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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湾三色旅游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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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贯彻整体开发锦州湾战略，改变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产业东强西弱的

不平衡现状，文章根据锦州湾旅游资源与产品的比较优势，提出在锦州湾整合海陆资源发

展三色旅游，分析三色旅游发展存在问题，提出三色旅游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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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湾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东北亚经济圈的关键地带。“十一五”期间

在大力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背景下，辽宁

沿海经济带凭借优越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开发

历史、丰富的旅游资源、便捷的交通网络，使

其旅游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呈现出东

强西弱的不平衡发展状态。

锦州湾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西半部，广义

上辖盘锦、锦州和葫芦岛３个省辖市，以及１０

个市区和９个沿海县市，海岸线长４８１ｋｍ，占

辽宁省大陆海岸线的４０％
［１］。处于京津冀经济

区和东北经济区结合部，具有双向辐射优势。

１２０ｋｍ的沿海交通圈内，拥有锦州、盘锦、葫

芦岛３个地级市和凌海、兴城两个县级市的高

密度城市群，具有 “沿海城市群”的比较优势。

锦州湾是以风景名胜为主体的多种旅游资源集

中分布地，这里山海相连，古迹众多，是辽宁

省重要的旅游区。

沿海就是资源，沿海就是优势［２］。在发

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沿海城市应发挥引擎功

能的理念，因此锦州湾虽然存在沿海城市群，

但未能很好地利用国家的沿海开放政策。而

实施整体开发锦州湾战略，有助于加快辽西

一体化进程，更好地发挥辽西在环渤海地区

的节点作用，促进环渤海经济区与东北综合

经济区协调发展［３］。“十二五”期间，将锦州

湾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这一课题值

得探讨。

１　锦州湾发展三色旅游的资源与产品依托

１１　发展蓝色旅游的资源与产品依托

锦州湾海岸线绵长，在盘锦辽河入海口至

绥中县止锚湾绵延４００ｋｍ余的海岸线上，蓝色

滨海旅游资源极为丰富。锦州湾依托海水、阳

光、沙滩、海岛等蓝色旅游产品已有一定的基

础，已形成包括碣石旅游风景区、兴城海滨风

景区、菊花岛风景区、龙湾风景区、笔架山风

景区、红海滩风景区等一批海洋度假胜地。

葫芦岛是以蓝色海滨为主要特征并融合山、

岛、泉、城的蓝色旅游为主的板块。葫芦岛市

海岸线长２５８ｋｍ，有天然浴场１４处，港口、码

头１０座，有菊花岛和众多的岛屿，又有水质优

良、环境宜人的休闲度假海滨，葫芦岛海滨沙

质优良，环境优越，有全国唯一的滨海滑雪场。

兴城海滨国家级风景区 （含菊花岛）水质洁静、

坡缓沙细、长１５００ｍ左右天然半月形海湾非常

适合广大游人尤其是初学游泳者活动；兴城温

泉已结合滨海开发了休闲度假旅游；碣石沧

海———碣石宫秦汉遗址，是为秦始皇当年临碣

石所建的行宫，这里也是历代帝王观海看石的

所在地。这里旅游资源特色鲜明，目前已开发

了海滨休闲康体游：龙湾海滨、兴城海滨、绥

中海滨、望海寺海滨、菊花岛、止锚湾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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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锦州市总长１０５．２ｋｍ的海岸线上有享誉海

内外的大小笔架山风景区、海滨浴场、娘娘宫

海湾、大有乡红海滩。已形成融观天桥、瞻盘

古、品海鲜、度假疗养、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海

滨旅游胜地。沿海滩涂具有开发滨海旅游的巨

大优势，可以利用沿岸的渔村、芦苇滩、海水

养殖业、捕捞业，开展观光、度假等多种形式

的旅游活动。

盘锦市２２１ｋｍ２的滨海滩涂上覆盖着碱蓬植

物，每到夏秋时节，碱蓬变成赤红色，这便是

被誉为 “天下奇观”的 “红海滩”。碱蓬的植物

生理特性和生长规律至今还是自然之谜，具有

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神秘魅力，其开发方向是观

光旅游、休闲旅游和探秘旅游。

锦州湾滨海资源丰富，其间差异性显著，

动静皆宜，可游可憩，为旅游开发奠定了良好

的资源基础。旅游开发可进行差异化定位、错

位式开发，整体打造中国北方滨海旅游带。可

以依托海滨风光和丰富的相关资源，以葫芦岛

兴城为中心，依托渤海辽东湾形成系列度假疗

养旅游产品，并建设全国最大的度假疗养基地；

同时依托质高量丰的海滨资源形成海水浴场，

开展观海、听海、戏海、品海、嗅海等蓝色旅

游活动，整体培育和壮大海滨休闲康体度假产

品群。

１２　发展绿色生态旅游的资源与产品依托

锦州湾地区从地势上看是以山地丘陵为主，

这里拥有丰富的绿色旅游资源，尤其是各级各

类自然保护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盘锦双台

子河口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位于辽东湾的北

端，是世界第二大湿地自然保护区，也是目前

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芦苇沼泽湿地，有亚洲最

大的芦苇群落［１］，有以丹顶鹤为代表的珍稀鸟

类资源，有以苇荡和碱蓬草为代表的滩涂湿地

景观植被资源，以苇海、鹤乡、红海滩的独特

景观闻名遐迩。另外山地丘陵中分布着茫茫林

海，地处华北植物区系与东北植物区系的交界

处，景观丰富而独特。拥有医巫闾山国家森林

公园、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拥有松山生态园、

北宁闾山农业旅游区、盘锦鑫安源绿色生态园、

盘山县东盛园艺基地、辽河兰丰绿水湾、盘锦

大洼县生态养殖项目、葫芦岛宏业集团现代农

业园区等国家级农业示范点。这些都为发展旅

游者深度参与体验的生态旅游提供了广阔的平

台。以生态湿地盘锦为核心，整体打造锦州湾

的绿色生态旅游，前景广阔。

１３　发展红色文化旅游的资源与产品依托

２００４年全国蓬勃发展的红色旅游为辽宁旅

游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地处中国版图

“颈部”的锦州湾，因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其积

淀了大量丰富的战争旅游资源，尤其是近现代

的军事史迹，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辽西走廊

地区古代战争遗迹众多，古战场如九门口水关、

前所古城、兴城古城、首山、菊花岛、杏山、

松山等；还有辽沈战役的多处战场遗迹：塔山、

黑山、锦州市区；爱国将领张学良筑港纪念碑、

海军基地等。红色旅游资源高度密集，这为锦

州湾地区开发红色旅游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锦州湾地区在红色旅游发展方面已经取得

了一定成绩：如以 “辽沈战役”为主题的红色

旅游专线：辽沈战役纪念馆—东北野战军前线

指挥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黑山阻击战

“１０１”高地遗址。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产品在国

内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锦州湾应该积极巩固

已有成果，加强联合，整体向国内推出以锦州

为核心的红色旅游精品。

２　锦州湾发展三色旅游的资源与产品比

较优势

　　锦州湾旅游资源与产品比较优势明显：这

里共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３处，包括锦州医巫

闾山自然保护区、盘锦双台子河口自然保护区、

葫芦岛白狼山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

２处，包括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医巫闾山国家

森林公园；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２家，包括

兴城海滨风景名胜区、锦州医巫闾山风景名胜

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１处，为葫芦岛碣石旅

游度假区［１］。

锦州湾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数不胜数：

现有 “世界文化遗产”１处，是九门口水上长

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１处，包括奉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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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佛堂石窟、兴城城墙、北镇庙、崇兴寺双塔、

姜女石遗址、九门口水上长城、广济寺古建筑

群、中前所城、葫芦岛圣水寺、北宁广宁城等；

全国优秀旅游城市４座，包括锦州、葫芦岛、

盘锦、兴城；国家级工业示范点２处，包括沟

帮子尹家熏鸡公司、道光二十五酒业集团；国

家级农业示范点７处，包括锦州松山生态园、

北宁闾山农业旅游区、盘锦鑫安源绿色生态园、

盘山县东盛园艺基地、辽河兰丰绿水湾、盘锦

大洼县生态养殖项目、葫芦岛宏业集团现代农

业园区；还有锦州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等红色旅

游资源［１］。

锦州湾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共有国家４Ａ

级以上旅游区 （点）１２家，包括锦州北普陀山

风景名胜区、锦州市博物馆、古塔公园、笔架

山风景区、辽沈战役纪念馆、兴城海滨风景名

胜区、兴城龙湾海滨风景区、兴城古城、九门

口长城、葫芦山庄、盘锦苇海·鼎翔生态旅游

度假区、盘锦红海滩风景区，丰富的旅游资源

与产品为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

锦州湾知名的旅游资源与产品在辽宁省所

占比例各不相同，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全国优秀旅游城市都占到辽宁省的２５％，国家

４Ａ级旅游区占到辽宁省的２４％，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占到辽宁省的２３％，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

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都占到辽宁省的２２％，

这６者在整个辽宁省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锦

州湾地区旅游资源和产品空间组合良好，资源

和产品密集分布在中心城市锦州周围，距离都

在几十千米之内，并且类型差异互补，功能齐

全。葫芦岛是以海滨为特征并融合山、岛、泉、

城的蓝色旅游板块；锦州是以辽沈战役闻名的

红色旅游板块；盘锦是以苇海鹤乡红海滩著称

的绿色旅游板块。这三大板块成为锦州湾地区

发展蓝色滨海旅游、绿色生态旅游和红色革命

旅游的三色旅游优势所在。

３　锦州湾三色旅游发展问题诊断

３１　各色旅游特色不突出，同质化竞争激烈

在多彩辽宁的战略指导下，锦州湾蓝色旅

游、绿色旅游、红色旅游均有一定程度的发

展，但各色旅游特色不明显，发展效果欠佳。

以蓝色旅游为例，锦州湾海洋旅游资源与周边

地区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其他滨海城市成熟的

蓝色滨海旅游产品与锦州湾蓝色旅游存在同质

化竞争。北方滨海旅游城市主要集中在渤海

湾、辽东湾。属于一类热点滨海旅游城市的有

大连、青岛、秦皇岛；属于二类次热点滨海旅

游城市的有烟台、威海等。这些城市发展旅游

相对于锦州湾城市来说较早，滨海旅游发展已

经具有相当规模，其旅游产业的发展规模和城

市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同属环渤海区域的锦州

湾，在这样一个区域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滨

海旅游产品同质化的激烈竞争。锦州湾如果单

一发展传统蓝色旅游将会出现旅游形象不突

出、城市影响不广泛、旅游市场认知度低等问

题。红色旅游、绿色旅游的发展均存在此类

问题。

３２　各方行政界限明显，竞争有余、协作

不足

　　锦州湾在旅游发展上各要素之间、旅游

相关行业之间、各个相关管理部门之间在旅

游规划、发展、营销和管理上的协作有限；

旅游业缺乏有效的行业协会组织与活动；与

区域内外的旅游合作未能有效展开，旅游竞

争能力有限。锦州湾各个板块只强调本行政

区域内的各色旅游发展，注重与区域内外的

竞争，较少关注相互协作。市、县、区各自

为战，旅游发展要素尚未整合，难以形成合

力。在项目设立、产品开发、资金投入、资

源保护、宣传促销上缺乏统一协调机制，这

必然会导致旅游发展的无序状态，资金使用

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３３　产品以观光类为主，缺乏参与体验性

锦州湾目前各色旅游开发的主体和渠道较

窄、产品较单一，仍然以低收入型的观光类产

品为主，对休闲度假、娱乐健身、寻奇探险以

及绿色生态等参与性、娱乐性强的旅游项目开

发力度不够。由于对旅游产品的组合效益认识

不足，使得产品的开发布局不合理，而且由于

没有正确的规划指导，盲目建设，更造成资金

的浪费和环境资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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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锦州湾三色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４１　增强区域整合，打造区域拳头产品

旅游产品设计遵循的是魔方原理，旅游产

品组成要素是老要素，但通过组合设计，即转

动魔方，就要让其呈现新面孔，也就是新产品。

锦州湾各地蓝色旅游、绿色旅游和红色旅游在

一定程度上都有发展，但因为特色挖掘不足，

整体形象不突出，造成发展效果欠佳。以 “区

域统筹发展”为指导，通过转动锦州湾这一魔

方，对跨区域的各色旅游要进行统一规划设计，

合作开发旅游线路，取长补短，形成合力，打

开旅游发展新局面。就锦州湾而言在原有蓝、

绿、红各色旅游的基础上，增强协作，相互补

充，相互协调，各取所长，形成既保持各色又

融合多色的旅游新面孔，在原有基础上形成合

力最大的区域拳头产品 “三色旅游”。

４２　实施整体开发战略，实现多赢互利

在发展旅游上存在着两种关系：互补和互

代。盘锦、锦州和葫芦岛三地所面对的主要客

源市场有很大的相似性，彼此之间是竞争对手，

但是在旅游产品开发上却可以是合作盟友。根

据锦州湾的自然条件、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开

发利用现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发展战略，

锦州湾发展三色旅游，既保证了各地的独有特

色 （锦州主打红色旅游，葫芦岛主打蓝色旅游，

盘锦主打绿色旅游），又实现了整体协调开发

（三地共同打造三色旅游），可以取长补短，发

挥区域总体优势，提高开发总体效益［４］，实现

多赢互利，共同构建和谐锦州湾和强盛辽宁沿

海经济带。

４３　突出项目支撑，延长产业链

项目是旅游业最主要的吸引物，只有不断

推陈出新，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锦州湾为保

持旅游市场的持久吸引力，就要把战略定位向

项目调整，突出创新。

锦州湾挖掘现有资源优势，依托海、河、

湖、港、林、湾首先打造组合互动的蓝绿红结

合的 “寻梦海湾三色三游”旅游项目。 （邮轮、

游船和游艇统称 “三游”，是高端的休闲度假产

品。）湖泊 （水库）拟以人工动力的划艇、自驾

船为主；沿海港以长线直达互动的豪华邮轮为

主；内河水系结合城市建设，以中小型游轮为

主；兴城、菊花岛、大小笔架山以快艇、摩托

艇为主；绥中海岸以家庭型的帆船为主；红海

滩以清洁燃料游船、手划船为主开发项目。

２０１１年中国旅游发展主题是 “中华文化

游”，旅游业作为融合带动力最强产业与文化产

业的融合发展是２０１１年的发展主流。锦州湾可

塑 “１２３三色文化创意旅游”品牌，结合旅游六

要素，对积淀深厚的战争文化、山海文化等文

化进行创新性组合开发。建１个综合性三色文

化创意旅游产业园；促两大创意产业基地：传

统手工业旅游商品制造基地、蓝绿红文化教育

基地；造３个特色创意产业带：大医巫闾关东

文化产业带，山海走廊战争文化产业带，鲜卑、

契丹、满 蒙 游 牧 民 俗 旅 游 文 化 产 业 带，以

“１２３”创意旅游项目改变传统旅游产品的静态

和单调，吸引旅游者的消费欲望，引领旅游消

费新时尚，培养旅游产业新增长点。

锦州湾应该加快三色旅游项目的整体开发，

力争打响 “三色旅游”这一品牌，从而带动周

边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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