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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辽宁海岛旅游资源特点与类型分析
,

确定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海岛
,

并划分海岛

旅游景区以及探讨与陆上旅游区的联系
。

关键词 辽宁海岛 旅游资源 开发

旅游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吸 引游

客
、

发展旅游事业的主要物质基础
。

尤其当前

我国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
,

通过旅游资源的

开发产生的经济效益
,

形成第三产业中的一

个重要部门
。

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
,

将在海洋

经济中形成一个海洋产业部门
,

增加海岛的

收入
。

希望品尝的食品
。

旅游业的发展
,

具有现代特色的旅游设

施
,

又为海岛旅游资源增添了现代化的色彩
。

1
.

2 海岛旅游资源的类型

根据海岛旅游资源特点
,

可分为 自然风

光资源
、

人文景观资源和社会旅游资源三大

类
。

各类资源的内容列于图 1 ,

具体景点见表

海岛旅游资源特色与类型

1
.

1 海岛独特的区位条件
,

形成了具有海洋

特色的多种旅游资源

海岛为海中陆地
,

犹如镶嵌在海洋中串

串明珠
。

浩瀚 的大 海 (s ea )
、

洁 白的 沙滩

(s an d )
、

充足的 阳光 (s u n)
,

三者结合成为旅

游业的
“

3S
”
工程

。

海 中众多的岛
、

沱
、

礁
,

在海浪长期作用

下形成的海蚀地貌
,

凭人们的想象
,

可以描绘

出许多奇特的景物
,

吸引人们对海洋旅游的

向往
。

辽宁众多的海岛
,

离岸较近
,

海岛上建有

庙宇
、

石碑
、

墓葬
、

军事设施
,

不同时代的厉史

人物及文人墨客留下诗句
、

文字
。

众多的人文

景观
,

已成为现代人们凭吊
、

怀旧的场所
。

海岛同样是人类安居的场所
,

如长 山群

岛远在 6 0 00 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

目前考古

发掘 出来的文物
,

正是对人类祖先迁居海岛

的了解
。

海洋中的海鲜
、

海珍品是久居大陆人们

辽宁海岛旅游资源按乡级岛统计
,

主要

集中分布在大连市的长山群岛(大长山岛
、

小

长山岛
、

广鹿岛
、

海洋岛
、

璋子岛
、

石城岛和王
,

家岛) ;
兴城市的菊花岛 ; 东港市的大鹿岛等

处
。

这些海岛既有共同特色的旅游自然景观

资源
,

又有各岛本身特色的人文景观资源
。

2 确定辽宁海岛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

海岛

确定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海岛 (见

图 2 )
,

涉及到该海岛的旅游资源状况
、

客源

市场
、

交通条件与旅游设施等
。

现通过层次分

析法 (A H P)划分出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性

程度
。

根据多层次权重计算
,

得出各主要海岛

作为旅游业开发的相对重要程度 (表 2)
。

根据综合因素计算的相对重要性程度
,

可以考虑把菊花岛
、

大长山岛
、

王家岛和大鹿

岛作为全省前期旅游开发重点岛屿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9 1 7 10 2 6 号及国家
“

八五
”

科技攻关项目(85 一 9 05 一 01 )研究中部分内容
,

项 目由张耀光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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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辽宁海岛旅游资源分类

海岛游旅资源

表 1 辽宁主要海岛旅游景点

海海岛岛 现有景点数数 代 表 性 景 点点

菊菊花岛岛 888 唐王洞 大悲阁 大龙宫寺 八角井 迎客亭 土城子等等

大大长山岛岛 1 333 海湾绿带 蚜巴佗 小龙 口水库 上马石贝丘遗址 建岛守军纪念碑等等

小小长山岛岛 555 沙珠佗子岛群 北海沙滩 海珍品 育苗场等等

璋璋子岛岛 666 云 山揽胜 鹰咀石 夫妻礁 渔港风光等等

海海洋岛岛 444 哭娘顶 将军石 滨海公园园

广广鹿岛岛 l 333 贝丘遗址文物 高丽城 新安寺碑 马祖庙 老铁山景点等等

石石城岛岛 999 银窝石林 城山遗址 虾池暮色 形人佗子等等

王王家岛岛 2 444 古钟鱼韵 海湾浴场 黑 白石 沙尖子垂钓点 水晶灯塔 元宝沱子子

大大鹿岛岛 666 毛人龙碑 甲午海战纪念馆 海滨浴场等等

旅游资源开发及重点海岛确定

资源条件

厂二习
客源市场

厂一(
交通条件

厂寸一刁
旅游设施

尸{门
淡水资经 源济水平现有基础分散程度海集岛与中岛交通内进出岛交通

省内客源市场省外客瘾市场资源丰度资源质量

大鹿岛王家岛石城岛海洋岛璋子岛长小山岛大长山岛菊花岛

图 2 海岛旅游资源开发重点确定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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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岛

菊花岛

大长 山岛

王家岛

大鹿岛

广鹿岛

表 2 辽宁海岛旅游开发相对重要性程度
一

蔽 重 } 海 岛 权 重

0
.

1 6 0 2 0 1 0 4

0
.

1 4 3 7 0
。

0 8 3

0
。

1 2 5

石城岛

小长山岛

璋子岛

海洋岛

0
.

0 7 7 4

0
.

1 1 7 2 0
.

0 7 4

0
.

1 1 4 2

3 辽宁海岛旅游景区划分以及与陆域

旅游区的联系

根据辽宁海岛旅游资源分布状况与海岛

的区位条件
,

可划分为渤海辽东湾菊花岛旅

游区和黄海北部长山群岛
、

大鹿岛旅游区
。

考虑到旅游区的海陆联系
,

以及行政区

划
、

区间联系等因素
,

将黄海北部又分为长山

群岛旅游亚区和大鹿岛旅游亚区
。

在长山群

岛内部
,

根据各海岛的区位条件
、

海岛组合
、

当前交通
、

旅游设施等基础
,

还可细分为 4 个

景区
,

即大
、

小长 山旅游风景区
,

王家
、

石城旅

游风景区
,

海洋
、

璋子岛旅游风景区和广鹿岛

旅游风景区
。

为了进一步发展菊花岛的旅游业
,

通过

规划
,

以菊花岛为主岛
,

包括邻近的磨盘山

岛
、

杨家山岛和张山子岛
。

可划分出 4 个景

区
:

海涯双岛旅游区
、

古洞幽峰旅游区
、

裙礁

弄潮旅游区
、

海上奇山旅游区
。

在这 4 个旅游

区内
,

分别设计出若干个景点 (共计 28 个
,

包

括已有景点在内)
,

可使游客在岛上停留 2一

3 天
,

最多 4 天
,

这样菊花岛的旅游业
、

餐饮

业
、

岛内交通等旅游设施可相应发展
,

则旅游

收入可大大增加
,

把增加的收入再用来发展

旅游业
,

形成良性循环
。

3
.

1 渤海辽东湾菊花岛旅游区

菊花岛属兴城市
,

是兴城市旅游资源中
“

城
、

泉
、

山
、

海
、

岛
”

五大景源之一
,

是不可分

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赴菊花岛旅游
,

必须从兴

城小坞渔港乘船前往
。

菊花岛的客源来 自多

方面
,

由于兴城市是全国众多单位的疗养院

所在地
,

来兴城疗养必赴菊花岛一游
,

是各海

岛中省外游客最多的一个海岛
。

省内游客大

多为沈阳方向
,

与陆域旅游区的联系
,

其旅游

路线为
:

沈 阳名胜区~ 北镇医巫间山名胜区

~ 锦州观音洞风景区~ 兴城古城一菊花岛风

景区
。

去菊花岛一个小时即可抵达
,

当天即可

往返
,

交通便利
。

但是由于菊花岛景区中旅游

资源尚未充分开发
,

旅游设施尚不健全
,

旅客

留宿条件差 (旅店客位少)
,

因此
,

菊花岛留不

住游客
,

旅游收入少
,

影响菊花岛旅游业的发

展
。

3. 2 黄海北部海岛旅游区

(1 )长山群岛旅游 区

¹ 大
、

小长山岛是长 山群岛的旅游中心

区
。

考虑交通条件和与陆域联系的紧密程度
,

有两条旅游路线
:

其一
,

沈阳名胜区~ 千山风

景 区~ 汤岗子温泉~ 大连海滨风景区~ 大
、

小长山岛风景区
;
其二

,

从鞍山一熊岳
、

盖县

风景 区~ 碧流河水库~ 吴姑城一皮 口港~ 大

长山风景区
。

在大长山岛重点修建以下景点

和设施
,

从蚁巴佗子西部至船厂美人礁沿岸

的海上游览区内
,

修建 3 处游览桥
,

一处垂钓

台
,

突出游览海蚀
、

海积地貌
、

垂钓
、

拾海等旅

游项 目
。

开发建设四块石城区海上乐园
,

建设

长海县水族馆和历史博物馆
,

修建并完善大

长 山海水浴场
,

在老虎洞海区兴建健康疗养

院
。

º 王家岛
、

石城岛旅游区
。

该两岛与陆上

旅游区的联系是沈阳
、

鞍山景区~ 熊岳
、

盖县

景区~ 大连海滨风景区一金石滩风景区~ 庄

河冰峪沟景区 ~ 王家
、

石城景 区
。 “

海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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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

是王家岛(包括大王家岛
、

小王家岛
、

瘦龙

岛等 9 个岛 )根据分布特征和岛屿的形象特

征给予的风景命名
。

海王九岛分布精巧
、

风景

优美
、

海蚀地貌仪态万方
,

奇礁异石 千姿百

态
,

斧凿天成
,

令人叹为观止
。

不仅各岛风景

各有特色
,

而且海上游览空间意境无穷
,

成为

海王九岛独具特色的海上风景区
。

全国知名

专家经过评议
,

认为海王九岛是黄海北部离

岸不远
,

面积不大
,

形成奇特的岛群
,

自然风

景优美
,

配合人文景观成为人们旅游
、

观光
、

度假的理想胜地
。

根据海王九岛的风景特点

与区位条件
,

在交通条件改善
、

旅游和服务设

施完善的情况下
,

建设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还是具有前景的
。

为了能使海王九岛早日

成为国家级海岛风景名胜区
,

将来可与浙江

嗓泅列岛国家级风景名胜媲美
,

必须早 日做

出旅游业发展规划
,

改善条件
,

如交通 (大滩

港不久即可建成 )
、

淡水资源
、

绿化海岛
、

提高

森林覆盖率等
,

并规划在王家岛建一座民俗

丰寸
。

» 广鹿岛旅游区
。

广鹿岛在长山群岛的

西部
,

离大连市区和金州区较近
,

考虑今后柳

条沟港的建成
,

与陆域的旅游路线为
:

大连海

滨风景区~ 大连技术经济开发区~ 金石滩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一广鹿岛景区
。

在广鹿岛景

区内着重开发建设老铁山度假村
、

马祖庙历

史古迹
,

修建小珠山古文化和朱家屯明朝军

事古遗址
。

¼璋子
、

海洋岛旅游 区
。

这两个岛离大陆

较远
,

考虑交通条件
,

到该两岛目前发展旅游

业还需一个过程
,

因此可放在后期进行 ( 20 0 0

年以后 )
。

对于长山群岛旅游业总 的发展来看
,

可

以将长山群岛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

近年来
,

省内外园林
、

规划
、

城建
、

建筑
、

环境
、

地质
、

经

济
、

文化
、

旅游等部门的有关专家
,

对长山群

岛风景名胜区进行了实地踏勘论证
,

一致认

为
,

长山群岛风景名胜区属于 以绚丽多姿的

海蚀
、

海积造型地貌为特征
,

以海洋群岛和礁

石为主景
,

与海岛渔村民俗相融合
,

观光型和

体验型相结合的海岛风景名胜区
。

我国林业部已批准长山群岛建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
。

长山群岛建立森林公园
,

既是海岛

生态环境的要求
,

也是森林旅游业发展的需

求
,

为加快森林公园的建设和森林旅游业的

发展
,

做好森林公园的规划
、

保护
、

建设和管

理
,

并按森林公园规划 面积 7 Zo oh m Z

的要

求
,

组织由有风景 园林设计资格的单位进行

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设计
。

森林公园将自主

经营
、

自我开发森林旅游业
,

在产权和经营权

属 国家所有的前提下
,

也可采用多种形式吸

引其他部门
、

单位或外商投资兴建旅游设施
,

联合开发
,

利益共享
,

风险共担
。

(2) 大鹿 岛旅游区

大鹿岛属于东港市大孤 山镇
,

位于大洋

河 口外滨海浅水区内
,

离大孤山镇 19 海里
,

至大东港 40 海里
,

距朝鲜大同江 86 海里
,

至

韩国江华湾 130 海里
。

大鹿岛的滩涂资源丰富
,

尤其南部长约

Zk犯 的天然海水浴场
,

沙质海滩成为吸引旅

客的一重要场所
。

大鹿岛海域曾是中日甲午

海战的战场
,

岛上有明朝将领毛文龙纪念碑
。

大鹿岛与大孤山古建筑群
,

形成一个海陆相

连的旅游网络
,

到孤山必到大鹿岛
。

目前列为

省级名胜游览区
,

吸引着沈阳
、

辽 阳
、

抚顺
、

本

溪等内地游客
。

大 鹿岛面积 近 4k m “ ,

菊 花 岛面 积 约

12k m 2 ,

菊花岛离岸 9 海里
,

大鹿岛离岸 19

海里
。

二岛人 口相差不大
,

但旅游收入大鹿岛

远高于菊花岛
。

由于从大孤山镇到大鹿岛必

须乘潮进出
,

旅客必须在岛过夜
。

随着来岛旅

游人数增多
,

经发动村民办家庭旅馆和饭店
,

全村已有 270 多户 (占全岛户数的 l / 3) 办了

家庭旅馆
,

最多可接待 5 0 00 人
。

从而使第三

产业得到发展
,

到 19 9 2 年第三产业 比重已达

21 %
,

一是交通运输
,

岛内 5 条客船运送游

客
;
二是靠各类旅馆和招待所接待游客

,

成为

大鹿岛一笔可观收入
。

大鹿岛与陆域旅游区的联系是沈阳名胜

区~ 本溪水洞景区~ 丹东鸭绿江景区~ 凤凰



·

资源评价
·

山风景名胜区~ 大孤山古建筑群景区~ 大鹿

岛景区
。

大鹿岛旅游业要进一步发展
,

必须解决

交通条件
,

改变 目前必须乘潮进出的局面
,

也

可从大东港来鹿岛
,

再出鹿岛到孤山镇
。

对鹿

岛的景点还需进一步挖掘和不断完善
,

对村

民开办的服务设施也要规划
,

从而使鹿岛成

为我国黄海最北的旅游岛
。

景点建设
、

旅游设施 建设
,

从而 吸引更多游

客
,

使旅游产业得到发展
,

提高旅游创汇能

力
。

4 对策

4
.

1 重视海岛旅游业发展规划的编制

旅游规划的编制
,

应与海岛土地利用规

划
、

海岛资源调查互相呼应
,

互为参照
。

海岛

土地利用类型中的难利用地
,

大多是发展海

岛旅游景点的旅游地
。

海岛的沙滩又是发展

海水浴场的场所
,

严禁取沙作为建筑之用
,

必

须加强对旅游资源的保护
。

4
.

3 重视海岛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

要求管理人员不但懂得旅游业本身的专

业知识
,

还要扩大知识面
,

了解海洋方面的有

关知识
,

以便对游客进行海洋意识的宣传
,

增

加游客的海洋意识
。

、

4. 4 在
“

海
”

字上做文章

发展海岛旅游业必须在
“

海
”

字上做文

章
,

突出海洋特色
,

避免与陆上旅游业雷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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