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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滨温泉旅游开发探讨

李悦铮，袁　媛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随着休闲旅游时代的到来，温泉旅游发展迅速升温。文章在笔者主持的

相关规划基础上，通过评价、分析鲅鱼圈 “泉优海美，海泉交融”的海滨温泉旅游资源特

色及开发利用条件，总结指出其开发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进而提出构建合适的海滨温泉

旅游开发模式、实施三高开发策略、加强市场管理力度、树立区域旅游形象、人才培养及

温泉资源保护开发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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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旅游市

场已步入休闲旅游时代，集养生、休闲、度假、

康乐于一体的温泉旅游产品的出现丰富了中国

旅游产品市场，使旅游者在休闲度假目的和方

式上增加了新的选择，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群

体的追捧和欢迎，温泉旅游将成为城镇居民生

活的基本内容和刚性需求。辽宁温泉旅游资源

丰富，开发历史悠久。顺应旅游发展大趋势，

２０１０年５月辽宁省明确提出建设中国温泉旅游

第一大省。营口鲅鱼圈区位于辽东半岛中部，

有 “渤海明珠”之称，与海滨浴场结合在一起

的海滨温泉优势使其成为辽宁独具特色，最具

发展潜力的温泉旅游度假区。探讨其温泉旅游

开发对辽宁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鲅鱼圈区海滨温泉旅游资源开发条件

及现状

１１　泉优海美、海泉交融

鲅鱼圈温泉开发历史悠久，温泉具有高水

量、高温度、高矿物质含量、埋藏深度适中等

特点。水量丰富，日开采量可达５０００～７０００ｔ；

水温较高，可达８５℃，属高热温泉。鲅鱼圈温

泉无色透明、味微咸，富含钾、钠、钙、镁、

铁等阳离子和氟、氯、碳酸根、硫酸根等２０多

种矿物元素。特别是还含有对人体非常有益的

稀有元素镭和氡，对关节炎、风湿、类风湿、

肠炎、胃炎、肩周炎、坐骨神经痛、偏头痛、

便秘等有显著改善效果，对促进新陈代谢、改

善心血管功能、调节内分泌和人体的各种机能

状态具有一定作用，是具有很高医疗价值的温

泉，有 “东北第一泉”之誉。

鲅鱼圈拥有２０ｋｍ余的海岸线，拥有月牙

湾和金沙滩海水浴场。这里浪缓滩平，海底坡

度一般为１／２０～１／６０，水质优良，海水透明度

达１ｍ，浪高小于１ｍ，沿岸水温高，８月份在

２７～２９℃之间
［１］。该区域水清沙细，达到国家一

级海水浴场标准，是辽宁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

海泉交融，海水浴场资源与温泉水资源的

结合，是鲅鱼圈区温泉的突出优势和特色，把

温泉引入海水浴场疗养区，夏季海水浴 （海水

疗养），冬季及淡季温泉浴 （温泉疗养），两种

资源的结合有利于综合利用旅游资源和设施，

缓和旅游业的地区差异和淡季差异，保证旅游

业发展的稳定性，有利于开拓客源市场，吸引

更多的旅游者。

１２　 地理位置优越、可进入性好

营口市处在辽宁省中心位置，是环渤海经

济圈中重要的工业、商贸、港口城市。鲅鱼圈

区又是营口临海的中心区，紧邻日本、韩国、

俄罗斯等国际客源市场，与黑龙江、吉林、内

蒙古、河北等省份连接，与京津地区毗邻。营

口市是沈阳经济区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结合点，

哈大沿线与环渤海旅游的唯一交汇点城市，旅

游市场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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鲅鱼圈区作为 “东北亚东大门”拥有极其

便利的海陆空交通线路网。哈大公路、哈大高

铁客运专线、长大电气化铁路、沈大高速公路

纵贯南北，盘营高速公路、庄林公路、盖旺公

路、盖瑗公路横贯东西，各级公路形成了四通

八达的交通网。鲅鱼圈港是东北腹地最近的出

海口，海深水阔，不淤不冻，已与１４０多个港

口通航；驱车到沈阳桃仙机场和大连周水子机

场仅１．５ｈ路程。优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

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超强的可进入性，方便

了省内、东北乃至国际旅游者到来，为海滨温

泉旅游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１３　资源类型多样，组合优势明显

多样的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因

素，鲅鱼圈不仅有优良的海水浴场，丰富的

温泉资源，而且还拥有山、林、河等自然旅

游资源及商埠、敬母、宗教等人文旅游资源。

可确认的旅游资源近２００个实体。如：我国

北方保存燕北地区木本植物种质资源较全的

树木园之一，有 “亚洲袖珍标本园”之称的

熊岳植物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金牛山、

上帝庙；展现母爱文化的望儿山风景旅游区；

迄今有２０００多年历史的熊岳城北门和明清一

条街；中国东北重要海防工程———西炮台等

资源。另外，鲅鱼圈物产丰富，有 “渔果之

乡”美名，盛产海蜇、对虾、螃蟹等海洋产

品，苹果、李子、杏等水果产品。是全国优

质稻米生产基地、中国乐器城、东北三省以

及内蒙古部分地区最大的陶瓷集散地。对这

些资源进行组合，以温泉产品为主，海滨度

假、城市风光、山岳生态、古迹民俗、乡村

体验、健身探险等为辅，构成鲅鱼圈独具特

色的 “山、海、林、泉、古迹以及乡村体验

为一体”的 旅游资源产品，组合优势非常

明显。

１４　温泉旅游地位凸显、基础设施较完备、

产品综合性强

　　近年来，鲅鱼圈温泉旅游发展迅速，对外

影响力不断提高。２０１１年鲅鱼圈区温泉旅游接

待国内外游客７７２万人次，旅游总收入５３．９２亿

元，出游费用约６９０元／人次。２００９年８月成

功举办了 “２００９年中国营口国际海滨温泉

节”，同年鲅鱼圈被评为 “２００９年中国十大

温泉养生基地”。截至２０１１年６月，全区共有

星级旅游饭店、社会旅馆４８４家，客房１．２万

间，床位２．４万张，其中，五星级旅游饭店３

家、四星级旅游饭店２家、三星级旅游饭店

８家。

鲅鱼圈温泉旅游已由原来低档次泡温泉变

为以温泉旅游资源为主，度假、休闲、观光、

商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强的旅游产品。鲅鱼圈除

了天沐、金泰、香格里拉为主的海滨温泉度假

酒店，春华、万嘉、骨浪渔为主的特色海鲜餐

饮店等温泉疗养项目和住宿饮食设施外，同时

开发建设国际会展中心、高尔夫球场、民俗度

假村、休闲垂钓园、滑雪场、马术俱乐部，生

态采摘园、农业旅游观光园以及荷兰风车和配

套商业、餐饮街区和设施等，充分满足了旅游

者度假、休闲、观光、商务等多种需求，海滨

温泉旅游综合性较强。

２　鲅鱼圈海滨温泉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２１　缺乏鲜明统一的区域形象

区域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某一地区的感知、

看法与评价。鲜明统一的区域形象可以树立区

域品牌，比如大连的 “浪漫之都、时尚大连”，

沈阳的 “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都是脍炙

人口的旅游宣传口号，而鲅鱼圈比起周边的沈

阳、大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没有一个鲜明统

一、深入人心的宣传口号。

２２　旅游接待能力不足

由于鲅鱼圈旅游业起步较晚，旅行社规模

及数量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多

数旅行社是近几年发展起来且多以组团为主，

地接业务做的比较少，难以形成强力的接待能

力；饭店业的管理及服务都有待于提高；旅游

基础服务设施不够完备，如景区 （点）内公厕

的数量，水上活动用具等旅游服务项目等远远

不能满足旅游旺季时游客的需求；风景名胜区

品质不高，缺乏国家级、省级等高层次的旅游

名胜风景区。接待能力不足影响海滨温泉旅游

产品潜在市场上的销售，制约鲅鱼圈海滨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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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

２３　高级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匮乏

鲅鱼圈旅游业发展不完善，加之地区本身

对人才的吸引力有限，高级管理人员及温泉专

业技术人员更显匮乏［２］。一线从业人员基本来

自本地民众，技能欠缺、素质不高，无法满足

长远旅游市场需求。面对快速发展的温泉旅游

市场，本地高校及中职学校均没有专门开设温

泉专业，培养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员。由于温泉

是一种非遍在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在开发

过程中需要高级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的科

学管理与技术指导，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需要高素质的一线从业人员专业服务，促进温

泉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２４　温泉开发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目前，鲅鱼圈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矿产资源保护法》开发管理温泉，地方政府尚

未制订相关管理条例。虽然熊岳镇采取统一开

采温泉水资源，统一调配温泉水供应，统一记

录温泉水消费情况，做到合理开采、有序供应、

备案详查，保证温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但这

并没有形成健全的法律体系，而且双台子温泉

处于无人管理、无法管理、无效管理的困境之

中，私人开采现象屡禁不绝，自打井在农村仍

有存在，浪费现象严重；泉源地区的环境卫生

条件也令人担忧。

２５　市场营销力度不足

鲅鱼圈的海滨旅游资源优势明显，尤其

温泉资源品质较高，但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有

限。笔者曾在缺乏相关统计数据的背景下，

采用 “购买者意向法”对其市场需求特征进

行分析，即通过随机的深度访谈、问卷等方

式对游客在旅游动机、旅游方式、景区吸引

力、住宿、交通、预计花费等方面进行调查。

其中 “了解温泉旅游的渠道”一项结果如下：

互联 网、电 视、广 播、报 纸 等 大 众 传 媒 占

１７％；亲 友 介 绍 占 ４０％；旅 行 社 推 荐 占

１０％；其他占３３％。现代化大众传媒在营销

中所占比重略低，市场营销力度不足，这就

无法吸引中远程客源市场。

３　鲅鱼圈海滨温泉旅游开发对策

３１　 构建合适的海滨温泉旅游开发模式

总结国内外温泉开发模式，结合鲅鱼圈海

滨温泉旅游实际情况，本研究提出 “双Ｓ”开发

模式，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模式。

３１１　 “Ｓ＋Ｓ”模式

“Ｓ＋Ｓ”是温泉 （ＨｏｔＳｐｒｉｎｇ）、海水 （Ｓｅａ）

的英文单词取其共同字母 “Ｓ”的组合，即 “温

泉＋海水”模式
［３］。营口拥有优质的海水浴场，

丰富的温泉资源，温泉浴与海水浴结合突显营

口温泉旅游特色，成为我国北方独有的资源开

发模式。

３１２　 “Ｓ＋ｓ”模式

“Ｓ＋ｓ”旅游开发模式，即以温泉 （Ｈｏｔ

Ｓｐｒｉｎｇ）为主导 （“Ｓ”），通过将温泉与其他休闲

相关产业 （“ｓ”）嫁接，延长产业链，带动相关

产业集群发展，确定 “Ｓ＋ｓ”的温泉旅游开发

思路，达成 “Ｓ＋ｓ＝∞”的效果。“ｓ”代表大海

（ｓｅａ）、沙滩 （ｓａｎｄ）、阳光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海产

品 （ｓｅａｆｏｏｄ）、运 动 （ｓｐｏｒｔｓ）、购 物 （ｓｈｏｐ

ｐｉｎｇ）、观光 （ｓｉｇｈｔｓｅｅｉｎｇ）等。

“双Ｓ”模式符合鲅鱼圈海滨温泉旅游开发

建设，对鲅鱼圈建成中国著名的休闲旅游度假

区，实现鲅鱼圈旅游业的稳定高速发展有积极

促进作用。

３２　实施 “三高”开发策略、加强市场营销

力度

３２１　实施 “三高”开发策略

为了拓展海外和国内市场，吸引国内外旅

游者，鲅鱼圈区应在开发中借鉴国内外温泉胜

地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将国际标准与我国

传统文化及本地特色结合，依托现有基础对资

源加以全面提升。实施高质量、高水准、高起

点的 “三高”开发策略，打造国际一流的精品

海滨温泉旅游之都。

３２２　加强市场营销力度

鲅鱼圈海滨温泉旅游资源具有独特吸引力，

在国内及境外市场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省

内客源主要以营口、沈阳和大连为主；省外客

源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东部地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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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以韩国、台湾地区、俄罗斯为一级市场。

鲅鱼圈应该在充分分析客源市场基础上，以占

领省内市场，培养国内市场，瞄准境外市场为

营销总体战略，针对不同市场制定不同营销方

案，不断优化宣传促销方式，对资源、市场、

客源、行业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规范宣传促

销模式。扩大知名度，提高海滨温泉旅游产品

的市场占有率。

３３　树立统一鲜明的区域旅游形象、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

３３１　树立统一鲜明的区域旅游形象

以温泉资源为核心，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与周围良好的山、海、林、古迹、民俗等资源

优化组合，深挖区域文化内涵，对区域旅游形

象进行定位，突出海泉交融，温泉优越特点，

设计鲜明的具有地方特色形象口号，如 “滨海

汤城 活力之都”，并对该区域旅游形象进行有效

的大力宣传，增强鲅鱼圈区海滨温泉对旅游者

吸引力。

３３２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旅游相关企业规模、适度增加旅游企

业数量，提高其管理水平及服务质量。旅行社

业要加强与环渤海区域大城市旅行社的合作，

提高旅游产品的开发和销售能力，形成区域布

局合理的旅行社接待体系。不断完善饭店业功

能，提高饭店整体水平。完善鲅鱼圈区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满足旅游者

需求，提高接待能力。

３４　完善温泉人才培养机制

海滨温泉产业发展需要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和专业化的温泉技术人才。制定吸引人才的配

套政策和措施，通过校园招聘、社会选拔、人

才测评机构推荐等途径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实

行刚性引进和弹性引进相结合。不断调整和优

化人才结构，形成引进人才的良好机制。结合

海滨温泉产业管理和发展的需要，加强温泉专

业人才教育。依托高等院校开设温泉旅游专业，

系统培养高素质、强技能的温泉产业人才，为

温泉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定期选派优

秀员工去温泉旅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深造，重

点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富有创新精

神的国际化管理人才队伍；与旅游培训机构、

旅游咨询运营机构合作，组织专项培训和岗位

进修，做好温泉从业人员岗前和岗中培训，完

善温泉旅游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温泉产业服务

质量。

３５　保护优先、适度开发、搞好温泉旅游资

源的管理

　　要保证温泉资源水量水温的持续性和稳定

性，必须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只有在科学的

指导下适度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才能确保区

域温泉旅游蓬勃发展。针对资源状况，要有重

点、分步骤的进行开发；要强化政府主导作用，

对区域内温泉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政

府管理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温泉资源管理法

规制度［４］，并依此进行管理，对各用水单位的

取水量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防止过度开发、

恶性竞争、浪费严重以及失衡发展等不良现象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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