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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学术界对旅游产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海洋文化旅游是最近10年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并且在近几年内发展迅速,其中研究文化要素在

海洋文化旅游中的价值尤其重要。但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海洋文化旅游的发展水平尚处于起

步阶段,在国际范围内与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还相去甚远。文章通过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

结合现阶段国家发展海洋强国的战略,以及国家构建长三角、环渤海等五大海洋文化圈的纲要文

件,以海洋文化旅游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为依据,对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峡西岸、海南

岛—北部湾五大海洋文化圈的旅游资源的总体状况进行简单分析和评价,由此提出海洋文化圈的

旅游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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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ingStrategyofMarineCultureCircle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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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relevantstatisticsofStateStatisticsBureauandNationalTourismAdmin-

istration,inrecentyears,tourismindustryscomprehensivecontributionratetoGDPhasexceeded

10%,tourismindustryhasbecomemoreandmoreimportantinthenationaleconomy.Academic

researchofthetourismindustryisalsoincreasing,marineculturaltourismhasbecomeahotcon-

cernfocusinthelastdecade.Itsofgreatsignificancetoresearchthevalueofculturefactorinma-

rineculturaltourism.Ingeneral,thecurrentdevelopinglevelofChinasmarineculturaltourismis

stillinafledgingperiod,thereisacertaindistancetotheareaandcountrieswhosetourismindus-

tryishighlydeveloped.Thepaperhadcollecteddataontheinternet,accordingtothedeveloping
strategyofChina,andcombinedwiththecountrystrategytobuildYangtzeRiverDelta,Bohai

BayAreaandotherfivemarineculturalcircles.Exploitationstrategyofmarineculturalcirclewas

putforwardthroughanalyzingthetotaltourismresourcesituationinthe5marineculturalcircles

includingYangtzeRiver,PearlRiverDelta,theBohaiBayArea,thewestcoastofTaiwanStraits,

theHainanIsland-NorthBayCircle.

Keywords:Marineculturecircle,MarineTourism,MarineCulture,Culturaltourism,Developingstrategy



9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7年 

1 概述

生命起源于水,海洋就像生命的摇篮,更是旅

游者的乐园,21世纪被称为是海洋的世纪,我国经

济想要实现快速发展,离不开海洋经济的助推作

用。海洋文化旅游是海洋经济的前奏,而文化是海

洋旅游的灵魂,离开了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展变得

寸步难行,注重我国海洋文化的建设,不仅有利于

海洋文化旅游的发展,也在无形中培育着国民的海

洋意识。因此,如何利用好我国本土海洋文化旅游

资源,做好我国海洋文化旅游的开发,使得海洋文

化旅游得到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是现阶段需要

解决的问题。如何对我国这些优质海洋文化旅游

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响应国家海洋开发战略部署,

提升海洋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发展,成为目前为止普

遍关注的焦点。

1.1 背景

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崛起复苏,几十

年来增长迅速,从大力发展大陆资源到如今将战略

布局扩宽到海洋资源,使我国在海洋资源领域占领

一席之地。国家关于“一带一路”的提出将会在沿

线各国开放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要充分利用

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和环渤海等开放程度高、

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发展海洋产

业,加快推进海洋文化的建设。

海洋文化的建设离不开海洋旅游的发展,海洋

旅游要立足长远,继承中国历史悠久、优质的海洋

文明,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

之路,离不开海洋文化的润色作用。而且在《全国

海洋文化发展纲要》中,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将全面

推进海洋文化建设作为发展目标。强调优化海洋

文化产业布局,加快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搞好海洋

文化重点门类的发展[1]。

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海洋旅游产业将会在广

阔的海洋产业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海洋文化是

海洋旅游的灵魂和精髓。依托着海洋文化衍生出

各种形态的海洋文化旅游。要实现构建海洋文化

理论体系,积极推动海洋文化事业发展的目标。就

必须研究国内本土的海洋文化资源,顺应时代号召

构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峡西岸和海南岛—

北部湾五大海洋文化圈,就必须研究海洋文化圈的

旅游开发策略,使海洋文化旅游朝着更好地方向

发展。

1.2 文献检索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针对“海洋文化圈的旅游开发策略研究”这一

课题,通 过 学 校 电 子 资 源 数 据 库,在 中 国 知 网

(CNKI)以及Springer电子图书电子数据库中进行

了相关资料的文献检索,并进行梳理汇总,得到了

表1中的数据统计。

表1 2005—2015年国内外文献检索

检索词 文献总篇数

海洋文化 701294

海洋旅游 302141

开发策略 2865292

marineculture 6124

marinetourism 10745

exploitationstrategy 108542

从表1中可以看出,对“海洋文化”一词进行检

索,发现中文数据库中有701294篇相关文章,外文

数据库中6124篇相关文章;中国关于海洋文化的

研究从2005年至今不仅数量庞大,呈现的是逐年增

长趋势,并且每年增长的数量很大。表明我国作为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不仅拥有的是悠久

的黄土文明、内陆文化,而且在海洋文化方面,我们

也有自身的优势,承载着浓厚的海洋文化底蕴。然

后是对“海洋旅游”分别在中外数据库中进行检索,

发现中文数据库中有302141篇相关文章,外文数

据库中10745篇相关文章;我国关于海洋旅游的研

究也呈现的是增长趋势,并且和国外学者的研究对比

总数量更多。最后是对“开发策略”一词,分别在中外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发现中文数据库中有2865292
篇相关文章,外文数据库中108542篇相关文章;从

2005—2015的10年间呈现的是逐年递增的趋势,总
体数量上比国外研究要多,表明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

展,旅游的开发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1.3 意义

1.3.1 理论意义

在以往的旅游开发中,往往更注重经济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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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化,在一些对海洋旅游的开发中,文化内涵被

忽视而导致了旅游资源的闲置,加上我国的海洋文

化都比较零碎,基本每个沿海地区都有关于海洋的

文化和传统,但是都是小规模的,没有被广大的人

群所了解,各区域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各个地区的

海洋文化旅游活动大多处于自发状态,海洋文化旅

游的开发也更多的停留在纸上层面。笔者希望能

通过对海洋文化圈的旅游开发策略研究,以海洋文

化圈的形式将散落的海洋文化进行整合,并基于这

个思路挖掘不同海洋文化圈的旅游资源,并提出一

些海洋文化旅游的开发思路,丰富海洋文化旅游开

发理论的研究内容。

1.3.2 现实意义

(1)海洋文化圈的旅游开发策略研究有利于推

动经济发展。研究海洋文化旅游的开发,使得我国

海洋文化旅游能够得到更好的开发,资源得到更好

的利用,带来更多的海洋旅游经济。而加快海洋经

济发展,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海洋文化圈的旅游开发策略研究有利于促

进区域整合。海洋文化旅游将这一旅游活动的地

域限定在了我国的沿海区域,研究海洋文化旅游的

开发,加快海洋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增强海洋

文化圈区域的整体旅游吸引力,使得沿海有着相似

海洋文化的地区联系更紧密,合作互利,对我国沿

海区域统筹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促进海峡

两岸的海洋旅游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

2 相关概念

2.1 文化旅游

文化的定义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述,从哲学角度

讲,认为文化从本质上是哲学思想的一种表现形

式[2]。旅游活动依托文化而发展,旅游的灵魂是文

化,旅游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世界旅游组织

以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曾将文化旅游定义

为:“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前往日常生

活以外的文化景观所在地进行的非营利性活动”[3]。

旅游者对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体验和感悟过

程就是文化旅游的过程,文化旅游带给人超然的文

化感受,将饱含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或景区作为文

化旅游的载体,激发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对教育具

有启示作用,寄托个人情感等。所以,认为文化旅

游是一种以文化为内容,以旅游为形式的活动。

2.2 海洋旅游

现代所说的海洋旅游,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海

滨旅游、海岛旅游,它涵盖了海滨和海岸、海上和海

下、近海和远洋等发展空间。现在学者们都认同的

是董玉明先生对海洋旅游的界定,他认为海洋旅游

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以海洋为依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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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3 海洋文化旅游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海洋旅游文化还没有

统一的认识与定义,荣海涛等将海洋旅游文化定义

为:海洋旅游文化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海

洋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5]。宋竞

青将海洋文化旅游作如下界定:海洋文化旅游是海

洋旅游产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海洋文化为

主要吸引物,为旅游者提供观光、度假、科普和教育

等需求的海洋旅游产品形式[6]。

3 海洋文化圈的提出与划分

3.1 海洋文化圈的提出

新的时代赋予了海洋文化旅游开发的新方向,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在的大局势,根据国

家海洋局联合四部委印发的《提升海洋强国软实

力———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要求

构建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和海南岛—

北部湾五大海洋文化圈的发展方向,海洋旅游业也

应跟紧这一发展步伐,海洋旅游产业在推动海洋产

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促进区域间在各个方面

的相似性和相关性的海洋文化的融合,构建海洋文

化圈对于发展海洋文化旅游,对促进我国海洋旅游

业的持续、稳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

3.2 海洋文化圈的划分

目前在我国狭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有9个沿海

省、1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53个沿海城市、242个

沿海区县,各自拥有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也不同[8]。

根据各地区所处地理位置,所拥有文化旅游资源的

共性和整体性,从北至南划分为以下五大海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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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圈。

3.2.1 环渤海海洋文化圈

该圈划分为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

岸地区的海洋文化所组成的区域。环渤海位于中

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

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重要地

位。区域内包括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大连、烟

台、威海、青岛、东营、石家庄、济南和沈阳等多座城

市,环渤海区域处于我国海洋文化的核心区域,周

边拥有最接近中华文化腹地的独特地理位置,拥有

悠久的东夷海岱文化、齐文化,故其海洋文化受到

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3.2.2 长三角海洋文化圈

长三角是中国第一大经济区,其辐射范围包括

江浙沪二省一市。长三角的海洋文化从其历史沿

革来看,起源于吴越海洋文化,因此长三角海洋文

化历史渊源是一脉相承的。在长三角海洋文化发

展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引入,使中西方文化在长三

角发生奇妙的碰撞,形成了包容并蓄的海洋文化[9]。

3.2.3 海峡西岸海洋文化圈

海峡西岸是指台湾海峡西岸,以福建为主体,

包括其周边地区。海峡西岸是我国传统海洋文化

较发达的区域。由于海峡西岸独特的地理位置,使

这里的居民比内陆居民更有机会接触外来新事物。

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海峡西岸人民把中华

传统文明和外域文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

以儒学为核心的,并带有浓郁海洋特色的文化系

统。同时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生活方式,使这里的

民间信仰中的海神崇拜最为发达[10]。

3.2.4 珠三角海洋文化圈

本研究描述的珠三角指的是粤港澳地区,如今

珠三角区域是我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

区,珠三角三地不仅地理区位相同,且文化同根同

源,珠三角海洋文化圈源于古越文化,地域上东起

潮州市饶平县,西至北部湾与广西交界,北起广东

的濒海地区,南濒南海。按行政区划可分为香港海

洋文化区、澳门海洋文化区和广东海洋文化区。

3.2.5 海南岛—北部湾海洋文化圈

海南岛是仅次于台湾岛的中国第二大岛,西临

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海南岛与北

部湾在地理区位上临近,海洋文化互相影响,海南

岛—北部湾位于中国南部,是大量涌入移民和多元

文化的交会点,富含文化旅游资源和当地文化特征。

4 海洋文化旅游整体开发策略

4.1 整体开发思路

在同一海洋文化圈内确定主线,不同海洋文化

圈应发掘本区域的特色,避免海洋文化旅游的同质

化。各海洋文化圈针对自身区域的海洋文化特色

来开发旅游产品。深入挖掘我国海洋文化圈的文

化内涵,重新审视整理海洋文化圈的旅游资源。将

海洋文化圈的文化内涵在旅游中表现,加强海洋文

化旅游的本土影响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

化旅游名片。海洋文化内涵与旅游活动的互相融

合,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响应我国构建五大海洋

文化圈的发展纲要,促进文化产业及经济的发展。

4.2 海洋文化圈的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4.2.1 聚力于打造区域特色的旅游名片

总结旅游业发达国家的开发发展经验,发现都

是先开发形成区域最具特色的旅游名片,进而由最

具地方特色、影响力最大的旅游品牌带动整个地区

乃至国家的旅游业发展。我国的海洋文化圈的旅

游发展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要带动海洋文化

圈的旅游发展,开发旅游产品时就需整合提升综合

水平,集中力量先打造具有代表性的拳头产品。

4.2.2 以满足旅游者需求为导向

现代旅游者的需求更多地追求个性化、体验

化,因此开发海洋文化圈的旅游时,要根据不同旅

游者的需求,进行全方位的走访调查,设计更多的

可以让旅游者参与其中的旅游活动。在旅游线路

和行程的安排中,尽量多样化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4.2.3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海洋文化圈的支撑是海洋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不能缺少文化的润色,若缺少了文化的内涵,旅游

业发展形势较为粗放,发展只能处于较低层次。但

从目前我国的海洋文化旅游的发展来看,这些海洋

文化旅游资源并未发挥显著作用,没有得到相应的

社会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因此在对海洋文化圈

进行旅游开发时,一定要注重挖掘区域海洋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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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将海洋文化糅合到区域的旅游规划当中。

4.3 海洋文化圈的旅游市场营销策略

(1)媒体营销。现代网络通信发达,公共媒体

成为市场营销的主要渠道,利用电视、微博、微信公

众号的公众影响力进行宣传。一是在各大电视节

目,扩大受众范围;二是创建门户网站,定期将旅游

信息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2)节事营销。海洋文化圈内的旅游吸引物包

括了各类独具特色的海洋节日、海上竞技比赛等,

利用节日赛事的影响力未产生良好的营销效果。
(3)会展营销。会展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城市

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海洋文化圈的区域都具有良

好的区位优势,借助此优势开展会展营销将会取得

很好的效果。会展营销不仅可促进区域旅游形象

的建立和推广,而且会展产业能给区域带来经济收

入。最主要的是会展的开展会聚集国内外的企业、

专家、爱好者互相交流经验和展示成果。

5 海洋文化旅游开发保障措施

5.1 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所有旅游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
在整理海洋文化圈内的旅游资源时发现,由于受交

通、资金等因素的限制,许多优质的旅游资源因为地

理位置、周边基础设施不完备而未被开发;而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的城市市区和经济集中地区又不具备当

地的旅游特色。因此海洋文化圈的旅游开发首先要

抓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基础设施的保障,才能保障

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的

政策和企业资金来源双方的共同支持[11]。

5.2 加强区域合作管理

大陆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体系,而海

洋文化圈内的各地区的海洋文化尚未形成体系,还
需要各个地区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携手促进区域

海洋文化的联合。将各区域散落、小规模的海洋旅

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有利于降低海洋文化旅游市

场的开发成本,树立起区域海洋文化旅游的品牌。

在区域之间构建合作平台时,借助海洋文化的连接

作用,把区域内相同的、相似的海洋文化进行整合、

统一,形成区域之间各不相同的海洋文化旅游主线。

5.3 提高人员素质

从业人员的队伍素质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

和满意度。我国旅游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尚未形成

统一规范的行业制度,旅游法规也尚未完善,因此

存在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如能解决这

个问题,那么我国的海洋文化旅游将会产生质的

改变。

5.4 科学技术支持

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使海洋文化圈的旅游能够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旅游的开发过程中

如果有成熟合适的科学技术支持,将会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12]。比如在对海洋文化遗迹遗址的开发

中,需要现代科学技术去保证文化遗址不仅不被破

坏,而且又能展示在游客眼前,科学先进的技术也

能够很好地保障旅游者在游玩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旅游地的生态环境的各种技术保护措施等。这些

都需要科学技术手段,因此海洋文化圈旅游开发需

要国内的先进科学技术,或者从国外引进先进科学

的技术,提高海洋文化圈旅游的整体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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