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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海域面积广阔，海岸线长达3 171 km，

海洋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

的增长，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海陆空交通综合

运输网日益完善，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山东省海

洋旅游业的发展。但沿海分布有青岛、烟台、威

海、日照、潍坊、东营、滨州7市，海洋旅游资源

的开发各自为政，管理体制不完善，造成产品项

目雷同、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山东省

海洋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有必要对现有的海洋旅

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

一、山东省海洋旅游业发展现状

1．山东省海洋旅游资源的特点

山东省海岸线绵延曲折，海湾众多，海岸带

地形地貌奇特，尤其是海洋旅游资源地域分布

特征明显，自东向西特色鲜明。东部海滨为基

岩港湾式海岸，自然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众多

大型的海滩，沙细坡缓，海水水质优良。沿岸有

面积500 km2以上的岛屿326个，其中庙岛列

岛，由32个岛屿组成，纵列于渤海海峡，是山

东省最大的岛群，也是黄海与渤海的分界，且

岛屿植被丰富，鸟类等珍稀动物众多。著名的

道教名山崂山，山海一色，景色奇特，是休养避

暑的胜地。中部莱州湾及其陆域腹地，人文旅

游资源丰富多彩，民俗风情浓郁，历史遗迹和

文化遗址众多。潍坊风筝、寒亭杨家埠木板年

画、剪纸、泥塑、扑灰年画等民间工艺品；清新

纯朴的农家生活和田园风光；罕见的山旺古生

物化石遗迹和昌乐县火山口地质遗迹，在国内

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西部地区为独具特色的

黄河三角洲海岸，湿地生态系统景观独特。黄

河三角洲国家级生态自然保护区和黄河口国

家森林公园，拥有大量的珍稀鸟类和植物群

落。有二级保护鸟类丹顶鹤、白鹳、灰鹤、大天

鹅、金雕等各种珍稀鸟类200余种。海岸带海

洋生物资源丰富，共有浮游植物116种，浮游

动物77种，鱼类155种，头足类7种，潮间带

和潮下带底栖生物各400余种。由于这些海洋

旅游资源地域差异明显，应加强区域联合，打

破地区界限，整合现有的资源，优势互补，合理

配置和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山东省海洋旅游

业均衡协调发展。

·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04BJZ44)、山东省科技攻关项目(2004GG320600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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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省海洋旅游业的发展水平

近年来，山东省沿海地区旅游业获得了较快

的发展(见表1)。2004年沿海7市共接待海内

外游客6 020．7万人次，占全省的50．73％；实现

总收入463．53亿元，占全省总量的56．9％。其

中海外旅游者87．25万人次，占全省总量的

73．13％；旅游外汇收入46 503．56万美元，占全

省总量的81．59％。可见，海洋旅游已成为山东

省旅游业尤其是国际旅游业的主体部分。但从全

国来看，山东省海洋旅游业发展尚处于较低水平。

2004年半岛7市旅游收入仅占全国滨海旅游总

收入的13．76％，占全国滨海国际旅游总收入的

3．98％。进一步分析可知，7市旅游收入仍以国内

旅游为主，2004年国内收入占其总量的91．7％。

同时，由于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山东省海洋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

域差异。东部沿海城市，如胶东半岛的青岛、烟

台、威海3市，海洋旅游业的发展处于领先地

位，尤其是青岛市是全省海洋旅游业发展的龙

头，而日照、滨州和东营发展水平较低(见表

1)。2004年青岛共接待旅游者2 209．7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突破了200亿元，达到207．56亿元，

占沿海7市的44．78％，占全省的25．48％。烟

台、威海两市分别接待旅游者1 192．34万人次

一尊燃誊_Ocea愚n 疆囝—，澎

和866．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分别达到了92．93

亿元和71．33亿元，占本地区的比重分别为

20．05％和15．39％，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

11．41％和8．76％，排在二、三位。潍坊接待旅游

者774．5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42．8亿元。日照

接待旅游者586．81万人，旅游总收入为26．99

亿元。西部的滨州和东营两市海洋旅游业的发展

水平较差，旅游收入最低，只有10亿元左右。

5．山东省海洋旅游业的组织管理

目前山东省的海洋旅游管理体制尚不尽完

善，由于沿海各市行政区域的条块分割，使得海

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各自为政，区域布局不尽合

理，项目重复建设严重，缺少统一的组织管理机

构。各要素和信息流在区域内流通不畅，未形成

统一的市场机制。近年来，海洋旅游的开发多集

中于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威海3市，西部的

东营、滨州大面积滩涂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开发利

用，且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目前尚无针对全

省海洋旅游业发展的总体开发规划，政府宏观调

控力度不够。由于各种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

理分别隶属于不同部门，造成了多头管理。因

此，应遵循海陆互动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观，加

强对海洋旅游资源开发的统一管理，把海洋旅游

业发展成为山东省的重要支柱产业。

表1 2004年山东省及沿海7市海洋旅游业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山东省及各市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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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铲辫墅
二、山东省海洋旅游业的区域整合分析

1．山东省海洋旅游开发的空间整合

根据山东省海洋旅游资源的整体特点和空

间分布特征，沿海地区的旅游空间结构应呈现为

“一湾、两翼、三带”的格局：“一湾”即中部莱

州湾海洋民俗文化旅游带，“两翼”即东翼黄海

海滨沿岸度假旅游带和西翼黄河三角洲湿地滩

涂生态景观旅游带。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整体优

势，必须打破行政界限，加强区域联合，优势互

补，进行海洋旅游开发的空间整合。

(1)东翼黄海海滨沿岸度假旅游带

其范围包括日照、青岛、烟台、威海海滨沿

岸、陆上腹地及其所属的岛屿。该区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滨海气候宜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

诸多的岛屿，海滨风光旖旎，海洋自然旅游资源

丰富而又独具特色。这里有国内外闻名的海上道

教名山崂山，山海一色；有“中国好望角”之称

的“天尽头”——成山角；人间仙境蓬莱阁；清代

北洋水师基地刘公岛；众多沙质柔软的黄金海滩

等海水浴场；碧波荡漾景色秀丽的海湾。此外，

以海洋为主题的旅游节庆众多，名胜古迹等人文

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这一滨海旅游带是理想的

旅游、疗养、度假胜地。

今后要积极开发这一地带丰富的海洋旅游

资源，合理布局与开发海上游乐运动区、休闲度

假疗养区、海洋文化博览区及与之配套的海上体

育设施、度假酒店等辅助设施的建设，重点建设

游艇帆船俱乐部、海洋公园、度假村、娱乐城、国

际钓鱼基地等项目，将这一岸段建成为集餐饮、

住宿、娱乐、购物、休养于一体，布局合理，功能

完善，交通便利，享誉海内外的海洋旅游度假中

心地带。整合该区海岛旅游资源，有计划地发展

海岛休闲度假旅游，重点开发庙岛列岛、刘公

岛、田横岛、薛家岛等旅游度假型岛屿，打造游

客由陆向海辐射的多层次发展格局。

(2)中部莱州湾海洋民俗文化旅游带

其范围主要指莱州湾以南、泰沂山脉以北的

大部分潍坊市地区。这里历史悠久，大汶口文化

和龙山文化源远流长；山旺古生物化石堪称稀世

珍宝；潍坊风筝扎、糊、绘、放俱佳，驰名中外；寒

亭杨家埠木版年画是中国三大木版画发源地之

一；高密剪纸、泥塑、扑灰年画等被称为民间艺

术“三绝”。精湛的嵌银、仿古铜工艺巧夺天工；

石家庄的农家风俗和田园生活散放着泥土的气

息。这些历史文化与现代民间艺术相互交融，乡

土文化风格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构成了潍坊千

里民俗文化旅游带。

依托浓厚的民俗风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此

旅游带应主要挖掘民间风情与古文化旅游的发

展潜力，集中开发民俗旅游资源，打造以潍坊国

际风筝会为龙头，寒亭杨家埠木版年画，高密剪

纸、泥塑、扑灰年画等民间工艺特色鲜明的民俗

旅游产品；以展现农家风俗和田园生活为主的农

业生态旅游等主题鲜明的民俗旅游系列产品，以

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开展包括风筝游、农家乐

游、民间工艺游、古文化游等专项旅游，使其成

为全国最具有影响的民俗文化旅游带。

(3)西翼黄河三角洲湿地滩涂生态景观旅

游带

其范围包括位于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和滨

州市。以保护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

类为主的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温带最

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类型独

特，湿地生物资源丰富。据初步调查有野生植物

上百种，各种鸟类约187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32种。此外，展现黄河文化、石油文化

及新兴城市建筑的黄河大桥、黄河水体纪念碑、

胜利油田、天鹅湖公园、新世纪广场等系列景

观，杨家古窑址、牛王秦家遗址等人文旅游资源

也很丰富。

本区依托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展湿地

景观生态旅游，建设黄河三角洲国家生态旅游示

范区。其次，依托胜利油田的石油开采景观，可

以发展工业旅游；依托黄河三角洲的文化古迹旅

游资源，可以开展文化旅游。重点打造以观赏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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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植物群落为主的生态景观旅游带。

2．海洋旅游海陆一体化整合

山东省海域岛屿众多，有些大型岛屿周围分

布有众多的小岛还构成了岛群。其中庙岛列岛由

32个岛屿组成，面积5 165 km2，其余岛屿多属

近海陆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这些岛屿大部

分离大陆海岸不远，通达性较好。其中，长岛、养

马岛、黄岛拥有大型的港口，可停靠万吨级的大

型货轮和邮轮。其余码头多为50吨级以下小码

头，可停靠渔船、登陆艇、交通船。

这些海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浑为一体，立

体层次感强，但海岛开发必须以陆地为依托，构

建快速、便利、舒适的旅游交通网，尽快形成

岛一陆及岛一岛旅游交通体系，为旅游者提供多

样化的游览方式，实现海陆互动的发展模式。首

先，应加强旅游交通设施的建设。对于拥有小型

码头的岛屿，今后应完善和扩建游船停靠的交通

设施，提高游船的档次和现代化水平；而尚未建

码头的海岛，今后应把游船码头的建设列入旅游

发展规划。其次，应加快构造海上旅游交通网

络。山东省海域有众多的岛群，今后应开辟岛群

内各岛之间以及岛群与岛群之间的游船航线，加

强岛与岛之间的联系；增添岛陆之间的航道，加

强岛陆之间的联系；改造岛上交通条件，建设环

岛公路网。最后，联合开发岛陆旅游资源。由于

大部分海岛上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难以满足游

客的需求，因此，利用便利的交通网络，白天在

岛上进行游览娱乐活动，晚上回到陆地上过夜。

岛上重点建设高尔夫球场、大型游乐园等游览娱

乐设施，开展水上运动和水上游乐项目，如滑

水、划船、空中跳伞、捕鱼，构建海、陆、空立体游

览体系。陆上腹地则不断完善住宿、餐饮、购物

等设施建设，弥补岛上旅游基础设施的不足，打

造“岛上游览娱乐，陆上住宿、购物”的海陆一

体化的发展格局。

5．海洋旅游产品整合

(1)港口与工业旅游

山东省沿海港口众多，海上交通运输业比较

发达，毗邻港口兴建了许多大型工业企业，港口

与临港工业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现有青岛港、烟

台港、日照港、威海港、岚山港、龙口港、石岛港

等大、中、小型港口26个，其中对外开放港口17

个，形成了电子、石化、制造、信息等为主的青岛

港临港工业带，烟台IT产业园、烟台软件园和

信息产业城“两园一城”，以冶金、液体化工、木

制品加工、浆纸等为主的日照临港工业带，初步

形成了临港工业园区、内外贸并举、客货运兼备

的临港工业与现代物流景观。

这些港口大多拥有现代化海洋运输设备，如

大型集装箱装卸运输机械设备、自动化运输设备

等，经常有国内外的远洋巨轮停靠，临港名牌工

业企业及工业园区先进的生产流水线，为发展港

口与工业旅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今后应大力发

展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的港口与工业旅游，组

织游客观赏集装箱的装运过程以及远洋巨轮的

壮丽景观，向游客介绍轮船构造及远洋运输等方

面的知识，开放旧港址，介绍港口的发展历程和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情况；设计专门的工业旅游参

观线路，组织参观名牌企业的标志性建筑和产品

的生产制造过程，感受现代企业文化，满足旅游

者的好奇心。广泛开展集知识性、参与性、科学

性于一体的港口与工业旅游，同时提高临港工业

企业的知名度、信誉度、美誉度。

(2)海岛旅游

山东海域海岛众多，景色迷人，主要集中在

胶东半岛海域。刘公岛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清

代北洋水师基地、中日甲午海战的纪念地；养马

岛因相传秦始皇东巡时曾在此岛养马而得名；田

横岛是齐王田横的五百义士在此自刎的地方，周

围星罗棋布的岛群，岛上有滩涂，淡水资源丰

富；薛家岛是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垂钓娱乐、

体育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的海滨旅游度假区；长门

岩北岛、大公岛，鸟类繁多，植被繁茂，周围水域

鱼类和海珍品比较丰富；芝罘岛为我国最大的陆

连岛，秦始皇曾三次登临此岛，其断层、褶皱等

构造在地质研究上有着重要价值，文物古迹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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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萨襻一
多。屺姆岛是三面环海、一面连陆的半岛，环境

幽静，空气清新，海水水质清净，沙滩洁白平缓。

素有“蓬莱仙岛”美称的庙岛列岛，气候宜人，

空气清新，群体优势突出，有天景天象诱人景

观。

这些岛屿自然生态环境优良，岛上植被丰

富，是众多鸟类的栖息地，而且历史文化价值较

高，拥有多处历史革命遗址，应大力整合海岛旅

游资源，从整体上确定不同岛屿的旅游特色和功

能定位，开展海岛旅游。可在长门岩北岛、大公

岛、田横岛等广阔水域、鱼类资源丰富的岛屿开

展养殖、捕捞、海上垂钓旅游，举办垂钓比赛等。

在刘公岛、庙岛列岛、芝罘岛开展集海上观光、

垂钓、潜水、餐饮、娱乐、探险于一体的海岛休闲

度假游。合理开发和利用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的海

岛自然保护区，开发海岛生态旅游。海岛旅游开

发关键是要解决好连接陆岛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应在各海岛和陆岛之间开辟以海上游览为主

的新航线，将沿途海岛串联起来。积极引进大中

型的集运输、观光、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化游船。

(3)休闲渔业

山东省渔业资源较为丰富，海洋渔业是山东

省海洋优势资源之一。有海水鱼、虾260余种，海

参、鲍、海胆、大菱鲆、对虾等名贵海产品全国闻

名，扇贝、贻贝、海带、蛤等产品产量居全国首

位，是我国渔业第一大省。全省近海有渤海湾、

莱州湾、烟威、石岛、青岛、海州湾、连青石七大

渔场。由于过度捕捞超过了资源的承受能力，海

洋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山东省还建立了12处渔

业生物资源保护区。

山东沿海地区应凭借这些丰富的海洋渔业

资源，加快渔业与旅游联合发展的步伐，以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在

沿海各地的浅海地区以及田横岛、竹岔岛、刘公

岛、芝罘岛、庙岛列岛等岛屿建立集垂钓、观光、

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休闲渔业区，修建渔业观光

休闲广场。在潍坊石家庄、杨家埠、烟台、长岛等

地建立集参与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捕

鱼、赶海、尝鲜、住渔船”为主的渔家乐旅游捕捞

体验区。在全省12处渔业生物资源保护区建立

集科普、考察、学习性于一体的海洋生态渔业示

范区，大力发展渔业生态旅游。不断推进传统渔

业与旅游业、渔区建设相结合，为海洋与渔业发

展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4)邮船旅游

山东省海上旅游主要集中在烟台、威海、青

岛、日照，国内航线主要与辽东半岛的大连相

通，国际大型航线主要通往韩国、日本等地。但

目前山东省旅游船只设施陈旧，多为小型低档的

船只，缺乏高档的豪华邮轮。作为全省的重要口

岸城市，2008年奥帆赛的帆船赛区青岛，大型邮

船旅游项目很少，主要为短途近岸海域旅游。今

后应购进一批大型豪华邮轮，组建集观光、餐

饮、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大规模海上旅游项目，

开展中长途的远洋旅游，真正满足人们“海上漂

流”的欲望，同时加快建设和完善大型邮船码

头、国际海上娱乐中心、海上美食休闲中心等配

套设施，积极开辟国内和国际远洋旅游航线。

4．沿海城市旅游企业整合

目前山东沿海地区间旅游企业以及旅游行

业之间内部竞争激烈，利益冲突严重，协作经营

关系尚未形成。因此，需要按照地域分工的原

则，打破地区界限，组建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加

强跨地区企业的联合，通过企业整合来达到共赢

的目的。旅游企业的整合主要包括区域内经营相

同旅游业务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或经营不同旅

游业务企业之间的纵向联合，以及旅游企业与其

相关行业之间的联合。

横向联合主要是本着双赢目的，通过强强联

合、强弱联合等方式，引导旅行社、酒店等旅游

企业建立旅游联盟，制定共同的开发和宣传策

略，设定统一的服务标准，互送客源，优势互补，

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纵向联合主要是要建立

跨区域的旅游产业链，该产业链上下游的旅游企

业应联合开发旅游产品，形成旅游产品开发的配

套协作网络体系。如加强旅行社、餐饮企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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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景区的联合，共同开发旅游线路，形成一条龙

产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此外，进行旅游企业与相

关产业的合作与联合，实现旅游产业的纵深发

展。如通过加强与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业、渔业

的合作与联合，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发展。

三、山东省海洋旅游业整合的管理体制创新

1．制定区域统一的海洋旅游发展规划

为了合理开发和整合海洋旅游资源，打造区

域整体优势，应突破行政界限的束缚，充分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根据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原

则，确定山东沿海地区统一的海洋旅游业发展规

划，指导山东省沿海地区海洋旅游经济的联合发

展。规划中应着力体现青岛作为中心城市的地

位，注重西部东营、滨州两市海洋旅游资源的开

发与规划，使全省海洋旅游业的发展呈现高度一

体化的融合局面。此外，海洋旅游发展规划还要

同有关省、市级各部门的相关规划加以协调。如

在进行海洋功能区划时，应预留出相应的水域和

海岸线，以便13后进行海洋旅游开发使用。

2．打遣沿海7市无障碍旅游区

2004年，山东省青岛、济南、烟台、威海、13

照、潍坊、淄博、东营等八个城市共同签署了《山

东半岛城市群旅游合作宣言》，成立了半岛城市

群无障碍旅游区。沿海7市作为旅游联合体，更

要加快打造无障碍旅游区。加强各市间的合作和

信息交流，实现旅游资源共享，信息互动、互通，

客源互送。开辟“绿色通道”，取消旅游车入市

的限制措施。联合开发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线

路，联合宣传促销，制定统一的旅游服务标准。

建立旅游协商与对话机制，协调区域发展政策。

3．建立沿海7市旅游发展组织平台

要加强海洋旅游的区域协作，必须建立一个

有效的组织平台进行统筹管理。可以由省旅游局

牵头，组织沿海地方旅游等有关部门成立“山东

省沿海地区旅游发展协调小组”、“沿海地区旅

游发展中心”等组织，通过召开小组会议的形

式，建立对话机制，就沿海7市海洋旅游发展面

～撰燃堂kOcea癌n⋯⋯强囝，、簿

临的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并达成最终一致意见。

协调区域内的重大旅游开发项目的建设等事项，

协调解决各方利益关系。此外，可设立行业协

会，如“沿海地区旅游饭店协会”、“导游协会”

等，促进跨城市、跨行业的联合，制定统一的行

业的条例和准则，相互提供信息，协调区域内本

行业各企业的发展。

4．建立区域市场一体化机制

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构建区域旅游市场一

体化的管理体制。实现基础设施资源共享，人

才、资金、信息等要素在区域内能自由合理的流

动，如允许外市的旅行社在本地开办分支机构，

推出集结算功能、旅游信息查询功能于一体的旅

游卡，实现一卡通。制定统一的旅游市场促销计

划，联合促销，开拓海外旅游市场，树立统一的

城市形象，打造统一的旅游品牌，使7市互为市

场、互为腹地、互送客源，互相宣传推介，形成海

洋旅游发展的统一大市场。

5．构建区域旅游信息系统

建立区域旅游信息中心，通过建立共享的数

据库，加强旅游信息沟通。把各市的饭店宾馆、

旅行社、景点景区、客运部门等旅游业的相关部

门运用网络信息平台连接起来，建立各部门之间

快捷畅通的信息联通机制。把各市的客源情况、

接待设施的利用情况、景观开发利用情况等一系

列旅游市场的供需信息连接起来，建立旅游信息

咨询和预订系统，为旅游者提供旅游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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