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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但是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产品优势，文章在对

黄河口生态旅游资源状况客观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产品开发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提出了

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的具体策略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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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独具特色的植被景观、野

生动物景观、地貌景观、黄河河口水景、天象景

观和油田景观，形成了保护区以“奇”、“旷”、

“野”、“新”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旅游资源。黄河三

角洲自然保护区区位良好、交通便利、政策优

越，客源市场充足，环境容量大且旅游开发具有

一定基础，生态旅游开发前景广阔。

一、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的SWOT

分析

SwOT分析法，又称态势分析法，是系统分

析的常用方法，S指的是strengths(优势)，w指

的是weal【nesses(弱势)，O指的是Opportunities(机

遇)，T指的是％reats(挑战)。运用SwOT法系统

分析黄河口生态旅游资源，找出其优、劣势，发

现其外部机遇和挑战，有助发挥优势，转化劣

势，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一)、黄河三角洲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势分析

1．高度特异性的生态旅游资源

黄河口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河口，这里形成

着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有国家级湿地与鸟类

自然保护区。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内景色秀丽，气

候宜人，有白天鹅、丹顶鹤等283种鸟类，被誉

为珍禽的乐园；野生植物达393种，柽柳、天然

芦苇荡成为一大独特的景观。整体上讲，旅游资

源广布整个保护区，且分布比较集中，类型多种

多样，旅游资源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较

高，且彼此连接有序，有望形成系列性的生态旅

游产品。

2．“母亲河”入海处的巨大亲和力、召唤力和

凝聚力

黄河在全世界华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黄河人海口则是滔滔黄河一泻千里、奔流人海的

地方，到黄河人海口参观、考察、旅游是众多华

人多年的梦想，而黄河口这一特定的位置无疑会

在全世界具有华人情节的人们心中产生更大的

亲和力、召唤力和凝聚力。

5．“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品牌优势

国务院1992年批准在黄河口自然保护区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4年黄河三角洲国家地

质公园经国土资源部批准正式成立。“黄河三角

洲国家地质公园”、“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拥有的品牌优势，不仅仅将黄河三角洲生

态旅游区界定为一个认识黄河、认识河流地貌、

认识沉积构造的新科普基地，而且为本区生态旅

游资源的开发作了科学定位。

4．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由于过去没有进行

·110·海洋开发与管理

   



大规模的旅游开发，虽然胜利油田的生产建设活

动对旅游资源客观上产生一定程度的规模破坏，

但是，黄河口旅游资源总的来说保存是完整的，

这为将来的系统开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发展的劣势分析

1．资源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产品优势和经

济优势

黄河口独特的旅游资源仍然处于待开发状

态，资源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产品优势，多数资

源还处于原始或半原始状态，旅游资源搁置的现

象还比较突出。尚未形成具有强吸引力的旅游形

象品牌，没有开发出黄河口标志性和品牌性的生

态旅游系列产品。

2．黄河口生态旅游资源类型单一，缺乏标志

性产品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旅游资源虽然独特，但主

要以自然生态资源为主，类型单一。且仍处于发展

的初级阶段，缺乏拳头旅游产品，更缺乏具有竞争

力的娱乐型、参与型、享受型等个性化、多样化的

旅游产品。目前缺乏精品和亮点，而且景观质量季

节差异极大，旅游淡旺季矛盾突出，在旅游产品开

发上缺少精品化和个性化的旅游产品。

5．旅游行业管理水平不高、服务设施建设不足

从东营市旅游行政部门设置分析，各县区旅

游局成立时间并不长，旅游行政管理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高，服务意识有待加强，旅游业发展的体

制、管理环境和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

与旅游业发展配套的相关旅游设施建设不足，专

为旅游者设计和建设的旅游服务设施较少，且现

有旅游服务设施普遍存在投入少、档次低、质量

差、功能不全的问题。

4．认识不足、观念落后，旅游服务意识不强

由于东营市旅游业发展时间较短，各部门普

遍存在对于发展旅游业对于区域经济作用和重

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对于旅游业发展在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

导致实践中在旅游规划、支持旅游业发展、为旅

游业发展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为游客营造良好的

旅游环境方面积极性不强。

(三)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发展的机遇分析

1．生态旅游正在成为国内旅游的主流

在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生态环

境，尤其是城市生活、工作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及

社会节奏的加快，各种观念的冲击，使人们的心理

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人们迫切希望能重新走进大

自然、“回归大自然”、“返璞归真”，使自己的身心

得到放松与恢复。在这一背景之下，生态旅游逐渐

成为21世纪旅游国内旅游的主流，这种趋势意味

着旅游市场将进一步拓展，给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产品开发带来新的机遇。

2．环渤海经济圈的形成为黄河口生态旅游

开发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形成，圈内的经济往来

将更加密切，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一经

济圈将成为我国的重要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

地，正逐渐形成一个热点区域。黄河三角洲处在

环渤海经济圈比较中心的位置，交通便利，信息

畅通，环渤海经济圈的形成为黄河口生态旅游产

品开发提供了客源保证，也为黄河三角洲旅游业

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四)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危机

1．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对于黄河口生态保护区进行的旅游规划和开

发，无论其规模如何，客观上必将对其生态环境产

生破坏性影响，因此在深度开发黄河口生态保护

区旅游自然资源的同时，减少游客涌入对生态环

境造成的压力，降低对环境的破坏，是黄河口生态

保护区旅游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2．对黄河文化与三角洲文化的深层内涵挖

掘不够

对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关键是注重深

层次内涵——黄河三角洲文化的挖掘。目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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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口生态保护区的旅游规划和项目产品设计，

还仅仅停留在对黄河自然景观的利用上，产品类

型以一般性观光游览产品为主，产品类型单一，同

质化严重，协调性较差，层次感不强，亲和力不

够，对于黄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相互融合的黄河三

角洲文化的深层次挖掘和展示度还远远不够。

5．对客源市场定位认识不足

根据市场调查资料分析，目前存在对于黄河

口生态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定位认识不足的问题，

存在认为黄河口生态旅游资源所面对的客源市

场就是整个大众旅游市场这样的误区。黄河口生

态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定位并非传统的大众市场，

根据对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客源市场调查，国际游

客有三种：经商、科考、探险和生态旅游的游客、

胜利油田观光、学习的游客；国内游客也分为三

类：会议旅游、青少年夏令营活动、休闲游。就游

客行为特征分析具有三个共同点：高素质、高学

历、热心环保。据此可以明确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的基本客源市场定位为：具有高素质、高学历、

热心环保事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大专院校教师、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

工作人员、学生等。

4．宣传与产品开发时序脱节

目前存在产品开发与宣传促销方面存在脱

节的问题。目前黄河口生态旅游资源处于开发初

期，产品开发、配套服务、环保设施尚不完善，更

为严重的是无论管理者还是游客环保意识不是

太强，在现阶段进行大规模的强势宣传容易在实

践中产生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游客大批涌入，对

生态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二是游客满怀期望而

来，但产品开发滞后，使游客失望而归，不利于

市场的培育。

通过上述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黄河口生态旅

游区旅游业发展优势与劣势并存，机遇和挑战同

在。辨证地看待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

充分发挥优势，努力变劣势为后发优势，正确抓

住机遇，勇敢面对挑战，是黄河三角洲生态旅游

实现后发崛起的必由之路。

二、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策略分析

针对当前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面临的主要问

题和存在的不足，在开发过程中，应主要从政策

扶持、管理体制、产品设计与开发、客源市场定

位、宣传促销等方面选择合理的策略。

(一)整合东营市境内旅游资源，形成合力

从区域范围内资源类型分析，东营市区域内

的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大油田、湿地生态、孙

武故里等主要旅游资源互补性较差，景区与景区

之间就资源类型而言相互协调配合不够，因此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依托现有的旅游资源，进

一步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旅游产品结构，丰富旅

游产品类型，使旅游产品形式多样化，旅游产品

搭配合理化，完善旅游设施，培育具有国际知名

度的黄河口旅游品牌。

(二)优化产品结构，科学设计旅游线路

‘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目前主次不f明的问题

特别突出。消费者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同样适合于

旅游者，旅游线路的设计也应遵循这一规律，把

握游客心理活动，合理搭配和安排设计旅游过程

中的旅游导入产品、铺垫产品，最后使旅游者体

验到整个旅游活动的高潮产品(精品产品、标志

性产品)。目前整个黄河人海口旅游区整个产品

的设计和安排给人以平铺直叙的感觉，毫无层次

感，而旅游效果无疑使人大失所望。

黄河口旅游产品设计与开发应遵循以下具

体原则。

一是突出核心产品和品牌产品，科学设计辅

助产品，核心产品与辅助产品特色互补，形成整

体合力，避免产品相互间同质化，造成近距离重

复，左手打右手的局面。

二是产品时间搭配合理。黄河口生态旅游目

的地主要客源集散地是东营市东城、西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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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合理一方面从集散地到景区的交通时间要

与在景区旅游时间搭配合理，遵循的基本要求

是：尽量缩短交通时间、延长旅游时间；另一方

面在景区的旅游时间分配合理，遵循的基本要求

是：每5分钟要让游客有一个兴奋点，每15分钟

有一个高潮；旅游时间超过3个小时，必须考虑

餐馆配套问题。

三是空间位置搭配合理，各种类型旅游产品

所处地理空间位置符合整个旅游目的地总体旅

游产品线路设计的要求。

(三)培育“黄河口”品牌旅游精品产品

当前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存在的

最大问题就是缺少精品，生态旅游形象模糊化、

表面化、泛化和简单化现象明显。任何一个旅游

地，客人在游览过程中的旅游边际效益是递减

的，因此产品的策划以及整个游程的安排应当遵

循由低潮向高潮、由导人产品循序渐进到精品产

品的规律，其中精品产品是整个游程的高潮，直

接决定游客对整个游程的评价，因此当前首要任

务应当明确“黄河口”精品产品的设计与策划问

题，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开发成功与否，关键看能

不能设计出类似于青岛栈桥、威海的刘公岛之类

的标志性产品。

(四)明确市场定位，科学营销

黄河口生态旅游市场发育程度较低，远远没

有发展到大众旅游阶段，其目标市场定位更不能

选择大众旅游市场，因此进行市场营销的手段和

方式应该科学选择，如果营销方式选择不当，结

果可能适得其反，损害黄河口品牌的影响力和知

名度。黄河口生态旅游品牌培育应在明确自身目

标市场定位基础上采取以下措施：

1．走出误区，尽快明确客源市场定位问题

从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客源分析，国际游客有

三种：经商、科考、探险和生态旅游的游客、胜利

油田观光、学习的游客；国内游客也分为三类：

会议旅游、青少年夏令营活动、休闲游。就游客

行为特征分析具有三个共同点：高素质、高学

历、热心环保。

据此可以明确黄河三角洲保护区生态旅游

开发的基本市场定位为：具有高素质、高学历、

热心环保事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大专院校教师、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

工作人员、学生等。

2．宣传促销应同产品开发状况相协调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拥有的资源优势尚未转

化为产品优势，资源基本上处于初期开发状态，

相应的旅游配套设施还不十分健全，此时宣传促

销活动应适度，避免强势宣传促销带来适得其反

的效果。

一方面，在黄河三角洲旅游资源开发初期，

产品体系和配套设施、相应的游客管理、服务体

系和垃圾处理系统有待完善，如果此时进行强势

宣传促销，会使游客数量大幅度增加，在景区承

载力有限的情况下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从

而不利于市场的培育。另一方面，黄河口生态旅

游资源处于开发初期，相应旅游产品体系和配套

设施、服务体系以及整体线路的设计存在很大不

足，如果游客满怀希望而来，实际效果则是希望

越大，失望越大，不利于市场培育。所以在当前

情况下不宜对黄河三角洲生态旅游进行大规模

的强势宣传，而应根据资源开发状况和产品培育

情况而定。

三、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的对策研究

根据黄河口生态旅游资源状况及开发现状，

拟开发五种类型产品：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黄

河口地质、地貌科普旅游产品、黄河口生态农业

旅游产品、黄河三角洲文化系列产品、石油工业

旅游产品。

(一)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开发

1．产品定位

产品的实质与内涵：展现湿地生态、黄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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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海洋文化、三角洲文化；

产品形式与载体：以体验、观光、休闲、科普

等功能为主的生态旅游；

产品功能：是黄河口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核

心产品和品牌产品，是市场宣传营销的重点，其

他类型的产品都应围绕这一产品打造，优势互

补、形成合力。

2．产品开发要点

(1)大汶流鸟类驯养救护中心

该中心属于必须设立的项目，黄河三角洲自

然保护区被誉为“鸟类的天堂”、“鸟类中转站”，

但由于季节性的原因并不能保证游客来到之后

都能够看到鸟，不利于客源市场的培育游客的口

碑宣传。该中心建立的目的是使游客在各个季节

都有鸟可以观赏，并有利于自然保护区内鸟类的

繁殖和驯养救护，同时，使游客们得到爱鸟、护

鸟以及保护生态等方面的教育。

(2)大汶流草场黄河流路生态旅游产品

此产品已具有“可进人性”，但是相关配套服

务欠缺，尤其是高档次、高质量的导游解说服

务。自然类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并非具有

“可进入性”那么简单，要既有“玩头”又有“看

头”，还应精心设计导游解说词，向游客介绍黄

河流路变迁的相关知识等；另外此产品还应体现

细节和更加人性化，如在水上旅游木道沿途设立

提醒游客观鱼、观鸟、观看植被、拍照留念等的

提示牌，可以引导游客产生若干个旅游小高潮和

高潮(一般来讲，拍照留念就是旅游的高潮点)，

提升产品档次，增加客人满意度。

(3)水上“畅游黄河口”产品

此产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目前游船仍处于粗放管理状态，应进一

步规范管理，严禁游船向河中倾倒垃圾，游船上

产生的垃圾应集中后运出(此种做法一是出于对

黄河口生态保护的考虑，二是出于对游客的示范

教育作用的考虑)；进一步规范游船对客服务，

坚决杜绝宰客现象。

二是实现此产品从单纯的观光、娱乐旅游产

品向文化旅游产品和品牌旅游产品的升级转化。

黄河口旅游产品的实质是文化产品，并非简单的

观光产品，而是凝结了海内外众多侨胞和全国人

民对母亲河的爱国情结，所以必须从文化的层次

来提升产品的档次，从文化的层面挖掘产品的内

涵。游船上应配备专业导游人员，导游词要精心

设计，对母亲河的历史和文化、三角洲文化、黄

河口风光、黄河人海的磅礴气势、黄河人海的生

态作用和意义等在游船上进行沿途讲解。

三是一般旅游线路超过三个小时以上就应

该考虑餐馆的问题。从整个游程时间安排考虑，

客人乘船游完黄河口后基本接近用餐时间，因此

在浮桥处应考虑建设用餐设施。现阶段可考虑设

立在浮桥南侧设立3—4家小型特色餐馆，建筑风

格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餐饮特色以黄河口水产

品为主，要有一定的档次和规格，产生的垃圾应

集中后运出，避免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

(4)红地毯生态旅游产品

此产品切忌大规模开发，最好是维持其“原

生态”状态，但有必要设立红地毯旅游产品指示

牌，介绍“红地毯”产品的生物属性、成因等。

(5)人海口生态休闲旅游产品

黄河三角洲黄河文化与生态休闲旅游产品，让

客人充分领略黄河三角洲拥有的大黄河、大渤海、

大草原、大油田、大湿地、大鸟园等自然风光。

(6)人海口生态旅游产品

此产品是黄河口生态旅游的品牌产品和形

象产品，这里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的终点，但是却没有任何标志性的实物或

依托，这里本应是黄河口生态旅游的高潮点，但

是没有任何可以供客人拍照留念的标志性载体，

可采取两种方案。

方案一：在人海口附近依托有利地形，在浅

滩处人工开发建设河中岛，河中岛的形状、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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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筑应精心设计，争取开发设计出类似于青岛

栈桥、威海的刘公岛之类的标志性产品。游客可

以乘坐气垫船或乘坐小型飞机登上河中岛观光

游览。但是此方案应考虑黄河流路变迁的问题，

应加强研究。

方案二：在入海口合理位置建设黄河入海纪

念碑或纪念塔，标明万里黄河在此人海。此方案

应高起点、大手笔策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强势

媒体宣传造势，聘请国内外知名人士、海内外爱

国华侨等进行策划、筹备、设计等。

(二)黄河三角洲地质、地貌科普、修学旅游

产品

1．产品定位

(1)产品的实质与内涵：展现三角洲地理变

迁过程、三角洲沉积与蚀退及现代河口治理过

程、湿地生态；

(2)产品形式与载体：科学考察、地理地质研

究、三角洲研究、科普等专题的旅游产品；

(3)客源市场定位：热心环保人士、从事地理

地质、三角洲、海洋、生态、河流研究的大专院校

教师和科研院所工作者、学生；

(4)产品功能：是黄河口生态旅游品牌产品

的辅助产品，起补充与辅助作用，与核心产品优

势互补、形成合力。

2．产品开发设计要点

(1)在各个地理地质遗迹处设立纪念标志

牌，附详细介绍；

(2)精心设计黄河三角洲地质、地貌科普、修

学产品的解说词，培训高层次的景点解说员。

(三)黄河口生态农业旅游产品

1．产品定位

(1)产品的实质与内涵：展现黄河三角洲田

园风光和农业文化；

(2)产品形式与载体：以果林观光采摘、休闲

游憩、娱乐、度假为主要功能的旅游产品；

(3)客源市场定位：东营市本地城市居民及

到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旅游的客源；

(4)产品功能：是黄河口生态旅游品牌产品

的辅助产品，参与性强，与核心产品优势互补、

形成合力。

2．产品开发设计要点

(1)充分利用西宋乡农业旅游资源优势，规

划设计七大功能区和一所拓展训练学校，即入

口引景区、服务接待区、观光采摘区、静养保健

区、草场娱乐区、休闲渔业区、购物步行街，以及

黄河口拓展训练学校，其中核心区为观光采摘

区；

(2)精心策划打造农业旅游精品，开发、建设

环境优美、景观独特，现代规模化农业与和农业

观光、休闲娱乐融为一体的品牌农业旅游产品。

(四)黄河三角洲文化系列产品

1．产品定位

产品实质与内涵：展现黄河三角洲文化、民

风民俗、田园生活、渔业生活；

产品形式与载体：黄河文化园、黄河口镇乡

村旅游产品、农业旅游产品系列(田园观光、节

庆活动)、农村旅游产品系列(吃农家饭、做农家

活)、特色旅游小城镇；

客源市场定位：东营市境内及周边地市居

民、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的旅游者、黄河以及黄河

文化研究人员；

产品功能：作为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的辅助

产品，与核心产品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2．产品开发设计要点

重点抓好黄河口镇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注意

几个问题：(1)强调乡村建筑样式要独特，但不应

一味复古或仿古，关键是建筑样式一要保持原有

民俗民风特点，能够体现当地的乡村文化，二要整

体建筑设计风格要与周围建筑和环境相协调一

致；(2)旅游者真正兴趣点是当地居民的生活习

惯、生活方式，可以重点考虑开发“做农家活”、

“同渔民出海捕鱼”、“吃农家饭”等系列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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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参与性、娱乐性强的产品，这种系列产品有

望打造成体验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主打产品；(3)

强调保持当地特色并非全盘保留，是指黄河口镇乡

村旅游产品应尽量保持原有风貌和特点，但是旅游

接待设施要有一定的档次和水平，要达到为现代人

和城市旅游者提供方便的必要要求。

加快黄河口镇特色旅游商品的设计和开发，

完成当地名优土特产向旅游商品的转化。

展现目的地居民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提

高当地居民的旅游服务意识，通过为游客提供

多样化的服务内容，深化城镇的旅游服务功能。

(五)石油工业旅游产品

1．产品定位

产品实质与内涵：展现石油文化、展现石油

形成过程、石油勘探、钻井、油建、采油、输油、炼

油、石油加工等过程；

产品形式与载体：工业观光、科普教育、修

学、探奇等专题旅游产品；

客源市场定位：外来中青年游客、本地及外

来相关行业从业人员、东营及周边城市大中小学

生；

产品功能：作为黄河口生态旅游产品的辅助

产品，与核心产品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2．产品开发设计要点

(1)孤东油田石油工人主体雕塑

这是体现胜利油田最高人文精神的一个标

志性景观。当前工作重点应精心设计产品导游

词，培养较高层次的导游员。

(2)大红门旅游产品

应在原有的格调基础上，对大红门略作艺术

升华。以朴实厚重的廊亭建筑和系列碑文记述当

年围海造田、开发孤东油田的历史史实。精心设

计大红门产品导游词，培养较高层次的导游员是

当前工作重点。

(3)油田工房体验旅游产品

展现原汁原味的现代石油工房，体验现代石

油工人生活，比较今昔变迁，可以作为青少年修

学旅游的宿营地。

(4)海上钻井平台观光体验旅游产品

乘坐小型飞机或游艇到海上钻井平台，领略

海上钻井平台的壮阔景象，体验石油开采的艰

辛。

(5)石油名井旅游产品

精选在油田开发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油井，改

善道路可进人性，整治周围环境，恢复油井原

貌；设立产品指示牌，介绍油井的打成时间、出

油时间、最高日采量、采油时间以及油田开发中

的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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