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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旅游是21世纪旅游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大力发展海洋旅游是浙江省面向新世纪的

必然选择。文章根据浙江省海洋实际情况，结合海洋旅游现状，分析海洋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提出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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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陆地资

源的日益减少，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人类对陆地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为了

生存与发展，人们把目光转向“蓝色国土”——

海洋，并加快对海洋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海洋旅

游业是海洋产业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陆地

旅游业的发展起到弥补作用，而且为海洋资源的开

发形成良性循环奠定坚实基础。

海洋旅游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海洋为依

托，以海水、阳光和沙滩为主要内容，以满足人们精

神和物质需求为目的而进行的海洋游览、娱乐、体育

和疗养活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海洋旅游从

地域划分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在海滨地区、近海、

海岛、大洋和海底等进行的旅游活动⋯；从现象上

看，是以海洋为目的地的旅游；从本质上看，则是

人类行走和休闲的欲望在地球上的最大伸张口"3。

1浙江省发展海洋旅游的优势

1．1 区位优越和交通便捷

浙江省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部，北邻上海

和江苏，南接福建。以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科技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之一，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苏、

浙、沪三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将相互交融，为海洋旅

游提供日趋强劲的需求支撑。

浙江省拥有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宁波栎社机

场、温州机场、舟山普陀山机场和台州黄岩机场

等，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舟山连岛工程、甬台温

沿海高速铁路和杭甬城际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

的建成，海洋旅游将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

1．2海洋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浙江省海域面积26万km2，面积大于500 m2

的海岛有3 061个，海岸线总长6 486．24 km，海

岛陆域面积1 940 km2；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

量充沛，山海并利，资源丰富。浙江省海洋文化历

史悠久，早在7 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时代，宁波先

民就已经由陆地向海洋迈进；温州和台州先民在

5 000—6 000年前就创造了古老的瓯越文明；嘉兴

是马家洪文化的发祥地，舟山有马岙古文化遗址。

据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资料显示，沿海7座城市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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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 700个优良级单体，占全省的68．9％；沿海岸

带和海岛乡镇街道中拥有旅游价值最高的五级旅游

资源单体，占据沿海37个县市区五级单体总量的

一半以上，且相对集聚在杭州湾北岸、宁波东南沿

海、舟山群岛和温台沿海一带。

1．3海洋旅游供给初具规模

旅游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价格水平下，

旅游经营者愿意并且能够向旅游市场提供的旅游产

品的数量一J。浙江省沿海37个县市区拥有全省唯

一的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4个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国家地质公园、lO个国家

森林公园、6个省级旅游度假区、18个省级旅游区

和17个省级森林公园；浙江省有星级饭店801家，

其中高档饭店占12．86％、中档饭店占33．2l％、

低档饭店占53．93％，形成金字塔式的星级饭店结

构体系，基本上能够满足海洋旅游发展的内在

要求。

2浙江省海洋旅游发展的现状

2．1旅游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

前沿，成为“内联”和“外引”的窗口和桥梁；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沿海地区海洋旅游率

先进入持续快速的发展阶段。浙江省滨海地区的入

境旅游者数量与海洋旅游外汇收入均呈现出快速增

长的趋势，国内旅游者也越来越多，海洋旅游业在

海洋产业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成为浙江省和

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表1)。

表1浙江省海洋旅游指标(沿海七城市)

数据来源：浙江省旅游概览(1997—2008年)

2．2旅游产品

浙江省除原有海洋旅游项目(如海宁及萧山

国际观潮节、舟山国际沙雕节、平湖九龙山旅游度

假区、象山松兰山旅游度假区、中国开渔节和普陀

山佛教旅游等)继续保持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外，

又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海洋旅游新产品(如

象山中国渔村、温岭石塘千年曙光节和普陀桃花岛

影视之旅等)，为海洋旅游发展注人新的活力(表

2)【4M。

表2浙江省主要海洋旅游产品

2．3旅游空间格局

浙江省海洋旅游总体格局可以概括为“一核、

一带、多板块”[21239。

“一核”是突出以舟山本岛为依托，以普陀

山、朱家尖和沈家门“金三角”为核心，打造以

“海山佛国、海岛风光、海港渔都”为特色的舟山

海洋旅游基地。

“一带”是指整个黄金海岸带，尤其重视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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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跨海大桥和甬台温第二快速通道沿线的滨海旅游

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使之成为展示浙江省滨海旅

游特色的亮丽风景线。

“多板块”是指根据全省丰富多彩的海洋旅游

资源和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开发形成多个各具特色

且出游方便的海洋旅游板块：以嵊泗列岛为主体加

上岱山部分岛屿，建设以海上运动、度假休闲和现

代化大海港为特色的浙东北海上旅游板块；以嘉兴

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主体，建没历史文化和海滨

浴场水乡风情相结合，主要面向大都市休闲生活的

浙北岸海上旅游板块；以宁波松兰山和韭山列岛自

然保护区为主体，建设以滨海沙滩、海上垂钓、海

岛风光和生态旅游为特色的浙东海上旅游板块；以

台州大陈岛和江山岛为核心，建设以观光度假、休

闲渔业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特色的浙中海上旅游

板块；以温州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洞头列岛

为主体，建设以生态旅游、科学考察和科普教育为

特色的浙南海上旅游板块。

3浙江省海洋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3．1海洋旅游产品开发特色不够鲜明

在旅游产品开发上存在项目开发雷同和产品深

度开发不到位的问题，导致旅游者逗留时间短且人

均消费偏低。①不少滨海旅游区的产品开发尚停留

在初级的观光型阶段，活动内容单调；海洋专项旅

游产品(包括游船旅游、体育旅游和保健旅游等)

和海洋特种旅游产品(包括秘境旅游、海底旅游、

探险旅游和冒险旅游等)的供给明显滞后于日益

增长的需求，没有形成很有市场号召力的知名海洋

旅游品牌。②海洋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缺乏特色。

3．2 海洋旅游资源开发不合理。生态环境面临

恶化趋势

主要源自两个方面：①建筑污染与建设性破

坏。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估体系，盲目开发和重复建

设问题日益突出，如，在海滨景区内大兴土木，结

果建筑物的色调和风格与景区氛围极不协调，破坏

原有景观的风貌；无序开发和破坏性开发不仅浪费

海洋资源，而且导致不可再生资源的消失。②超容

量接待旅游者造成旅游环境的破坏。客源的急剧增

加使不少滨海旅游地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中，环

境压力在不断加大；数量庞大的旅游者所产生的垃

圾、空气污染、水体污染、植被破坏和噪声污染等

严重影响滨海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3．3海洋旅游管理机制不健全

浙江省海洋旅游区有很多地方管理体制不合

理，存在旅游资源按行政区域划分且同一行政区域

内又分属不同部门和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现象，

使原本丰富的资源被人为分割，不能形成资源互

补、协调开发和统一发展的局面；而各地区和各部

门各自划地经营的结果只会造成旅游业的高投入和

低产出以及旅游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如，温州平阳

的南麂列岛是集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区、东海渔

区和军事要区为一体的海洋风景旅游区，功能复

杂，渔业主管部门、南麂镇政府、风景名胜管理处

和南麂列岛开发公司等部门都具有管理权，管理主

体不清且管理职责不明确。

4浙江省海洋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4．1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

整合海洋科技资源，按照市场运作和政府推动

原则，鼓励并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组建研究开

发机构，加强对海洋科技的研究开发，增强海洋科

技的创新能力，完善海洋技术中介服务体系。

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并把其视作旅游资源加

以开发，拓宽传统海洋旅游资源的范畴，提高高新

技术在海洋经济中的比重，创建海洋科技园区及科

技兴海旅游示范区。

加大海洋及海洋旅游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

度，重点加强涉海专业和涉海重点学科的建设，加

快培养或引进一批高层次的海洋与海洋旅游科技和

管理人才，同时重视和加强在职培训与海洋科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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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竺望鲎文化包装旅游产品，提升吸引力和 翥妻蓬}化，实现海洋生态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协
美誉度 ～。。藁呙，重视实施海洋旅游精品和品牌工程。

浙江省海洋旅游开发需要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厚重的文化底蕴作支撑，挖掘独特的具有浓郁地方

特征的地方文化、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包装精品

名牌，让海洋旅游产品承载当地的历史文化内涵，

提升浙江省海洋旅游的吸引力和美誉度。结合浙东

沿海蓝色海洋旅游资源的特色，以佛教文化、商海

文化、瓯越文化、渔业文化和军事文化等独具特质

的海洋地域文化来开发独特的滨海旅游产品，如，

台州天台山和舟山普陀山的佛教文化游，以舟山马

岙文化为特征的海岛远古文化游，宁波的海上丝绸

之路文化游，以舟山沈家门渔港、宁波象山石浦和

温州为代表的海洋民俗风情文化游和海洋渔业文化

游，以舟山、石浦和温州为中心的海洋饮食文化

游，以舟山和镇海等为代表的海洋军事文化游，以

“温州模式”“宁波红帮”等为卖点的商贸文化探

秘游以及温州、台州和宁波等地的企业精英文化

游等。

4．3重视实施海洋旅游业的市场开拓和服务管理

要善于创新，以开发海洋旅游业为龙头带动其

他一系列产业，借鉴国际传统的海洋旅游产业带动

其他产业的模式(图I)∞J。重视实施海洋旅游业

的市场开拓和服务管理，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重视实施海洋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

限度地利用海洋自然资源，加强对海洋旅游生态环

境敏感区的管理和科学利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

性，加大对自然生态环境和景区污染的治理力度，

用科学发展观建立新的海洋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和产

品开发模式。

第二，重视实施旅游管理的集团化和专业化，

形成海洋旅游各要素优化整合和优势互补的经营机

制，推动海洋旅游向集团化、专业化和市场化

转变。

第三，重视实施海洋旅游业的综合发展，通过

第五，重视引进国际知名的大型旅游公司，提

升国内海洋旅游业发展水平，最终形成一批在国内

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海洋旅游区和海洋旅游产品。

海洋旅游产业体系

心产业l I关联产业I J支持组织

黻

图1 海洋旅游业带动其他产业模式

4．4加强区域合作。增强海洋旅游市场竞争力

浙江省海洋旅游业就内部来讲，是沿海各县、

市和区之间的合作，以“统筹区域发展”为指导，

对一些跨区域的旅游景区和景点要统一规划设计，

合作开发旅游线路，形成合力；就外部而言，是与

南海资源形成互补。浙江省的人文渊源与港澳旅游

区有合作的潜力，厦门的闽台通道和宁波、舟山都

与台湾旅游市场有联动的优势，浙江省与其他滨海

旅游城市均可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内外合作可以重

点开辟和开发以下旅游线路‘4舯：①观音文化观光

环线：沈家门一普陀山一桃花岛一沈家门；②岛际

环线：普陀山一嵊泗列岛一岱山岛一定海一桃花岛

一普陀山、南麂岛一洞头岛一江山岛一南麂岛；③

陆岛环线：普陀山一上海一杭州一宁波一普陀山、

温州一洞头一南麂岛～台州一宁波一温州；④东

海、南海魅力游和滨海名城游等。

4．5针对高端市场适当开发航海和置业旅游

据国际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

社会服务、公用事业等

第一、二产业

一

大众椎游业一

环境监控与保护一

海洋旅游纪念品
海鲜餐饮业一

海洋旅辨宾馆一海洋旅游旅行社特种交通产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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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并将吸引更多的国际邮

轮靠泊。北仑港依托世界级港口的优势和“长三

角”城市群的广大腹地可以发展航海旅游，进而

成为浙江省发展境外旅游的一个重要对外通道；此

外，浙江省沿海是中国富裕地区，其本身就是重要

的客源市场，这里的置业不仅是购置房产而且是购

置包括房产在内的物业，从而形成“第二居所”

市场并造就海洋旅游度假休闲的高端市场H邛碍。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向海洋进军的号角已经

吹响，我国海洋旅游产业将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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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时期。发展海洋旅游既是浙江省向海洋进军的重

大步骤，也是建设“海上浙江”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海洋旅游强省是浙江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同时也有

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的

战略性调整，有利于增加就业和实现共同富裕，有

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参与长江三角洲的合作与交流和

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有利于加快构筑“陆

海共进”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和进一步增强综合实

力与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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