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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群效应下的旅游非理性经营
与主客角色冲突

王进 周坤

  摘要:旅游非理性经营是导致旅游地主客消极互动,产生主客角色冲突的主要诱因。基于同群效应理论,分析

旅游非理性经营对主客互动的消极影响,探究旅游地主客角色关系及行为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

旅游场景中的主客互动具有明显的同群效应,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

内生动力;东道主与游客角色期望的重叠性揭示了主客角色间的互赢与共生关系,主客社会期望的实现应作为调

节主客关系、优化旅游市场监管机制的重要指针;增强角色主体意识有利于引导旅游经营者实施良性同群行为,而
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是旅游地强化东道主角色建设,促进旅游经营者良性同群行为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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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关系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焦点①。无论是旅游者感知旅游体验,还是旅游经营者获得旅游收入,都
必须通过主客互动才能得以实现。互联网使旅游地主客交流从传统的面对面接触转变为“旅游前-旅游中

-旅游后”的全程互动,同时也加大了旅游地主客摩擦的可能性。旅游场域是各种惯习相互竞争的空间②。
游客与东道主在旅游场域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两者互动意味着双方在认知、惯习与行为上的差异碰

撞,不可避免地会引致身份与文化冲突。
研究显示,旅游语境下的消极主客互动主要表现在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社会)文化冲突③。文化差异

是旅游地主客角色冲突的潜在诱因,容易造成主客双方心理不适,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文化差异会直接导致主

客在实际行为上的矛盾。实践表明,经济因素往往成为加剧主客角色冲突的直接诱因。旅游非理性经营已

成为主客消极互动的典型例证,亦是引致旅游地社会冲突的主要内因。旅游社会冲突事件通常会加剧冲突

主体之间、社群内部的敌对情绪和心理对抗④。消极的主客互动不仅会导致游客满意度降低,某些突发个案

还可能引致社群集体愤怒,诱发群体冲突。原因在于,一方面,发生非理性经营现象的旅游地,通常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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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客”同群效应,即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形成的集群性非理性经营行为对旅游地社会秩序造成极大困扰;另一

方面,受网络舆情影响,在一定时期内,潜在客源市场会表现出对“宰客”旅游地的“晕轮”感知和“污名化”印
象,增强游客心理恐惧,导致旅游地形象受损。

近年来,旅游非理性经营导致的主客冲突高居旅游地游客投诉榜单。作为旅游地东道主与游客消极互

动的常见形式,旅游非理性经营容易引致主客角色冲突,给旅游市场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据此,本文从

旅游经营者视角,分析由于旅游非理性经营引发的同群效应对主客互动结果及当地旅游业发展的负面影响,
这对维护旅游业市场秩序、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文献述评

(一)同群效应研究

一般认为,同群效应(peereffect)发生在同行之中①。若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受到周围环境或其他人群影

响,则可确定同群效应的存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社交需求是人对情感及归属的追求。人是典型的

社交动物,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所形成的社交关系对个人性格形成、身心健康及思想认知均具有深刻影响,并
通过模仿外化为人的实际行为。模仿不仅是人类本性,亦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被看作是同群效应的经典解释。同群效应在国内外心理学、教育学及医学领域广受学者关注。研究表明,肥
胖问题②、青少年犯罪③及青少年游戏偏好④等与同群效应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近年来,同群效应常见于

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领域。例如,同群效应对企业人才招聘偏好、企业慈善捐赠、企业盈余管理、企业投

资效率及决策等⑤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一方面,同群效应是激发企业创新投入的重要力量。行业竞争越

激烈,企业创新行为越容易受到同行企业影响⑥。另一方面,当个人自制力较低时,不良同群效应增强⑦。在

经济效益驱动下,不良同群行为的发生率或更高。比如上市公司违规、系族企业违规、财务舞弊等⑧均表现

出扎堆模仿的同群效应。可见,同群效应产生的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
(二)旅游经营者非理性经营与主客角色冲突

旅游地主客互动是社会学、人类学及管理学等学科交叉领域关注的议题。后现代主义的旅游消费强调

人际、感悟等精神要素⑨。一方面,在经济效益驱动下,以地方餐馆、民宿、手工制作坊等为特色的东道主“家
空间”及以地方特产、文化习俗等为亮点的地方元素陆续演变为旅游从业者实施旅游经营行为的空间场所和

获益载体,引发旅游经营的同群效应,共同促进旅游地旅游产业产品的完善和旅游产业链的形成。另一方

面,在东道主空间资本化的实践过程中,不同身份、文化的“自我”与“他者”在互动时通常会产生“客-我”分
野与对视。由于主客双方旅游期望与诉求的差异性,东道主和游客互动中始终存在角色冲突现象。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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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时代,网络口碑成为影响游客旅游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①,旅游者消费行为的网络同群效应不断增强。在

网络舆情危机下,潜在游客的认知和情感形象变差,能够引起整体形象变差,符合“认知-情感-整体形象”
逻辑②。可见,网络舆情危机会抑制潜在客源出游意向。同群效应对游客和东道主旅游参与行为的影响持

续加深,旅游地主客关系不仅值得学术界关注,更是旅游地维护旅游秩序、引导社区和谐发展需正视的难题。
目前,有关旅游非理性经营行为研究集中在旅游消费者视角,即游客的非理性消费行为。研究指出,游

客在选择旅游产品和进行旅游消费时往往具有羊群行为特征③。盲目模仿和虚荣消费,被看作是游客非理

性消费的典型表征④。但是,不合理的旅游消费不应该由游客承担主要责任,这与整个旅游市场氛围和旅游

企业的非理性经营有关⑤。哄抬物价、捆绑消费、强制消费、人头回扣等旅游非理性经营行为导致旅游市场

秩序无序和失范,严重破坏了旅游地形象,已成为阻碍我国旅游业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⑥。旅游经营者追求

短期利益而诱骗游客消费,被认为是导致旅游市场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内因⑦。
综上所述,旅游非理性经营是造成主客消极互动的重要原因,影响到旅游目的地形象及旅游市场秩序。

但是,目前学术界较少关注旅游非理性经营的同群影响及规避路径。本研究以同群效应理论为基础,通过分

解旅游经营者及游客参与旅游活动的角色要素,尝试揭示旅游非理性经营的同群影响,进而为推进我国旅游

市场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建议。
二 同群效应下旅游地主客角色关系及行为演变

(一)同群行为与旅游地主客社会互动

同群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互动的结果。从词义上看,社会互动揭示了人际交流和人际接触发生的认

知与行为变化。米德符号互动论、戈夫曼拟剧论及加芬克尔本土方法论均从微观视角诠释了社会互动对个

人认知和行为的影响⑧。旅游场域中,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可归纳为主客双方社会互

动的结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旅游业走向繁荣或衰落。在一系列旅游经营、游客消费、市场监管等社会

互动中,游客与旅游从业者、管理者、当地居民通过“凝视”、“交换”、“买-卖”等行为追逐个人期待。如果主

客双方通过上述互动行为实现了个人期待,那么主客互动可被认为是积极有效的,能够促进东道主和游客积

极参与到旅游活动中⑨。反之,主客互动若不能满足个人期待,则可能出现旅游投诉增加、游客满意度降低、
旅游非理性经营等问题。

同群效应普遍存在于个体与机构之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的从众行为越来越明显。旅游场景

下的社会互动具有较为明显的同群行为。从游客角度来看,无论是旅游地“必看”、“必游”、“必吃”等旅游特

色项目,还是“宰客”、“欺客”、“骗客”等“污名行为”,通常伴随大众“口碑效应”而产生,是由游客基于旅游体

验而展现出的真实个人感知,并通过网络、口口相传等途径影响其他人群。而当相同或类似的旅游体验感得

到不断累积后,将对潜在游客造成心理和行为上的同群投射,放大(或抑制)他们对旅游地的旅游期待,潜意

识地重复和模仿他人行为,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旅游地的向往(或反感)。从旅游经营者视角来看,基于市

场偏好和需求,游客在旅游地的同群行为亦是刺激东道主主动参与当地旅游业发展的直接动力,促使旅游从

业者在旅游餐饮、住宿、娱乐等旅游经营活动上表现出同群创业趋向或同群参与行为。

761

王进 周坤 同群效应下的旅游非理性经营与主客角色冲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赖胜强、唐雪梅、朱敏《网络口碑对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研究》,《管理评论》2011年第6期,第68页。
张薇等《网络舆情危机下旅游形象感知的变化及对出游意向的影响———以青岛“天价虾事件”为例》,《人文地理》2019年第4期,第158页。
朱湖英《非理性旅游消费决策行为的成因分析》,《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22页。
朱湖英《论旅游者非理性消费行为》,《商业研究》2007年第12期,第151页。

WeiMin YangJuan IrrationalTourismConsumptionofZeroInclusive-feeandNegativeInclusive-fee ReflectionandMeasurements  En-
ergyProcedia5  2011  1424 
姚延波、刘亦雪《旅游市场秩序概念模型与运行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旅游学刊》2019第5期,第72页。
钟贤巍《旅游市场消费陷阱治理研究》,《经济纵横》2018年第10期,第116页。
奚从清《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方昌敢《表演性视角下民族节日旅游“主-客”展演互动研究———以广西三江侗族多耶节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78-86
页。
习明明《网络外部性、同伴效应与从众行为———基于不完美信息贝叶斯模型的实证研究》,《当代财经》2020第11期,第15-25页。



(二)旅游地主客角色关系及行为演化

1.旅游地主客角色关系

角色论是研究人际互动的基础理论。旅游地主客互动意味着“自我”与“他者”在不同文化、情感、历史、
经济、伦理场景中产生的各种互动行为及相关关系。主客之间的各种行为与关系构成了支撑旅游地旅游经

济的发展节点,并由此衍生出纷繁复杂、利益交叉的“主-客”角色关系网,对平衡旅游行业生态系统起着重

要的作用。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自我”与“他者”韵味①,这让游客与东道主互动成为可能,其结果势必造成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彼此作用。在旅游地主客互动过程中,游客视角的东道主身份通常具有

多样化特征,被视为文化的载体、族群的符号②。东道主在旅游参与的“身体实践”中,从单一的原住民身份

向旅游经营者、旅游管理者等多元身份变迁,成为旅游活动组织者、旅游商品销售者、旅游市场监管者和旅游

发展利益相关者。相较于东道主“主角色”的多元化特征,游客在旅游地的角色属性相对单一,通常为参与旅

游地各种相关活动的旅游消费和体验者(见图1)。但是,角色期望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角色属性中,角
色期望会随着“他者”与“我者”的视角切换而发生变化。而在角色期望的引导下,角色主体会采取相应行为,
促成相应结果,以达到自我期待的实现。

旅

游

地

主

客

角

色

要

素

1理性经营行为

2旅游收入增加

3市场秩序稳定

4旅游经济提升

5人居环境改善

6就业机会增多

7生活物价稳定

8旅游消费行为

9愉悦旅游体验

……

角色期待示例

1
2 6

1
2 6

4
3 4

5

8
9

8
9

5 6 7
6 7

3 4 6 7

5 6 7

4 5 6 7

角色代表 角色属性 他者期待 自我期待

旅游活动组织者

旅游商品销售者

旅游市场监管者

行业规范制定者

旅游利益相关者

旅游消费者

旅游体验者

旅游经营者

旅游管理者

其他（居民）

游客

“主”

角色

“客”

角色

图1 旅游地主客角色要素分析

经济交易是主客互动有形化和具象化的常见媒介,亦是游客实现旅游体验的重要载体。旅游场域为旅

游地主客双方提供了社会互动平台,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不仅涉及旅游活动的空间环境,还包括空间环境

内人与人之间的角色关系和共同编织的符号形态。旅游的本质是一种“我”与“你”的区分和对话③。游客与

东道主在旅游场域中的双向互动,确定了双方角色关系和角色期望。对旅游地而言,游客具有“他者”身份,
并在“他者”视角下对东道主展开固有的凝视和想象。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与主客双方角色期待的共同实现密

不可分。一方面,从东道主的“自我”视角,引导游客实现消费行为是满足其自我期待的主要方式。以旅游经

营者为例,无论是“旅游收入增加”还是“就业机会增多”,均有赖于游客“旅游消费行为”的实现。而游客想要

获得“愉悦旅游体验”,离不开旅游经营者的“理性经营行为”、旅游地的“市场秩序稳定”和“人居环境改善”等
期待要素的共同实现。虽然,旅游地主客互动和关系形成是“自我”与“他者”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和结果,但
主客角色期望的重叠性说明了主客角色间的互赢与共生关系。

理清“东道主-游客”之间角色期待的逻辑关系,明确主客双方利益诉求和旅游获益目标,寻求主客他者

期待与自我期待的交集及共同实现路径,是确保主客角色主体按照社会规范实施理性经营和消费行为的前

提条件。就旅游地东道主而言,经济与环境改善是个人参与旅游业发展个人期待的主要目标。而从游客角

8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陈莹盈、林德荣《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研究———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及其行为方式》,《旅游科学》2015年第2期,第39页。
高婕《身体是真实的吗———旅游凝视与东道主多元身体实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82页。
蔡寅春、谢辉基《栖居与游戏:对旅游体验问题的再认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87页。



度而言,旅游目标的完成意味着自我期待的实现。可见,主客双方的自我期待往往具有共性和交集。主客互

动的良性循环,依赖于双方他者期待与自我期待的共同实现。

2.旅游地主客行为演化

基于主客角色期望,以旅游经营者经营行为视角,运用 Vensim软件绘制出旅游地主客互动的仿真路

径,二者互动结果具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

他者期待

良性同群行为

自我期待旅游经营者 +

+

+

+

+

Ⅰ

他者期待

不良同群行为

自我期待旅游经营者

-

+

+

Ⅱ

他者期待

不良同群行为

自我期待旅游经营者

+

+

-

Ⅲ

他者期待

不良同群行为

自我期待旅游经营者

-

+

-

Ⅳ

-

“+”正向影响

“-”负向影响

图2 旅游地主客互动结果

首先,当旅游经营者顺应社会期待、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时,主客互动可能演化出两种结果。(1)当他者期

待与自我期待吻合。即假设旅游经营者按照游客、旅游监管者等“他者”设想的社会期待采取与之相适应的

行为模式时,其自我期待得以实现,旅游卖方市场将形成良性同群行为,进一步促进旅游行业规范及行业价

值观念体系的形成。此时,游客的自我期待,通常也能顺利实现,主客互动圆满完成。主客之间构成了比较

完整的互动循环,即形成了“旅游经营者→+他者期待→+自我期待→+良性同群行为”的因果回路(图2的

Ⅰ图),这是四种结果中最为理想的主客互动状态。(2)当他者期待与自我期待矛盾,即假设旅游从业者按照

游客、旅游监管者等“他者”设想的社会期待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模式时,未能实现自我期待。此时,旅游

市场竞争加剧,部分旅游从业者被迫退出旅游市场,旅游竞争促使优胜劣汰。当市场竞争加剧,由于旅游非

理性经营而实现的自我期待,可能对周围同行造成“羊群效应”辐射,诱发更多不良同群行为,引致旅游地出

现“旅游经营者→+他者期待→-自我期待→+不良同群行为”的负面同群效应(图2的Ⅱ图),可能引致更多

旅游经营者打破市场规范,模仿和实施非理性经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对旅游市场秩序的自然

维护力逐渐失效,主客互动发展成为角色冲突,游客旅游体验感质量下降,可能引致旅游投诉增加或旅游地

社区冲突。
其次,当旅游经营者偏离社会期待、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时,主客互动可能产生两种不利于当地旅游业发

展的结果。(1)自我期待得以实现。旅游经营者未遵从他者期待,即在违背市场规范要求下进行旅游经营,
却反而实现了自我期待。此时,旅游市场上开始出现非理性经营行为,短暂的经济获益让更多旅游从业者反

复违背社会期待,实施非理性经营行为,导致当地旅游发展陷入“旅游经营者→-他者期待→+自我期待→+

不良同群行为”的发展困境,旅游经营的不良同群效应显现(图2的Ⅲ图)。并且,旅游经营者的旅游收入持

续增加,将为旅游地非理性经营行为的重复和模仿注入动力,同行间的不良同群行为会呈增长趋势。游客在

旅游地完成了旅游消费行为,却不能实现自我期待,其旅游体验质量下降,旅游投诉增加,主客关系恶化,角
色冲突加剧,旅游市场秩序亟需规范治理。(2)自我期待未能实现。当旅游经营者无视他者期待进行旅游经

营,但并未实现其自我期待时,主客双方对当地旅游业期待和满意度同时降低,旅游市场秩序混乱,旅游经济

效益衰减,出现“旅游经营者→-他者期待→-自我期待→+不良同群行为”现象(图2的Ⅳ图)。旅游经营者

在偏离市场规范前提下进行非理性经营,但不能实现旅游收入增加,经营主体可能选择停止经营活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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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如市场整改无效,越来越多的旅游经营者将面临失业风险,旅游业走向衰落,主客互动逐渐停滞。
综上,旅游地主客互动的理想状态是一种以旅游经营者理性经营为前提的角色互动。旅游监管者及相

关部门应帮助旅游从业者树立正确旅游参与过程中的社会角色意识,促进旅游理性经营行为的实践养成,从
而增强旅游市场良性同群效应的产生。因此,角色主体意识塑造和角色建设在规范旅游地旅游市场秩序、加
强东道主良性同群效应方面意义重大。

三 角色主体意识塑造下旅游经营者良性同群行为引导

(一)优化制度安排,增强旅游经营者的角色主体意识

自利(self-interest)向来被视为市民社会的核心特质①。旅游非理性经营的本质也是一种受利己主义支

配的角色主体失范行为,即角色主体违背社会用来约束特定角色的行为规则而导致的角色失败②。作为维

护社会经济秩序和调节经济发展规律的杠杆,制度安排一直是规范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有力保障。在正式

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当旅游经营者对旅游参与角色认知全面且深刻时,其个人社会责任感增

强,以法律法规、规章合同等具有法律意义的正式制度和以道德约束为特征的非正式制度在旅游场域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旅游市场经济活动正常运行,有利于买卖双方旅游期望的顺利实现。反之,如果旅游经营者未

能正确认知旅游参与角色的责任和义务,此时,角色主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能超过社会责任感,社会规范

制度对角色主体的约束作用减小,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难以维持,为不良同群行为的滋生创造了温床,主客

矛盾随之增加。
实践表明,旅游经营者在从事旅游活动的整个过程中,经济利益和经济目标往往是经营主体最显性的角

色期望。例如,“高价酒水”、“天价海鲜”、“黑车黑导”等破坏旅游业形象的非理性经营现象在旅游行业时有

发生。造成上述角色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角色主体在追求自我期待的过程中,对自身角色意识不到位、缺乏

社会责任感而造成的行为偏差。在偏离社会规范的情况下,角色主体显现出与社会、组织、他人期待和要求

不一致的角色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角色错位③。当旅游场域内的少数角色主体出现行为偏差或角色错位

而造成其他主体盲目模仿和追求时,日常的制度安排或将陷入失灵局面,管理制度亟需调适和优化。
增强旅游经营者角色主体意识,对促进旅游市场形成良性同群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主体意识涵盖个

人状态意识和自我反思,与个体行为产生的多种影响相关联④。当旅游经营者持有参与旅游经营的角色主

体意识,个人社会责任感增强;反之,个人社会责任感下降。据此,用于调适旅游市场秩序的管理体制应既能

符合旅游经营者的利益诉求,又能增强其角色主体意识建设。一方面,通过岗前培训、定期考核及社区教育

等多种方式,在旅游地开展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地方政策的普及教育,将“法治社会”科普教育贯穿到旅游

经营前、经营中的日常管理中,帮助每一位旅游经营者培养知法、懂法的思想意识,促进旅游经营主体自觉遵

法、守法,增强旅游社区良性的同群经营效应。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旅游市场监管仍以政府为主导,以行业、
协会为代表的自组织体系在地方旅游发展和监管体系中功能发挥不足⑤。旅游行业的自组织体系在维护旅

游市场秩序中扮演着“看不见的手”角色,能够促进旅游场域形成“自发的秩序”,影响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形

成。由此,通过适当赋权、资金奖励、岗位设置等方式,鼓励非正式组织积极参与旅游市场监管,对激活非正

式制度在旅游业中的协管作用具有积极的影响。首先,可由当地政府及文旅部门牵头,成立以“游客+居民

+企业+个人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为代表的第三方联盟和组织,了解不同角色主体的社会期望,保障各方

利益诉求渠道畅通。其次,加大非正式机构对旅游市场监管力度,联结个人社会诚信与旅游经营行为,通过

定期公布同行经营“红黑榜”,增强旅游从业者角色主体意识。再者,号召乡贤、旅游大户等社区精英参与旅

游市场监管,塑造和弘扬榜样力量,实施“乡贤带领”、“精英帮扶”等激励策略,引导更多旅游从业者模仿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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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行为,促进良好经营氛围和同群效应发生(见图3)。

非理性经营 不良同群行为 市场秩序混乱 主客冲突增加

理性经营 良性同群行为 市场秩序稳定 主客期望实现

旅游经营者

角色主体意识

正

式

制

度

约

束

非

正

式

制

度

监

管

国家法律法规

行业规章契约

地方政策规范
+

+

+ +

多元主体联盟制

社会诚信约束制

社会精英带领制
+

+

++

“+”正向影响

“-”负向影响

++++

----

图3 旅游经营者角色主体意识培养

(二)强化角色建设,促进东道主良性同群行为发生

基于角色论内涵,旅游经营者非理性经营行为可归纳为角色行为的错误或负向转换,是角色行为与角色

规范相矛盾的体现。角色建设是否符合社会期望与要求,是否遵循社会准则和规范,被视为角色主体塑造是

否成功的关键①。作为旅游地东道主的主要代表,旅游经营者必须具有主动适应游客社会期望变化的觉悟

和能力。东道主角色建设的目的在于引导旅游经营者认识到主客之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销售商-顾客”关
系,而是旅游地形象传播者与潜在市场客源开拓者之间的互动。据此,在旅游场域中构建一系列有助于约束

旅游经营者不当利己主义的行为规范和机制,对引导良性同群行为的发生、发展十分必要。习近平在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
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情感认同和

行为习惯”②。这是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正确处理社会角色关系的指南针。在旅游地普及、领悟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帮助旅游经营者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弘扬社会正气,积极影响他人行为。

1.重视教育引导作用,积极创造良性同群氛围

组织是一个开放式系统,需要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只有协同发展,才能维持组织的生

存和发展③。内部组织的发展必须与外部环境保持相对一致性。旅游地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协同发展,首先

应是东道主在角色意识上与他组织需求和社会规范要求的高度一致性。通过完善社会教育体系及知识获取

平台,推进东道主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不仅是防止经济发展陷入路径

锁定的意识保障,亦是促进社会报酬递增的关键环节。在旅游地东道主参与旅游经营与管理之前,应通过思

想教育,引导其认识到遵循社会法律、规范对其实现自我期待的意义和重要性,从源头拧紧“总开关”,创造理

性经营氛围,走好规范经营第一步。

2.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强化角色意识的实践养成

将旅游地东道主精神文明建设与旅游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利用社区公共活动场所、旅游经营场所等公共

空间,大力宣扬旅游经营示范户、旅游精英故事及旅游创业案例等优秀事迹,从思想上激励广大旅游从业者

及其他群众认知旅游业优秀人物发展轨迹,宣扬不同旅游从业主体的角色规范,加深旅游从业者参与旅游发

展的角色意识,从而引导东道主在良性经营意识和行为下实现旅游的经济、社会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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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制度保障体系,提升东道主旅游参与能力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通过完善旅游经济发展政策和利益分配方式,探索旅游经营者、
旅游监管者、居民等角色主体参与旅游发展的多样化路径。通过多种分配方式及行业制度建设,培养东道主

参与旅游发展的自主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个人的旅游参与能力,从根源上避免因旅游收入减少而导致的不

良同群行为。在严格遵守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下,创新旅游管理制度,加大旅游经营奖惩力度和监管队伍建

设,充分发挥社区居民、非营利组织、行业协会等群体在地方旅游中的贡献作用,促进多方旅游利益相关者角

色建设,激励和提升东道主在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的旅游参与能力。
四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1.就旅游市场秩序而言,旅游经营的同群效应犹如一把“双刃剑”,是旅游经营者间相互模仿与互动的结

果。当旅游经营者参与良性同群行为时,对促进旅游地市场规范、增强主客好感、构建良好旅游地形象等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会破坏旅游市场秩序、阻碍主客互动、影响旅游业健康发展。旅游经营者是否自觉

实施理性经营行为,其出发点在于自我期待的实现,直接作用于游客体验与旅游期望。据此,致力于主客社

会期望的实现,应作为调节主客关系、优化旅游市场监管机制的重要指针。游客与东道主社会期望的双向实

现,对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至关重要。如今,客源市场需求及偏好已成为指导旅游地规

划、创新旅游项目及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参考依据,亦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但东道主角度的他者期待和自

我期待受重视度相对不足。因此,在了解市场需求过程中,可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研及随机寻访等方式,重
视对东道主旅游获益期望的调查和掌握。从社区满意度角度,分门别类地对不同旅游业态经营者及社区居

民代表的社会期望和旅游满意度进行实时掌握,提前把握和预测东道主旅游参与情感态度和行为趋向,对可

能出现的非理性经营行为进行思想引导和提前干预。针对不同的主客社会期待,审视现有旅游市场机制、旅
游发展规划等是否能满足目标群体的主要需求,并将其作为相关发展计划、市场监管规范等重要方案的修订

依据。

2.当旅游地非理性经营出现同群效应趋势,以政府、文旅部门等正式组织为主导,以社区自组织为重要

支撑的多元协商共治体系,对及时干预旅游经营的不良同群行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相关制度的

调整与优化对旅游经营者角色意识的正确引导。正式制度作为“看得见的手”,一直是维护我国旅游市场秩

序的主要抓手。目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为引领,以各省、市、地方规范标准为重要构成的相关法律

和条例,为旅游地调适和处理主客冲突提供了主要依据,发挥着主要的市场监管和干预作用。但是,在引导

旅游经营者角色意识塑造时,非正式制度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规范旅游市场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在

优化旅游市场管理制度过程中,应重视对旅游地非正式制度的优化建设,引导旅游经营者正确认识主客习

俗,主动了解“他者”价值信念和文化要素,从思想根源上引领旅游经营者树立自觉、自愿遵守行业规范及管

理制度的角色意识;鼓励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企业、社区旅游精英等团体和个人参与旅游市场监督与共治,积
极推动良性同群行为的叠加效应,赋权旅游地社区管理,形成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监管体系。

3.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将“自我”与“他者”对立起来,从对立角度阐释了“主”、“客”对相同事物的

不同认知,认知的不同导致冲突的必然。只有当东道主与游客双方的“自我”与“他者”期待相对一致时,才会

创造积极的互动体验,产生理性经营的同群效应。主客互动是游客与东道主在参与旅游活动时实现自我期

待的主要途径。角色冲突伴随主客互动出现,同时促进旅游地相关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当东道主充分了解

“自我”在旅游场景中的角色主体意识时,才会对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意识产生正确认知,并外化为与旅游业发

展需求相一致的角色行为,做到“知行合一”,并正面影响拥有相似社会期望的人群,促进“他者”对“自我”同
群行为的积极模仿。因此,可通过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措施,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等价值理念落地与旅游地东道主的角色主体意识塑造紧密结合

在一起,对旅游从业者及其他旅游利益相关者进行预防式、激励式宣传教育;采取岗前思想教育、在岗连续式

培训等方式,帮助他们在思想上树立鲜明的角色意识,与游客保持相对一致的社会期望,认识到“主-客”角
色对立面的“主-客”合作共赢关系,使其角色主体意识得到强化,为理性经营奠定思想基础,为旅游地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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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良性同群效应创造温床。
(二)研究展望

本文从旅游非理性经营视角,探讨了旅游经营者不良同群行为对主客互动及旅游市场秩序的负面影响,
从角色行为与意识层面揭示出旅游非理性经营与不良同群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但是,本文仍然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可作为未来相关研究的切入点进行深入论证。首先,旅游非理性经营对主客互动的影响是否具有

文章所提出的四种可能性(见图2)之外的“第五种”、“第六种”可能,值得进一步研究。其次,本文的研究缺

少实证检验,后续研究可以上述结论为参考,有针对性地选择旅游目的地展开问卷调研,通过定量分析,探讨

同群效应下旅游非理性经营对游客、居民、旅游市场监管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影响及规避机制。

IrrationalTourismManagementandRoleConflict
betweenHostandGuestunderPeerEffect

WANGJin ZHOUKun
 CollegeofLandscapeArchitectureandTourism HebeiAgriculturalUniversity Baoding Hebei071001 China 

Abstract Tourismirrationalmanagementisthemaininducementthatleadstothenegative
interactionandeventheroleconflictbetweenhostandguest Basedonpeereffecttheory itisof
greatsignificancetoanalyzethenegativeimpactofirrationaltourismoperationonhost-guestin-
teraction andtoexploreitsrolerelationshipandbehaviorevolution Thispaperfindsoutthat
thehost-guestinteractioninthescenicspothasanobviouspeereffect Thehost-guestinteraction
andmutualinfluenceistheendogenousdrivingforce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local
tourismindustry Theoverlapoftheroleexpectationsofhostandguestrevealsthemutual-win
andsymbioticrelationshipbetweentherolesofhostandguest Therealizationofthesocialex-
pectationsofhostandguestshouldbeusedasanimportantindicatorforadjustinghost-guestre-
lationshipandoptimizingthesupervisionmechanismofthetourismmarket Enhancingthesub-
jectawarenessoftheroleisconducivetoguidingtouroperatorstoimplementconstructivepeer
behaviors Educationandguidance practiceandinstitutionalguaranteearefeasiblewaysfor
tourismdestinationstostrengthentheroleofhostandpromotetouroperatorsconstructivepeer
behavior 

Keywords peereffect irrationaltourism management host-guestinteraction rolecon-
flict roleawareness

[责任编辑:钟秋波]

371

王进 周坤 同群效应下的旅游非理性经营与主客角色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