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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过程,主要包括融合动因、融合产业、融合障碍和

融合对策。以舟山市为例,对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意义、适宜度和障碍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受众认为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意义主要是带动海洋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

会和促进沿海地区发展;海洋农业文化业、海洋公共文艺业、海洋商业演艺业和海洋传媒业与旅游

产业的融合适宜度较高;市场是产业融合的主要障碍,保护和发展的矛盾也是重要障碍。基于调

查和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建议,即发展海洋文化旅游产业链、政府

和市场联动以及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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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analyzedtheprocessofintegrationofthemarineculturalindustryandthe

tourismindustry,includingtheintegrationofmotivation,integrationofindustry,integrationbar-

riersandintegrationstrategies.TakingZhoushanasanexample,a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
ductedonthesignificance,suitabilityandobstaclesoftheintegrationofthemarinecultureindus-

tryandthetourismindustry.Theresultsshowedthattheaudiencebelievedthattheintegrationof

themarinecultureindustryandthetourismindustrywasmainlydrivenbythegrowthofthema-

rineeconomyandtheincreaseofemploymentopportunities.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coastal

areas,theintegrationofmarinefisheriescultureindustry,marinepublicartindustry,marinecom-
mercialperformingartsindustryandoceanmediaindustryandtourismindustry,werehighlysuit-

able.Themarketwasthemainobstacletoindustrialintegration,andthecontradictionbetween

protectionanddevelopmentwasalsoanimportantobstacle.Basedontheinvestigationand

researchconclusions,suggestionswereproposedtopromotetheintegrationofthemarinecultural

industryandthetourismindustry,thatis,todevelopthemarineculturaltourismindustry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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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inkagebetweenthegovernmentandthemarket,andto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marine

ecologicalcivilization.

Keywords:Marineculturalindustry,Tourismindustry,Oceantourism,Industryintegration,In-

dustrialeconomy

0 引言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新的经济增长点

逐渐聚焦海洋文化产业。海洋文化产业是以海洋

文化为主要载体或内容,以海洋行业和海洋社会为

生产和经营主体,以海滨、海岸、岛屿、海上和海底

为存在和呈现空间的文化产业[1]。推进浙江海洋经

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应积极发展互

联互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文化和海洋

旅游等相关产业,努力打造“一带一路”的现代海洋

产业基地以及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等。

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将成为综

合性强、关联度高、环境容量大、经济拉动作用显著

且与其他产业和谐共生的产业群[2]。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研究成

果颇丰。一方面,很多学者研究不同地域的多种产

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邢启顺[3]、汪俊祺[4]和刘林星

等[5]分别探讨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徽州创意产业和

山东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另

一方面,有学者研究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

合影响和融合管理机制等,胡卫伟[6]从经济、文化和

人口等维度探讨舟山市寺岙村渔业与旅游产业融

合的社会影响;林宪生等[7]研究辽宁省海洋文化产

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新业态,并运用支柱性产业指

标对这些新业态进行竞争力评估。在较丰富的研

究成果中,所选案例集中在浙江省舟山市、山东省

和海南省等沿海地区,且从供给角度讨论海洋文化

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较多,而从受众角度探讨的

较少。

1 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过程

旅游产业融合是指旅游产业内外部各企业为

实现更优发展,利用新技术和新创意,不断寻求融

合契机,从旅游资源、旅游人才、资本市场和业务市

场等方面进行动态融合发展,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

升级和转型[8]。结合有关文献和实践,构建海洋文

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过程的理论框架(图1)。

图1 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过程

1.1 融合动因

旅游产业的供需平衡推动其与海洋文化产业

的融合发展。游客有不同于陆地文化的海洋文化

体验需求,海洋文化是旅游产业的重要吸引力,缺
少海洋文化的海洋旅游经济是空洞的[9];而海洋文

化又分散存在于不同海洋文化产业中,旅游产业需

与各种海洋文化产业融合,形成海洋工业旅游产

品、海洋影视娱乐旅游产品和海洋渔业旅游产品等

产品系列。

产业政策推动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

度融合发展。近年来浙江省出台的《进一步推动文

化产业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2015)《海洋港口发

展“十三五”规划》(2016)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2014—2017)》等产业政策中,多次提到结合浙江

省民俗文化、海洋文化和生态文化等,建设具有较

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以文化创意推动海洋旅游产业发展,支持和

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工业设计和农业开发的

深度融合,并给予相应制度保障,如减免税收等。

1.2 融合产业

海洋文化存在于各海洋产业类型中,目前与旅

游产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第一产业方面,舟山

市寺岙村、东极岛和宁波市石浦渔港等沿海地区的

“渔家乐”项目发展势头良好等;第二产业方面,宁

波市的北仑港北电工业区和开发区海关保税区等

已成为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是宁波市旅游产业的

新亮点等;第三产业方面,浙江省横店影视城、象山

影视城、诸暨长城影视城和桃花岛影视拍摄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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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吸引大量游客,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

为探知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适宜

度,首先要对海洋文化产业进行分类。本研究结合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

和舟山市实际,按照相近产业归类原则,借鉴青岛

市相关分类方法[10-11],将海洋文化产业整合成7个

类目,依次为海洋传媒业、海洋商业演艺业、海洋公

共文艺业、海洋信息传输业、海洋工业文化业、海洋

农业文化业和海洋竞技文化业。此外,还需从供给

和需求2个方面综合考虑:一方面,整合后的海洋文

化产业类目是否为当地优势产业(可通过查阅相关

统计数据得出),具有集聚优势易形成规模效应和

品牌号召力;另一方面,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

融合是否被当地居民和游客所接受和偏好(可通过

在当地问卷调查得出)。

1.3 融合障碍

产业融合是经济现象,融合障碍可能来自于市

场和政府2个方面。①利用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旅游

产业的市场意识较强,是促进产业融合的基础;以

海洋旅游和海洋文化需求为导向,旅游产业提供客

流和食、住、行、游、购、娱等服务,海洋文化产业提

供具有独特民俗文化特色的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

从而形成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如,舟山市朱家尖自

1999年起在每年5—9月旅游旺季时推出国际游艇

节、沙雕节、东海音乐节和休渔谢洋大典等活动,

2016年接待旅游人次647.96万,同比增长16.1%。

反之,市场意识薄弱会成为产业融合的障碍。②政

府积极制定相应政策,是促进产业融合的保障。

如,2017年舟山市旅游局为岛上书店和瀛洲香工坊

等4家文化企业授牌,将其认定为舟山市海岛休闲

示范点,并列入海岛旅游线路推荐行程,积极为新

业态开展宣传,推动市场供需平衡。反之,政府不

作为或乱作为也会成为产业融合的障碍。

此外,海洋气候多变、自然灾害多发,导致旅游

产业淡、旺季明显。旅游旺季时大量游客涌入,可

能出现沙滩垃圾增多和海产品捕捞过量等现象,不

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受

到影响,可能会反对发展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这些

都会成为产业融合的障碍。

1.4 融合对策

为应对来自市场和政府的产业融合障碍,近年

来较普遍采用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的模式。

政府方面,积极作为,推动海洋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如,台湾自开放大陆“自由行”以来,2009—

2015年大陆游客每年以30%~40%的速度增长;除

生态游和观光游等方式外,当地观光局把休闲农业

文化(清境农场等)、公共文化(诚品书店等)、创意

集市文化(士林夜市等)和工业文化(宜兰酒厂等)

融入旅游推荐线路,尽管规模较小,但都形成风格

统一和主题丰富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

市场方面,海洋文化产业不断形成集聚优势,

并融入旅游产业的服务功能。如,在政府引导和市

场调节下,舟山市51家海洋文化企业入驻伍玖文化

创意中心,制作《永恒的灯塔》等多部海洋影视和动

画产品;形成集聚效应并转型升级的伍玖文化创意

中心等6家单位成为2016年全国海洋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被列入海洋文化旅游线路和旅游周边商品

采购线路。

2 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态度调查

2.1 调查过程和人口特征

本次调查的时间是2016年7月上旬和2017年

1月下旬,地点是舟山市普陀山景区、朱家尖蜈蚣峙

码头和普陀区图书馆等。随机访谈后发放问卷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76份,有效问卷率94%。

被调查人口特征样本分析表明:性别方面,男

性占46%,女性占54%;年龄方面,18岁及以下占

24.5%,19~30岁占36.7%,31~45岁占26.6%,

46~60岁占6.9%,61岁及以上占5.3%;月收入方

面,3000元及以下占38.3%,3001~6000元占

27.4%,6001~10000元占17%,10001~15000元

占13%,15001元及以上占4.3%;职业方面,从事海

洋相关产业的当地居民占22.9%,从事其他职业的

当地居民占47.3%,游客占29.8%。

2.2 对产业融合意义的态度

通过被调查者对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意义的态度可以看出,受众对海洋文化产业

与旅游产业融合意义的态度大多停留在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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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即带动海洋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 沿海地区发展(表1)。

表1 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意义的调查结果

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的意义

选择数量/人次

完全不赞同 较不赞同 一般 较赞同 非常赞同
综合得分

带动海洋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 19 22 50 107 178 4.072

促进沿海地区发展 20 32 51 128 145 3.920

提升海洋文化产业知名度 19 28 65 134 130 3.874

改善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生活更加便利 21 31 75 130 119 3.784

满足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转型需求 29 32 99 122 94 3.585

快速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36 80 66 81 113 3.414

  注:综合得分=各项(选择数量/有效问卷数量×相应分值)之和;其中,有效问卷数量=376份,完全不赞同=1分,较不赞同=2分,一

般=3分,较赞同=4分,非常赞同=5分。

2.3 对产业融合适宜度的态度

被调查者对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适

宜度的态度如表2所示。

表2 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适宜度的调查结果

产业融合内容 选择数量/人次 频次占比/% 人次占比/%

海洋农业文化业 166 19.7 44.1

海洋公共文艺业 164 19.3 43.6

海洋商业演艺业 158 18.6 42.0

海洋传媒业 141 16.6 37.5

海洋工业文化业 85 10.0 22.6

海洋竞技文化业 71 8.4 18.9

海洋信息传输业 63 7.4 16.8

合计 848 100.0 225.5

由表2可以看出,海洋农业文化业、海洋公共文

艺业、海洋商业演艺业和海洋传媒业与旅游产业的

融合适宜度较高。根据舟山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洋渔业增加值居农业之首,

占全年海洋经济总产值的9.78%;岱山县岱东镇等

多地已成为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乡镇,

“渔家乐”项目发展较成熟,因此海洋农业文化业与

旅游产业融合适宜度较高。此外,普陀海洋文化创

意产业园区、岑氏木船作坊、印象普陀文化演艺公

司和伍玖文化创意中心等注重打造海洋特色文化

品牌,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吸引了大量游客,实现相

关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有机融合。

2.4 对融合障碍的态度

在文献梳理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设计8项融

合障碍选项。被调查者对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

业融合障碍的态度如表3所示。

表3 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障碍的调查结果

融合障碍 选择数量/人次 频次占比/% 人次占比/%

市场意识淡薄 192 21.0 51.1

融合产业种类少 185 20.1 49.2

利润分配难 141 15.3 37.5

人才不足 119 12.9 31.6

破坏生态环境 98 10.7 26.1

政府政策扶持少 83 9.0 22.1

行业协会力量弱 62 6.7 16.5

外部设施不足 40 4.3 10.6

合计 920 100.0 244.7

由表3可以看出,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

合的障碍主要是市场意识淡薄、融合产业种类少、

利润分配难和人才不足,这些可看做市场开发主动

性和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表现,即市场障碍是

主要障碍。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现,大众游客追求物

美价廉,而一些艺术品的价值和内涵没有得到体

现,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错位。

政府和行业协会积极促进海洋文化产业与旅

游产业融合,希望借助旅游产业带动海洋文化产业

的传播和消费,通过培育新业态促进转型升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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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海洋文化产业园区功能,振兴海洋传统文化。因

此,政府政策扶持和行业协会力量的关注度较低,

是产业融合的次要障碍。

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存在于海洋文化产业与旅

游产业的融合过程中,也是产业融合的重要障碍之

一。因此,要注重提升产业融合质量和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不能走先发展后保护的老路。

3 结语

本研究简析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

过程,并以舟山市为例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产业融

合意义、适宜度和障碍等。根据调查和研究结果,

主要有3个方面的启示。

(1)舟山市要促进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

合,需有重点、按时序和分区域进行,不断丰富海洋

文化旅游产品系列。根据调查结果,海洋农业文化

业、海洋公共文艺业、海洋商业演艺业和海洋传媒

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适宜度较高。因此,应打造以

影视城和“海天佛国”等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旅游产

业链,丰富以“渔家乐”、生态休闲基地以及海产品

精深加工和贸易为特色的海洋旅游综合体,建设宁

波-舟山海洋旅游精品工程;适度调整用地指标,

以伍玖文化创意中心等成功模式为代表,着力提供

海洋文化产业场地、完善海岛旅游交通枢纽体系以

及增加旅游交通集散和购物体验中心等服务设施

用地;依托浙江省的人文优势,继续补充专项资金,

实施创新引领“5531行动”等人才培养计划,培养了

解海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复合型人才。

(2)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发展的模式,促

进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根据调查结果,

受众认为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带

动海洋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沿海地区发

展,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因此,政府须致力

于制定和实施产业发展规划、维护市场秩序、提供

扶持保障、通过减免税收减轻企业负担、组织形象

推介以及不断释放政策红利等;普陀山、朱家尖和

东极岛等发挥集聚优势,打造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

(3)在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过程

中,政府须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遵循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性开发原则,及时发布海洋环境实时监测

公报;建设海洋科技创新体系,集成开发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应用系统,提升海洋管理和服务的科技支

撑能力;促进海洋文化旅游产业低碳发展,鼓励使

用太阳能、海上风能、潮汐能和波浪能等可再生能

源,采取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模式;加强对海洋自

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海洋公园等的选

划和建设,加大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投入;启动海洋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的联动机制,完善海

洋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和赔偿机制,落实生态环境修

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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