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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城市和27个内陆城市为研究对象,系统构建旅游产业发展指数

评价体系,采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改进的引力模型和Arcgis10.0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测度环渤

海地区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系强度,揭示海陆旅游产业的相互作用关系和时空演化态势。研究

表明,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内陆城市,时序上海陆系统的联系逐渐增

强,空间上呈现局部聚集和整体分异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基础和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是影响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系强度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促进跨区域产业融合和资源配

置、优化旅游开发空间格局、建立整体营销机制等对策建议,以期推动环渤海地区沿海与腹地旅游

产业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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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17coastalcitiesand27inlandcitiesinBohaiSeaRimRegionweretakenasresearchu-

nits,constructingatourismdevelopingindexevaluationindexsystem.Byusingcomprehensivee-

valuationindexmodel,modifiedgravitymodelandArcgis10.0spatialanalysistechnology,analysis

ofinteraction between coastal and hinterland tourism,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aswellasevolutiontrendweremade.Thestudyshowedthattourismdeveloping
levelinthecoastalBohaiSeaRimisgenerallyhigherthanthatinthehinterland.Although

tourisminteractionsbetweentwosystemsincreasedyearbyyearonthetemporalexpression,

therearestillobviousadministrativedivisiononspatialrelation,showingatendencyoflocalag-



第8期 刘佳,等:环渤海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系与协同演化研究 15   

glomerationandoveralldifferentiation.Byfurtheranalyzingtheinfluencefactors,suchasregional

economicdevelopinglevel,thetourismresourceendowmentandtransportationsystemconstruc-

tion,some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toenhancethetwosystemcoordinatedinteractiondevel-

opment,suchasoptimizingthespatialpatternoftourismdevelopment,promotingcross-regional

tourismindustrialintegrationdevelopment,establishingtheoverallmarketingmechanismand

soon.

Keywords:Tourismindustry,Seaandlandcoordinateddevelopment,Spatiallinkageintensity,

Coordinateddevelopment,BohaiSeaRimRegion

1 引言

作为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组成部分,海洋和陆

地分别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系

统。随着陆域资源、环境和发展空间的日趋紧张,

港口运输、滨海旅游等海洋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驱动作用不断凸显。21世纪是海洋世纪,作为人类

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空间,海洋的充分开发和有

效利用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海洋国家之一,我国近年来

海洋经济快速发展,产业范畴不断开拓,形成了滨

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交通业和海洋建筑业等

多个产业领域。随着建设海洋强国和海陆统筹等

战略的实施,海陆系统关系不断深化。从海陆互动

视角出发,根据海陆系统的特征和内在联系,运用

系统论思维实现海陆空间、资源、产业和经济的整

体规划和协同发展[1]日益受到关注。随着邮轮游

艇、潜水、休闲渔业等旅游新业态的迅猛发展,滨海

旅游业已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海陆旅游

的良性互动是实现海陆统筹、增强沿海地区旅游整体

实力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因此,深入探讨沿海与腹

地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关系、相互作用、协同机制以

及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有关沿海与腹地系统关系或海陆一体化

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关注基本概念内涵等的理

论探讨。如,海洋和陆地系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

同,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产业结构体系和特征皆

存在差异[2],但同时也相互依赖和彼此促进;海陆一

体化通过优化资源要素协调海陆资源和产业经济

关系[3],是海洋开发战略的重要原则[4],是实现海陆

统筹的发展战略和模式[5]。②重视海洋和陆地系统

的区域比较和实证检验。如,运用区域经济学、经

济地理学和系统协同理论,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

染治理、产业资源开发和要素配置以及经济发展水

平和结构分布3大主要热点,分析海陆系统的发展

现状、主要差异和存在的问题,运用海陆一体化理

论提出区域协同发展的对策与建议[6-10]。但在旅

游领域的研究比较匮乏,基于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发

展视角,探讨沿海与腹地旅游的互动关系明显不

足。因此,本研究以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城市和

27个内陆城市为研究单元,在构建旅游产业发展指

数评价 体 系 的 基 础 上,利 用 改 进 的 引 力 模 型 和

Arcgis空间分析技术,探讨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

系强度和协同演化规律,进而提出实现海陆旅游联

动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实现环渤海地区旅游产业

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

2 研究区域和方法

2.1 研究区域

环渤海地区北起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南

至山东省和江苏省交界的绣针河口,是我国继长

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第3大城市群,是以京津

冀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由“3省

2市”(辽宁、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组成的重要沿

海经济区域,包括天津、唐山、秦皇岛、大连等17个

沿海城市以及沈阳、北京、石家庄、济南等27个内

陆城市(图1)。其中,沿海城市是滨海旅游业发展

的重要载体,内陆城市相应形成独特的腹地旅游,

2个系统依托自身的产业环境和资源基础,在环渤

海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各自发挥重要作

用:一方面,二者互为协同,滨海旅游的发展离不

开腹地旅游的支撑和协调,腹地旅游的延伸也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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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滨海旅游的辅助和带动;另一方面,二者相互制

约,市场竞争、重复建设和发展失衡等情况较为

突出。

图1 研究区域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旅游产业是由多功能网络交织而成的综合性

系统,各区域旅游产业的依托环境和发展水平不

同。本研究在遵循全面性、系统性、通用性和可得

性原则的基础上,构建旅游产业发展指数评价体

系,对区域旅游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表1)。

区域经济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越

发达,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越高,对外来游客的旅

游吸引力越大,旅游需求越旺盛,旅游产业规模越

大。采用区域国内生产总值(GDP)(C1)和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2)共同表征经济发展水平,其

中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指标,也是衡量区域

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城镇家庭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自由支配收入,揭示

区域旅游消费的现实和未来需求。此外,采用旅游

总收入(C3)和旅游总人数(C4)反映旅游产业发达程

度,其中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收

入,旅游总人数=国内游客人数+国际游客人数。

表1 旅游产业发展指数评价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权重) 指标说明

A 旅游产业

发展指数

B1 旅游产业经济基础

(0.5485)

B2 旅游公共服务保障

(0.2409)

B3 旅游环境质量条件

(0.2106)

C1 区域国内生产总值(0.1508) 反映宏观经济环境

C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2013) 反映居民消费能力

C3 旅游总收入(0.3668) 反映旅游效益产出

C4 旅游总人数(0.2811) 反映旅游市场需求规模

C5 客运量(0.2062) 反映交通运输规模

C6 公路运输里程(0.1774) 反映交通通达度

C7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0.3290) 反映旅游服务水平

C8 星级饭店数(0.2874) 反映旅游接待能力

C9 旅游资源品味度(0.3760) 反映旅游资源要素价值

C1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0.1573) 反映旅游资源生态保护机制

C11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2369) 反映植被生态环境质量

C1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1234) 反映旅游环境自身净化能力

C13城市污水处理率(0.1064) 反映水生态环境质量

  注:原始数据来源于2005—2014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地旅游政务统计网和中国

公路信息服务网。

旅游活动是外来游客与当地居民和旅游企业

间的主客交往,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部

门领域,这就要求旅游目的地提供相应的接待和服

务,其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条件直接影响游客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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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体验和满意度。在旅游交通保障方面,采用客运

量(C5)和公路运输里程(C6)综合表征,其中客运量

是一定时期内各种交通工具实际运输的游客数,反

映交通运输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公路运输里程体现

了公路建设规模和区域交通通达度。除交通保障

外,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同样检验旅游产业发达程

度,其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C7)直接关系到地

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这一比重越高,服务条件越

完善,旅游产业链越完整;星级饭店数(C8)越多,餐
饮和住宿服务设施越完善,游客接待和容纳能力

越强。

旅游是人们离开日常居住地,前往陌生环境寻

求身体和心灵休憩放松的行为过程,诗意的栖居是

其本质[11],这对旅游资源环境质量和旅游生态环境

质量都提出较高的要求。在实现旅游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进程中,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优质的旅游

资源禀赋同样重要,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旅游

资源环境质量采用旅游资源品味度(C9)和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C10)加以衡量,其中旅游资源品味度采

用国家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个数进行表征,反映

旅游资源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和稀有程度;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从人均绿地占有量角度揭示旅游资

源的生态保护机制和力度。旅游生态环境质量采

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C1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C12)和城市污水处理率(C13)共同表征,其中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体现植被生态环境质量,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反映环境自身净化能力,城市污水处理

率从水质角度揭示地区生态环境质量。

2.2.2 多指标加权评价模型

(1)不同评价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纲单

位,为消除由此带来的不可公度性,应将各评价指

标作无量纲化处理。由于指标体系中均为正向指

标且指标值大于0,统一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

标准化处理:

X'ij =
Xij -min(Xi)

max(Xi)-min(Xi)
(1)

式中:0≤X'ij≤1,i=1,2,3,…,m;j=1,2,3,…,

n;m 是评价指标个数即m=13;n 是研究的样本城

市数即n=44;X'ij 为第j个城市第i个指标的标准

化值;Xij 为第j 个城市第i 个指标的原始数值;

max(Xi)为第i 项指标在所有城市中的最大值;

min(Xi)为第i项指标在所有城市中的最小值。

(2)确定指标权重,为消除主观性误差,采用具

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特性的层次分析法(AHP)确

定权重。采用德尔菲法,咨询学术研究领域、旅游

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人员分别对指标体系的子

系统层和指标层进行赋值,比较汇总多人打分,构

建比较判断矩阵并检验一致性,结果为:

判断矩阵 B1:λmax =4.0813,n =4,CIB1 =
0.027129,CRB1 =0.030143<0.1

判断矩阵 B2:λmax =4.1865,n =4,CIB2 =
0.062199,CRB2 =0.06911<0.1

判断矩阵B3:λmax =5.17242,n=5,CIB3 =
0.043104,CRB3=0.03848<0.1

判断矩阵A:λmax =3.018319,n=3,CIB3 =
0.009159,CRB3=0.01579<0.1

由此可知,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并通过一

致性检验,进一步计算出评价指标层指标的具体

权重。

(3)为保证评价指标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可操

作性,采用多指标加权评价模型测度旅游产业发展

水平:

A=
n

i=1
wi 

m

j=1
wijyij( ) (2)

式中:A 为环渤海各城市的旅游产业发展指数;n 为

目标层包含的准则层数量;wi是准则层的指标权

重;m 为准则层包含的指标数;yij为第j城市i指标

的标准化值;wij为指标层各项具体指标权重系数。

2.2.3 改进的引力模型

采用引力模型对环渤海地区沿海与腹地旅游

产业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需要加以改

进,改进的模型为:

Fij =G
Ai×Aj

Db
ij

(3)

式中:Fij 为旅游空间联系强度;Ai、Aj 分别为沿海

(内陆)城市i和内陆(沿海)城市j的旅游产业发展

指数;Dij 为沿海(内陆)城市i和内陆(沿海)城市j
间的汽车运输时间距离。

为保证指标数据的准确性、统一性和可计算

性,采用汽车运输时间距离表征地理空间距离,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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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①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革新,空间可

达性不断提高,时间距离已成为衡量区域地理位置

优越性的重要指标;②汽车以其经济性和便捷性成

为区域资源流通的主要运输载体。由于A 值介于

0~1,而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平方值较大,为方便计

算,将分母取对数处理。通常情况下G=1,b=2。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和多指标加权评价模型,对

环渤海地区沿海与腹地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指数进

行综合测度;进一步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基于时

空视角探讨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系强度和演化

规律。

3.1 沿海与腹地旅游产业发展的类型和特征

2013年环渤海地区沿海旅游产业发展指数介

于0.21~0.52,其中天津市最高、葫芦岛市最低;腹

地旅游产业发展指数介于0.17~0.94,其中北京市

最高、阜新市最低。根据该年测度结果,遵循等组

距划分原则,确定各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类型。

(1)第 一 等 级:旅 游 产 业 发 展 指 数 最 高

(>0.5),前景可观、潜力巨大,包括天津1个沿海城

市和北京1个内陆城市。二者经济总量较大,基础

设施完善,产业基础夯实;旅游资源禀赋优质,生态

环境质量良好,可对游客产生巨大吸引;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发达的海陆空一体化交通网络为区域资

源流动提供便利;星级饭店和旅行社发展迅速并已

形成较大规模,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很强;空间分布

上二者互邻,分别为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经济重

心,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促进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和

共同进步。

(2)第二等级:旅游产业发展指数较高(0.3~

0.5),发展态势良好,包括大连、青岛、烟台、潍坊

4个沿海城市和石家庄、沈阳、济南、临沂4个内陆

城市。沿海城市因对外开放较早,区域经济水平较

高,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宜人的气候条件和丰富

的旅游资源形成较广阔的客源市场和较高的旅游

美誉度。内陆城市中的石家庄、沈阳和济南都是省

会城市,政策扶持优势突出,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完

善,星级酒店数量较多,旅游接待服务能力较强;临

沂地处环渤海和长三角经济圈交界处,有“中国物

流之都”和“中国市场名城”之称,物流交通运输业

发达,客源市场广阔,可对旅游产业发展起到带动

作用。

(3)第三等级:旅游产业发展指数较低(0.25~

0.3),尚存较大发展空间,包括唐山、秦皇岛、威海、

日照4个沿海城市和邯郸、保定、张家口、承德、廊

坊、淄博、济宁、泰安、德州、聊城、菏泽11个内陆城

市。沿海城市拥有一定的旅游资源,但星级饭店较

少、景区规模较小,旅游接待服务能力有限。内陆

城市旅游资源禀赋一般,政策保障机制尚不完善,

且毗邻旅游经济实力较强城市,易产生“旅游资源

集聚屏蔽竞争”效应,产业优势不突出。

(4)第 四 等 级:旅 游 产 业 发 展 指 数 最 低

(<0.25),产业基础薄弱、前景不容乐观,包括沧

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东营、滨州8个

沿海城市和邢台、衡水、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

阳、铁岭、朝阳、枣庄和莱芜11个内陆城市。这些城

市经济发展总量偏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处较低水

平,市场需求规模很小;国家4A级及以上优质旅游

景区稀缺,旅游资源品味度较低,旅游环境质量亟

须加强,缺乏良好的旅游品牌和地区形象;交通便

利程度较低,星级饭店很少,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十

分有限,旅游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尚不完善。

3.2 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系强度的时序演化

特征

根据改进的引力模型测算可知,环渤海地区沿

海与腹地城市旅游空间联系强度持续增强,但各城

市增加的规模和速度有所不同。从规模上看,北京

(6.48)和天津(4.63)增幅最大,对邻近沿海(内陆)

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阜新

(1.13)和丹东(0.98)增幅最小,近10年间与邻近沿

海(内陆)城市旅游空间联系量始终较小。从速度

上看,盘锦(4.89倍)、滨州(4.47倍)和天津(4.29
倍)位居前列,日照(1.91倍)和廊坊(1.91倍)增速

最慢。

结合各城市旅游空间联系强度的增幅和增速,

将环渤海地区划分为先锋领导区、快速增长区和平

稳发展区。其中,先锋领导区包括北京和天津,因

其经济实力雄厚、区位条件优越、旅游资源丰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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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力大,联系强度高、增长速度快、对外辐射

和集聚能力强,是环渤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格局中

的增长极;快速增长区涵盖济南、淄博、沈阳、临沂

和泰安等城市,其增长规模和速度仅次于先锋领导

区,形成小规模的区域旅游发展中心;其余城市皆

属于平稳发展区,由于发展基数小、起步晚等多种

限制因素,旅游空间联系强度总体水平一般。

此外,沿海与腹地城市旅游空间联系强度分布

不均、差距逐渐增大。2004—2013年旅游空间联系

强度的标准差由0.28上升至1.20,绝对差异逐渐

拉大;变异系数从0.43增至0.47,相对差异也趋于

明显。

根据2013年17个沿海城市和27个内陆城市

旅游空间联系强度值,遵循等组距划分原则,将旅

游空间联系强度划分为4个等级:①高区包括沿海

城市天津和内陆城市北京(联系强度均值大于4),

旅游产业综合实力强,对周边地区旅游产业辐射带

动性大、影响力高;②较高区包括沿海城市青岛、潍

坊、滨州和内陆城市济南、淄博、沈阳、泰安、石家

庄、临沂(联系强度均值在3~4),旅游产业发展已

颇具规模,辐射带动能力较强;③较低区包括沿海

城市沧州、秦皇岛、东营、唐山、烟台、大连和内陆城

市德州、保定、承德、聊城、济宁、廊坊、鞍山、邯郸、

莱芜、衡水、本溪、菏泽(联系强度均值在2~3),旅

游产业辐射带动能力有限且较稳定;④低区包括沿

海城市日照、葫芦岛、锦州、威海、盘锦、营口、丹东

和内陆城市抚顺、张家口、辽阳、铁岭、枣庄、邢台、

朝阳、阜新(联系强度均值小于2),旅游产业发展缓

慢,发展水平、规模和速度刚刚起步。

3.3 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系强度的空间演化

特征

为进一步反映环渤海地区海陆系统旅游产业

相互作用情况,使用Arcgis10.0地理分析技术的反

距离权重法,分别对2004年、2009年和2013年环

渤海地区旅游空间联系强度进行空间差值,揭示环

渤海地区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系的分布规律和

演化态势。

从动态演化看,①环渤海地区沿海与腹地旅游

空间联系强度的空间格局以“北京”为单一核心发

展至“北京-天津”双核心的圈层结构。北京始终

是旅游空间联系强度最高的城市,原因在于其是全

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旅游资源丰富、种类齐

全、品位度高、基础设施完善、服务条件优越,作为

区域旅游产业增长极对邻近城市产生强大辐射作

用;天津作为省级直辖市,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

政策优势,且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产业体

系完善,逐渐成长为环渤海地区新兴旅游产业增长

极和核心力量。②以济南、淄博、沈阳等为代表的

次级旅游中心城市地位不断凸显,对邻近城市旅游

产业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导作用。济南和沈

阳属于省会城市,淄博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各自拥

有和发挥一定的优势,可以预见,在国家大力倡导

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背景下,环渤海地区的旅游产

业格局将逐渐向“北京-天津-济南-淄博-沈

阳”多核型方向过渡。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以北

京和天津构成的核心旅游产业增长极,还是以济

南、淄博和沈阳等构成的次级旅游产业增长极,对

外围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仍明显不足;受

“地理衰减作用”影响,张家口、枣庄和丹东等偏远

城市的旅游空间联系出现洼地,未来亟须进一步加

强区域旅游协作,努力发挥旅游产业的溢出效益,

推动区域旅游空间联系从点到面的格局演化。

综上所述,在环渤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整体

格局中,内陆核心城市对邻近沿海城市的带动作用

较为明显,相比之下沿海城市对邻近内陆城市的辐

射能力明显不足。滨海旅游业虽然自身发展水平

较高,但由于地理距离等因素约束,未能对腹地旅

游产业发展发挥出应有的带动作用。如,青岛和大

连作为我国著名的滨海观光城市和优秀旅游城市,

旅游产业经济发达,拥有较高的旅游知名度和良好

城市形象,但对邻近内陆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却较

弱,与其他城市的空间联系和协作发展能力有待加

强,进一步反映出环渤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不均衡

的现实特征。

3.4 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系强度的影响因素

根据既有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

禀赋基础和交通运输体系建设[12-13]是影响旅游空

间联系强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在充分认识环渤



2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7年 

海地区沿海与腹地城市旅游产业互动关系的基础

上,探究这些因素对环渤海地区旅游空间联系及其

演化的具体影响和作用。

(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是旅游需求

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影响旅游空间联系强度的重

要因素。本研究以GDP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采

用SPSS20.0社会统计工具,将2013年环渤海地区

各城市的旅游空间联系强度与对应的GDP进行相

关性分析,发现二者呈正向互动,相关系数为0.886
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对旅游空间联系强度会产生明显影响,二者的

发展方向和态势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2)旅游资源禀赋基础。旅游资源是吸引游客

前往的重要因素,其独特性和丰富度、开发管理和

保护水平影响游客的旅游消费需求和能力,甚至影

响最终的旅游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本研究以

A级景区数量衡量旅游资源禀赋基础,将2013年环

渤海地区各城市的旅游空间联系强度与对应的

A级景区数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相互促

进,相关系数为0.876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旅游资源禀赋基础在旅游空间联系中发挥

主导作用。为推进环渤海地区旅游产业的区域融

合、实现海陆联动和统筹发展,须创新开发旅游产

品类型、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交通是旅游通道的物

质载体,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14]。作为旅游

资源开发和旅游地建设的必要条件,交通网络是加

强旅游空间联系的支撑系统。本研究以公路里程

数衡量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将2013年环渤海地区各

城市的旅游空间联系强度与对应的公路里程数进

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存在正向耦合作用,相关

系数为0.425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区域交通网络越发达,旅游空间联系越紧密。应进

一步加大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整合优化

运输线路的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完善各城市间的

路网交流和沟通,加大技术创新,改进运输技术,不

断提高城市旅游景区的交通便利度。

4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通过构建旅游产业发展指数评价指标

体系,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识别环渤海地区沿

海与腹地旅游产业的发展特征,采用改进的引力模

型测度2004—2013年环渤海地区沿海与腹地旅游

空间联系强度,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基本规律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旅

游产业发展指数明显高于内陆城市。②旅游空间

联系强度有所提升但总体偏低,区域间仍存较大差

距;主要形成“北京-天津”核心增长极,内陆城市

中的济南、沈阳和淄博等对邻近沿海城市旅游产业

发展产生较大带动作用,相比之下沿海城市对邻近

内陆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并不显著,青

岛、大连等沿海旅游核心城市的区域协作能力和影

响力亟须加强。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

赋基础和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是影响海陆系统旅游

空间联系的主要因素,彼此存在正向联动作用。基

于以上分析,为推动环渤海地区沿海与腹地系统旅

游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出3点对策建议。

(1)坚持“海陆一体化”原则,努力消除沿海与

腹地系统旅游发展壁垒,不断促进旅游资源的联合

开发和旅游产品的跨区域创新,打造具有海陆特色

的复合型旅游产品。推动沿海和内陆跨区域的旅

游产业链扩张,充分发挥沿海城市对邻近内陆城市

旅游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构建以天津、青岛、烟

台、秦皇岛和大连为中心,由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

天津、秦皇岛共同组成的C型“海天一色滨海风光

圈”;深度开发以北京、承德和沈阳为中心的“清代

风情遗址带”;以石家庄、济南、曲阜和泰安为中心,

由冀中南旅游区和鲁中旅游区共同组成“传统民俗

文化带”,从而形成“一圈、两带”的旅游产业空间发

展格局。

(2)积极发挥“北京-天津”等旅游产业增长极

的引领作用,依托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差异,优化环

渤海地区旅游开发空间格局,形成区域融合的综合

网络。以旅游交通为轴线、以优势旅游城市为增长

极,由“以点带面、点线结合”的资源开发阶段逐渐

过渡到“集聚发展、全面带动”的产业融合阶段,构

建环渤海地区沿海和内陆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区

域体系,加快区域旅游资源、要素、市场共享和内聚

力提升,形成特色鲜明的沿海与腹地旅游产业集



第8期 刘佳,等:环渤海沿海与腹地旅游空间联系与协同演化研究 21   

群,促进旅游资源的优化整合和产业要素的合理配

置,构建各旅游区域内的大交通,努力消除地理距

离因素对旅游空间联系的阻碍作用,缩短游客出行

时间,为区域互动提供基础。

(3)建立以区域共同发展为目的的整体营销机

制,景区、旅行社、酒店等旅游企业要正确处理利益

关系,通过成立旅游战略联盟,采取集团发展、强化

合作、联合经营等途径,实现信息资源和客源市场

共享,将海陆旅游形象整合推向市场,制定具有协

同效应的联合营销策略。政府管理应突破行政壁

垒,在制度层面为旅游协同发展提供保障,实行统

筹管理;在保证沿海旅游优势区发展的前提下,加

大对腹地旅游不发达城市的政策倾斜,推动沿海与

腹地旅游形成相互驱动和协同增长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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