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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边境旅游发展现状  

    

  吉林省从 1988年开始开展边境旅游业务，虽然几经周折，但在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以及各部门的支

持配合下，在边境地区各方面的协调配合下，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边境旅游不但为边境地区带来了很

好的经济效益，也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提高了整体形象和知名度，特别是“九五”和近几年来，吉林省

把边境旅游作为发展重点，使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2002年共组织接待边境旅游人数近 6万人，2003年尽

管出现“非典”疫情，边境旅游人数也达 5.2万人,2004年边境旅游人数达到 8 万人。目前，在全省 1400多公

里的边境线上，共有边境旅游口岸 10个（实际废止 2 个），为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边境跨国旅游创造了条件。

全省经营边境旅游业务的组团社已达 39家。可以说，边境旅游已经成为吉林省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在繁

荣边疆、繁荣口岸、带动吉林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对俄边境旅游持续发展。  

 

  据统计，2001年-2005年组织中国公民赴俄旅游团队 4,680个，70,208人,组织俄罗斯来我国旅游团队

9,730个，145,832人;2006年 1-10月份组织中国公民赴俄旅游团队 745个，11,168人，组织俄罗斯来我国

旅游团队 2540个,38,088人, 对俄边境旅游持续发展。  

 

  （2）对朝边境旅游已形成相当的规模。  

 

  吉林省对朝边境旅游主要在延边地区。近几年来，延边边境旅游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4年，全

州边境旅游已达到 12.6万人次，占全省边境旅游总量的 90%以上。其中对朝边境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

展的重要产业。目前延边有珲春、沙坨子、图们、三合、南坪等 5 个口岸开展边境对俄、对朝边境旅游业

务，其中珲春口岸为对俄口岸，其他为对朝口岸。经过国家旅游局批准的边境旅游线路有 5 条，经营边境

旅游业务的旅行社有 24家。对朝边境旅游已形成相当的规模。  

    

  2 吉林省发展边境旅游 SWOT 分析  

    



  SWOT分析方法是在 1965年由 Learned等人提出并在战略管理领域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战略分析工具,

即对区域发展有利的内部优势(Strength)、外部机会(Opportunity)和对区域发展不利的内部劣势(Weakness)、

外部威胁(Threat)等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通过 SWOT 分析，可以找出优劣势，扬长避短，达到合理的利

用资源。 

 

  2.1 吉林省发展边境旅游优势分析  

 

  (1)资源优势。  

 

  吉林省边境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从自然旅游资源方面来看,位于中朝两国边界的长白山是东北地区最高

的山地,主峰海拔 2691ｍ,山体纵横面积 800ｋｍ2 以上。长白山风光秀丽,景色迷人,著名的长白山天池位于

山顶,面积 9.82ｋｍ2,群峰环保,天光云影,景色奇特,驰名中外。吉林省东部的古城集安是中国古代高句丽的

国都,有众多的古迹,如号称“东方金字塔”的将军坟、“东方第一碑”的好太王碑、古老的国内城、丸都山城、

千秋墓和太老陵废墟,以及近万座古墓和古墓中绚丽的壁画等人文景观。吉林省的延边州是著名的朝鲜族民

俗风情旅游地,州内的龙井市龙山朝鲜族民俗村已形成旅游产业体系。  

 

  (2)良好的区位优势。  

 

  吉林省位于东北地区的中部。南邻辽宁省，西接内蒙古自治区，北与黑龙江省相连，东与俄罗斯联邦

接壤，东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边境线总长 1438．7 公里，其中中朝边境线 l206公里，

中俄边境线 232．7 公里。最东端的珲春市距日本海最近处仅 15公里，距俄罗斯的波西耶特湾仅 4 公里。

可以说吉林省是名副其实的边疆近海省，边境旅游区位优势明显。  

 

  （3）悠久的历史渊源，良好的睦邻关系。  

 

  政治稳定和睦邻友好是开展边境旅游的重要条件，影响到旅游投资的偏好，开发商的信心和投资走向。

当前，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日渐密切，中俄关系已上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朝鲜一直是睦邻友好

国家，近几年，两国外交关系又取得了重大进展。吉林省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又与朝鲜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民

族习惯，这些都为在边境地区开展边境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2 劣势分析  

 

  （1）边境地区旅游资源散乱。  

 

  吉林省边境地区旅游资源散乱, 各类古迹及一些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景点遍布，但没有形成规模,而这

些旅游资源却散落在 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这种散乱的资源状况造成游客“行大于游”情况。  

 

  （2）边境地区服务设施及服务水平相对落后。  

 

  吉林省一些边境口岸所在地为边境旅游提供的服务设施相对落后,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限制了边境旅

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3 机遇分析  

 



  （1）2005 年，国家旅游局下达了关于大力发展入境旅游，规范发展出境旅游，全面提升国内旅游的

旅游市场发展政策。吉林省边境旅游迎来了发展的绝佳机遇。  

 

  （2）省及地方政府政策支持所带来的机遇。  

 

  吉林省有关部门出台了《吉林省入境旅游扶持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等政策法规扶持和激励全省旅行社

积极开拓国际旅游市场，增强吉林省入境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促进吉林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延边州

及边境口岸所在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边境旅游的发展。  

 

  （3）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遇。  

 

  随着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项目的开展，国家必将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吉林省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

建设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吉林省边境地区旅游交通及服务设施的建设及改善工作，方便旅游活动的

开展。同时良好的投资政策会增强吉林省边境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为边境旅游业发展注入活力。  

 

  2.4 挑战分析  

 

  （1）市场挑战。  

 

  目前吉林省周边的黑龙江、辽宁、内蒙古，许多地区都已开展边境游旅项目,某些地区资源与吉林省具

有相似性，其中黑龙江对俄边境旅游口岸较多，吸引了长春以及周边地区的游客，吉林省边境旅游面临周

边省市的市场挑战。  

 

  （2）通过边境旅游渠道从事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挑战。  

 

  近年来，受境外赌博的诱惑，一些人利用边境旅游管理的漏洞，通过边境旅游渠道从事赌博等违法犯

罪活动，给社会稳定及国家形象带来不好的影响，边境旅游的开展面临一定的挑战。  

 

  （3）历史文物旅游资源保护面临挑战。  

 

  吉林省边境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都是宝贵的旅游资源。但随着岁月的洗礼，一些历史文物等由于

经费的原因年久失修处境十分令人担忧。  

    

  3 吉林省创建边境旅游名省的市场定位  

    

  吉林省边境旅游市场的定位应该以本省市场为基础，大力开发沿海发达地区市场；以韩国、日本、俄

罗斯等国际市场为突破口，积极开拓独联体、东南亚等国家旅游市场。  

 

  （1）国际市场：主要是面向韩国、日本、俄罗斯的边境生态旅游市场。  

 

  （2）国内市场：边境观光旅游产品面对的客源目标为所有年龄段，各文化层次和消费水平的消费者。  

    

  4 吉林省边境旅游的发展对策  

    



  (1)积极开发创新边境旅游产品。  

 

  目前吉林省旅游业缺少具有吉林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和旅游工艺品，应该尽快生产出具有艺术价值同时

具备本地特色的中高档的旅游产品,结合本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积极开发具有地方少数民族特色的各

种新奇性的旅游产品。  

 

  （2）积极促成简化边境旅游手续。  

 

  旅游护照的制作改为由各省集中制作五年有效期的因私护照之后，给吉林省边境旅游带来很大的影响，

应该积极促成简化边境旅游手续，恢复异地办照，使得吉林省边境口岸城市具备边境旅游手续简单、方便

快捷的优势。同时还有利于降低边境旅游价格，提升吉林省边境旅游的竞争力。  

 

  （3）加强对边境旅游市场秩序的整顿工作。  

 

  首先应规范边境游组团社经营行为和领队人员执业行为，加强对边境旅游经营项目和服务质量的监督

管理。  

 

  其次要建立打击通过边境旅游渠道从事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长效工作机制，完善规章制度。  

 

  （4）促进区域旅游协作，加强边境旅游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加强与俄方的合作，促进中俄边境旅游进一步活跃。吉林省旅游局应与俄方对应旅游机构加强联

系,定期举行工作会议,协调解决有关边境旅游的问题；建立与朝方会晤机制，积极推动延伸至平壤和恢复到

平壤的旅游线路，争取新开边境旅游口岸。  

 

  （5） 加强边境旅游市场营销，提升边境旅游产品知名度。  

 

  “内联外拓”是我国发展边境旅游的大战略。“内联”就是边境地区要同国内其他旅游强省强市联合营销，

互相推介，以达到共赢的效果;“外拓”就是指边境省份地区要积极向邻国加强宣传促销，拓展边境旅游市场，

提高边境旅游产品的知名度，扩大旅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旅游。在“内联”方面，吉

林省在加强省内的各地区联合营销的同时，还要注意积极加强与周边边境省市（辽宁、黑龙江等）及沿海

旅游发达地区的联合与合作，不断提升吉林省边境旅游产品知名度。在“外拓”方面，应大力加强对俄罗斯

及韩国市场的促销力度，积极抓住各种机遇到其国内促销吉林省的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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