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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结合大连市旅游业发展的实际，对大连市旅游业进行了SWOT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大

连市旅游业的发展目标及应达到的相应标准，并为实现和达到这些目标提出了旅游业的管理、宣传、人才

培养等多方面的相关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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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旅游理事会发表的年度报告，自1992

年起，旅游业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产业。世界

旅游组织亦称“旅游是一个有耐力的和稳定的

行业”。21世纪将是旅游的世纪。旅游业具有产

业关联性强、规模大、利润丰等特点，其巨大的

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各

地区的重视。大连市是我国24个重点旅游城市

之一，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旅游城市，具有海、山、

林、水、礁、滩交相辉映的海滨旅游特色。因而在

此大背景下，查清大连旅游业发展的优劣势及其

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将对大连市旅游业发展目

标的确定和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

义。

一、大连旅游业的SWOT分析

1．旅游业发展的优势分析(Strengths)

(1)区位优势

大连地处东北地区的最南端，东北亚港口群

的中心，背靠东北地区资源丰富的广阔腹地，面

向胶东半岛及渤海沿岸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群，

隔海与亚洲经济强国13本、韩国相望，地理位置

十分优越。大连是我国环渤海地区和辽东半岛沿

岸港城通往国外的最近点，是我国东北地区最重

要的出海口，也是整个东北亚区域进入太平洋、

面向世界最便捷的海上门户。

(2)优良的城市景观建设

大连市在开拓旅游景点的同时，十分注意市

区景观的建设，尤其自2003年以来城市花园化

建设步伐明显加快，迁建市中心工厂、控制烟尘、

整治河流，“还绿地于民”的拆墙运动，“还绿于

园”的公园改造等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使大连

到处绿草如茵，形成了大连亮丽的城市风景。

(3)交通条件便捷

大连市目前共有公路4 560kin，其中高速公

路和一级公路429km，二级公路1 476km。初步

形成了以沈大和大庄高速公路、旅顺南路贯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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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鳕降镑掣譬
北，以国省干线公路为主骨架，布局合理的公路

网和以市区为中心的2小时直达各区市的经济

活动圈。

(4)有力的经济投资支撑

大连市在2000年一年就投资近7．2亿美元

于旅游业。雄厚的投资带动了大连市旅游业的高

速增长。2000年，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90亿元，

比上年增长21．6％；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

8．1％，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旅游业已成

为大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产业之一。

2001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10亿元，比上年增长

22．7％；占全省总数的35．4％，提高4．4个百分

点。

(5)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

大连环境优美，知名度高。目前，大连市开通

国际航线18条，国内航线数十条。现有星级宾馆

饭店157家，加上社会旅馆等，可容纳10万游

客。大连还有闻名中外的国际服装节、国际马拉

松赛等大型活动，以及金石滩、旅顺IsI、星海湾、

滨海路等旅游景点等。

2．旅游业发展的弱势分析(Weaknesses)

(1)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仍处于发展期

如果将旅游业的发展分为开发期、发展期和

成熟期的话，目前大连市尚未超出发展期。旅游

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高、综合带动性强、辐射牵

引力大的经济产业，涉及到众多的部门和行业。

所以，作为大连当前的主导产业——旅游业，它

的发展速度直接关系到整个大连市经济的发展。

(2)旅游资源不够丰富

大连的城市景观建设比起我国其他重点旅

游城市来说很有优势，优良的环境也很吸引客

源，但这些看上去只是一些表面包装，尚欠缺一

部分实质性的旅游资源开发，目前仍存在旅游资

源种类不够全、质量不够好、品位不够高等缺

陷。但是，由于大连的旅游开发投资潜力及良好

的知名度，不久的将来在旅游资源方面有所创新

是必然的。

(3)旅游的宣传推介不足

大连的旅游特性虽然在国内比较显著，但是

它目前还不能被称之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大

连仍需在国际旅游消费市场中加大自身的知名

度，无论是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力度和广度都

有待加强。而且，大连目前进入国际旅游协会的

企业和组织不多，掌握国际旅游市场的信息渠道

并不通畅。所以，大连尚缺少对国际旅游市场信

息变化的掌握，未真正地融入到国际旅游大环境

中。

(4)缺乏旅游专业服务公司和专业人才

大连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城市，要达到国际

型知名旅游城市的标准尚存在一定差距。大连对

开发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旅游产品等方面十分

重视，但是大连市的旅游专业服务公司却小而

乱；而且对本地导游的认证标准也不很严格。在

旅游黄金周或特殊节日庆典中，在专职导游人手

不够的情况下，许多旅行团招收了部分非专业的

兼职导游填补空缺。可见，大连旅游业的发展仍

需在旅游专业服务公司和专业人才方面积极进

行培养。

3．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Opportunities)

(1)加入WTO后大连旅游面临的机遇胜

于挑战

我国加入WTO后，旅游市场将逐步全面放

开，大连自身的对外宣传效应也将增强。再加之

大连地处我国东部沿海边缘，与海洋邻国的经济

贸易联系自然比较多，而且本身旅游市场的对外

扩散效应就很强，所以借着人世的机遇，大连旅

游市场会发展得愈来愈繁荣。

(2)2008年奥运会将为大连旅游业发展带

来新机遇

我国申奥成功后，大连市很快就打出了“比

赛在北京，观光在大连”的奥运旅游宣传口号，

在中国内地及海外电视台连续播放其旅游城市

形象广告。大连市正抓紧建设一批适应奥运旅游

的大项目。其中包括：建设高标准的大连金石滩

主题公园，重新规划旅顺口旅游项目，将星海湾

建成集体育、文化、会展商务、娱乐四大中心为一

体的大型旅游休闲广场，把滨海路建成精品浪漫

旅游线路等。

(3)大连市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支持

大连市政府在历次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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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规划中均把旅游业的发展项目作为重中之重

的扶持对象，制定各项政策和法规为大连旅游业

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不仅引进一些国外知名旅

游企业进入大连，还积极推进政府及相关旅游组

织和旅游企业加入国际性的旅游组织协会。

4．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威胁(Threats)

(1)国内外旅游城市的竞争

对大连市旅游构成竞争威胁的亚洲地区的

旅游国家主要有：新加坡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和

基础设施等，是亚洲的旅游大国；日本作为亚洲

的经济发达国家，拥有全亚洲最大的会展中心，

又与大连隔海相望，亦对大连的旅游业构成不小

的威胁；此外，还有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对

大连市旅游构成竞争压力的国内旅游城市主要

有：香港利用它优越的地理区位和发达的市场经

济使其具备发展旅游业的良好条件；作为我国首

都和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在全国的旅游市场也

处于领先地位；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亦是国内旅游业发展最早、旅游经济最活跃的地

区之一；此外，还有深圳、成都等。

(2)海外旅游商对大连本土旅游企业的威

胁

大连的旅游业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吸

引着国际许多旅游商纷纷前来竞争。目前，日

本、韩国、新加坡等一批外资旅游公司已进入大

连。由于海外旅游商拥有广泛的客户营销网络、

雄厚的资金支持、健全有力的组织和丰富先进的

管理手段和经验，再加上国际知名度高，相比之

下大连一些国内旅游企业在旅游市场的竞争中

自身的弱项则暴露无遗。因此，北京奥运旅游市

场“华洋竞争”的新格局也将会逐步形成。

二、大连旅游业的发展战略

1．发展目标

大连市在1999--2001年近三年实现了旅游

业三年三大步的跳跃式发展，使旅游业成为大连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大连接

待海外旅游者人数从1999年的26万人次升至

2001年的43万人次，旅游创汇由1999年的1．8

_兰一。j亿美元升至2001年的3亿美元，连续三年以

30％的速度增长；旅游总收入由1999年的74亿

元升至110亿元，相当于GDP比例由1999年的

7．4％升至9％左右；就业人数三年增加4万人

次，旅游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大连要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应达

到以下标准：努力实现旅游业的R&D效应达到

国际平均水平，加强旅游与其相关产业之间的联

系，实现旅游产业消费链；组建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旅游企业集团，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战

略重组，实现大连旅游业的资本扩张；形成与国

际接轨的旅游经营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的旅游

法规理念、信息网络、企业的经营与机制、人才的

培育与引进等；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体系，

达到大连旅游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平衡。

2．发展对策

从大连旅游业的竞争环境SWOT分析来

看，大连旅游业具有优势与劣势并存、机会与威

胁同在的特点，因此需要努力弥补劣势，减少威

胁，采取相应的对策。

(1)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

大连要发展旅游业，应走政府主导型发展之

路。随着大连旅游业的发展，市场对旅游业的作

用将El益增大，因此，政府要有意识地培育旅游

业成立其专业协会，引导旅游行业实行行业自

律，减少对旅游行业的微观干预，逐步将目前旅

游项目审批制过渡到行业协调制。大连市政府应

在政策上保障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尤其要在旅

游资金投入、旅游信贷规模、土地利用、税收比例

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强化大连的

旅游功能、培植世界级的旅游中心：而且还应持

续加大对大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包括对

交通设施、生态环境及公共设施的改造等，为大

连旅游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注重旅游人才的培育和引进

旅游专业人才是影响大连旅游业发展的关

键因素之一。大连是一个先进的对外开放沿海城

市，同时也拥有十余所国家和省级重点院校，大

多数院校也相应地开设了旅游开发与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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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i缚渗擎一
这为大连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培养专业人才的便

利途径。政府可与各高校和企业联手，尽快为培

训本土化的旅游专业人才打好根基，并可通过采

取旅游研讨会、专业人员短训班等不同形式来提

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同时，应从海外引进一批旅

游人才和专业的旅游公司，实现人才培养本土化

和国际化的有效对接。

(3)旅游产品“捆绑经营”理念的延续

大连市应继续“捆绑经营”的理念，把大连

的旅游产品与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北京、

西安等地的旅游产品整理归类捆绑销售，谓之

?打联合牌”，效果将会十分显著。这是大连旅

游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要求，它代表着旅游

产业发展的方向。

(4)打造大连的品牌旅游和旅游精品

要增强大连旅游业的竞争实力，提高大连旅

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就应大力发展品牌旅游，

培育一批属于大连的品牌旅游和旅游精品。为

此，建立大连的品牌旅游就应实现“五化”标

准，即旅游的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和

特色化，同时依托大连的风俗民情如赏槐节、服

装节、啤酒节等优势，科学有序地规划和培育一

批世界一流的旅游精品。

(5)强化旅游业的服务标准和功能

在全市旅游行业及相关行业中开展“度假

休闲游，满意在大连”的竞赛活动，推行旅游标

准化服务，强化质量管理，进一步提高参赛单位

的整体素质，争取尽快与国际标准和惯例接轨。

建立旅游服务“一条龙”体系，为游客提供方

便、满意、安全的服务。

三、小结

本文通过研究大连这座沿海城市“以小见

大”来说明沿海城市发展旅游业存在着优势、劣

势、机遇与挑战，并通过对大连旅游业提出的相

关对策归纳出沿海城市发展旅游业需应注意的

目标与对策。沿海城市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也是国家给予发展政策最优惠的地区，所以，具

有发展旅游业潜力的沿海城市一定要借助这种

优良时机，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市政府做好主导

工作提供政策上与资金上的支持；其次，抓住最

新旅游市场信息并抢占国际旅游市场；再次，打

造本土化的具有国际竞争性的旅游集团与组织

并培育优秀的旅游专业人才；最后，注重旅游开

发条例的制定与执行和管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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