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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综述了旅游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和相关概念,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市社区旅游的特点, 并且

在考虑到这些特点的前提下, 研究了城市社区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伦理问题, 并在文章最后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途径 1
关键词: 城市社区; 旅游; 伦理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0972 (2004) 0320308203

0　引言

随着旅游活动的不断加速发展, 旅游所带来的

伦理问题随之而来, 为此, 世界旅游组织第 13 界大

会 1999 年 10 月 1 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 会

上通过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 1 ] , 由此引发了学术界

对旅游伦理问题的关注 1 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成

了旅游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1
综观这些研究成果, 其研究还大多停留在对旅

游伦理基本概念和内涵[ 2～ 5 ]、对旅游生态伦理的研

究[ 6 ]等几个相关的方面, 在这些研究中, 虽然有些

研究成果实质上已经涉及到了社区旅游伦理: 比如

杨桂红[ 7 ]关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

护的积极作用的研究, 以及刘纬华[ 8 ]关于社区参与

旅游发展有关理论研究等, 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

社区生态伦理和社区人际关系伦理等方面的内容,

但是系统地专门地研究此问题的成果还很少, 特别

是有关城市社区伦理方面的研究更少 1
近年来, 城市社区旅游作为城市旅游产品开发

的一个新产品, 已经引起了旅游研究者和各旅游利

益相关者的高度重视, 学术界对城市社区旅游的研

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9, 10 ] , 人们普遍对于社区旅

游的发展前景看好, 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开发建

议[ 9 ]1

但是, 这其中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 特别是

其中的旅游伦理问题尤其值得人们的关注, 这是因

为城市社区作为一个狭小的居住空间, 其自身已经

存在着一些伦理问题, 如果再进行旅游开发, 势必

会带来更多的伦理问题, 因此, 如何让社区旅游健

康地发展, 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不可逾越的问

题, 而社区旅游伦理的研究则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好

的钥匙, 有望对于社区旅游的健康提供良好的发展

思路和发展理念 1 本文将主要对城市社区旅游的

开发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 以抛砖引玉,

引起研究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1

1　相关概念

本文在展开论题的研究之前, 首先要理解与此

相关的两个概念: 社区旅游和旅游伦理 1 对于两个

概念, 学术界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究, 虽然对于概

念的理解有略微的差异, 但是在主要内涵上基本是

一致的 1
所谓社区旅游[ 10 ] , 指的是社区与旅游的结合,

其主要内涵是: 从社区的角度考虑了旅游目的的建

设, 以社区的互动理论指导旅游区的总体规划布

局, 通过优化旅游社区的结构提高旅游流的效率,

谋求旅游业及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和最优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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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旅游伦理, 大家的理解更为一致 [ 2, 3 ]　　:

旅游伦理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所应该遵循的道德

规范总和 1 它主要包括四种基本关系的协调[ 3 ]: 一

是尊重爱护自然,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是保护

文物古迹, 实现人与历史的和谐; 三是实现人际关

系的和谐; 四是认真对待自我, 实现自身身心的和

谐 1

2　城市社区的特点研究

城市社区旅游与其它形式的社区旅游存在差

别的重要之处, 在于其城市社区的与众不同, 城市

社区与其它社区相比较而言存在着如下的特点:

一是人口的高度集中及人际关系的淡漠 1 城

市与农村的重大区别之一便是其人口密度的差异,

几乎任何一个城市社区的人口密度都远远高于农

村社区 1 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 一方面可以为社会

创造更多的财富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也同时会带

来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对于城市社区的居民来说,

最重要的莫过于其由于寻找工作机会等而带来的

压力, 这种压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这些居民花

费在工作及其相关事宜上的时间相当多 1 这样, 其

居民的闲暇时间就会受到制约, 从而导致了居民之

间联系的减少、及其人际关系的淡漠 1 再者, 即便

城市社区居民有一定的闲暇时间, 但是由于社区居

民的背景、知识个性等方面差异比较大, 它们之间

的交往相对于朝夕相处的农村居民来说, 也同样少

得可怜, 而交往的不够必然就会造成他们之间人际

关系的淡漠 1
二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及人工化 1 城

市作为人口高度集中的居民点, 是与城市的功能相

协调的 1 但是, 由于城市这种高度人口聚集的现

状, 为了谋求更多的发展空间, 就导致了城市发展

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 这些破坏表现在对

自然植被、自然物种及土壤等的破坏和改变上, 这

几乎让城市的一切空间都打上了人工的烙印 1 对

于社区而言, 这主要表现在社区里, 高楼大厦和人

工化的道路取代的自然的生态环境, 而仅有的社区

绿地也被严重的人工化: 其物种的数量、结构, 甚至

其植被的形状都深刻地打上了人为的烙印, 被人们

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修剪, 失去了其自然植被应有的

特征和功能 1
三是其独特的历史文化遗留特性 1 城市作为

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 其本身的产生

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 是时代文明发展的最高

体现, 所以,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便留下了丰富而独

特的历史文化遗迹, 其遗迹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城

市社区传统文化方面, 它们主要包括社区建筑、居

民服饰及日常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 而遗迹的丰富

性则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1
城市社区的诸多特点, 对于城市社区旅游的开

发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并且城市社区的特征也

严重影响着城市社区旅游的特征, 例如, 由于城市

人口的高度集中及由此而引发的对自然生态的严

重破坏, 决定了城市社区旅游的不能是自然旅游资

源, 而只能是其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11 ]1 当

然, 城市社区的其他特点都会给其旅游开发带来诸

多的伦理学问题 1

3　城市社区旅游的伦理学思考

3. 1　伦理问题思考

面对城市社区这样一个人口高度集中、自然生

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而历史人文旅游资源又比较

丰富的居民点来说, 在其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势必

会遇到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而如上所述, 旅游伦理

主要涉及以下四种基本的和谐关系, 即人与自然的

和谐、实现人与历史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

人自身身心的和谐 1 从这几个方面来讲, 本文认为

城市社区旅游在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可能遇到

的旅游伦理问题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大自然的不尊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

重破坏, 进而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 1 因为既然

城市社区要进行旅游开发, 就必然要兴建各种迎合

旅游者的各种接待及服务设施, 这些设施对于本来

空间就已经十分狭小的城市社区来说, 无疑是雪上

加霜, 使得其空间更加局促 1 与此同时, 对于城市

社区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说, 不能不

说是一种灾难, 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 但

是, 这里也不排除为了迎合旅游者的需要而对城市

社区进行绿化、美化的可能性, 即便是这样, 这种人

工所建立起来的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比较而言,

不论是在种群的结构、还是在物种的数量上来说,

都不能与自然状态下同日而语, 所以难怪有人称这

样的绿化为“绿色沙漠”!

二是旅游者与城市社区居民的对立 1 如前所

述, 城市社区作为一种人口高度密集的居民单位,

其除了人口密集外, 还有着社区居民的工作繁忙、

压力大, 以及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比较冷漠等特

点 1在这种情况下, 在城市社区旅游开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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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如何让社区居民接纳汹涌而来的旅游者, 是摆

在旅游开发者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理不

顺当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的关系, 则很容易诱发冲

突, 进而导致由此引起的伦理灾难, 这也同时会使

得城市社区旅游无法得到顺利而健康的发展 1
三是对城市社区文化的破坏 1 任何一个城市

社区, 特别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城市社区都有着自己

独特文化, 这些文化的形成与其历史的悠久程度、

城市的规模地位及所处的地理环境等都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 而如上所述, 这些文化也是城市社区

旅游得以发展的最为重要发基础, 没有城市社区的

文化, 其社区的旅游开发就很难进行, 而在开发的

过程中, 如果当地文化遭到破坏, 那么无疑这种旅

游开发是短见的、不具有持续性 1 而在城市社区这

样一个特殊而狭小的空间里, 既要搞好旅游开发,

又要不破坏当地文化, 这又是一道不小的难题 1
3. 2　解决途径

为了避免上述城市社区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

旅游伦理问题, 本文认为在城市社区旅游开发的过

程中, 各旅游利益相关者要在以下方面予以关注:

一是要强调城市社区居民参与 1 社区居民参

与社区旅游开发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不少研究者的

认可[ 7～ 9 ] , 研究者认为居民的参与对于社区生态环

境保护[ 7 ]、搞好社区居民与旅游者之间的关系[ 9 ]等

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但这只是其带来好处的一

个方面; 对于城市社区居民来说, 由于城市社区居

民的关系比较冷淡, 居民的参与对于社区旅游发展

来说, 不仅具有上述的意义, 而且还能够使社区居

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得到加强, 使他们之间的关系

得到协调和融合 1 而如上所述, 这种城市社区居民

之间人际关系的融合本身就是对伦理关系的改善,

当然, 这种改善也必然会随着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旅

游发展, 而传递到社区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改

善, 这将使得城市社区旅游伦理问题得到改善, 进

而有利于城市社区旅游持续健康地发展 1
二是适当开发城市社区旅游, 注重保护当地文

化 1 城市社区的当地文化是社区旅游得以发展的

重要源泉, 文化的保护对于社区旅游的健康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城市社区的文化主要包括精

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 其中的制度文化由

于非居民所能改变, 而物质文化, 比如建筑等也比

较难以受旅游的影响而改变, 因此, 其中最容易受

旅游影响的就是其精神文化, 而且, 由于精神文化

的变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一般不容易察觉, 这就

为开发者对其保护增加了难度 1 但是, 由于文化变

化受其外来影响的强度和程度而不同, 因此, 在对

城市社区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不能一味地追求其他

利益而无限度地开发, 要将旅游开发的强度限制在

不超过当地文化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1
三是注重推动生态环境的自然化, 减少人工及

人为的痕迹 1 城市社区生态环境的一个最重要的

特征就是以人工环境为主, 发展人工环境固然有其

自身的美学等原因, 但是, 这种人工环境表面上看

是在追求自然,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但是, 它实

际上是与自然背道而驰的环境, 不具备自然环境的

诸多特征, 是对自然环境的曲解和破坏 1 因此, 在

空间狭小的城市社区里, 要想达到人与自然的更加

和谐, 就应该在有限的生态环境空间里, 在人工给

予一定的初始条件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人工行为,

让环境自然地演化, 避免“绿色沙漠”的出现, 这样

做不仅可以减少维护成本, 而且也是对大自然的尊

重, 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的更加和谐, 体现了旅游发

展基本的生态伦理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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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缩聚反应 pH 值对产品分散能力的影响

Tab. 4 The effect of solution’ pH

pH 值 Q m öm g·L - 1

2 402

3 581

4 665

由此可见分散性能较佳时的改性工艺条件是:

控制每克木质素磺酸钠用甲醛量为 160 m g, 在 pH

= 11, 60 ℃下羟甲基化 3 h, 然后在 pH = 2, 160 ℃

下缩聚反应 3 h, 此时得到的改性产品的分散能力

Q m 约为 400 m göL 左右, 而实验测得木质素磺酸

钠产品的分散能力为 2 019 m göL , 说明制备出的

改性木质素磺酸钠分散性能良好 1

4　结论

4. 1　造纸黑液加硫酸控制 pH = 3. 5, 在 40 ℃左

右可析出木质素 18. 5 göL 1
4. 2　将析出的木质素加N a2SO 3 磺化, 并经碱性

条件下羟甲基化和酸性条件下缩聚制得的改性木

质素磺酸钠分散性能良好, 可用作防垢剂 1
4. 3　木质素磺酸钠的改性条件为: a) 羟甲基化:

温度为 60 ℃, pH = 11, 控制每克木质素磺酸钠用

甲醛量为 160 m g, 反应 3h; b) 缩聚反应: 温度为

160 ℃, pH = 2, 反应 3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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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 tion of m od if ied sod ium - l ignosulfona te w ith paper-mak ing black l iquor
HU Y ong- jun ,LONG L i-p ing, X IONGW en -gao,L IU Shu-yun

(D epartm en t of Chem istry and Environm en tal Engineering, H unan C ity U n iversity, Y iyang 413000, Ch ina)

Abstract: T he lign in w as recovered from the a lka line paper2m ak ing b lack liquo r by acidu la t ion

p recip ita t ion. T he m odified sodium ligno su lfona te w as p repared by u sing N a2SO 3 th rough

hydrom ethyla t ion and po lyconden sa t ion. T he recovery of lign in and react ion condifion s fo r t rea tm en t of

m odifica t ion of sod ium ligno su lfona te w ere in rest iga ted. T he resu lts show tha t the m odified sodium

ligno su lfona te p repared has good p ropert ies of sca le2resistance.

Key words: b lack liquo r; lign in; sod ium ligno su lfona te; m odifica t ion; sca le2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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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thn ics ref lection of c ity comm un ity tour ism
ZHANG L i- sheng1, 2

(11H enan Inst itu te of F inance and Econom ics, Zhengzhou 450002, Ch ina;

21East Ch ina N o rm al U n 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 ina)

Abstract: T he paper summ arized the stud ies of tou rism ethn ics and the rela ted concep t ion s. T hen the

paper stud ied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city comm un ity tou rism and the po ssib le p rob lem s in the city

comm un ity tou rism develop ing. T he w ays to so lve above p rob lem s w ere a lso pu t fo rw ard.

Key words: city comm un ity; tou rism ; ethn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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