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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旅游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旅游需求，同时又不

损害后代人为满足其自身需要而进行发展的能力为原则。在保

持和增进人类社会旅游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旅游者和旅

游地居民的当前各种需要，实现旅游发展的“公平与可持续”。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使得区域旅游的发

展也备受关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多地在区域发展的时空

内得到体现。区域旅游的作用日益凸显，区域旅游研究逐渐成

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实践中，区域旅游的价值主

要在于———在某一特定区域内，通过合理的区域旅游发展策略，

开发、发展、提升该区域所能带来的旅游效应，为该区域的旅

游经济整合和发展提供借鉴与参照，进而提升整体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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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区域旅游价值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应用前

景。区域旅游是东盟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东盟各成员国的参与呈现出良好的趋势。文章分

析了本地区区域旅游战略框架构成体系，包括东盟旅游发展目标、区域旅游发展原则、区域旅游评价体系及修正体系，总结了

东盟旅游发展现状，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区域旅游发展策略：包括建立东盟无国界旅游圈；加强本地区旅游品牌建

设；加强东盟区域内合作与磋商，建立健全本地区应对各种危机的合作机制；并提出了致力于本地区旅游资源低碳化的开发与

利用策略。本文基于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分析，为研究区域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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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rowing much stronger day by day，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tourism value of the regional area has an important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makes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ASEAN tourism industry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t has also presented a good trend in its members.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SEAN tourism strategic alliances from the Sustainable Perspective. And tries to analyze
4 strategies in regional tourism of this area. Including establish a Tourist Circle without frontier regional & tourism branding， tourism
Crisis management&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of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south-east Asia area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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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0-2008 入境游客国别分布均值 （%） （东盟区域外）

资料来源：The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 （2008 年东盟统计年鉴）。

国家 日本 中国 韩国 美国 英国 德国 合计

比例 7.0 6.2 4.8 4.3 3.7 2.4 28.4

数据来源：东盟官方网站，http：//aseansec.org：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04-
2008。

表 1 东南亚地区国际游客入境情况 （1999-2009 年）

（单位：千人次）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入境
人数

34，21539，13641，96043，76338，371 49，082 51，28856，91462，285

2008

65，401

2009

65.680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一般理论，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应该包

括以下两个要素：一是，应该充分实现旅游发展的“代内公

平”和“代际公平”，即实现世代间的公平发展；二是，区域

内的均衡发展与进步，即区域内一个地区的旅游发展不能以影

响或牺牲区域内其他地区的持续发展 （包括当前发展与未来发

展） 为代价，更为重要的是，区域当前的旅游发展不能以牺牲

后代发展旅游的能力或潜在能力为代价。
区域旅游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旅游生产者、旅

游消费者及旅游环境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东盟地区作为

世界旅游发展的重要区域，在多年的发展中两种要素相互影响

与制约，在区域旅游实践中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

论框架与实践精髓。
一、东盟旅游发展战略体系构成分析

东盟地区的发展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尤其引人注目。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的旅游发展认识包括旅游发展与旅游管

理理念，对东盟地区的影响随之加深，这一地区对于旅游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从区域联盟的角度来说，自 1971 年东盟旅游协会在雅加

达成立后，东盟区域内旅游合作就已经开始运作。1976 年东盟

贸易与旅游委员会下设的旅游小组委员会(The Sub- Committee on
Tourism，简称 SCOT)是其正式的合作开端。部长级别的旅游会

议成为成员国间就各国旅游发展的问题进行的最高行业管理商

榷机制。东盟区域旅游也逐渐形成相应的区域战略联盟体系

（如图 1 所示）。

图 1 东盟旅游发展战略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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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盟旅游发展目标

东盟根据区域发展的自身特点，以东盟秘书处为区域合作

依托，制定了将东盟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一旅游目的地进行发

展与规划的总体策略。在这一过程中，东盟旅游部长会议成为

东南亚国家旅游业合作的最高级别的组织，使得区域合作在组

织上规范化，制度上常态化。
2. 东盟区域旅游发展原则

由于东南亚拥有以热带气候与海岛特征为主体的三“S”
（阳光、海水、沙滩） 的自然资源特征及其多样化的民族融合

的特点，使得这一地区在旅游吸引物上独树一帜，卓然于世界

旅游队伍行列。东盟也根据自身特点，在实践中不断提出和践

行着新的旅游发展理念与原则：即最大限度的资源保护；重视

生态旅游的发展；区域协调与平衡。各国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差

异，但总体上看具有共性，即将旅游业的发展列入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并在政策与管理措施层面给予重点支持

与扶持。
以新加坡为例，作为本区域唯一的一个发达国家，新加坡

一直对本国的旅游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

分阶段地提出了发展策略。上个世纪末即完成了新加坡“旅游

业 21 世纪远景发展规则”，提出将新加坡重新定位为一个兼具

旅游地点、旅游商务中心及旅游枢纽功能的城市，全力实现国

家成为旅游商业中心及世界旅游集散地的目标。
3. 东盟旅游发展评价与修正体系

区域旅游发展与评价的相关体系有赖于各成员国之间的协

调与沟通，东盟秘书处是这一体系的中心与框架依托。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对东盟旅游发展影响较大的危机事件包括：

1997 起源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 年发生在美国的 9·1l
恐怖事件；2001- 2003 年由中国广东开始漫延的 SARS 疫情以

及禽流感疫情等传染病疫情，2004 年以来的海啸等自然灾、
2008 金融风暴等。东盟国家在这些事件中受影响的程度不一，

但在东盟相关组织的协调之下，各国大多采取了一致的措施，

以减轻这些事件带来的联动影响。
另外，由于东盟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距，旅游业相对发达

的国家也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根据各国的政策给予旅游发展滞后

国以人员、信息等的扶持，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其自

身的修正与评价体系。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均实施过相关的旅

游培训计划，帮助培训老挝、越南等国的旅游业从业人员。
二、东盟区域旅游业发展现状

1. 区域旅游市场增长迅猛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东盟旅游业发展迅猛。区域旅

游的增长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入境旅游人数持续增长。国际

游 客 人 数 从 1992 年 的 21，771，581 人 次 增 长 到 2009 年 的

65，680，000 人次，增长近 3 倍。其二，增长时间持续时间长，

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表 1 可以看出，较为稳定的增长

时间达 20 多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4.2% （其中还包括了受非

典影响的 2003 年，当年增长率为 - 14.78%）。

2. 培育了世界性的入境旅游市场

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均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旅游客源地。
在 2000- 2008 年的东盟入境游客分布统计中，日本、中国、韩

国、英国、德国依次为本地区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所占市场比

东盟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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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 年均值达到 28.4% （表 2）。
在东盟前 10 位的旅游客源中之中，前 7 位包括新加坡、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及中、日、韩三国都是本区域国家。
东盟本区域旅游占整个市场份额的 44.6%，其他地区占 55.4%。

表 3 2000-2008 入境游客区域分布均值 （%） （东盟区域外）

区域 亚洲 （除东盟外） 欧洲 美洲 大洋洲 其他地区 合计

比例 27.7 12.4 5.4 4.6 5.3 55.4
资料来源：同表 2。

可见，本地区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为其主要的入境旅游客

源市场。其中中国作为客源国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在东南亚十国中，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四国年

接待中国游客人数均超过六位数。中国现已成为越南、马来西

亚、老挝、柬埔寨四国在亚洲的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成为新加

坡、泰国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客源市场。
还有，欧洲、美洲等东盟区域外旅游市场的开发潜力也十

分巨大。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区域旅游市场的份额一直在 4~5
成左右，充分说明区域内旅游市场的重要地位。凸显出东盟区

域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与区域发展相一致的“10+3”自由贸

易区的建设性地位也日益显现。随着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

快，区域内旅游已基本实现了免签证政策 （越南等新四国需到

2015 年正式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中国、日本、韩国的旅

游关系与旅游模式也已得到很大改善。
3. 区域合作不断加强

东盟旅游合作的进步与发展与其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息息

相关。成员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区域旅游业的自由贸易及旅游合

作。2006 年，东盟 10 国 （除缅甸外） 已签署《东盟各国互免

签证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社交访问为目的的东盟成员国

公民可享受 14 天免签证待遇，将之前只有泰国、菲律宾两国

与缅甸之间包括普通公民在内的双边互免签证协议扩展组合成

统一的合作规则。
4. 中国客源国地位突出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 2000- 2009 入境游客国别分

布均值中所占比例为 6.2%，在东盟区域外的旅游客源国中仅次

于日本，是本区域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末开始，除香港和澳门地区外，东南亚地区国家成为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的首批开放目的地。1988 年，泰国成为中国批准的公

民出境旅游的第一个目的地国家，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自此起

步。二十多年来，这一地区已成为最受中国公民欢迎的旅游目

的地之一。中国游客赴东南亚旅游的人数在 2006 年就已达到

100 万人次。这一数字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变化的水平有

年度的上下浮动。
三、东盟区域旅游系统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东盟区域旅游系统中，旅游生产者、旅游消费者及旅游

环境的发展几十年来变化较大。区域内各国合作动机无外乎两

种：一种是从全球可持续发展发展的国际合作角度出发，最大

的目的是全球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同时政治、经济、军事目的

兼而有之；另一种是基于经济合作层面的进步与发展，更多关

注的是寻求最大化的利润与利益。在这样的动机因素之下，全

球旅游业发展的实践呈现出与已认识的发展理论相符的状况，

比如，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

优先发展入境旅游，以更大程度地获取各国旅游发展所需资源

的策略，旅游资源的粗放经营过程相对较长。在此过程之中，

作为生产者的旅游开发与经营者、作为消费者的游客及作为旅

游吸引物的资源环境的发展状况值得认真分析与研究。
东盟地区旅游业的进步与发展与其经济的发展相一致。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大多进入工业化的发展快车道，

经济发展模式由进口替代完成了出口导向的转变。经济的转型

与发展急需大量资金的支持，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优先发展

出境旅游的方式。旅游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总体发展

战略的实行者。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国均制定出本国的旅游

发展整体规划和区域规划，举国同力发展入境旅游以尽快获取

发展经济急需资金。这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很快，被视为

世界旅游发展的一大亮点之一。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参与旅

游发展的旅游商、经销商 （包括各类旅游设施和景点的经营商）

均表现出很大的发展热情。
1. 旅游生产者状况分析

从整体来看，东盟旅游提供商不仅从硬件设施上，同时也

在旅游服务的软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以旅游服务为例，新

加坡、泰国等国的旅游服务质量备受称道。泰国曼谷东方饭店

连续多年被评为亚洲最佳饭店，服务实力不容小觑。
与此同时，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作为旅游生产者方面也

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首先是发展方向与目标的调整问题，

在高速发展几十年之后，旅游生产方应摒弃一味追求入境旅游

人数而忽视旅游服务质量的问题，改变旅游供给的粗放型特点，

重视产品的品质与顾客感受。其次，采用可持续的市场运营策

略，摒弃短视行为。东盟地区旅游产品的一大特点是一条线路

贯穿多个国家，既有线路的衔接问题，又存在旅游服务差异的

问题。加强各国及各层级提供商的横向联系，对于涉及旅游安

全、交通、导游、购物等方面的问题应及时处理，维护这一地

区整体的旅游商誉。
2. 旅游者状况分析

如上文所分析，本地区的近一大半客源来自东盟内部及亚

洲区域内旅游市场。他们的旅游需求、旅游方式、消费习惯对

东盟区域旅游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培育良好的旅游客源有

利于本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首先，由于本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客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既有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

家，又包含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地区。更为重要的是，

旅游消费模式也有很大差异，游客对不同档次和发展水平的产

品均有需求，旅游消费目的从起步阶段的观光旅游到较高层次

的休闲旅游均存在。这种状况的存在给旅游商品的提供者提出

了注重产品差异化的要求。
3. 旅游环境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似，东盟地区在旅游发展过程

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损害旅游发展环境的问题。最为严重的

是毁灭性的开发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的不可逆转的问题。比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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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热带森林的大量砍伐，使得东南亚在热带雨林这一原本为

富集区的区域几乎荡然无存；滨海旅游的过度发展也使得红树

林的生存面临着考验。
旅游设施的过度发展带来资源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泰国、

菲律宾均发现大量由于观光业与酒店业的过度发展导致环境受

损的问题。泰国已不止在一处发现滨海油污，菲律宾最富盛名

的伊富高人高山梯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如不加紧拯

救，将取消这一地区世界遗产的荣誉。
四、可持续发展战略分析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包含社会、环境、资源等多个

方面，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作为拥有十个成员国的区域组织

来说，东盟地区面临的问题也较多，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宏

观框架与发展方向上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1. 致力于健全无国界的旅游自由贸易区

建立内部全方位开放的旅游贸易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

区域内部消除贸易壁垒的重要成果。如前文所分析，这一地区

已 基 本 建 成 自 由 贸 易 区 ， 并 与 日 本、中 国、韩 国 建 立 了

“10+3”自由贸易区。2010 年，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正式

建成启动。
建立无国界旅游区域是构建区域旅游经济一体化的环节之

一。而进一步健全各项机制，使其良性运转则是未来发展中更

为重要的问题。在关税、签证、交通、信息、安全、企业合作

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将是未来这一区域的重要课题。一方面，

已建立的互信机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另一方面，这种全

新的旅游无国界发展模式涉及的部门与机构众多，也需进行调

整与修正。加之这一地区旅游业发展层级不一致，也会为合作

的展开带来一定难度。
2. 致力于区域旅游品牌的建设

在世界旅游发展实践中，区域旅游品牌的建设有利于区域

内各成员的发展与进步。东盟各国旅游资源既有同一性又可以

互补，发展层级也有差异。应在以下两方面实现突破：

第一，在对外旅游宣传中融合各国品牌精髓，兼顾海洋旅

游区域特色与人文旅游特点。东南亚地区具有无与伦比的海洋

旅游优势，加之丰富的民族风情、多彩的宗教特色，使得这一

地区多样化特征明显。
第二，注重品牌的南北结合 （南部岛屿与北部高原山地），

打造差异性与共性统一的区域旅游品牌。海洋旅游资源与高原

山地具有不同的美学特征，带给旅游者不同的体验，将这些特

征加以融合，组合多样的产品样式，从而以区域旅游的整体形

象在世界旅游竞争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3. 依托东盟区域建立应对各类危机的合作机制

根 据 美 国 联 邦 安 全 管 理 委 员 会 修 正 的 危 机 管 理 理 论

“MPRR”模式，危机管理四个阶段的工作由缓和(Mitigation)、
准备(Preparation)、反应(Response)、恢复(Recovery)四阶段构成，

即首先应尽快对危机形势进行较为准确的判断，并开展实施危

机预案以缓和局面，进而迅速对危机状况进行分析与评估，协

调各国布署，完善沟通信息。
由于东盟地区在旅游市场的形象具有整体性与一致性，关

联度高，以整体区域形象作营销规划与危机处理更能符合本地

区特点。因此，东盟地区应加快建立本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的科学战略与规划，充分运用东盟这一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全面

提升本地区旅游危机处理实力。
4. 致力于旅游资源的低碳化开发与利用

基于新的技术和理念的低碳经济概念一经问世便得到了旅

游业的支持和响应。本地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 （海洋） 是人

类活动的重要区域，人类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对于改善全球气候

变化，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应大力构建本区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框架。东盟地区

能源消费结构中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这与我国以煤炭为主休

的结构相比有着绝对的碳排放优势，但合理调整现有能源结构，

优化低效率的能源利用方式，积极开发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仍是东盟地区的发展重点。
其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帮助区域内成员尤其是北

部发展中国家成员提高能源利用理念，积极提供新的能源发展

方案，避免这些国家走向“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最后，还应将重点放在海洋旅游活动的低碳化方面。海洋

旅游活动的开发与开展仍属于“高碳”活动，而且涉及领域与

行业众多，旅游资源的最终利用也与各旅游要素相关联。因此，

一方面要注重培养游客“低碳化”的消费观念，另一方面要注

重研究滨海旅游的碳汇潜力，从源头实现东盟区域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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