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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涂旅游资源开发策略研究

郭　旭
（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　舟山　３１６００４）

　　摘　　　要：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海涂资源丰富。随着我国海洋旅游业的迅速发

展，浙江应合理开发利用海涂旅游资源，以促进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文章通过参考国内

外海涂资源开发相关文献，针对浙江海涂旅游资源开发，总结了在开发过程中遇到的海涂

生态保护、开发资金投入、发展理念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提高海涂环保认识、改善

投资环境、管理体制建设等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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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涂作为旅游资源是一个较新的资源研究、

开发和利用方向。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省

内沿海地区包括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

州、温州、舟山等７市３２个县 （市、区），海涂

资源丰富。浙江海涂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全面、

系统、可持续的开发和利用。应充分挖掘其利

用价值，切实保护和合理开发海涂旅游。

１　国内外对海涂旅游资源的研究

海涂亦称滩涂，通常指海岸带平均高潮线

与平均低潮线之间向海洋和缓倾斜的滩面，由

淤泥质或沙质河海相沉积物组成，是海岸带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１］。海涂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

部分，海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海潮不断运来

泥沙堆积在岸边，使海岸扩展的结果。各国

（地区）沿海岸线都有海涂分布。海岸带是海洋

与陆地的结合部和过渡带，是人类认识地球的

基线和陆地系统与海洋系统的重要界面，同时

也是实现海岸与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

重要前沿阵地［２］。沿海湿地是指界于水体与陆

地之间过渡的多功能的生态系统，包括低潮线

以下不超过６ｍ深的海水区。海涂是沿海湿地

非常重要的分布地带。海涂是指一种土地类型，

而湿地是指一种生态系统［３］。海涂和湿地是两

个相容相成的概念和资源，对海涂资源的开发

利用，离不开湿地的研究。

各国 （地区）对于海涂的研究兴起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并在海涂资源利用方向和具体开发

形式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国沿海岸

线都有海涂分布，只是主要分布类型有所不同，

海涂在国外主要分布在荷兰、法国等大西洋沿

岸，以及英国沃什湾，北美芬地湾、加利福尼

亚湾，南美亚马孙河口、圭亚那沿岸等处［４］。

国外海涂研究侧重于技术突破、综合管理，注

重当地公众的参与［５］。

中国海涂资源开发方向，主要有鱼类养殖、

植物种植、交通建设、旅游产业开发等。浙江省

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后期、９０年代后

期及２００４年进行了四次滩涂资源调查。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中国首次进行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

资源综合调查。在此次的调查基础上，各专家学

者结合现有资料与研究成果，在１９９４年公布了中

国海涂资源的分布情况。可以了解当时我国海涂

资源具体分布，其中浙江省拥有海涂面积

２８．８６万ｈｍ２，占全国海涂资源总量的１２．３％
［６］。

可以看出，浙江省在海涂资源的拥有量上是占很

大的比例的。２００５年，裘江海总结了中国海涂开

发利用的发展进程，并分成三个主要历史阶段进

行分析介绍［７］。我国的专家学者在对本国的海涂

资源进行分析的同时，对国外海涂资源的利用情

况与利弊进行了辩证性的总结。

２　浙江海涂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分析

２１　浙江海涂旅游资源开发的有利条件

２１１　资源优势

旅游资源能否开发，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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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资源条件的优异程度。资源条件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能否进行可行的开发利用。若资源

条件不好，即使其他条件 （如人力、物力、资

金等）再突出，也缺乏开发的价值。资源条件

的分析，主要是从资源的数量多少、资源类型

是否适合旅游开发、是否具有开发的潜力等方

面进行。

（１）资源总量丰富。浙江省面临东海，海

区北部以长江为界与黄海相毗连，南部与福建

近海交接，大陆沿岸线１８４０ｋｍ形成了许多大

小海湾 （杭州湾、象山港、三门湾、乐清湾

等）和 广 阔 的 滩 涂，５００ｍ２以 上 沿 海 岛 屿

３０６１个，岛屿岸线长达４７９７ｋｍ，１０ｍ等深

线以浅海面积７５．９８万ｈｍ２，其中八大港湾海

涂面积１３．１４万ｈｍ２ （表１）
［８］。

表１　浙江沿海主要港湾的海涂面积分布

万ｋｍ２

地点 面积

杭州湾 ５．０１

象山湾 １．７２

三门湾 ２．９５

浦坝湾 ０．４０

漩门湾 ０．４３

乐清湾 ２．２１

大渔湾 ０．２７

沿浦湾 ０．１５

合计 １３．１４

由上述资料可知，浙江省的海涂资源丰富。

资源利用率高，多用于发展农业、盐业、养殖业

等，或为沿海港口建设、城市工业等提供土地。

据统计，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年底，浙江完成滩涂

圈围面积达４．８７万ｈｍ２，在围滩涂２．３４万ｈｍ２。

但对于将海涂资源作为旅游资源进行的开发活动，

还处在起步阶段。所以，如果要将海涂资源进行

旅游开发，存在资源优势。

（２）海涂资源类型适合特种旅游开发。根

据海涂资源的资源性质，并借鉴国外海涂旅游

资源开发的成功例子，可以开发生态海涂资源

保护区，举办海涂节，举行各种围绕海涂资源

进行的体育休闲活动与比赛等。海涂资源作为

旅游资源的开发意义，已得到海涂资源专家的

认同。浙江象山的新桥镇海涂资源丰富，且经

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康复医疗３家

单位检测表明，新桥镇泥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有机质、腐殖质、氨基酸等物质含量为全国之

最，对人体健康和皮肤具有保健功效［９］。根据

这一特殊性质，可以对海涂资源进行有关 “疗

养旅游”的特种旅游开发。

总之，浙江省的海涂资源丰富，未开发的

海涂资源还占很大比例，且每年又会有一定比

例的海涂资源产生。海涂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

利用还未完全进行，海涂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

还很大。

２１２　市场优势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

地理位置优越，省域及周边经济发达。随着人

们工作压力与工作量的增加，带来直观收入上

提高的同时，人们对旅游休闲的需求也日渐强

烈。进入２１世纪，人们开始期待假期的到来，

会为放假寻找心仪的旅游胜地。海涂旅游资源

的开发利用，不仅符合了人们对于阳光、海洋、

沙滩 “三Ｓ”的需求，海涂资源对人们身体健康

方面的意义也愈显重要。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

中，人们总是希望在繁忙的工作之外找到一个

适合休闲疗养的好去处，而海涂旅游资源在地

理位置和市场优势上无疑能够两全其美。

２１３　政策优势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加快发展旅

游业的意见》，提出 “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

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

代服务业”。２０１０年７月，浙江被确定为全国海

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２０１１年２月，国务院批

复同意 《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２０１１

年６月国家设立舟山群岛新区。海涂资源的旅

游开发，不仅需要其自身条件优异，更需要得

到各级政府的认同与支持。海涂资源属于国家

资源，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财富，其开发利用应

从有利于人民生产生活出发，在国家政策支持、

社会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充分

利用资源。其中政府的支持攸关重要，资源各

方面的条件再好，若不能得到政府认同，工作

便难以顺利进行。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海涂

资源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是具有很重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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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

２２　海涂旅游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

２２１　海涂生态环境脆弱

海涂旅游活动的进行，对资源环境将产生

一定的不利影响。从宏观的方面看，全球变化

和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会对海岸带、海涂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产生直接威胁。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大气圈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将导致温室效应，

使地球表层气温升高，南北两极冰盖融化和海

平面上升，从而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灾难性

的冲击。海岸带的上升，对海涂旅游资源开发

和保护将直接产生影响。导致海涂资源的流失、

海涂旅游资源的开发难以进行等问题的出现。

微观方面，海涂旅游的活动主要有海钓、

抓海鲜、陆上竞技、游玩等与海涂资源直接接

触的旅游项目组成，其影响是直接的。如：海

钓等娱乐活动，会给海涂周边水体资源带来污

染物，使水质下降；抓海鲜等活动的进行，会

对海涂资源的有机物组成产生破坏；游客的流

动，车辆尾气的排放，会造成海涂旅游地空气

质量的下降。

２２２　旅游开发资金投入问题

我国目前海涂开发的投资环境缺乏凝聚力，

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引进外资方面，各地虽

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但能真正付之实行的或能

实行但最终兑现的并不多，加上海涂开发中自

然、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其他方

面因素的制约，使得海涂开发获得的投资较少。

海涂资源开发的历史，已有三四十年，但其海

涂资源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上，还没有全方位具

体的进行开发。所以海涂旅游资源开发的资金

投入，大多是民间自行投资，或企业间合资而

成。而海涂旅游资源要得到完全、长远的开发

利用，需要来自政府、企业、个人等多方面的

支持。没有足量资金的投入，旅游资源的开发

难以进行。

２２３　海涂发展理念问题

浙江省作为沿海滩涂资源的大省，对海洋

滩涂资源进行了大面积的开发利用。如：大规

模围涂造田，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发展滩

涂养殖，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组织民众垦荒，

极大拓展发展空间等，均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

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但目前主要是向海涂

“要地”，海涂旅游资源还未进行全面的开发，

旅游开发、规划等方面尚无具体的政策制定。

海涂是需要合理规划利用的宝贵资源，过度围

垦滩涂，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代

价是巨大的。从海涂旅游的资源、环境保护，

到旅游开发的企业招标，再到真正实施开发利

用，以及资源开发后的相关资源完善和环境保

护，政府的主导作用都是不能缺少的。政府应

以政策为指挥棒，在加快海涂旅游资源开发进

程的同时，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海涂资源

注重合理开发和利用。

３　浙江海涂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

３１　海涂旅游资源开发项目

３１１　建立海涂主题乐园，发展海涂生态旅游

浙江省有多家主题乐园，比较有名的有杭

州游乐园、宁波凤凰山游乐园、温州游乐园等。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较为熟知的游乐园。海涂主

题乐园的建立，将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游客

也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海涂主题乐园，可从

给游客提供海鲜捕捞、海水浴、泥浴、海涂体

育活动等旅游活动项目，让游客真正认识和接

触海涂。海涂主题乐园，作为围绕海涂资源、

完全原生态的旅游活动主题乐园，在繁忙紧张

的工作生活外，为人们提供了放松自我，融入

大自然的绝佳好去处。

３１２　开展海涂运动，促进海涂休闲旅游

海涂运动会可借鉴传统意义上的运动会，

结合海涂资源自身的特点，开展各类娱乐竞技

比赛。在海涂运动会上，可进行如抓虾捉蟹比

赛、海涂 “雪橇”赛、海涂铁人三项赛、海涂

接力赛等相关体验海涂、亲身参与的体育活动

项目。

通过海涂运动会的进行，使参与比赛的游

客与当地人民，得到另类的活动体验，达到强

身健体的目的，更能全方位地接触海涂。

３１３　举办海涂节庆，深度开发旅游

在浙江省，如宁波、温州、上虞等地，已

有海涂节的节日活动。活动的进行，不仅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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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群众的热情协助与参与，更在一定程度上吸

引了各地游客的到来。

海涂节可每年定期举办，亦可根据实际情

况隔几年举办一次。海涂节上的活动，可穿插

海涂运动会中进行的一些比赛活动。在海涂节

时期，将海涂文化进行展示和宣传，可利用宣

传栏或专门的展示厅，围绕海涂资源展开介绍。

海涂节的举办，其主要意义还是希望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具体活动，对海涂资源进行宣传，让

更多的人认识海涂，知道其对经济、社会各方

面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在日常生活活动中

注意保护海涂资源。

３１４　建立海涂湿地保护区

海涂湿地保护区的建立能较好地利用海涂

资源的优势，为植物的养殖、环境的保护提供

最佳的保障。如热带亚热带海涂上特有的植物

群落———红树林，其多数只有二三米高，但支

根发达，纵横交错，盘根错节，景色秀美，被

人们誉为 “海上森林奇观”。游客可划小船游弋

其中，可观树、观鱼、观鸟。红树林森林保护

区的建立，不仅可以发挥红树林良好的防护功

能，更起到为游客观赏游憩的作用。

３１５　其他海涂旅游活动

海涂旅游活动，还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就

活动项目上，可进行海涂亲子活动、建立海涂

生态旅游点、成立海涂动植物自然保护区、组

织海涂专家科考旅游。而更具意义的是，在浙

江绍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每年都会骑上自

行车，绕着有海涂的沿海地区，进行环海涂游。

沿途看看自然风景，看看今年的海涂，对比去

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样的活动，不仅可以

使参与者达到锻炼身体的作用，还能使其更真

实、直接得与海涂接触。而举办这样活动，最

大的意义应是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让海涂知识

得到普及，让更多的人认识海涂、保护海涂。

３２　浙江海涂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策

海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当地旅

游经济的发展，海洋环境的改善。同时，海涂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也面临着了一定程度的

困难。

３２１　提高海涂环保认识

海涂旅游资源环境的保护，包括自然环境

和资源本身的保护。在海涂旅游资源开发的同

时，一定要重视对资源、环境等的保护。政府

应注重相关政策、体制的建立，可制定相应的

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下发到各有关地方，普及

相关知识，要求相关企业与个人重视与保护海

涂旅游资源。企业在进行海涂旅游资源开发利

用的过程中，应注意开发与保护并重，注重可

持续开展战略。个人在生活和工作过程中，学

习、认识和保护海涂旅游资源。而作为旅游景

区当地的居民与游客，在旅游中，更应时刻注

意对海涂旅游资源的保护。游客从旅游地离开，

回到自己所在地，还应向身边的亲戚、朋友宣

传海涂旅游资源的相关知识。

３２２　提供资金投资方式，改善投资环境

作为海涂旅游资源，浙江是很丰富且具有

很大的旅游开发潜力的。在此基础上，要成功

开发海涂旅游资源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资金投入。

因为资源本身质量再好，若没有好的企业，没

有足够的资金，只能面对不完整的利用，或直

接就没办法进行开发。这对资源是一种浪费，

对企业，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局限性。所

以，很有必要对海涂旅游资源进行宣传，发展

多种投资方式，吸引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参与。

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有偿补助和无偿补

助相结合，推动海涂资源开发。通过国家发行

海涂旅游资源股票，实现利益分享、风险分担。

改善投资政策环境，吸引投资，大力开发海涂

旅游资源。

３２３　加强海涂旅游资源管理体制建设

对海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要重视相关

政策、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政府对海涂旅游资

源的开发，也有直接进行相应规划、安排的责

任和义务。由于浙江省海涂旅游资源发展的时

间短，相应的资源管理体制还未健全，存在许

多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政府在新的海洋功能区

划体系建设的要求下，适当合理地对海涂旅游

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统筹规划。落实责任到各

海涂区的相应责任单位与开发企业，统一规划

海涂旅游资源的发展方向，完善落实海涂旅游

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规定等。加快制定一系列

相关资源管理体制的建立，对解决资源破坏、

环境污染、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都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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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建立完善的资源管理体制，对海涂旅游

资源的开发建设与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完善

健全管理体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强资

源开发、市场开拓。不断增强相关企业的竞争

实力，加强对海涂旅游资源的保护，提高海涂

旅游景区的文化品位。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

动进行宣传，对海涂知识进行宣传落实。

３２４　加大科技创新，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海涂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贯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人类对于资源

的开发应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前提。海涂旅游

资源需要实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海涂资源是

地球自然生态资源，其开发利用的过程若遭到

环境与资源的破坏，将直接影响海涂旅游的发

展，造成的结果将是无法挽回的。所以，在海

涂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应实行可持续发展

战略，使资源得到有效、全面、合理的利用和

开发。加大打击破坏海涂旅游资源的有害行为

的力度。大力宣传海涂旅游资源相关知识，增

强人们对其的保护意识。对海涂旅游资源进行

开发利用时，要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战略。

积极履行 《海岛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定

期进行海涂环境质量评估。

４　结束语

浙江海涂资源丰富，海涂资源开发和发展也

不断地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将海涂与旅游

两者相结合，在海涂资源利用上，发展其作为旅

游的价值，更是具有重要的实际综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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