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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２０１３年正值中国海洋旅游年，是海洋旅游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文章针

对环渤海地区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区域海洋旅游发展的优势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环

渤海地区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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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旅游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以海洋为依托，为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求为

目的而进行的海洋游览、娱乐和度假等活动所

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１］。近年来，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精神层次的追求，海洋

旅游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日益受到关注，发

展前景广阔。“美丽中国”的成功拍摄和 “２０１３

中国海洋旅游年”的历史契机为海洋旅游的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而环渤海地区海洋

旅游资源丰富，更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大开发力

度，使海洋旅游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

长点。

１　研究地区概况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最具发

展潜力的地区之一，是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

角洲之后我国的第三大经济增长极。同时，环

渤海地区地处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位于

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在发展经济、开展

国内外各领域合作方面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

海洋旅游发展迅速且潜力巨大。

环渤海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在空间上呈多中

心的网状旅游网络， （图１）
［２］，以北京、天津、

大连、青岛为区域中心。海洋旅游的开发应首

先考虑本地区的旅游业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开发区域特征对海洋旅游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对策和建议。

截至目前，对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的理论

研究还很少，在中国知网上检索 “环渤海地区

海洋旅游”，尚未发现相关文献。资源开发、市

图１　环渤海地区旅游网络

注：图中数字代表城市：１为北京；２为天津；３为大连、青

岛、烟台、秦皇岛、丹东、潍坊、威海和唐山；４为葫芦岛、

营口、盘锦、沧州、滨州和东营．

场营销、产品设计等诸多方面理论研究的缺失，

使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

系，严重影响其发展，应加大重视程度。国内

对海洋旅游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海洋旅游

资源分类［３－４］、海洋旅游产品优化［５－７］，海洋旅

游区划研究［８－９］和海洋旅游发展对策探讨［１０－１２］

几个方面。

２　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发展优势

２１　地理位置优越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北方、东北、西北３个

地区的结合区域，环抱我国最大的内海以及山

东和辽东两个半岛。内连北京和天津，远望日

本和韩国，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系统发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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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为中心，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为两翼形

成横向交通网络；哈大、京沪、京沈形成纵向

交通网络。空中航线密集，现有各类民用机场

３０多个。大小港口近４０个，其中大连、天津、

秦皇岛、丹东、营口、锦州、烟台等为重要的

国际性口岸，年吞吐量约占全国总吞吐量的

４０％以上，与世界上１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

易往来。

２２　旅游资源丰富

环渤海地区海岸线长达５８００ｋｍ余，占全国

海岸线的近１／３，拥有各种滨海地貌类型。本区

四季分明，景观多样，景观地域系统比较完整，

资源空间组合安排合理。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资

源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特色突出，个性鲜明。天

津的人造海滨浴场，是我国最大的人造浴场之一；

秦皇岛不仅有远近闻名的北戴河和南戴河，秦皇

求仙入海处更是充分展现宗教文化；大连的老虎

滩公园、圣亚海洋世界展示神奇别样的海底世界；

烟台的蓬莱阁恍若仙境；威海的刘公岛、甲午博

物馆再现我国抗战军旅历史。

２３　开发前景广阔

环渤海地区拥有国家４Ａ级景区５８个，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９个，历史文化名城３个，优秀

旅游城市８个。本区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较为

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为海洋旅游发展奠定基

础。此外，本区客源市场辐射范围较广。对于

国内，环渤海地区清凉的海水和幽静的海洋环

境是西北内陆游客和南方城市游客避暑休闲的

度假场所。对于国外，环渤海地区打开日本、

韩国甚至东南亚国家领略中国风土人情、感受

中国渊源文化的大门，客源市场前景广阔。

３　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发展存在问题

３１　产品结构单一

环渤海地区各旅游城市和旅游企业对开发

海洋旅游的认识不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海洋旅游极少独立开发和建设，多归于本地区

整体旅游活动当中。相关专业人员的稀缺，使

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资源尚未有效地转化为旅

游产品。产品设计和研发力度不够，结构单一，

观光型游览项目所占比重过大。以体验性和娱

乐性为主的旅游产品缺失，严重影响环渤海地

区海洋旅游对国内外游客兴趣的吸引，阻碍其

进一步发展。

３２　合作意识不强

环渤海地区内旅游业发展不均衡，合作开

发中难免出现某种程度上的不平等现象。缺乏

相关政策的规范和管理，再加上地方利益的驱

使，导致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合作开发意识不

强，热情不高。滨海城市中，天津、大连、青

岛旅游竞争力最强，但分布较为分散，对周边

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容易导致区域

极化现象。烟台、威海、秦皇岛虽具备一定的

经济基础，但在旅游资源开发管理、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存在欠缺，无法均衡天津、大连、青

岛的优势旅游竞争力，难以达到平等合作［１３］。

４　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４１　加强区域合作，实现资源整合

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资源丰富，应重点开

发建设，做大做强海洋旅游。基于打响环渤海

地区海洋旅游品牌的考虑，建议率先发展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的海洋旅游，并提出开发环渤海

地区邮轮旅游的设想。对天津、大连、青岛、

烟台、威海和秦皇岛６市进行海上旅游资源和

陆地旅游资源的整合，突出区域特色。在此基

础上，加强区域合作，整体营销环渤海地区海

洋旅游 （表１）。

表１　环渤海海洋旅游资源整合

城市 海洋旅游资源 陆地旅游资源 整合主题

天津
海滨浴场

渤海度假村

盘山

古文化街
文化 、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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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海洋旅游资源 陆地旅游资源 整合主题

大连
金石滩

老虎滩
森林动物园 趣味、娱乐

青岛
海底世界

方特梦幻王国
崂山 观光 、探险

烟台
蓬莱阁

海洋极地世界

张裕葡萄酒城

养马岛
宗教 、体验

威海
刘公岛

西霞口度假区

华夏城

神雕山动物保护区
爱国 、生态

秦皇岛

黄金海岸

新澳海底世界

南戴河 北戴河

山海关

祖山
历史 、自然

４２　挖掘文化内涵，产品多元开发

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方式略显单调，旅游

产品过于单一，以观光游览为主，多元化开发

迫在眉睫。然而，与其他旅游方式相比，观光

型产品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和便利性，在一定时

期内，观光旅游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仍将占有很

大比例。产品多元化的开发要与发展观光旅游

同步进展，切勿舍本逐末。环渤海地区海洋旅

游产品多元化的开发可考虑结合各城市优势，

从以下旅游产品入手。

从增加游客参与性角度考虑，开发趣味体

验型旅游产品。具体娱乐活动包括帆板、跳伞、

海上摩托、沙滩排球、节庆狂欢等。例如，大

连老虎滩、星海公园、棒棰岛、营口金沙滩等

适合开发。

针对中青年爱好新奇冒险的游客，开发军

事探险型旅游产品。海底潜水、荒岛生存训

练、军事极限活动等刺激挑战性强的旅游产品

可供游客任意选择。威海有刘公岛、成山头风

景区，唐山有景忠山、抗震纪念碑，类似城市

可结合本地优势旅游资源，开发该类海洋旅游

产品。

对于以康复保健、休闲度假为海洋旅游目

的的游客，开发体育健身型旅游产品。从休闲

保健、医疗角度考虑，安排相应基础设施，并

适当组织竞技比赛。葫芦岛兴城海滨疗养院、

天津渤海度假村适合此类旅游产品的开发。

针对求知欲强的知识分子及学生市场，开

发文化探讨型旅游产品。关于宗教民俗、工业

建筑、特色动植物等方面，可以开展宗教旅游、

工业旅游、生态旅游等以探索讨论为主题的旅

游产品。潍坊杨家风筝节等民俗文化、天津盘

山佛门圣地等宗教文化、东营盘锦丹东等地的

生态文化都是适合该类产品开发的优势旅游

资源。

对于中老年高消费游客，开发尊贵高端型

旅游产品。邮轮旅游、游艇、温泉、高尔夫等

活动可以提供给游客不同于嘈杂都市的静谧安

详的旅游环境，尽显海洋旅游的独特与典雅。

环渤海地区不少城市建有温泉度假村，海洋旅

游产品的开发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强其他

高端产品的开发，注重各类高端旅游项目的

合作。

４３　提升公众意识，实施科教兴海

４３１　注重科技创新

海洋环境的复杂性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脆弱

性决定海洋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重在科学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生态环境质量的清洁卫生技术、

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技术、提高决策科学

化的评估技术等先进技术决定海洋旅游的兴衰，

应抓紧推广。环渤海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较多，

为 “科技兴海”提供便利条件。环渤海地区应

积极创新海洋高新技术，并将其视作旅游资源

加以开发，创建海洋技术园区和科技旅游示范

点，拓宽传统海洋旅游资源的范畴，促进滨海

城市海洋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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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培养专业人才

海洋旅游的发展依靠一批高素质、精理论、

务实践的专业人才队伍，在经营管理、环境监

测、景观设计、宣传营销等各方面保证海洋旅

游的高质量运营，提高、完善海洋旅游的每一

细节运作。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开发还处于发

展阶段，亟须专业人才。一方面，高校和科研

院所应加大研究投入，重视人才培养；另一方

面，积极引进高层次的海洋旅游科技人员和管

理人才，加速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的发展。

４３３　提升民众意识

其一，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普及海洋知识，

让孩子从小树立海洋开发和海洋保护的意识。

这样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海洋相关知识的兴

趣，为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也潜在的对海

洋旅游进行宣传。其二，增强对公众海洋知识

和环保意识的教育。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资源

丰富，海洋文化气息浓重，可以进行海洋知识

竞赛、体验海上娱乐项目等活动的组织和安排，

强化海洋文化氛围，培养公众保护海洋环境的

意识，宣传本地区海洋旅游。

４４　重视环境保护，践行生态旅游

４４１　资源合理开发

环渤海地区旅游局及相关旅游企业应充分

重视海洋旅游环境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开发旅

游资源之前，务必进行认真调查，分析开发可

行性，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并完善海洋旅游开

发规划。环渤海地区作为陆地－海洋－大气强

烈交互作用带，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

海洋旅游开发要重视环境保护。旅游资源的开

发务必建立在环境承载力之上，环境是海洋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尤其是对稀有和不可再

生的海洋旅游资源，应以保护为主，严格控制对

其开发力度。

４４２　实行严格监管

环渤海地区海洋旅游仍处于发展阶段，各

市政府应加大宏观监测管理的力度，严格规范

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的相关条例，部门分工明

确，强调部门职责，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切实保护海洋环境。此

外，环渤海地区应积极重视高新技术在海洋旅

游中的应用。建立健全海洋旅游资源信息管理

系统和全动态监测评估系统，重点加强对滨海

城市陆源污染物的排放管制，严格控制污染物

总量，尽量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努力

实现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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