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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海洋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研究


———以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为例

林宪生，赵　娜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海洋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是拉动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举措，而海

洋旅游文化产业又是实现海洋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引领者。在定性分析辽宁海洋旅

游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的潜力基础上，运用支柱性产业指标对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

成为支柱性产业进行定量分析，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其发展策略，借以推动辽宁海洋文化

产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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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上提出的战略目标。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

分的海洋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将推动海

洋经济迅猛发展。海洋旅游、新闻出版、广电

影视、体育与休闲、庆典会展是辽宁海洋文化

产业的主体，其中，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是辽宁

海洋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成为支柱性产业的引

领者。因此，研究辽宁海洋文化产业，首先应

研究利用海洋文化产业资源最广、综合性最强

和关联性最大的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借以推进

整个辽宁海洋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目标的

实现。

１　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

业的潜力分析

１１　辽宁的海洋旅游文化资源

资源禀赋理论 （Ｈ－Ｏ）指出，一个产业要

成为支柱性产业，必须拥有垄断性或优势的产

业资源［１］。辽宁海洋旅游文化资源丰富，其在

海洋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成为支柱

性产业的潜力。

１１１　沙滩浴场旅游文化资源

辽宁拥有海岸线２８７８．５ｋｍ，其中大陆岸

线长２１７８．３ｋｍ，已开辟为人工海岸的约长

８０９．９２ｋｍ，占海岸线总长度的２９％。海岸类型

多样，滩涂面积约为２６９６ｋｍ２，居全国第６

位，砂质细腻，并且天然海水面积广阔，水质

良好，形成了辽宁丰富的沙滩浴场旅游文化资

源。著名的沙滩浴场有大连的棒棰岛、付家庄、

夏家河子、金沙滩、葫芦岛的兴城等。

１１２　海洋生态旅游文化资源

辽宁湿地面积约为２１３１ｋｍ２，拥有亚洲第

一、世界第二大的苇田，湿地生物多样，是国

家级保护动物重要的栖息地。辽宁森林覆盖率

高，原生型生态资源丰富，为海洋生态旅游文

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代表性的海洋

生态旅游文化资源有丹东鸭绿江湿地、盘锦双

河口湿地、大连老铁山、冰峪沟等［２］。

１１３　海洋会展旅游文化资源

辽宁沿海６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宜人的气

候条件，便利的交通设施，快速发展的经济，

繁荣的都市生活，深厚的文化底蕴，开放的生

活观念，是海洋会展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以大连海鲜、营口海滨温泉、盘锦红海滩、葫

芦岛泳装为代表的海洋会展旅游文化产业正在

日益兴起。

１１４　海洋民俗旅游文化资源

辽宁海洋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涵盖面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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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的先民们在长期与自然、海洋的斗争中，

总结并传承了大量涉海的生活经验、智慧和文

化，形成了辽宁独特的海洋民俗文化［３］。以营

口望儿山、锦州大笔架山为主题的海洋民俗文

化旅游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此外，还有以熊岳、五龙背、兴城为代表的

温泉休闲旅游文化资源，以大连旅顺、葫芦岛九

门口长城、丹东断桥、营口西炮台为代表的海洋

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这些丰富多彩的海洋旅游文

化资源为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成支柱性产

业提供了保障。如今，辽宁已经形成辽南、辽东、

辽西３个海洋旅游中心，及以大连为龙头、以丹

东和葫芦岛为两翼的６个海洋旅游带。

１２　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状况

在辽宁海洋文化产业中，海洋旅游文化产

业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产值在辽宁海洋经济中

占有很大比重。表１是采用辽宁海洋旅游文化

业产值、辽宁其他海洋产业产值、占辽宁海洋

生产总值比重和年增长率４个指标，比较出辽

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４］。２００４年，

辽宁海洋生产总值９３２．２３亿元，海洋旅游文化

产业产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２９．６８％，与海洋经

济最大的产业海洋渔业相比，相差１８．２个百分

点，排名 第 二；２０１０ 年辽 宁 海 洋 生 产 总 值

２６１９．６亿元，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产值占海洋生

产总值的４８．４３％，虽然仍落后于海洋渔业，但

是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年增长率却高于海洋渔业

约１１．９个百分点，名列第一。从产值排名来

看，近年来，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持续稳步增长，

在海洋产业中脱颖而出，从增长率排名来看，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具有

成为辽宁支柱性产业的性能。

表１　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与其他海洋产业发展状况比较

产业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１０年

产值／亿元 占比／％ 排名 产值／亿元 占比／％ 排名

增长

率／％

年增长

率排名

海洋渔业 ４４６．０ ４７．９ １ １２９６．０ ４９．４ １ ２３．８ ３

海洋油气业 ３．２ ０．３ ６ ４．０ ０．１ ６ ４．６ ５

海洋盐业 ５．１ ０．６ ５ ５．８ ０．２ ５ ２．６ ６

海洋船舶工业 １０８．４ １１．６ ４ １７４．４ ６．７ ４ １０．０ ４

海洋交通运输业 １２０．０ １２．９ ３ ５２２．４ ２０．０ ３ ３４．２ ２

海洋旅游文化业 ２７６．７ ２９．７ ２ １２６８．７ ４８．４ ２ ３５．６ １

　　数据来源：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２　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

业的指标分析

　　国内外有关支柱性产业标准的研究很多，

梳理国内外权威文献，这里选取认同率较高的

３个指标，一是产业比重大，增加值占ＧＤＰ比

重５％以上，产值占ＧＤＰ的８％以上；二是需求

收入弹性高，弹性大于１；三是就业容量大，就

业弹性大于１。作为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成为

支柱性产业的主要依据，从海洋旅游文化产业

产值、旅游需求弹性、旅游就业容量３个方面

来分析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

的可能性。

２１　产值占犌犇犘的比重分析

通过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辽宁省 ＧＤＰ和海洋旅

游文化产业产值计算获得表２数据。从表２中可

以看出，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产值逐年增加，

但增长率却有所下降，原因与科技落后、产品

更新缓慢等有关。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产值占辽

宁省ＧＤＰ的比重由３．２％增长到６．８％，虽然

增长率上升，但从支柱性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比

重８％的标准角度分析，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

业成为支柱性产业还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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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辽宁海洋旅游文化

产业产值占犌犇犘的比重

年份
产值／

亿元

增长率／

％

辽宁省

ＧＤＰ／亿元

占ＧＤＰ的

比重／％

２００１ １６０．２ ５０３３．１ ３．２

２００２ ２１３．３ ３３．１ ５４５８．２ ４．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９．１ －１．９ ６００２．５ ３．５

２００４ ２７６．７ ３２．３ ６６７２．０ ４．１

２００５ ３４６．３ ２５．１ ８０４７．３ ４．３

２００６ ４３９．１ ２６．８ ９３０４．５ ４．７

２００７ ５８６．７ ３３．６ １１１６４．３ ５．３

２００８ ７９５．１ ３５．５ １３６６８．６ ５．８

２００９ １０４８．９ ３２．０ １５２１２．５ ６．９

２０１０ １２６８．７ ２０．９ １８５４７．３ ６．８

　　数据来源：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

年鉴．

２２　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某一产业产品的需求增加

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增加率之比，需求收入弹性大

于１，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长快于收入

增长。显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选择需

求收入弹性高的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符合市场

法则，有助于产业结构演进。通过公式计算获得

表３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辽宁海洋旅游需求收

入弹性均大于１，意味着市场机会大，与其他产

业相比，在同等收入增幅情况下，国民用于辽宁

海洋旅游消费的支出较多。因此，辽宁海洋旅游

文化产业开发空间大，发展潜力大，对国民经济

贡献大，从需求收入弹性角度分析，可以选择海

洋旅游文化产业作为辽宁省的支柱性产业。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辽宁海洋旅游需求收入弹性

年份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 全国人均ＧＤＰ

产值／亿元 增长率／％ ＧＤＰ／元 增长率％

需求收

入弹性

２００５ ３４６．３ １４１８５

２００６ ４３９．１ ２６．８ １６５００ １６．３ １．６

２００７ ５８６．７ ３３．６ ２０１６９ ２２．２ １．５

２００８ ７９５．１ ３５．５ ２３７０８ １７．５ ２．０

２００９ １０４８．９ ３１．９ ２５６０８ ８．０ ４．０

２０１０ １２６８．７ ２１．０ ２９９９２ １７．１ １．２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２３　就业容量分析

衡量就业容量大小的指标一般用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每

增加一单位所引起的就业增长比率，就业弹性

大于１，说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容量大，选

择就业弹性大的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能带来更

多就业机会，最终促进经济增长［５］。通过公式

计算获得表４数据，显示出辽宁海洋旅游文化

产业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但就业弹性均小于１，

这意味着虽然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产值增加

了，但是海洋旅游文化产从业人数的增长率低

于产值增长比率。从支柱性产业就业指标分析，

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与支柱性产业还有一定

差距。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辽宁海洋旅游就业弹性

年份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

就业人数

海洋旅游文化

产业产值

人数／万人 增长／％ 产值／亿元 增长率／％

就业

弹性

２００５ ９．６ ３４６．３

２００６ １０．０ ６０．０ ４３９．１ ２６．８ ０．２

２００７ １０．９ ６８．６ ５８６．７ ３３．６ ０．２

２００８ １１．２ ２０．４ ７９５．１ ３５．５ ０．１

２００９ １１．３ １６．０ １０４８．９ ３１．９ ０．１

２０１０ １１．６ ２４．５ １２６８．７ ２０．９ ０．１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

年鉴．

通过分析，在需求收入弹性指标上，辽宁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达到了支柱性产业的标准，

但就业容量、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与支柱性产业

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运用表１数据作回归分

析，预测到２０１５年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是否

可以作为真正的支柱性产业加以扶持。图１显

示，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产值和辽宁省 ＧＤＰ

呈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犚＝０．９９３３，说明海

洋旅游文化产业产值与ＧＤＰ相互关系密切，回

归方程为狔＝１１．９０３狓＋３５４９．８，表明海洋旅游

文化产业产值每增长１亿元，辽宁省ＧＤＰ增长

１１．９０３亿元。以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产值年

平均增长率３０％为基准，到２０１５年海洋旅游文

化产业产值将达到６３０７．９亿元，在回归方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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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比重为

８．０２％，满足支柱性产业８％的标准。

图１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与辽宁省ＧＤＰ呈线性关系

３　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

业的策略

　　上述表明，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成

为支柱性产业存在极大的可能性。丰富的海洋

旅游文化产业资源，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

各项指标逼近支柱性产业标准。只要构建符合

客观规律的发展模式，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

就会促进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快速成为辽宁支柱

性产业，并带动其他海洋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

产业。基于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的现实情况

和未来发展需要，提出以政府引导为鹰头、人

才培养为鹰眼、科技应用为鹰喙、创新发展为

鹰爪、特色经济和规模产业为鹰翼的 “鹰式”

发展模式，并创造物质环境和生态环境，为其

保驾护航。

３１　鹰头———政府引领

波特 “钻石理论模型”指出，政府政策对

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不能漠视。辽宁省政府要对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大支持力度，完善

财政、税收、投资、金融、工商管理、知识产

权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比如在海洋历史文化和

海洋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上，加大投资力度，对

旅游开发单位或部门减免税收；政府要对海洋

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整合与规划给予科学的指

导，例如可以把海洋旅游文化进行功能分区，

分为海洋观光旅游区、休闲渔业和海洋民俗体

验旅游区、温泉康复疗养度假旅游区、海洋生

态和历史文化参观旅游区等，最终形成一系列

长期稳定的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政策与制度［６］。

３２　鹰眼———盯住人才

实践证明，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成为夺取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未来制高点的决策因素，辽

宁省要重视引进优秀人才、培养潜力能人，对

现有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进行不定期培

训和考核。此外，优化人才管理制度，完善分

配激励机制，在待遇上拉开档次，给予缺少或

特殊人才更高的待遇；在高校开设海洋旅游文

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形成产、供、销、学、研

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３３　鹰喙———咬紧科技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具有高

技术、高智能的特点，基于此，应大力提升海

洋旅游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加快海洋旅游文

化产业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建设，把现

代科学技术运用到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中。

运用科技传媒手段，为辽宁省独具特色的海洋

旅游文化做宣传；在观赏性海洋旅游的基础上，

增加参与性海洋旅游项目，如海洋潜水、海上

驾驶等，使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由三低———

低文化附加值、低技术和低服务 水平 向三

高———高文化附加值、高技术和高服务水平发

展［７］。

３４　鹰爪———抓住创新

文化产业是最需要创新的产业，解放经营

思想、创新经营方法、革新经营手段，积极探

索适合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商业模

式［８］。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企业应从自身实际情

况出发，适时调整营销策略，采用零售与团购

相结合的方式推销海洋旅游文化产品，加强与

山东、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的联系，统一销

售海洋旅游产品。此外，在３个旅游中心、６个

旅游带的基础上，创建特色的旅游线路，使游

客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内，最尽兴地享用海

洋旅游产品与服务。

３５　鹰翼———彰显特色和规模

根据６市的特色海洋旅游文化资源，发展

特色经济，如发展大连沙滩浴场旅游、葫芦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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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疗养旅游、盘锦红海滩观赏旅游、丹东鸭

绿江特色项目旅游等。整合资源，实现海洋旅

游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群化，建成以丹东为

中心的国际海洋民俗旅游文化产业群、以大连

为中心的水下海洋休闲旅游文化产业群、以锦

州葫芦岛为中心的水上海洋历史遗迹旅游文化

产业群。

３６　两个环境———物质环境和生态环境

为了确保辽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 “鹰式”

发展模式的平稳前行，需要创造两个环境：一

是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二是长久发展的生态

环境。针对海洋旅游文化企业存在 “融资难”

的情况，应设立辽宁省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海洋智能文化、海洋历史

文化、海洋生态文化旅游的开发和发展，建立

起由社会企业、外资、政府等广泛参与的多元

投资机制，尤其加强与地方银行的合作，使其

参与到产业开发中来。健康的海洋生态环境是

海洋旅游文化产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推进海洋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与生态

保护相结合，坚持生态优先原则，重点开发生

态旅游线路，如大连蛇岛—老铁山—盘锦苇海

鹤乡、红海滩等生态旅游；建立完善的海洋环

境监测体系和重大污染应急处理机制，保证海

洋环境质量，从而实现海洋旅游文化产业与海

洋生态环境有机融合［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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