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建立一种利益均衡机制袁这个机制首先

要能实现遗产旅游地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主要利益诉求遥 文章以世界遗产地九寨沟为例袁
提出了用管理目标二维划分法来确定其核心利益相关者袁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核心利益

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方式遥 研究结果表明院遗产旅游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涉及关

系复杂的众多利益相关者曰不同的遗产地其核心利益相关者不同曰不同利益相关者有着

特殊的利益诉求袁在实现利益诉求的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遥 文章进一步研究指出袁管理

体制作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的制度规定袁针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应采取不

同的管理策略遥 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的利益平衡机制曰构建遗产资源开发的制度性监督机

制曰完善遗产资源保护法律体系是未来我国遗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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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建立一种利益均衡机制袁这个机制首先要能实现遗产旅

游地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遥因此袁从这个角度来看袁要对我国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的改革

提供有实践操作意义的建议袁必须首先从各个利益主体在参与博弈过程中的利益诉求的分析入

手来设计尧修正尧制定参与遗产旅游地开发与管理的博弈制度袁即遗产旅游地的管理体制[1]遥
针对某一具体遗产旅游地袁其核心利益相关者是否相同袁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又有

什么差异袁其实现利益诉求的方式又有什么差异袁是本文拟研究的关键问题遥 笔者选取了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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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意义的世界遗产旅游地九寨沟为对象进行实证调查研究遥 近年来随着遗产

旅游的不断升温袁九寨沟旅游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遥
二尧九寨沟风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确定

渊一冤案例背景

九寨沟风景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袁 因景区内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遥
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2 年命名的世界自然遗产袁现在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以及野世界自然遗产冶尧野人与生物圈冶等多项桂冠袁并通过绿色环球 21 认证袁也是四川

省最主要的旅游吸引物遥 近年来随着遗产旅游的不断升温袁九寨沟旅游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遥
随着遗产旅游的发展日趋成熟袁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也逐渐凸现袁要获得遗产资源的可持

续开发与保护袁必须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力量袁关注其利益诉求袁并提高他们的参与程度遥
渊二冤九寨沟核心利益相关者的确定

1.研究背景

利益相关者理论始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袁 随后迅速推广和运用到伦理

学尧社会学尧法学尧旅游学等学科和领域袁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获得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

视遥 对于该理论袁国内外学者都一致认为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是该理论的一个野关键

问题冶 [2]遥对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的差异袁国外学者更加重视将该理论运用于实践袁而国内

学者却止步于深入的实证分析遥
陈宏辉袁贾生华 [3]是较早将该理论应用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之一袁并提出了从主动性尧重要

性和紧急性三个维度来界定一个组织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遥 受其思路的影响袁笔者于 2010 年撰

文指出袁野任何领域对利益主体的界定都是与这个领域内所研究的组织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的冶袁并据此提出了用野管理目标二维划分法冶来界定遗产地的利益相关者袁将其划分为野保护

者冶尧野开发者冶尧野双重使命者冶和野边缘影响者冶遥[4]本文正是在这一研究思路指导下袁进行的一次

实证尝试遥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专家评分法来确定遗产旅游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遥 调查对象的选取上袁笔者尽

量避免与该地有直接利益相关的专家作为调查和访谈的对象袁 以求调查内容的尽量客观公

正遥 从 2012 年 6 月开始袁笔者分别调查了来自高校相关领域的专家袁以及旅游中间商袁还有在

旅游部门工作的政府官员袁总共 116 人遥 在调查中袁笔者通过问卷的形式袁首先列出了目前九

寨沟 8 类利益相关者袁要求各专家判别每一种利益相关者的在给定的管理目标维度下其重要

程度袁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尺度(Likert Scale)袁依序由 1 分到 5 分代表非常不重要尧不重要尧
普通尧重要到非常重要进行打分遥

3. 数据分析和处理

数据分析利用 SPSS17.0 软件对有效调查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 )尧均值

比较(compare means )遥在野保护目标冶的维度下袁专家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评分统计结果

如表 2-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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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保护目标维度下九寨沟利益相关者重要性专家评分的描述性统计表

注院表中其它组织包括其它非政府组织尧环保志愿者尧科研机构以及一般社会公众遥

显然袁仅仅根据均值大小的排列判断各类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次序的方法野并不具有统计

意义冶 [5]遥 为了判断上述每两个变量均值之差与野0冶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袁笔者使用野配对样本

T 检验冶(paired-samplesT test)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统计检验袁结果如表 2-2 所示遥
表 2-2 保护目标维度下九寨沟利益相关者重要性专家评分均值差异的配对样本的 T检验结果表

*P<0.05袁**P<0.01曰表中的均值之差都取了绝对值袁配对经验结果也去掉了符号遥

表 2-2 中的数据含义是院未加括号的数据表示纵横向对应的两类利益相关者在重要程度

方面评分的均值之差 渊取了绝对值冤袁 括号内的数据是 T 检验值遥 若均值之差通过了 95%或

99%置信度的检验袁则标上 * 或 ** 符号曰或均值之差没有通过检验袁则在其下方划有横线渊在
本文以下所做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的结果中袁数据含义都与此类似冤遥

由表 2-2 可得出社区居民与旅游者尧阿坝州政府与旅游企业尧职能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尧
职能管理部门与阿坝州政府尧新闻媒体与社区居民专家评分的均值虽不同袁但是这些均值的

差异与野0冶都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别袁其差异不表明其相互之间的重要性程度袁其它的

排序都具有显著的或非常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遥
按照同样的方法袁笔者对各种利益相关者在开发目标维度上的评分进行排序袁并进行配

对样本 T 检验遥 限于篇幅袁数据从略遥 在我们的统计中袁将纵坐标列为保护目标维度袁横坐标为

开发目标维度袁并将得分 3 分作为一个分界点袁根据这八种利益相关者在各个维度上得分的

均值将其填入相应的四象限中袁形成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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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遗产旅游地利益相关者两维分类结果

得分在某一个维度下大于 3 分袁 我们都确定其为遗产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遥 从以上统计

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袁专家在针对九寨沟遗产旅游地的管理中袁认为其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是九

寨沟管理局尧旅游企业尧阿坝州政府尧职能管理部门尧社区居民尧旅游者和旅游企业遥 而这六类

核心利益相关者渊专家的眼中冤袁职能管理部门是保护者的角色袁阿坝州政府和九寨沟管理局

是双重使命者的角色袁社区居民尧旅游者以及旅游企业都是开发者的角色遥
三尧九寨沟风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实证调查分析

渊一冤调查研究方法

在对九寨沟政府的利益诉求的调查中袁笔者考虑到九寨沟管理局实为阿坝州政府的一派

出机构袁因此将九寨沟管理局与阿坝州政府合为一类利益主体渊当然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存

在着一定的差别冤遥 笔者于 2012 年 7 月和 8 月对九寨沟管理局的人员以及阿坝州政府分管旅

游工作的人员进行了问卷式访谈渊部分调查对象直接填写的问卷袁部分官员笔者采取访谈的

方式袁根据调查对象的意图笔者代为填写问卷冤总共访谈填写了 38 份有效问卷遥
对应于保护目标的维度袁当地社区居民被排除在了九寨沟遗产旅游地管理的核心利益相

关者袁而对应于开发目标袁专家对当地社区居民的评分均值超过了 3 分遥 笔者认为虽然当地居

民在遗产旅游地的管理中主动作用性不强袁但其对遗产地无论是开发目标的实现还是保护目

标的实现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袁因此笔者在选择调查对象时袁仍然将九寨沟社区居民的作

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调查遥笔者带领调查队伍对九寨沟内的泽查洼寨尧树正寨尧荷叶寨(包
括新寨与老寨)的社区居民进行了调查袁问卷调查总人数为 128 人遥 调查形式仍然是访谈问卷

的方式渊有些居民不认识汉字冤遥
旅游企业经营者从开发目标的维度被纳入了核心利益相关者遥笔者以景区外的酒店尧

餐馆尧 商品销售点及九寨沟绿色观光公司等企业的有关人员为调查对象袁 调查有效问卷

82 份遥
旅游者作为九寨沟遗产旅游地的消费者袁也是从开发目标的维度被纳入了核心利益相关

者袁旅游者的利益诉求袁是决定了经营者和管理者在进行制度变革时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袁笔
者在进行实地调研时袁仍将其纳入了调查对象遥 旅游者以进入景区旅游的游客为主袁调查地点

设置景区入口处袁问卷调查有效份数 238 份遥
职能管理部门渊包括环境管理部门尧宗教管理部门尧水利部门尧林业部门等冤虽然在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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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主体的确定中袁被专家确定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袁但是笔者认为袁职能部门由于受到其自身

管理职责的影响袁其利益诉求相对单一渊对特定的遗产资源对象进行保护冤袁其基本角色为保

护者的角色袁因此本次调查中袁并没有将其纳入调查对象进行调查遥
在问卷的设计上袁参考了国内相关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遥 初始问卷形

成后袁还进一步咨询了该领域的专家袁最后形成了最终的调查问卷遥
问卷的设计袁作者针对某一类问题袁设计出不同的子问题袁要求被调查者采取打分的方式

表达其意图遥 打分标准仍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尺度(Likert Scale)袁依序由 1 分到 5 分代表非

常不重要尧不重要尧普通尧重要到非常重要遥
渊二冤调查研究思路及基本假设

假设 1院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袁每个个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虽有差异袁但同类利益相

关者在统计意义上表现出对某类利益诉求共同关注袁对利益诉求的关注递减度都表现出共同

的统计规律遥
通过统计调查研究袁找出同类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关注焦点渊统计意义上普遍关注的利益

诉求冤袁分析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关注焦点的差异性袁并深入剖析其原因遥 利益诉求的关注程

度袁从统计角度反映出此类利益诉求在现有体制机制下的满足程度袁从而反映出现有管理体

制在满足此类利益诉求的制度性缺陷遥
假设 2院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约束不合法行为袁保证合法利益渊正当利益诉求冤得到有效实

现袁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方式的统计规律是现有管理体制在实现利益诉求的有效途径的

表达遥
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的设计实际上是从制度上安排了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其利益诉求的

途径遥 通过对各类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方式的调查研究袁进一步分析遗产旅游地管理体

制上的不足袁为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的改革研究打下基础遥 基于篇幅的关系袁对各类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诉求的实现方式的分析不再做配对性检验袁只作描述性统计袁从其均值中我们大体

可以反映各类利益相关者实现利益诉求的主要方式遥
渊三冤数据分析

1.当地政府

对当地政府利益诉求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入表 3-1袁 并同时进行了利益诉求均值的配对样

本的 t 检验袁见表 3-2袁利益诉求实现方式调查的描述性统计计表 3-3遥
表 3-1 九寨沟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的描述性统计

表3-1 及 3-2 的结果表明袁 九寨沟当地政府在对九寨沟遗产旅游地进行管理与开发中袁
其基本利益诉求的顺序是院渊1冤 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曰渊2冤 为当地居民致富及提供就业途

径曰渊3冤发展地方经济遥 这表明九寨沟遗产地作为成熟的旅游地袁对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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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利益诉求袁相对于野发展地方经济冶而言袁保证野社区居民致富及就业冶成
为了优选遥

表 3-2 九寨沟当地政府利益诉求的均值差异配对样本的 T检验结果表

表 3-3 九寨沟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实现方式的描述性统计

在实现方式上袁表 3-3 的结果表明院其一袁严格项目的审批成为地方政府实现保护遗产资

源的重要手段袁而对于野项目控制与监管冶以及野惩罚力度冶两项手段的运用上袁却体现较弱袁反
映出我国遗产旅游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制度性监督机制的严重缺位曰其二袁通过野制定富民政

策冶和野加大扶持力度冶两项措施来保证当地社区居民利益的目标较野实现资源保护冶的目标的

实现的差异袁反映出肩负保护之重和发展之责的地方政府袁保护的手段是其考虑之首袁通过

野吸引投资冶方式实现发展之责袁并没表现出热切的关注遥
2.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的调查分析

对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入表 3-4袁并同时进行了利益诉求均值的

配对样本的 t 检验袁见表 3-5曰对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实现方式调查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6遥
表 3-4 九寨沟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 3-4尧3-5 可得出社区居民对与自身关系较为密切的利益诉求野就业机会增加冶及野收
入及福利的提高冶关注度较高袁且二者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别曰而对与自己切身利益以外

的利益诉求关注度递减遥
表 3-6 表明袁其一袁野求助于管理局冶成为了当居民实现其利益诉求的最优选择袁而野上访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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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实现其利益诉求也成为了其重要手段袁表明社区居民参与遗产旅游开发与管理的决

策机制的缺失袁是我国遗产旅游管理体制中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曰其二袁野求助于法律冶和野媒
体冶方式的关注度不够袁反映出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的淡薄袁也同样反映出我国遗产资源管理

中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曰其三袁野参与经营与管理冶方式的高度关注袁反映出社区居民在现今我国

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和强烈主人翁意识遥
表 3-5 九寨沟当地社区利益诉求的均值差异配对样本的 T检验结果表

表 3-6 九寨沟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实现方式的描述性统计

3.旅游经营者的利益诉求的调查分析

对旅游经营者的利益诉求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入表 3-7袁 并同时进行了利益诉求均值的配

对样本的 t 检验袁见表 3-8曰对旅游经营者的利益诉求实现方式调查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9遥
表 3-7 九寨沟经营者的利益诉求的描述性统计

表 3-7 表明经营者将景区的野长期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冶放到了首要关注的位置袁同时作为

企业逐利的本性野利润最大化冶也是其关注的焦点曰野景区良好的形象冶与景区是收益往往成正

比关系袁因此也成为经营者关注的目标遥 相对来讲袁经营者对野资源的保护冶和野社区居民受益冶
因素关注度降低遥

表 3-8 表明野长期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冶与野利润最大化冶的均值配套检验没通过袁表明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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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因素几乎对经营者而言同等重要遥
表 3-8 九寨沟经营者利益诉求的均值差异配对样本的 T检验结果表

表 3-9 九寨沟经营者的利益诉求实现方式的描述性统计

表 3-9 表明袁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袁首先想到的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袁同时由

于九寨沟的企业大多是九寨沟管理局的下属企业袁因此求助于九寨沟管理局也是其重要考虑

的方式遥 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上袁企业希望的是建立良好的现代企业经营模式来实现袁由
于九寨沟制度变迁路径影响的因素袁九寨沟的企业经营名为市场化经营袁实为在政府的干预

下的不完全市场化经营袁足见九寨沟的企业有着强烈改变现有经营模式的愿望遥
4.旅游者的利益诉求的调查分析

对旅游者的利益诉求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入表 3-10袁并同时进行了利益诉求均值的配对样

本的 t 检验袁见表 3-11曰对旅游者的利益诉求实现方式调查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12遥
表 3-10 九寨沟旅游者的利益诉求的描述性统计

表 3-11 九寨沟旅游者利益诉求的均值差异配对样本的 T检验结果表

表 3-12 表明袁当旅游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袁旅游者首先想到的是通过消费者协会来维护

其利益袁相比当地社区居民而言袁旅游者希望通过法律和媒体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表现出了较高的期待袁表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遥 同时袁在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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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目标上袁旅游者更多的认为是资源管理者和经营者的事情袁而对于要求通过旅游者野旅
游行为的自律冶上认识不够遥 表明我国在遗产资源的保护上的宣传力度还不够[6]遥

表 3-12 九寨沟旅游者的利益诉求实现方式的描述性统计

四尧结论及讨论

根据对九寨沟遗产旅游地的四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描述性统计表中均值的大小袁可
以列出每类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重要性的顺序渊见表 4-1冤遥其中袁利益诉求关注均值大于 4 的

我们称之为该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注焦点或核心利益诉求遥
表 4-1 九寨沟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排序及汇总

注院其中黑体加粗的利益诉求为对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注焦点袁或者成为核心利益诉求遥

本文以世界遗产地九寨沟为例袁探讨了遗产旅游地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关注差异以

及利益诉求实现方式的差异袁不仅为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袁并为遗

产旅游地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建议和意见袁从以上实证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遥
1.在遗产旅游地的旅游开发过程中袁政府尧社区居民尧旅游经营者以及旅游者是其重要的

利益相关者袁各类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袁并对其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袁每类

利益相关者总是关注其核心利益诉求渊利益关注焦点冤的满足程度遥
因此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院第一袁政府作为资源守护者关注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

利用与开发曰社区居民和经营者作为遗产资源开发的直接受益者袁更关注短期切身利益的实

现曰旅游者作为消费者袁更关注旅游产品质量以及高质量的旅游体验经历遥 显见不同利益相关

者其关注焦点是不同的袁因此袁管理体制作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的制度规定袁针对

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应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遥 第二袁每类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满足程度往

往取决于核心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袁因此遗产旅游地在制度设计上应尽可能满足核心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关注焦点遥 第三袁社区居民关注就业及致富尧旅游者希望更少的成本获得高质量的

旅游体验和经历尧经营者却关注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袁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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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很难使得利益各方都同时达到利益最大化袁因此袁政府作为利益第三方构建一个利

益平衡补偿机制袁让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最优实现袁将直接决定遗产旅游地野可持续开

发与保护冶目标的实现遥
2.制度是各方利益诉求实现的保障袁遗产旅游地管理体制赋予了各个利益相关者实现其

利益诉求的权利袁 也即是管理体制赋予了利益各方在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进行博弈的权利袁
利益相关者正是利用这个权利来最优实现其利益诉求的博弈遥 反推所致袁各个利益相关者利

益诉求的实现方式合理与否袁反映遗产地管理体制制度的完善与否袁也即是可以反映其管理

体制的制度缺陷遥
由以上调查分析可以得出院其一袁制度性监督机制的严重缺位袁是我国遗产旅游管理体制

中存在的普遍问题[7]渊笔者另文探讨了遗产旅游管理中的制度性监督机制的构建问题冤遥 上文

的分析可看出袁社区居民尧旅游者以及旅游经营者三类利益主体在实现其利益诉求时袁都将野求
助于九管局冶作为实现其利益的重要方式袁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在遗产旅游地开发过程中的强

势地位和重要作用袁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遗产资源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监督机制的缺失遥
政府作为遗产资源的管理者和守护者袁 实现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是其核心目标袁但
遗产旅游开发是市场经济行为袁 政府不应该成为遗产资源市场经营的裁判员和市场执法者袁
构建完善的制度性监督机制是我国遗产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8]遥

其二袁遗产旅游管理体制中社区参与机制的完善袁是弱势利益群体社区居民利益实现的重

要保障袁社区参与机制的缺失是我国遗产旅游开发中重要的制度缺陷遥 前文分析中袁社区居民

的利益受到损害后袁除了野求助于九管局冶以外袁野越级上访冶也成为其重要选择袁这反映出社区

居民作为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弱势利益群体袁 没能真正参与到遗产旅游的开发与管理过程中袁
其合法利益的实现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来实现袁社区居民被边缘化遥 如何建立各个利

益相关者特别是社区居民渊弱势利益群体冤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袁是我们在遗产旅游地管理体

制改革中必须重视的因素[9]遥
其三袁我国遗产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相对滞后袁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善是我国遗产资源管理

面临的制度尴尬袁遗产资源保护的专项立法的构建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遥 2013 年叶旅游法曳的
实施袁使得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实现其利益诉求时都有法可依袁二者都较为重视法律手段

的运用和实施遥 然而叶旅游法曳将关注的焦点仅仅放在了旅游活动的下游即旅游产品的交换和

消费过程袁而对旅游产品的上游即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问题却鲜有涉及遥 就政府而言袁由于

我国缺少统一意义的遗产资源保护专项法袁因此政府对保护遗产资源的目标的实现袁往往希

望建立在通过严格的项目审批制度上袁在实施监管尧加大惩罚力度上袁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

视遥 这表明在制度性监督机制缺位的情况下袁在没有统一的遗产保护法的事实下袁政府找不到

相应的法律依据来对破坏遗产资源尧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者进行惩罚袁除了运用行政权力外袁
别无它法遥 而行政权力在调节市场行为上袁力度往往不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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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Interest Requirement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of Core Stakeholders of Heritage Resorts

要要要A case study of Jiuzhai Valley
HU Beiminga, LEI Rongb

(a. Tourism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Institute; b.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04,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ation of heritage resorts management system is to establish a balance of interest
mechanism and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mechanism is to achieve the heritage resorts core stakeholders爷
interests demands. The article takes the world heritage resorts Jiuzhaigou as an example, and offers an
approach of two-dimensional management objectives to identify its core stakeholders. The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e interests demands and its implementation from an empirical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heritage resorts involve a number of stakeholders with complex relationships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different heritage resorts with different core stakeholders; and different core stakeholders with specific
interests demands. And there are also quite different ways to those interests demands. Heritage tourism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is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of benefit equilibrium, and this mechanism can
realize the main interests of the core stakeholders in heritage tourism. Taking the world heritage of Jiuzhai
Valley as an example and putting forward the management target 2D partitioning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core stakeholders,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interests of the core stakeholders and its way of re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ritage tourism involves many stakeholders with complex relationships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different heritage resorts have different core stakeholders; different core stakeholders
have specific interests demands, and there are also quite different ways to those interests demands. The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management system, as implementation rul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爷 interests, should adopt differ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he
followings are important directions in the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heritage resources in China:
(1) to establish the interests balancing mechanism for community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2) to build i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resources;
(3) to perfect the legal system of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heritage, which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for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heritage resources in China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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