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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我国公共景区管理与经营中存在的一系列制度性问题，《中国公共景区政府规制研究》从政
府与市场的互动角度，深入分析了现阶段公共景区承担的使命及其实现的困境，这是政府加强规制的
逻辑起点，也是政府规制的方向所在，由此构成了我国政府对公共景区的一般规制框架。
其中，《中国公共景区政府规制研究》着重探讨了政府对公共景区的内部规制、市场规制和社会规制
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规制方法和具体举措，从而帮助旅游研究者、管理者、经营者更全面地认识公共
景区中的制度安排、改革及其影响机制，更好地推进公共景区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工作，为公共景区管
理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为今后的研究拓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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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第三节我国公共景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又将增加国家遗产管理委员会这个公共景区司
法机构；并且考虑到我国公共景区内部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存在，又增加了这些主体构成的外部监督
力量（由于是政府内部监管，本书仅考虑这些外部力量对公共景区管理机构的监督作用）。
　　1.公共景区所在地人民政府　　景区所在地人民政府通常被视为旅游景区所有权的实际代表，在
国家政策框架内行使景区公共资源的管辖权和处置权，享有景区经营收益权。
　　2.公共资源归属的主管部门　　按照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系的职责分工和管理权限，风景资源、
文物资源、生态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的管理权分别在各级建设园林、文物文化、环境保护、林
业和国土部门，并按其科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地域范围等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县级
，由各级有关行政部门分级管理，这些部门被称为旅游资源主管部门。
　　3.公共景区行业主管部门　　公共景区行业主管部门是指各级旅游局，各级旅游局是同级政府旅
游行政部门，对景区进行市场管理和行业协调。
　　4.公共景区管理机构　　公共景区管理机构通常是景区所在地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有风景名胜
区人民政府、景区管理局、管理委员会、管理处等不同称谓，景区管理机构代表政府行使景区的日常
监督权和管理权。
　　5.公共景区开发企业（一般指国有）　　在按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或政企分开原则实行
企业化经营的公共景区中，国有公共景区开发企业是公共景区经营活动的最直接的管理主体，一般也
是公共景区管理机构的下属或控般企业。
这类企业在遵循政策法规、景区规划、接受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管理及监督的情况下，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独立核算，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6.公共景区利益相关主体　　具体包括社区居民、商业企业、非营利性机构（如宗教协会、行业
协会等）、媒体中介等公共景区利益相关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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