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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我第二次为张朝枝的著作写序！
第一次是为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作序。
2005年他从复旦大学调回中山大学，2006年，他的博士论文以书名《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
的理论与实证》在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记得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写道：“作者提出了‘在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发展过程中，资源处置权的非排
他性以及外界制度性的监督缺位导致了世界遗产地的政府治理失灵’的重要理论假设，作者在‘世界
遗产地武陵源的调查深入细致，不论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翔实可靠；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
入木三分，提炼的结论不仅可信，而且对中国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管理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出版几年来受到好评的事实表明，上述评价是准确的。
我们常说，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除了完成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之外，该选题还应具有非常好的成
长性，可以再继续做八年十年。
我们也常说，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可以奠定一个人的学术道路基础。
张朝枝的选题和论文，大概可以归为这一类。
博士论文完成后，他扩展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
资助继续遗产旅游的研究，并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自然
和文化双遗产地武夷山为研究基地进行了扎实的调研，并累积了一批成果。
2006年初，南开大学出版社孙淑兰女士让我推荐书稿选题，我又向她推荐了张朝枝的遗产旅游研究。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如果给他一点压力，他应该可以整出一个高质量的遗产旅游研究成果。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听到孙淑兰女士向我反馈张朝枝的书稿进展情况。
我知道完成这部书稿对张朝枝来说非常不容易，一方面他要承担大量教学和行政工作，另一方面他这
几年也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中最繁忙的一个阶段。
好在他勤奋且有条理，很好地协调了教学、科研、服务和家庭之间的关系，顺利完成了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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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仍沿用第一部书稿的主题“旅游与遗产保护”，但他将研究的视角作了较大的调整，分别从
遗产旅游的概念、遗产旅游原真性标准、遗产旅游者、遗产地居民、遗产地投资、遗产保护、遗产产
权、遗产管理制度等几个方面对遗产旅游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继承了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
究中心重案例研究”的传统，所有结论都建立在扎实的调研分析基础之上，其中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研
究结论都是尚未公开发表过的成果，对遗产旅游管理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
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讲，本书在构建遗产旅游管理学科框架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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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遗产旅游：概念演变与研究框架第一节 遗产：内涵的演变与理念变迁一、中文语境中的“遗
产”二、西方语境中的“遗产”三、遗产的分类体系第二节 遗产与遗产旅游一、从遗产到遗产旅游资
源二、从需求与供给角度定义遗产旅游的分歧第三节 遗产旅游研究概况与框架体系一、西方研究概况
二、国内研究概况三、遗产旅游研究框架第四节 旅游与遗产保护：寻找矛盾的正效应一、旅游发展与
遗产保护的冲突与共生(一)旅游与遗产保护冲突的二元关系论(二)旅游与遗产二元关系论的理论基础
二、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互动反馈机制第二章 遗产申报：动力机制与利益权衡第一节 中国的世界遗
产申报工作发展历程一、起步阶段(1985～1990)(一)背景(二)特征(三)影响二、发展阶段(1991～1999)(
一)背景(二)特征(三)成就与影响三、转型阶段(2000～2004)(一)背景(二)遗产申报特征(三)问题与影响
四、提升阶段(2005～）(一)背景(二)申报特征(三)趋势与影响第二节 遗产申报的动力机制一、遗产申
报的动力分解二、遗产申报的动力本质第三节 遗产申报的利益权衡——开平碉楼与村落案例研究一、
案例地背景二、研究方法三、研究发现：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申遗的利益权衡(一)中央政府的利益权衡(
二)地方政府的利益权衡(三)社区居民的利益权衡(四)当地旅游企业的利益权衡(五)游客的利益权衡四
、结论与讨论第三章 遗产原真性：理解差异与现实悖论第一节 原真性概念的两种演变路径一、关于
“authenticity”的起源及其中文译法二、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中原真性概念演变(一)遗产保护法规文献中
的原真性概念发展(二)遗产原真性概念理解的逻辑框架二、旅游社会学研究中的原真性概念演变(一)
旅游研究文献中原真性概念的发展(二)旅游原真性概念理解的逻辑框架三、原真性概念两种演变路径
的比较第二节 原真性理解差异的路径依赖：乌镇、周庄案例研究一、符号的原真性与遗产旅游二、数
据收集与案例地概况三、研究发现(一)不同利益群体对周庄与乌镇原真性的感知及其差异(二)不同利
益群体的原真性感知差异的形成(三)原真性理解差异对遗产地发展影响的路径依赖四、原真性构建与
文化遗产地管理第四章 遗产旅游者：双因素理论与示范效应第一节 双因素理论与游客满意度一、双
因素理论二、旅游目的地满意度的保健与激励因素(一)游客满意度(二)游客满意度与双因素理论第二
节 双因素理论与游客需求导向：索道建设案例一、案例研究背景二、研究发现(一)游客乘坐索道的需
求动机(二)游客对索道的感知实绩评价(三)游客总体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三、双因素理论与满足需要第
三节 先锋游客的示范效应与遗产地成长：背包客案例一、背包客行为特征及其先锋意义(一)背包客的
行为特征(二)背包客的先锋意义二、从“驴”到“假驴”：先锋游客的示范效应与遗产地成长(一)先
锋游客对目的地成长影响的实例(二)先锋游客对遗产地影响的过程：从“驴”到“假驴”三、培育先
锋游客市场引导遗产旅游地发展第五章 遗产地居民：搬迁安置与失地就业第一节 遗产地居民搬迁安
置与失地就业一、遗产地居民搬迁与失地现象二、遗产地居民安置与就业困境第二节 遗产地居民参与
旅游的方式变化与地位变迁：武陵源案例研究一、武陵源风景区内社区空间分布二、武陵源社区居民
参与旅游业的方式演变(一)起步阶段(1982～1996)：自由竞争与自然参与(二)转折阶段(1997～2003)：资
本与政策的介入使居民参与方式重新洗牌(三)两极分化阶段(2004～)：新地主产生与新贫民出现三、武
陵源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一)地理与交通区位对参与旅游业的影响(二)政策对
居民参与旅游业的影响(三)外来资本对居民参与旅游业的影响四、武陵源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相对
地位变化(一)社区居民普遍从旅游业中受益(二)旅游参与的主体地位变化(三)经济社会地位相对变化五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方式与社会地位变迁的形成机理第六章 遗产地投资：企业成长与遗产地发展的耦
合与错位第一节 企业成长机制与旅游企业成长一、企业成长动力及其影响因素二、旅游企业成长的影
响因素第二节 企业成长机制与遗产地投资模式一、招商引资政策与企业成长机制的耦合与错位二、遗
产地旅游投资模式(一)旅游景区投资特征(二)遗产地旅游投资模式三、遗产地旅游投资与遗产地成长
的耦合(一)先锋企业的示范效应与遗产地自我更新(二)遗产投资价值促进社区对遗产价值认同与保护
意识觉醒四、遗产地旅游投资与遗产地成长的错位(一)遗产地旅游收入来源对资源的依赖性更强(二)
土地资源日益紧张，地价快速膨胀，加剧圈地运动(三)各类权力寻租活动加剧⋯⋯第七章 遗产保护：
制度的政策激励和观念措施依赖第八章 遗产产权：边界模糊与路径依赖第九章 遗产资源管理制度变
迁：方向与动力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与遗产保护>>

章节摘录

在实际搬迁工作中往往存在以下种种问题（王凤武和张文，2004），使失地农民规模扩大、问题加重
：对核心景区居民外迁认识上存在偏差。
部分官员、学者认为核心区应该是“无人区”，应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所有居民必须一律外迁
，但一些风景名胜区内的村庄和居民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其选址、建筑风貌以
及居民的活动与自然环境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实际上已成为风景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们的管理不
是“迁”的问题，而是“规范”的问题。
人口外迁工作缺乏规划指导。
由于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相对滞后，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是在20世
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编制的，并未划定核心景区，也未编制指导居民外迁工作的专项规划，缺乏对
安置区的选址、建设风格以及基础设施的标准等方面的规定，致使核心景区居民搬迁和旅游小城镇建
设缺乏规划指导、控制和监督。
此外，部分景区居民搬迁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滥用强制手段进行拆迁，引发农民不满。
外迁人口安置用地和搬迁资金缺乏保障。
核心景区居民搬迁和旅游小城镇建设。
虽然因集中建设总体上可节约用地，但是缺乏对一处农业用地转换为它处城镇建设用地的政策扶持，
由于对建设用地的严格控制，拆迁安置用地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另外，居民搬迁工作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但各级政府对此没有专项资金来源。
有的景区被迫以门票收费权质押取得贷款，导致居民搬迁后风景名胜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核心景区外迁居民的就业安置工作不到位，出现“重搬迁，轻安置”的倾向。
部分景区对居民一次性的拆迁、住房安置和补偿给予了足够重视，但对拆迁户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就业
安置工作做得不够。
一次性的拆迁补偿足以“安居”，但不足以“乐业”，失地农民外迁后无所事事，生活难以为继，进
一步激化了政府与居民的矛盾。
二、遗产地居民安置与就业困境农民与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依存关系，特别是对于生长在中国这个有
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国的农民更是如此。
遗产地居民搬迁规模不断扩大，搬迁速度不断加快，失地农民不断增多，但解决安置与就业问题的办
法却并未见随之增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对农民来说，不仅是农民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而且是生存、发展和保障的
重要基础。
失地农民实际上是失去了一笔家庭财富、最基本的工作岗位和低成本的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也因此
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基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旅游与遗产保护>>

后记

这是一本催出来的书！
这是一本孙淑兰老师催出来的书！
从2006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孙淑兰老师第一次找我要书稿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年了，期间孙老师无数次
给我电话，每次都不下半小时，她的敬业精神无数次让我感动，也“催”得我不得不抓紧完成书稿。
由于压力太大，好几次我都曾打算放弃，是孙老师的鼓励给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回头想来，没有孙老师的催，这本书估计还不知要推多久才能完成。
这是一本国内遗产旅游发展形势催出来的书！
从2004年夏天，我在武夷山给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首届世界遗产地管理干部培训班授课时认识了朱
晓东与何晓雷处长，也开始了与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的业界与学界专家的交往。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越来越认识到遗产旅游研究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业界还是学术界，一个基于事
实、面向理论、扎实的研究成果对旅游界与文物界交流都非常重要。
也正是出于这种动机，在朱晓东与何晓雷处长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我们争取了几年的中国古迹遗址
协会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专业委员会终于在前几天正式批准筹建，这本书也刚好算是献给专业委员会
的第一份贺礼！
这是一本我的学术轨迹的惯性催出来的书！
从2002年我以《世界遗产地“公地悲剧”的理论与实证》为题获得中山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基金资助开
始，我先后围绕旅游与遗产保护话题获得了日本东京财团访日研究项目（2003-2004）、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70503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CJY050）的资助，先后到武陵源、武夷山、开平
碉楼与村落、乌镇、周庄等地进行了多次调研，并先后与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世界文化遗产地开
平碉楼与村落建立了研究基地合作关系，我对遗产旅游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也因此不断深入，没有理由
让自己不向这些资助我的机构，帮助过我的人交一份答卷，即使这份答卷仍不完美，但它至少凝结了
这几年来我的汗水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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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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