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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概念和类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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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理论上提出了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概念，并对其特性进行了分析；结合国内外

滨海旅游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初步确定了生态滨海旅游区、休闲渔业滨海旅游区、特种运动滨海

旅游区、游艇旅游区和海岛综合旅游区等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类型，并对其选划条件进行了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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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滨海旅游需求的

不断增长，滨海旅游已成为国际旅游发展的主流方

向之一。在我国，滨海旅游凭借其资源及区位优

势，近年来在沿海各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在旅游业

发展中日益占据重要的位置。据统计，2006年我

国沿海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内旅游人数

50 717万人，接待入境旅游者3 439．9万人，实现

旅游外汇收入167亿美元。现代人生活观念的转变

促使了滨海旅游产品的更新，除了观光和度假等传

统形式的旅游产品外，新型旅游项目逐渐增多，成

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为适应滨海旅游发展出现的新

趋势，结合国家和地方需求，选划出一批具有比较

优势和较大开发潜力的滨海旅游区作为新型海洋经

济开发区和备选区(点)，发展新型的滨海旅游产

品，开发潜在的滨海旅游资源，对于扩大滨海旅游

业发展空间以及开拓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领域

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国家海洋局“我国近海海

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简称“908”专项)设

计了“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评价与选划研究”专

题。重点研究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概念、类型及

各类型的选划条件。

1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概念及特性

1．1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概念

1．1．1 旅游区

对于“旅游区”，国内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其概念，到目前为

止，尚未统一。有人认为是为旅游者服务的地域范

围；有人认为凡是旅游活动已发展成为专门性部门

的地区都属于旅游区；有人认为旅游区应是在经济

上具有相互联系的旅游企业的综合；有人认为旅游

区一般是指综合性旅游区，即指含有若干共性特征

的旅游景点与旅游接待设施的地域综合体，它不仅

包括旅游资源，也含有为旅游者实现旅游目的的而

不可缺少的各种基础设施等⋯。《旅游规划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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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971_2003)将旅游区定义为以旅游及其

相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主要功能之一的空间和地

域。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对旅游区的概念进行了

界定。

1．1．2潜在滨海旅游区

借鉴《旅游规划通则》中对“旅游区”的界

定，潜在滨海旅游区被认为是指具有旅游资源，适

于发展旅游及其相关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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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滨海旅游区内的旅游资源，可

以是已被发现或认识，但尚未进行开发利用的旅游

资源；也可以是在现有条件下，尚未被发现或认识

的旅游资源，随着认识、经济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将来可能进行开发利用。

1．1．3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

“新型”是针对旅游产品而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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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相对于传统的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和文化旅游等旅

游产品。近年来，休闲渔业旅游、游艇旅游、特种

运动旅游、海岛旅游和滨海生态旅游等新型的旅游

产品相继出现，并在我国部分沿海地区得到发展。

与国际滨海旅游发展趋势相比，虽然很多旅游产品

在国际上可以称之为传统旅游产品，在我国却是一

种新鲜事物，属于新型旅游产品，如休闲渔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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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和特种运动等新型旅游项目，但在现有

认识或经济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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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特性

结合“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概念分析，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具有以下特性。

1．2．1 新型性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具有新型性的特点。新型

就是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特色所在，有特色才会

有市场，才能够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旅游市场中获得

一席之地。与发展的已经日臻完善的传统旅游产品

相比，新型旅游产品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也因

此，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将会引领旅游业的革新浪

潮，推动我国滨海旅游业更快地发展。

1．2．2 潜在性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具有潜在性的特点，是未

来我国滨海旅游业发展的资源储备，将为我国的滨

海旅游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1．2．3 前瞻性

求新求异是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区别于传统模

式旅游区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发展滨海旅游

业，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应该利用本区的特色，结

合国际旅游发展潮流，研究人们旅游需求的变化，

创新求变，前瞻性地开发新型旅游产品。

1．2．4地域性

地域性是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本质属性，决

定了旅游资源和旅游活动存在的地域空间。一般而

言，其空间范围覆盖我国管辖的全部海域。考虑到

旅游资源分布和旅游活动的地域连续性，新型潜在

滨海旅游区的选划可以适当延伸到相临陆域。

2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类型及选划条件

对比国际滨海旅游发展情况，结合我国滨海旅

游发展现状及趋势，根据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的概

念及特性分析，初步判定我国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

有以下几种类型：生态滨海旅游区、休闲渔业滨海

旅游区、特种运动滨海旅游区、游艇旅游区和海岛

综合旅游区等。

2．1生态滨海旅游区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高品质的旅游活动，在可持

续发展成为主题的今天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

资源和环境均存在优势的滨海地区，则是发展生态

旅游的最佳场所心J。经过20世纪我国生态旅游发展

的起步阶段，近年来，我国沿海大部分省(市、

区)纷纷提出发展生态旅游的口号。生态滨海旅游

区，正是为沿海地区更好地发展生态旅游提供区域

空间资源储备而确认的一种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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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滨海旅游区是指以保护自然环境和满足当

地人民生活需求的旅游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滨海空间

或地域。生态滨海旅游区选划至少应该符合以下条

件：①具有生态功能与价值的旅游资源，且开发

潜力大的自然生态区和人工模拟生态区；②毗邻

海域的海水水质不劣于二类，海洋生物质量不劣于

二类；③适宜发展旅游的气候环境。

我国沿海地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

保护区、特别保护区和人工模拟生态区等分布广

泛，均可根据区域自然环境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需

求选划为生态滨海旅游区。如天津市规划建设的

30 km2余的中新生态城旅游区，可选划为滨海生

态旅游区。采取措旋使区域内的湿地保持良好的自

然状态，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功能，同时可以适度开

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旅游项目，实现环境保护

与旅游的双重功能。

2．2休闲渔业滨海旅游区

休闲渔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成为一种产

业。据资料显示，美国每年约有3 520万成年(16

岁以上)钓客，在休闲渔业上的花费达378亿美

元，日本1993年游钓人数已达3 729万人，占全

国总人El的30％"J。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休闲

渔业虽然刚刚起步，但资源丰富，前景广阔，是未

来滨海旅游和渔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我

国一些沿海省市已经提出了发展休闲渔业旅游的口

号，并进行具体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

益。例如，大连市长海县利用其地理优势，提出了

“钓鱼搭台，经贸唱戏”的休闲渔业发展口号。通

过举办钓鱼节等活动，吸引众多国内外宾客来海岛

参加钓鱼比赛，进行旅游观光和经贸洽谈。休闲渔

业滨海旅游区，作为一种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将

为休闲渔业的发展储备空间资源。

休闲渔业滨海旅游区指以海洋渔业和现代旅游

相结合的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滨海空间或地域。休闲

渔业滨海旅游区选划至少符合以下条件：①海域

渔业资源较丰富；②毗邻陆域有渔村渔舍及渔业

公共设施分布，或具有地方特色的渔业生产器具和

渔产品等；③近岸及毗邻海域风光优美，具有地

方特色的渔业人文环境；④海水水质不劣于二类，

海洋生物质量不劣于一类；⑤适宜户外旅游的气

候环境。

我国是海洋大国，岸线绵长曲折，优良港湾和

海岛众多，自然环境条件较好，为鱼类繁殖和生长

提供了优良场所，渔业资源比较丰富。我国沿海地

区海洋渔业发展的历史悠久，众多区域都是发展休

闲渔业的优良场所。福建、天津和辽宁等我国大部

分沿海省份都将休闲渔业旅游纳入海洋经济发展规

划或者相关规划，可选划一定范围的滨海空间或地

域作为休闲渔业滨海旅游区。

2．3特种运动滨海旅游区

以海或海岸为基地的特殊运动，如海上跳伞、

摩托艇冲浪、帆船、帆板、游泳、潜水、沙滩排

球、攀岩和蹦极等，是一种刺激性旅游产品，在世

界各地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兴旅游

方式——特种运动旅游。在我国，特种运动旅游处

于刚刚起步阶段。部分沿海地区如舟山、大连和青

岛等地近年来陆续出现了特种运动旅游，得到广大

青年游客的喜爱，但没有形成规模，具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特种运动滨海旅游区选划，是为特种运动

旅游的快速发展提供空间资源储备。

特种运动滨海旅游区指滨海地区由旅游行政主

管部门和相关主管部门专门批准，以竞技性和强烈

个人体验的旅游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滨海空间或地

域。特种运动滨海旅游区选划至少符合以下条件：

①面积适宜(满足开展海上跳伞、摩托艇冲浪、

帆船、帆板、游泳、潜水、沙滩排球、攀岩和蹦极

等活动)；②沙滩、海岸和水深等地形地貌条件适

宜；③海水水质不劣于二类，海洋生物质量不劣

于二类；④适宜的气象条件和气候环境。

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海水质量较好，海域空间

广阔，适合发展特种运动旅游。如三亚、广州、厦

门和秦皇岛等的海滨地带，以及放鸡岛和蜈支洲岛

等众多的海岛周围海域。根据地区滨海旅游发展的

需要，可选划一定地域范围作为特种运动滨海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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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区。

2．4游艇旅游区

游艇旅游是一项集运动、航海、娱乐、休闲和

社交于一体的新型旅游形式。游艇旅游主要在于享

受快感、高速运动、环球旅游(帆船)、驶帆、赛

艇、滑水、拽曳圈(伞)及相关的游乐和休闲活

动HJ。近几年，国外游艇旅游发展很快。据统计，

全球游艇经济年收入达500亿美元。美国是游艇产

业最发达的国家，销售额近200亿美元。美国拥有

世界上最多的游艇，1998年总数达1 587万艘。我

国的游艇业起步不到10年，但目前全国就已有

500多个游艇俱乐部。预计到2010年，仅上海就

将有多达1 000艘游艇【5 J。我国游艇旅游业发展具

有广大的市场空间，需要选划一定数量的游艇旅游

区作为旅游空间资源储备。游艇旅游区是指以游艇

旅游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滨海空间或地域。游艇旅游

区选划至少符合以下条件：①港址天然水深适宜，

地质条件较好的区域；②港区有足够的水域面积，

有天然掩护，浪、流作用小；③海水水质不劣于

三类，海洋生物质量不劣于三类；④近岸及毗邻

海域风物景观、海洋景观、历史遗迹和人文古迹较

多，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⑤适宜的气候环境。

我国海域广阔，海岛和港湾遍布，有着发展游

艇旅游得天独厚的水域资源。目前国内大连、青

岛、深圳、舟山和上海等很多沿海地区都在制订有

关游艇休闲旅游的水上景观开发规划，很多地区已

经把游艇旅游业列入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如浙江舟

山正在进行东海“海上花园”的建设， “海港之

夜”游艇项目也在洽谈之中，舟山第一个游艇码

头朱家尖情人岛游艇码头已进入修建中，不久将投

入使用。上海依托其沿1 200 km的“一环十射”

河道浦江景观水系，正在大力开展游艇旅游，奉贤

区、宝山区、青浦区和浦东新区等都在着手发展水

上休闲娱乐和建立游艇俱乐部，未来上海将至少建

10座游艇码头，可供上千艘游艇停泊。规划发展

游艇旅游的地区，均需要选划一定的滨海空间或地

域作为游艇旅游区。

2．5海岛综合旅游区

我国海岛资源丰富，目前一些海岛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旅游开发，如海南岛、上海横沙岛、浙江普

陀岛和情人岛、广东的放鸡岛、厦门火烧屿和鼓浪

屿等。但总体而言，与国外相比，我国海岛旅游发

展滞后。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海洋旅游业的快速

发展，远离城市喧嚣的海岛旅游日益受到青睐。海

岛旅游作为新型的旅游产品，为海洋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海岛旅游开始进入大规模且深入的发

展阶段。海岛综合旅游区，是适应海岛旅游发展趋

势的一种潜在滨海旅游区类型。

海岛综合旅游区是指依托海岛及其周围海域，

提供多种形式旅游活动的空间或地域。海岛综合旅

游区不仅局限在海岛本身，还包括海岛的周边海

域。海岛综合旅游区选划至少符合以下条件：①

岛、礁和滩的旅游资源比较丰富，能够吸引国内外

游客；②周围海域海水水质不劣于二类，海洋生

物质量不劣于二类；③适宜的气候环境；④距离

临近大陆(或大岛)较近，或海上航线条件较好。

我国拥有的海岛面积在8万km2以上，散布在

我国广阔的海域上。海岛具有独特的海洋环境优

势，其浓郁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海岛风情以及

特有的幽静，使众多海岛旅游发展潜力巨大，可选

划为潜在的滨海旅游区，为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提供

资源储备。

3结束语

“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研究在我国尚属首

次，对于其概念、特性、类型及选划条件研究还没

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本研究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论证。文章在借鉴

“旅游区”定义的基础上，对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

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其特性进行了初步分析。

根据国内外的滨海旅游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初步认

定了生态滨海旅游区、休闲渔业滨海旅游区、特种

运动滨海旅游区、游艇旅游区和海岛综合旅游区等

5种新型潜在滨海旅游区，初步研究了各(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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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加大滨海旅游资金投入。培养滨海旅游国

际化人才

滨海旅游开发及其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

在这方面海南省及各市县要加大对滨海旅游业的资

金投入力度，在政策方面给予倾斜、鼓励和支持。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多种渠道

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设备。鼓励本土旅游企业同

国内外同行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另

外，还要加大滨海旅游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充分利

用省内外的各大旅游院校，定期进行专题讲座和学

术会议，搞好行业培训，为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

和滨海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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