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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岛生态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成熟海岛目的地开发新产品增加新收入，也有助于新

进入者获得市场先发优势，对无居民海岛旅游开发具有启发意义。文章通过对国内外海岛生态旅

游理论和实践研究及实地走访，提出海岛生态旅游的五大特征；依照开发活动对海岛生态系统干

扰程度由低到高，将其开发模式依次分为严格的、中等的和不严格的模式；对山东长岛进行案例实

证研究，对比不同开发模式的优劣势，建议山东长岛采用严格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实施以海洋野

生动物为核心的生态旅游带动海岛自然旅游的差异化战略，获得海内外市场，并促进当地经济、社

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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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海岛资源丰富，面积大于５００ｍ２ 的海岛超

过７３００个，约９２％以上为无居民海岛。我国具有

保护价值的海岛有８０５个，分布在５７个涉及海岛的

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内。我国海岛旅游开发

模式主要有自然和人文观光、滨海度假、渔家乐等，

建立在保护基础上的生态旅游比较罕见且该领域

的学术研究较少①。海岛生态旅游开发模式是可持

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之一，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

型要求，是海岛自然保护区及生态较好的海岛的旅

游开发新模式。

１１　研究背景

境外海岛游高速发展和境内海岛游增速放缓

的迥异现象。国家旅游局发布的２０１３年度统计

公报显示，泰国接待我国游客数量的增长率高达

７８．７％，位列我国游客境外游目的地第四位。马

尔代夫接待我国游客数量的增长率达４０％以上。

据出境自助游网站“穷游网”统计，在２０１４年的出

境游中超过１／３的用户选择海岛游产品。上述数

据表明，中国游客境外海岛游高速升温。但国内

著名海岛旅游目的地的接待游客量的年增长率正

在逐年下降。自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海南岛接待游客

量的年增长率维持在１０．６％左右；舟山群岛接待

游客量的增长率依次为１２．６％、１０．７％、１０．８％。

以上数据低于或接近于同期国内游增长率的平均

值。国内海岛旅游模式亟须创新以适应市场变

化。海岛生态旅游将为我国海岛旅游提供新产品

和新市场。

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岛国的旅游产业占据国

民经济绝对重要地位，并且创造大量外汇收入。

而我国海岛旅游收入占比ＧＤＰ的份额和旅游外汇

收入占比总外汇收入数值均与国际水平存在较大

差距。例如斐济２０１５年的旅游总收入占比 ＧＤＰ

的份额为３８％，旅游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份额为

３６．７％。马尔代夫２０１５年旅游总收入占比 ＧＤＰ

份额为９６％，旅游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份额为

８４．８％。２０１４ 年 全 年 海 南 省 旅 游 业 收 入 为

４８５．１３亿元，占ＧＤＰ的１３．８６％。２０１４年舟山市

的旅游收入为３３８．４４亿元，占 ＧＤＰ的３３．１３％。

旅游收入占比ＧＤＰ的份额有提升的空间。此外，

国内海岛旅游的国际化水平低。以海南省和舟山

市为例，２０１４年海南省接待旅游者４７８９．０８万人

次，其中入境旅游者的比例仅为１．３８％；旅游总收

入５０６．５３亿元，旅游外汇收入仅占出口 额 的

３．２２％。２０１４年舟山市接待旅游者３３９７．９６万

人次，其中入境旅游者的比例仅为０．９％；旅游总

收入３３８．４４亿元，暂未公布旅游外汇收入数据，

但是从入境旅游者占比可以推测旅游外汇收入占

比低。国内海岛如何吸引国际游客，创造外汇收

入，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

新格局”。“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地方经济发展要

关注绿色ＧＤＰ。而生态旅游的开发理念是在尽量

少地破坏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开发旅游业，并将部分

旅游收入投入生态系统的维护和修复工作中。生

态旅游也被认为是对环境最为友好，能够达到生

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开发模式。

国内外生态旅游发展的时间差和规范性的问

题。国外关于生态旅游和海岛生态旅游的研究论

文较多，国外生态旅游发达地区，如澳大利亚，本国

政府制定了生态旅游战略、认证标准等。而国内生

态旅游尚处于缺乏系统战略和标准的阶段。

① 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是，“具备生态可

持续性的旅游方式，它主要关注对自然区域的体验，并培养对自然

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与保护。”（ＥＡＡ，２０００）



５８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　

１２　研究意义

在经济意义上，国内海岛生态旅游尚未进入完

全竞争期，具有较大利润空间和成长空间。成熟海

岛旅游目的地开展生态旅游，能开拓新市场。而海

岛旅游开发的后来者选择生态旅游模式，有以差异

化策略取胜的可能性。

在社会意义上，海岛生态旅游能平衡生态保护

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改善居民就业和社会稳定，使

得海岛社区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影响力上，生态旅游的重要客源地是美

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

生态旅游能吸引国际游客，提高我国海岛旅游的国

际化程度。

在环保意义上，海岛生态旅游获得的收入，将

部分投入到生态系统维护和修复上，促进生态系统

健康发展；向旅游者、社区和公众传播生态旅游和

环境保护知识，间接推动海岛和其以外区域的环境

保护工作。

在学术意义上，我国的海岛生态旅游研究比国

外起步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差距，希望本论

文丰富此领域的学术研究。

２　海岛生态旅游的特征和开发模式分类

２１　海岛生态旅游的特征

海岛生态旅游，是一种以海洋、海岛、海洋生物

和海洋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生态旅游，是对自然环

境和人文遗产的体验、欣赏与保护，是对海洋生态

系统最为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模式，要求达到

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收益最大化。

海岛生态旅游应具有生态保护、自然与人文游

览、社区受益和环境教育功能，是将海洋和海岛资

源加以保护性的利用，旅游者进行对环境影响尽量

小的旅游活动，邀请当地社区加入开发和经营，尽

量将旅游收入留存在当地社区，对旅游活动参与者

要积极传播环境保护知识，通过生态旅游活动获得

的收入按照比例投入当地生态补偿工作中。海岛

生态旅游应具备以下５个特征。

（１）吸引物：是原生态海洋海岛自然环境、多样

性生物和海洋人文遗产等。

（２）开发行为：是以保护为前提，将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３）旅游行为：对当地环境和生态破坏尽可能

小，控制在其承载力或更新能力之内。

（４）社区参与：鼓励本岛政府参与到开发和管

理工作中，尽量使用本岛居民作为员工。

（５）生态教育：传播生态知识，既满足旅游者需

求，又将环保理念和方法尽可能多地传播出去，利

于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图１）。

图１　海岛生态旅游的５个特征

２２　海岛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

２．２．１　严格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该模式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最低，按照生态

系统的承载力严格限定游客量；禁止携带外界物

种，禁止在本岛或海域建立任何永久或临时建筑及

设施。在此模式下，一般是多岛联合开发，主岛进

行住宿接待，在保护区的海域或海岛进行生态观

光、体验或教育活动。国际典型案例有帕劳的水母

湖和日本的小笠原岛。帕劳水母湖是世界七大海

底奇观之一，生存着毒性相当小的海月水母和巴布

亚硝水母。游客住在首府所在地克罗尔岛。游客

若要参观水母湖，需由导游向保护区管理机构预约

参观时间。导游会提醒游客保护区不允许擦防晒

霜等可能对水母有影响的化妆品，不要抚摸或投掷

水母，并带领游客乘坐约３０ｍｉｎ的游艇抵达保护

区。在进保护区前，工作人员会对游客进行严格检

查，防止游客携带或擦抹有可能破坏生态的物品。

之后游客翻过一座珊瑚礁小山后到达湖边，游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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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游泳５～１０ｍｉｎ到达水母聚集区，进行浮浅观赏、

拍摄和体验大量橙色透明发光的水母。类似地，日

本小笠原岛的生态游览也是需要游客乘坐游船上

岛参观，在进入保护区前，管理人员会用工具清理

游客衣服，以免带入外界种子或生物，影响该岛的

原始生态系统。

２．２．２　中等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中等，根据生态的承载

力限定游客量，允许有少量的对环境影响尽量少的

临时生态型住宿设施。例如圣约翰岛的生态旅游，

在本岛仅开发帐篷住宿，游客的主要吃住娱乐是在

邮轮上进行。

２．２．３　不严格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高，不限定游客量，允许

有对环境影响尽量小的永久或临时生态型住宿设施，

是有限度的保护。马尔代夫群岛旅游属于不严格的

生态旅游模式，该国政府进行旅游整体规划，要求开

发商尽量少的干扰生态，并且有环境保护措施。不严

格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较之大众旅游对环境更加友

好，但是对生态系统的保护程度有限。

３　山东长岛如何开展海岛生态旅游

长岛县，隶属山东省烟台市，北距辽东半岛

４２ｋｍ，南距蓬莱岛７ｋｍ，南北长５６．４ｋｍ。长岛县

共有３２个岛链式分布的岛屿，全部是基岩岛②，属

于大陆岛类型。其中有居民海岛共１０个，其他为无

居民海岛，人口５万人左右。

２０１５年，长岛县国民生产总值为６３．４亿元。

全县实现旅游直接收入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６％；

接待旅游者３５０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６．５％。长岛人

均旅游消费为１０００元（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年长岛与国内外海岛目的地旅游经济对比

旅游地
岛陆面积

／ｋｍ２

人口

／万人

游客数量

／万人次

旅游收入

／亿元

人均消费

／元

长岛县 ５６ ５ ３５０ ３５ １０００

舟山群岛 １３７１ １００ ３８７６ ５５２ １４２４

马尔代夫 ２９８ ３２．９ １１０ １７５ １２７４５

斐济 １８３００ ８６．５ ６６．４ １００ １３７８０

　　数据来源：国外数据来自 ＷＴＴＣ报告；国内数据来自当地政府

对外公布数据．

３１　生态旅游资源

３．１．１　岛屿资源

长岛３２个岛屿中面积最大的是南长山岛

１３．８ｋｍ２，其次是面积为７．８ｋｍ２ 的北长山岛，小

钦岛的面积为１．１１ｋｍ２。

３．１．２　野生动物资源

每年３月初到５月中旬，斑海豹会洄游到长岛

进行栖息换毛。近年随着长岛生态环境的改善，人

工投掷礁石恢复其生态环境，迁徙到此的海豹数量

多时可达５００～６００头，在多岛屿附近的礁石或海域

可见［１－８］。

长岛是鸟类迁徙地，也是鸟类研究基地和我国

猛禽环志量最多的工作站。据多年观察和统计，中

国２２％的鸟类都生活在此，长岛区域共有３２６种鸟

类，１２０多万只，包括多种世界和国家重点保护鸟

类。列为我国重点保护的鸟类共有６０种，例如秃

鹫、丹顶鹤、白肩雕、大天鹅、金雕和白鹤等。世界

濒危鸟类共１１种
［９－２７］。

大黑山岛的生态条件适合黑眉蝮蛇、虎斑游

蛇、白条锦蛇等生存，１万条左右，是我国第二大

蛇岛。

长岛有丰富的刺参、皱纹盘鲍、光棘球紫海胆

以及各类海洋鱼类资源。长岛所处的渤海海域是

多种海洋生物洄游的聚集点，在此海域可以看到河

豚、海豹、玳瑁、海龟等９１科１５４种海洋动物，２０多

目７０多种海洋鱼类。

３．１．３　海岸地貌

长岛的基岩海岸在长时间的海水侵蚀下，形成

各式各样的海蚀、海积、火山岩、天然岩画等地貌奇

观，岛上还有１０ｍ 深的黄土层，属于奇特地质现

象。据统计，海蚀崖的地质奇观共１００余处，海蚀栈

道１处，海蚀洞４０余处，海积地貌有７处。各类地

质地貌具有参观价值和科普价值，是生态旅游资源

的组成部分之一［２８－４３］。

３２　长岛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根据长岛的资源分布情况，长岛适合严格的生

态旅游开发模式，以南长山岛和北长山岛作为住宿

② 我国海岛一般有基岩岛、珊瑚礁岛、冲积岛３种类型。其

中，基岩岛常拥有坚硬挺拔、姿态多姿的地质奇观。



６０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　

接待岛屿，从两岛出发到具有生态旅游资源的岛屿

进行生态旅游活动。

（１）从资源匹配度上分析，长岛的生态旅游资

源是斑海豹、鸟类和基岩海岸，具有资源的珍稀性，

需要得到严格保护。海豹栖息的马枪石岛、双礁和

海鸟栖息的车由岛等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合严格的

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２）从市场需求和竞争力分析，基于斑海豹和

鸟类的严格生态旅游模式的目标客户包括严格的

生态旅游者、过渡期的生态旅游者和海岛自然旅游

者，可以吸引国内外客户到长岛游览。该模式在国

内罕见，是市场空白区，具有市场先发优势。

（３）经济效益上，由于严格模式的开发主体是

管理委员会，社区占有股份，因此留存社区的经济

效益多。严格生态旅游的人均消费较高，有利于提

高旅游人均消费。

（４）环境效益上，严格的生态旅游模式对生态

环境干扰程度最小，开发主体为保护区管理委员

会，部分旅游收入将再投入到生态补偿中，环境效

益高。

（５）社会效益上，严格的生态旅游模式最大限

度地保证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提供了就业机

会，社会效益高。

从对资源匹配度、市场需求、竞争力、开发主

体、盈利模式、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等几

个方面对比３种开发模式。长岛适合采取严格的生

态旅游开发模式，采用此种模式的效益较高。

４　长岛采取生态旅游开发模式的意义

４１　生态旅游保证长岛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长岛的海岛面积不是很大，最大的南长山岛的

面积是１３．８ｋｍ２，属于中型岛屿，庙岛仅１．４３ｋｍ２，

属于小型岛屿。长岛的渔家乐和妈祖宗教旅游形

式都属于大众旅游形式，对生态系统产生压力。而

海岛生态旅游是建立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关注海

岛的可承载能力和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并且对生

态投入资金、技术和措施进行补偿，根据环境承载

能力控制保护区的游览人数，同时，尽量让社区加

入到生态旅游的产业中，减少经济漏损问题，对于

长岛这样的中小型群岛的经济、社会、生态均是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

４２　生态旅游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海岛大众旅游在中国已经进入稳固期，生态旅

游是国内新兴市场，具有很好市场前景。大众旅游

典型案例是海南岛和舟山群岛。２００５年，海南省接

待过夜人数总计１５１６．４７万人次，２０１４年接待过夜

人数达到４０６０．１８万人次。海南省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４

年１０年接待过夜人数的增长率为１６７．７％，平均每

年的增长率为１１．１％，基本与全国游客量的增长率

相近，有些年份低于同期全国数据。舟山群岛发展

渔家乐和宗教文化旅游。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到２０１０

年，舟山群岛的旅游业高速成长，每５年全市旅游接

待人数翻倍，每５年旅游收入增长１３１％。根据舟

山市旅游局官方提供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０年舟山市的

旅游接待人数仅为４５９．７２万人次，２００５年旅游接

待人数即突破１０００万人次，２０１０年突破２０００万

人次。最近２０１４年全年接待游客量为３３９７．９６万

人次。２０００年舟山市的旅游总收入为２０．１５亿元，

２００５年为６１．４１亿元，２０１０年１４２．０４亿元，２０１４

年为３３８．４４亿元。但是，舟山群岛的旅游业的增长

率在下降，发展速度放缓。全市年旅游接待人数的

增长率，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９．７％，下降到了２０１４年的

１０．８％。全市年旅游收入的增长率从２００５年的

２０％，下降到了２０１４年的１２．８％。传统海岛旅游

模式要维持高增长的可能性较小。而生态旅游是

国内空白领域，国外增长较快领域，长岛应积极开

展生态旅游，以期获得占领市场的先发优势，并以

差异于其他成熟海岛的策略，取得市场份额的增长

和旅游收入的增加。

４３　生态旅游的消费水平较高

旅游人均消费，二者极为不同，生态旅游的人

均消费一般高于大众旅游。生态旅游的目标客户

的收入水平较大众旅游者的要高，消费能力要强。

生态旅游的项目多是需要乘坐游艇或潜水，比观光

景区的门票的收费标准要高。从国外生态旅游的

实践也可以看出，生态旅游的人均消费高于大众旅

游。发展生态旅游有助于解决长岛相比马尔代夫、

斐济等地旅游人均消费过低的问题，让有限的海岛

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增加当地的旅游总收入。



Ｓ２ 梁源媛，等：海岛生态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６１　　　

４４　生态旅游的社区收益较高

大众旅游的开发者一般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实

力，建设可以接纳大量游客的景区和接待设施。开

发者一般来自社区外部的大型旅游企业或房地产

企业。大部分的经济收益也外流到其总部的注册

所在地或所在国。最为直接的例子就是马尔代夫

的旅游开发模式，政府要求大型企业进行一岛一度

假村的规划，外国企业在马尔代夫本岛的旅游收入

留存在马尔代夫本国的较少，大部分外流回其总部

所在国。而本文建议长岛采用严格的生态旅游开

发模式。在该模式下，旅游开发一般是由本地社区

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进行，即使是由外部企业来进行

开发，其生态旅游的标准之一就是要让本地社区受

益，尽可能多的将旅游收入留在本岛。除了经济收

益，生态旅游开发注重环境收益和社会收益。而大

众旅游一般是以赚取短期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并

不关注社会和环境是否可持续发展，无疑会给当地

环境和生态造成破坏，对本地社区也是无益处。因

此，长岛开展生态旅游才能获得经济、社会和生态

的综合收益最高，也契合了中央政府提倡的绿色

ＧＤＰ的发展战略。

因而，长岛发展生态旅游既对长岛的旅游业有

促进和提升作用，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ＧＤＰ

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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