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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岛旅游是现今热门的旅游形式。北部湾海岛资源丰富,海岛旅游业方兴未艾。北部湾七

星岛的纬度低,生物多样性丰富,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岛内生态环境宜人,具备重要的保护与开发

价值。文章运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文献整理等方法对七星岛旅游资源进行详细调查并分类,

探讨七星岛开发定位及发展规划,提出积极传承当地文化、建设红树林基地等保护措施以及开发

环岛自行车游、拉网捕鱼等特色旅游项目,为广西海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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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slandtourismisapopularformoftourismtoday.TheBeibuGulfislandsarerichinre-

sources,whichhasmadethetourismbooming.QixingIslandinBeibuGulflocatesinlowlatitude,

hasrichbiodiversity,richanddiversetourismresources.Theecologicalenvironmentintheisland

ispleasantandhasimportantprotectionanddevelopmentvalue.ThetourismresourcesofQixing
Islandwereinvestigatedandclassifiedbyfieldinvestigation,questionnairesurveyanddocument

sorting,todiscussthedevelopmentorientationanddevelopmentplanofQixingIsland,put

forwardprotectionmeasuressuchasinheritinglocalculture,buildingmangrovebaseanddevelo-

pingcharacteristictourismprojectssuchasbicycletouraroundtheislandandnetfishing,soasto

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islandsin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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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岛旅游是滨海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沿

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途径。2016年,《全国海岛保护工作“十三

五”规划》指出,要通过促进海岛经济发展,全力推

进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智慧海洋建设

的总体战略。因此,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在循环旅游模式、海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岛旅游

评价等方面进行研究。Fred[1]以关岛为例探讨了小

岛旅游从线性旅游模式向循环旅游模式的转变,倡

导海岛实行循环经济,降低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

Alvarado等[2]对加那利群岛幼年天使鲨栖息地进

行了调查并提出保护和管理建议。Sanjay[3]总结了

索科特拉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提出保护对策。

郑青等[4-8]对我国海岛资源进行分析,为我国海岛

旅游发展规划提供参考。高伟雯等[9-16]对国内外

海岛旅游开发进行对比,有利于我国借鉴国外海岛

开发经验更合理地开发海岛。王微等[17-24]对我国

开发较早的海岛,如舟山群岛等调查后发现我国不

少已开发海岛存在同质化、管理体制简单、特色旅

游产品不突出等问题,从而制约了海岛旅游的发

展。李常亮等[25-27]则主要是针对广西海岛旅游进

行评价分析,探讨广西海岛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海岛资源丰富多样,可做旅游开发的储量较

充足,开发潜力大[28]。南流江是广西北部湾最大的独

流入海河流,曾是古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合浦县就

位于南流江河口。七星岛是河口的一座有居民海岛,

自然和人文特色明显,其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有很

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

1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无人机对七星岛进行航拍,经过室内

处理后形成岛内旅游资源现状图。采用问卷调查法,

对岛内居民和游客发放问卷,并整理和统计分析。运

用现场采访的方式,了解海岛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

及对岛内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认识和建议。

2 研究区概况

2.1 七星岛地理位置

七星岛处于北海市合浦县沙岗镇南流江出海

口,距离北海市区约50km,属于近岸岛。七星岛全

岛面积约3.13km2,环岛堤坝长约12km。七星岛

最原始的状态是一个江心洲,由河漫滩相和河床相

沉积而成,是心滩不断增大淤高而形成的海岛。七

星岛的形状似北斗七星而得名。

2.2 七星岛自然条件

七星岛周围分布着生态价值极高的红树林,红

树林面积约333.33hm2,生活着数以千计的各类海

鸟,生物多样性丰富。在江底沙层蕴藏着南流江

玉,该玉品相良好,色彩斑斓,深受玉石爱好者的喜

爱。岛上保留了50间青砖瓦房,青砖和白线之间暗

灰色和白色砖裂互相交织,具有丰富的美感。得益

于岛屿周边海域水质良好,岛内湖泊、鱼塘广布,鱼、

虾、蟹等种类丰富,岛民多以捕鱼、养殖为主(图1)。

图1 七星岛旅游资源分布示意

2.3 七星岛经济发展现状

从调查问卷和采访中得知,七星岛岛民多以水

产养殖为主,养殖面积超过233.33hm2,其中海鹅、

海鸭养殖是七星岛一大特色,海鸭蛋远近闻名。七

星海鸭蛋蛋白浓稠、蛋黄鲜红,营养价值高,在产蛋

期间,基本不使用药物,是名副其实的无公害产

品[29]。但目前海鸭养殖都以个体养殖为主,未形成

大规模的养殖基地和专门的产业链。岛上外出务

工的岛民约有980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41.3%,

年龄多在30~50岁。七星岛近10年来人均可支配

收入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现状良好(图2)。

3 七星岛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瓶颈”

七星岛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网)简单,以养殖品

种为主,环境抵抗力脆弱,易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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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七星岛近1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

影响。环岛堤坝可使岛屿海岸免受洪水、海浪和潮

汐的侵蚀。岛屿周围分布较多的红树林,红树林生

态系统环境抵抗力强[30],红树林环境恢复力弱[31]。

七星岛旅游资源开发存在诸多“瓶颈”,一是海

岛规划不明确,公共设施落后,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68%的被调查者认为七星岛旅游资源存在的最大

问题是开发程度不够和旅游基础设施薄弱,不足以

满足游客的需求。目前七星岛出入岛交通只能依

靠摆渡船,摆渡船数量有限。二是缺乏合理的保

护、开发规划和管理人才,被调查者中73%是35岁

及以上的中年和老年人,青年人绝大部分在外务

工,乡村建设人才流失严重。三是知名度和宣传力

度不够,71%的被调查者认为本地政府对岛上文化

推广的态度是“一般”。

4 七星岛保护与开发对策

4.1 保护与开发的原则

(1)可持续发展原则。旅游业对环境的依赖性

强,环境受旅游开发的影响显著。七星岛生态环境

脆弱,在规划开发海岛时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以“保护优先、开发次之”的发展方式十分必要,要
从长远发展角度保护和开发七星岛。

(2)因岛制宜原则。海岛开发要有自己的主

题,根据岛屿的环境、资源、经济和交通等实际情况

保护当地生态和传统文化,挖掘并放大岛屿自身特

色,打造特色品牌,不一味模仿其他岛屿的发展模

式,实现因岛制宜开发。
(3)人文主义原则。开发者需站在游客的角度

上考虑他们的旅游动机、需求和消费行为等,让游

客体验到归属感、新颖感。注重文化旅游与生态旅

游的融合,在游玩的同时也能增长知识,在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下使游客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让身心

得到更好的放松和满足。

4.2 保护与开发方案

4.2.1 保护措施建议

(1)加大海岛环保宣传力度。岛屿旅游资源的保

护分为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生态资源着重

于红树林的保护,岛屿周围的红树林具有极高的科研

价值和观赏价值,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保护好红树

林,除了加强岛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外,宣传工作者有

责任在媒体平台上强调岛屿环境保护规范,在游客登

岛前也要对游客进行保护环境思想教育,对破坏岛上

环境的行为,岛民有义务制止和举报,旅游管理部门

可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七星岛民风淳朴,古海上丝

绸之路出海口是人文资源的一大亮点,鼓励村民们保

持热情好客的品格,悉知古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历史

意义并积极向游客介绍讲解。

(2)增强村民及游客安全防范意识。旅游景区大

多有旺季、淡季之分,不同时间段所面临的风险不同。

旅游旺季一般是在暑假期间,也是台风数量较多的时

间段,海岛安全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

信息劝阻游客登岛,对于在岛上的游客要妥善安置,

定期检查环岛堤坝的稳固性,确保游客生命财产安

全。旅游淡季主要开展旅游业休整,如进行环境质量

评估和旅游业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估,以此来调整和完

善旅游业管理制度和发展速度。

4.2.2 开发利用建议

(1)明确发展定位。重点开发北海市核心市

场。该市场具有距离近、外来游客多等特点,同时,

旅游地距离银滩、涠洲岛较近,方便游客前来观光。

充分发挥和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开发独特的休闲度

假设施,提供给本地市场作为周末休闲、度假的核

心目的地。以北部湾经济区作为拓展市场。随着

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北部湾经

济区经贸往来增加,人口流动量变大,消费能力提

升,旅游休闲需求增加。总体目标和定位是依托七

星岛现有资源,以休闲岛、娱乐岛和活力岛三大理

念为核心开发特色旅游项目,形成特色旅游品牌。

近期,提高七星岛在北海的知名度,吸引本地游客作为

固定客群。中远期,在北部湾经济区有一定知名度,密

切对接各类企业,成为企业团建、年会、奖励旅游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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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去处。最终要把七星岛打造成北部湾地区特色的生

态旅游目的地。

(2)完善基础设施建设。①修缮岛上道路,尤

其是环岛和海岛东北-西南走向两条主要道路,将

它们拓宽铺平,以便海岛观光车行驶。②要加强安

全措施,设立安全管理机构。要巩固摆渡船的防护

栏,在鱼塘附近修建防护网,靠近水体区域张贴预

防溺水标志;加强医疗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医疗

设施的配置水平,在海岛各处张贴指示医疗站的箭

头;还要及时排查安全隐患,确保游客安全。③提

高岛民的服务水平。岛上的青砖瓦房作为特色建

筑,若改造成民宿不必过分装潢,也不可千篇一律,

可起名“海底游”“水草房”等具有海洋特色的名称

吸引游客,外观上用不同的海洋生物或植物模型做

点缀,内部房间设置主题与外观设置主题相贴合,

提供游客必要的生活用品。④吸引大学生返乡,培

养专业旅游管理人才。采取相关的补贴政策吸引

在外务工人员、大学生等回乡经营民宿、运营旅游

项目。⑤完善海岛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加强岛民环

境保护意识,明确“谁破坏,谁受罚,谁治理”原则。

(3)打造特色旅游产品。①开发丰富七星岛展

览馆的展品。例如,增加一些水产养殖的方式、海

鸭蛋的生产过程等的详细介绍,再从生态养殖方面

包装产品可激发游客的购买欲。另外,增加南流江

玉、古海上丝绸之路运输商品、货船模型等展品,在

展厅中央摆放古海上丝绸之路的3D路线图,使游

客能直观感受到七星岛丰富的历史文化。②开发

环岛自行车游。2020年7月开工的廉州湾大道起

点接广西滨海公路大风江大桥东岸,止于海景广

场,中途会经过七星岛东北部,其中规划有一条自

行车道,给热爱骑行的旅客提供了便利。七星岛可

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发展环岛自行车游。可在入岛

口处开设自行车租赁和观光车游玩业务,环岛车道

旁可修建多个凉亭供骑行者休息和提供餐饮服务、

住宿等(图3)。③打造集科研、教育、旅游于一体的

红树林基地。七星岛沿岸红树林长势良好,科研和

观赏价值颇高。岛上东南部沿岛红树林面积广,可

在沿岛处修建走廊,方便学者开展科研和游客观

赏,也可满足学生的短期研学旅行,拓宽视野,提高

环境保护意识。④体验拉网捕鱼农家乐。农家乐

作为一种旅游休闲娱乐方式深受许多城里人的喜

爱。重新规划七星岛养殖区域,渔业划分大区域来

养殖相同品种,由企业或政府承包养殖,合理扩大

规模形成生产链。游客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不同

食材并在渔民的指导下体验拉网捕鱼活动。⑤建

设岛上摄影基地和观景台。在廉州湾大道入岛口

处设置观景台,可观赏到整个七星岛鱼塘景观,也

可俯瞰南流江美景,在此处建设观景台供游客拍照

留念。另外,红树林、海鸟多分布在西南部,这里是

许多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可在岛屿西南部设置摄影

基地,提供一些摄影设备、望远镜等观景设施的租

赁。还可以免费对影视拍摄开放,从而提高知名

度,吸引更多年轻人把这里作为打卡地,促进旅游

业发展。

图3 七星岛旅游路线

(4)设计精品路线。采用“互联网+旅游”的新

型营销策略,与飞猪、美团旅行等为代表的OTA平

台合作,既方便了游客出行,又提高了服务质量。

游客登岛后在预定的民宿稍作休息,第一站前往七

星岛文化馆了解当地文化,而后坐观光车或租赁自

行车环岛观赏南流江江景、眺望无垠的大海;傍晚

欣赏落日美景,在摄影基地拍照留念;夜晚吹着海

风,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静谧,使身心彻底放松。

翌日上午前往岛屿东南部观看日出,游览红树林生

态保护区。下午体验捕鱼项目,自己动手烹饪食

材,品尝肥美的海鲜和海鸭肉,游玩沙浪江原生态

村落,真切感受岛民的日常生活。最后在离岛前可

购买岛上特色的海鸭蛋作为伴手礼赠予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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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大宣传力度。传统媒体宣传以电视宣传

为主,电视宣传虽然成本高,但是传播面广,在七星

岛旅游业起步阶段能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而像

微信、微博、知乎和抖音等是国民常接触的新媒体

平台,具有信息易存储、易查阅、不受时间限制浏览

的优点,待七星岛有一定知名度后新媒体宣传将发

挥重要作用。宣传团队要围绕生态旅游岛为核心,

以“生态七星岛,文化并肩行”为口号,着重介绍岛

屿文化、环境、环岛骑行等特色项目,实时关注海岛

发展状况并用官方账号发布动态,以此记录七星岛

的发展,提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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