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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利用对策探讨

海洋由于远离尘嚣、冬暖

夏凉、气候宜人、海岸岛屿风光

旖旎、旅游资源丰富而独具特

色，对游客有着极大的吸引

力。滨海旅游是一种以休闲旅
游为主体并与观光游览相结合

的综合性旅游产品，具有形式

丰富多彩，集知识性、娱乐性、

参与性于一体等特点。它包括
海滨观光、海滨休憩、消闲、度

假、疗养、海水浴、海上体育、娱

乐活动和钓鱼、海底探险活动

等。主要是享受阳光、沙滩、海

水、海鲜和新鲜空气等大自然

的赐予。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假Et休闲消费持续增长，

滨海旅游业焕发出q-)j勃生机，

滨海旅游、度假、休闲、消费设

施层出不穷，各种海上娱乐项

目如沙滩排球、潜水、冲浪、帆

板、帆船、游艇、航行、热气球等
逐渐步人国人生活视野，海洋

旅游呈现海面、水底、海上立体

发展新格局。

滨海地区已成为当今最发

达的全球性旅游带，依托滨海

旅游资源进行海岸带旅游综合
开发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收益

高的特点。，因此，发达国家都十

郝艳

分重视对滨

开发和保护，以确保滨海旅游

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旅游

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海岸线
漫长，广阔的海域上岛屿星罗

棋布，景色瑰丽多姿，自然和人

文景观异彩纷呈，特色各异。沿

海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得天独

厚，经济活跃，商贸发达，开放

程度高，社会环境好，海陆空交
通方便快捷，科学文化比较发

达，旅游设施建设也有一定的
基础，发展滨海旅游业的条件

十分优越。发展海洋旅游是步

人小康和富裕社会，人民生活

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和必然需
求。对国民经济来说，发展海洋

旅游可以回笼货币，增加收入，

吸引国际游客，为国家创收大

量的外汇。因此，海洋旅游业作

为重要的新兴海洋产业越来越

引起世人的关注。
近年来，我国滨海旅游业

发展十分迅猛，在沿海地区开

发建设了300余处海洋和海岛

旅游娱乐区，目前全国滨海旅

游景点已达1 500余个。2000

年我国滨海旅游产值已占海洋
产业总产值的15．43％，沿海城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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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增加21．6％。但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在滨海旅

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对滨海旅游业的可持
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针

x,-j-这@问题，就如何加强对滨

海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开

发利用，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中国滨海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1．旅游资源开发区域发展

不平衡，过度开发利用与资源

闲置并存

由于整个沿海地带的旅游

业尚未形成有机的区域结构网

络，目前各地旅游业的发展很
不平衡，沿海旅游业主要集中

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厦

门、杭州、青岛、天津、大连等大

中型城市，其他沿海城市发展

水平还较低，各沿海城市问的

旅游收入相差十分悬殊。这与

我国沿海地带旅游资源种类众

多、数量丰富、特色突出和遍布

南北的情况是很不相称的。沿

海地带旅游业发展不平衡，还

反映在热线、热点过热和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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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点过冷。即有些旅游热线、热

点，旅游旺季人山人海，远远超

过了旅游景区及其设施的承载

能力。例如沿海城市附近的海

滩旅游资源普遍存在着过度开
发问题，北戴河海滨浴场、青岛

汇泉湾等处于城市市区内的海

水浴场在夏季拥挤不堪、人满

为患，由此带来的负效应十分

明显，由于游人较多，浴场的水

质下降，氨氮和硝酸盐含量超

过国家海水浴场水质标准。同
时，受部分旅游者环保意识差，

随手丢弃垃圾不良行为的影

响，海滩人为污染加剧，原本纯

净的沙滩混入大量的香烟过滤

嘴头、饮料瓶、塑料袋、瓜皮果

核等。由于空间的拥挤和环境
质量的下降，使游客的旅游质

量大打折扣。与城市岸段海滩

旅游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偏离城市的许多

优质旅游沙砾质海滩却得不到
充分开发利用，造成资源闲置

浪费。如河北省昌黎海滨风景

区以高大的瑰丽沙丘、翡翠般

的绵延林带、气势大度的金色

海滩、洁净的碧海景色堪称全

国海滨风景区之冠，目前开发
规模偏小，仍有很大的开发潜

力。再如胶东半岛海阳凤城万

米海水浴场，砂质海滩长达

14km，海滩宽100m～200m，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被批准
为海岸旅游观光度假区，但至

今夏季游客稀少，远道而来的

游客更少。

2．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利，

管理力度不够

滨海旅游开发建设缺乏科

学规划和统一管理，滨海地区
的总体建设规划很不合理，相

邻的城市间缺乏合作，造成某

些地方开发过度，建设失控。滨

海旅游的低值低效、产品粗放
和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问题突

出。海洋旅游特色不突出，内容

比较单一。滨海旅游仍停留在
初级的浏览观光阶段，尚未形

成观光、海滩度假、海上健身休

闲、生态旅游等多层次的产品

结构。海滨旅游设施设计不合

理，运动和娱乐设施少。目前的
沙滩开发项目大都未达到国际

标准。旅游设施，如更衣室、遮

阳伞、椅子、游泳靠台及其他服

务设施普遍不足；很少沙滩配
有水上运动设施和沙滩运动设

施；沙滩开发项目没有淡水或
海水泳池；海水浴场仅在7月

至9月期间使用，其余时间大

多处于闲置状态；公共厕所不

仅数量少，而且卫生状况普遍

不能令人满意。即便是现有的
开发规划或总体规划均未达到

沙滩开发的国际标准；已经建

设的旅游设施不能满足市场的

需求，缺乏针对特定市场份额
的开发项目。远离市区的海岸，

以及距离陆地较远的海岛，虽

然有很好的旅游资源和环境，

但是大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

海滨度假区建设尚未形成规

模，缺乏适合国内中上收入家

庭度假需求的度假设施和服

务。青岛石老人国家旅游度假
区由于高档房地产项目的过度

发展、迅速的市区化和海滨度

假区有较大的距离，其他10个

省级海滨旅游度假区亦由于资
金和基础设施条件的制约，多

数尚未得到有效合理的开发。

止|cPl-，部分岸段和景区的

使用也不够合理，不少质量一

流的海滨旅游岸段和海域被212

厂、养殖场、港口等单位占用，

旅游资源和环境不能充分发挥
其最佳功能而得到最大的市场

回报。

3．海岸侵蚀造成沿海旅游

资源逐渐丧失其价值

海岸侵蚀是全球普遍的现

代海岸过程和现象。其原因与

海平面上升、河流输沙减少和

人为过量开采海滩砂石资源等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有关。很多

旅游海滩都存在严重的侵蚀问

题，如青岛汇泉湾浴场的海滩

坡面变陡，砂质粗化，浴场东部
海水冲刷严重；威海海水浴场

因海滩侵蚀而报废；另有多处

浴场存在明显侵蚀和海滩砂粒

粗化问题。烟台芝罘岛是国内

最大的陆连岛，紧邻烟台市区，

交通便利，芝罘岛北岸岸线曲
折，有规模不大的海湾，湾顶原

本有磨圆极好的砾石海滩，具

有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但由

于多年来人为地开采海滩砾

石，湾顶砾石海滩的原始风貌
已荡然无存。蓬莱西北部沿海，

在不到10km的岸段上分布着

玄武岩台地海岸、黄土海岸、砂

质平原海岸、基岩台地海岸等

多种海岸类型，具有较大的科

学研究和潜在的旅游开发价

值，由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
在附近海域的登州浅滩人为大

量采挖砂石，蓬莱西北部海岸

失去天然保护屏障，海岸侵蚀

急剧加强，造成沿海旅游资源

丧失，并严重威胁到沿海村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经济损失巨

大，不但严重制约了沿海自然

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旅游

业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也受

图   



到不良影响。

4．滨海旅游环境的污染严
重

我国沿海地区有8万余家

各类工矿企业和2亿多人口，
其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尚未全

面实施深海排放，大都直接排

放入海，再加上工业固体废料

和生活垃圾大量堆积在岸滩或

沿海城市周围，对沿海旅游资

源和环境造成非常不利的影
响。随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程

度的加大、工业迅速发展及人

口高度集中，这种环境压力也

不断加大。据统计，1998年我国

陆源排人海洋的污水量达103

亿t，海水养殖排放水达782亿
t。污水中含有COD、油类、铜、

铅、锌、镉、汞、氨氮、磷酸盐、

BODs、砷、酚、氰化物、硫化物等

大量污染物质，造成近岸海域

近70％超过三类海水水质标
准；海湾中的沉积物近60％受

铬污染，30％以上受重金属污

染，10％以上受石油污染严重；

近海的重要经济鱼虾类的产卵
场和育肥场被污染面积达80％

以上，许多滩涂及浅海养殖区

出现老化和退化现象；渤黄海

生物体中石油、农药和一些致
癌物质的检出率较高；南部海
域的红树林和珊瑚礁破坏严

重；赤潮灾害频繁发生，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海域每年记录

到的赤潮均在30次上下，尤其

近两年赤潮发生区域呈从近岸

局部海域向整个近海海域不断
扩展之势，几乎所有海域均发

生赤潮，1999年渤海在连续几

年发生赤潮后又暴发了面积达
6 500km2的大规模赤潮，因赤

潮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由20

世纪90年代初期的近亿元增

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近10
亿元；沿海海水养殖病害事件

屡屡发生。而各种海洋开发活

动如海上船舶运输、石油开采

造成的溢油事件近年也呈增长

趋势，更加剧了海洋环境的恶

化。每年因赤潮、溢油、病害和
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50亿元。近年来，随着《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

深人贯彻实施，我国海洋环境

监督管理得到加强，并加大了

对海洋环境的监测力度。目前，

我国管辖的大部分海域环境质

量基本保持良好状态。但是，随
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近岸海域环境

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受到严

重污染的区域进一步扩大，赤
潮灾害频发，海洋生态环境受

到威胁。最新的监测结果表明，

2001年，尽管全国未达到清洁

海域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与上

年相比略有减小，但近岸海域

污染仍然较重，局部海域环境
呈继续恶化趋势；大连湾、锦州

湾、秦皇岛、闽江口等局部海域

海洋沉积物受到较大程度污

染，其他海域海洋沉积物质量
基本状况尚好；近岸海域海洋

生物质量状况基本良好，但兴

城、深圳湾、金州湾、闽江口等

个别地点贝类体内仍残留镉、

石油烃、砷等污染物质；海洋赤

潮发生次数增多、发生时间提

前、影响面积扩大、危害严重。
这说明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恶化

的趋势仍未得到遏制。海洋环

境的污染对旅游业的影响是十

分明显的，污染严重海域和海

滩的旅游活动往往大幅减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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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开发重獗彩
旅游收益显著降低。

二、滨海旅游资源可持续

利用应遵循的原则

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的原则

是指滨海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

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
则。尽管不同的滨海旅游资源

在性质、价值、数量、分布空间

等方面有差异，开发方式各不

相同，但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

仍有一定的基本原则可循。
1．市场导向原则

所谓市场导向原则，就是根

据旅游市场的需求和变化，确定
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的主题、规模

和层次。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一条基本准则。市场导向原则要

求在开发滨海旅游资源前，一定
要进行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准

确掌握市场需求和竞争状况，结
合资源特色，积极寻求与其相匹

配的客源市场，确定目标市场，

以目标市场需求为方向对资源

进行筛选、加工和再创造。例如，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逐渐

增多，游客需求多样化、个性化
趋势日益明显。为了适应当前旅

游需求由大众观光游览型向个

性化、多样化、参与性强的方向

发展趋势，就要对现有滨海旅游

资源进行深层次开发，增加活动

项目品种，设计各种各样参与性
强的滨海旅游活动项目，才能不

断地满足旅游者的需要，确保滨
海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2．独特性原则

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的独特

性原则要求，在开发过程中不

仅要保护好滨海旅游资源的特

色，而且应尽最大可能突出各

地滨海旅游资源的特色，这是

它们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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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在；且差异越大，独特性就

越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就越

大。

独特性原则要求滨海旅游

资源开发必须突出民族特色、

地方特色，尽可能保持滨海旅
游资源的原始风貌。实践证明，

成功的景区景点都是以其独特

的性质和特色而吸引天下游客

的。当然，独特性并不是单一
性，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在突出

特色的基础上，还应具有多样
化特点，以丰富旅游活动，满足

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3．经济效益原则

滨海旅游业是一项经济产
业，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同属经

济活动范畴，经济利益是进行
滨海旅游资源开发的主要目的

之一。因此，应当进行旅游经济
投入——产出分析，确保滨海

旅游开发活动能带来丰厚的利

润。要在对旅游市场进行充分

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对各个滨
海旅游资源开发项目的可行

性、投资规模、建设周期、对游

客的吸引力、资金回收周期等

各方面，都应有详细的数据分

析；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滨海旅
游资源，应统筹规划，分清主

次，选择重点项目优先发展，增

强对游客的吸引力；考虑资金、

人力、物力等供给因素以及旅

游需求的动态变化，滨海旅游
资源的开发应采取阶段式进

行，开发布局要有一定的弹性，
留有余地，以满足游客不断发

展的新需求。

4．海洋环境保护与社会效

海洋生态环境是海洋旅游

资源赖以存在的物质空间。滨

海旅游区之所以必须重视海洋

资源与环境的保护，控制污染，

是因为它主要依赖海洋旅游资

源和良好的海洋环境质量来吸

引游客。保护好海洋旅游资源

和海洋生态环境不仅是为了长
远利益，也是为了当前利益。这

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处
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保护

滨海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不

被破坏。另一方面要控制滨海
旅游区的游客接待数量，将其
限定在海洋环境承载力之内。

以维持生态平衡，保证旅游者

的旅游质量，使滨海旅游资源

能够永续利用，滨海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

同时，滨海旅游资源开发
还必须注重社会文化影响，必

须遵守旅游目的地的政策法规

和发展规划，必须不危及当地

居民的文化道德和社会生活，

并通过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为
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加快

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文化交

流和信息沟通，以得到当地政

府和居民的认可和支持。总之，

只有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并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协调统一，海洋旅游
资源的开发才能成功。这是滨

海旅游资源开发的一条总原
贝U。

5．综合开发原则

综合开发是指围绕重点项

目，挖掘潜力，逐步形成系列产

品和配套服务。为了丰富滨海

旅游活动内容，延长游客旅游

停留时问，提高滨海旅游经济

效益，应在保证重点项目开发

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新项目、新
内容；以滨海旅游资源开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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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逐步建立健全吃、住、行、
购、娱等旅游服务和配套设施，

形成完善的滨海旅游服务体

系。这是滨海旅游开发向深度

和广度发展，降低成本，形成规

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
途径。

三、面向可持续开发利用

的滨海旅游资源保护对策

1．树立滨海旅游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发展理念

海滨是海洋与陆地之间的
过渡区，它是世界上最具吸引

力的地方之一，也是一个敏感
的生态系统。过去在进行滨海

旅游项目开发的过程中，我们

由于对沿海地区的自然环境与

海洋生态系统的敏感性缺乏正
确的认识，海滨开发项目往往

沿着沙滩鳞次栉比，高大的建
筑将海滨与陆地隔离开来，破

坏了海滨的自然环境，造成沿

海大片海滩地区吸引力减弱，
开发项目难以维持生存的后

果，对此必须进行总结和改

进。对海滨地区的开发必须注

重可持续发展，突出创造性和

吸引力，应制定适合的、具体的

方针来实行保护性开发，要有

统一规划，并要根据需求的增
长情况循序渐进地进行开发建

设。避免盲目建设、过度开发，

保护滨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防

止它们遭到破坏。

旅游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也
应注重市场需求及发展的可持

续性，而不是仅以大型的人造

项目和盲目的大量投资来发

展。实践证明，单纯以投资为驱

动力发展旅游业的方式在经济

上是没有生命力的．既破坏了
环境也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

滨海旅游资源不单是滨海

旅游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

且它本身就是经济资源，其开

发利用是有代价的。因此，对滨

海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做
到开发与保护并举。对于那些

不易破坏滨海旅游资源和环境

的项目，要以开发利用为主，大

力开发建设；对于稀缺的、不可

再生的滨海旅游资源，则应以

保护为主，在不破坏资源的前
提下，实施科学的有限开发战

略。同时，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

必须讲究经济效益，关注生态

平衡，追求社会公平，实现三者

的有机结合。此外，还要兼顾局

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
和长远利益，合理安排资源开

发的序次．不断开发新资源设

计新项目，保持滨海旅游资源

的吸引力经久不衰。

2．加强保护滨海旅游资源
工程建设

滨海城市岸段往往需要承

载大多数游客的旅游活动，环

境问题也最为突出。随着全球

海平面的不断上升以及人类海

洋开发活动的频繁发生，海岸
侵蚀有加剧发展的可能。因此，

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滨海旅游岸

段的保护和改造工程建设，对

于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如对遭受侵蚀的旅游海

滩可采取人工移砂补滩(人212
养滩)的办法，从陆地或深海取

砂在旅游海滩投放，达到保护
海滩的目的，这方面国外已有

很多成功的经验。

3．重视偏离大中城市的滨

海海滩旅游资源开发

大中城市周边地区滨海旅

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能够

使长期闲置的资源实现其经济

价值，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而

且可以在旅游旺季分流一部分

游客，从而使大中城市滨海旅
游景点和场所的环境压力得到

缓解和降低。

4．加强滨海旅游资源的规
划管理

加强滨海旅游资源的规划

管理对于实现滨海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在

对我国滨海旅游资源动态变化

的调查、评价和开发利用规划

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健

全滨海旅游资源的管理条例，

以指导和协调滨海旅游资源开
发。根据各地滨海旅游资源的

特点，从因地制宜的原则出发，

统一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合
理布局旅游设施和设置景点，

避免盲目开发和短期行为，以
防止不当的海滨开发项目建设

影响适应未来国际国内市场所
需的高档设施的建设。对于旅

游开发价值高但目前尚无力进

行开发的滨海地区和海岛，可

将其确定为滨海旅游资源保护

区，切实将滨海旅游资源保护
落到实处。各旅游目的地在接

待游客时，不能超过旅游景区、

景点的承载能力。要对游客流

向及旅游景点客流分布做认真

的规划和管理，通过控制售票

量，开发增设新的景点、卖点，
限制和分流生态环境敏感地点

的游客数量，使旅游资源在其

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接待参观游
客。

另外，还要完善规范旅游

企业经营和滨海旅游资源管理
的法律法规，约束滨海旅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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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开发

发中的不良行为，并加大执法

力度，控制游客的不当行为，从

而减少和避免旅游开发对旅游

资源环境造成的破坏。
5．加大对滨海旅游环境保

护的力葭

重要的旅游岸段多位于城

市和海湾的湾顶，常受城市工

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排放的影

响，污染十分严重。因jtl：，滨海

旅游环境的改善要同城市环境

保护总体工作结合起来。首先，
要控制陆源污染物人海，加速

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和32业污

染治理，实施城市污水处理和

远海深水排污工程，减轻对滨

海旅游环境的污染。并对沿海
城市人海河口、排污口、港湾等

进行综合治理改造，改善近岸

海域环境质量。还要完善海洋

环境保护法规建设，加强执法

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采取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

同时，要加强对旅游者、旅

游从业人员和旅游地居民可持

续发展及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教

育。树立起环境质量意识，认识

到海洋环境质量的优劣是关系

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子孙

后代生存发展的大事；树立环
境公德意识，不为局部或眼前

利益而损害他人或全局的利

益。人类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通

过媒体宣传，提高他们保护滨

海旅游环境的自觉性，使他们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滨海旅游环

境保护的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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