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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背景下环渤海旅游圈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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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沟通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经济联系、加快环渤海地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工程。长期以来，由于渤海及渤海海峡的空间阻隔，环渤海旅游圈整体

旅游发展水平较低，城市间旅游竞争大于合作，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将有效改善环渤海

旅游圈的交通 “瓶颈”。基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的背景，环渤海旅游圈需要强化圈内旅

游合作机制、提高区域旅游发展层次、完善旅游产品结构、统一旅游品牌形象，从而提升

环渤海旅游圈整体旅游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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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８月，随着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以

下简称为 “渤海通道”）方案正式定稿并上报国

务院，有关渤海通道建设再次成为环渤海地区

及全国关注的热点。渤海通道建设是一项技术

复杂、工程艰巨、投资巨大、效益显著的宏伟

工程［１］。渤海通道建成后将有效缓解渤海西岸

的交通压力，极大地加强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

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较为便捷的物流通道、

能源通道和旅游通道。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

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并逐渐形成具有一定

关联度的环渤海经济圈。但长期以来，由于渤

海及渤海海峡的空间阻隔等原因，环渤海经济

圈并没能形成真正的圈层经济，甚至构不成真

正意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圈［２－３］。环渤海旅游圈是

在环渤海经济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旅游合作

形式，是针对环渤海地区旅游资源特色，并充

分考虑城市、交通和文化等因素而形成的区域

旅游合作平台。由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先天缺陷，

致使环渤海旅游圈明显发展不畅，一直处于较

为松散状态，没能产生较强的旅游合力。

交通基础设施及服务体系是产业经济发展

的前提和先导，交通对产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

拉动作用［４］。交通因子既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的形成中起作用［２］，同时也是区域旅游业发展

的重要变量［５］，更是推进旅游圈构建和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随着胶东半岛经济的繁荣、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渤海海峡日益成为制约环

渤海经济圈崛起的 “瓶颈”［６］。渤海通道建设将

沟通东北、华北及华东等地区便捷快速客货运

通道［７］，降低区际间运营成本，提高交通运输

效率，对于加速渤海海峡两岸及周边地区的经

济和贸易发展起到 “推进器”作用［８］。同时，

也将打破环渤海旅游圈的非闭合结构，从而推

动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发展的东移［２］，实现环渤

海旅游圈空间结构的均衡和稳定。

１　环渤海旅游圈及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１１　环渤海旅游圈

旅游圈既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９］，又是

区域旅游合作的形式与产物，同时也是一种经

济地理结构［１０］。旅游圈表现为更加宽泛的旅游

资源区域的集合，是由旅游客流推动而逐渐形

成的空间区域，即旅游圈是空间竞合关系得以

极致发挥的结果［１１］，旅游圈一旦形成将有利于

旅游产业的优势互补和统一规划建设［９］。旅游

圈的构建应该包括城市圈 （群）、旅游资源、地

域文化和交通区位四大要素［１２］，其中交通区位

是旅游圈构建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旅游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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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具备完善的旅游交通和区位优势。

旅游圈是以一个或多个旅游集散地为核心，

以多个景区为依据所组成的具有一定范围的空

间协作组织。这个组织起来的区域能为游客一

次有效用的出游活动提供足够的产品供应［１０］。

环渤海旅游圈是在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的双重

驱动下，顺应环渤海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

的发展潮流而形成的旅游经济合作区域［１３］。环

渤海旅游圈既是一种产品，也是一种组合的产

品，更是一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存在溢出的组

合产品［１０］。环渤海旅游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环渤海旅游圈是指京、津、冀、辽、鲁

等环渤海省市，也有学者扩展至内蒙古中、东

部盟市及山西省［１４］。狭义的环渤海旅游圈则特

指环渤海地区的１７个滨海城市外加北京所形成

的旅游空间结构和地理结构，即北京、天津、

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秦

皇岛、唐山、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烟台、

威海、青岛和日照等［１３，１５］，涉及辽宁、河北、

山东及北京、天津等三省二市。本文研究对象

为狭义上的环渤海旅游圈。环渤海旅游圈１８个

城市级别不同、地位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但

都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地域文化，符合旅游

圈构建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１２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渤海通道构想最早可追溯至１９９２年，其后

五次被代表提交全国 “两会”，并在 “两会”上

引起较大反响。渤海通道基本构想主要包括以

下３个阶段：第一阶段，修建烟台到大连的铁

路轮渡，实现两大半岛的 “软连接”；第二阶

段，修建从蓬莱至长岛的试验工程，以小通道

带动大通道；第三阶段，在蓬莱和旅顺之间以

跨海大桥和海底隧道相结合的形式，建成便捷

通达的连接渤海南北两岸的交通运输干线［２］。

其中，烟大铁路轮渡已经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正式

投入运营。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９日国务院公布的 《关

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渤海通道工程前期工作。

近期，渤海通道最终方案将以中国工程院的名

义正式上报国务院，渤海通道建设已是指日

可待。

渤海通道建设将使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形

成无缝对接，使环渤海地区半封闭式的 “Ｃ”型

交通网络提升为更加便捷通畅的封闭式 “Ｏ”型

交通体系［２］，从而推动环渤海经济圈的真正闭

合式发展，实现环渤海旅游圈的圈层经济更加

稳定，使环渤海经济圈和环渤海旅游圈成为我

国真正的第三大经济、旅游增长区域。同时，

渤海通道建设还将进一步拉近东北老工业基地、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的空间距离，

实现中国北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２　环渤海旅游圈发展现实需要

２１　区域经济一体化、旅游一体化客观需要

随着我国深度参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及国

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

更大发展空间，原有城市间的竞争逐渐为城市

群间的竞争与合作所代替，区域经济一体化日

益明显，其中，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区域经

济一体化较为成熟的地区。伴随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发展，区域旅游一体化也日益受到重视。

作为区域旅游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旅游

圈逐渐得到全国各地的极大关注，例如大香格

里拉旅游圈、成渝旅游圈、大武汉旅游圈及大

西安旅游圈纷纷建立并取得较好效果。环渤海

地区作为我国寻求区域旅游一体化较早的区域，

由于有渤海阻隔，特别是渤海海峡的空间限制

使得环渤海地区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长期处

于疏离状态。目前，区域内各城市并没能形成

真正的合作，环渤海旅游圈还难以实现跨越式

发展。

在目前全国各地纷纷进行区域旅游合作的

大背景下，环渤海地区更应该充分利用各自优

势，在原有环渤海旅游圈的基础上，积极寻求

深度合作，从而使环渤海旅游圈真正成为环渤

海各城市探寻合作及参与更大范围内竞争的有

效平台。

２２　环渤海地区旅游发展水平亟待提升

目前，尽管环渤海地区部分城市如北京、

天津、大连、青岛、烟台等地旅游发展水平较

高，但相比较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区而言，环

渤海旅游圈旅游总体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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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这种现象与该区域旅游资源富集程度及在

全国旅游发展中的优势地位并不匹配。

表１　环渤海旅游圈各城市旅游业发展指标统计

城市
入境游客

／万人次

国内游客

／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

／亿元

丹东 ４０．１０ ２６４６．１ ２７９．６

大连 １１７．００ ４２６０．６ ６５０．２

营口 １５．６０ １２７９．４ １４７．９

盘锦 ２４．４０ １９５９．４ １７６．４

锦州 ２５．３１ １７０４．１ １５２．６

葫芦岛 ８．８０ １７３６．４ １７６．４

秦皇岛 ２６．４０ ２１０１．０ １７２．８

唐山 ６．５０ ２００１．０ １３０．８

沧州 ２．０１ ６４４．３ ３９．５

北京 ５２０．４ １２８１８．０ ３２１６．２

天津 ２００．４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４９８．８

滨州 ３．７ ８１２．１ ５６．０８

东营 ４．３ ７７４．８ ５６．８

潍坊 ２８．９ ３６０２．６ ３１５．２

烟台 ５４．９ ３８６２．８ ４０２．５

威海 ４１．５ ２３７２ ２５３

青岛 １１５．６ ４９５６．１ ６８１．４

日照 ２５．５ ２４２５．９ １５１．４

　　数据来潮：各城市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各城市统计局网站；各城市旅游局网站；各城市政府网站等．

从表１可以看出，入境旅游方面，北京、

天津、大连、青岛等城市表现突出；国内旅游

方面，北京、天津、丹东、大连、秦皇岛、唐

山、潍坊、烟台、威海、青岛、日照等城市表

现不俗，其中山东城市所占比重较大；旅游总

收入方面，北京、天津、大连、潍坊、烟台、

青岛等城市则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但总体而

言，环渤海旅游圈各城市旅游发展极不均衡，

没能较好地突显自身特色，长期处于低水平徘

徊状态，其旅游发展水平亟待提升。

２３　环渤海地区旅游资源需要重新整合

环渤海旅游圈１８个城市除北京外都属于滨

海城市，但旅游资源却各具特色，例如北京的

古都文化、天津的津卫文化、大连的广场文化

及青岛的啤酒文化等。环渤海旅游圈内拥有世

界遗产５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１４处，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６处，国家５Ａ级景区１６处，国

家级优秀旅游城市３１座。这些旅游资源具有等

级高、品质好及知名度和影响力较大等特点。

目前，这些旅游资源还缺乏有效整合，对于外

地游客特别是远程游客而言没能形成完善的旅

游产品体系和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旅游者在

环渤海旅游圈更倾向于北京、天津、大连、秦

皇岛、烟台、青岛等城市，缺少对其他城市和

景区的有效理解，环渤海旅游圈的整体效益没

能得到较好体现。

环渤海旅游圈的旅游资源整合不足主要体

现在区域旅游产品结构单一、区域旅游形象分

散和旅游城市缺乏合作等方面。在目前区域旅

游合作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下，环渤海旅游圈更

需要从区域旅游高度对各市旅游资源进行深度

整合，使环渤海旅游圈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产

品体系，从而推动该区域旅游共同发展。

２４　交通 “瓶颈”亟待破解

陆桥经济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发展已经跨越

了 “江河经济”与 “海岸经济”阶段，正进入

“陆桥经济”阶段［１６］，所谓 “陆桥经济”是一种

以陆桥运输体系为基础形成的高度现代化国际

经济，具有高度现代化、国际经济、陆桥运输

体系及市场等４个层面的含义
［１７］。

目前，环渤海经济圈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

还比较落后，交通布局不平衡，其中典型表现

即为渤海及渤海海峡阻隔，致使圈内及圈外交

通集中于渤海西岸，造成京津地区交通运力紧

张；渤海海峡则仅靠运力较小的轮船和铁路轮

渡，远远不能满足渤海海峡两岸经济发展需求。

交通因素是旅游圈能否真正运转的重要支撑，

任何一个成熟完善的旅游圈都需要城市间具有

较强的通达性和可进入性。基于环渤海经济圈

及环渤海旅游圈的视角，都亟须尽快破解渤海

海峡交通 “瓶颈”，实现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

“两小时生活圈”，从而推动渤海海峡 “陆桥经

济”的创新型发展。

３　环渤海旅游圈发展路径分析

３１　强化环渤海旅游圈旅游合作机制

环渤海地区旅游合作由来已久。１９８５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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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经济圈协作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环渤海地

区旅游合作议题［１８］，１９８７年，在 “京津冀区域

旅游合作研讨会”上就京津冀旅游合作达成共

识［１９］；其后环渤海地区在旅游合作领域先后经

历过 “环渤海合作机制会议”“环渤海区域旅游

合作联合宣言” “中国北方环渤海１１城市旅游

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环渤海港口城市旅游合作

组织”等旅游合作形式。总体而言，各城市基

于自身城市旅游发展需要，已具有进行旅游深

度合作的迫切愿望和基础。但长期以来，环渤

海地区由于空间阻隔，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旅

游合作体系，各城市间离散状态明显，旅游竞

争明显大于合作。例如２０１３年锦州世界园林博

览会、２０１６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及北京正在

申办２０１９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如果再加上广义

环渤海旅游圈的２００６年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

短时期内在环渤海旅游圈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将

有四届世界园林或园艺博览会，旅游竞争程度

由此可见一斑。

持续、频繁的旅游竞争使环渤海旅游圈旅

游合作机制未发挥较好作用，相反，在环渤海

旅游圈的 “大合作”背景下各城市普遍抱有抢

占先机心态，致使合作形同虚设。环渤海旅游

圈作为环渤海地区的一种旅游空间结构和区域

旅游合作形式，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

并进一步强化各城市旅游合作意识，打破行政

区界线，以 “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原则［２０］，

使环渤海旅游圈成为资源协调、信息共享、文

化共知、体系共建、产品共推、形象共塑的良

性旅游合作平台。

３２　推动环渤海旅游圈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了使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国家曾对珠三

角、长三角等地区给予过较多优惠政策，并使

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升为 “国

家战略”；此后，长株潭经济区、成渝经济区海

峡西岸经济区及中原经济区都纷纷成为 “国家

战略”的一部分。尽管环渤海经济圈 （区）被

纳入 “国家战略”已有多年，并且拥有北京、

天津等直辖市及一批重要工业城市，但相比长

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还

相对落后和迟缓，并未达到其应有的地位和作

用，更没能推动环渤海旅游圈的健康发展。

２０１１年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旅游业发展工

作情况的报告》，正式把发展旅游业纳入国家战

略体系，进一步提升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战略地位。目前，武汉旅游圈已成功纳入国家

发展战略体系，获得来自国务院、国家发改委

的政策扶持，从而使武汉旅游圈得到较快发展。

环渤海旅游圈作为囊括北京、天津、秦皇岛、

大连、青岛等著名旅游城市的区域性旅游合作

组织和空间结构，对我国未来旅游业整体发展

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应通过资源优势、地域

优势等条件，积极推动环渤海旅游圈上升为国

家战略，提升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在国家发

展战略体系内，推出更加合理完善的新型旅游

产品。

３３　促进环渤海旅游圈产品结构完善

环渤海旅游圈地处我国北方经济发展的核

心地带，山地、平原、海岸兼备，气候四季分

明并深受海洋影响［２１］，形成有海洋文化、古都

文化、津卫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关东

文化等多种文化景观，并且汇集众多优秀的旅

游景区和旅游城市，具备形成多种旅游产品的

基础条件。但由于长期的旅游竞争，环渤海旅

游圈内各城市间未形成较为顺畅的合作机制和

体系，“合而不作”现象明显。

区域旅游产品结构来自于区域各城市根据

自身资源优势，并结合旅游者特点及交通而形

成的针对不同旅游者需求的多种旅游产品体系。

环渤海旅游圈可以利用渤海通道建设的现实背

景并结合各城市资源特点，倾力打造 “珍珠链

型”旅游线路［３］，重点推出滨海旅游产品、古

都旅游产品、工业旅游产品、休闲度假旅游产

品及特色节庆旅游产品，在渤海通道建设过程

中还可以适时推出 “渤海通道建设旅游产品”。

３４　树立统一区域旅游品牌形象

我国旅游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过 “资源

驱动”“市场驱动”阶段，现在已进入 “形象驱

动”阶段。形象驱动要求旅游目的地或旅游景

区不再只是简单地罗列旅游资源，而是站在品

牌形象理论高度，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在细分市

场内形成独特的旅游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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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环渤海旅游圈的圈层经济

不甚明显，圈内各城市间竞争大于合作，致使

环渤海旅游圈区域旅游形象模糊，没能形成统

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渤海通道建设将使原来处

于分割状态的环渤海旅游圈形成完整的 “圈层”

结构，其旅游合作基础更加明显和清晰，也更

能从空间和区位上形成环渤海旅游圈的概念联

想。因此，迫切需要根据现有资源优势和区位

优势，形成环渤海旅游圈统一的区域品牌形象，

从而使旅游者更加方便直观地识别环渤海旅游

圈，进一步提升其影响力，使其成为旅游者重

要选择对象。

４　结束语

环渤海旅游圈是基于环渤海经济圈而形成

的一种区域旅游合作平台，尽管有长期的旅游

合作基础，但由于受渤海及渤海海峡的空间阻

隔，环渤海旅游圈发展水平较低。渤海通道的

建设将大大改善环渤海旅游圈交通集中于渤海

西岸的状况，从而为有效提升环渤海旅游圈旅

游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环渤海旅游圈需要

以渤海通道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圈内各城

市旅游合作机制，推动环渤海旅游圈上升为国

家战略，构建完善的区域旅游产品结构，形成

统一的区域旅游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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