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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方法研究 

吴姗姗，齐连明，张凤成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天津 300112) 

摘 要：文章在借鉴旅游地综合评价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新型潜在滨海旅 

游区的概念分析，构建了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指标体系，探讨了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 

选划方法，为科学选划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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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域辽阔，海岛众多，滨海旅游资源 

十分丰富，且类型多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沿海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各地区相继大 

力倡导发展滨海旅游业，滨海旅游业进入快速 

发展的阶段，逐渐成为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 

点，在整个海洋产业 中的地位 日益重要。与此 

同时，旅游资源本身条件优越、依托地区旅游 

业发展支撑条件 好的地区 ，大部分滨海旅 游资 

源得到大规 模 、深 度化 的开发利 用。然而 对于 

一

些资源本身条件相对较差、依托地区旅游业 

发展支撑条件相对差的地区，有些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程度很低，甚至尚未开发利用。针对这 

些旅游资源分布区域，选划出一批具有 比较优 

势和较大开发潜力的国家级滨海旅游区作为新 

型海洋经济开发备选区 (点)，发展新型旅游产 

品，为滨海旅业发展储备空间资源，对于发展 

滨海旅游业、开拓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领 

域具有重要 意义 。为此 ，笔者重 点探讨 了新型 

潜在滨海旅游 区选划方法 ，希望对 国家级新型 

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和战略储备有所裨益。 

l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概念及类型 

1．1 概念 

对于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研究，尚属较 

新的领域。目前，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少 

见，对于其概念 尚未公认的界定。吴姗姗和齐 

连明等人认为：“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是指适 

宜发展新 型旅 游产品的潜在滨海 旅游 区，即适 

于发展生态、休闲渔业和游艇等新型旅游项目， 

但在现有认识或经济、技术等条件的制约下尚 

未开发或开发程度较低的滨海空间或地域_1]。 

根据这一概 念， “新 型”是针 对旅游产 品而言 

的，“潜在”是针对 区域资源而言的。 

滨海旅游 区分 布 区域 不仅包 括 海域 空 间， 

还有可能包括毗邻的陆域空间。考虑到旅游区 

在地域分布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新型潜在滨 

海旅游区选划空间范围应该为我国管辖的全部 

海域，并且适当延伸到相关的陆地区域。 

1．2 类型 

根据 “新 型潜 在滨 海 旅游 区” 概念 分 析，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是发展新型旅游产品的潜 

在滨海空间或地 域。新 型旅游产 品，是相对 于 

传统型旅游产品而言的。旅游产品是一个开放 

的系统，随着产品的竞争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变 

化，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形式也在不断地增减 

改变_2]。新型和传统型旅游产品的划分不是一 

个稳定的体系，将随着旅游产品市场的变化而 

变化。就 目前而言，我国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 

主要有生态滨海旅游区、休闲渔业滨海旅游区、 

游艇旅游区、海岛综合旅游区和高端度假滨海 

旅游区等类型。 

* 基金项目：国家海洋局 “908”专项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评价与选划研究 (9O8一zc-I一19)”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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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思路 

新型潜 在滨海旅游 区选 划受旅游 资源、旅 

游地环境和气候条件 、旅 游地社会经 济发展水 

平和区域产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且各影响 

因素对旅游区选划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对各 

种影响因素 的综合评判 ，新 型潜在滨海旅 游区 

选划采用多要素综合评价方法。 

首先，建 立新型潜在滨海 旅游 区选划指标 

体系；其次，确定各选划影响因素和指标的分 

值和权重，计算选划对象综合分值；最后，根 

据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标准，结合国家层 

面的旅游规划、战略、政策，选划国家级的各 

类型的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 

建立新型潜在滨海旅游 区选划指标体系， 

主要是 以旅游地综 合评 价理论 和方 法为 指导 ， 

选取对选划对象综合评价有影响的代表性的指 

标。根据这一思路，综合分值是判断选划对象 

开发程度的重要标准，综合分值越高的旅游区， 

开发潜力越大。 

3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指标体系 

采用多要素综合评价方法选划新型潜在滨 

海旅游区，建立合理的选划指标体系是关键环 

节，指标的选取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 

3．1 指标选取原则 

结合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的特点，选 

划指标的选取要遵循适宜性原则、可操作性原 

则 、可量化原则和相对稳定性原则 。 

(1)适宜性原则。在综合考虑滨海旅游资 

源、旅游地气候条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 

件等多种因素的前提下，针对新型潜在滨海旅 

游区选划 ，科学地选取 有代表性 的、影 响程 度 

高的若干个选划指标。指标数量不需要过多， 

但要能突出 “潜在”的特点，适合我国大部分 

沿海地区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选划 。 

(2)可操作性原则。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 

选划 ，是 一项应 用 型研究 。选 划指 标 的选取 ， 

不仅要能体现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的特点， 

而且要具有可操作性，选划指标涉及的有关数 

据资料要在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可以获取到， 

建立的选划指标体系能够为实践应用。 

(3)可量化原则。所选取的选划指标应该 

尽可能量化或半量化，避免过多的主观定性评 

价 ，以保证各选划 指标 的赋分可 以在 同一标 准 

下进行，确保选划结果具有客观性。 

(4)相对稳定性原则。新型潜在滨海旅游 

区选划，是为未来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储备空间 

资源。因此 ，所选取 的选 划指标应 该具有相对 

稳定性 ，短时间 内不会发 生较大 的变化 ，以免 

影响选划结果的合理性，影响对新型潜在滨海 

旅游 区选划的决策 。 

3．2 选划指标体系 

各类型的新 型潜在滨海旅 游 区需要 的 自然 

环境条件和社会 经济条件有所不 同，选划 的指 

标体系应该有所差异。但考虑到，各种类型的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都属于滨海旅游区的一 

种类型，大部分选划指标基本相同，只是同一 

指标对不同类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影响程度不 

同。因此，遵循上述指标选取原则，综合考虑 

各类型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的影响因素， 

建立了统一的选划指标体系 (表 1)。本指标体 

系选取了对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有重要影 

响的3类因素、9个指标。指标体系分为 3个层 

次：第一层为 目标层，第二层为因素层，第三 

层为指标层 。 

表 1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素层 指标层 

资源等级 
旅游资源条件 

开发程度 

适游期 
旅游地气候 和 

新型潜在滨 海 海水质量 
环境条件 

旅游 区选划 指 海洋灾害频率 

标体系 旅游业发展水平 

交通便利度 
旅游开发条件 

未来市场需求 

区域产业政策 

3．3 选划指标解释 

(1)资源等级。根据 《旅游资源分类、调 

查与评价》的评价方法，综合考虑资源要素值、 

资源影响力和附加值等评价项目和相关评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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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获得旅游资源单体评价总分。依据评价 

总分，判断旅游资源单体等级。本指标体系中 

资源等级以选划对象区域内的资源单体的最高 

评价总分作为评判标准。一般而言，旅游资源 

等级分值越高，旅游资源的条件越好，开发的 

潜力越大。 

(2)开发程度。旅游资源开发程度反映了 

旅游区发展现状 和潜 力。资源 开发利用程度 越 

高的旅游区，旅游资源开发得越成熟，开发的 

潜力越小。本指标体系中开发程度 以选划对象 

区域内的旅游资源的综合开发程度进行评判。 

(3)适游期。适游期是反映旅游地气候和 

环境条件的一项重要 指标 。一般情况 下 ，适 游 

期越长，发生旅游 活动 的时间越长 ，发展旅 游 

业的潜力越大。在适合旅游活动的期间内，旅 

游地气候环境舒适，人体感觉良好。本指标体 

系中适游期以人体舒适度指数判定的舒适时间 

作为评判标准。考虑到评价数据的可获取性， 

可以沿海城市作为评价单元。 

(4)海水质量 。海水 质量是衡 量滨海 旅游 

区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虽然不同类型的 

海洋开发活动对于海水质量的要求不同，如休 

闲渔业区中的海水养殖要求二类水质，游艇区 

中的港 口码头可以四类水质，但对于旅游区的 

发展而言，海水质量越好，游客的直观感受越 

舒适，旅游区发展的潜力越大。本指标体系中 

海水质量以选划对象区域内的海水水质作为评 

判标准。 

(5)海洋灾害频率。风暴潮、赤潮、海浪、 

海冰和溢油是我 国沿 海地 区发生 的主要 海洋灾 

害。海洋灾害直接造成不同程度的滨海资源损 

害 ，以及经济损失 或人员伤 亡。因此 ，海洋灾 

害频率是影响滨海旅游开发的重要条件。鉴于 

统计资料的可获取性以及评价指标选取的方便、 

易操作，本指标体系中的海洋灾害频率可以根 

据近 3年沿海城市风暴潮发生的平均频率作为 

衡量指标 。 

(6)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水平是 

支撑旅游经济活动的重要条件，从总体上反映 

旅游业依托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旅游业发展总 

体能力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本指标体系中 

旅游业发展水平通过沿海城市旅游业收入作为 

衡量指标。旅游业收入高的地区，旅游有关 的 

经济活动相对活跃 ，发展潜 在滨海旅游 区的条 

件相对优越 。 

(7)交通便 利度。旅 游者从居 住地 到旅游 

目的地的往返，旅游商品从生产地到销售地的 

输送，这种空间的移动、位置的变化，都必须 

依靠交通运输来实现。因此，交通便利条件是 

旅游业发展 的物质基础 ，直接影 响某 一旅游 目 

的地可通达性 。一般情况 下，交通越便 利 ，游 

客发生旅游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发展旅游业的 

条件相对越好。本指标体系中交通便利度采用 

沿海城市铁路、公路、港 口和航空港 4个因子 

的相关特征属性为衡量指标。 

(8)未来市场需求。旅游需求，是指人们 

为了满足休闲、旅行和度假、游览等旅游欲望 

而产生的，对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旅游资源以及 

旅游产品的需求。未来对休闲渔业、游艇和海 

岛等新型高端旅游产品有市场需求、有潜在的 

游客群是选划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一个前提 

条件。本指标体系中的未来市场需求 以沿海城 

市的近 3年的游客增长率作为评判标准。游客 

增长率高的地区，说明旅游需求旺盛，旅游业 

发展趋势好 。 

(9)区域产业政策。区域产业政策对旅游 

业发展 的定位 ，是影响甚至决定一个 地 区旅游 

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指标体系中区域产业政 

策以国务院级别、部委级、省级、市级、县级 

政策、战略以及规划等对滨海旅游业发展的定 

位作为评判标准。 

4 选划对象综合分值确定方法 

4．1 选划指标赋分方法 

选划指标分值要介于 0～100之间。分值越 

大，表示选划因素受相应指标的影响程度越大。 

选划指标分值量化采用 3种方法：极大值标准 

化法 、极小值标准化法和直接赋分法 。 

① 极大值标准化法 

F ，一 
Z max·J — Z min·J 

式中：F 为i因素中第J个指标的分值；z 为 i 

因素中第 个指标的量值；z ⋯ 为第 个指标 

在全部选划对象中的最大量值；．27⋯． 为第J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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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在全部选划对象中的最小量值。 

此方法适用于对指标量值与评分值呈正相 

关的数量指标的评分，指标条件越好，评分越 

高。在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中，资源等级、 

适游期、旅游业发展水平和未来市场需求等指 

标可采用本方法进行处理。 

② 极小值标准化法。 

式中 FfJ， z 。 ．，含义同上。 

此方法可用于对指标值与评分值呈负相关 

的数量指标的评分，指标量值越高，评分越低。 

在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中，海洋灾害频率 

指标可采用本方法进行处理。 

③ 直接赋分法。对于一些不能量化的选划 

指标，采用直接赋分法赋分。这些指标应当依 

据建立选划指标体系的目的和选划指标的特点， 

设定一定的赋分原则。在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 

选划中，开发程度、海水质量、交通便利度和 

区域产业政策等指标可采用本方法赋分。 

4．2 选划指标赋权方法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指标体系建立后 

的关键问题是确定各项因素和指标的权重。只 

有对各影响因素和指标给予复合逻辑的权重， 

定量方法才有实际意义。在确定新型潜在滨海 

旅游区各选划指标和因素权重的过程中，可采 

用特尔斐法或者层 次分析 法。这两种 方法 ，是 

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 

由于选划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对不同类型 

的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的影响程度不 同， 

需要针对每一类型的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分别 

进行权重赋值，同一指标在不 同类 型的 中权重 

应有所差异。 

4．3 选划对象综合分值计算方法 

选划对象综合分值的计算方法可采用菲什 

拜因——罗森伯格模型。公式为 

E一∑F K (3) 

式中：F2为第 个因素分值；K 为第 个因素 

的权重；E为综合分值。 

5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标准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选划标准是判断新 

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重要依据 。选 划标准可 以 

根据选划对象综合分值的某一临界值确定。本 

文以综合分值不小于 5O为标准，界定为新型潜 

在滨海旅游区。 

对于选划的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可以划分 

两个等级：综合分值介于 8O～100之间，为潜 

在一级；介于 50～8O之间为潜在二级。潜在一 

级的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是具有较大开发潜 

力和优势的区域，可作为近期潜在滨海旅游区 

开发的重点 。 

6 结束语 

目前国内在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方面 

的研究较少，对于选划方法研究更是少见。笔 

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确定了新型潜在 

滨海旅游区选划的基本思路，构建了选划指标 

体系，探讨了选划方法，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和实践检验，并不断进行补充完善，使之更合 

理，在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为我国新型潜 

在滨海旅游区选划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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