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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韧性研究进展及其对旅游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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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韧性是一个系统暴露于危险中时，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方式抵抗、吸收、适应并且从其影响中恢复的

能力，这种恢复能力使该系统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平衡。以系统观来审视旅游地，旅游地也可被视为一个

完整的系统，从而成为韧性研究的对象。韧性理论的相关研究起源较早，且已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将其

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则较为薄弱且滞后。本文对国内韧性研究进展、韧性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

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综述，并阐述了未来将韧性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的相关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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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韧性研究进展

国内对韧性“Resilience”的研究最早源于 19

世纪 50 年代，其原本是一个力学概念，指材料在没

有完全变形的情况下，因受到外力而发生形变并有

恢复势能趋势的能力，该阶段研究主要聚焦建筑业、

材料业、机械制造业等方面。直到 1973 年，生态学

家 Holling 将 Resilience 引用到系统生态学领域的研

究中，这一概念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我国对韧性的早期研究与国外相同，均起源于

19 世纪 50 年代在机械与物理学领域对金属材料的

质性研究。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间，韧性的研究侧重

在金属工艺、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等领域，倾向于影

响因素、评价方法、提高韧性途径等方面。21 世纪

初，韧性理念的研究在生态系统和生态—社会系统

的基础上延伸至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经济

系统后，我国主要侧重于心理韧性、城市韧性、社区

韧性等方面。

2010 年左右，城市韧性理论开始进入我国学界

的理论视野，有学者将城市韧性定义为城市系统和

区域通过合理准备、缓冲和应对不确定性扰动，实

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等正常运行的能

力。在城市韧性研究领域，借鉴发达国家的韧性城

市案例，关注我国城市的潜在风险，聚焦于增强城

市应对多种灾害的能力，参考国土强韧化脆弱性评

价，对基础设施的脆弱性予以评估和分析，制定韧性

提升策略和相关应急措施。近两年来，为促进城市

韧性建设，也有学者侧重研究城市韧性量度，从多个

维度构建一系列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国内城市韧性

的相关研究倾向于为促进防御型城市向韧性城市转

变提供思路和对策。国内对韧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金属工艺、材料科学、建筑工程等工科方面，近年来

在心理学、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也有所侧重。

二 国内韧性理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

我国近年来对于韧性理论的研究逐渐倾向城

市规划等方面，以系统的观点看待旅游地、将韧性

作为理论基础或研究视角的旅游研究逐步发展。

而将韧性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则是以系统观来审

视旅游地这一空间区域，承认以旅游功能为主的空

间区域可以被看作是不同的系统。因此，旅游地作

为一个系统，当其暴露在危险中时，拥有抵抗、吸

收、适应外来冲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即韧性。

（一）生态系统

旅游地因其所存在的地理位置、依赖的外部自

然环境，或自身拥有的生态元素而构成一个完整的

生态系统。旅游地作为生态系统，则可能面临自然

灾害等外部冲击，如何预防灾害、构建物理层面的

安全韧性体系是相关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生态—社会系统

在旅游地中，文化景观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之

一。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综合体现，文化景观则是自然山水形成的景

观、施以人类创造性的劳动，因此具有生态和文化

的双重属性。可以将文化景观作为一个生态—社

会的综合性系统来对待。

文化景观自身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动态性和

开放性，及社会和生态属性的特征。因此，文化景

观中的生态系统及社会系统处于变化之中。文化

景观的再生建立于韧性机制的基础上，这种再生具

有循环适应性的特点，更加注重对物种的保护，而

且更依赖于系统内部的资源来完成循环。

（三）社会系统

旅游社区是社区旅游化而形成的，是因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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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形成的社会实体。所以，我们将旅游地空间范

围作为一个完整的旅游社区，即社会系统来对待。

韧性理念在经历了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社会—

生态韧性的转变历程后，已经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系

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范式。韧性在旅游社

区上的应用强调旅游社区在风险或灾害发生后，不

依靠或少依靠外部援助，而在较短时间内为其居民

恢复并改善原有居住环境、功能服务及邻里间稳定

状态的能力，且这一能力的运作效果与灾害发生前

相同或有所提升。

（四）社会—经济系统

旅游地作为旅游事业开发，部分具有盈利的目

的，因而也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当今的社会是

经济全球化的社会，旅游地作为微观的经济系统，

处于宏观的经济背景之中，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

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应对经济层面发生的

变化，如何建立经济韧性体系，是每个旅游地需要

考虑的问题。

三 未来韧性在旅游研究领域的研究启示

（一）研究尺度方面

未来应更加关注小尺度旅游空间范围上韧性

的研究。随着韧性研究走向深入，研究尺度也将从

大尺度和中尺度旅游空间转向小尺度旅游空间。小

尺度旅游空间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旅游业中重要的旅

游目的地选择，承载着旅游投资者、旅游者、旅游从

业者等多方旅游主体的各项旅游活动，与大尺度、中

尺度旅游空间一样具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二）研究视角方面

应从微观旅游系统视角转向宏观旅游业视角。

通过整理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以往学者主要集

中在微观旅游系统视角，分析其暴露在危险中时，抵

抗、吸收、适应外来冲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其研究

的视角依然没有脱离传统旅游业研究的对象，其调

研的方向也依然依赖于较为低层次的案例地。

（三）研究内容方面

自然灾害的频发、经济的瞬息变化、社会生活

的变迁等这些因素都使得旅游地作为一个独立的

系统面临着外部的各种冲击。在这种情形下，将韧

性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的意义逐渐突出，加强旅游

地韧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1  理论研究方面

由于韧性理论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的时间还

较短，相关研究积累较为薄弱，学界目前尚未形成

一个统一的综合性旅游地韧性体系。未来旅游地

韧性研究应着重关注：旅游地韧性的指标体系、测

量方法，探索旅游地韧性的影响因素、形成机制，旅

游地不同主体之间对形成旅游地韧性的责任与义

务，不同的外部冲击对旅游地韧性的影响机制、影

响状况、恢复路径等。在关注宏观层面的体系建设

等理论研究之外，还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

同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实际情况，调整韧性指标，从

而使旅游地韧性体系更具灵活度、更为完整有效。

2  应用研究方面

目前已有学者根据韧性研究理论，针对具体旅

游地案例情况，以建设具有韧性的旅游地为目标，

有意识地进行前瞻性的旅游规划。根据旅游地韧

性理论及相关指标，对目前旅游地韧性状况做出测

度，在相关理论研究指导下进一步建设具备高度韧

性的旅游地。

（四）数据获取方面

旅游地韧性测度需具备可更新、有效性、实时

性等特征，因而引入网络技术获取所需数据将是未

来数据获取方面的重点。现阶段，我国已高度重视

智慧旅游的建设和发展，旅游地也越来越科技化、

信息化，相信未来旅游地韧性研究在数据获取方面

能够更加高效、准确。

[参考文献] 

[1] 邵亦文，徐江 . 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

析 [J]. 国际城市规划，2015，30（2）：48-54.

[2] 吴浩田，翟国方 . 韧性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及其在我国

的应用——以合肥市市政设施韧性提升规划为例 [J].

上海城市规划，2016，（1）：19-25.

[3] 内閣官房国土強靱化推進室 . レジリエンスジャパン

を世界へ発信！ ~ 強くて、しなやかなニッポンへ ~ 

[R].2014.

[4] 杨雅婷 . 抗震防灾视角下城市韧性社区评价体系及优

化策略研究 [D]. 北京工业大学，2016.

[5] 张明斗，冯晓青 . 中国城市韧性度综合评价 [J]. 城市问

题，2018，（10）：27-36.

[6] 李刚，徐波 . 中国城市韧性水平的测度及提升路径 [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2）：83-

89，116.

[7] 刘佳燕，沈毓颖 . 面向风险治理的社区韧性研究 [J]. 城

市发展研究，2017，24（12）：8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