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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touris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
port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process. As the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enter of northeast Asia, Dalian’s superior geographical position creates its strong geographical 
advantage. As one of the top ten tourism cities in China, Dalian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with its unique geography, transportation advantages 
and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alian continues to rise. However, 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lac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nterprises have trig-
gered the discussion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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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发展中日趋重要。大连作为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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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物流中心，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强大的地理优势。作为“中国十佳旅游城市之一”，大连以

其特有的地理、交通优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旅游行业的长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旅游行业在

大连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攀升，然而旅游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缺乏对环

境保护的行为引发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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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环境责任内涵 

1.1. 环境责任的概念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内容界定普遍高度关注，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答案，

但根据企业目标、行业特点、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统一趋向于企业对环境的保护和努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这两点的认可。企业能够做到坚持减少浪费、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1]，拒绝毫无节制的为获取

资源、取得利益而大规模开采开发就是承担环境责任。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自觉爱

护环境，企业应坚定立场明确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是指在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认真

准备和顺利开展的基础上，全面深入挖掘社会需求，在企业行为上竭力回应大众对其在道德和法律上期

望的社会义务，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之外要努力促进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现代化进程中，片面单一地强调经济的增长而忽略环境保护会加剧人类自身发展与环境可持续发

展之间的冲突，违背了人与自然[2]、人、乃至社会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理念，然而大连地区的旅游行

业对自然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旅游与环境共存的重要意义因它的现实意义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以大连地区为例，改善旅游接待地区的环境质量、生态质量，加大力度打造金石滩国家 5A 级景区、冰

峪沟为代表的得天独厚、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为旅行者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旅游[3]，保护未来旅游

业开发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在方方面面体现企业在自身环境责任承担的同时，为本企业的长足发展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1.2. 旅游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 

旅游行业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应主动承担起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在驱动商业发展和生态可持续中寻求两者共赢的平衡点。在旅游企业的经济发展、资源开发的过程中，

应尽力制约和减少诸如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景区超载、破坏生态环境、缺乏环保意识、景区管理和配套

服务设施不规范、大量交通工具造成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等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的行为。绿色旅游也符

合现在都市游客远离喧嚣、亲近自然、向往大海[4]、寻求心灵上的宁静的追逐观念，因此建成一个无甚

环境污染的“蓝色大连”、“绿色大连”同样有利于公司的盈利行为。 

2. 大连地区旅游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现状及特点 

随着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正是

在这样的前提下，大连地区的旅游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但是在旅游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01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婧怡 等 
 

 

DOI: 10.12677/ass.2020.91014 85 社会科学前沿 
 

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旅游企业在社会责任的旅行方面，存在着许多的矛盾。而企业面向的是社会，

企业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个小团体，对保护环境有责任也有义务。不只企业要对环境负责，我们每个人

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一个企业的，我们只有

一个地球，地球的环境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维护，一起保护的。企业作为社会上的一个小团体，也要起

到带头作用。 

2.1. 大连地区旅游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问题 

我国企业在环境责任履行方面不尽如人意。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 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与利用 
大连在过去几十年的旅游业发展中，虽然旅游业发展较好，但是由于旅游资源的开发缺乏深入的调

查研究，盲目开发[5]，依然导致了许多需要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众所周知，森林作为非常重要的自然

资源，旅游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它，但有许多的旅游企业盲目开发与利用，使其无法发挥吸收二氧化碳的

作用，一方面也就造成了温室效应的越加严重及全球气候变暖。 
2) 旅游企业切身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冲突 
企业经营的主旨是盈利，企业的一切经营手段都是为了保持其永续发展和持续获利，而承担责任则

需要企业在无法获利甚至有所损失的情况下付诸行动，这不可避免的与企业的经营目的产生冲突。 
近年来由于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旅游企业选择了短期利益而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

驰，这使得环境相关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以超负荷接待为例，此处涉及到了旅游环境容量的相关内容。

旅游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旅游区在提供使旅游者满意的接待并对资源产生很小的影响的前提下，所能进行

旅游活动的规模[6] [7]，一般用容纳的游客数量表示。在旅游环境容量合理范围内的结果能使旅游产业健

康、协调、持续地发展。当然旅游环境容量受景区类型的影响，自然类景区的容量以生态资源承载力为

计量依据，而人文类景区则以游客心理容量(游客数量多少对游客感官体验的影响)为主。当景区承受的游

客数量超过极限容量时，会使景区的环境承载力受损，不利于长远发展，游客数量远小于环境容量时又

会使旅游资源价值打折，会影响经济效益。追求短期获利的企业往往选择忽视环境承载力的限制接待游

客，长此以往使得自然类景区环境负担过重造成损害。因此旅游企业在承担环境责任同时必然要考虑对

经济效益的影响，二者的冲突需要企业来权衡化解。 
3) 未注重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 
旅游企业必须承担责任，这不仅是企业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可持续发展赋予的使命，过去所

强调的大多是利益，因为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发展的，如果过分强调利润，则会忽略生态效益的维护

和企业责任的承担，因此引发难以避免的矛盾。旅游企业积极承担责任能够更好的协调社会关系，使旅

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能有更好的发展，为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4) 环境修复治理方面的支出问题 
企业自觉承担环境责任在对经营收益造成影响的同时，还会增加企业的费用支出。这部分支出主要

用于对旅游环境的修复治理。大连的旅游业以海滩、浴场为主，企业对环境的支出包括对受污染水质的

治理，对海岸沙滩污染的清理等。 
企业经营初期是否具备成熟的环境责任意识是影响承担环境责任的支出的主要因素。以短期利益为

目标的企业通常不具备这种意识，这就会导致旅游环境长期被过度消费，给景区资源造成损害，这种情

况下企业在花费较多时间进行修复的同时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维护费用。等到出现问题再进行弥补，长此

以往不利于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大连的旅游产业受季节影响较为明显，有淡旺季之分，这使得企业多

习惯于在旺季增加经营收益，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同时进行维护，对景区环境产生的损害要等到进入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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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才能进行修复，如此循环下去，滞留的问题难以根除，不断积累，旅游环境的经济效益将大不如前，

旅游资源也会有无法修复的损耗。 
5) 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约束效力不足 
外部约束包括法律制度的规范和监管机构的监管。 
我国旅游资源保护一直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立法滞后和不完善，缺乏专门的旅游资源保护法；已有法

律法规存在交叉重叠，可操作性和技术性较差，条块分割，实施时责任不明晰；处罚力度不够，无法起到

保护资源的作用。由于专门针对旅游资源保护的法律尚未出台，目前的执法依据主要为《风景名胜区管理

条例》、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单项旅游环境资源保护法。此外，在环境保护法、

城市规划法、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也有部分规定可以利用。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分别对应着

不同的管理部门，这意味着职责交叉，使得管理难以实施。就破坏环境的不文明现象看，法律法规的处罚

机制不够完善，致使人们没有形成破坏旅游资源属于违法行为的意识，增加了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难度。

同理，针对旅游企业行为的法律法规约束力度不够，不利于企业较早形成承担环境责任的意识。 
然而企业的活动离不开一定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约束，但由于旅游企业承担责任的意识不够完

善，就存在一些企业钻法律空子，肆意妄为，不注重法律法规对自身发展的约束作用。要想实现旅游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我国关于旅游企业责任承担方面的各项法律法规，严格约束自

己企业的发展，不忽视自身责任的承担。 
监管机构的监管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也起着约束督促的作用。而目前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具备完善的

评估体系和审核指标，尤其在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出现后，旅游行业结构愈加复杂难以管理。相关部门

机构的监管缺少及时性也缺乏力度，对企业在经营初期存在的问题无法及时进行管制，对经营过程产生

的环境问题无法及时整改，监管工作遗留下诸多隐患，达不到督促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目的。外部的监

管和法律约束的不足使得旅游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时缺少依据也容易懈怠。 

2.2. 承担环境责任的现状 

在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影响下，大连地区旅游行业经营产生的社会责任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但

是关于旅游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对策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通过对责任承担问题的深度了解和剖析，

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只有不断解决旅游责任承担问题，才能促使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切实的关

注长期利益，提升大连地区的综合竞争实力，促使大连地区旅游行业的繁荣发展。 

3. 促进大连地区旅游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对策研究 

就如以上分析的一般，我国在旅游业相关法律法规也有缺失。有相关方面的管理条例和保护条例，

但不属于为法律法规范畴，条例始终是提醒这要如何做的性质，并不规定，更不会违反条例而触犯法律。

以下通过各个层面分析法律确实问题。 

3.1. 政府对旅游企业的监管 

一般，旅游业的监管属于行政监督范畴，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条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来

约束并且规定并督促旅游产业的企业如何去进行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旅客为中心的良性发展。这种

旅游业监督机制是由法律、行政及行业内部三部分监督机制组成，不但符合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也是

国际通用的旅游产业监督管理形式。 
在大连地区的旅游业管理机制并不完善，并不是法律、行政、行业内部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形式，

而导致企业的各种问题发生。企业及景区对游客的不合理规定，在景区及游乐场内部商品不合理价位，

导游对游客的不合理要求等，而政府对导游缺少直接的监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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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旅游产业的发展结构缺少直接的控制。导致大连地区的各行各业旅游产业滋生，鱼目混珠，

服务质量低劣。如某些小众的旅游网，为旅客私人定制旅游服务，缺少安全保障，也没有相关部门来评

估此等机构的质量，开放此等机构对游客做一些不合理的事项。旅游业微商出现会使旅游产业陷入一度

混乱。在温泉产业中，一些商家的内部环境较差，并且温泉的水质极差，并没有建立商家内部对水质进

行检测及时更换。 
在分析大连地区旅游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问题中分析到，对于环境保护与某些企业的主旨背道而驰而忽

视对环境的保护而去追求短途利益会对环境产生不可修复的危害。某些景区内部的垃圾也随处可见，如大黑

山景区，这也不排除某些游客低素质的表现，但景区有必要去标识提醒游客时刻保持自身的尊严和环境的卫

生。政府还是缺少对于此方面对商家、景区及游客的监管，归根结底还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而导致。 
在法律法规缺失的情况下，依靠仅存的的一些条例无法加强监督力度及行政力度。要使监管力度和

范围能够关乎整个旅游业，就必须完善旅游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3.2. 大力引进高科技人才，发展环保科技 

完善配套技术标准。为解决因企业环境责任而导致的现有多种技术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企业在提供服

务的整体过程中应实现清洁生产、绿色旅游，发展循环经济。企业应开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可持

续发展的娱乐活动；选用清洁无污染的环保型材料；销售由新科技、新技术和新设备生产的“三低”景区

纪念产品；倡导节约资源与绿色环保相结合的生态包装；旅游大巴方面提倡利用第三方现代绿色物流。 
人才方面，可以高薪聘请风险评估专家团队，统一系统处理环境风险评估、环境修复治理方面的预

算及环境污染治理方案设定等问题。利用绿色能源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实现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多赢，更加有利于政府政策倾斜，在承担企业环境责任的同时，从侧面实现了企业增加利润

的目的。 

4. 结语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提供了大连地区旅游企业欣欣向荣的发展机会，然而在享受自然馈赠的同时，

大连地区旅游企业有责任有义务在环境责任承担方面倾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旅游企业应以身作则，积极响应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号召，扛起保护环境的重任，研究针对性策略，将企

业价值最大化的发展目标同环境责任承担有机结合，实现共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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