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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沿海旅游整合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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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２．渤海大学旅游学院　锦州　１２１０１３）

　　摘　　　要：文章以辽宁沿海旅游为研究对象，基于旅游整合的相关理论，在诊断辽

宁沿海旅游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辽宁沿海旅游整合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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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辽宁省提出沿海 “五点一线”的开

发战略，２００９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上升为国

家战略，辽宁沿海发展空间从此由东北拓展到

全国、整个东北亚甚至全世界；２００９年底国务

院下发的 “４１号文件”中把旅游业定位为国民

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

现代服务业，这为辽宁沿海旅游业发展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辽宁沿海从北向南、从

东向西呈 “Ｎ 字形”依次分布有丹东、大连、

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６个地级市，沿海

各地依托各自旅游资源普遍掀起了发展旅游的

高潮，经过近３年的发展，虽然以大连为首的

滨海旅游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整个辽宁

沿海旅游呈现出东强西弱的不平衡发展状态。

为盘活各地旅游发展潜力，变资源优势为辽宁

沿海整体效益，基于共生理论辽宁沿海旅游有

待整合发展。

１　旅游整合的理论依据

１１　系统论

所谓系统就是由若干要素 （子系统）以一

定的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

整体。旅游是一个完整的大系统，作为一个整

体，其要素众多，吃、住、行、游、购、娱各

子系统以一定的结构构成具有观光、休闲、度

假等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就是

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做一个系统，分析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

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规律，以优化系统。整合

作为一种运作，存在于系统从无到有的生成过

程，存在于系统的生存存续过程，也存在于系

统的演化发展过程。有系统就有它的整合运作，

谈系统就要谈它的整合问题［１］。旅游整合的目

的在于调整旅游系统结构，协调各要素关系，

使旅游系统达到优化目标，系统论为区域旅游

整合提供了有效的思维方式。

１２　区域结构由点－线－面－网络的演进理论

旅游经济是多地点经济，旅游发展以一定

的空间为载体。旅游整合遵循区域结构演变规

律，由 “板块型点”，即各个旅游地区的关系泾

渭分明，过渡到 “渗透型面”，即各旅游增长极

和新增旅游地沿着旅游发展轴 （线）进行旅游

整合，逐步形成能够反映局部整合的旅游新形

象和吸引力更大的旅游产品，之后进入 “融合型

网络”，即在旅游发展轴的不断延伸情况下，区

域旅游发展要素通过全面整合，逐步形成一个能

代表区域整体的旅游新形象和影响力更大的旅

游产品，最终形成完整的区域旅游整合体。

１３　规模和多地点经济性理论

规模经济是由于一定的产量范围内，固定

成本可以认为变化不大，那么新增的产品就可

以分担更多的固定成本，从而使总成本下降。

换句话即经济活动因区位优势、合理集聚而获

得良好的发展机会，由此而引起规模增大所产

生的收益［２］。多地点经济性是规模经济一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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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旅游产业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旅游经

济内在规律在旅游产业运动中的外部表现。旅

游发展的整合恰恰是在旅游业的市场投入、交

通运输、专业化协作、产品联合推介等方面，

将要素资源和产品资源集中起来，以获取规模

经济［３］。

１４　竞合理论

“竞合 （ｃｏｏｐｅｔｉｔｉｏｎ）”一词最早由Ｂｒａｎｄｅｎ

ｂｕｒｇｅｒ和Ｎａｌｅｂｕｆｆ在１９９６年提出，并认为竞合

现象反映了一种基本的关系二元性，即创造价

值必然是一个合作过程，而获取价值必然是一

个竞争过程。对旅游业来讲，旅游资源的有限性

和分布的不平衡性导致地区间或旅游地之间的

竞争愈演愈烈。因此，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

竞争，促进对称性兼容和一体化互惠共生，已经

成为重塑新型旅游区域关系的关键。把竞合观

念渗透到旅游领域，就是将具有相似性的同类

旅游资源，通过整合产生规模效应；将具有互

补性的异类旅游资源，通过优势互补，创造更

强的整体竞争优势。这就要求区域旅游地在承

认竞争和利益冲突的前提下，通过内部结构的

重组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共生［４］。在区域旅游

资源整体优势的基础上打破行业部门、行政区

域的界限，在空间上聚集、形象上统一，实施

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面整合。

２　辽宁沿海旅游发展的问题诊断

２１　辽宁滨海旅游特色不突出，省内外同质

化竞争激烈

　　从旅游产业发展现状来看，辽宁滨海各地

掀起发展旅游的热潮，但旅游资源浪费、破坏

和污染，资源同化，对市场机会分析不足，在

没找到合理开发模式前盲目开发等现象，一方

面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效益不佳；另一方面

破坏了资源。虽然辽宁滨海各地旅游均有一定

程度的发展，但各地旅游特色不明显，发展效

果欠佳。辽宁海洋旅游资源与周边地区具有一

定的同质性，其他滨海城市成熟的滨海旅游产

品与辽宁滨海旅游存在同质化竞争。北方滨海

旅游城市主要集中在渤海湾、辽东湾，属于一

类热点滨海旅游城市的有青岛、秦皇岛；属于

二类次热点滨海旅游城市的有烟台、威海等，

这些城市发展旅游相对于除大连以外的辽宁滨

海各市来说较早，滨海旅游发展已经具有相当

规模，其旅游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城市的影响力

也远远超过辽宁，在这样一个区域里，不可避

免地形成了滨海旅游产品同质化的激烈竞争。

２２　辽宁滨海６市行政界限明显，竞争有余、

协作不足

　　辽宁沿海６市旅游产业发展呈局部、分散

状况。辽宁沿海６市应发展旅游及城市运营之

需，都在竭力挖掘自己所辖空间的旅游潜力，

各地更多关注地域旅游的自足性，尤其是可变

现为旅游资源或城市形象亮点的部分，全然不

顾沿海旅游一体性，许多产品具有雷同性，造

成市场间的不良竞争，陷入６个１相加小于６的

误区。

在旅游发展各要素之间、旅游相关行业之

间、各个相关管理部门之间在旅游规划、发展、

营销和管理上的协作有限；旅游业缺乏有效的

行业协会组织与活动；与区域内外的旅游合作

未能有效展开，旅游竞争能力有限。辽宁沿海

各板块只强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发展，注重

与区域内外的竞争，较少关注相互协作，市、

县、区各自为战，旅游发展要素尚未整合，难

以形成合力。在项目设立、产品开发、资金投

入、资源保护、宣传促销上缺乏统一协调机制，

这必然会导致旅游发展的无序状态。

２３　滨海旅游产品以观光类为主，缺乏参与

体验性

　　辽宁滨海旅游产品吸引力不够，一方面是

产品雷同造成产品本身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

产品开发处在初级阶段，产品的核心吸引力小；

尚未盘活全方位旅游效益，旅游效益东强西弱

等造成辽宁滨海整体旅游效益不佳。

旅游开发的主体和渠道较窄、产品较单一，

仍然以低收入型的观光类产品为主，对休闲度

假、娱乐健身、寻奇探险以及绿色生态等参与

性、娱乐性强的旅游项目开发力度不够，对旅

游产品的组合效益认识不足，产品的开发布局

不科学、不合理，没有正确的规划指导，盲目

建设，造成资金浪费，环境资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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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辽宁滨海旅游等客上门，营销有限

辽宁滨海旅游长期注重资源导向，有什么

卖什么，秉承 “酒好不怕巷子深”的理念等客

上门，缺乏主动营销海洋旅游的意识，虽然大

连的海洋旅游名声在外，但依然处于单打独斗

的局面，辽宁沿海旅游的整体拳头产品没有，

形象模糊，整体营销尚处于空白。

３　辽宁沿海旅游整合开发策略

３１　辽宁沿海旅游整体打造 “全域旅游”和

“大城小镇”式发展模式

　　辽宁滨海城市中虽有蜚声中外的龙头———

浪漫之都大连，但是缺乏像长江三角洲、珠江

三角洲实力雄厚的民间经济基础和像京、津地

区的老牌大城市基础。直面辽宁滨海公路沿线，

经济基础薄弱、人口较少、城镇密度低等劣势，

利用辽宁沿海良好的人居环境：环境优美、山

海相连，气候宜人等优势，应该突破传统、化

零为整谋划辽宁滨海旅游，采用 “全域旅游”

和 “大城小镇”发展模式［５］，既能秉承浪漫之

都大连、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等 “大城”

的旅游发展成就，同时还能开创路海沿线熊岳

思拉堡温泉小镇等特色 “小镇”，形成滨海 “全

域旅游”。

３２　辽宁滨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挖掘整合现

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旅游精品

　　辽宁沿海各市旅游管理部门、旅行社、旅

游景区要充分分析各自旅游资源特色，精心规

划设计组合旅游产品，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应

该对旅游开发进行外延拓展，增加一些满足市

场需求的特色体验项目；沿路各地要整体评价

各自拥有的垄断旅游优势，整合挖掘各自旅游

旅游资源价值，准确定位各自旅游特色、找准

旅游发展的模式，在沿路各地形成特色鲜明、

自成体系的 “北方黄金旅游海岸”精品，并创

立品牌进行推广。

３３　加强沿海各地区域内外的旅游合作，变

“互代”关系为 “互补”关系

　　辽宁滨海公路沿线各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

转变原来 “同质互代”发展模式，在区域内加

强各市之间合作，区域外加强与环渤海区域、

东北腹地合作，整合旅游资源，互换客源，形

成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的 “互补”发展模式，

形成资源、市场、利益共享格局，促进区域旅

游业一体化发展，达到合力最大化。

３４　加强规划，准确定位旅游形象，打造旅

游品牌，理顺管理体制

　　就原来漫长海岸线上各自为政的旅游发展

现状，成立旅游辽宁滨海旅游协调机构，整体

规划，深度开发旅游产品，把滨海旅游产品串

联起来，创立精品，推广品牌，塑造 “北方黄

金旅游海滨”形象。理顺多头管理的机制，政

府主导加强合作，联合营销；调动旅游景区、

旅行社和大企业参与开发旅游市场的积极性，

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加大远程市场开发力

度，通过完善与客源地旅游交通的便捷性和信

息交流的技术平台，进行联合营销，打造一体

化的中国北方滨海旅游新形象，提高区域旅游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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