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滨海休闲旅游发展研究木

曲秀兰 李悦铮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大连116029)

摘 要 辽宁省旅游业是辽宁省的支柱产业．其中滨海休闲旅游业是辽宁省旅游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文章首先论述了发展休闲旅游的意义．其次对辽宁省滨海休闲旅游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定量

分析，主要从旅游资源、旅游客源市场、旅游地接待能力三方面分析，得出辽宁省滨海休闲旅游业

正稳步快速发展，各项指标均呈增加趋势，最后提出关于辽宁省滨海休闲旅游业发展的对策与思

考．以推动滨海休闲旅游业的健康持续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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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闲旅游概述

(一)休闲旅游的概念

休闲旅游，是指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休闲

为主要目的，以旅游设施为条件，以特定的文化

景观和服务项目为内容，为离开定居地而到异地

逗留一定时期的游览、娱乐、观光和休息的旅游

活动。

休闲旅游是在旅游地有了一定服务设施条

件下而逐渐形成的，是旅游得以丰富发展的产

物，在选择上偏重于回归自然，同时对休养提出

高要求。休闲旅游的形式主要包括度假村、休闲

垂钓、公园游乐、依托著名景区的休闲旅游区和

滨海娱乐场所。辽宁省具有丰富的滨海旅游资

源，更适宜发展滨海休闲旅游业。

(二)发展休闲旅游的意义

1．经济效益

休闲旅游拓展了现代经济发展的范围，使那

些优美的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景观成了现代经

济发展的资源。它不仅促进了一批新兴城市的发

展，而且也带动了旅游产品业的发展，形成了同

旅游业配套的食品工业、工艺品业等。另外，休

闲旅游起到拉动内需、促进当地以及全省甚至全

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缓解当地的就业压力和

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的作用。休闲旅游不同

于其他旅游的显著一点为：其他旅游大多是一次

性的，而休闲旅游是周而复始的。因此，休闲旅

游的经济效益总是呈无限循环的态势。

2．社会效益

休闲旅游业是一种积极的休闲活动，它的推

广和普及有助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社会的同时，积

极建设精神文明社会。裨益每个社会成员在建造

自己丰富的物质家园的同时，营造健美的精神家

园。它对于提高人的素质，发扬人性善的一面，具

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还应从人权的角度审视

休闲旅游的功能。“玩是人生的根本需要之一”。

休闲乃是基本的人权，由只讲一辈子辛勤劳作到

既辛勤劳作也悠然休闲的价值观的转变，本身便

是保障人权、完善人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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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态效益

只要遵循对旅游地进行保护和适度开发利

用的原则，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能够以关爱的

心态去保护旅游地的清洁完整和地方特色，旅

游产业对环境的污染是各个行业中最轻微的。

参加休闲旅游的人群往往是社会中文化层次较

高的那一部分，因此休闲旅游者不仅注重自身

对环境的保护，还会带动其他人群加入环境保

护的行列，总体上看发展休闲旅游能带来良好

的生态效益。

二、辽宁省滨海休闲旅游发展现状

(一)资源优势分析

辽宁省滨海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海岸类型多

样，天然海水浴场众多。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和积极

开发旅游资源，不断增强滨海旅游建设，发展全省

滨海休闲旅游业。据统计，2004年仅大连市重点

建设的旅游项目就有54个，全省六个沿海城市各

项指标大幅攀升。随着旅游者对滨海休闲旅游倾

向性的增加，滨海旅游迅速发展。本文对辽宁省滨

海城市的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如表1所示。

(二)客源市场分析

1．游客出游景观类型选择

随着经济发展，节假日和双休日的增加，人

们更普遍地选择旅游来放松心情，缓解工作压

力。由于滨海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众多优良海水

浴场，是沙浴、阳光浴和海水浴的理想场所，具

有娱乐和健身功能，而且可以避暑疗养，是人们

比较理想的去处。通过整理2005年旅游者抽样

调查资料可得，在选择出游景观类型上，海滩休

闲游占49％，与1998年比较，增长了26％，历史

文化游占32％，民俗风情游占9％，节庆活动游

占6％，对美食旅游和医疗保健的选择较少。如

图l所示，可知滨海休闲旅游发展前景颇好。

资料来源：由2005年旅游者抽样调查资料

图l 出游景观类型选择结构

2．游客对滨海旅游的态度分析

对于是否喜欢滨海旅游项目，被调查者中喜

欢滨海旅游的占48％，非常喜欢的占27％，占总

调查人数的75％，感觉一般的占22％，不喜欢得

只占3％，说明滨海旅游有较好的客源市场，潜

在市场非常大。

据调查问卷显示，在参加滨海旅游的时间选

择上，选择节假日和长假的旅游者各占34％，选

择双休日的旅游者占33％，利用寒暑假旅游的

表1辽宁省滨海各市旅游景点归类表 (单位：个)

·118· 海洋开发与管理

   



旅游者占10％。

在参加滨海旅游预计逗留时间方面，被调查

者中预计逗留一天的占38％，两天的占34％，三

天的以上占19％。

5．客源市场的规模与收入

相关资料表明，辽宁省滨海旅游的国际旅游

市场主要人境游客分为两大部分：外国人和港澳

台旅游者，统计如表2。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内旅游市场呈现繁

荣景象，国内游客也成为滨海旅游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我国滨海旅游收入的重要来源。

滨海旅游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总收入占GDP相当大的比重，从2()00年

的5．45％到2005年增加到9．15％，滨海地区旅游

业的发展是辽宁省客源市场规模和旅游收入的重

要保障。辽宁省旅游业收入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

重中，滨海旅游业担负着重要的作用，而滨海休闲

旅游业又是滨海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

滨海休闲旅游业的研究十分必要，如图2所示，辽

1 OooooO

800000

600000

400000

200000

O

鹿＼房
彩缈’N

雳矿
影

—◆一国内游游收入

(百万元J

—●r一国内游游人数

(万人次)

麓淼
g g 鲁 苎—◆一冬境旅游
高 昌 高 蠹 者(人)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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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辽宁省滨海旅游者人数和旅游收入统计图

宁省旅游者接待量及旅游收入均呈逐年增加趋

势，其中2003年由于“非典”的影响旅游者和旅游

收入有所下降，但到2004年回升且呈增加趋势。

而且2004年旅游总收人为613．47亿元，到2005

年，辽宁省旅游总收入已经达到733．14亿元。辽

宁省滨海旅游发展前景很好。

(三)旅游地接待能力分析

据旅游统计年鉴整理得表3，是近六年来的

沿海城市星级饭店基本情况和沿海地区旅行社

单位数，从表3可以看出，1998年到2004年，星

表2主要沿海城市接待入境旅游者情况 (单位：人，天)

星级饭店基本情况

旅行社数量(家)

饭店数(座) 168

客房数(问) 23 482

床位数(张) 40 348

客房出租率(％) 51．3

479

192

23 874

40 542

54．3

748

208

24 695

42 613

58．9

953

236

28 314

47 256

58．7

l 376

294

30 53l

50 980

49．9

l 606

337

33 549

54 239

63．4

l 789

资料来源：辽宁省统计年鉴1998—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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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饭店数和旅行社数呈逐年增加趋势，2004年，

辽宁省主要沿海城市拥有星级饭店数为337座，

而且平均出租率达到63．4％，显示了滨海旅游酒

店业的强劲实力。辽宁省滨海旅行社业规模也不

断扩大，2004年共有旅行社1 789家，其中国际

旅行社164家，国内旅行社1 625家，客观地说

明旅游地的接待能力不断增强。

三、辽宁省滨海休闲旅游发展对策与思考

(一)发挥滨海地域优势，加强休闲旅游设施建设

辽宁省滨海地区海陆交通方便，经济基础较

好，科技文化发达，滨海文化又赋予城市独特的

魅力和内涵，所以本省应该以具现代的旅游设

施、优越的旅游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发展社

会商务、会展等旅游。

1．加强休闲旅游设施的建设

旅游个性化消费将是今后旅游业发展的主

要趋势。单纯的观光旅游近两年逐步降温，而以

度假游、娱乐文化游等在内的休闲旅游迅速兴

起，代表着旅游发展的时尚。所以辽宁省滨海休

闲旅游的基础设施需要体现滨海城市的内涵、品

位和档次，保留本真和特色，并与国际接轨。

休闲旅游不同于其他旅游的显著一点为：其

他旅游大多是一次性的，而休闲旅游是周而复始

的。因此，要实现休闲旅游的经济效益总呈无限

循环的态势，休闲旅游娱乐设施的建设就十分重

要，在休闲娱乐设施建设中，要注意创新娱乐项

目，并设计适合各个年龄段游客的需求，提高吸

引力，全面提高辽宁省滨海休闲旅游业的发展能

力。

2．改善服务设施

服务设施要体现人性化的设计、适合现代滨

海城市旅游的发展趋势，从而提高辽宁省滨海休

闲旅游的品位，这样必将带动国内外高层次的旅

游消费需求，而这种高层次旅游消费将使本省滨

海城市旅游产业升级，给本省滨海旅游带来更大

的发展空间、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加大力度开发休闲旅游新产品

1．丰富滨海旅游产品结构体系

丰富滨海旅游产品结构体系，不仅有利于资

源的充分利用，更有利于市场的开拓和旅游淡旺

季差距的缩小，丰富滨海旅游产品，首先要突出

产品特色，特色是滨海旅游出奇制胜的法宝。通

过挖掘本地自然、人文的特色，确立不同于其他

的主题，增强本地区的竞争优势。其次，重温挖

掘文化底蕴，丰富滨海旅游产品的内涵，形成独

特的吸引力，增加游客的体验感，是减少季节性

造成的危害的有效途径。第三，优化滨海旅游产

品结构，以市场为导向，从目的市场、档次等角

度进行优化，提高产品质量，走品牌发展道路。

最后提高滨海旅游产品科技含量，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是实现滨海旅游发展的手段，利用科技可

以促进产品创新，使全省的滨海旅游走上“高科

技、高品位、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2．开发观光度假休养和节庆日类休闲旅游项目

从客源市场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游客在选择

出游景观类型上，偏爱海滩休闲游，游客中喜欢

滨海旅游的占总调查人数的75％，这说明滨海

旅游有较好的客源市场基础，市场潜力非常大。

游客在出游目的上，观光度假仍占主要份额，反

映出滨海旅游产品开发的方向应趋向于观光度

假休养类。所以在发展滨海旅游、开发滨海旅游

产品时可以挖掘和深化空间，即把滨海文化和滨

海生态融合一体，满足滨海游客的多重需求。另

外，由于游客在出游时间的选择上偏向于节假

日、长假和双休日，旅游开发相关部门可利用节

假日的机会安排滨海旅游的节庆项目，让游客在

出游时间里能领略到滨海节庆的内涵，同时可以

提高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旅游收入。

5．发展海上休闲渔业旅游

休闲渔业作为滨海休闲旅游业的一种，需要

大力发展，结合海洋保护区和海洋禁渔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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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渔民实施海洋鱼类资源保护和增殖战略，依

靠多年来掌握的渔具、渔法及渔业习俗，吸引游

客开展海上垂钓、海鲜品尝、渔村观光等多种休

闲渔业旅游活动。通过渔村度假地、民俗村、渔

俗博物馆等多种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大量游客，

从而促进滨海休闲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加强旅游地接待能力

随着旅游者的不断增加，旅游地接待能力应

该随之加强，首先，要重点培训旅游服务业相关

人才，增加旅游从业人数，提高旅游地服务质

量。其次，要提高旅游接待设施建设，尤其是在

旅游黄金周期间，政府和旅游企业部门要提前预

测并协调好，有效利用已有接待设施，做好接待

工作。最后，要重视旅游旺季旅游城市交通承载

量的改善，全面提高旅游地接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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