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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际著名海岛旅游开发与管理

对我国海岛的借鉴作用。

黄 沛，丰爱平，吴桑云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266061)

摘 要：以我国现阶段海岛旅游的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基础，以国际

上著名海岛旅游的开发与管理方式为案例分析，研究得出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开发

过程中加强对海岛旅游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目标是实现海岛旅游资源、环境、社会和

经济四效益的统一，并为我国海岛旅游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与管理提供相关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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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海岛是指四面

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海岛是海陆兼备的重要海上国土，是海洋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殊的海洋资源和环境的

复合体。按照海岛是否作为常住户口居住地，将

其分为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我国拥有面积

超过500 m2的海岛有6 900多个(不含海南岛本

岛和台湾、香港、澳门所属海岛)，海岛总面积有

8万km2，岛屿海岸线总长有1-4万km，其中无

居民海岛约占6 000多个。这些海岛在我国经济

建设和海洋权益确立及维护上占据重要地位，并

发挥着特殊作用。海岛的开发利用方式主要有海

岛旅游、海水养殖、海洋能源开发、工业开发、

设置航海标志和军事用地等口]。

目前，我国已对一些旅游资源较丰富的海

岛进行旅游项目开发，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这

种开发被专业人士评价为：粗放型开发、盲目

性较大、开发层次不高、经济效益低下。海岛

旅游可持续发展是指以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为基础，以符合当地特色和社会道德规范为

标准，实现旅游发展的资源效益、环境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既满足当代人的

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

成危害为目标的发展思想和发展道路[2]。《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2010年3月1日公布

实施，将对保护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生态系统，

规范无居民海岛使用秩序，实现海岛资源的合

理开发利用，维护海洋权益，促进海岛区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的顺利实施，笔者主

要从我国海岛旅游的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国际著名海岛旅游的开发与管理方式和我

国海岛旅游可持续开发利用与管理对策三个方

面来开展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工作，这对

于实现我国海岛旅游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

四效益的统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l我国海岛旅游的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1．1开发利用现状

我国海岛旅游业起步较晚，但海岛旅游资

源丰富，海岛旅游逐步受到人们的青睐，海岛

各景点多以山海为特色。近几年，海岛旅游宣

传促销力度有所增强，不仅参加了各种旅游交

易会，而且在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做了大

量的宣传报道，加上游客对海岛旅游的认可，

游客数量不断上升，旅游收入也不断增加，旅

游业逐渐成为沿海经济的主导产业。但是目前

我国海岛旅游处于以观光功能为主的开发阶段，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GY02—2008G48)；国家海洋局青年海洋科学基金(2010709)l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0905004)．

 



第5期 黄沛，等：浅析国际著名海岛旅游开发与管理对我国海岛的借鉴作用 37

度假旅游和生态旅游体现得较少。另外，有不

少海岛出于国防考虑，只对国内开放，不对国

外开放，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海岛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首个由无居民海岛开发成的国家

AAAA级旅游区是火烧屿，该岛是厦门第二大

无居民海岛，坐落在厦门西海域，是海沧大桥

西锚锭所在地。火烧屿水陆面积27 hmz，南北

长900 m，东西宽400 m，海拔34．7 m，从南角

高处向北错落递降，形成3个岬角。往西看俨

如隶书的“山”字，从西往东望，颇像英文字

母“M”。岛上地质构造奇特，岩石色彩斑斓，

且具有“海中有岛，岛中有湖”的独特地质景

观，被誉为“天然地学博物馆”。2002年，火烧

屿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火烧屿风景

区的开发曾被誉为海岛开发与保护“双赢”的

开发。岛上基础设施基本完备，并拥有拓展培

训基地、木屋山庄、水幕电影、曲水烧烤营和

地质景观长廊等旅游设施。

1．2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海岛旅游开发利用过程中，以下这

些问题的存在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海岛旅

游业今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①旅游开发利

用缺乏统一规划，旅游景点开发不充分。②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旅游旺季游客人数严重

超过生态负荷，使得旅游区的生态环境严重恶

化。③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文化内涵发挥不足，

产品缺乏深度吸引力。④基础设施不足，服务

水平较低。旅游餐饮、旅游商品、旅游文化娱

乐方面的开发配套都极为不够，开发利用率很

有限，造成了旅游效益低下。⑤人才、资金、

技术匮乏。⑥旅游市场的无序竞争。⑦旅游市

场营销观念的陈旧落后。

2 国际著名海岛旅游的开发与管理方式

研究

从海岛开发力度和知名度来讲，国际上一

些海岛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和夏威夷

群岛等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旅游业已

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和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下

面对马尔代夫海岛和巴厘岛旅游的开发与管理

方式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海岛旅游可持续开

发利用和管理产生启示作用。

2．1马尔代夫海岛[3叫】

马尔代夫有大小海岛1 192个，其中有居民

海岛199个，无居民海岛993个。马尔代夫海岛

开发已有30余年的历史。海岛开发之初，马尔代

夫年接待游客能力仅有1 000余人次，到2003

年，马尔代夫已开发87个海岛度假胜地，年接待

游客达到563 593人次，而且以每年7．5％的速度

增长。马尔代夫海岛开发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被誉

为“马尔代夫模式”，其特点如下。

2．1．1海岛发展规划超前，突出以人为本，追

求人与环境和谐

马尔代夫海岛旅游业的成功，首先得益于

其有完善的发展规划。马尔代夫在海岛开发过

程中特别重视海岛规划，规划是政府的职能，

规划的设计充分考虑单一岛屿的整体性及与其

他海岛的关联性，以规划指导开发，总体规划，

分步实施，使得一岛一风格。

2．1．2开发与保护并重，突出生态开发

马尔代夫政府在决定具体海岛是否开发时，

就已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海岛开发

的规划、旅游区承载力的确定都要服从于环境

保护的需要。在马尔代夫，无论是政府官员还

·是普通民众，都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无论对

投资经营海岛者还是来海岛旅游的客人，马尔

代夫方面都有环境的要求。马尔代夫著名的

“三低一高”的开发原则(即低层建筑、低密度

开发、低容量利用和高绿化率)，就是为了保持

原有的地貌特征，确保岛上旅游资源和生态系

统不会遭到破坏，使游客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

亲切，体会到休闲的享受。

2．1．3特色开发

马尔代夫通过整体出让海岛，差异化发展

等策略发展海岛旅游，根据不同岛屿的情况拟

订不同的政策措施和相应的开发时间、开发规

模、开发方式。马尔代夫在开发海岛的过程中，

始终采取“四个一”的模式，即一座海岛及周

边海域只允许一个投资开发公司租赁使用；一

座海岛只建设一个酒店(或度假村)；一座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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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种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一座海岛配套

一系列功能齐备的休闲娱乐及后勤服务等设施，

从而使马尔代夫海岛旅游形成了一个独立、封

闭、完整的度假区。

2．1．4制定优惠政策与措施，提高服务水平

度假区实施封闭式的管理，岛上除旅游服

务人员外，岛上人员全部为游客，既节约了经

营管理的成本，同时也使游客处于一个相对安

全、宁静、宽松的环境之中。

2．1．5政府服务职能

马尔代夫政府在海岛开发中主要承担的管

理职能如下：完善政策，鼓励外来投资，海岛

开发实行国际招标；加强海岛旅游的宣传；加

强海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从业人员培训。

2．1．6海岛旅游监督管理制度

通过制定海岛法等管理法规和标准，对海

岛环境资源保护、交通运输和旅游质量安全等

做出明确规定。同时，马尔代夫海岛开发也实

行了极为严格的审查制度，旅游部门每年组织

两次对海岛旅游的监督检查，对不达标准、违

反有关规范的行为进行重罚，以维护良好的海

岛旅游信誉和秩序。

2．2 巴厘岛1：2,51

巴厘岛被世人称为旅游度假的“天堂岛”，

是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旅游胜地。自20世纪70

年代开发旅游业以来，巴厘岛每年接待国外游

客数以百万计。许多外国人像候鸟一样，每年

定期在巴厘岛逗留。无论从国际知名度看，还

是从旅游业发展的规模与效益看，巴厘岛发展

海岛国际旅游业都是比较成功的，其得以成功

开发的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2．2．1旅游规划编制起点高、执行严格

巴厘岛旅游规划对巴厘岛旅游业的稳健、

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开始

发展旅游的时候，巴厘省政府就邀请欧美专家

做了长达30年的旅游发展规划。80年代，鉴于

旅游业发展形势很快，政府又组织力量对规划

进行了修编。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和企业

基本上都尊重了规划的严肃性。由于严格按照

规划进行旅游开发，他们的旅游度假区开发一

个成功一个，30年上了3个台阶，保持了持续

的发展能力。

2．2．2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

巴厘岛限制全岛的旅游建筑不能超过椰子

树的高度，规定不能发展“冒烟”工业。

2．2．3开发措施

根据度假旅游业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与国

际接轨的旅游法规。开辟特别旅游区，允许外国

人直接投资经营，给予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

2．2．4旅游开发处处以人为本

旅游区合理布局，成片开发，可持续发展，

营造了安全、文明、好客的社会环境。旅游配

套设施适应国际旅游发展的需求，在旅游酒店

管理方面，巴厘岛大量引进国际酒店集团管理

本岛酒店业，通过引进大量高层次的酒店经营

管理人才，既引进了成熟的国际旅游业管理经

验，又可迅速快捷地得到国际旅游市场信息。

2．2．5大力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

大力引进西方投资和管理，提高开发力度

和经营管理水平；重视旅游地的宣传促销。在

巴厘岛的旅游业发展中，印度尼西亚及巴厘省

政府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例如，政府对

旅游业的态度、宏观规划、产业开放政策、投

资导向、法律法规、各部门管理权限和税收政

策等方面，都对旅游业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2．3类比总结

通过对国际著名海岛马尔代夫海岛和巴厘

岛的开发与管理方式研究分析，发现它们在旅

游业发展中存在一些共同之处：①海岛旅游开

发前都要编制高水平的海岛发展规划，并严格

按照规划进行旅游开发；②要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的保护，发展生态旅游；③根据海岛各自的

特点进行特色开发，并重视与本地文化的结合；

④海岛旅游开发应提供人性化服务；⑤大力发

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和管理作用；⑥对海岛

旅游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

3我国海岛旅游可持续开发与管理对策

研究

3．1科学规划、环保优先

3．1．1科学编制海岛旅游发展规划

海岛旅游开发要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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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规划先行，拥有完善的规划，将有利于

海岛旅游业的快速、高效发展。要根据海岛

资源状况，在做好海岛开发规划的同时加强

海岛开发的科学论证，明确可开发海岛的开

发规模、方式、期限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等。

3．1．2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发展生态旅游

海岛的开发利用必须建立在保护生态环境

的基础上，海岛旅游业发展必须严格按照其生

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来进行合理控制，游客人

数不可超过环境容量标准，避免对资源的过度

利用和对生物资源的破坏，实现海岛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要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通过海岛旅游开发带动相关行业和地区的

发展。

3．2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3．2．I因岛制宜，突出资源优势，进行特色开发

在开发海岛旅游资源的同时，应充分挖掘

海岛旅游资源的本底特色与形象元素，以特色

塑造出海岛整体旅游形象，这对于创造海岛旅

游世界知名度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根据海岛

旅游资源条件的差异，可开展拓展训练、狩猎

野味、海上婚礼、科研基地、休闲度假、水上

浮宫、海钓、游艇及水上娱乐等特色旅游项

目。

3．2．2联合开发

进行区域旅游合作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一

个基本特征。将分散的海岛，按照地域性规律，

组合成若干个功能齐全、特色各异的海岛旅游

区。因此海岛旅游发展应站在区域旅游整体发

展的高度来确定自己的定位，按照优势互补、

客源互送、资源共享、信息联动、共同发展的

原则，积极开展区域旅游合作。

3．2．3人性化开发

海岛旅游区合理布局，营造安全、文明、

好客的社会环境。旅游配套设施适应国际旅游

发展的需求，为游客提供舒适的衣食住行

条件。

3．3监督管理、对策措施

3．3．1 强调政府职能，完善海岛开发政策措施，

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体系和管理体系

制定政策措施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海岛，

明确政府在海岛开发上的职责，加强对海岛开

发的规范和管理。同时，根据海岛开发的自身

特点，积极探索海岛开发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

模式，并要有积极的宣传意识。要把海岛旅游

业做大、做强，提高海岛旅游核心竞争力，宣

传必不可少，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海岛旅游胜地

都是通过精心的策划和积极的宣传为世人所知

的。因此，各旅游区可通过旅游手册、旅游宣

传栏或多媒体等方式向国内外广泛宣传其旅游

资源，以达到扩大客源规模和吸引投资的目的。

3．3．2科学的监督管理体制

为了促进海岛旅游业有序合理的开发，应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监管系统，并注重政府

在海岛旅游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强化旅

游部门的行业综合管理协调和监督能力，健全

我国海岛旅游发展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管理

和服务水平。

3．3．3依法规范海岛开发行为

严格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实现海岛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规范海岛

旅游开发行为，完善海岛旅游开发的制度措施，

促进海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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