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1年 第1期

辽宁海陆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

林宪生1’2，郭 瑾2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大连 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大连 116029)

摘 要：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是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推动辽宁经济结构调整的重

要途径。区域一体化是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辽宁海洋与内陆旅游文化产业有很

多共同点与互补性，有利于旅游文化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文章指出辽宁海洋和内陆旅游文

化产业的优势与不足，建议建立辽宁省海陆旅游文化产业集团，提出沿海经济带旅游文化

产业一体化、内陆旅游文化产业一体、海陆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的发展、优化旅游线路、

围绕主题整合景点，开发系列产品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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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地域文化资源的

差异性。辽宁省海陆兼备，海岸线长达

2 8'78．5 km，全省共14市，其中有6市临海，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随着

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的实施，辽宁海洋旅

游文化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内陆旅游文化产业

与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有很多共同点与互补性，

将辽宁海洋与内陆旅游资源整合，促进辽宁海

陆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顺势之举，有利于辽宁旅游文化产业的整体提

升，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l 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现状

辽宁省是我国最北部的沿海省份，横跨黄

海和渤海两个海域，管辖海域面积6．8万km2。

海岸绵长。海岛星罗棋布。作为海洋文化产业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文化产业已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自实施“海上辽宁”战略以来，

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得到很大发展，滨

海旅游业成为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辽宁沿海

经济带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海洋旅游文化产业

加快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I．1 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分析

I．1．I 资源优势

辽宁省海洋旅游资源丰富。既有风光迷

人的海岸和岛屿，如大连地区的城山头海滨

熔岩地貌、金石滩地质珍迹、长山群岛、锦

州大笔架山连岛砂坝、兴城菊花岛、丹东大

鹿岛等；也有滨海历史遗址遗迹，如营口金

牛山猿人洞穴遗址、葫芦岛碣石宫遗址、锦

州义县奉国寺、葫芦岛绥中九门口长城、旅

顺日俄监狱、辽沈战役纪念馆和抗美援朝纪

念馆等。

辽宁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不仅体现

在资源的丰富与多样，更重要的是具有相似

性和互补性，为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相似性表现为：辽宁省沿海6市地理环境相

似，处于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地域文化

存在着相似性，具有相同的认知印象，有利

于建立统一的北方沿海旅游城市形象。互补

性表现为：每个城市又都有独特的文化资源，

特色鲜明，是唯一的，不重复的，不存在互

相替代性。如。兴城占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

完好的非常珍贵的明代古城墙之一；盘锦的

红海滩美丽壮观，举世罕见；大连旅顺口留

下的众多遗迹，讲述了半部中国近代史；丹

东具有历史意义和异国风情的鸭绿江沿岸风

光等。这些独特的资源具唷国际影响力，将

其进行一体化开发，联合营销，“强强联手”

必然打开更大的市场。

-基金质目：i[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霞点研究基地顶目(2009J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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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交通优势 深层次的、实质性的产品合作、资本合作和营

交通是旅游的基础，是开展旅游文化产业 销合作⋯。

的先决条件。辽宁沿海6市之fnJ岛速公路、普

通公路、铁路交通畅通尤阻，拉近J一城市之间

的距离。尤其是新开通的辽宁滨海大道，将沿

海的6座城市连成一线，串联起沿线共计近140

个旅游景点，形成一条综合观光带。这条大道

不仅是辽宁沿海的经济大通道，更足辽宁旅游

的黄金大通道。辽宁沿海是整个东北地区走向

世界的门户，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齐备，形

成海陆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便利的交通增加

了景区的可进人性，扩大了客源范围，为海陆

旅游文化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1．2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不足之处

1．2．1海洋旅游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缺乏知识

性和参与性

目前辽宁海洋旅游以基础的观光旅游为主

要内容，专项和特种旅游项目相对缺乏。其实

海洋旅游产品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是以海洋资

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依托，向旅游者提供

用以满足旅游活动需求的有形实体和无形服务

的总和。辽宁的海洋文化产业应该利用自身优

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海洋文化旅游、

科普教育旅游、民俗旅游、体育旅游、探险旅

游、医疗旅游和海底旅游等多种类、多层次的

旅游活动。这样才能充分地体现海洋旅游资源

的价值，增加旅游的知识性和参与性．使旅游

者在不同寻常的旅游体验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与

享受。

1．2．2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均，缺乏

有效的合作

辽宁沿海6市旅游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均，

各市旅游收入水平差异很大(表1)。大连市的

旅游收人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市，占沿海6市旅

游总收入的52．6％，首位度高过2，达到3．8，

说明沿海旅游文化产业结构失衡，过度集中。

辽宁沿海6市有合作意识．但缺乏有效的合作

机制。区域旅游合作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

行政障碍、资金障碍、经营障碍和市场障碍等

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辽宁沿海没有一家跨区

域经营的旅游集团。旅游相关企业之间也缺乏

表1 2008年辽宁省沿海6市旅游收入

数据来源：辽宁省沿海6市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2辽宁内陆旅游文化产业现状

2．1 辽宁内陆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分析

2．1．1 资源优势

辽宁内陆旅游的主要特色是深厚的历史与

文化。辽宁内陆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前史迹众多， “一官三

陵”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清文化是辽宁旅

游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辽宁民俗充满热情、

幽默的东北昧，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东

北大秧歌、奉天大鼓、二人转和辽派评书是辽

宁民间民俗文化的主要代表，还有非常珍贵的

民间艺术，如辽西刺绣和民间绘画等。辽宁省

内生活着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锡伯

族和壮族等43个少数民族。其中，满族、锡伯

族聚居人数居全国之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

化差异激发人们寻求和了解不同文化的求新、

求异和求知等旅游动机。辽宁曾是“共和国长

子”，新中国工业史上的许多第一都在这里诞

生，这里有一个时代的缩影、一辈人的记忆，

如今辽宁是工业门类齐全、体系完整的重工业

基地。发展工业旅游。辽宁资源优势得天独厚。

自然风光也不乏人文内涵，宗教圣地千山、药

山。东北道教发祥地九顶铁刹山，新石器时期

古人类遗址仙人洞等。

2．1．2 区位优势

辽宁内陆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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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东北业交通战略要冲，交通、通信等基础设

施完善。沈阳是东北铁路的枢纽，铁路纵贯东

西南北，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是我

国铁路最密集、铁路交通最繁忙的地区。辽宁

内陆足联结和沟通东北与华北及辽东半岛与山

东半岛、黄河三角洲旅游区和欧亚大陆桥的重

要中转站，经欧弧大陆桥和海陆空港，还与日

本、韩国、俄罗斯及朝鲜等周边国家以及欧美、

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这些旅游热线相联结。

良好的区位优势，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庞

大的、潜在的国际和国内市场。

2．2 辽宁内陆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不足之处

辽宁内陆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不足，主要

表现在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

现。旅游是一种文化现象，没有文化内涵的旅

游就没有生命力。辽宁内陆的历史文化旅游资

源是非常宝贵和不可再乍的遗产，一处处遗址

遗迹都讲述着一段文明，带给我们智慧的启迪。

但是目前很多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层次低，

经营管理差，资源本身的文化价值不能充分体

现，文化内涵没有被发掘，有的历史旅游文化

资源甚至得不到蓖视和保护，这砦都造成了资

源的价值被贬低和损失。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没

有充分体现辽宁民俗文化的精华，各地区民俗

风情旅游产品大都形式单一，停留在简单的、

大众化的表演层次，缺乏参与性、娱乐性和知

识性。辽宁的工业旅游过程是简单的参观，缺

乏企业发展历史、企业文化、管理方法、生产

知识和安全教育等丰富而有意义的内容。内陆

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层次低，资源的文化价值得

不到突出的现状，不仅削弱了辽宁旅游文化产

业的整体优势。也严重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3海陆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策略

3．1 建立辽宁省海陆旅游文化产业集团

区域一体化是辽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通过区域一体化．旅游资源叮以得到

优化整合，旅游产品能够做大做精，旅游基础

设施得以完善，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总体

效益。实现旅游文化产业的区域一体化．需要

旅游市场的主体——旅游企业，进行集团化发

展。集团化使旅游企业获得成本优势，形成单

位投入收益增加的规模效应。2004年《我国旅

游企业集团化发展一北京共识》郑重呼吁：
“中冈旅游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是时之所趋，势

在必行。⋯⋯网际化竞争呼唤大型旅游企业集

团的诞生”[2]。

建立辽宁省海陆旅游文化产业集团，是辽

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联盟、合作

和兼并等方式组建跨景点、跨行政区划的海陆

旅游文化产业集团，有利于辽宁内陆与海洋旅

游的互动，发挥彼此的特点和互补性，互相促

进，协调发展。建立辽宁省海陆旅游文化产业

集团，还有利于资本、技术和人员等生产要素

的流动，从而拉动旅游文化产业欠发达地区的

发展。

3．2 沿海经济带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

沿海经济带已形成很明显的“点轴”布局，

为旅游文化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以辽宁滨海大道为轴，大连为“龙头”，锦

州和丹东为两翼，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

应”，带动沿海经济带旅游文化产业的整体腾

飞。滨海大道串联起近140个景点，这些景点

分属各具地方特色的区域，以地方特色为主题，

让分散的景点集结成团，整条滨海大道便形成

了若干块风格各异。主题鲜明的旅游区块，这

样不仅让各区块内的景点获得“集聚效应”，更

让辽宁滨海大道的亮点突出，成为一条镶嵌在

辽宁沿海的珍珠项链，熠熠生辉。在旅游营销

方面，辽宁沿海6市要联合起来，塑造统一的

旅游形象，提炼共同的宣传口号，作为一个整

体出现在旅游媒体和各种展览会上，打造区域

旅游品牌。加强在中央主流媒体的宣传力度，

同时做好针对不同目标市场的分类宣传。如针

对年轻人宜传辽宁沿海城市的浪漫与海岸地质

科学知识，针对老年人突出宣传辽宁沿海城市

的疗养与休闲功能等。 ’

3．3 内陆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

内陆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采用以沈阳为中

心，向四周辐射，多城市连接成网络化发展的

模式。发达国家的旅游城市大都建芷起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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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信息中心．成为曩婴的为客服务设施㈠J。

沈|；fI足东北最大的交通枢纽．应该加j虽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建立大型的客源集散中心。提高

．1l；旅游交通集敞、旅游信息咨询以及旅游公共

服务功能。辽宁中部各城I何婴从区域旅游合作

的角度埘自己重新定位，以共f|司的历史背景和

文化脉络为联系，进行资源整合，旅游产品一

体化开发，组成系列的文化产品。例如，抓好

清文化这张名片，将辽阳、沈阳和新宾3市的

清文化了己索深入挖掘，整合为清文化系列产品。

借鉴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园经验，建

立满族文化园，展示满族的历史、民俗和服饰

等。还叮以开发新中国工业系列、东北风系列

等。辽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低，至使很多珍贵

的文化资源没有被开发成有影响力的旅游文化

产品，要霞点建设一两个精品项目，提高与中

部城市群的关联度。

3．4 沿海与内陆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

3．4．1发展模式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看。沿海和临港地

区，往往是区域经济的起源地和繁荣地。沿海

经济带的发展需要腹地的支撑，腹地的发展也

需要沿海经济带的牵动[41。沿海与内陆旅游文

化产业的一体化采用双核型宅间结构模式。双

核型空间结构由港口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及其

连线所组成。以大连为核心的沿海经济带和以

沈阳为核心的中部城市群互动发展，能够加速

旅游文化产业的扩散效应，促进海陆旅游文化

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3．4．2政府合作

旅游业的开放性要求彻底破除自我本位的

意识，树立“大旅游、大发展、大区域”观念。

确立“共赢”思维，在联合互动中寻找新的旅

游经济增长点，建设一种平等互利、和谐发展

的城『l：『结构关系¨』。政府合作是推进海陆文化

产业一体化的关键。

3．4．3成立区域性经济组织

海陆旅游文化产业的一体化是跨区域发展

的，需要建立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作为独立

的第三方，为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开发、旅游产

晶的整合编制合作框架，促成政府之问，旅游

企业之I．HJ多种形式的联合以改变}j的松散合作

的状况，为一体化提供信息交流平台，协商一

体化发展中的矛盾和111】题，推动旅游企业突破

区域界限进行集团化发展。区域性经济组织是

海陆文化产业一体化的保障。

3．4．4产品整合

海陆旅游文化产业一体化中旅游产品的整

合要以市场为导向，体现地方“文脉”，丰富文

化内涵，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为原

则。整合必须要分阶段、分层次进行，应该先

围绕那些优势特别明显，市场感召力特别强的

旅游产品整合，每一个系列中都应该有至少一

个“拳头”产品，整合出在全国甚至世界有较

大影响力的精品。建议重点打造海滨风光、满

风清韵和东北民俗三大品牌。

3．5优化旅游路线

3．5．1清文化之旅

展示清人关前的历史，主要景点：抚顺赫

图阿拉占城、清永陵、萨尔浒古战场、沈阳故

宫、清昭陵、清福陵、辽阳东京城和明清辽东

战史馆等。

3．5．2近代史之旅

展示近代中国由屈辱与苦难，到抗争和崛

起的历史，主要景点：旅顺日俄监狱、白玉山、

万忠墓、抚顺平顶山惨案遗址、战犯管理所旧

址、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张氏帅府、

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和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等。

3．5．3科普之旅

展示辽宁秀美山水的科学价值。主要景点：

锦州大笔架山连岛砂坝、大连地区的城山头海

滨熔岩地貌、金石滩地质珍迹、蛇岛、本溪水

洞、沈阳怪坡和陨石山等。

3．5．4民族风情之旅

展示辽宁民族文化精华，主要景点：本溪

桓仁的五女山山城(高句丽第一任都城)、沈阳

法库县叶茂台辽墓、丹东鸭绿江风景名胜区和

满族历史文化长廊等。

3．5．5海滨风光之旅

展示中国最北方的海滨风光，主要景点：

兴城菊花岛、兴城古城、锦州笔架山、医巫间

山、盘锦红海滩、营U月牙湾海滨旅游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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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傅家庄公园、老虎滩、黄渤海分界线、长兴

岛、丹东虎山长城和大鹿岛等。

3．5．6工业之旅

展示新中国工业发展成就，主要景点：

沈阳飞机航空博览园、抚顺矿业集团西露天

矿、鞍钢工业之旅、丹东太平湾发电厂、大

连珍奥生命园和大连路明发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

3．5．7节庆之旅

展示辽宁多姿多彩的节庆活动，主要项

目：中国沈阳清文化国际旅游节、抚顺满族

风情旅游节、本溪枫叶节、丹东鸭绿江国际

旅游节、大连国际服装节和盘锦红海难观赏

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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