ｎ
ｓｙ
ｓｔｅ

ｍ

林
地

０３
林

地

其
他

用
地

１２
其

它
土

地

社
会

经
济

系
统

生
产

用
地

指
基

底
系

统
中

社
会

经
济

要
素

农
牧

业
生

产
用

地
０１

耕
地

、０
２
园

地
、０

４
草

地

及
其

活
动

用
地

科
技

教
育

用
地

０８
３
科

教
用

地

工
副

业
生

产
用

地
０６

１
工

业
用

地

其
他

居
民

社
会

用
地

０８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用
地

生
活

用
地

指
基

底
系

统
中

居
民

生
活

用
地

居
民

点
用

地
０７

住
宅

用
地

相
互

作
用

旅
游

活
动

游
憩

用
地

指
用

于
游

客
游

赏
、修

休
闲

游
憩

设
施

用
地

０８
８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憩
活

动
的

用
地

（游
客

旅
游

学
研

设
施

用
地

０８
８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主
体

）
娱

乐
文

体
用

地
０８

５
文

体
娱

乐
用

地

修
养

保
健

用
地

０８
８
风

景
名

胜
设

施
用

地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基
础

设
施

用
地

指
为

开
发

旅
游

资
源

而
建

立
的

旅
游

交
通

用
地

１０
交

通
运

输
用

地

设
施

用
地

（管
理

者
主

体
）

水
工

建
筑

用
地

１１
８
水

工
建

筑
用

地

供
应

工
程

用
地

０８
６
公

共
设

施
用

地

其
他

设
施

用
地

０８
６
公

共
设

施
用

地

服
务

设
施

用
地

指
为

服
务

游
客

而
建

立
的

旅
游

接
待

用
地

０５
２
住

宿
餐

饮
用

地

设
施

用
地

（开
发

者
主

体
）

游
客

集
散

接
待

中
心

０５
２
住

宿
餐

饮
用

地

旅
游

商
贸

用
地

０５
２
住

宿
餐

饮
用

地

其
他

旅
游

服
务

设
施

用
地

０５
２
住

宿
餐

饮
用

地

旅
游

商
品

生
产

用
地

生
产

旅
游

纪
念

品
、地

方
特

产
和

旅
旅

游
纪

念
品

生
产

用
地

０６
１
工

业
用

地

游
专

用
设

备
的

用
地

（开
发

者
主

体
）

专
业

旅
游

设
备

产
销

用
地

０６
１
工

业
用

地

环
境

保
护

环
境

保
护

用
地

指
用

于
环

境
保

护
、污

染
治

理
、风

环
境

工
程

用
地

０８
６
公

共
设

施
用

地

景
修

复
等

的
用

地
（管

理
者

主
体

）
风

景
保

护
用

地
１２

其
它

土
地

风
景

修
复

用
地

１２
其

它
土

地

水
源

涵
养

用
地

１２
其

它
土

地

生
态

廊
道

用
地

１２
其

它
土

地

文
化

交
流

对
外

推
荐

、文
化

展
示

用
地

指
景

区
用

于
对

外
宣

传
、文

化
展

示
的

区
域

（开
发

者
主

体
）

引
景

区
０５

３
商

务
金

融
用

地

旅
游

推
介

中
心

用
地

０５
３
商

务
金

融
用

地

博
物

馆
０８

３
科

教
用

地

风
俗

民
情

体
验

用
地

指
用

于
游

客
对

当
地

文
化

进
行

农
家

乐
用

地
０７

２
农

村
宅

基
地

体
念

的
区

域
（游

客
主

体
）

特
色

村
镇

用
地

０７
２
农

村
宅

基
地

民
俗

表
演

用
地

０７
２
农

村
宅

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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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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