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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文化旅游研究综述及发展趋势


许照成，张　瞡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摘　　　要：海洋旅游中文化要素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尤其作为国家

支柱性产业的文化和旅游业融合发展趋势明显。文章对现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从几个相关

概念，本土化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以及我国海洋文化旅游研究现状，提出我国海洋文化

旅游产业未来走一体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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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一个面积约３６２００万ｋｍ
２，近地球

表面７０．８％的广大水域。它是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具有较强的环境敏感

性和外向开放性，海洋旅游开发的文化缺失直

接导致其低水平、过度商业化和片面西化开发。

中国古代文化大陆性与海洋性二元并存，优秀

的海洋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海洋家园

的重要支撑，是发展海洋产业的深厚基础。然

而，中国海洋旅游传统源远流长，因此，发展

海洋文化旅游，构建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人海和

谐的旅游系统，探索海洋文化旅游本土化发展

模式与动力机制，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１　国内外海洋文化旅游相关概念的界定

及述评

１１　文化旅游的研究

近年来，文化旅游因受到制度和学术双重

层面的影响而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因此，

研究文化旅游是有必要的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但是对于文化旅游的概念，国内外的学者

们暂时还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定论。

世界旅游组织以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

会 （ＡＴＬＡ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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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麦金托什

认为［２］文化旅游包括旅游的各个方面，游客能

从中感受到别人的历史和遗产，还可以了解到

他们的生活和思想。ＲｅｉｓｉｎｇｅｒＹ
［３］认为文化旅

游是指那些对体验文化经历有特殊兴趣的游客

发生的旅游行为，包括艺术、信仰、习俗等。

国内学者最早提出 “文化旅游”这一概念

的学者魏小安。吴芙蓉等［４］认为，文化旅游是

集文化、经济于一体的一种典型的特种旅游形

态，具有民族性、艺术性、神秘性、多样性和

互动性等特征，其过程是旅游者对旅游资源文

化内涵的体验，也是文化旅游的主要功能。朱

桃杏等 ［５］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论述了文化旅

游的概念，并认为，广义的文化旅游是指在寻

求和参与全新或更深文化体验基础上的一种特

别兴趣旅游；而狭义的文化旅游是指人类记忆

中一种正在消失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场景或地方

特色，表现形式如旧式的房子、自家的纺织物、

马或者牛拉的车和犁、手工艺品。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

主要包括文化旅游者及市场研究、文化旅游资

源及开发研究、文化旅游的保护和管理等。国

外侧重文化遗产地旅游［６］和旅游的社会文化影

响［７－８］，文化旅游在当今世界旅游的发展中已是

一种较为突出的旅游类型，也是各国着力经营

的旅游空间。国内重点在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

特定地域特定类型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近几

年文化旅游形成研究热潮，热点问题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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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９］，同时出现很多新

的视角，如产业研究［１０－１１］、吸引力研究［１２］、空

间形态研究［１３］等。

１２　海洋文化的研究

人类的生命来自海洋，因此，人类的文化

也起源于海洋。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化的主

要缔造者之一。中华民族世代所居住的大地，

东南两面临海，海岸线长达１．８万ｋｍ，孕育了

祖国悠久的海洋文化，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

海洋信仰、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等都属于海

洋文化的范畴。

关于海洋文化的含义、实质以及范畴，国

内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且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林彦举［１４］认为海洋文化是滨海

地域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世代生活在沿海地

区，对内交流、对外交往，依傍海洋从事政治、

经济、文化活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孕育、构筑、形

成具有海洋特性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教育

科技和文化艺术。安桃艳［１５］认为海洋文化即人

类对海洋的认识、利用和由此创造出来的精神

的、行为的和物质的文化生活内涵。包含人类

对海洋、潮汐、风浪、岛礁、滩涂、海洋生物、

海流等的认识。曲金良教授［１６］认为，海洋文化

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

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

因有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

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本质在于人

类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海洋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何能够迅速走向产业化轨道，使海洋文

化产业成为可能，与海洋文化本身的含义和特

征是分不开的［１７］。国内已有中国海洋大学、上

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等海洋文化研究所的专门机构及

各类论坛和研讨会。主要集中在海洋文化的基

本理论研究、海洋文化史研究、海洋文化与社

会发展实践研究［１８］。海洋文化产业、海洋文化

史、海洋文化观的重建等专著问世 ［１９－２０］。学者

总结和探讨人海关系发展、突破传统的农耕文

明框架，批判性反思和重新评估中国海洋文化

价值的研究较多［２１－２３］。海洋文化产业也成为研

究重点，如海洋文化产业集群研究［２４－２７］，浙江、

山东等地海洋文化产业的研究［２８－２９］。

１３　海洋旅游的研究

２１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十二五”规划提出

了发展海洋经济的总体部署，并采取积极措施

大力推动沿海地区区域开发开放，使海洋经济

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海洋旅

游是人们在海洋进行的活动，并产生一定的经

济效益，也是海洋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开

发海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还是关注和

研究海洋，但对海洋旅游的定义还没能达成共

识，也没有专著对其论述过，仅部分学者在有

关海洋旅游的研究中涉及过海洋旅游的定义问

题并进行了简单的阐述。董玉明［３０］认为海洋旅

游是在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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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红、李平［３１］的观点与董玉明基本

是一致的，都认为海洋旅游相对应于陆地旅游，

是按照人类旅游活动地域不同所划分的一个子

类。张广海、董志文［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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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娟［３３］提出了中国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

利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５方面的策略。虽然，

一些学者在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取得了

一定成果，但从近１０年的研究来看，对于所造

成多方面因素的探究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国外海洋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岸地貌

及其与旅游业的相互作用，滨海度假区的动态

发展模型，人类与海岸环境的相互作用，滨海

度假区游客行为、规划和管理，可持续滨海旅

游等。以地理学的研究角度最多，其次是滨海

区管理研究，研究方法多样，如文化角度海滨

度假区的情节模型 ［３４］研究等。国内研究主要集

中于海洋旅游界定、资源与开发、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 ［３５－４１］。

此外，地方性的海洋旅游研究也占绝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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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主要集中于山东、上海、福建、广州等沿

海旅游大省 （市）及舟山、海南等海岛，并逐

渐向海岸带、海陆联合、远海等拓展。滨海旅

游开发模式方面涉及滨海沙滩、海滨生态旅游

地［４２－４３］以及福建、三亚等地［４４－４５］。

２　有关本土化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研究

２１　本土化发展模式的研究

近年来，海洋文化旅游发展模式趋于本土

化发展，因此，本土化成为社会发展潮流。在

学术界，旅游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也就逐渐

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土化概念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学者在８０年代初发起社

会科学本土化运动。

樊春萍［４６］立足于中国国情，提出要建立企

业心理服务的中国应用模式，且通过中国本土

化的模块化植入，使其能够解决中国企业的问

题。陈兴淋［４７］基于实用主义，探究了我国本土

中小企业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中小企业成长所

存在的问题，并列举出影响中小企业发展因素

的相关研究成果。张宏梅［４８］认为本土化的旅游

研究可以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

本土化的旅游理论。白凯［４９］指出旅游心理和行

为本土化研究的支点在于文化。

但目前只有少量的如乡村、度假等旅游的

本土化被纳入议题。刘俊［５０］提出中国海滨旅游

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詹贤武［５１］指出海

南本土文化是国际旅游岛的灵魂。

２２　动力机制的研究

海洋文化是滨海地区旅游发展的命脉和灵

魂，探讨海洋文化旅游的本土模式形成的动力

机制，有助于中国的海洋旅游摆脱以资源掠夺

为代价、以房地产为导引、以西方 “３Ｓ”为标

杆的怪圈，转向多样化、地方特色和对精神文

化的诉求，培育海洋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和民族

品牌。

旅游 动 力 机 制 研 究 方 面，国 外 学 者 以

Ｌａｗｓ、室谷正裕和Ｂｕｔｌｅｒ为代表。国内主要有

吸引物驱动论、需求驱动论、城市发展驱动论、

系统驱动论、驱动阶段论等几种观点［５２］，彭华、

保继刚等学者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持续关注旅游动力

机制问题的研究。马春野［５３］提出基于协同动力

机制理论的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与文化旅游、海洋文化研究形成热潮相比，

海洋文化旅游研究尚处起步和探索阶段，海洋

旅游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城市规划、人文地理、

生态环境等领域，研究集中于区域、城市和特

定类型的旅游资源开发。从旅游学、文化学、

海洋学角度开展的跨学科研究明显滞后和薄弱，

基于传统文化、本土经验的海洋文化旅游研究

明显缺乏。对于驱动海洋文化旅游本土模式发

展和演化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即动力

机制的研究亟须开展。

３　我国海洋文化旅游发展的研究现状及

发展趋势

３１　海洋文化旅游研究现状

国外对海洋旅游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非

常关注。Ｗｏｏｄ
［５４］探讨了邮轮旅游发展与全球化

问题，Ｐｒｅｓｔｏｎｗｈｙｔｅ
［５５］从社会、政治、文化、

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南非德班沿海旅游地

空间的社会认同、空间竞争和空间变迁等进行

研究，发现信仰在空间分割中的作用最明显。

海洋旅游中的文化要素逐渐进入国内研究

视野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

业界存在重设施重经济而轻文化的现象。李蕾

蕾［５６］指出从文化研究角度探讨沿海旅游空间是

传统旅游地理学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充分借

鉴了西方社会建构理论与符号学的分析框架。

学者们分析了海洋旅游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如

度假性、开放性、外向性、崇商性、先进性

等［５７－５９］；对海洋旅游文化资源景观进行分类和

评价［６０－６１］；并对海南、宁波、大连、青岛、舟

山、泉州等滨海旅游地的文化旅游做了大量的

实证研究，如文化型滨海度假区的开发［６２］，海

岛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策略［６３］等。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海洋文化旅游进行了

多方面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多数学

者根据我国特定沿海地区的特点，就我国海洋

文化旅游如何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或建议。

他们从现状出发，探讨了海洋文化的内涵，并

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所具备的天然优势。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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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６４］对珠海市海洋文化旅游发展现状进行了分

析，指出了珠海海洋旅游存在的问题，并重点

论述了珠海海洋旅游发展的对策。王光辉［６５］探

讨了福建海洋文化的内涵，从兼顾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出发，提出了福建海洋文

化旅游开发原则。韩志强、郑耀星［６６］针对福建

省发展海洋文化旅游进行了探析，一方面其拥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积淀深厚的海洋文化，在

发展海洋文化旅游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另一方面，针对福建海洋文化旅游所存在的不

足之处提出了一些建议。

３２　我国海洋文化旅游发展趋势

国内学者对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的研究取

得了一些成果，也为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理论

奠定了理论基础。李柏文［６７］阐释了旅游文化产

业一体化的特征、标志和一体化进程等内容，

并把区域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归纳

为促进性因素和制约性因素两大类，构建了区

域旅游 “政策、市场、企业和产品”四位一体

的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战略。吴国琴［６８］认为区

域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的理论系统应包括规划

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重点线路开发

的一体化、人才培养、市场营销的一体化等。

贾丹等［６９］以区域范围和是否相邻为标准，认为

区域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是地域上接近的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建立紧密的旅游

文化产业联合，实行统一的政策，以利于各国

或各地区旅游文化产业的共同增长。王鹏等［７０］

借鉴核心边缘理论，对小城市旅游文化产业发

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小城市与大中城市

旅游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观点。赵春园［７１］从静

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定义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

程巧莲［７２］对东北地区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提出

建议，应从旅游规划一体化、要素配置一体化、

服务设施一体化、服务标准一体化、市场机制

一体化这几个方面入手。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文化产业的

发展趋势作了较多的研究，并提出了旅游文化

企业、旅游文化产业、利益共同体之间及相关

行业之间走一体化合作的发展道路。然而，海

洋旅游文化产业作为２１世纪的一个朝阳产业，

方兴未艾，又是旅游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

４　结束语

重新审视、整理和传承我国传统海洋文化

旅游的资源宝库，挖掘其价值和内涵，将促进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海洋文化体系、旅游系统

的完善更新，重塑海洋旅游的国家形象，发挥

旅游培育国民海洋意识的重要作用。在目前

“十二五”规划大背景下，国家海洋局要大力倡

导发展海洋经济，开发海洋宝贵的资源库。本

文从文化流视角看，未来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的

发展趋势也将走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及相关行

业间的一体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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