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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国内滨海旅游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的基础上，指出未来我国滨海旅游业将会表现出初步发展阶

段与成熟市场的矛盾、打造滨海品牌产品、特种旅游方兴未艾、文化与旅游结合更加突出等多个特征和趋

势，提出了我国滨海旅游研究努力的方向与创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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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滨海旅游研究述评 

滨海旅游研究与滨海旅游开发实践是相辅

相成的，国外滨海旅游开发历史较早，相关研究

成果丰富，研究内容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

国内有关滨海旅游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稍晚于滨海旅游实践，但仍为我国滨海旅游实践

提供了理论指导。滨海旅游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

在区域尺度的滨海旅游资源评价、滨海旅游发

展、滨海环境保护、滨海旅游经济文化影响和滨

海旅游产品开发等方面。  

（一）滨海旅游资源研究 

在海滨旅游开发过程中，对滨海旅游资源研

究是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陈娟[1]、贾跃千

等[2] 根据海洋旅游资源本身属性将其分为自然

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同时又将海洋旅游资

源划分为主类、亚类、基本类型三个层次，在此

基础上提出中国海洋旅游资源特点，并按照海洋

旅游活动的属性形成海洋游憩活动谱系。尹泽生

等对《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

—2003）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了一些说

明，深化了对滨海旅游资源分类、调查、评价的

认识。[3] 

李悦铮、陈砚等[4-7] 以我国特定滨海旅游地

为例，在区域尺度上对滨海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

研究。齐德利[8]、崔红艳[9] 等应用数学方法对区

域尺度的滨海旅游地旅游资源评价进行了尝试。

李培祥、陈君对我国整体滨海旅游资源进行了综

合评价，得出我国海滨自然旅游资源类型齐全、

数量丰富，人文旅游资源历史悠久、品位较高，

滨海气候条件优越、南北互补的结论。[10-11] 

我国滨海旅游地区划研究分为全国和地方

两个尺度进行。范业正等从气候适宜性角度将我

国滨海地带从北至南划分为六个区域，并从气候

等自然条件方面举例分析了我国各海滨旅游带

的适宜旅游期。[12] 陈君[11]、马勇等[14] 选取不同的

指标也对我国滨海旅游资源进行了分区。曲

丽梅 [15]、张广海等[16] 对省级和市级滨海旅游区域

进行分区研究。我国滨海旅游在着眼于旅游业开

发的滨海旅游资源分类、评价和分区等方面的研

究在近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研究尺度层次多，

采取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单因子

和多个因子对滨海旅游资源进行分区，为我国滨

海旅游差异化发展给予了理论指导。 

（二）滨海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研究 

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不同滨海区

域进行了实证研究。杜丽娟等在分析各海滨旅游

地资源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度开发的原则。[6，16-17]

我国滨海城市众多，因此在城市区域尺度上研究

旅游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策略的成果也

多。[18-22] 省级区域尺度上的研究成果数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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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张广海等从区域整合的角度分析了山东省

海洋旅游业的现状，提出了海洋旅游空间、海陆

一体、旅游产品、旅游企业四个方面整合措施，

为滨海旅游区域开发提供了新思路。[23] 基于国家

尺度上的研究成果较少，保继刚等通过对沙滩旅

游资源特点的概括，提出世界沙滩旅游资源的发

展阶段，并分别阐述了它们的特点，在此基础上

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沙滩旅游资源的空间竞争问

题。[24] 

许多论述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文献均

涉及到滨海环境影响及其保护和管理等方面问

题，[25-[27]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对滨海环境保护的重

视。何昉等以深圳市崎头岭为例，提出了海滨山

地度假区拟建项目水土流失预测；水土保持分

区；修建道路、别墅过程中的挖方、填方处理的

具体方案。[28] 张润秋等从环境生态方面阐述开发

滨海旅游资源对沿海地区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并提出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是解决滨海旅

游业开发与保护矛盾的有效方法。[29] 

在滨海旅游开发研究中，对滨海旅游文化资

源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表现和渗透的研究较为深

入，有利于滨海旅游文化创意策划的运作；在滨

海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方面，研究者就滨海旅游

对自然地理环境方面影响提出的解决对策，既有

从系统和整体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措施，也有从生

态工程的视角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指导滨海旅游

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三）滨海旅游经济文化影响研究 

我国滨海旅游业已成为海洋经济乃至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滨海旅游经济问题的

研究成果更多关注滨海旅游业本身的经济发展

问题，而对于滨海旅游业与其它产业的关系研究

较少。李瑛等以北戴河为例，分析了季节性供求

矛盾对海滨旅游度假区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解决

季节性供求矛盾的主要措施。[30] 张广海等通过分

析山东省海洋旅游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产业贡献

度和国际客源市场等地域差异，揭示了山东省海

洋旅游经济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性，提出了构

建山东省三级海洋旅游圈的空间发展模式以及

山东省海洋旅游经济发展对策。[23] 

关于滨海旅游与滨海文化的影响，李蕾蕾在

比较了自然科学（特别是旅游地理学）和文化研

究两个不同视角所建构的两种不同的海滨旅游

空间模式后，指出从文化角度探讨海滨旅游空间

是对传统旅游地理学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接着

在社会建构理论与符号学的分析框架下，讨论了

海滨从“自然空间”转化为“旅游空间”的历史

过程，并以深圳海滨为例，分析指出海滨旅游空

间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建构。[31] 胡荔香在其硕士论

文中，以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为

例，探讨了文化型滨海度假区的开发。[32] 国内学

者更多观注于滨海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在滨海旅

游开发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滨海旅游规划中对文

化的表现原则以及如何应对低俗文化的滋长、对

微观层面的文化交流与演替研究较少。 

（四）滨海旅游游客行为研究 

关于滨海旅游者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

市场调查的客流分布和客源结构两方面，同时也

关注滨海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主客间关系的研究。

李悦铮以海滨城市大连为例，提出发展科学旅

游、特种旅游等平抑客流淡旺季差异的措施[18]。

顾建清等通过对昌黎海滨游客的调查，分析了游

客构成的空间分布、年龄、职业特点对滨海旅游

环境和旅游项目的选择差异。[33] 当前对海滨旅游

主客体间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旅游主体对客

体的作用和旅游主体的行为特征上。缺乏通过案

例分析和定量分析建立各类海岸带游客行为模

式的研究，研究结果的实践应用价值较小。 

（五）滨海旅游产品研究 

无论国内外，滨海旅游度假区在滨海旅游产

品构成中都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关于滨海旅游度

假区的研究在旅游产品研究中受到格外关注。国

内学者从案例分析入手综合可持续发展、城市规

划、海洋学、旅游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通

过对滨海休闲度假区的规划设计、[34-35] 滨海景观

及空间布局、休闲游憩体系、度假区经营管理进

行研究，[36]提出了旅游系统模型、昂谱（RMP）

分析法、社区参与的“双筛法”以及概念性旅游

规划等理论。虽然相关研究为滨海度假区建设提

供了理论指导，但与国外相比研究明显滞后，在

开发实践中出现的诸如低效率重复建设、低劣的

文化品味和旅游开发城市化或房地产化模式等

不良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理论研究滞后有关。 

近两年来，国内学者对海岛旅游进行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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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舟山群岛、[37-38] 海南

岛[39]等具有代表性的海岛旅游地，杨效忠、陆林

等分析了海岛旅游地节点、通道和域面要素，指

出舟山群岛是典型的资源复合型旅游地，提出了

空间结构优化的途经。国内学者重视对海岛文化

研究，陈航等提出应以山、海文化为形象主题，

以海岛的战事文化、宗教文化、历代名人的踪迹

等为重点开展文化旅游[40]；陈烈运用生态景观学

和旅游地理学理论，以茂名市放鸡岛为例，探讨

无居民海岛的生态旅游规划及其发展战略[41]，朱

晓东认为对微型海岛保护和开发模式的选择尤

需慎重。[42] 国内海岛旅游要加强旅游与海岛社会

空间关系等微观领域的研究。  

2005 年后邮轮旅游及相关产业的研究成果

逐渐增多。有关邮轮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

外发展介绍、发展预测、[43] 游客特征及市场预测

等方面。余科辉系统介绍了世界邮轮经济、邮轮

旅游目的地和邮轮母港的概况，分析了邮轮旅游

目的地要素，指出我国港口发展邮轮经济应重点

关注港口自身条件、潜在客源市场、地区旅游吸

引力等几个方面。[44] 张芳芳、郑炜航分析我国游

船业国内市场发展现状，[45-46] 张肖峰提出了现阶

段我国以发展停靠港为主，远期可考虑在少数几

个沿海城市建设邮轮母港的建议。[47] 由于滨海城

市都期望通过发展邮轮旅游给旅游经济注入新

的发展元素，所以关于滨海城市邮轮旅游发展条

件研究也逐渐增多。现有的研究为我国邮轮旅游

发展提供了可行性对策建议和技术保障。进一步

要加强邮轮旅游的理论和技术规范研究。 

二、我国滨海旅游发展现状特征与趋势 

滨海旅游作为全球现代旅游增长 快的领

域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而中国滨海旅游业

的蓬勃兴起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 21 世纪

以来，滨海旅游业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2006

年，我国海滨旅游业收入位居世界前列，全年收

入 4706 亿元，增加值 24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6%，2007 全年滨海旅游增加值 324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9.9%，滨海旅游业迅速成长为我国

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2009 年 12 月，国务

院 42 号文件中把推动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其中发展海洋旅游成为重头，2009

年底，国务院 44 号文件全面提出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开始了中国海洋时代旅游发展的新篇

章。[48]现阶段滨海旅游发展的特征和趋势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初步发展阶段与成熟市场的矛盾 

国外现代滨海旅游发展历史较长，经历了

18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上半叶的起步阶段，19 世纪

末到 20 世纪中叶的发展阶段，20 世纪中叶至今

滨海旅游发展的繁荣阶段。伴随着不同的发展阶

段世界滨海旅游热点目的地也在不断迁移，滨海

旅游业经营模式、客源市场层次、旅游产品结构、

服务设施水平、旅游营销与管理手段经过长时间

的市场培育和选择已经非常成熟。我国滨海旅游

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与国外市场相比消费层次、

消费观念、发展体制不同，目前还仅仅限于国内

市场，真正意义上的滨海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份额

较小；旅游的目的是以游览观光和休闲娱乐为

主，度假游客不是主要群体，高端市场规模尚未

形成，存在着滨海旅游初级发展阶段、中低端的

市场供给和高端旅游需求的错位。 

（二）打造国际级滨海旅游品牌产品 

2009 年底，国务院 44 号文件提出了建设海

南国际旅游岛的设想，具体目标是把海南岛建设

成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其指

导思想是充分发挥海南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按照

国际通行的旅游服务标准，推进旅游要素转型升

级，进一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开发

特色旅游产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全面提升海

南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逐步将海南建设成为生

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独特、社会文明祥和的开

放之岛、绿色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将会带动我

国各滨海区域充分利用自然人文条件，推出一系

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滨海旅游品牌产品。建立在

当地区域特色基础之上的沿海旅游地产品重组

和产品创新，将会打开国际旅游市场，实现滨海

旅游业的升级，加快我国滨海旅游进入全面繁荣

阶段（表 1）。 
（三）滨海旅游主体功能区划与产业布局  

主体功能区划是指在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要素进

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自然环境要素、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生态系统特征以及人类活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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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9 年世界四大岛屿旅游胜地与海南岛、舟山岛

旅游统计数据比较 

岛  屿 

入境旅 

游人数 

（万人） 

旅游外 

汇收入 

（亿美元） 

当地居民

（万人） 

夏威夷 680 100 128 

坎昆 280 32 10 

巴厘岛 360 20 315 

普吉岛 480 20 200 

海南岛 55.93 2.51 864 

舟山岛 22.35 1.3 42 

空间分异为依据，划分出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

的地域空间单元。无论是从国家尺度还是某一区

域讲，我国滨海旅游发展要素都各具特色，在综

合分析的基础上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明确区域

主题功能定位，结合资源特色和发展基础，确定

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

进行旅游企业的 优化布局，有利于制定实施有

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和绩效考评体系。滨海区域可

以分为腹地、滨海、海滨、海滩、海岛、近海、

远海具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和开发主题的地理空

间， 后构建若干集中度大、关联性强、集约化

水平高的滨海旅游产业集聚区，通过对各产业的

整合、集成和引领，发挥滨海旅游业在第三产业

中的核心产业功能作用。 

（四）特种旅游蓬勃兴起 

世界滨海旅游已经进入了消费大众化、产品

多样化、追求个性化、市场层次化、发展国际化

时代，我国滨海旅游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

信息网络化和全球化，面对的却是一个需求多元

化、个性化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我国滨海旅游

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短时间内走完国外滨海

旅游走过的路程，这就要求我国滨海旅游在各个

层面都要在一个高的起点上迈步。目前国际市场

上滨海旅游除了一般的休闲度假、观光娱乐活动

项目外，特种旅游项目更是受到高端市场的追

捧，特种旅游项目指的是娱乐性、参与性强、市

场规模小但稳定、活动专业性强、消费水平高的

旅游项目，代表了一个地区或国家滨海旅游业的

发展水平，像远洋探险、邮轮旅游、海上垂钓、

海底潜游、海上高尔夫、荒岛生存体验等都属于

特种旅游项目，我国滨海旅游在特种旅游项目的

策划和经营上必须到达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与国

际市场接轨，才能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文化与旅游结合将更加突出 

进入 21 世纪以后旅游与文化的结合已经成

为一个新的趋势，旅游业只有通过文化的创新才

能创造出具有吸引力的产品。泰国的普吉岛、印

尼的巴厘岛、墨西哥的坎昆和美国的夏威夷在开

发时如何发掘和整合当地的传统文化（或土著文

化）来丰富和提升度假旅游产品已经为我们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先进经验。坎昆被誉为世界第七大

滨海旅游胜地，据统计到坎昆旅游的外国游客，

三分之一是被玛雅文化所吸引，必到以坎昆为中

心的各玛雅古迹参观。巴厘岛以典型的海滨自然

风光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而闻名，巴厘人信奉印度

教，教徒家里都设有家庙，家族组成的社区有神

庙，村有村庙，全岛有庙宇 125000 多座，该岛

又有“千寺之岛”之美称，以庙宇建筑、雕刻、

绘画、音乐、纺织、歌舞和风景闻名于世。泰国

的普吉岛强调环境与建筑的和谐，所有的建筑物

都体现泰国建筑风格，来营造具有热带特色的景

观环境。风情迥异的文化景观和多不胜数的节日

狂欢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我国滨海地区地域

文化各异，旅游与文化的结合要注重民族海洋文

化与本土历史旅游资源的结合、海洋传统文化与

现代经济发展的结合、民族海洋文化精髓与海洋

生态旅游资源的结合、世界海洋文化共性与我国

海洋文化特性的结合。通过探索文化和旅游结合

的模式与路径，不断创新滨海旅游产品，强化差

异，塑造高质量的滨海旅游品牌产品。 

（六）建设数字滨海旅游平台 

运用高新技术、推广成熟技术、普及适用技

术是未来我国滨海旅游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必

由之路，滨海旅游走差异化、特色化和区域合作

的发展道路，景区信息、娱乐项目策划、旅游市

场营销、网络预订、海岸环境演变监测、区域旅

游政策的制定以及旅游市场的预测，等等，都离

不开信息资源共享，互联网及现代数字空间技术

对整个滨海旅游业起覆盖整合作用，借助于数字

空间技术可以使滨海旅游业多个层面网络化、数

字化、智能化、可视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运作效率，降低运作成本，刷新和拓展滨海旅

游业态。海南三亚为打造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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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数字品牌，把三亚市主城区、亚龙湾度假区、

海坡度假区、大东海度假区完全数字化并搬上互

联网，只要打开三亚三维地图主页，便可对三亚

酒店、景点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交通路线、

餐饮娱乐、购物等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极大的

方便了游客，通过网络进一步提升了其知名度、

美誉度和竞争力。 

（七）生态海洋旅游备受关注 

在滨海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游客旅游的热点

已经从“3S”（sun、sea、sand——即太阳、海洋、

海滩）转到“3N”（nature、nostalgia、nirvana—

—即自然、怀旧、天堂）再到“4R”（reduce、

reuse、recycle、replace——即减少使用、重复利

用、循环使用、替代使用）这三步旅游热点的转

化标志着人类以身体享乐为主的旅游追求转变

为以精神追求为主的生态旅游及注重低碳环保

的生态理念，未来滨海旅游的发展还体现在旅游

的深度开发、体现社会责任、关注民生、注重细

节与精致的人性化旅游、对低碳和生态旅游的关

注以及滨海区域与城市的整合等趋势上。滨海旅

游业未来要加强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建设，进一

步突出海洋生态特色，科学确定旅游环境容量，

促进滨海旅游的持续发展。 

三、我国滨海旅游研究努力方向与创新领域 

21 世纪是海洋经济时代，滨海旅游业将成

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海旅游研究将持

续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在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

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滨海旅游发展的特点和

趋势，我国滨海旅游研究亟待实现以下突破： 

（一）重视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综合运用 

滨海旅游研究应该加强应用海洋学、地理

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行为主义科学、

管理学和旅游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

综合研究，注重研究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畅通研

究数据采集渠道，建立数据信息应用共享平台。

在研究中加强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统计分

析和模型构建定量方法的应用，在 GIS 的支持下

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解释和可视化表达。注重

对典型样本的追踪，建立长时间序列的调查统计

资料库，深化滨海旅游研究。 

（二）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滨海旅游研究涉及领域广泛，在以后的研究

中应注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拓展研究视野，要

重视旅游发展与滨海地区的环境、经济、社会和

文化发展的冲突和协调研究；不断探索文化和旅

游结合的模式与路径创新；重视滨海旅游管理制

度研究，将滨海旅游管理纳入海洋和海岸带一体

化综合管理体系（ICZM）；重视游客在各类滨海

旅游地的行为特征分析，为娱乐设施和服务设施

的空间布局规划提供依据；加强旅游环境质量管

理及旅游影响的预测评估研究；加强滨海旅游要

素市场、运行市场和需求市场研究，分析滨海旅

游者需求特征，注重滨海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策

划及可行性研究和差异性开发；加快推进滨海度

假区、邮轮旅游和海岛旅游研究，满足发展的实

践需要；继续加强滨海旅游资源保护、旅游规划、

海岸带演化、区域合作、滨海城市发展、滨海旅

游危机管理和滨海旅游持续发展研究。 

（三）重视滨海旅游理论研究 

在我国滨海旅游相关研究文献中，相当多的

成果是通过对个别案例分析得出的，带有主观性

和不普遍性，缺少理论层面的归纳和总结，而基

础理论研究文献数量少。与国外内容广泛、完备

的研究体系相比较，显示出国内旅游界“重实践

轻理论”的倾向。世界上滨海旅游发达国家和地

区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研究

成果，应加强与欧美国家代表性的滨海旅游地和

研究机构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借鉴同领域国际发

展经验和研究成果，结合我国滨海旅游旅游发展

特点，注重定量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应用，把宏观

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提高在各个领域的研

究水平，建立滨海旅游理论体系。 

（四）加强滨海旅游地人地关系协调研究 

以区域经济理论为指导，在旅游主体功能区

新思潮的关照下重视滨海旅游经济产业体系构

建和空间布局研究，分析滨海旅游产业与其他海

洋经济产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同时以人地关系地

域系统理论为指导，重点研究由于旅游发展要素

的注入，滨海地区特别是海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的结构特点、演化过程和发展趋向。由于每一处

滨海旅游地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各不相同，在

旅游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要素耦合关系及矛

盾特点各不相同，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力图从空

间结构、时间过程、组织序列、整体效应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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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等方面探求旅游发展背景下的滨海旅游地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和调控的机理。 

（五）滨海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随着滨海旅游发展，我国滨海旅游专业人才

匮乏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海岛旅游、邮轮旅游、

海钓、潜水等特种旅游项目不仅对旅游者有着较

高的专业要求，更需要熟练掌握专业技术的高素

质的专业服务人员，如要求邮轮工作人员需要相

当高的外语基础及服务意识，具备跨文化交际的

能力……。近两年我国滨海城市的部分高职高专

院校相继开设了相关专业，但与滨海旅游大发展

的要求还相距甚远。为此，我国高等教育要加强

滨海旅游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专业课程体系建

设、教材编写等方面的研究，满足滨海旅游对不

同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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