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袁以创意观点

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袁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遥 基于创

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袁从原则尧参与者尧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袁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

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遥 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尧社区居民尧公民组织尧旅游企业尧游客群

体尧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袁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

技术的支持下袁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遥 因此袁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

功能系统构成院政府服务系统尧社区自治系统尧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遥 它们分别

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尧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尧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

智慧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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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是国家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遥 2013 年 11 月 12 日袁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渊下文简称叶决定曳冤中明确指出院野创新社会治理袁必须着眼于维

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袁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袁全面

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袁维护国家安全袁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尧社会安定有序遥 冶[1]习近平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参加审议时的讲话指出院野创新社会治理袁关键在体制创新袁核心是人袁只有

人与人和谐相处袁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冶[2]遥 社会治理的基础在社区袁社区的善治需要研究符合社

区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遥 旅游社区又是社区发展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遥 旅游社区的主体多

元化袁社会网络关系结构复杂袁影响社区和谐稳定因素更多遥 运用创新生态学的构建思路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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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问题袁为国家解决现实重大问题提供一种思考遥
一尧相关概念阐释与研究现状

渊一冤创新生态系统尧我国旅游社区和社区治理

2004 年袁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在其著作叶创新美国要要要在挑战和变革的世界中实现繁荣曳中
明确提出野创新生态系统冶的概念[3]遥 Deborah J. Jackson 系统论证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内涵袁
他指出院野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运用类比与生物生态系统研究方法而提出的社会经济主体保

持创新活力的复杂系统遥 创新生态系统有两个关键特征院一是由商业经济促使知识经济与资

源的耦合曰二是通常围绕一个特定的技术开发战略遥 冶[4]Engler Joseph & Kusiak Andrew 把创新

生态系统看成企业创新一个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袁相关主体在这个系统中袁存在着内部关联袁
发生着动态的能量交换[5]遥 Traitler Helmut 等学者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内涵是把创新主体

涉及的相关要素看成一个系统工程袁各个要素之间通过物质尧能量尧资金的流动及信息的传递

相互关联和动态平衡袁并形成具有自我组织和调节功能的创新系统[6]遥 Violeta Bulc 在叶创新生

态系统与旅游曳一文中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袁如图 1 所示袁并指出院野创新生态系统

是为创新与创造提供一个开发和自然的系统平台遥 它是一个创意观点可以被创造尧测试和接

受的系统构建框架袁可以被市场接受尧商业化或社会整合遥 创新生态系统可以分为国家创新生

态系统尧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尧地方创新生态系统尧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尧公司创新生态系统和产

业创新生态系统遥 冶[7]

图 1 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元素

资料来源院Violeta Bulc袁2011

基于上述概念阐释袁笔者认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袁是一种用现代技

术工具袁基于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袁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

建设工程遥
旅游社区是社区旅游化而形成的袁或者因旅游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实体遥 孙诗靓尧马波在

叶旅游科学曳上发表专题论文讨论了旅游社区的基本概念袁他们认为院野旅游社区的界定应该从

旅游地的社区化和社区旅游化的两条路径入手遥 冶野旅游社区是单一或同时满足旅游者需求或

社区就业需求功能的一种社区类型袁是旅游地社区化或是社区在旅游介入和发展过程中形态

或功能旅游化的产物遥 冶[8]旅游社区良好有序地发展需要社区治理遥 史柏年认为院野社区治理是

指政府尧社区组织尧居民及辖区单位尧赢利组织尧非赢利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尧公共利益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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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袁协调合作袁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袁满足社区需求袁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遥 冶[9]社区

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社会治理又是社会管理的理论创新遥 从野社会管理冶到
野社会治理冶袁其实质简单地说袁就是在执政治国方面从强调自上而下的野管理模式冶转变为上下

互动尧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野治理模式冶[10]遥
因此袁笔者认为从旅游社区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创新生态系统网络袁来研究我国旅游社区

的社会治理模式袁符合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遥
渊二冤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袁而有关具体旅游领域的社会治理研究袁成果相

对较少遥 目前袁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院
渊1冤旅游目的地相关社会治理问题的案例研究遥 例如袁Halkier, Henrik 以丹麦为例袁讨论了

旅游目的地创新尧政策网络和空间发展的社会治理模式[11]遥 Sharpley, Richard & Ussi, Miraji 以
桑给巴尔岛为例袁研究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善治问题袁其中包括了旅游社区社会治理

的相关问题[12]遥 Presenza Angelo 等学者以意大利成熟的旅游海滩目的地为例袁研究了居民社区

参与和当地旅游业共同发展的社会治理机制[13]袁等等遥
渊2冤从某一视角研究旅游相关社会治理问题袁这些视角包括辩证批评视角尧全面发展视角尧

伙伴关系视角等遥例如袁Bramwell Bill & Lane Bernard 出版专著袁从辩证批评的视角论述了旅游

治理与可持续发展问题[14]遥 Pechlaner Harald & Volgger Michael 以旅游全面发展观的视角探讨

了旅游服务公司治理与区域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15]遥 A觷 berg Kajsa 以伙伴关系视角讨论了旅游

发展过程中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 [16]袁等等遥
渊3冤其它有关旅游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遥例如袁Moscardo, Gianna 以社会治理的视角

探讨了旅游规划过程中社会再现相关问题[17]遥 S姚 trukelj T 和S姚uligoj M 基于整体论研究了旅游企

业治理中的社会责任问题袁论述了旅游企业该如何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路径[18]袁等等遥
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袁但是与旅游社区治理直接相关的研究较少遥 在

国内旅游研究领域袁学者通常以社区参与的论述袁来探讨促进旅游社区善治和完善旅游发展

的路径遥
渊1冤关于旅游社区参与的理论层面的探讨遥例如袁潘秋玲尧李九全一早就讨论了社区参与和

旅游社区一体化的关系[19]遥 黎洁尧赵西萍基于经济学的质疑袁探讨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

若干问题[20]遥 左冰尧保继刚通过对西方野旅游增权冶理论研究述评袁发现了从野社区参与冶走向野社
区增权冶[21]袁等等遥

渊2冤通过社区参与的案例研究袁讨论旅游社区善治问题遥 例如袁孙九霞尧保继刚分别以西双

版纳傣族园尧阳朔遇龙河和阳朔世外桃源三个案例袁深入讨论了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相关问

题袁并对旅游促进社区善治做出一些思考[22-24]遥陈飙尧杨桂华对梅里雪山雨崩村的旅游社区参与

的组织形式与分配制度进行了研究[25]遥 薛玉梅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袁从社会学和旅游管理

体制双角度解析旅游中的社区参与袁并提出了促进我国社区发展的相关建议[26]袁等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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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冤以某种旅游类型讨论旅游社区参与和社会治理的问题遥例如袁郭凌以乡村旅游为例袁辨
析了旅游社区参与相关概念[27]遥 刘静艳等讨论了生态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的典型案例[28]遥 苏明明

和 Geoffrey Wall 以北京慕田峪长城为例袁研究了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相关问题[29]袁等等遥
综上所述袁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研究旅游社区社会治理模式袁可以尝试探索遥

二尧创新生态系统促进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分析

要研究解决现实问题袁就应该符合国家发展的文件精神遥叶决定曳中明确指出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参与袁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尧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尧创新有效预防和化

解社会矛盾体制尧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几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治理遥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

路袁从其原则尧参与者尧内容和工具袁四个方面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袁以促进

我国旅游社区善治遥
渊一冤原则

社区善治是一种社会发展状态袁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对彼此存在关系的认同情况遥社区善治

原则的构建基于一种社会发展价值观袁而这种价值观又促使了社区善治模式的形成遥靳凤林研

究发现袁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制度三大价值取向袁即野个人天赋权力的至上性冶尧野自由与

平等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冶和野社会生活的契约化冶袁构成了民主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袁而这种

模式由宪政制度尧政党制度尧权力制衡制度尧代议制民主制度和法治制度组成[30] 遥创新生态系统

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活力性的动态平衡体系袁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充分发挥创新主体的能动性袁
重视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袁从而激发系统创新袁提升系统的自适应性发展袁以抗拒风险遥创新生

态系统构建有四个原则[7]院不拘于教条尧灵活变化尧动态结构和核心价值观和能力遥因此袁笔者认

为创新生态系统在促进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原则袁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院
第一袁社会治理制度准则性遥 政府主导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袁应该制定一些具有指导性

的框架准则袁而并非具体性的教条要求遥 充分发挥社区治理系统的能动性袁由社区主体构建具

体治理路径遥
第二袁社区治理关系灵活性遥我国旅游社区主体之间关系袁不是固定不变的袁而是根据现实

发展需要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变化遥
第三袁社区治理结构的动态性遥社区治理结构重点在于互动袁提升主体的能动性袁而不是管

制要求相关主体行动遥
第四袁坚持治理核心价值观遥 社会治理价值观体现了一个政党社会工作的根本遥 对于我国

而言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袁切实为社会主体服务袁是我国旅游

社区社会治理的第一原则遥
渊二冤参与者

创新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包括院研究与开发部门尧高等院校尧社区居民尧教育系统尧社会传媒尧
公民组织尧国家或省级部门尧独立部门尧创意产业尧商业机构等遥对于某一个参与者而言袁其组成

创新生态系统中袁不仅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袁而且具体涉及的其他主体又多种多样遥例如袁以企

业创新生态系统为例袁它包括企业家尧投资者尧研究者尧大学教员尧风险资本家尧技术服务商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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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者尧专业培训公司尧咨询者尧生产供应商尧经销商等多个方面[4]遥 基于我国旅游社区形成的机

理袁相对于其他一般社区构成而言袁我国旅游社区的参与者更加多元化遥 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

主要参与者包括院各级政府尧旅游企业尧游客尧公民组织尧独立部门尧社区居民尧高等院校遥我国旅

游社区善治需要各参与者积极互动袁开展以营造良好我国旅游社区氛围的社区治理创新运动袁
做出社区治理的突破遥例如袁社区服务部门要搞好本辖区的社会治理工作袁可以进行公开对话袁
邀请社会各参与者代表支持共同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讨论袁以塑造良好的社会创新环境袁获得

社会各界的支持遥
渊三冤内容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袁创新生态系统促进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内容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院
第一袁政府管理观念的改变遥 政府从传统的管制到现在的服务袁提升社会参与者的积极

性袁激发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观点袁帮助政府共同实现社区善治遥 这种管理关系的改变

野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袁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袁它符合后工业社会中以德治理

的观念冶[31]遥
第二袁社会三方组织在社区善治的作用袁提升到一个更重要的高度袁例如袁非政府组织

渊NGO冤尧非盈利性组织渊NPO冤尧独立部门等遥非政府组织往往在促进社区善治过程中袁对社区弱

势群体的帮助袁是不可忽视的遥 它们通常发挥着法制服务尧新闻披露尧教育辅助尧责任监督等作

用遥 非政府组织是搭建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梁袁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中也发挥

着积极的功能遥
第三袁通过类比生态系统结构袁依靠社区治理体制袁借助技术平台袁确保我国旅游社区充

满活力和和谐有序遥 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结构袁在这个系统中袁各生物体按照自然规律

进行能量循环互动遥 我国旅游社区的治理也是一个类似于生态系统的社会系统袁依据政府制

度供给袁各社会主体进行互动袁促使社会平衡稳定发展遥
第四袁社区善治的基本构架是基于政府支持与引导袁需要政府从公共建设尧制度供给和行

政服务三大方面袁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打下夯实基础遥 正如生态系统中的土壤是整个生

态系统能量循环的基础条件遥 政府构建社区治理的土壤是社区善治的基础条件遥
渊四冤工具

这里所谓的工具是指实现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载体或方法遥 这个工

具分为两个层面袁一是理论上的逻辑框架和制度设计袁二是现实中的技术手段和硬件条件遥 逻

辑框架是实现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基本前提袁它清楚地指出了如何通过构建我国旅游社区创

新生态系统遥 这个逻辑框架包括院目标任务尧系统元素尧关系结构尧创新过程尧实现方法等遥 制度

设计是实现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政治保障袁它以政策尧法律或法规为表现形式袁保障了参与者

的权利与义务袁对我国旅游社区的创新生态系统做了基本规范袁使得整个系统能够稳定发展遥
技术手段是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工具载体袁它可以推进系统在现实中更有效地运行遥 技术手

段主要是指运用现代信息科技产品袁促进参与者之间创意观点的产生与相关信息互动遥 硬件

条件是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基础保障遥 它主要是指社区发展所必须的公共基础设施袁例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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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网尧通讯网尧配套机构尧文体设施等遥 因此袁从理论层面到现实层面袁创新生态系统促进我国

旅游社区善治的工具袁是一套实现社区善治的方法系统遥
三尧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网络构建

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生态系统网络袁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遥
渊一冤创新沟通平台

沟通不仅是化解矛盾的方式之一袁也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袁动态调整结构关系的关键遥 这

个平台就像生态系统的土壤一样袁所有的社区治理参与者就在这个平台上袁充分发挥自主积

极性袁把参与者的创新观点在平台上进行反映和沟通遥 这个平台也是参与者互动创新的基础袁
创新沟通平台需要现代技术嵌入袁以保障沟通及时与畅通遥 沟通是双向的袁而且呈现出网络

化袁在这个系统中以与政府沟通为主线袁其他参与者沟通为辅助袁构建我国旅游社区治理的沟

通系统遥
渊二冤社区参与主体

在社区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中袁参与主体包括七个方面院一是政府院各级政府在我国旅游

社区社会治理中扮演一个支持与引导的作用遥 政府主要从公共建设尧制度供给和行政服务三

大方面建设好我国旅游社区服务体系遥 二是社区居民院社区居民是社区善治的主干袁也是直接

受益者袁构建社区居民参与互动与社区自治的机制遥 三是公民组织院公民组织是社会治理的

野减震器冶袁其活动不仅有效地辅助政府服务与监督参与者行为袁而且帮助社区居民尧游客群体尧
旅游企业等遥 四是旅游企业院旅游企业是推动我国旅游社区发展的主体之一遥 旅游企业通过社

会公益和旅游投资袁参与到社区治理互动当中遥 五是游客群体院游客群体是我国旅游社区区别

于其它社区的一个关键袁也是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重难点问题遥 构建基于游客群体的献言献

策和互动体验机制是我国旅游社区善治的一种思路遥 六是高等院校院高等院校是人才和知识

储备的重要基地袁为社区治理提供科学研究和人才供给袁为社区治理出现的现实问题出谋划

策遥 七是独立部门院独立部门在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中扮演着独立三方角色袁提供政府服务

失灵的辅助工作袁从组织外部监督或促进相关参与者的活动遥
渊三冤我国旅游社区生态网络的内外环境建设

外部环境建设主要是指宏观层面的我国旅游社区政治尧经济尧文化与社会的现状与氛围遥
建设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袁需要政府对社区不断的引导与支持遥 内部环境的建

设袁主要是指我国旅游社区有关旅游六大要素及其配套基础建设袁包括饮食餐饮产业尧交通通

勤网络尧酒店住宿产业尧消费购物产业尧休闲娱乐产业尧景点建设水平尧新闻媒体产业尧信息基础

网络尧银行金融体系尧医疗救助设施等遥 内部环境是社区治理的基础袁也是保障居住在我国旅

游社区人口现代生活的一个基础遥
渊四冤系统网络平台构建的技术嵌入

技术嵌入是实现社区治理的保障手段袁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院一是政府服务体系实现问

题曰二是参与者有效信息互动问题遥 利用现代科技与通讯袁化繁为简袁大大促进了我国旅游社

区社会治理的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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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

基于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网络构建袁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袁如图 2 所

示袁可以分为四个系统院政府服务系统渊系统 1冤尧社区自治系统渊系统 2冤尧辅助治理系统渊系统

3冤和信息沟通系统渊系统 4冤遥 政府服务系统主要功能是为我国旅游社区的自治提供完善的公

共基础设施尧高效的行政服务工作和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袁把政府对社区的管制功能逐步演

变成为对社区的服务功能袁即由野大政府小社会冶转化为野小政府大社会冶袁提高政府的社会服务

作用遥 社区自治系统是基于社区居民及其组织尧游客群体和旅游企业共同营造的我国旅游社

区发展环境遥 社区自治不是意味着政府不管袁而是由社区居民和旅游企业共同依据政府提供

的制度保障袁相互监督落实对我国旅游社区秩序的管理遥 辅助治理系统相当于一个智囊团或

知识银行袁主要是为我国旅游社区善治提供决策咨询和社会帮助袁以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

用遥 信息沟通系统是基于现代信息社会公民个体越来越多地加入行政决策的信息互动之中遥
政府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建立旅游自治系统和辅助治理系统中各个主体的沟通渠道袁及时下达

高层信息或捕获基层反馈信息袁以更加有效地调整政府的服务方式遥

图 2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模式示意图

渊一冤系统 1院走服务型政府之路袁构建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基础平台

第一袁政府做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袁确保我国旅游社区生活的现代化遥 作为社区生活

的基础袁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至关重要遥 我国旅游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院一是通往社区景点公路尧桥梁尧山洞的修建与完善袁按照国家景区公路修建标准实施曰二是

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电网尧自来水网尧有线\无线通讯网尧煤气网等生活必须条件网络的覆盖曰三
是建设游客增加后垃圾处理系统曰四是其它公共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袁例如医院尧学校尧邮局

等遥 除了特别偏远的山区袁一般临近城市或城镇的我国旅游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袁应该放在

政府服务社区发展的首位遥
第二袁政府简化办事程序袁提高行政服务的效率遥 我国旅游社区政府对相关公共事务的行

政效率问题袁直接影响了我国旅游社区的经济发展遥 一般影响我国旅游社区地方政府行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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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主要有制度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因素遥 提高政府的行政服务效率关键是提高政府的审批效率

和管理效率遥 政府的审批效率可以从提高行政人员素质尧建立统一综合的行政管理体制尧运用

现代技术手段提高行政办事程序尧落实依法行政尧强化行政监督等方面遥 政府的管理效率可以

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开展袁即实现政务电子化尧数据共享遥
第三袁政府提供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制度供给服务袁做好法律对相关利益主体的保护工

作遥 制度是指具有外部强制性的正式行为规则袁包括宪法尧法律尧条例尧规定尧章程尧政策等袁其
中宪法是根本大法袁提供基本秩序环境袁后几者可以称为制度安排[32]遥 制度供给是指制度供给

者在给定的利益结构尧主观偏好尧理性水平尧制度环境尧技术条件等的约束下袁通过特定的程序

和渠道进行正式规则创新和设立的过程[33]遥我国旅游社区除了具有一般社区属性以外袁还具有

旅游发展的特殊属性遥 因此袁我国旅游社区政府除了落实叶旅游法曳以外袁还应该为社区治理提

供一系列的法律支持和政策安排遥
渊二冤系统 2院营造良好自治环境袁打造三方互动监督的管理机制

营造良好的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环境袁不仅有利于构建宜居社区袁而且对旅游发展也起着

积极的作用遥 营造良好的社区自治环境包括两个方面院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遥 对自然

生态环境的营造袁关键是要防止自然环境的恶化袁对绿树尧蓝天尧青山等自然资源的保护遥 这就

要求社区各界人士不能乱排渊污水冤乱放渊污气冤尧不能私采渊矿冤滥伐渊树冤尧不能过度开荒尧不能

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尧不能过度放牧尧不能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等等遥 对社会生活环境的营

造袁就是要保护和爱惜好公共基础设施袁不能乱涂乱画尧不能乱贴乱建尧不能制造噪音等遥 社会

环境要更适合人类工作和劳动的需要袁在人们的衣尧食尧住尧行尧玩的方方面面袁都要符合科学尧
卫生尧健康尧绿色的要求遥 无论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袁还是社会环境的保护袁既要靠公民的自觉

行动袁又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法规作保证袁依靠社区的组织教育来引导袁把环境监察工作做到实

处袁对环境破坏者进行惩罚袁甚至追究法律责任遥
美好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活环境的营造袁需要社区居民尧游客和旅游企业三方共同努力袁构

建三方互动监督的管理机制遥 社区居民应该以身作则袁主动规划和参与社区环境建设袁监督游

客和旅游企业的相关行为遥 游客应提高自身素质袁不在我国旅游社区进行对环境具有破坏性

的行为袁并监督居民和旅游企业的相关行为遥 旅游企业可以从社会公益事业入手袁组织包括景

区服务尧知识传播尧社会援助尧公共福利尧环境保护尧帮助他人尧社会维权尧青年服务尧慈善捐赠尧
社团活动尧紧急援助尧专业服务尧文化艺术活动尧国际合作等社会活动袁提高大家的保护意识袁
并监督社区居民和游客的相关行为遥

渊三冤系统 3院充分挖掘社会智慧袁发挥社会组织蕴藏的潜在力量

这里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指高等院校尧独立部门和公民组织遥 他们蕴藏着巨大的社会智慧

和力量袁可以为我国旅游社区的善治袁提供自己独有的智力支持和辅助作用遥 高等院校的主要

作用是为我国旅游社区提供人才支持与技术支持遥 高等院校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袁以及现代

科技发展的研究袁都是我国旅游社区善治所需要的[34]遥所谓独立部门是不依赖政府行政存在的

社会服务组织遥 独立部门可以为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袁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服务院一是提

供解决社区治理相关问题的方案曰二是提供法律咨询或监督曰三是参与社会舆论袁帮助社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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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群体曰四是提供其他公共服务遥
公民组织一般包括慈善团体尧社区组织尧非政府组织渊NGO冤尧专业协会尧工会等袁积极发

挥公民组织作用袁对我国旅游社区善治有很大的帮助袁其作用包括院一是人权保障能力袁以第

三方身份积极发挥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袁加大他们的人权保障力度曰二是法治服务能力袁
以第三方身份为弱势群体提供法治服务袁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曰三是教育服务能力袁以第三

方身份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服务袁提升他们的再就业能力曰四是新闻披露能力袁以第三方身

份加大对旅游开发过程中袁违法犯罪现象的披露力度袁揭发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的负能量曰五
是政府问责能力袁对地方基层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或问责袁促进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公共服

务能力的实现遥
渊四冤系统 4院做好信息及时沟通袁建设各方主体参与的通讯网络

系统 4 主要是基于技术支持依托现代化通讯网络袁构建一个从政府到其它社会主体的信

息沟通的平台遥 这个平台需要政府主导投资打造袁目的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遥 后工业时代的

信息社会袁社会生活的计算机化尧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尧生活模式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加强袁以
及个人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越来越自由等袁要求政府的行政方式也必须转变遥 这个系统主要从

两个方面建设院一是从政府到其它社会主体的信息传输系统遥 这个信息传输的途径可以是基

于手机或计算机互动的信息发布网站曰二是从其它社会主体到政府的信息反馈系统遥 这个信

息反馈系统应该易于大众理解和操作袁促使政府监督机构和相关行政部门袁及时解决我国旅

游社区遇到的各种问题袁提供具有政府公信的服务[35]遥政府对我国旅游社区复杂问题的管理是

否有效袁关键之一就是看这个沟通平台是否完善袁信息反馈是否正确和及时遥
五尧结 语

我国旅游社区与一般社区的不同之处袁也说明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会面对更为复杂

的问题遥 社区政府应该以更高的行政效率袁更优的公共服务袁更低的行政成本袁更多的公民支

持袁来取得游客在社区旅游过程中对社区更好的印象遥 因此袁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基于类似生

态网络的发展平台袁以激发社会各个主体在社区治理的能动性遥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研究我国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问题袁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的社会善治袁实现社区政府与公民对我国旅

游社区的合作管理袁为游客提供一个更好的旅游环境遥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善治袁不只是一个

理念袁或者是政府单方面去做好的事情遥 它应该在合法尧透明尧责任尧法治和反馈的原则下袁实
现社会各个主体协同治理的历史使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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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of Tourism Community
要要要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novative ecosystem

WANG Chao1, WANG Zhizhang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ve ecosystem of social governance of tourism community is a social building
project in which modern technology and originality view are used to promote social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good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to realize the multilateral interaction of each social bod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way of thinking of constructing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principle, participants, content and tools, the paper guides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network of tourism
community social governance. This system network relies on the seven main bodies and their structure relation,
i.e. government,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citizens groups, tourism enterprises and tourist group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ependent department. Furthermore, under the support of inside and outside
community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network can form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herefore, the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of tourism community
is formed with four function systems: government service, community autonomy, auxiliary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Respectively, these systems embody four functions: government services of tourism
community autonomy,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three-way interaction monitoring, the social wisdo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ngagement of the social subjects.

Key words: tourism community;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ve ecosystem; governance model; system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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