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皇岛市旅游业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文/张东明 朱书田 

  
  秦皇岛是我国传统旅游目的地，她因美丽的海滨北戴河，雄伟的长城山海关而驰名中外，但随
着周遍地区竞争的加剧，旅游者旅游需求的不断变化，秦皇岛的旅游在新世纪面临着巨大挑战。因
此，客观分析秦皇岛是发展的实际问题，认真研究可行的发展对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秦皇岛旅游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析 
  1. 旅游资源与规划方面的问题 
  “规划水平不高，规划指导不力。”是秦皇岛旅游规划方面最主要的问题。为规划而规划，在
实际开发过程中往往并不按照旅游发展规划的思路进行。最终使得秦皇岛旅游资源开发像一群风格
互不统一的新式建筑，令人眼花缭乱而让人无所适从，缺乏必要的主体性。特别是海岸线的规划与
管理问题尤其突出。 
  126公里的海岸线可以说是秦皇岛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游客来秦皇岛旅游的
主要卖点和闪光点。但目前，管理权限分散，管理意识陈旧，手段落后，特别是海滨浴场的开发、
规划与管理各自为政，随意性较强，是海滨的资源优势没有的到充分发挥，损害了秦皇岛的旅游形
象。导致了严重的旅游环境问题：北戴河海滨地区因游人过多引起的垃圾污染、海滩资源破坏和海
水污染比较严重；南戴河地区因建设无序引发的建设污染严重；黄金海岸因滑沙引起的海沙资源破
坏严重。因此，必须实施合理规划和有效管理。 
  2.人力资源与旅游业的发展方面的问题 
  (1) 旅游系统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学历、职称和持证上岗率低。 
秦皇岛市旅游从业人员的学历水平较低，大多为高中及中专、大专学历，职称水平更不乐观，初级
占到一半以上。这说明从业人员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远远不能满足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的要求。
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将严重制约着秦皇岛旅游业的发展。 
  (2) 各类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比较低，整体素质和能力比较差。 
秦皇岛旅游业的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标准程度，服装、仪表的美感舒适程度，以及服务工作规
范化程度等，普遍较低。这是秦皇岛因旅游环境难以“留得住人”和游客“回头率”低而造成游客
低消费和少消费的症结所在。 
  3. 旅游市场与旅游产品方面 
  (1)秦皇岛客源市场的分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吴必虎博士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表明：城市的一级客源
（由城市出发的本地居民）的80%市场集中在距城市500公里半径的范围内；城市的二级客源（由城
市出发的非本地居民）的出游半径主要局限在250公里的范围内。城市居民出游率随出行距离变化
的曲线被称为“吴曲线”，该曲线反映了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出游市场随距离增加而衰减，
80%的出游市场集中在距城市500公里以内的范围内。 
  据相关资料显示，2003年秦皇岛的主要客源地排前五位的依次是：北京、河北、天津、东北三
省、内蒙古。由此看来，秦皇岛客源市场分布与吴必虎博士的“中国城市客源市场的空向分布规
律”的宏观理论基本一致，应该说秦皇岛的客源市场基本上是符合国内的普遍规律的。但同时也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秦皇岛旅游市场面临着与周遍地区现实和潜在竞争。 
  (2)秦皇岛旅游产品的分析 
  秦皇岛目前的旅游产品存在着很大问题。据有关数据表明，70%左右的游客来秦皇岛的目的是
观光，说明近一半的游客还是来消费传统、老套的旅游产品。消费如此低廉，停留时间又很短，又
很少购物，说明新兴的最时尚的旅游产品如生态（农业）旅游、工业旅游还没有开发出什么成熟的
项目和产品，纵然开发出新的项目、景点，如北戴河集发农业生态示范园、昌黎葡萄沟观光园，但
游客光顾的并不多。到过的游客参观游览后，大多认为缺乏特色，很难激起下次再来的兴趣。另
外，可以说，商务旅游是秦皇岛旅游业的空白点，这主要是秦皇岛目前还没有设施完备、功能齐全
的国际会议中心（会展中心）造成的。由此看来，多元化、多层次的客源市场与缺乏多功能、多档
次、多品质的旅游产品是制约秦皇岛旅游业向深度、广度发展的致命性约束。如果秦皇岛的旅游产
品没有特色、没有文化品位，跟不上时尚潮流，开发不出新的项目、线路，则只能在周边地区可替
代产品的竞争压力下逐步落伍而遭淘汰。 
  二、秦皇岛旅游业发展对策浅析 



 

  秦皇岛地区富集的旅游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为把旅游业建设成为本区域国民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出现的问题也可能成为制约秦皇岛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对于上述
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1.制定统一的旅游区域规划 求得发展的新生机 
  曾有学者提出“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的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个提法是否准确可以讨论，但
旅游资源确实是必要的和基本的要素。因而，进行规范、彻底的旅游资源普查以摸清家底为振兴秦
皇岛旅游业的当务之急。组织有关部门和市内外的专家对秦皇岛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进行多
层次研究，做出比较详尽的和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秦皇岛旅游业发展规划，这对21世纪秦皇岛旅
游业的发展是非常需要的。如何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大有文章
可做。科学、完善的旅游业总体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对一个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比
如，成立专门的海岸线管理机构，对秦皇岛的海岸线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保
护，按照高标准要求拆除沿海违章建筑，修缮环海公路，美化临海景观，实施具有国际水平的标准
化浴场管理，为游客在海岸和海上游览、观光、休闲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结束目前
这种混乱状态将指日可待。 
  2.尽力和尽快提升秦皇岛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 
  秦皇岛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低、结构差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秦皇岛尽管是我国首批十四个
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但与其他开放城市相比经济较为落后，文化较保守，观念较陈旧，商品经济意
识差，对新鲜事物容易产生排斥心理，并且有看不起服务业从业者的倾向，这些是与市场经济开放
性要求极不适应的。 
  而要解决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学历、职称、素质问题的核心，应该是借助当前国内教育产业化
的东风，走旅游职业教育集团化的道路。通过政府主管部门（如市旅游局和市教育局等）将企业
（饭店、旅行社和旅游景区〈点〉）和学校（职高、技校、中专、大专、本科等不同层次）组织起
来，根据人才需求的预测，按需培养，内外（校内外）结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配置教育资源，以
便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类旅游行业的工作人员和中高级管理人员。 
  3.开辟工业旅游、生态旅游等新兴旅游产品 
  (1)秦皇岛地区可以开辟的工业旅游产品 
  秦皇岛不仅是全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名城，也是我国著名的能源输出港和玻璃生产基地。秦皇岛
港始建于19世纪末，现为中国第五大港。秦皇岛的政府所在地——海港区的城市建设就是随着港口
的发展而起步的。秦皇岛还素有“玻璃工业城”之称，是中国最早兴办玻璃工业的城市之一，至今
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此外，坐落于山海关区的山海关桥梁厂和船厂也是秦皇岛市内大型企业。前
者始建于1893年，已有百年历史，曾制造举世闻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和金沙江大桥的
钢梁。后者是中国主要修船基地之一。还有，昌黎华夏干红葡萄酒业、渤海铝业有限公司等等也是
有旅游文章可作的著名企业。 
  因此，秦皇岛开展工业旅游是非常有条件的。例如,可以利用秦皇岛港经济的优势，大力发展
港区工业旅游，开发包括港区参观、接待、港口文化展示、海上旅游为主要内容的秦皇岛港一日游
产品，一定会收到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秦皇岛地区可以开辟的生态旅游产品 
  被誉为中国的“夏都”的北戴河，拥有中央和各部委、各省市修建的三百多家休、疗养院，医
疗、保健设施相当完善，这也可看作是发展生态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以长城与秦皇岛北部丰
富的山林资源为依托，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发展观赏、探险、健身、科考为重点的旅游项目应该是
大有文章可作的。秦皇岛地区除三个城市区工业相对发达之外，其他四县基本上是以农业人口为
主，从事农产品种、养、加工是当地区域经济的主要特色，开发生态旅游是完全大有可为的。整个
秦皇岛所辖地区森林覆盖率高，湖泊、江河水源丰富，又有各式各样的地质、地貌，只要规划科
学、措施得力、策划及时，加上旅游人才培养，就一定可以发展成具备规模效应的较高文化品位的
生态旅游示范区。这也是秦皇岛市旅游业有否后劲和潜力的关键环节。 
  (3)进一步丰富旅游内涵 把旅游产品做宽做广 
  为适应现代旅游发展的要求，秦皇岛旅游业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外延，发挥秦文化、
长城文化等底蕴丰富、商贸地理位置优越，特别是近年来秦皇岛建设体育名城，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等优势，做大旅游“套餐”和品牌，做长旅游产业链条，走“文旅结合、商旅结合、体旅结合、工
旅结合、教旅结合”的路子，通过产业之间的互融互动，丰富内涵，扩大规模，增加收入。 
此外，还必须围绕大海做文章，突出海滨资源特色。大海是秦皇岛最为重要、最为宝贵、最为特色
的旅游资源。做足大海的文章，才能创造出别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在国内国际旅游市场上增强竞争
力。其实，南戴河娱乐中心的成功开发就说明了这一点。 
  (4)丰富旅游线路 发展旅游购物  
  从游客消费结构表中，我们了解到，游客的消费水平普遍较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丰富旅
游产品的种类，大力开发具有秦皇岛特色的长城旅游、度假旅游、农业生态旅游、学生夏令营、老

 



年保健旅游、观鸟旅游的特色旅游线路，通过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富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旅游活
动，延长旅游者在秦皇岛的滞留时间，增加旅游消费水平。 
  购物消费在旅游产业链条中是弹性最大、也是潜力最大的一个方面。所以，应该做好旅游购物
的文章，发挥旅游购物对旅游经济的拉动作用。一是要丰富特色旅游商品种类，依托秦皇岛的长
城、港口、海滨、军事要塞等资源特色以及现有的特色食品、农产品，大力开发符合游客需求的旅
游商品；二是要加快旅游专业商场、购物场所建设。结合旅游资源分布特点，认真研究旅游购物专
营商场的布局，对山海关、海港区、北戴河、南戴河等主要旅游景区的旅游购物商场的建设，应按
照市场要求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作者单位：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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