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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渤海经济区旅游合作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继续推进旅游资源深度整合和开

发，打造环渤海旅游“金项链”成为当前环渤海经济区面临的主要任务。在分析地区旅游资源

概况、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整合及开

发的思路、原则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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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经济区是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

三角洲经济之后我国又一大经济区，是中国北方

经济发展的“引擎”，有我国第三极之称。环渤海

经济区不仅经济实力强劲，发展速度迅猛，旅游

业发展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如何抓住机遇，加

速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整合与开发，推动环渤

海经济区旅游业上一个新台阶，使旅游业成为拉

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是摆在当前亟待研

究解决的课题。笔者从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开

发现状人手，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旅游资源整合及

开发进行初步探讨。

一、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概况

一般来说，环渤海经济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

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

域，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辽宁、河北、山

东，共三省二市。全区陆域面积达67万km2，占

我国国土面积的7％；总人口I．8亿人，占我国人

口的14％。2006年环渤海五省市(北京、天津、河

北、辽宁和山东)的地区生产总值达5．5亿元，占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环渤海经济区是我

国第三增长极，旅游业较为发达，旅游资源非常

丰富，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异彩纷呈，

集海、岛、山、泉、城、文物古迹等各类旅游资源

于一体。如果把沿渤海岸边算作内圈层的话，在

这一圈层分布有16个港口城市(包括天津、大

连、青岛、烟台、秦皇岛、丹东、滨州、沧州、东营、

葫芦岛、锦州、盘锦、唐山、威海、潍坊、营口)，在

漫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七大旅游细分区域：(1)

以大连为中心的黄海北部海岸风光为特色的旅

游带；(2)以营口熊岳为中心的辽南海滨与人文

景观相辉映的旅游带；(3)以兴城为中心的辽西

人文与海滨旅游带；(4)以秦皇岛和北戴河为中

心的避暑疗养游览区；(5)以烟台、蓬莱为中心

的海天风貌观赏区；(6)以青岛为中心的旅游疗

养区；(7)天津的商务、近代观光旅游匣¨。如果

把除内圈层以外的区域作为外圈层，则外圈层的

特色旅游资源主要有北京的故宫、天坛、天安门

广场、长城；山东的五岳之首泰山、曲阜孔府孔

庙、天下名泉济南趵突泉；河北的承德避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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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辽宁的沈阳故宫、本溪水洞、鞍山千山等。总

体来说，环渤海区域旅游资源较为丰富，资源种

类繁多，这为环渤海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二、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分析

1．开发现状

从总体上来说，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丰

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资源开发的深

度和广度不断延伸及拓展，旅游业也呈现快速发

展态势。在全区旅游资源整合，推进旅游业协同

发展方面，区内的三省二市做了许多尝试，沿海

的16个港口城市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现有

情况看，这些尝试和探索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2007年全区接待国际游客l 070．23万人次，旅

游外汇收入82．47亿美元；接待国内游客

66 533．5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到6 323．7亿

元(表1)。环渤海经济区是中国北方资源最为丰

富、客源市场最为庞大、合作前景最为广阔的地

区。近几年，环渤海区域的省市先后在山东烟

台、河北廊坊、辽宁大连分别达成了“北方十省

市旅游区域合作宣言”、“京津冀旅游合作共

识”、“环渤海区域合作协议”。2004年在大连环

渤海区域旅游合作论坛上，五省市代表共同签署

了“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辽宁省环

渤海区域旅游合作联合宣言”，在旅游规划、资

源开发、宣传促销、信息交流等方面建立环渤海

旅游区域合作机制，共同打造环渤海无障碍旅游

区。2005年8月，北京、承德、秦皇岛等环渤海11

个城市签署了“旅游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以

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旅游区合作机制的正式启

动。为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打造环渤海旅游“金

项链”，2005年环渤海16个港口城市的旅游部

门和相关单位在天津召开会议，成立了环渤海港

IZi城市旅游合作组织，并通过了“环渤海港口城

市旅游合作组织章程”[引。2007年3月，天津市

出台了“促进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规定”，这是环

渤海经济区首个以政府令形式在旅游资源整合

方面出台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出台有效地促进了

天津市内旅游资源整合。总之，加强合作，加速

旅游资源整合开发，促进区域旅游业共同发展已

成为环渤海经济区内旅游界的共识。而相关合作

协议、规定的出台，也为环渤海经济区旅游业协

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开发特点

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开发呈现出五个特

点：(1)整体性[引。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单

元，环渤海地区内部旅游经济要素相互作用，相

互关联，成为一个有机的旅游地域系统组合，呈

现出整体性。(2)区域性。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相比，环渤海经济区在旅游

资源开发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是其他区

表1环渤海经济区旅游业发展情况(2007年)

资料来源：2007年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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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所不具备的，因此呈现出区域性。(3)层次性。

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开发呈现出由沿海向内

陆，由核心区向关联区及边缘区过渡的分层次发

展特点，因而呈现出层次性。(4)开放性。环渤海

经济区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在客流和信息流等

方面与外界保持着广泛的沟通及联系，是一个开

放系统。(5)渐进性。环渤海经济区作为一个较

大的经济区，其旅游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是渐

进的，旅游资源的整合也需要一个过程，并且不

断深化，因此呈现出渐进性的特点。

5．存在问题的分析

尽管环渤海经济区在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推

进旅游业协同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和探索，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长三角、泛珠三角相比依然

有很大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雷同，互补性不强

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但从沿海

的几个城市来看，自然旅游资源雷同，缺少互

补。如，天津、大连、青岛、烟台、营口、丹东、秦皇

岛等沿海港口城市，其旅游资源多是滨海旅游资

源，海水、沙滩、海岛等都非常相近，缺少个性，

互补性不强，相互间分流客源。由于部分资源结

构雷同，尽管各城市都有意愿加强合作，但这种

雷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资源整合

和协作开发。

(2)缺少总体规划及统筹发展

环渤海经济区三省二市及16个沿海港口城

市在推进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方面达成了许多协

议，并成立了相应的合作组织，但从实际效果来

看，这些协议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或口头上，没有

真正落实到位。到目前为止，全区的旅游总体规

划依然没有出台，区内各省市依然各自为政，没

有形成统筹发展的态势。再有，区内政府间的合作

平台虽然已经搭建，但作为旅游业实体的旅行社、

各旅游景区在合作开发方面缺少积极性，还很少

有专门的环渤海旅游线路，而京津或东三省的旅

游线路都很多，呈现出政府热、市场冷的局面。

(3)资源整合及开发深度不够，没有形成品

牌优势

从整个环渤海经济区来看，尽管区域合作已

进行了多年，但到目前为止，旅游资源整合及开发

的深度依然不够，尚未形成叫得响的能代表环渤

海区域特点的旅游品牌。在旅游资源整合方面，尚

停留在小区域和小范围的旅游产品开发上，且多

体现在“线”上，而大尺度、大范围的旅游产品仍

较为缺乏，“面”上产品几乎没有，这与长三角和

泛珠三角相比差距明显。在树立品牌方面，长三角

旅游区和泛珠三角旅游区已走在了前列，而环渤

海经济区应该打什么牌，尚处在探讨阶段。

(4)区内旅游业发展不平衡

从统计资料来看，北京、山东、辽宁、天津等

省市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方面呈现出

突飞猛进的态势，而河北省则相对落后，在国内

外游客数量、旅游创汇、旅游业总收入方面排在

后面。从环渤海经济区主要沿海城市旅游业发展

来看，也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天津的旅游

竞争力最强，大连和青岛次之，秦皇岛、烟台、威

海较弱【引。此外，环渤海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缺

乏类似长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深圳及广州那样

的旅游龙头城市。

(5)缺乏利益协调和共享机制

受行政区划、交通条件、时间等因素影响，环

渤海经济区尚未能建立起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

利益协调和共享机制，区内各省市及城市在客源

市场开拓、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营销、人员

培训等方面依然各自为政，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缓

了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速度。

三、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整合和开发的

思路及原则

1．基本思路

在借鉴长三角及泛珠三角旅游区发展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环渤海地区实际，环渤海经济区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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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进一步整合和开发的思路是：坚持和落

实科学发展观，以市场为导向，以促进地区旅游

业协同发展为目标，以构建区域协调共享机制为

重点，以打造区域旅游名牌产品为核心，通过打

破行政壁垒，培育区域利益共同体的方式，加速

推进区域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和有效整合，把环渤

海经济区建设成中国旅游强区，使之成为名副其

实的旅游“金项链”。

2．指导原更4

在对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

时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优势互补原则。要发挥环渤海经济区内

各地区特色旅游资源优势，促进优势互补，形成

互补型的旅游产品结构，增强旅游整体竞争力。

尤其是要加强区内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的整合。

(2)协同发展原则。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

的整合和开发，必须坚持协同发展原则，彻底打

破行政壁垒，树立全区一盘棋的思想，以市场为

导向，形成区域共同发展的格局。

(3)整体提升原则。整体提升是指要把环渤

海经济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查找现有不足的

基础上，对整个区域的旅游资源组合、旅游产品

开发、旅游人才培育、旅游客源、旅游竞争力等

方面不断进行改进和提升，使环渤海经济区旅游

业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这种提升，不是个别

区域的，也不是单纯某个方面，而是全区域、多

层次、全方位的提升。

(4)利益共享原则。区域内旅游资源整合，不

是对某一方旅游市场的抢夺，而是开发出更大更

有序的共同市场，实现区内各方共赢。为此，必须

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培育环渤海区内利益共同

体，促进旅游资源的共享及整合，以达到共赢目标。

四、推进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整合及开

发的对策

1．制定总体规划，促进统筹协调发展

要进一步加大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的整

合及开发力度，就必须制定环渤海经济区旅游业

发展总体规划，促进区内旅游业统筹协调发展。

区内三省二市的旅游主管部门，要在国家旅游主

管部门的指导下，充分吸纳意见和建议，借鉴长

三角及泛珠三角旅游区的经验，结合环渤海实

际，突出总体优势、区域优势、特色优势，高起

点、大手笔联合编制《环渤海经济区旅游业发展

总体规划》。该规划是指导环渤海经济区旅游业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下一步区内旅游业发展、

旅游资源、旅游产品、交通设施的整合和优化做

出明确规定，区内各省、市要坚决落实这一规

划，推动整个区域旅游业协同发展。

2．建立利益协调共享机制，实现共赢

要打破行政区划界线，树立共赢观念，建立

健全利益协调共享机制，推动旅游业发展。通过

实施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方式，建

立利益协调共享机制，培育区域旅游业利益共同

体，加速对区内旅游资源的整合，促进旅游业快

速发展。利益协调共享机制主要包括组织与协调

机制，对话与磋商机制，沟通与联络机制，研究

与信息机制，市场与推广机制等。通过建立利益

协调共享机制，调动区内各旅游实体如旅行社、

旅游景区、旅游饭店、交通运输企业等积极性，确

保区域旅游总体规划、区域旅游合作落实到位。

5．加强旅游资源深度整合，形成整体竞争力

(1)深人挖掘区内旅游资源潜力，突出资源

特色，促进旅游资源互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努

力形成互补式的旅游资源结构。要改变过去仅在

本省、本市范围内那种小范围的资源整合，应在

环渤海经济区内进行跨行政区、多层次、全方位

的旅游资源重整及深度开发，把滨海旅游、山地

旅游、文物古迹旅游等各类有特色的自然及人文

旅游资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2)整合资源，开

辟旅游新线路。要站在环渤海经济区全区的角

度，以交通线路、旅游景区景点为核心，对现有

旅游线路进行整合和再设计，形成环绕渤海由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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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向内陆纵横交错的旅游线网。针对不同的游客

群体，开发设计出不同的旅游线路组合。如，针

对境外游客，要把环渤海经济区历史遗迹、民族

传统文化等旅游资源串在一起，开辟出中国文化

的旅游线路．|。针对南方游客，就要挖掘北方特

色的旅游资源，开辟山、海、文物古迹游特色旅

游线路。(3)以邮轮旅游为契机，加强区域旅游

资源整合。环渤海经济区沿海有16个港口城市，

这为发展邮轮旅游创造了条件。随着我国国民收

人水平的不断提高，邮轮经济正向我们走来。为

此，一方面要积极吸引国外邮轮在环渤海地区停

靠，并延长其停留时间，另一方面要探索发展我

国的邮轮旅游。总之，通过邮轮经济，把环渤海

旅游资源有效整合在一起。(4)发挥龙头旅游城

市带动作用，推动区域旅游资源整合，促进旅游

业均衡发展。要充分发挥北京、天津、青岛、大连

等城市的牵动作用，通过建立共同旅游市场、共

享旅游资源、共同打造旅游信息平台等方式，优

势互补、取长补短，带动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协同

发展。

4．打造特色品牌，加大营销力度

突出区域优势，打造特色旅游产品，树立“环

渤海旅游”品牌，并使之闻名全国，享誉世界【5】。

凡是在长三角旅游区旅游，不论在什么地方，都

要贴上“长三角旅游”标识，应借鉴长三角的经

验，在环渤海经济区内旅游也都要使用“环渤海

旅游”标识，增强区内旅游合作意识和相互认知

意识。同时，要加大营销力度，展开联合宣传促

销。在区域合作机制的指导下，制定区域旅游的

总体市场拓展计划，包括共同设计旅游产品，共

同组合包装旅游线路，共同印制旅游宣传品。充

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报刊等媒介，加大对

环渤海经济区旅游业的宣传，吸引国内外游客到

环渤海地区旅游。加强与长三角和泛珠三角旅游

区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三大区域游客互动。与此

同时，通过召开说明会、招商会、旅交会、大型节

庆活动等形式，加强对境内外目标市场宣传促销

力度，吸引境外游客到环渤海地区观光游览。

5．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创遣良好的发展环境

区内三省二市应联合制定“推进环渤海经济

区旅游业合作发展若干政策”，为环渤海经济区

旅游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资源整合、旅

游产品开发、旅游人才合作交流、建立共同市场

等方面协同发展并重点给予支持，促进区域旅游

业一体化进程。环渤海经济区内各省市也要结合

自身实际，在《若干政策》指导下，制定具体的落

实措施及政策。经过全区各方共同努力，为环渤

海经济区旅游资源深度整合开发，推进旅游业快

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6．加强环境保护，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在加大环渤海经济区旅游资源整合与开发

力度的同时，更要加强环境保护，做到开发与保

护并举。要在旅游资源开发全过程中积极倡导

“和谐旅游”、“绿色旅游”理念，保护蓝天碧海、

青山绿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动旅游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要使环渤海经济区成为环境优美，

竞争力强的绿色“金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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