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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差滨海度假旅游是世界度假旅游的盘流类型，伴随着海洋开发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度假旅游发展的

条箨威熟。滨海囊彀旅游癸或荛透囊燕游发燕魏蒸点。文章鑫分餐疆建客炭震滨海炭傻羲囊蠹凑囊条癸务

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福越省滨海旋假旅游优化发展的若干对策，以期使福建省的滨海度假旅游发展

形成合力。

美藿谣滨海；麦缀旅游；德窝发震

2l整纪是人类全露谈识、舞发糕鼹黧保护

海洋的新世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从

以捕鱼、海运和盐业为重点海洋产业的时代，进

入了理我海洋秀发的时代，舞始大规模开发海洋

油气资源，发展海上娱乐和旅游事业等。

我国滨海旅游监发震迅速，已经成涛海洋

产妲中的主导产业之一。2()05年全国滨海旅游

收入5 052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

拶．7％，霞屠主要海洋产韭之蓠。丽滨海度簸旅

游以其重游率高、旅游消费高和产业关联带动

性大等特点，为滨海旅游韭的发展作忠了较大

的贡献。

一、禳建滨海度假旅游发最的毒瓤条件

(一)资源条件

禳建作炎我国东南部酶滨海大省，滨海旅游

资源丰富，气候环境宜人，具备了发展滨海度假

旅游的良好条件。

福建大陆海岸线长达3 3籍&，5∞蠢羧

上岛屿1 546个，均腊全国第=位，海岸线曲折

率达l：5。7，名列全霉之冠。沿海岸线申，适合

开辟势海滨浴壤静沙滩长约3∞融，筑震沙滩
总数达60多处，是天然的海滨度假胜地。除了拥

有优麟的沙滩资源，福建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熨是

丰富多彩，量具有缝方特色，在全蔫乃至全擞雾

都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福州船政文化、

蓠匿妈裰信仰、泉捌海上丝绸之路及惠女风情、

宁德三都澳海上渔排社送等多彩的历史、宗教、

民俗等演海旅游文化资源。

宜太的气候环境是度缓旅游发展的资源条

件之一。福建沿海地区只有福鼎、徽浦及长乐等

部分区域因冬季低温，风力太或夏季湿度大等霹

素，旅游舒适度处于较舒适的范瀚；从宁德(市

区)至诏安，整个沿海地送气候条件良好，均为

旅游舒适医。窝爨孪，禳建省懿嚣境震量一直在垒

国名列前茅。20()4年，厦门、福州、泉州、漳州等

医今沿海城市空气震量势傀或良的天数超过了

统计天数的丸戒。国家环境监溺总站对各省市生

态环境质量总评结果表明福建生悉环境质壁指

标位器金莲第一。

(二)客源条件

滨海旅游景溉纛环境相戳性大，滨海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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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共性犬、个性小的资源。从对旅游者行失研

究可知，旅游者对该类旅游资源没有特殊偏好，

影响他们决策的因素主要是距离因子。国外一些

研究表明，旅游度假区对客源市场的吸引范围是

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大约在2小时内可以抵

达的送域。因就，福建省滨海度假旅游的市场应

以本地和周边市场为主要目标市场。

福建省海滨带旅游基础市场是长没三角

浏、珠江三惫洲和本地市场。按照国际经验，入

均GDP超过l 000美元，正是一个国家旅游需

求急利膨袋的时麓，但主要是观光型的需求；

休闲需求急剧增长的门槛是入均GDP达到2

000美元，那时候就将形成对休闲的多样化需

求和多样纯的选择；人均收入达到3蝴美元
的时候，度假需求才会普遍产生。长江三角洲

积珠江三角渊经济发达，居民毽游率普遍较

高。2005年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人均

GDP分别是6 389美元、3 054美元和3 517美

元，广东省2∞5年人均GDP为2 934美元，黻

上地区居民的度假需求已普遍产生。此外福建

与两大三角溯檑邻，空闻距离和对阀距离较

小，具有吸引两大三角洲游客的先天优势。福

建本省市场是滨海旅游度假地的重要基础市场

之一。2∞5年，福建省入均GDP达2 32l美元，

本地居民的休闲需求是现多样化趋势，并逐步

产生度假需求。

此外，福建省是著名侨乡，更是重要的台胞

祖籍地，与台湾、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地区有着

较巍密切的血缘、地缘、商缘等方西的联系。台

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经济发达，人均GDP普遍

超过10 ooO美元，度假旅游需求旺盛。因此台港

澳及东南亚市场也是福建海滨带旅游的蓬要客

源市场之一。

《三)致策条件

“十一五”期间，国家旅游局将着手推动“三区

(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示范区和旅游扶贫区)”建

设，并暖确指出要集中力量抓好热带、藏热带海岛

海滨度假地的度假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并将其作

为全国_开发旅游度假产品的重点。在“2006中国旅

游投资洽谈会”上，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指出旅

游度假产晶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旅游

投资的熏点之一。毽此，滨海旅游度假医的开发建

设将成为我国沿海地区的新热点。

福建省各级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对滨海度

瑕旅游非常重视，2∞5年缡制的《福建省海滨带

旅游开发总体规划》是我国第一个省级和跨区域

海滨旅游专项规划，该规划将滨海体阂度假作为

福建省滨海旅游的主导功熊之一，并提出若干滨

海度假旅游发展的支持措施与优惠政策。

二、福建省滨海度假旅游发展的现状

(一)滨海旅游资源处予初级舞发羚段

世界上滨海旅游资源的发展一般经历两个

阶段，即初级开发阶段和综合开发阶段。这两个

阶段的特点如下表所示。

福建省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开

发蠹容仪限于对海水、沙滩郓阳光的直接利用，

缺乏陆地和水上娱乐活动，滨海旅游产品结构单

一，旅游活动内容单调。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目

前福建省的滨海旅游开发仍处于第一阶段，真正

意义上的滨海旅游度假地还未出现。

《二)度假旅游配套设燕不完善

旅游度假地是个旅游功能相对独立完整的

旅游区，它要求较为全面的食、住、行、游、购、娱

等方面的旅游配套设麓。两福建省大部分滨海旅

游度假区的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住宿类型单

一，旅游饭店档次较低，绝大部分没有度假区巾

心大饭店，基本无法满足滨海度假旅游者住宿要

求。此外，在娱乐和购物方面，福建滨海旅游度

假区普遍存在娱乐项目少殷单调，旅游纪念品无

地方特色等现象，与国外殿海南省等旅游度假地

撼比，存在着互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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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滨海度假旅游形象模糊

伴随着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到来，能赢得消费

者的注意，才能赢得市场。对于竞争激烈的滨海

旅游度假地而言，“形象就是实力和财富”的观

点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鲜明的度假地形象

能在旅游者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福建省

滨海度假旅游形象定位没有充分挖掘地方特色，

知名度不高，与亚龙湾、博鳌、巴厘岛、普吉岛、

芭堤亚等著名滨海旅游度假地相比，旅游形象模

糊，无法使旅游者产生鲜明的感知印象。这种状

况的长期存在，必然会影响福建滨海度假旅游的

快速健康发展。

三、福建省滨海度假旅游优化发展对策

(一)加强滨海度假旅游综合环境营造

旅游环境可分为旅游硬环境和旅游软环境

两大类。旅游硬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和人文自

然环境；旅游软环境包括政治、文化、民俗风情、

社会治安和服务水平等。在滨海旅游度假地，旅

游环境尤为重要。福建滨海旅游度假地应注意搞

好旅游硬环境建设，例如努力使度假地的建筑风

格富有艺术特色和个性特点，做好环境绿化和美

化并保持清洁卫生等，让游客有一个舒适的物质

环境。另一方面，要抓好福建滨海旅游度假地的

软环境建设，例如提高度假地管理水平，抓好社

会治安，保护游客安全，提高服务质量等，为游

客提供一个宽松愉快的心理环境。

(二)滨海旅游度假地总体布局合理化

由于滨海度假旅游资源之间的竞争关系表

现为替代性竞争，因此福建滨海度假旅游地开

发应避免一哄而上，遍地开花，造成滨海旅游资

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相近的地区，应选择开

发条件较为优越的度假地优先开发，集中现有

财力、物力和人力等资源，打造精品。当该度假

地容量饱和时，再开发这一地域的其他滨海度

假旅游地。

福建滨海旅游度假地总体布局应综合考虑

全省滨海地区总体情况，根据各地滨海旅游资

源条件和客源市场状况，确定优先开发的滨海

旅游度假地。通过对福建省滨海6地市的实地

考察和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笔者认为应将以

下滨海地区作为近期优先发展的滨海旅游度假

地：宁德市的环三都澳海滨游憩度假区、福州市

海坛岛、莆田市的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泉州

市崇武滨海地区、厦门岛和漳州云霄海上温泉

地区。

(三)塑造差异化滨海度假主题形象

主题与形象是度假区的生命，也是形成竞

争优势的最有力的工具，尤其对旅游资源共性

较大的滨海旅游度假地而言，旅游形象对其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鲜明的主题形象使滨海旅游

度假地从众多同类型竞争对手中突显出独特的

个性，因此挖掘滨海旅游度假地的地方特色，

进行差异化的滨海度假旅游形象定位是十分必

要的。

本文对福建滨海旅游度假地的主题形象设

计如下：宁德市以三都澳海滨游憩度假区为依

托，以休闲渔业为特色，将滨海度假旅游主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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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定位为渔趣休闲度假；福州市以海坛岛为依

托，以海蚀地貌风光为特色，将滨海度假旅游主

题形象定位为海岛休闲度假；莆田市以湄洲岛为

依托，整合对岸的妈祖城等相关资源，以妈祖文

化为特色，将滨海度假旅游主题形象定位为宗教

朝圣度假；泉州市以崇武海滨为依托，发挥泉州

市的商业优势，弘扬“爱拼才会赢”的闽南文化

精神，将滨海度假旅游主题形象定位为商务休闲

度假。厦门市以厦门岛和鼓浪屿为依托，利用厦

门良好的城市环境，秉承厦门“温馨”的城市旅

游形象，将滨海度假旅游主题形象定位为海滨城

市度假；漳州市以云霄稀有的海上温泉资源为依

托，以海上温泉健身为特色，将滨海度假旅游主

题形象定位为海上温泉度假。

(四)举办度假节庆活动

重游率较高是度假旅游相对观光旅游的特

点之一，而旅游度假地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是吸

引游客故地重游重要因素。度假旅游节庆活动不

仅有利于宣传度假地的文化内涵，提高度假地的

知名度，还可以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开发，达到提

高旅游收入的目的。

根据福建滨海度假地的布局状况、区位特

点、资源特征及沿海地区文化背景等因素，笔者

建议办好如下六个大型滨海度假节庆活动：(1)

三都澳休闲海钓大赛。充分利用当地发达的渔业

经济，开展休闲渔业旅游，每年举办大规模的海

钓大赛，吸引垂钓爱好者参与。(2)福州国际沙

雕节。继续办好福州(海坛)国际沙雕节，使沙雕

艺术和海蚀地貌成为海坛岛最具视觉冲击力的

景观。(3)莆田妈祖文化旅游节。继续办好一年

一度的妈祖文化旅游节，深度挖掘妈祖文化内

涵。将妈祖文化与滨海度假旅游项目紧密结

合，延长游客的停留天数。(4)泉州闽商论坛。

借泉州繁荣、活跃的商贸活动，每年邀请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闽籍企业家、经济学家及政府

官员齐聚泉州崇武海滨度假地，进行商务交

流。(5)厦门海峡旅游博览会。进一步丰富海峡

旅游博览会的内容和形式，展现厦门海滨城市

的特色，彰显厦门海滨旅游产品的魅力，吸引

游客乐在海中。(6)漳州海上温泉旅游节。突出

海上温泉的健身疗养功效，吸引老年市场和高

端旅游市场。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优化措施，挖掘福建省滨海度

假旅游的特色，突出各地鲜明的度假旅游形象，

对海滨旅游度假地进行合理布局，打造特色度

假节庆，以期使福建省的滨海度假旅游发展形

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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