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加大了向海外开放的力度。世界《21世纪议

程》将海洋作为实施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重点领域，在全球掀起了一场开发海洋的“蓝色
革命”。“九五”之初，国务院批准了《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制定了《中国海洋21世

纪议程》，确立了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当前沿海各

省市区制定“十五”规划，都重视海洋产业规划和

海洋经济区的建设。例如，江苏和山东分别提出
建设“海上苏东”和“海上山东”的设想。福建和海

南分别提出建设“海上强省”和“海上大省”的战

略。21世纪2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

游目的地国家。中国的旅游经济无论是从产业结

构，还是地域结构来看，都应当提出“海洋旅游经
济带”的新概念。中国沿海可以发展海洋旅游经

济的地方不少，而能在近期形成初具规模、独具

特色的海洋旅游经济带的地方不多。台湾海峡具

有独特的旅游经济区位条件，海峡西岸具有独特

的海洋旅游经济发展优势。国家旅游局在新近制
定的中国旅游发展“十五”规划中，确认了福建省

提出的“闽台旅游区”的新概念。福建省在制定
“十五”规划的子规划时，突破海洋部门产业规划

的范畴，制定了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目前，“海洋

经济”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界定。“海洋旅
游经济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从部门和空间充
实和确定海洋经济的内涵。将海峡西岸作为建设

海洋旅游经济带的试点，对闽台旅游区和全国的

海洋经济叠弦彩

旅游发展，对旅游开发实践和理论建设都有重要

的意义。

一、基础评价
从必要性和可能性来看，海峡西岸建设海洋

旅游经济带的基础条件评价如下。

(一)海洋旅游空间的广阔
海峡西岸的福建省，已连续12年名列全国

入境旅游第4位。随着祖国最终统一步伐的加

快，海峡两岸旅游互动必将兴旺起来。海峡两岸
同时人世以后，作为开放前沿的福建沿海，旅游

出入必将增多。台湾海峡将成为大陆与台湾之

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的重要旅游通道。旅游开发

局限于海峡西岸滨海地带已经不够，必须扩大为
开发海峡西岸海洋旅游带，以海峡西岸的海滨为

基地，将旅游空间扩展到海湾内、海岛上，以及广

阔的海面上，使海洋空间发挥旅行和游览双重旅

游功能。

福建省是海洋大省。海岸线长达3 524 km，

居全国第二位。滩涂面积达2 701 km2，港湾有
125处之多。深水良港有22处，5万t级以上的

深水泊位占全国的1／6。福建省海洋国土面积达

13．6万km2，超过陆地面积的12．14万km2。所

以，作为旅游大省，福建省建设海洋旅游经济带

将不但为福建省，也为全国大大扩展旅游空间。
福建省是全国沿海省份中特殊的沿海山区

省份，山区面积比重高达82．39％，甚至山丘直

逼海岸。因此，海峡西岸要成为全国旅游经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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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瓤海洋经济
大岛海坛岛，有县级建制的东山岛等大岛，也
有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小岛，还有许多岛屿无人

定居。岛屿高差也大，从接近海平面到数百米

的岛屿都有。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众多岛屿

提供了多样化的旅游生态环境。

海峡西岸近海地带还有许多山地丘陵，保
持较好的生态环境，有的还是国家森林公园。

山海相映的特殊生态环境，山地性河流直到海
滨而形成的沿海溪谷，都大大提高了海峡西岸

旅游吸引力。

(三)海洋旅游文化的丰厚
发重点地区，也心须避山区旅游空间不利于大众 海峡西岸的福建省，海洋旅游的物质文化基

旅游之短，扬海洋旅游空间广阔之长。 础历史悠久。古代航海受技术条件制约，主要是

(二)海洋旅游生态的优越 靠木船。福建是我国六大林区之一，造船所需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西岸，缺少大型--V业杉木、硬木等资源丰富。闽江年径流量居全国第

建设项目，保留了优越的海洋生态环境，这在全七位，超过黄河，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一
国和全球沿海各地是少有的优势，生态环境的升半。上游三大支流源远流长，流域面积占闽江流
值，必将大大增强海峡西岸旅游带的魅力。 域总面积的70％，深入闽西、闽北林区，沟通山

海峡西岸的环境污染以有机物污染为主，潮海，成为大尺度木材输送的便利通道。闽东、闽南

间带主要受油类污染。沿海水域水质以I类为一些独流人海的河流也有这种功能。于是在江河

主，超过半数，III类水质仅占百分之几。海域海人海口，结合一些优良天然港湾，形成了全国性
洋生物体内污染物均未超标。近年来，沿海中小的造船基地。早在三国时期，闽东——闽中一带
型Z12业的发展使污染程度有上N-趋势，值得注沿海就是东吴水军的大规模造船基地。
意。 舟楫之利造成了精于航海的福建先民，长年

海峡西岸的生态环境优良、多样，这也是沿的海上营生造就了闽人搏击风浪的性格，以及向
海各地少有的海洋旅游生态优势。在我国已损失海外开拓和迁移的精神文化。脍炙人口的闽南语

半数滨海滩涂湿地的今天，海峡西岸还保留有不歌曲《爱拼才会赢》便是海洋文化的集中表现，现
少湿地。闽南沿海有4处省级湿地保护区、闽东在这首歌曲已成为晋江市市歌，而其所代表的精
沿海2处。海峡西岸泥质海滩有红树林分布，尤神，则是海峡西岸人民所共有的。
其是海峡西岸的南段。而沙质海滩往往有滨海森 海峡西岸的海洋旅游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

林带作后盾，黄沙绿树相映生辉。海峡西岸的泥的杰出代表。其精华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

质海滩与沙质海滩共存，连片海滩生态环境下的海洋文化的瑰宝。海峡西岸的海洋旅游文化造成

陆生、水生动物和鸟类都很丰富，生机勃勃。闽南了海峡东岸的开发，海峡东岸80％的居民身上

海滩还有古森林硅化木保护区，是古生态环境的有着海峡西岸的血统。海峡丽岸的海洋旅游文化
再现。 还进一步影响东南亚和东亚，乃至南亚、西亚和

海峡西岸岸线曲率为全国之最，达1：5．7，非洲东岸，乃至全世界。数以千百万计的海外华

造成众多的港湾。港湾深入内陆，有的面积很大， 人源于海峡西岸，在海外事业有成。

如三都澳就是全国最大港湾之一。这些港湾口小 别称“航城”的闽江口长乐市，是郑和下西洋
腹大风平浪静，空气清新，水质优良，生态环境得船队集结候风之地。莆田市湄洲湾是海峡女神妈
天独厚。 祖的祖地，她所代表的海洋文化随着她的芳香而

海峡西岸是全国岛屿最多的沿海地带之一， 传遍海内外。泉，、1"1市是古代“海上丝路”的起点港

岛屿多达1 202个。岛屿大小悬殊，有全国第五和世界最大商港之一，荟萃世界各的文化遗产。

   



福州市的马尾港孕育了中国近代海军和大批掌

握中西科学文化的优秀人才。

若非封建锁国，海峡西岸将领近代世界海洋
旅游之新潮。经历了被迫“五口通商”闽占其二

的屈辱时代之后，现代的海峡西岸仍然领中国海

洋旅游文化之先。

(四)海洋旅游环境的有利
改革开放以来，海峡西岸又领中国经济发展

和对外开放之先。经过20多年建设，已形成了以

闽南“金三角”为核心，以厦门——福州为轴线，
向南、北、西辐射的海峡西岸经济繁荣带。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海峡西岸的集聚和扩散，

使游客流大大增长。
’

海峡西岸历来是中国沿海省份中地势崎岖，

交通不便的省份，制约着与内地旅游的沟通，甚
至有些沿海地方经由海路与省外的联系比陆路
便利。近年来，海峡西岸的交通建设突飞猛进，

山海之间、沿海南北之间的旅游行程已缩小到数

小时。近期，高速公路将贯通浙闽粤和京福，其

他公路也在加紧建设联网升级。铁路、水运和航

空也在迅速发展。交通这一制约因素一旦改变，

海峡西岸将成为全国辽阔的腹地出海的通道，成

为海外各地到中国大陆的便利口岸，处于沟通海

陆旅游极为有利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海峡西岸也是对外开放政策

首先实施之地。冻结了几十年的两岸旅游关系，

也是由海峡西岸旅游主管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首先恢复的。海峡西岸的政策环境对促进海
洋旅游经济带的建立十分有利。

海峡两岸的旅游资源不但丰富，而且在全国

具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独特性。海峡两岸

海洋经济已磁彩
不但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山海生态
环境最优越的旅游地，而且也是全国别

具特色的文化区——闽台文化区，保留
着中华古文化的精髓，又富有近现代中

西交融的文化。因此，海峡两岸是中国、
亚太，乃至世界今后发展前景看好的特

色旅游地。海峡东岸由于种种原因，近年

来旅游的某些方面有所退步。与海峡西

岸联手发展旅游，是海峡东岸的旅游界
有识之士的愿望。

二、战略构想

从国际国内旅游发展趋势和海峡西岸实际

情况出发，建设“海峡西岸海洋旅游经济带”的战
略构想如下。

(一)总体战略定位
海峡西岸海洋旅游经济带的总体发展战略

定位如下。

从促进福建旅游大省转为旅游强省、促进中

国早日实现世界第一旅游接待大国、促进闽台旅
游合作区、环亚太旅游经济繁荣带的形成等出

发，充分发挥海峡西岸地理区位、历史文化、生态

环境、独特景观等方面的旅游发展优势条件，高

起点、高品位、跨越式地构建海峡西岸旅游经济
带，近期成为独具风景魅力和文化内涵的中国最

重要的沿海旅游区之一，并在较短时期内成为海
峡两岸的旅游繁荣带的主导部分、中国最大的旅

游区之一，远期成为环太平洋最重要的旅游区之
‘。。——O

(二)发展空间定位

1．以厦1、]市为龙头

海峡西岸海洋旅游经济带以厦门市为海洋

旅游发展的龙头，基于以下考虑。

厦1、]原为海岛城市，现鼓浪屿仍为完整的海
岛城区，海洋生态环境优越，素有“鹭岛”和“海上

花园”的美誉；厦1、]市海洋旅游文化积演深厚，是

大陆居民移民海外的主要祖籍地之一，是郑成功
收复台湾的水师基地，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是“八二三”海峡炮战的前沿，海洋事业发达，有

国家海洋科学研究机构、高校海洋专业，有华侨、
台湾研究机构，有侨领纪念地等。

厦门市是经济特区，有对外开放的政策环

境，是对台直航试点口岸，N*陆唯--的对台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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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市场，在沿革上与金门、澎湖关系密切，金门

是台湾省望大陆的旅游胜地。

2001年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厦门时提出，厦
门市城市发展定位为海港旅游城市，厦门市是首
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业已作为支柱产业，

旅游业的规模和水平均居全省领先地位。

厦1、]市作为海峡西岸海洋旅游经济带发展

的龙头，要起到海洋旅游产业的组织、海洋旅游

交通的集散、海洋旅游市场的开拓、海峡两岸旅
游的沟通、海洋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海洋旅游科

学文化建设等的中心和基地的作用。

2．以福(州)厦(门)为轴线

海峡西岸海洋旅游经济带以福帅I——厦门
作为海洋旅游发展的轴线，基于以下考虑。

福州是省会城市，有全省最大的河流联系广

大的腹地，“五口通商”的马尾港至今还在发挥作

用，且直面台、澎、金、马中的马祖，海洋旅游区位
也很重要。

福州、泉州均为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在沿革上，厦门曾隶属泉外l，而泉州作为

一级行政区驻地在泉州、福州之间移动，两市的
历史文化名城内涵均富于海洋性，福、泉、厦三市
集中了海峡西岸的主要海洋旅游文化资源。

海洋自然旅游资源的大部也集中在福——
厦线上，沿海高速公路福、厦之间最为便捷仅2

小时车程。

厦1、]市在省内是最小的市之一，无辖县，海
洋旅游空间有限，虽为龙头，必须借助整个轴线

才能起到龙头的作用。

福——厦地段作为海峡西岸海洋旅游经济

带的轴线，要承担海洋旅游经济的大部分份
额，要开发大部分海洋旅游精品，要具备向南

北两端和内地旅游辐射的能力，要为海峡东岸

的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提供旅游和发展的空．

间。

3．以六市二十四县(市)为基本范围
海峡西岸海洋旅游经济带以宁德、福州、

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六市，福鼎、福安、周

宁、霞浦、罗源、连江、闽候、永泰、长乐、福清、
平潭、仙游、惠安、南安、安溪、晋江、石狮、长
泰、龙海、漳浦、南靖、云霄、东山、诏安等二十

四县(市)为基本范围。如此划分，基于以下考

虑。

福建省沿海六市都具备了加人海洋旅游经
济带的基本条件，即具有高品位的海洋旅游资

源，海洋旅游开发已初具规模或已提到重要议事

日程上，海洋旅游区位重要、有优势，海洋旅游交
通便捷或即将有大的改观。

二十四个沿海县(市)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

海洋旅游开发已具有一定规模，如福鼎、惠安、石
狮、东山等，第二种是具有很大的海洋旅游开发

潜力，如福安、霞浦、罗源、连江、长乐、福清、平

潭、南安、晋江、漳浦、诏安等，第三种是与沿海县
(市)开发海洋旅游有相关、互补关系的非沿海县

市、如周宁、永泰、闽侯、安溪、长泰、南靖等。二十

四个县市中以第二类居多，构建海洋旅游经济带

对这些县(市)的旅游发展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
用。

上述县(市)约占全省县级政区的1／3，随着
海洋旅游经济带的发展和山海之间交通条件的

改善，海洋旅游经济带还有逐步扩大的前景，上

述范围为当前的基本范围，海洋旅游经济带启动

时要有一定的地域规模，要有海陆旅游项目互
动，所以地域范围不能太小。

(三)发展时序定位

1．近期
近期指一个五年计划内，主要建设任务如

下。

建立跨市海洋旅游经济带管理协调机构，开
展工作；

重点建设福——厦轴线，初步形成以海洋旅
游为重心的福——厦旅游带，重点发挥沿海县

   



(市)的作用；

树立福建省海洋旅游大省的旅游形象；

福、莆、泉、厦四市旅游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
于福建省旅游发展“十五”规划规定四市旅游业

年均增长率，其中海洋旅游增长率略高于旅游总

增长率，旅游业成为四市支柱产业

四市各建成～处初具规模的海洋旅游地，形

成一项海洋旅游精品；
主攻苏南、浙江、上海、广东、江西、北京、天

津、湖北、重庆等客源地市场，采取毗邻扩散式和

跨地域占有式相结合的促销空间方式；

吸引台湾省双休日客源，扩大港澳市场；
在宁德、福鼎、漳州、东山初步形成海洋旅游

地。

2．中期

中期指近期后的两个五年计划内，主要建设
任务如下。

加强海洋旅游经济带内部的一体化，形成福
建省海洋旅游强省的品牌；

提升福——厦轴线海洋旅游水平和地位，成
为国内最重要的海洋旅游地之一，沿海与非沿海

县(市)一体化；
福——厦轴线旅游业年均增长率略高于省

“十五”规划所规定的增长率，海洋旅游增长率明

显高于旅游总增长率，旅游业保持支柱产业的地
位；

扩大和新增福——厦轴线海洋旅游地，形成

跨市海洋旅游精品；旅游业成为宁德、漳州两市

的支柱产业，两市各建一处初具规模的海洋旅游
地；

争取与台湾省启动海洋旅游合作项目；
主攻华东、华南、华北、华中客源地市场，

加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江中游沿

线、京津等地旅游市场中的份额，开拓东亚、南

亚、欧美市场。
3．远期

远期指三个五年计划之后，主要建设任务

如下。

作为中国海洋旅游大国的代表性海洋旅

游经济带，跻身环亚太海洋旅游带重点旅游地

行歹U；

海峡西岸海洋旅游经济带臻于完善，旅游

海洋经济蠢绕彩
业规模和增长率国内领先；

将屏南、古田、闽清、仙游、永春、德化、,zlz和、

永定等一批相关县融人海洋旅游经济带；
形成海峡西岸整体海洋旅游精品，争取初步

形成海峡两岸多项旅游精品；

以亚洲内陆为主要市场，提高亚州境外市
场，欧美市场海洋的市场份额。

三、建设方案

为实现海峡西岸旅游经济带的宏伟战略构

想，必须规划一整套的建设方案，包括建设原则

和办法，要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很大的改革力
度。

(一)体制构建
海峡西岸现有旅游体制尚不适应构建海洋

旅游带的需要，应实施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
合的原则，适应中国海峡两岸同时加入世贸组织

的新形势。

应突破旅游发展计划和规划完全按行政区

划的局限，遵循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制订

旅游区域发展计划和规划。

应理顺政府、投资商、经营者、客源之间的相
互关系，构建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全新的海洋旅

游经济带体制，将海峡西岸建成中国开放式新型

旅游区的典范。

(二)调整结构
海峡西岸现有旅游产业结构存在着主题不

够突出、要素不够完整、布局比较分散等问题，制

约着规模和水平难以上新台阶，影响到发展潜力

的应有发挥，必须实施调整产业结构与全行业整
体发展的原则。

应实施产业部门结构与布局结构同步调整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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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瓢海洋经济
的原则，实现海峡西岸旅游面貌的较大改观。

应集中力量树立福建省海峡西岸海洋旅游大
省的特色大品牌，大刀阔斧地加大取舍，将海洋旅

游作为海峡西岸最大的旅游行业来扶持，作为中

国旅游经济新一轮创业的新增长点来培育。

应完善海洋旅游内部的产业结构。海峡西岸
海洋旅游的旅游六要素，不但齐全，而且基础均

雄厚。福建山珍和海味品位均可列为全国最高水

平之一，这是全国罕见的。福建的现代旅游宾馆
容量潜力大，沿海民居可开发为旅游接待的比比

皆是。福建沿海旅游交通海陆空兼备，现代和传
统旅游工具兼有，开发海洋旅游的旅途游览的余

地很大。福建海岸、海上观光景观尚未开发利用

的还很多，海洋旅游文化湮没多，挖掘少，海洋旅

游存量资本巨大而盘活少。福建海洋产品可开发

成为旅游商品的不胜枚举，加工利用少。福建海
洋娱乐既有适合现代刺激性游乐项目的开发条

件，又有适合生态性休闲项目的开发条件，还有

适合体验性民俗项目的开发条件。

还应完善海洋旅游的空间结构，除了上述空
间发展战略考虑之外，还要规划海洋旅游经济带

的功能布局。海峡西岸旅游经济带依托的一级中

心城市应是福州和厦|、-3，旅游服务功能可辐射整
个海洋旅游经济带。次级中一亡嘲沛为其余四市，为
地段l生旅游经济中心。各中心城市作为旅游地的
海洋旅游主题应分工互补，如厦门中西海洋文化

交融、泉州“海上丝路”文化、莆田妈祖海洋历史文
化、福州航海海军文化、宁德海洋生态文化等。

(三)树立形象

海洋旅游的内涵是开放的旅游，海峡西岸海

洋旅游经济带从一开始就要实施塑造开放性旅
游鲜明形象的原则，至少应有以下几项立意。

一是开拓3[4-1s，反映海峡西岸作为中原精英

移民目的地及进一步向外开拓的出发地的文化
品位，奏响“爱拼才会赢”的开拓进取主题歌，用

现代方式和手段再现历史文化，可提出“福天福

地看中原移民文化精萃”之类口号。
二是开放文化，反映海峡西岸历来对外开

放，兼容包蓄，形成中外文化交融的结晶，可用比

较的手法，体现不同时代中西合璧文化的创新优
势，可提出“海峡西岸看海外”之类口号。

三是闽台3之4-1s，反映闽台同根，闽台一家，还
原和提升民间文化、

民俗文化的品位，开

展丰富多彩的体验活

动，可提出“闽台民俗
欣赏，闽台众神探秘”

之类口号。

四是山海I--l=态，

反映山海兼备、生态
优越的特色优势，可

提出“闽山闽海心旷

神怡”之类口号。

(四)产业联动

要促进海峡西岸
海洋旅游经济带的形

成，要实施海洋旅游

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必须贯彻旅游与相关

产业联动发展的原
则，形成海洋旅游与

其他海洋产业、7-5至

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

四
2002．4   



格局。

要充分利用海峡西岸是全国重点海洋养殖
基地的优势，尤其是利用若干海水养殖名牌的品

牌效应，开发“海洋观光牧业”。利用近海渔业和

航海业，开发体验性观光和观光航运业。结合潮

汐发电和风力发电的试点开发，发展科技观光和
修学旅游项目。结合海岸林业绿化工程建设，开

发海滨森林公园。

海洋旅游业还要依托沿海地带的各种产业，

融人沿海区域经济之中，第一产业的沿海农业，
尤其是中、南亚热带特色农业、海峡两岸合作高

新农业，与海洋旅游开发有很好的联动关系。第

一产业中的采矿业，主要是沿海花岗岩、玄武岩

采掘业，与海洋旅游业关系甚大，要处理好构景
岩石的保护与采石业的关系，还要对采石场的采

后现场加以改造成为沿海观光景点。第二产业中

的加工业，主要是石、木、竹、陶、农产品加工业，与

海洋旅游文化关系密切，可联动开发。第三产业，
尤其是商贸业，与海洋旅游联动作用大，要加大全

国性观光市场、特色海洋旅游商品的开发力度。

(五)山海互补

海峡西岸开发海洋旅游最有特色之一，就是
山海互补，必须贯彻山海旅游整体开发的原则，

形成以山补海，以陆衬海，充分体现海洋文化内

海洋经济垂褫彩
涵的区域联动格局。

在山上观海，包括在大陆山峰和岛屿上观

景、观日出日落，距离之近，为沿海各地所难得，

应好好加以利用。佛道两教和畲族先民从海上
来，进山修道或生活，山海文化渊源应加以发

掘。“海上丝路”起点九日山祈风开航的崇福寺，

相传是神力将福建内陆山区巨型木材自井中涌

出所建，反映了溪流从山区运木材到海口建房造
船的现实，蕴藏著可开发的历史文化。

山海互补，还有一层意思是客源互补，这对
于高品位大规模的海峡西岸旅游经济带来说是

十分必要的。“十五”期间，海峡西岸不但实现高

速公路贯通，而且与福建西部山区之间也通高速
公路，形成福建山区与沿海之间的4小时交通

圈。到福建西部武夷山、金湖等4A景区的游客，

就有可能延伸到闽中闽东沿海，由厦门港口旅游

城市入境的游客也就有可能到闽西客家地区一

游。这样，一个开放的海峡西岸旅游经济带才能
真正形成。

从构建海峡西岸旅游经济带的战略高度来

看，福建省“十五”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和福建省

“十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都要作一定的修订，凸
显海洋旅游的客观优势条件和主观进取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1】福建省海洋经济“十五”规划编写小组，福建省“十五”和2010年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2001年1月

【2】福建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编制组，福建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001年4月

[3】赵昭炳等，《福建省地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4】魏小安，《旅游发展与管理》，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5】王大悟、魏小安等，《新编旅游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6】中国地理学会海洋地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海洋地理》，1996年9月

【7】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旅游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6月

【8】福建师范大学旅游系，厦门、泉州、漳州、龙岩、三明五市旅游合作发展规划

【9】福建师范大学旅游系，厦门市同安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10】福建师范大学旅游系，福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纲要

[11】福建师范大学旅游系，福鼎市、南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纲要‘

国
2002．4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旅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