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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学视角下旅游景区投资研究

口刘尊礼黄鹂 陈爱玲 【四川大学成都610064】

【摘要】 目前，我国旅游景区大多由单一主体投资，不可避免地出现部分产品供给不足、部

分产品供给过牵j的现象。本文粮据公共经济擘理论，区分了不同产品的渍费特点和性质，划分了授

资产品的类型，并结合投资主体的偏好和能力，提出了不同性质的产品应对应不同的投资主体，以

实现有效的融资，完善景区产品结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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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景区经营衩的整体转让，以及在政府部门直

接指挥管理下的国有国营模式“1，都存在景区一部分

产品提供不足，一部分产品又过剩的现象，使游客的

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且旅游资源又遭受严重的破

坏。要改变这种现象，必须分析不同产品的性质并与

投资者的偏好和能力结合起来，在投资主体多元化的

模式下，实现景区产品持续、有效她供给。

一、旅游景区产品的性质

约翰·斯祆布鲁克认为，景区产品是有形产品和

服务的结合，它既具有服务产品的一般特征，又有自

己的独特性81。将其概括为，旅游经营者凭借旅游资

源和设施提供的满足游客体验需要的全部服务。根

据服务产品的构成要素，在一个由自然、文化资源形

成的景区，存在四类产品：一是通过对景区自然、文化

资源的认知、欣赏等活动获得的一次愉快经历，是游

客追求的核心利益，称为景区的核心产品；二是景区

自然资源和非旅游目的建成的人文资源．是吸引游

客，获得愉悦经历的基础。当它用于旅游活动时，我们

称为景观产品。景观产品与景区内的游道、路标、水、

电等基础设施一起成为开展景区旅游活动的必备条

件，是景区的支持性产品；三是景区内的住宿、餐饮、

娱乐、购物、索道等服务设施，是为更好地开展旅游活

动提供的配置性产品；四是政府许可的，到达景区的

公共交通、过路费等可进入性政策和制定并执行的景

区公共卫生、安全、交易秩序等形成的消费环境，构成

了景区的扩展性产品。这四类产品在消费上有着不

同的性质，分别满足游客在景区的私人消费和公共消

费的需要。

旅游景区的四种产品中，支持性产品。即景观产

品和景区的基础设施，诸如吸引谤客的黄山奇石、奇

松等自然资源和泰山宫殿、寺庙等人文资源以及景区

的游道、路标、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它们在消费上

都具有不可分割的特点，进入景区的游客都享受同样

多的景观产品和利用同样的基础设施。并且，在一定

的容量范围内，增加一个游客的消费，不会增加景观

产品和基础设施提供者的成本。当景区不收取门票

时，景观产品和景区的基础设施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是一种纯公共产品；当景区收取门票，进

行进入限制时，它们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排他性，

成为准公共产品。我国多数具有自然、文化资源的景

区要收取门票，实行进入限制。通过收取门票来弥补

保护和开发费用的不足，这时景区的景观产品和基础

设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景区的配置性产品，即向游客提供的住宿、餐饮、

购物等产品可以分割为一张床、一张餐桌的位置等较

小的单位，供游客个人独自消费。同时，一个消费者

拥有了一个房间的使用权，其他消费者就不能同时使

用，经营者还可以很容易地将未付费的游客排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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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这类产品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特点，是

典型的私人产品。

景区的扩展性产品，即可进入性和各种消费环境

决定着游客进人景区的顺畅程度和游览的安全性。

进人景区的顺畅程度由当地交通等基础设施决定，也

是一种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而景区安全和公

平交易的环境，对游客的满意度有很大的影响，是一

种制度性产品。这种创造游客安全、放心消费的环

境，只能依靠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如公安、工商来提

供，是一种纯公共产品，在景区应由代表政府行使综

合管理的机构，如管理委员会来提供。

可见，旅游景区产品因其消费特征的不同，呈现

出从纯公共产品到私人产品的不同性质。区分景区

产品的性质，是因为产品对投资主体的要求和投资收

益不同，也就是说，有些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有些产

品政府、私人都可提供。我们应根据产品的不同性质

和激励强度来决定最佳的投资主体。以实现景区资源

的有效利用。

二、旅游景区公共产品投资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一定的经济行为对外部的影响，造成私

人(企业或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

益偏离的现象。旅游景区公共产品的投资就存在着

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正外部性。

景观产品是景区主要的公共产品，它除了能给投

资者、经营者、当地居民和政府带来经济收益外，本身

还蕴涵着巨大的菲经济价值。景区所依托的自然、人

文景观，尤其是高品位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是自然和

文化的载体””1，是“传统文化和国家、民族、历史的人

文精神的象征““。因此，自然、文化景观承担着传递

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文化与人文精神的重任，它不

仅对投资者具有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对一个地区或

国家的全体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影响。对自然、

文化资源的保护就是维护一个国家、地区、全世界人

民和下一代人的利益，它的非经济价值是跨地区、跨

国界、跨时间的。

景观产品的非经济价值央定了它的公共性，它是

当代人，也是后代人的精神文化财富。而这种精神文

化财富是一种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不可再生的

特殊资源，一旦受到破坏将无法恢复。因此，将自然、

文化资源用于旅游活动的前提是保护，维护和保持景

观的完整性和原始性。是景观产品再生产投人的重要

内容。但景观产品投人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社会

收益往往不相符合，通常是后者大于前者，即对景观

产品的保护性投入带来更多的收益，而这些收益并不

由投资者完全获得。如森林资源的保护成果，一方面

吸引游客观光、度假，使投资者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

另一方面又使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周边

地区的居民获得了清新的空气，免受水土流失之害。

然而，投资者却不能因为居民受益而获取经济收益，

居民受益并没有付出代价，资源保护的成本由景区开

发者和管理者承担。

同时，景观产品保护带来的正外部性与它的公共

性一致，景观产品的受益群体越广，公共性越强，资源

保护的外部经济性越大。自然、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

人民共有，保护责任最重，对它维护的正外部性最大；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等属于

全国人民共有，保护带来的正外部性较强；省级及以

下风景名胜区受益对象是省内公民，保护带来的正外

部性次之。资源的公共性特征随着资源品质的提高

而逐渐增强，资源保护的正外部性也随之增大。

目前，我国自然、文化资源景区采用属地管理，一

般由资源所在地的县级政府及派出机构管理，许多县

级政府承担着省级、国家级，甚至世界级遗产的保护

性投入。但仅依靠县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难以完成对

自然、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由一个地区的居民集

中财力进行保护性投人来使全国或全世界人民受益，

存在县级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即区域对世界级遗产的

保护性投资带来的收益远小于全国或全世界获得的

收益，由一个县级政府来承担世界级遗产的全部保护

费用是不合适的。同时，我国县级政府还承担着发展

地方经济的责任，在区域利益与国家或世界利益的权

衡中，一些地方政府也会选择短期经济利益，而放弃

长远保护责任，出现过度利用遗产资源的情况不断出

现。而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来说，景区保护

的外部效益得不到完全补偿，所以自觉保护的积极性

不高。因遗产资源保护存在外部性，由县级政府或企

业单独承担遗产保护投人是难以实现的。而代表更

广泛公众的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它们更关注资源与环

境保护。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财政资金实力，应是世界

遗产等高级别景区资源保护的投资者。

景区基础设施产品的公共性因受益群体不同，而

与资源保护的公共性存在差异。它的受益群体只是

到达景区消费的游客以及因旅游活动的开展而获利

的当地居民和政府，它的外部经济性小于景观产品。

在收取门票的情况下，受益范围更小。因此，可以采

用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由游客和地方财政共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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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提供基础设施的责任。

萨穆尔森认为：当资源具有外部性时，市场就不

能提供正确的信号。一般来说，对于外部不经济的产

品，市场会生产过度。而对于外部经济的产品，市场

又会生产不足。旅游景区开发中资源保护的外部经

济性造成了激励不够．保护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而景

区开发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外部成本又难以

内部化，使得以赢利为目标的项目开发不断膨胀，景

区环境面临危机，影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使保持

原始性和完整性的景观产品供给不足。目前，资源保

护，尤其是文物维修资金因资金量大，筹集十分困难，

许多需要维修、保护的资源因资金问题而得不到有效

的保护；准公共产品——景区游道、标志等基础设施

的投资也成为民营资本投资中讨价还价的焦点，一些

获得景区30年或50年经营权的投资者，经常推迟、

减少景区游道等基础设施的投人，甚至不进行投入，

导致优质的景观产品短缺。

三、旅游景区产品的类型与投资主体

景区产品的资源配置方式与产品的性质相关。

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市场机制是资源的最

佳配置方式。公共产品因具有外部性，政府投资成为

必然。旅游景区产品既有公共产品，又有私人产品。

政府、私人、民营、外资都可以成为景区的投资主体。

根据旅游景区产品的不同类型和产品激励的强弱程

度，应对应不同的投资主体。

首先，景区内满足游客需要的住宿、餐饮、索道等

配置性产品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应引入市场机制，

企业化的经营方式是实现其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

个体、民营、外资等都可成为其投资主体。但因景区

配置性产品的投资和经营涉及到景区资源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套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强有力的

监督约束机制，防范景区经营中的合作风险¨】，按景

区规划的容量和技术要求进行投资和建设。近年来，

我国景区在住宿、餐饮、索道等服务设施投资上出现

过度开发和超容量建设，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有效的监

督。一是景区管理者越位参与经营，必然因不能自我

管理、自我监督而出现过度开发，使景区出现商业化

和城市化现象；二是景区完全交给企业经营，管理者

因短期经济目标而放弃了按景区规划要求进行监督

的职责。因此，将经营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加强景区

规划的执行力度是景区配置性产品投资中应注意的

问题。

其次，支持性产品和扩展性产品，具有准公共产

品和纯公共产品的性质，园投资效益的外溢，市场不

能全面有效地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用公共投资

来弥补市场的失灵。根据景区公共产品的类型可将

景区投资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景观产品的保护性投资，在不收取门票

的情况下，它属于纯公共产品。景观资源的保护有利

于人类自然、文化资源的传承与永续利用，它代表了

一个地区、一国全体人民或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社

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外部经济最强，但激励程

度最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企业不愿进行保

护性投资，如一些森林公园在经营权转让后。投资商

并不愿投入更多的保护资金“’。因此，代表公众利益

的政府或政府派出机构——管理委员会理应成为投

资主体，也就是说，政府应通过公共财政对景观产品

所依托的自然、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投资，以满足当代

和后代人对资源的欣赏和享用。在收取门票的情况

下，可用部分门票收人来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

目前，我国景观资源保护普遍采用两种政府投资

方式。一是政府财政出资，资源管理部门进行生产性

保护。如我国退耕还林政策，在政府财政支持下，森

林资源由林业部门负责具体的保护工作，使森林资源

有了可靠的资金来源；二是景区管理者出资，它也是

政府投资的一种。由于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没有资金

投人，依靠景区自筹资金进行资源保护。这就出现了

两种情况，一方面，管理者将自然、文化资源作为经济

资源来开发，以赢利为目标，过度开办宾馆和修建索

道，抬高景区门票价格，从而出现资源破坏和损害公

众对资源的享有权现象；另一方面，一些景区的管理

者将景区经营权以30—50年的时间整体转让给民营

企业，使民营企业事实上成为公共产品的投资主体，

而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承担起公共产品提供

的责任。近年来，在资源保护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多是

由于管理者代替政府财政，成为公共产品的投资主体

造成的。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为保护不可再

生的旅游资源，政府应成为自然、人文资源保护的投

资主体，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应将资源保护性投入列入

公共财政，以实现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

第二种是景区基础设施投资。景区旅游开发必

备的游道、标志、水、电、通讯等设施是景区基础设施

产品的主要内容。基础设施投资不直接产生效益，但

基础设施的完善能促进更多游客的游览。在景区收

取门票的情况下，景区基础设施是准公共产品。根据

公共产品理论，准公共产品由私人生产，政府补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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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理想。我国景区在开发前期，多由政府对基础设施

进行引导性投人，然后吸引企业投资，并以一定比例

或年限的门票收益或提供景区经营权给予补偿。如

我国西部一些景区采用BOT方式，引进投资商兴建

旅游基础设施和进行环境保护取得了成效w。作为

准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在没有门票收益回报的时候，

政府是其投资主体；在有门票收入的情况下，政府和

私人、民营、外资企业共同成为投资主体。

第三种是景区制度环境建设投入．它是一种纯公

共产品，政府是其投资主体。目前，景区管理机构在

投资上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越权投资宾馆、索道等

私人产品；一方面又放弃管理监督权，任由私人企业

将景区作为一般经济资源进行市场化经营，违背景区

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不可再生的自然、文化资源

景区的管理机构应首先承担起景区制度环境建设的

责任，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景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

的投资规模和质量，实现景区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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