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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扩散理论的滨海温泉旅游地

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以营口鲅鱼圈为例

徐晓勇，李悦铮，冯筱婧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要：随着人均ＧＤＰ的增长，滨海温泉旅游逐渐被大众接受并喜爱。滨海温泉旅游以温泉养

生为主题，是一种新兴的休闲度假旅游方式。目前，我国对滨海温泉旅游地的空间结构研究

较少，但滨海温泉旅游地的空间演化、发展趋势对于蓬勃发展的海洋旅游和温泉旅游意义重

大。鉴于此，文章尝试运用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扩散理论解释滨海温泉旅游地空间结构的形

成和演化，并选取营口鲅鱼圈为例进行说明。从温泉小镇内部、温泉小镇之间、温泉与滨海其

他旅游形式、温泉旅游地与周边旅游地４个方面探讨鲅鱼圈温泉旅游地空间演化形式，在此

基础上，尝试总结滨海温泉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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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滨海温泉旅游这一新兴旅游方式逐渐进入

人们的生活，其健康养生的理念和休闲度假的形

式很快被人们接受并喜爱。近年来，我国重视滨

海温泉旅游的发展，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公布的《中国旅

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和２０１３年２月公布

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２０１３－２０２０）》都提出鼓

励开展滨海温泉旅游。可见，滨海温泉旅游开发

前景广阔。

辽宁省地热资源总量丰富，具有开发潜力的

温泉资源达１０９处，温泉日出水量２０．１８万ｔ
［１］。

政府在２０１１年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温泉旅游的

意见》，提出建设“中国温泉旅游第一大省”的战

略目标，为滨海温泉旅游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营口鲅鱼圈位于辽东半岛地热带［２］，属于辽宁

中、新生代盆地中的下辽河断陷盆地，地热资源

丰富［３］。鲅鱼圈海岸线长达２０余ｋｍ，水质良

好，海水透明度大１ｍ，沿岸水温高。鲅鱼圈温泉

有极高的医疗价值，有“东北第一泉”之称。海泉

结合，是鲅鱼圈滨海温泉旅游的突出特色。目

前，鲅鱼圈已拥有月牙湾和金沙滩两大海水浴

场。良好的资源组合条件形成了该区域“冬温泉

夏海水”的独特优势，其新颖的旅游方式不仅有

助于吸引更多的游客，而且切实保障旅游业经济

收入的稳定。作为滨海旅游地的一种类型，鲅鱼

圈温泉旅游地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滨海温泉旅游地的形成和演化不仅是一种

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一些经济

理论往往对此缺乏可信的解释。极化－涓滴效

应学说将区域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

区，探讨其相互作用关系。梯度推移学说主要通

过城市系统进行，对研究区域有很大程度的限

制。中心—外围理论首先确定中心的统治地位，

从主导效应、心理效应、信息效应等６个方面讨

论了如何支撑中心的成长。区域相互依赖理论

揭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经济

发展的特征，侧重强调相互依赖的普遍性。文化

扩散理论为滨海温泉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哈格斯特朗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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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扩散理论主要包括文化扩散的分类与影响机

制。文化扩散可分为扩展扩散和迁移扩散两大

类，根据传播情况的不同，扩展扩散又可分为接

触扩散、等级扩散和刺激扩散。截至目前，国内

外学者对滨海温泉旅游地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生命周期模型建构［４－５］、分布特征［６－８］、空

间竞争［９－１０］等几个方面，还鲜有人运用文化扩散

理论对温泉旅游地进行研究。本研究拟以鲅鱼

圈温泉旅游地为切入点，应用文化扩散理论探讨

滨海温泉旅游地的空间演化问题。

２　滨海温泉旅游地的空间演化形式

２．１　温泉小镇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化

鲅鱼圈的温泉小镇主要有滨海温泉小镇、熊

岳温泉小镇和盖州双台温泉小镇。近年来，最受

游客欢迎的鲅鱼圈温泉旅游地是滨海温泉小镇。

旅游形式的多样发展和游客对休闲度假、康乐疗

养的关注使得滨海地区海水浴场旅游发展迅速。

海滨地区出现一系列以滨海温泉为主题的旅游

景区，包括月牙湾海水浴场、金沙滩海水浴场、皇

家园林酒店、金泰珑悦海景俱乐部等。熊岳温泉

小镇内，被游客熟知的有天沐度假区、沈阳铁路

局熊岳城疗养院（以下简称铁疗）、小雨宾馆、忆

江南度假村等，其中，铁疗和小雨宾馆出现较早，

规模较小。随着温泉旅游的发展，又相继出现天

沐温泉度假和忆江南度假村，扩散发展。双台温

泉小镇的扩散情况也类似，分布有虹溪谷酒店、

御景山宾馆、星辰度假村、清华池等不同规模的

温泉景区。

在温泉小镇内部，温泉旅游资源优越，温泉

文化得以快速传播。滨海温泉旅游的快速发展

和带给当地的经济收入，使温泉旅游、温泉文化

在小镇内接触即扩散。可见，资源的优势、旅游

业的发展、游客的兴趣取向等因素，促使温泉小

镇内部空间结构呈现以接触扩散的传播方式进

行传播。

２．２　温泉小镇之间空间结构的演化

鲅鱼圈范围内，熊岳温泉旅游开发最早。借

助火车站的交通优势，在日伪时期就已初步开

发。２００９年，在《营口市盖鲅同域发展实施方案》

的指导下，盖州市与鲅鱼圈在双台镇共同建设了

占地５ｋｍ２ 的双台思拉堡温泉小镇。鲅鱼圈区

“海泉结合”特点促进海滨地区温泉旅游的快速

发展，在鲅鱼圈海滨建设了一批温泉酒店，形成

海滨温泉小镇。政策的指引和经济发展的驱动

实现了鲅鱼圈温泉小镇之间的扩散。

文化扩散理论中的迁移扩散理论可以很好

地解释鲅鱼圈温泉小镇间空间结构的演化。温

泉独特的资源禀赋，使温泉小镇间的文化扩散呈

现资源带动人进行传播的现象，与传统意义上，

以人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的情况不同，独具特

色。双台镇的优势温泉资源带动了温泉旅游的

发展，吸引了游客，使熊岳温泉得以扩散。滨海

温泉小镇以罐车运输的方式从熊岳、双台引温泉

水，并计划远期通过管道从熊岳引温泉水。滨海

温泉小镇的出现更明确地体现出以资源为载体、

形成迁移扩散的独特文化传播形式。考虑旅游

方式的发展趋势因素，滨海地区的温泉旅游将继

续向沿海地区迁移。

此外，熊岳温泉小镇与双台温泉小镇和滨海

温泉小镇的形成在时间上呈现出先后顺序，是等

级扩散的一种表现形式。等级扩散的出现与区

域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数量、资源分布等因素有

关，也是温泉旅游地空间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

２．３　鲅鱼圈不同旅游形式的空间结构演化

鲅鱼圈温泉旅游的迅速发展对其他旅游形

式起到支持带动作用。鲅鱼圈以滨海温泉旅游

树立品牌形象，利于鲅鱼圈整体营销，提高旅游

核心竞争力。滨海温泉旅游是一种以休闲度假

为主题的旅游方式，游客大多数具备较好的经济

条件和较充足的时间条件。慕名鲅鱼圈温泉而

来的游客，自然对周边景区产生兴趣。可见，打

响温泉品牌的同时，温泉旅游有助于带动滨海其

他旅游形式的发展。

鲅鱼圈温泉品牌形象良好，吸引全国各地游

客。通过对鲅鱼圈温泉旅游者进行问卷调查可

统计出：来鲅鱼圈的旅游者中，只有２２．６％来自

营口市内，５．３％来自于外省，７２．１％来自于省内

其他城市。来自外省和省内其他城市的旅游者

极少仅在鲅鱼圈停留１天。问卷显示：在鲅鱼圈

停留１天的旅游者仅占４２％，５８％的温泉旅游者

在鲅鱼圈停留两天以上，这些都是鲅鱼圈其他旅

游形式的潜在游客。

鲅鱼圈温泉旅游对滨海其他旅游形式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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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符合文化传播扩散过程中刺激扩散的表

现形式。一种旅游形式的迅速发展刺激周边其

他旅游形式的开发和建设，这不仅是经济利益驱

动的结果，也有利于区域旅游整体形象的打造和

宣传，是刺激扩散的必然趋势，形象表现文化扩

散过程。滨海温泉旅游的文化扩散现象在沿海

地区表现明显，月亮湖公园现已建成集大型娱乐

设施、酒店、高档别墅为一体的国家４Ａ级景区，

山海广场因其泉海交融的时尚特性，广受外地游

客的喜爱。此外，鲅鱼圈区望儿山、植物园、古城

等经典景区可进一步发展滨海山岳、绿色生态等

旅游形式。

２．４　鲅鱼圈与周边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演化

营口市下辖四区两市，分别是站前区、西市

区、老边区、鲅鱼圈区、盖州市和大石桥市。鲅鱼

圈的温泉旅游，尤其是滨海温泉浴场吸引的大量

游客提升了营口市的知名度，对营口地级市范围

内其他市区产生积极影响。营口市拥有较多旅

游资源，可以通过温泉旅游加以带动，相关旅游

企业和部门应加强重视、加快建设。营口北部老

边区、大石桥市等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浓郁，满、

蒙、回、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建筑特色

等是该地区的一大特色。另外，作为辽宁省主要

商品粮基地，乡土体验旅游也应成为营口旅游的

一大开发重点。

鲅鱼圈温泉旅游对周边旅游地空间结构的

影响反映了迁移扩散的过程。文化的迁移扩散

易发生在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特色的地区。一

种旅游方式的率先发展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的知

名度，使周边旅游地加强认识，加大对该区域特

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影响其空间结构的形成

和演化。营口鲅鱼圈是文化迁移扩散理论应用

于温泉旅游地周边地区空间结构演化的典型例

证，呈现滨海温泉旅游地向内陆特色景区迁移的

趋势。值得一提的是，鲅鱼圈温泉旅游仍处于蓬

勃发展阶段，对营口地级市范围内周边旅游地的

影响作用仍将持续，各市区将共同努力，促进营

口市旅游的综合发展。

３　滨海温泉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机制探讨

３．１　接触扩散影响温泉小镇内部的空间结构

在温泉小镇内，温泉以健康、养生等形象迅

速被人们接受，局部地区资源的优越性使得温泉

文化易于被接触者接受，接触即扩散。因而，接

触扩散直接影响温泉小镇内部的空间结构。日

本温泉旅游的接触即扩散现象明显，是接触扩散

的典型案例。日本是温泉旅游开发最早的国家，

其温泉旅游的扩散大致经历“温泉野浴点—温泉

景区景点—温泉街区—温泉小城镇”等阶段。随

着温泉旅游地面积不断增加，功能不断完善，扩

散现象范围逐渐扩大，温泉文化日渐成为局部地

域的带头旅游品牌。扩散速度的快慢受各小镇

旅游特色影响，在滨海温泉旅游地中，沿海地区

的温泉小镇呈现快速发展的现状。在海洋旅游

日益发展的带动下，滨海温泉旅游地将以优势资

源区为中心进一步扩散。

３．２　迁移扩散是温泉小镇间空间结构形成的主

要因素

　　温泉小镇间的空间结构主要是由迁移扩散

形成的。迁移扩散不像接触扩散那样容易扩散，

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支持政策、

温泉资源条件、迁移地经济发展状况等。在温泉

资源优质，又有相关发展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该

地易形成温泉小镇，实现原温泉小镇扩展至该地

的迁移扩散。可见，资源禀赋的优势是形成温泉

小镇间迁移扩散的重要因素。海洋旅游的蓬勃

发展、邮轮旅游的兴起，使开发滨海旅游成为今

后发展的必然趋势，旅游方式的受欢迎程度和发

展方向决定温泉旅游将不断向沿海地域迁移并

扩大规模。另外，近邻已开发的温泉小镇，且旅

游资源丰富、发展较为成熟的旅游地也易于形成

温泉小镇。原旅游地为扩大景区规模、丰富旅游

形式，会考虑增加温泉旅游这一旅游方式。综合

性滨海温泉城市是我国今后发展的重点方向。

各温泉小镇形成时间存在先后、温泉景区规

模大小不一、针对消费群体档次不同，这种空间

结构的形成反映着温泉旅游的等级扩散。等级

扩散也影响着温泉小镇间空间结构的形成和

演化。

３．３　刺激扩散影响滨海温泉旅游地各种旅游形

式的空间结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滨海温泉旅游这

一休闲度假型旅游方式日渐受到人们的欢迎。

滨海温泉旅游新奇而高端，又是健康疗养的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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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方式，近几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滨海温泉

旅游迅速发展的同时，其占地面积不断增大，旅

游设施不断完善，健全的旅游基本条件为其他旅

游形式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

正准备建设综合性温泉旅游地，集温泉、商务、娱

乐、购物、养生等旅游形式为一体的新型滨海温

泉度假旅游是未来温泉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种旅游方式的兴起必然对其他旅游形式

产生刺激作用，带动其发展。优质的温泉资源影

响该地区其他旅游形式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刺激

扩散的一种表现形式。刺激扩散是区域经济增

长的必然现象，各种旅游形式综合发展对区域整

体经济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海洋旅游方式亟待

开发，滨海温泉旅游将刺激海底探险、参与体验

等旅游活动的综合发展。

３．４　迁移扩散促成温泉周边旅游地的空间结构

　　滨海温泉旅游地对周边旅游地的空间结构

的迁移扩散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１）短距离的扩散，一般是指地级市范围内

的扩散。这种迁移扩散一般发生在沿海地区旅

游资源不够丰富、旅游开发尚未完备的地区；对

于旅游项目数量较多、旅游群体较为庞大的旅游

城市，某种旅游方式较难形成迁移扩散。这种文

化扩散的产生主要是基于文化扩散带动区域旅

游发展的理念，有助于尽快实现海陆结合、整体

开发，形成完整区域旅游形象。沿海地区区域发

展、旅游收入的增加是迁移扩散产生的潜在

动力。

（２）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温泉文化

的扩散会出现远距离的迁移现象。例如，日本曾

通过战争手段，将温泉旅游带入韩国、东南亚以

及我国台湾和辽东地区，实现温泉文化的迁移扩

散。又如，时下流行的温泉亲亲鱼等形式，均由

商业形式引入我国，被沿海各地区游客接受并喜

爱，旧时仅分布于欧洲地区的各大温泉形式也都

直接由境外引入。

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选取营口鲅鱼圈为例，运用文化扩散

理论解释滨海温泉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演化。分

析表明，接触扩散直接影响温泉小镇内部的空间

结构；迁移扩散和等级扩散共同决定滨海地区温

泉小镇之间空间结构的形成；温泉旅游与滨海地

区其他旅游方式的空间布局主要受刺激扩散作

用影响；温泉周边旅游地的空间结构与迁移扩散

相吻合。

营口鲅鱼圈温泉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优越，

滨海温泉旅游发展呈现良好向上势头。文化扩

散理论将持续影响鲅鱼圈的空间结构，尤其在迁

移扩散和刺激扩散的共同作用下，鲅鱼圈对营口

地级市范围内的扩散影响最为明显。鲅鱼圈滨

海温泉旅游将带动营口市旅游的综合发展，促进

各种旅游形式的联动开发。

参考文献

［１］　张戈，姜玉成，邵景力，等．辽宁地热资源与开采潜力研究［Ｊ］．地质与资源，２００４，１３（１）：２２－２５，４２．

［２］　张戈，崔亚力，杨绍南，等．辽宁省地下热水分布特征［Ｊ］．勘察科学技术，２００４，２：４０－４３．

［３］　倪金，冯丽杰，闫宝强，等．辽宁省中新生代盆地地下热水富集规律研究［Ｊ］．地质与资源，２００６，１５（１）．

［４］　ＬＥＥＹ．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ｍｏｄｅｌ：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ｕａｎｂｏｓｐａ，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Ｄ］．Ｓｅｏｕｌ：Ｄｏｎｇｇｕｋ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０．

［５］　ＬＥＥ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ｏｗｎ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Ｂａｔｈｓｐａ，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３，３８（３）：４１３－４２５．

［６］　ＳＰＥＩＥＲＡＲ．Ｈｅａｌｔｈ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ｎａＣｚｅｃｈｈｅａｌｔｈｓｐａ［Ｊ］．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１，１８（１）：５５－６６．

［７］　张玲，魏清泉．广东省温泉旅游地空间竞争及演化态势［Ｊ］．商业经济文荟，２００５（６）：６１－６３．

［８］　刘云．云南中东部旅游温泉空间结构及其整合开发研究［Ｄ］．南昌：南昌大学，２０１１．

［９］　李玉．基于空间竞争的温泉度假村旅游营销策略研究［Ｄ］．昆明：昆明理工大学，２０１１．

［１０］　王冠贤，保继刚．温泉旅游地特征及空间竞争分析：以从化新旧温泉为例［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４，２３（６）：８３－８７，１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