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海域使用管理工作的日益深

入，个类细化管理的重要性逐渐突显，

合理划分海洋资源类型、建立各类海

域使用效益评估指标体系、科学评估

海域使用综合效益对有效推行海域使

用论证、强化海域管理等方面都有着

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辽宁海洋旅游资

源为切入点，在分析其资源特征的基

础上，对海域管理所涉及的旅游资源

进行分类研究，以期为海域使用综合

效益评估指标体系及方法的建立奠定

基础。

1．海洋旅游资源特征分析

辽宁濒临黄、渤二海，海岸绵长，

海域辽阔，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类型多

样，其间孕育了丰富的海洋旅游资

源。由于海岸类型、海岸与海域地质地

貌、海水动力条件及历史文化淀积等

诸多因素的差异，其海洋旅游资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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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鲜明的地区特点。

(1)辽东半岛东岸。分布于鸭绿

江口一城山头，区内以淤泥质海岸为

主，滨海湿地发育，滩涂宽展，鸭绿江

口及大洋河口两岸芦苇丛生，平原海

岸及潮间浅滩上分布有零星的残丘和

孤岛，滨海风光柔姿秀丽、玲珑透逸，

大鹿岛附近海域曾经爆发了震惊中外

的中日甲午海战。

(2)辽东半岛南端。分布于城山

头一黄龙尾，该区以基岩海岸为主，沿

岸裸崖陡峭，岸线曲折，岩礁发育，岬

湾相间，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塑下，

海蚀地貌景观多姿多彩、栩栩如生，展

示着一幅幅绚丽、精美的地质杰作。两

岬环抱的海湾滩缓沙细，波平水清，构

成天然海水浴场。众多的岛屿点缀在

蔚蓝色的海面上，每一个岛、礁都是一

幅生动的画面，都有一个动人的传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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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辽东半岛西岸。分布于黄龙

尾一盖平角，该岸段基本属沙质海

岸。区内岸线平直，沙滩宽阔，沙质纯

净，海水清澈，沿岸林木繁茂，形成绵

延数千米的天然海水浴场，岬角处崖

壁垂挂、风光旖旎。

(4)辽东湾顶。分布于盖平角一

小凌河口，以淤泥质海岸为主体，沿岸

有辽河口、双台河口、大凌河口、小凌

河口，滩涂宽展，分布着我国现存最大

的芦苇湿地，浩翰苇海一望无际，双台

河口的潮滩植被一红色碱蓬绵延几十

千米，犹如天女织就的红地毯。

(5)辽东湾西岸。分布于小凌河

口一山海关，以砂砾质海岸为主，仅局

部岸段基岩出露，岸线平直，沙软滩

平，海水清澈，怪石嶙峋，人文景观历

史悠久，具有古、奇、绝、名等鲜明特

   



点。

2．旅游资源分类方法

目前，国内关于旅游资源分类有

几种不同的方法，尽管彼此间存在一

定的差异，但其目的均在于如何有利

于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和管理，以获

取更大的效益。主要分类方法有以下

几种。

(1)按旅游资源本身的属性分

类。此种分类是根据旅游资源的属性

将其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

源两大类，如《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

(1992)》就是采用该分类方法。

(2)按旅游活动的性质分类。根

据旅游活动性质，一般可分为观赏型、

运动型、休闲型、娱乐型以及特殊型旅

游资源(如具有科学考察价值的旅游

资源)。

(3)按旅游资源的特性并结合旅

游活动性质分类。结合旅游资源的特

性和旅游活动性质两种因素可将旅游

资源分为利用者导向型游憩资源(如

球场、动物园、一般性公园)、资源基础

型游憩资源(如风景、历史遗迹、远足、

垂钓)和中间型游憩资源(介于前二者

之间)。

(4)按旅游资源的市场特性和开

发现状分类。该分类方法可分为已开

发、即将开发、未经开发或潜在的、现

代人工打造的旅游资源。

(5)按旅游资源的级别分类。该

分类方法将旅游资源分为国家级旅游

风景资源、省级旅游风景资源和市

(县)级旅游风景资源。

3．辽宁海洋旅游资源类型划分

根据海域使用管理的需求及目

的，辽宁海洋资源按旅游活动性质可

分为观光揽胜类、生态旅游类、休闲度

假类、科学考察类等几种类型。

(1)观光揽胜类。该类型属传统

的海洋旅游活动，它以具有一定美学、

史学价值的自然、人文物象为客体，加

之海边清新的空气，吸引游人观赏。

辽宁沿海多处岸段地质构造复

杂，海蚀作用强烈，自然营力在漫长的

地质历史时期内给海岸、岛礁等雕塑

出千奇百怪的地貌形态，丹东的大鹿

岛，大连的长山群岛、金石滩、市区南

部一旅顺海滨，营口的仙人岛，锦州的

大笔架山，葫芦岛的菊花岛等地海岸、

岛屿造型奇特，风光迷人。它们或沿岸

奇伟、嵯峨峥嵘，或礁石嶙峋、崖壁垂

挂，龟裂石、象鼻洞、神龟探海、玫瑰

石、巨龙卧海、海龟思归、大象吸水等

一大批地貌景观多姿多彩，充满魅力，

为人们观赏、游览提供了天然物质基

础。同时沿海地区发展历史悠久，古迹

众多，黄海北部的中日甲午战争、旅顺

日俄战争遗迹等与自然景观有机融为

一体。

(2)生态旅游类。生态旅游也称

。绿色”旅游，它姻于自然环境保护和

人们旅游需求这两种独立发展趋势的

结合，是国际旅游新近兴起的一种高

级旅游活动。

辽宁省沿海分布着鸭绿江口滨海

湿地、城山头海滨溶岩地貌景观、蛇岛

一老铁山、双台河口鸟类、辽东湾斑海

豹等国家级以及一批地方级自然保护

区，它们不仅具有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挽救珍稀濒危生物物种的功能，还拥

有宝贵的地质地貌及生物景观。该类

旅游为游人增强环境、资源意识提供

了良好的教材，使游人在领略自然的

同时，自觉保护自然。如双台河口鸟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地8万ha，区内

芦苇湿地发育，一望无际的苇海绿浪

翻滚，芦花飘香，河口滩涂碱蓬红的似

火，湿地内栖息着397种野生动物，其

中有236种为鸟类。置身绿海红滩，聆

听雀鸣鸟唱，无不唤起人们珍惜大自

然、呵护大自然的激情。

(3)休闲度假类。指可进行海水

浴、垂钓、赶海、水上(海岸)运动等娱

乐活动，以满足人们休息、疗养、消遣

的需求。当今以海滨休养、娱乐为中心

的活动已风靡全球，辽宁沿海气候温

和，阳光充足，许多岸段海岸平直，滩

缓浪轻，水质清洁，具有阳光(Sun)、海

水(Sea)和沙滩(Sand)的“三s”资源优

势。海滨空气清新，空气中富含碘及大

量的负氧离子，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有益于身体健康。全省共有海水浴场

90余处，其中大连、葫芦岛、营口等地

的众多浴场具备国际一流海水浴场的

条件。

近年来，都市文化节奏的加快引

发了人们回归自然的欲望，因此海洋

休闲旅游开始成为一种时尚，许多地

方利用海域天然条件，开展垂钓、赶海

等休闲活动，使游人忘却了都市的喧

哗、工作的烦恼，让游人领略返朴归真

的感受。

水上(海岸)运动也是近年来海洋

旅游开发的项目之一。通过在海岸、海

域构筑一定的工程设施，进行沙滩排

球、游艇、帆船、舢板等运动，如金石滩

沙滩排球、游艇，它们既可用于正式比

赛，也可成为游人的娱乐内容，颇受中

外游人的喜爱。

(4)科普教育类。科普教育旅游

是一种人类综合情感活动以及学习知

识的体验，使游人在科普教育中感受

到获得知识的快乐。随着人类文明程

度的提高，全球的旅游已进入探索大

自然奥秘的高层次旅游时期。辽宁沿

海许多地质地貌景观都记录着沧海桑

田的演化史，展示出大自然变迁的生

动语言，为人们研究古地理、古气候、

古生物及海洋地质等提供实体。大连

地区的城山头海滨溶岩地貌、金石滩

地质珍迹、棒棰岛小构造群、金州龙王

庙海岸的平卧褶曲、锦州地区的大笔

架山连岛砂坝等均具有极高科学研究

价值和科普教育意义。这些宝贵的旅

游资源不仅吸引了国内外有关专家、

学者前来研究考察，还为开设青少年

夏令营、冬令营进行海洋、地质科普教

育提供素材。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海洋旅游资

源的多功能性，同一区段海岸及海域

一船可同时进行多种类型的旅游活

动，许多观光揽胜类的资源也具有科

学考察、科普教育功能，休闲度假类的

资源多数与观光揽胜类相依并存，等

等。因此，在海域使用论证及海域管理

过程中，既要考虑个类，同时也应兼顾

其他，以便充分发挥海洋旅游资源的

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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