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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可持续发展战略

作者：梁金枝 文章来源：网络搜集 更新日期： 2008-1-10   

    湄洲岛自1988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旅游经济区，特别是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旅游度假区

以来，经过一批又一批拓荒者的奋斗，使这个昔日封闭、偏僻、贫困的小渔岛逐步初具建成规模、开放、

文明、繁荣的国家旅游度假区。每年来岛朝圣、观光、度假、旅游、贸易的人数达百万人次，其中台胞10

万人次。进入新世纪后，作为妈祖文化发祥地、国家旅游度假区、对台文化经贸交流的前沿，怎样审视资

源优势、分析发展潜力，加快建设步伐，走出一条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之路，把湄洲岛建成为风景秀

丽、环境优美、秩序优良、服务优质的旅游度假区，本文拟从战略高度进行探讨。  

    

  一、统筹规划与突出重点  

    

  湄洲岛是一个集宗教圣地、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对台交流为一体的旅游、避暑的胜地。岛上妈祖

庙，千年氤氲、香火鼎盛，信徒成千上万，是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座妈祖分灵庙的鼻祖，被

海外盛誉为“东方麦加”。湄洲岛四面环海，许许多多的海蚀岩经岁月的洗礼，千姿百态、千奇百怪、惟

妙惟肖；黄金沙滩，滩平沙净、夏凉冬暖、气候宜人。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化了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令

游客流连忘返、回味无穷，是休闲度假旅游的好地方。博大精深的妈祖文化内涵和世界性的巨大声誉、绚

丽多姿的自然风光，奠定了进行经济开发的坚定基础。因此，湄洲岛开发建设要充分考虑自身独有的妈祖

文化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作统盘考虑，制定科学总体规划和具体项目的策划，合理调配旅游资源，突出

特色、突出重点。正确处理整体规划与近期规划、长远目标与眼前任务、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关系。

按照高起点、高品位、高水准、特色化、规模化，注重观赏性、参与性、趣味性、休闲性，在总体规划指

导下，做好各个功能小区、景区、景点的开发建设工作。重点做好妈祖山景区、鹅尾山景区、黄金沙滩的

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以及滨海度假资源开发，配套建设形式多样的度假设施。巩固提高世界妈祖朝圣的中

心地位，发展滨海休闲度假旅游，把湄洲岛建设成为环境优美、设施完善、涉外服务发达，具有朝圣、旅

游、观光、度假、购物、对台对外交流等多功能花园式、园林式、有特色的国家旅游度假区。  

    

  二、开发建设与资金筹措  

    

  从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来看，新的旅游资源与已开发资源特色应不相同。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在同一

地方出现，才会延长游客在该地方的游玩时间和增强对该地方的旅游吸引力。 

 

  湄洲岛人口3.7万人，面积14多平方公里，距离陆地最近处只有1.3.海里，拥有大小岛屿16个、海蚀岩

5公里、优质沙滩13条、绵延20公里，是海滨度假、海上观光、海水运动、海岛探幽、海底探险等休闲旅

游、风光揽胜旅游、度假旅游的理想宝地。开发建设要充分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围绕游客“来得方便、

游得开心、住得舒服、吃得高兴、购得满意、玩得快乐、去得愉快”这个主题，立足岛情，突出特色，确

立景区定位，加快旅游产品的开发，努力培育新品。按照建设精品旅游区的要求，精心设计，实施旅游精

品工程，集中力量建设一些上档次、上规模、吸纳量大、文化格调高、自然资源利用充分的旅游新景区、

新景点，并且不断推出更新的热点和更有吸引力的精品、新品。同时还要做好与旅游产品相配套的旅游交

通、旅游购物、旅游餐饮、旅游住宿和旅游娱乐等项目的建设。树立崭新的旅游区形象，以吸引更多的海

内外游客来岛朝拜、观光、度假、旅游，就可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  

  妈祖庙景区开发以弘扬妈祖文化为主旋律，深度挖掘文化内涵，提高民俗文化层次。把民俗文化、历

史传说、建筑格调、景观配置结合起来，使妈祖文化从传统单调的朝圣活动推向一种新颖、高层次的文化

旅游活动。巩固提高世界妈祖朝圣中心地位，增强海内外妈祖信徒的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  

  在南部沙滩周围建设集娱乐、美食、购物、健身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滨乐城和度假村。这样，能延

长游客逗留时间，增加游客人均消费水平。实施旅游景区、旅游沿线的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工程，把新村

建设与旅游点建设结合起来，形成自身特色。小区、新村建设要做到绿树成荫、绿草成毯、布局合理、疏

密有序，点、线、面相互呼应，层次分明、建筑特色与自然情调相映成趣，增强旅游度假区的吸引力。  

  增加旅游景点、项目开发，培育新品。及早把鹅尾山景区内的海龟朝圣小刺猬、海门、双猫戏鼠、石

莲、鲤鱼十八节、妈祖书库等自然景观开发出来，建成石林公园，培育名牌旅游景点。针对台胞来岛人数

多的特点，可建造成集文化、艺术、游乐、度假于一体的“湄洲岛台湾民俗村”。一者使台胞进入民俗村

犹如宾至如归的感受；二者让游客入村能尽情地领略同根同源、同文同俗的台湾文化底蕴。这样做，不但

为游客提供一个新的游乐项目，而且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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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做好道路、港口、码头、交通、供水、供电等配套工程建设。从长远

考虑，应建造跨海大桥，把湄洲岛与大陆连成一体。方便人员、货物进出岛，不受时间、空间、气候等自

然条件限制，还可以从根本解决供水供电、就医、通讯等问题。 

  面向市场，加强旅游商品的开发。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开发一批有特色的旅游商品。在精、特、新、

巧上做文章，提高旅游商品的附加值，满足游客的需要，增加旅游经济收入。 

 

  建立大旅游体系。应以湄洲岛为核心，构建涵盖仙游九鲤湖、荔城广化寺、西天尾南少林寺、大洋永

兴岩等县区的大旅游体系，举全市之力打响湄洲岛这个旅游品牌，通过以上几个景点有机联结起来，形成

集海、岛、山、溪、湖、寺、庙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众于一体的旅游圈，实现湄洲岛旅游产品的延伸和

可持续发展。  

  开发建设必然需要巨额资金，显然仅靠现有资金渠道难以解决。按照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

化、资金运行市场化的原则、内引外联，通过各种渠道融通建设资金。采取政府、部门、地方、民间、社

会团体、金融市场以及外商外资等参与办法。根据国家赋于湄洲岛特殊政策，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资

金投入，用于基础设施、度假村等项目建设；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积极创造条件，

鼓励社会各界、个人参与、联合开发建设或独资建设景点开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发行建设债券；发

挥妈祖文化历史渊源关系，加大招商引资加度，引进港、澳、台的资金投入；积极鼓励外商外资参与开发

建设，还可以应用BOT、TOT等特许权经营方式和项目融资方式参与开发建设。  

    

  三、生态建设与优化环境  

    

  湄洲岛开发建设要坚持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方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把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湄洲岛属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要控制岛上人口数量，全面提高全岛居民

素质，以适应旅游度假区发展需要。要加强旅游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建设，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经营

中建设，使旅游开发同环境保护相互协调与融合。自然景观、人文景等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复原性的，要每

上一个项目都要考虑其引发的环境生态效应，以全面可信的科学评估作为决策依据，防止粗枝滥造。对岛

上固体废弃物、垃圾、污水等“三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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