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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海洋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张家辉，张彦，刘家沂
（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８６０）

摘要：山东省是我国重要的海洋大省和文化大省，其沿海地区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近年

来，随着山东省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各地海洋文化遗产遭

受不同程度的损毁和破坏，因此要研究探索一条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

路子，切实服务于山东海洋强省和文化强省的建设。文章立足山东省海洋文化产业发展和海

洋文化遗产管理保护现状，结合山东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禀赋，探索山东省海洋文化遗产产业

发展的布局、模式和重点产业，并从组织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对于促进

山东省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对其他沿海地区具有良好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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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山东省发展海洋文化遗产产业的基础

海洋文化既是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也

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动力和支撑。党

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山东省海洋第三产业的发

展，也为推动山东省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科

学指导，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和

《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均提到了

山东省发展海洋文化的有关内容。山东省的海

洋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山东人民在长期接触海

洋、利用海洋和征服海洋的实践过程中留下了宝

贵的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海洋自然文化资源、海洋历史文化资源、海洋民

俗文化资源等，体现了沿海人民的生命力和创造

力，是我国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经

过“十一五”的强劲发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文

化产业带目前正在形成，其主要是以海洋文化元

素为内涵、以蓝色经济为特色，集文化旅游、文化

创意、文化娱乐、休闲度假、节庆会展等于一体的

发展模式。目前山东海洋文化产业的主要发展

模式如下。

１１　发展富有文化特色的滨海旅游业

山东旅游产业对海洋文化资源的转化最为

成功，山东沿海各市也打造了一系列精品旅游项

目，基本建成青岛－日照滨海旅游线、烟台－威

海滨海景区旅游线、潍坊－东营－滨州滨海景区

旅游线三大滨海旅游线路。

１２　开发多种休闲渔业和涉海休闲体育业

山东省近海渔业资源丰富，有力地促进了休

闲渔业的发展；同时，帆船、划船、冲浪、垂钓、潜

水、沙滩排球、沙滩足球和沙滩拔河等涉海休闲

体育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１３　涉海庆典会展业丰富多彩

山东省传统海洋民俗庆典主要有天后宫庙

会、湛山寺庙会、烟台龙口南山灯会、妈祖祭拜活

动月、日照刘家湾赶海节等；现代节庆主要有青

岛国际啤酒节、金沙滩文化旅游节、威海中国荣

成国际渔民节等，此外还有一些涉海会展活动。

１４　涉海影视艺术业、动漫产业初现端倪

山东省在打造半岛蓝色经济区文化产业的

同时高度重视培育演艺事业，开发了“蔚蓝青岛”

“梦海”“印象日照”等优秀节目；同时动漫产业也

有一定发展，已建成了济南、青岛和烟台等动漫

产业基地，创作了“八仙过海”“郑和下西洋”等涉

海动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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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山东省海洋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的布局

和模式

　　按照《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山

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文化产业布局按“一区三带”展开。“一区”

即以青岛为龙头，以烟台、潍坊、威海等沿海城市

为骨干的胶东半岛高端海洋产业集聚区；“三

带”，即胶东半岛新兴文化产业带、沿黄河特色文

化产业带、半岛民俗文化产业带。根据资源分布

特点，山东海洋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胶东半岛高

端海洋产业集聚区、胶东半岛新兴文化产业带和

半岛民俗文化产业带，山东海洋文化遗产产业布

局和海洋文化产业布局具有很大相似性。从空

间布局上看，山东半岛初步形成了以青岛为龙

头，以烟台、威海、日照、潍坊、滨州、东营等为支

撑，辐射半岛城市群的海洋文化遗产产业格局。

海洋文化遗产资源对于海洋文化遗产产业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海洋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必

然建立在对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和开发的基

础上。因此，依托各地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遗产

资源，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产业化经营，最大限

度地开发和实现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

是山东海洋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当

前，山东省海洋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处于初级阶

段，应优先打造核心产业门类，带动其他门类发

展。在山东，海洋文化旅游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

其他海洋文化产业门类，因此应立足山东海洋文

化遗产资源开发旅游产业，带动其他产业门类发

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要获得长久的战略竞争优

势，不仅需要核心产业发挥带动作用，更需要其

他行业的配套辅助。

３　山东省发展海洋文化遗产产业的重点

产业

　　山东省应立足于自身的发展现状和资源禀

赋，围绕海洋文化遗产资源类型，分门别类设置

重点扶持产业，带动本省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

为建设文化大省、海洋强省做出积极贡献。

３１　发展以山东海洋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旅游产业

海洋旅游产业是实现海洋文化遗产产业发

展的突破口，山东省具有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的先天优势，但是资源优势尚未转变为现实优

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以海洋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

的旅游业，拉动海洋文化遗产产业健康发展。山

东省可以发展海洋文化遗产旅游产业的资源主

要有海洋宗教文化遗产资源、海洋商业文化遗产

资源、海防文化资源、传统海洋民俗文化资源、海

洋饮食文化资源、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３２　发展以山东传统涉海文艺作品为主体的文

艺产业

　　山东沿海人民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作为民

俗事项的文艺表演，以及与生产相关的渔民号

子，都是可应用于海洋文艺产业的遗产资源。

（１）要用产业化的运营思路来盘活海洋文艺

产业资源，但同时要防止纯市场化、商业化倾向，

保护海洋文艺产业资源艺术特色、文化特色。

（２）加快海洋文艺产业要素市场建设，完善

经济、代理、评估、拍卖等文化中介机构，强化资

源流通和市场建设。

（３）重视人才，实施人才战略。

（４）打造山东海洋文艺品牌，延长海洋文艺

产业链，开发衍生产品，挖掘山东传统海洋文艺

资源潜力。

３３　发展以山东传统海洋活动为特色的体育产业

可以将山东省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与海洋休

闲体育业和海洋民俗体育业相结合。

（１）与海洋休闲体育产业相结合，空间上与

沿海古渔村镇相结合，在环境承载允许的前提

下，在具有传统色彩和历史积淀的古渔村镇开办

赛事、设置海洋休闲体育项目；时间上与民俗节

日相结合，将赛事项目作为山东传统海洋节庆的

重要内容；内容上与传统海上运动和生产生活相

结合，打造传统体育、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现代

休闲体育相结合的典型。

（２）与海洋民俗体育产业相结合，紧抓山东

特色优势，创作一批富有浓郁海洋民俗文化特色

的体育活动，既能保存优良的文化传统，又能起

到示范作用；注重挖掘和改造海洋民俗体育活

动，优化海洋民俗体育资源配置，加快发展海洋

民俗体育产业。

３４　发展以山东传统渔文化为内容的休闲渔业

山东是我国重要传统渔区，可将现代海洋休

闲渔业和传统渔业文化资源相结合，建立新的产

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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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强政府引导，营造良好环境，使以传统

渔文化为内容的休闲渔业逐渐步入正规化、规范

化、法制化的轨道。

（２）打造高端休闲渔业品牌，深入挖掘传统

渔文化内涵，通过整合资源、规范服务，形成更具

影响力的品牌。

（３）实现规模与质量的有机结合，选择海岛

休闲渔业、会展休闲渔业等高端形态与渔文化资

源相结合，在传统渔村可开展网箱垂钓、驾船、划

艇、渔家乐等休闲渔业服务项目。在海产养殖区

可以发展垂钓、采集和加工等产业形态，深入挖

掘海韵渔情特色文化资源。

３５　发展立足于海洋文化遗产旅游的房地产产业

海洋旅游地房地产的价值会受所在地文化

因素影响，海洋文化遗产作为重要因素也有一定

影响作用，立足于海洋文化遗产旅游的房地产产

业主要发展思路，一是通过挖掘山东海洋文化遗

产资源，树立高端品牌，通过外部经济性提高土

地价值，促进房地产发展；二是在古渔村镇打造

渔家风情建筑，古渔村镇开发后会迎来大量游

客，对周边旅馆、饭店、休闲场所提出更高的要

求，从而推进地产产业发展；三是将山东海洋文

化遗产元素融入房地产的建设、改造和装修过程

中，提高房屋价值，推动旅游房地产发展。值得

注意的是，要处理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房

地产发展的关系，一是要防止地产项目与整体环

境风格不和谐产生的破坏；二是要防止建设过程

中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三是要建立严格的准入机

制，不符合标准的房地产项目一律不准进入海洋

文化遗产开发领域。

３６　发展以山东海洋遗产为基础的会展节庆产业

海洋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艺术

价值，可作为会展节庆产业的重要资源，从而创

造社会、经济效益。

（１）坚持实施市场化运作，同时加强对海洋

文化遗产保护，在追求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注重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２）吸引海洋文化遗产所有者或传承者参与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创作，以丰富节庆

会展内容。

（３）合理整合会展产业资源和遗产资源，现

在山东沿海各地都建有会展场馆和海洋节庆活

动，应该整合节庆会展资源，集中展示海洋文化

遗产魅力，创造规模效益和集约效益。

（４）以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为基础打造特色品

牌，积极推动海洋文化遗产资源与节庆会展业融

合，明确发展目标和产业定位，培育具有传统特

色和潜力的会展节庆品牌。

３７　发展以山东海洋遗产为内容的社会教育产业

教育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重要手段，除学

校教育之外的社会公众教育可以发展形成相关

产业。

（１）发挥沿海民间组织和科研机构的重要作

用。各类机构可以通过出版刊物传播海洋文化

遗产相关知识，以创造经济效益；研究机构可以

建立遗产资源信息库，并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相

关机构可以提供免费参观和讲座，通过组织海洋

文化遗产主题公益活动，吸引社会企业提供

赞助。

（２）在海洋遗产地组织体验学习。设置具有

教育性和趣味性的体验学习项目，学习相关知

识，提高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热爱海洋文

化遗产、保护海洋文化遗产的意识，打造良好平

台，吸引宣传广告、文艺表演、期刊出版等企业

投资。

４　山东省海洋文化遗产产业发展的保障

措施与建议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要加快发展文化

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我国海洋文化产业在海洋经济中所占的比

重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带动沿海经济发展的新的

增长极。但是，海洋文化产品单一、缺乏创新性、

产业科技含量低等问题，同样制约着海洋文化产

业的发展。海洋文化遗产产业是带动多个领域

多个产业发展的链条产业，更是促进海洋文化产

业发展的新引擎，因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

保障。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４１　加强政府组织领导

在山东省和沿海市成立海洋遗产资源利用

和产业化发展协调小组，统筹海洋系统、文化系

统、旅游系统、教育系统等部门，统一部署、宏观

调控、全面指导、统筹协调；将海洋遗产产业化作

为服务海洋经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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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各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主动加强沟通协调，

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将海洋遗产产业化工作纳入

创建文化先进县（市）、文化先进乡镇和创建文明

村镇等相关评价体系中。

４２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山东省政府财政应加大对海洋遗产产业化

的投入，涉海部门和地方政府应支持海洋文化遗

产产业重大项目和科研项目；组织海洋遗产产业

化项目申报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农村文化发展专

项资金等，省和沿海市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适当向海洋遗产产业化项目倾斜；通过政府采

购、项目补贴等措施，鼓励文化企业参与海洋遗

产资源开发；对于重要的海洋文化遗产设施建设

和产业项目，在立项、选址、征地、投入等方面给

予支持。

４３　建立扶持、推广和激励机制

在投资、财税、金融、土地等方面制定政策，

支持社会力量通过兴办企业、资助项目、赞助活

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大力开展海洋文化遗产产

业项目；鼓励沿海地方政府、海洋部门、海洋研究

机构、社会团体、海洋遗产保护单位，通过研讨、

博览、展示等方式加强交流合作。

４４　打造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策划并启动一批国家级和省级海洋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项目，打造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带动

效应；将海洋文化遗产与滨海旅游、节庆会展等

深入结合，设计、推出具有山东特色的海洋文化

遗产精品，如传统休闲渔业体验、传统海洋体育

竞技、古渔村康乐度假旅游、海洋文化遗产精品

展览等，拉动其他产业门类迅速发展。

４５　加强海洋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对本地海洋文化遗产方面的人才进行培养，

引进外地、其他领域的优秀文化产业专家，建立

了解山东省文化产业、海洋产业和遗产保护的人

才队伍；制定奖励机制，设置荣誉称号或奖项，扶

持和奖励做出重大创新和突出贡献的人才；建立

人才管理机制和办法，探索建立专家数据库，纳

入文化遗产保护、海洋文化、经济产业、旅游产业

等领域专家，加强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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