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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与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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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摘要：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了新的现实需求和科学问题。从新战略、新需求、

新技术、新方法、新动力等方面，诠释了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科学新的时代特征。强调应

扎根于国家战略和旅游发展的重大需求，树立新的旅游资源观，综合运用新的理论思维和技术

方法，推动旅游资源研究转型和创新发展。提出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应借鉴和融合相关理

论，从资源本底、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和系统协同层面，建立旅游资源的基础理论，并将旅游吸

引物理论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作为理论核心。从旅游资源要素维度、空间维度和开发维度，构

建了“三维一体”的旅游资源研究框架，重点围绕生态文明战略、文化强国战略、国土空间战略、

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战略、健康中国战略和区域发展等

国家战略，凝练相关科学问题，深入开展旅游资源研究的本土实践和学术探索，推动旅游资源

理论与应用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资源科学体系。

关键词：国家战略；旅游资源；时代特征；理论内涵；科学问题

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创新驱动等系列国家战

略，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背景下，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的关系日益密

切。新时代赋予了旅游资源科学新特征，也带来其科学内涵和研究方向的新变化。加强

旅游资源理论研究和应用创新，对丰富旅游资源的科学内涵，更好地发挥旅游资源效

应，助推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战略意义。

旅游资源在古代就被人们描述和记载，如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导游手册》、13世

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春秋时代的《山海经》、战国时期的《尚书·禹

贡》、北魏的《水经注》、明代的《徐霞客游记》等，均有大量的旅游资源记述[1]。二战以

后，随着世界经济和旅游需求的日益增长，旅游资源逐渐成为地理和旅游等学科的重点

研究领域[1]。国外旅游资源研究起步较早，并在旅游吸引物理论[2,3]、符号吸引理论[4]、真

实性理论[5]等基础理论，旅游资源视觉质量评价[6]、人类文化遗产价值评价[7,8]、货币价值

评价及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旅行费用法（TCM）等评价方法[9-12]，旅游资源非使

用价值评估[13-15]、旅游资源产权[16]与遗产旅游资源管理[17]等方面，产生了具有引领性的学

术成果。国内旅游资源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研究者甚多，研究成果颇丰，研究内容主要

体现在旅游资源的概念与特性、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旅游资源

空间结构、旅游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15,18]。总体而言，旅游资源研究领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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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定量研究更加普遍，应用导向比较突出，并在近些年来呈现

出与信息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19-21]、更加关注休闲资源与旅游体验[22,23]研究等特征，

且有少数学者关注到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旅游资源研究[24-26]。但仍以应用性评价研究居多，

理论创新相对不足，研究视野不够开阔，跨学科综合研究比较薄弱，旅游资源理论相对

滞后，难以阐释复杂的旅游资源问题及其变化规律，未能更好地适应旅游资源消费和产

业发展需求。

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科学面临着许多有待破解的科学问题。应该如何实现旅游资源科

学新的突破和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有怎样的科学内涵与时代特征？其发展方

向和重点研究领域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待深入思考和探究。为此，本文尝试对国家战略

背景下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与科学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旅游资源及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和启示。

1 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科学的时代特征

长期以来，旅游资源一直作为旅游业的客体而被研究和开发利用，其价值内涵和研

究方法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认知水平。在新时代，特别是系列

国家战略的实施，旅游资源科学面临新环境和新任务，并在服务国家战略与旅游需求中

得到了新的提升和发展，呈现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

1.1 新战略提出旅游资源科学新要求

旅游资源科学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系

列国家战略的实施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对旅游资源科学带来了新机遇，明确了新任

务，提出了新要求。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国土空间战略，无论是文化强国建设还是

创新驱动战略，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还是乡村振兴战略，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

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均对旅游资源科学提出了大量的保护利用现实需求和有待破解的

科学问题，必须深化旅游资源研究，创新旅游资源理论方法和应用体系，为国家战略的

实施和旅游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1.2 新需求催生旅游资源科学新领域

国家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绿水青山的发展需求，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新

认知，促进了生态旅游资源与环境研究领域的新拓展；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强国建设和

科技创新发展，催生了文化、科技和信息旅游资源研究新领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旅

游与相关产业融合的加深，衍生了产业发展新形态和旅游资源新类型，拓宽了旅游资源

研究新范畴；社会的发展变革及新的社会现象和吸引事物的不断涌现，赋予了社会旅游

资源及相关研究新内涵；大众旅游与小康旅游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及日益多样

化和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引发了旅游资源需求与开发研究的新变化；国家机构改革

的深化及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的建立，提出了旅游资源整合和融合发展新命题，

需要创新和重构旅游资源理论体系与应用领域。

1.3 新技术带来旅游资源科学新思路

科技进步对旅游资源科学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5G、大数据、深度学习、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着科学研究的思维观念[27]，在旅游资源的认知能力、时空格局、演化机制、数据资

源和系统综合等方面形成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并在流动性思维下的旅游资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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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互联网思维下的旅游资源要素重组、大数据思维下的旅游资源研究范式创新、综

合性思维下的旅游资源系统建构等方面形成新突破。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旅游资源研

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新变化，可有效改进旅游资源观测、调查与评价技术，提升旅游调

查评价的系统性与精准性，并为旅游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传承、恢复与重构，数字化监

测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撑。综合运用AR、VR、MR、5G和大数据等技术，可丰富旅游资

源利用形式和旅游体验，提升旅游资源开发精准度和市场营销效果。利用新技术可更加

系统性和综合性地开展旅游资源及相关研究，提升描述旅游资源及其时空特征的能力和

精度。

1.4 新方法创造旅游资源研究新途径

在旅游资源研究中，新技术创造新数据，新数据催生新方法，新方法开辟新路径，

新路径带来新突破。传统的旅游资源研究以调查、记录、统计、评价和制图等研究方法

为主。随着“3S”技术、数理统计与建模、情景模拟与决策系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

分析方法的应用和发展[28]，旅游资源研究方法产生了新变革。现代技术方法为深入开展

旅游资源系统研究，精细刻画旅游资源的时空特征、价值效应、变化过程与形成机制，

有效解决旅游资源和旅游发展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和重要的方法工

具，使得旅游资源研究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走向定量表达，从资源评价走向科学决策，从

现象描述走向机理解析，从单一性研究走向综合性研究，从而有效推动旅游资源科学的

创新与发展。

1.5 新动力构建旅游资源科学新格局

旅游资源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旅游消费需求的变化，特别是

伴随着旅游市场的大众化、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投资开发的密集化、科技与社

会资源的旅游化，形成了新经济、新需求、新投资、新科技等新动力，旅游资源不断推

陈出新。新战略、新需求和新科技创造了旅游资源类型新格局，赋予旅游资源新内涵和

新价值；旅游发展新地域、新业态和新活动带来旅游资源空间新格局，形成资源分布格

局新动态和空间结构新变化；环境保护和转型发展新政策、新要求和新路径造就旅游资

源利用新格局，形成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新方式和新效应；学科的新融合、新数据和新方

法带来旅游资源学科新格局，促进科学问题新发现和研究领域新拓展。因而，应扎根于

国家战略和旅游发展的重大需求，综合考虑新的变化特征和动力因素，构建旅游资源科

学的全新格局。

2 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

在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随着旅游资源研究的深入，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和

拓展。

2.1 旅游资源的概念内涵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资源的定义虽有不同，但通常认为旅游资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国家标准《旅游资

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其基本内涵是：（1）旅游资源的核心是吸引

力[1]。旅游资源是具有吸引力的事物和因素（旅游吸引物），能对相应的人群产生定向吸

引功能，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2）旅游资源具有多样性。既包括自然界天然形成的

自然旅游资源，又包括人类社会创造的人文旅游资源，既有物质性旅游资源，又有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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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旅游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旅游成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社会旅游资源日益

成为学界关注的类型。（3）旅游资源具有不可移动性[29]。旅游资源具有地域性特点和空

间上的不可移动性，虽然现代人造旅游资源可在异地复制，但在本质上并未改变通过吸

引游客在空间的流动而获得真实旅游经历与旅游体验的事实。当然，现代交通的发展所

引起的客流速度加快和流动范围扩大，会导致旅游资源的空间组合发生较大的变化。

（4）旅游资源具有可利用性。旅游资源必须能被旅游业开发利用，能满足旅游者的消费

需求，产生相应的经济、社会或环境效应才能成为现实旅游资源，否则只能是潜在旅游

资源。（5）旅游资源具有可创新性[29]。旅游资源是不断发展的，具有可创造、可转化、

可拓展的开放属性。

2.2 旅游资源的理论基础

2.2.1 旅游资源的基础理论与研究重点

目前，旅游资源科学尚未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其理论研究主要借鉴和融合生态

学、地理学、美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形成了由旅游吸引物理论、

景观美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旅游文化学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旅游人类学理论、

旅游体验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空间结构理论、旅游系统理

论、旅游人地关系理论、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构成的理论基础。通过对这些理

论的进一步梳理，本文从资源本底、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和系统协同层面，对旅游资源

理论基础和研究重点进行了归纳和表述（表1）。

表1 旅游资源的基础理论与研究重点

Table 1 Basic theory and research focus of tourism resources

主要类别

资源本底理论

资源利用理论

空间格局理论

系统协同理论

基础理论

旅游吸引物理论，景观美学理

论，景观生态学理论，旅游文

化学理论，符号学理论等

需求层次理论，旅游体验理

论，旅游人类学理论，利益相

关者理论，投入产出理论，旅

游 地 生 命 周 期 理 论 等

区位理论，空间结构理论等

旅游系统理论，人地关系理

论，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理论等

研究重点

旅游资源吸引力要素与吸引物体系构建，旅游吸引半径测度与

机理分析，旅游吸引物权及其价值资产评估，旅游景观美学评

价，生态旅游资源与景观生态格局，旅游资源的文化基因与文

化认同，旅游文化的真实性与地方性，旅游文化记忆与文化变

迁，旅游吸引物符号表征与建构，旅游资源形成机制等

旅游资源的市场需求与感知差异，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主题

旅游资源（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康养旅游、研学

旅行、黑色旅游、声景观旅游、味景观等旅游资源）的评价与

开发，人类学或社会学视角的旅游资源开发及其影响，利益相

关者视角的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

济发展关系，旅游投资对旅游资源的影响与效应测度，旅游资

源（旅游地）的演化特征与开发前景预测等

旅游资源的区位特征与地域差异，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演化

特征与形成机制，旅游资源空间组织与功能区划，旅游资源的

空间重构与空间效应等

旅游资源系统的要素、结构、特征与演化规律，人类旅游活动

对旅游资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旅游资源承载力评价模型与

应用，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旅游文化的恢复与重构，

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关系与协同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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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旅游资源的理论核心

旅游资源相关理论的阐述和梳理，为旅游资源研究内涵的不断深化奠定了基础。其

中，旅游吸引物理论是对旅游资源本质特征及其相关特性的科学表达；旅游人地关系理

论是建立在人地互动及其内在关联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理论。这两大理论构成了旅游资源

的理论核心。

（1）旅游吸引物理论：如旅游资源的概念内涵所述，吸引力是构成旅游资源的核心

要素，因而，旅游吸引物理论是旅游资源的理论核心之一，并可视为反映旅游资源本身

属性的理论“内核”。其理论内涵可归纳为：① 旅游吸引物是吸引游客离开惯常环境到异
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各种事物和现象[2,3]。② 旅游吸引物既具有吸引游客到访景点的客观属
性，又具有代表目的地社会形象、文化符号或被旅游地宣传形象表征的社会属性与象征

属性。③ 旅游吸引物是基于开展旅游活动的本质要求，由主客体之间互动和共同作用的
结果，通常具有吸引力的事物和现象，如不能吸引游客离开惯常环境开展旅游活动，则

不构成旅游吸引物。④ 旅游吸引物是由旅游者、吸引物核心要素和标志物组成的系统，
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并促使其出游，既要有核心吸引物要素，又要有旅游标识物等媒介

（包括游前所获信息的驱动型标识

物、旅途所获信息的旅途标识物和

目的地所获的信息目的地标识物），

以激发游客的动机、获取旅游信

息、计划旅游活动、丰富旅游体

验、形成旅游形象和升华旅游意义

（图 1） [3]。⑤ 旅游吸引物的动态演
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通过资源命

名、界定范围、提升价值、宣传推

广和社会认知，增强旅游核心吸引

力并促进旅游吸引物“神圣化”[4]。

（2）旅游人地关系理论：旅游

资源是人类旅游活动的载体，旅游发展的本质不仅要依托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满足

人民旅游生活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要保证旅游开发、经营与消费行为不破坏旅

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威胁资源环境和人类生产生活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最大限度

地协调好旅游人地关系，因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也是旅游资源核心理论之一，并可视为

反映旅游资源对外服务属性的理论“外核”。依据吴传钧等[30,31]、陆大道[32]提出和发展的人

地关系理论，黄震方等[33]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旅游人地关

系的理论内涵。结合旅游资源科学特点，可将其理论内涵归纳为：① 地表人类活动与地理
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复杂、开放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人类旅游活动和旅游资源环

境组成的“人地旅游资源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旅游资源学是以
“人地旅游资源系统”为研究对象，探究旅游资源的特征与保护利用，揭示人类旅游活动

与旅游资源相互关系并服务于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及人类生活的一门学科。③ “人”是旅
游人地关系中的主体；“地”（旅游地资源与环境）是旅游人地关系中的客体，是人类旅游

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人地关系”是人类旅游活动与旅游地资源环境之间客观存

在的依存共生关系、相互制约关系和因果作用关系[33]。④ 建立人类旅游活动与旅游地资源

图1 旅游吸引物模型[3]

Fig. 1 Tourist attraction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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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是旅游资源理论的研究目标和基本宗旨，必须坚持生态文明、协

调共生、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思想，加强“人地旅游资源系统”优化调控，不断化解人

地关系对立矛盾，建立健全人地系统耦合机制，推动旅游资源永续利用、旅游人地关系协

调共生、旅游资源环境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图2）。

2.2.3 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转型

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面临更加重大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发展机遇，迫切需要推动

旅游资源研究转型和理论创新。必须运用新的旅游资源观、新的理论思维和新的技术方

法，推动旅游资源研究从传统资源研究向现代资源科学转变，从单纯资源开发向资源综

合利用转变，从服务旅游产业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从单一的旅游功能向复合的社会经

济功能转变，从静态封闭的资源要素格局向动态开放的资源系统格局拓展。

在旅游资源研究中，应着重推动三个转型：一是坚持需求导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

略、市场需求和旅游发展，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链接，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与生态

文明、文化强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相

关理论问题，推动旅游资源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转型。二是充分考虑旅游资源与环境日益

复杂化的特点，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范畴的动态性和开放性，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影响因

素的多样性和作用机制的复杂性，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的系统性和差异性，更多

地关注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的持续性和功能效应的综合性，推动旅游资源科学从要素研究向

系统研究转型。三是充分考虑旅游资源理论认知的复杂性，运用整体性的系统思维，综合

集成相关理论和技术方法，尤其要重视新理论、新数据、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更好地

探究和深刻地理解旅游资源科学问题，推动旅游资源理论认知和研究范式转型。

2.3 旅游资源的研究框架

旅游资源不仅具有类型、数量、质量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可开发、可利用、可塑

图2 人地旅游资源系统与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框架

Fig. 2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human-environment tourism resource system

and tourism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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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社会属性，同时又具有赋存在一定地理区位和地理环境中的空间属性。国内外旅游

资源研究主要涉及旅游资源概念与特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旅游资源空间结

构、旅游资源影响与效应等方面[15,18]。本文基于研究现状和学术脉络，根据旅游资源的理

论内涵、应用领域和发展需要，从旅游资源要素维度、空间维度和开发维度，构建旅游

资源“三维一体”的研究框架（图3）。

旅游资源要素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本底价值，主要对旅游资源的概念、属性、特

征、价值、功能及旅游资源的形成机制等进行研究和阐释，形成旅游资源的概念体系和

理论核心，丰富旅游吸引物的理论内涵。旅游资源空间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空间特性，

主要对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结构特征、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和空间效应等进行分析研

究，揭示旅游资源的地域特征和空间规律，为旅游资源空间整合、区划规划和一体化发

展奠定基础。旅游资源开发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主要依据旅游资源禀赋和开

发条件，结合旅游需求及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类与评价，开展

旅游资源规划与保护、利用与创新、监督与管理、影响与效应研究，注重旅游资源科学

保护和合理利用，注重旅游资源与人类旅游活动的协调共生与可持续发展。需强调的

是，在“三维一体”的旅游资源研究中，需融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融合多学科的相关

理论，采用综合集成研究方法，推动旅游资源科学理论创新，为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和

“人地旅游资源系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应用模式。

3 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研究的科学问题

旅游资源研究不仅是对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有效补充，更是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的重要议题。随着新时代国家战略的不断出台和大力实施，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了更为

明确的目标和需求，包涵着诸多有待深入探究的科学问题。

3.1 生态文明战略的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发展旅游业是践行“两山”理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美丽中国”战略的客

图3 旅游资源的研究框架

Fig. 3 Research framework of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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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选择和有效路径。在旅游资源研究中，要重点关注以下科学问题：一是生态文明视域

的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如旅游资源调查评价的技术规范与大数据平台构

建，生态文明视域的旅游地人地耦合与旅游可持续利用模式，国家公园与旅游资源环境

保护体系重构，旅游资源安全（或承载力）评价模型与应用，生态资源（山地、森林、

草原、湿地、河湖、海洋等）的自然资本评估（测度）与旅游开发模式，旅游资源生态

系统的保护修复与补偿机制，旅游地生态系统服务模型与低碳旅游发展模式等，有效防

止过于偏重旅游资源开发及相关研究而偏离国家资源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方向。二

是生态文明制度与旅游资源管理问题，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旅游实践与资源政策（或

管理制度）创新，国家公园体制与旅游地资源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及预警模型，国家公园

旅游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与利用模式，国家公园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或参与意愿）及

影响因素，旅游资源产权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关系机理，旅游地生态文明教育与生态文化

体系建构等。三是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旅游资源格局和效应问题，如生态文明建设视域

下的旅游景观生态格局及其演化过程与机制，旅游地乡土—生态空间演化格局和机制，

旅游碳排放的时空格局与减排机制，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关系与协调机

制，旅游生态效率的理论模型与应用评价[34]，旅游资源集聚区的生态化转型与旅游效应

评估，旅游资源诅咒现象与绿色发展转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或生态旅游示范区）

的旅游效率评价与优化路径等。

3.2 文化强国战略的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加强旅游文化资源研究，对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旅融合和产业创新发

展，丰富人民的文化旅游生活，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需重点关注的文化旅游资源科学问题有：

（1）旅游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问题[35]。如旅游文化资源的地域特征与形成机理，旅游文

化资源价值维度与测度（评价）模型，旅游文化资源的网络评价与价值测度，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传统村落或文化基因等）本真性的生产过程与协商机制，文化

安全视角的旅游文化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预警，旅游文化“真实性”保护模式与旅游者体

验行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旅游文化保护模式，伦理学视觉下的旅游文化保护与传承

模式，重点文化资源（如大运河文化、长城文化、长征红色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等）的

保护利用模式与创新发展路径等。（2）旅游文化变迁与影响机制问题。如旅游文化的变

迁过程、时空特征与动力机制，城镇化（或旅游开发）对旅游文化的胁迫效应与影响机

理[36]，旅游文化“真实性”的感知差异与影响因素，要素（旅游、交通等）流动对旅游

文化的影响测度与机制分析，旅游地文化记忆空间的演变与重构，资本扩张和旅游发展

对旅游文化的影响，旅游文化空间性及其关联机制与交互作用，旅游发展与文化演变的

时空耦合及互动机制等。（3）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与建构问题。如旅游文化资源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旅游文化的活化机制与旅游体验感知效应，旅游文化资源的恢

复与重构，旅游文化的传承机制与文化效应测度，旅游文化的舞台化传承与旅游“真实

性”表达 [36]，旅游景观（旅游地）的空间生产过程与机理，旅游文化资源对文化自信建

设的作用机制，旅游文化自信的演化特征、影响机制与重建路径，旅游资源对文化认同

（国家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地方认同）的建构作用，旅游地方依恋与文化资源的地方性

建构等。（4）文化旅游产业与效应问题。如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过程、机制与模式，文

旅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与效应评估，旅游文化资本价值实现模式与文化旅游业态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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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与生产生活的融合方式及居民福祉的实现机制，保护性约束下的旅游文化

资源效率评价与持续利用模式等。

3.3 国土空间战略的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国土空间战略是国家对国土空间开发与综合整治、资源与环境保护等作出的重大部

署。在国土空间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科学一方面要加强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研

究，如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与动力机制，旅游地国土空间动态监测与旅游资

源开发效应评估模型，旅游资源（或旅游地社会文化）的空间组织与空间重构，旅游资

源的空间量化与可视化表达，旅游资源的空间效应与响应机制，文化旅游产业的空间格

局与演化机制等。另一方面，需加强国土空间战略（规划）与旅游资源关系及协调发展

研究，如国土空间战略背景下的旅游资源承载力及其开发适宜性评价（旅游“双评

价”），国土空间利用变化的旅游驱动机制与优化路径，旅游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的理论认知与可持续利用模式，旅游空间成长与土地利用模式创新，旅游资源空间规划

（区划）的理论模型及其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机制，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评价与国土空

间格局优化，旅游地国土空间均衡与人文旅游活动的驱动机制，旅游地国土空间治理与

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等。

3.4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是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效路径之

一。旅游资源相关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科学问题：一是旅游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与

协调机制。如新型城镇化对旅游资源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时空

耦合与互动机制，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融合机制与协同模式，未来社区建设及其与

旅游发展的融合机制与路径等。二是旅游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关系及优化。如旅游

资源与旅游城镇化的空间关联与耦合机制，城镇化进程中的旅游空间格局、演化过程与

动力机制，旅游特色小镇的分布演化与影响因素，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旅游流动特征与旅

游空间结构优化等。三是旅游资源开发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与效应。如旅游导向的新型

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机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空

间正义视角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旅游资源开发中的社

区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实践模式创新，旅游资源开发对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包

括生态效应、经济效应、文化效应、社会效应，其中社会效应包括人口效应、就业效

应、脱贫致富效应或生计效应）等。

3.5 乡村振兴战略的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应结合乡村

产业振兴战略，不断深化乡村旅游资源相关研究。主要科学问题包括：旅游地乡村振兴

的理论内涵与逻辑机理、旅游导向的乡村振兴的模式、机制与路径[37]，旅游资源开发与

乡村振兴的耦合模式与机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与政策制度创

新，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及模式，弹性（或韧性）视角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

地方性建构，旅游地乡愁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理，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民族村

寨）文化空间（地方性）实践与重构，流动性与乡村性对乡村旅游的影响过程及机理，

流动性视角的乡村旅游资源整合与空间优化，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宜居路

径，旅游导向的乡村治理体系重构与路径选择，旅游发展与居民生计的时空关系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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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乡村旅游扶贫效应与农户生计变迁等。

3.6“一带一路”倡议的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全新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模式。该倡议为旅游资源研

究提出了新命题。首先是“一带一路”沿线旅游资源要素与格局研究。如“一带一路”

的旅游资源禀赋特征与空间格局，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与地缘旅游格局重构，“一带一路”

的旅游资源的互补性与旅游产业链分工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旅游资源与入境旅游

的时空关系及耦合机制等。其次是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旅游资源整合与合作机制研

究。如“一带一路”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模式与协同机制，丝绸之路旅游品牌资源整合与

共享机制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旅游的联系强度与合作格局，“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旅游的互动关系与合作网络解构，“一带一路”背景下旅游空间优化与跨境

旅游合作区建设等。再次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旅游服务贸易研究。如全球

化时代旅游发展对地缘政治关系（或旅游外交）的影响过程与驱动机制，包容性全球化

背景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资源开发直接投资格局与模式，全球—地方互

动对中国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机制与产业重构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服务

贸易格局与优化调控等。

3.7 创新驱动战略的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创新驱动是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的重大战略，也是提高旅游资源利用效率、

增强旅游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支撑。需围绕旅游资源政策与制度创新、旅游资源开发技术

创新、旅游产品与旅游业态创新、旅游服务与资源管理创新、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方式与

发展模式创新等方面，不断深化旅游资源研究。应重点探究旅游创新驱动的战略内涵及

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创新驱动战略对旅游资源经济影响及作用机制，创新驱动战略与

区域旅游资源创新体系建构，创新驱动战略下旅游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效果评估与优化路

径，新时代的旅游业态融合创新与产业模式选择，旅游文化遗产的空间数据挖掘与数字

化传承，旅游资源的数字化多维表达与开发技术创新，旅游资源的数字重建与资源管理

模式创新，创新资源流动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影响，中国旅游创新发展的空间分异、

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等科学问题，增强旅游资源科学的学术创新能力和创新实践效果。

3.8 健康中国战略的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健康中国战略对全面提升人民健康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围绕健康中国的战略需求，旅游资源研究需突出以下主要科学问题：一是康养旅游

（或健康旅游，下同）的内涵与资源评价研究。如康养旅游的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康养

旅游资源（山水、文化、森林、体育、中医药、饮食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开发潜力

分析，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康养旅游者需求（行为）特征与旅游资源适宜性评价等。

二是康养旅游的开发与空间布局研究。如康养旅游资源的地域特征与空间格局，康养旅

游资源整合开发模式与产品体系建构，基于生命周期健康的康养旅游地的演化过程及成

长模式，康养旅游基地（康养旅游示范区、康养旅游特色小镇）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

素，旅游地（城市、乡村、旅游区、度假区等）健身休闲空间营造与布局优化，康养旅

游设施的空间布局与用地供需分析、康养旅游者的时空行为及其对旅游地的影响研究

等。三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与保障体系研究。如养生旅游产业融合（体旅融合、医养结

合等）模式及实施路径，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康养旅游的政策创新与保障体系，康养旅

游示范区的运营效率与影响因素，康养旅游服务资源的组织与管理机制，智慧康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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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及其大数据共享融合机制，突发性重大疫情（如新冠肺炎等）对旅游业（或旅

游者行为）的影响及响应机制研究等。

3.9 区域发展与其他国家战略的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为实现国家强盛和地区繁荣，我国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战略体系。除上述国家战

略外，为促进大河流域发展，制定和实施了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等国家战略；为促进区域振兴和协调发展，制定和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

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战

略；为增强国家发展能力，制定和实施了海洋强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交通强国战略

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旅游资源研究可结合这些国家战略和发展需要，围绕旅

游资源价值内涵与评价模型、旅游资源消费需求和开发潜力、旅游资源时空演化与作用

机制、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产业转化与效益（效率）测度、区域旅游资

源对国家战略的影响（效应）与动力机制、旅游资源管理与政策制度等方面凝练科学问

题，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化学术研究，推动旅游资源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科学面临新的形势要求，也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必须扎根于

国家战略和旅游发展的重大需求，充分考虑新战略、新需求、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动力

因素，树立新的旅游资源观。综合运用新的理论思维和技术方法，推动旅游资源科学研

究转型和创新发展，实现从传统资源研究向现代资源科学转变，从单纯资源开发向资源

综合利用转变，从服务旅游产业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从单一的旅游功能向复合的社会

经济功能转变，从静态封闭的资源要素格局向动态开放的资源系统格局拓展，构建旅游

资源科学的全新格局。

（2）旅游资源是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具有吸引性、多样性、不

可移动性、可利用性和可创新性的特点。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应不断强化理论基础，

丰富理论内涵，并可从资源本底、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和系统协同层面，建立旅游资源

的基础理论。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则是旅游资源理论的核心，其中旅游

吸引物理论是反映旅游资源本身属性的理论“内核”，旅游人地关系理论是反映旅游资源

对外服务属性的理论“外核”。

（3）旅游资源研究可以从旅游资源要素维度、空间维度和开发维度构建“三维一

体”的研究框架。旅游资源要素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本底价值，主要对旅游资源的概

念、属性、特征、价值、功能及旅游资源的形成机制等进行研究和阐释，形成旅游资源

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核心；旅游资源空间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空间特性，主要对旅游资源

的空间分布、结构特征、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和空间效应等进行分析研究，揭示旅游资

源的地域特征和空间规律；旅游资源开发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主要对旅游资

源分类与评价、规划与保护、利用与创新、监督与管理、影响与效应进行研究，推动旅

游资源与人类旅游活动的协调共生与可持续发展。

（4）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问题，应坚持需求导向，

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链接，将知识创造到社会决策有效贯通[28]。重点围绕生态文

明战略、文化强国战略、国土空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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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创新驱动战略、健康中国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凝练相关科学

问题，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化学术研究，推动旅游资源科学创新和学术水平

提高，增加学科知识溢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人民生活需要和旅游产业发展。

4.2 讨论

国家战略是旅游资源研究的战略引领和需求源地，旅游资源研究是助推国家战略实

施的智力支撑和科技动力。随着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旅游需求与旅游产业的蓬勃发

展，旅游资源研究日益重要。未来的旅游资源科学研究，与国家战略和消费需求的结合

将更加紧密，在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旅游资源评价、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旅游资源

空间结构等领域的研究将不断深化，对区域旅游资源整合、新型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信

息化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会更加关注，旅游资源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加深，综合

集成研究方法和新技术方法在旅游资源学科的应用更加广泛，并将在积极借鉴国外有益

的理论和方法，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提升旅游资源科学国际化水平的同时，更加重视融

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深入开展旅游资源研究的本土实践和学术探索，推动旅游资源理

论与应用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资源科学体系，系统实现旅游资源科学的服务价

值，进一步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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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scientific problems of tourism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trategy

HUANG Zhen-fang, GE Jun-lian, CHU Shao-ying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has put forward new practical demand

and scientific problems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 resources. From the aspects of new strategy,

new demand, new technology, new methods, new motive force，etc.,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tourism resources sci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trategy. It is emphasized that we should take root in the major needs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establish a new concept of tourism resources,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new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technical methods，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

novation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ourism resources. It also proposes that tourism resources

science in the New Era should draw lessons and integrate relevant theories, establish the basic

theory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respects of resource background, resource utilization, spatial

pattern and system coordination, and take tourism attractions theory and tourism human-envi-

ronment interactions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cor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ourism resource el-

ements and space an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

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s constructed, and by focusing on national strategie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ultural power, territorial space, new-type urbaniz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healthy China, regional development，etc.,

relevant scientific issues are condensed, the in-depth local practice and academic explor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research are conducted, tourism resour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novation

are promoted, and a scientific system of tourism resour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

structed.

Keywords: national strategy; tourism resourc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oretical conno-

tation; scientific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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