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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世界

上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 [1], 滨海地区更是旅游

资源丰富的地带, 已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地

区之一 [2-4]。烟台市作为国内较为典型的滨海城市 , 

已有较多关于其旅游业发展方面的研究, 但基本是

以烟台市区为研究对象, 且主要是集中在传统的海

洋旅游、葡萄酒城旅游等方面[5-6], 缺乏将烟台市区

及其所辖的县市作为一个旅游共同体的相关研究 , 

更缺乏对颇具发展潜力的农业旅游方面的研究和宣

传。烟台市所辖的县市区均有着较丰富的旅游资源, 

尤其是农业旅游资源, 农业旅游研究在国内早已开

展, 具有“农游”合一特殊性质的农业旅游正在进入

规模化发展的新时期[7], 在这一背景下, 烟台市应重

视境内颇具潜力的农业旅游资源, 以突出和丰富自

己的旅游形象定位。同时, 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开发

建设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等利好政

策的影响, 加之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日渐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加以改善, 烟台市的

旅游业发展势必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基于此, 本文

介绍了烟台市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分析了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 最后提出了几点对策 , 以期为烟台

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参考。 

1  烟台市旅游资源类型与旅游业发

展现状 

烟台市是山东半岛东北部重要的滨海城市, 濒

临渤海和黄海, 含芝罘区、蓬莱市和长岛县等 13 个

县市区, 地理位置 36°16′~38°23′N, 119°34′~121°57′E, 全

市总面积 13 745.95 km2, 其中市区面积 2 643.60 km2。属

温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 651.9 mm, 年平均气

温 11.8℃。全市海岸线总长度为 909 km, 其中大陆

海岸线总长702.5 km, 约占山东省海岸线总长度的1/5, 

海岛岸线长206.62 km, 全市共有海水浴场14个, 海岛

63个, 发展海洋旅游业的自然条件较好。 

我国的海岸类型可分为河口岸、基岩岸、砂砾

质岸、淤泥质岸、珊瑚礁岸、红树林岸 6 种基本类

型[8], 其中, 拥有迷人沙滩风光的砂砾质海岸带地区

最受广大游客的青睐 , 旅游业开发得也最为成熟 , 

余下的几种海岸类型随着游客对其逐步了解, 也正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烟台市的海岸类型以

砂砾质海岸为主 , 间有少部分的基岩海岸 , 非常适

合于滨海旅游业的开展。烟台市其它旅游资源也较

为丰富多样, 涵盖了自然风光、人文建筑、民俗文化

等多种旅游资源类型(表 1)。 

表 1 中所列举的基本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目前

烟台市主要的旅游资源类型, 可归纳为以下 6大部分: 

(1) 海滩与海岛旅游; (2) 生态山林旅游; (3) 民俗与

宗教文化旅游; (4) 高尔夫休闲旅游; (5) 葡萄酒城旅游; 

(6) 温泉旅游。烟台市旅游业已发展成为第三产业的

龙头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旅游业发展较为成

熟的当属蓬莱市、长岛县、芝罘区和龙口市境内的部

分景点。近些年来, 烟台市先后荣获了“国家园林城

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魅力城市”、“联

合国人居环境奖”等荣誉称号, 这些成绩和荣誉称号的

获得也标志着烟台市旅游业发展的成就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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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烟台市旅游资源分布 

分布市区 旅游景点 可开发产品 

蓬莱阁景区 
先后被评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全国首批 5A级旅游区等。有仙阁凌空、海市蜃
楼、日出扶桑等蓬莱“十大胜景”。 

蓬莱海洋 
极地世界 

汇集了从赤道热带雨林到北冰洋极地世界各地珍稀海洋生物千余种, 是一处集观
赏性、娱乐性和反映海洋文化、海洋科技为一体的综合性展馆。 

南王山谷 世界第七大葡萄产区, 年产葡萄酒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是一处集葡萄种植、酿造
加工、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生产观光园。 

蓬莱水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和目前唯一的船舶发
展陈列馆。主要景点有戚继光纪念馆、八仙幻宫、水师府等。 

蓬莱市 

崮 山 有“胶东小华山”之美誉, 有龙兴寺和多处刻石及古代屯兵足迹等景点。 

毓璜顶公园 有小蓬莱之称, 保留完整的元代古建筑群, 可俯瞰烟台市区。 
芝罘岛 中国最大、世界上最典型的陆连岛, 海蚀地貌较为发育。 
崆峒岛 烟台市区第一大海岛, 有天然海水浴场和十几个小岛屿。 
烟台市博物馆 原称福建会馆,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闽南特色的建筑风格, 雕刻艺术融东西

文化与南北方风格于一体。 
西炮台公园 我国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古炮台之一。 
张裕博物馆 张裕酒文化的百年历史, 山东省政府和烟台市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烟台山公园 “烟台”一词的发源地, 有墩台灯塔等景点。 

芝罘区 

塔山游乐城 烟台市最早的主题公园。 

元亨园 大型综合性旅游度假园区。 莱山区 
竹林寺 胶东半岛唯一具有民族风格特色且香火旺盛的名胜古刹。 

烟台农博园 以“农业科技旅游”为主线的农业观光旅游景区,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和“烟
台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福山区 

王懿荣纪念馆 省级优秀社会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养马岛旅游区 省级旅游度假区, 有“皇家养马岛”之美誉。 牟平区 
昆嵛山 国家级森林公园, 省级风景名胜区, 道教名山。 

开发区 金沙滩旅游区 山东省第一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有秦始皇东巡宫等景点。 

丁氏故居 完好的四合院式建筑群, 为研究北方民居的实物资料和参观游览胜地。 
南山旅游景区 国家首批 4A级景区之一,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主要景点有南山大佛等。

南山国际高尔夫球会更是娱乐度假的好场所。 

龙口市 

屺姆岛 水清沙细, 海滩优质。有将军石等景点。 

毛纪墓 历史名人纪念景点, 莱州市重要旅游景点。 
大基山刻石 有历代摩崖刻石 24处,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寒同山神仙洞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雕塑较多, 可赏深秋枫叶。 

莱州市 

云峰山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历代刻石 37处。 

招远市 罗山国家 
森林公园 

国家级森林公园, 森林氧吧。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游客参与的“黄金旅
游”较具特色。 

蚬河公园 以梨树为主题, 展示莱阳市地方特色的综合旅游景点。 莱阳市 
莱阳市博物馆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珍藏有多件国家级珍贵文物。 

万米银滩 非常优质的天然海水浴场。 海阳市 
云顶风景区 天然氧吧, 有江北最大的竹林和丰富的植被景观类型。 

牟氏庄园 我国北方规模最大、保存完整的封建地主庄园。是一处具有胶东民居特点的套院式
建筑群体, 被誉为“胶东民俗博物馆”。 

艾 山 山上可览蓬莱、龙口、栖霞三市概貌和渤、黄二海风光。艾山林场被列为省级森林
自然保护区。栖霞“艾山汤”温泉旅游, 享有盛誉。 

栖霞市 

牙 山 被誉为天然氧吧。有山东省内面积最大的天然藤本林。 

庙岛群岛 有 32座岛屿组成, 有“海上仙山”的美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庙岛天后宫 陈列有历代航海工具, 有长岛航海博物馆等景点。 

长岛博物馆 仿古园林建筑。陈列有万件历史文物, 有很重要的历史和研究意义。 

九丈崖景区 有一道、二湾、三崖、四台、五洞、六礁、七石和海底世界等。月牙湾盛产中国四
大名石之一的球石, 地质公园为重要科普教育基地。 

长岛县 

仙境源风景区 
有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景区内的烽山公园为国家候鸟保护中心和青少年
科普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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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所列举的旅游资源虽然很丰富, 但目前

基本上是“各自为战”, 缺乏在整个烟台地级市层面

上将旅游资源的高度整合与统一宣传。国内也有着

多个像烟台市这样拥有优质沙滩的滨海城市, 烟台

市如何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打造出自己的

品牌特色, 进而保证烟台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烟台市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不足 

烟台市与国内 13个滨海旅游城市(大连市、秦皇

岛市、天津市、青岛市、连云港市、南通市、上海

市、宁波市、温州市、福州市、广州市、湛江市、

北海市)相比, 其旅游业发展和旅游竞争力均处于中

低下水平 [9], 是旅游业发展水平一般的滨海旅游城

市。与连云港市、南通市、温州市、湛江市、北海

市等滨海城市相比, 目前烟台市的旅游业发展水平

要优于这几个城市, 这些城市旅游业发展水平较为

落后的原因, 基本可归纳为旅游资源还不够丰富、地

理位置较为偏远、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较为落后等。 

烟台市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虽然要高于上述的 5 个

级别基本差不多的滨海旅游城市, 但与国内的诸多优

秀旅游城市相比, 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旅游统计

年鉴, 2005~2009 年)。作为沿海城市, 烟台市与国内大

部分的沿海城市旅游业发展一样, 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 

海洋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所占的比重较大, 

海洋亲水项目缺乏自己的特色和主题[10], 发展观念

上, 受传统意义上的海洋旅游业发展思想束缚较大, 

旅游业发展过于依赖海洋, 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程

度也还不够, 缺乏对区内其他的丰富旅游资源的开

发与整合 , 更缺乏将邻近区域内的众多旅游景点 , 

打造成一个旅游业发展综合体这一思想的指导。烟

台市与同为滨海旅游城市的近邻大连市、青岛市相

比, 差距更是很大(图 1, 据文献[9]修改而成), 以衡

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旅游业收入

和游客数量为例 , 烟台市在这两个指标上 , 与青岛

市、大连市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表 2), 烟台市入境

游客数量仅占大连市或青岛市入境游客数量的

1/3~1/4 左右。众所周知, 大连市与青岛市的旅游业

发展水平与国内众多旅游城市相比, 也是位居前列

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2005~2009年), 二市成功的旅

游业发展模式和经验非常值得烟台市学习和借鉴。 

 

图 1  烟台市与大连市、青岛市旅游指标 
 

表 2  烟台市与大连市、青岛市旅游业外汇收入及入境游客数量对比 

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入境游客数量(万人次) 
年 份 

烟台市 青岛市 大连市  烟台市 青岛市 大连市 

2005 10 479 29 182 35 000  14.91 52.25 52.00 

2006 13 207 41 493 40 000  18.51 68.44 60.00 

2007 16 590 54 262 46 500  23.97 85.45 70.00 

2008 22 950 67 507 58 125  30.70 108.00 84.00 

2009 26 708 50 030 65 835  35.21 80.08 95.00 

据文献[11]整理 
 

据图 1和表 2提供的旅游资源和有关数据, 并结

合 2009 年 9 月至 10 月进行的为期 1 个月的从上海

崇明岛经江苏沿海三地市(南通市、盐城市、连云港

市), 山东省日照市、青岛市、威海市, 最终至山东省

烟台市的沿海野外实地考察及旅游调查问卷的几点

感想, 笔者以为烟台市目前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主

要存在着如下问题, 可归纳为旅游形象定位不突出、

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宣传力度不够三大方面。

其中, 在旅游形象定位方面指出了烟台市目前仍缺

乏对海洋旅游资源更深、更广层面的开发, 这一不良

现状难以保证烟台市海洋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更

不利于烟台市旅游形象定位的丰富和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则涵盖了旅游景点的自然环境保护、相

关部门的协调运作及海洋旅游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的完善、旅游管理及服务水平的提高等保证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12]。这三个大的问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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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好了 , 烟台市的旅游业做到可持续发展 , 是绝对

可以保证和实现的。 

2.1  旅游形象定位不突出 

旅游业的发展要面对国内其他有吸引力的旅游

城市的竞争 , 所以必须要确定自身的城市形象 , 形

成自己的特色。目前, “足球之城”和“服装城”大

连市、“品牌之城”青岛市等在旅游品牌打造方面均

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而烟台市在自身旅游形象品牌

塑造方面则显得较为落后和不足。烟台市虽然有着

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 但国内好多滨海旅游城市也

具备这些海洋旅游资源, 也都在着力发展以“阳光、

沙滩、大海”为主题的“3S”旅游, 这也导致了烟台

市与这些滨海旅游城市间旅游形象的差异很小, 难

以在国内滨海旅游城市中脱颖而出。过于依赖较浅

层面上的海洋开发, 缺乏了对海洋旅游资源更深、更

广层面上的开发, 难以保证海洋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 也难以突出烟台市的旅游形象定位。虽然李世泰

等人提出将烟台市打造成国际葡萄酒城并以此作为

烟台市的形象定位[6], 但结合 2009 年沿海考察中的

旅游调查问卷及游客访谈来看 , 起码目前 , 这一旅

游形象定位还不够鲜明 , 不是很成功 , 烟台市仍需

加大对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 开发境内

其他的特色旅游资源或产品, 来完善和突出自身的

旅游形象定位。 

2.2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有待继续完善 

旅游业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产业, 它需要满足

游客各方面的需求 , 单靠资源优势远远不够 , 更需

要完善各方面的配套工作,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就是

重中之重。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涵盖多方面, 既包括传

统意义上的硬件方面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更涵盖

了旅游服务、旅游管理等软件方面的建设完善, 其中

软件方面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目前, 部分景区(点)

还存在着管理水平低、服务质量不高、对旅游区的

自然环境保护不够、各部门的协调程度不够、旅游

业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缺点, 急需

改善。 

2.3  宣传力度还不够 

通过 2009年沿海地市野外考察的旅游调查问卷

中的 2 个选项(“你目前已经去过的滨海旅游城市”

和“未来最打算去的滨海旅游城市”)的调查结果分

析得知, 烟台市与青岛市、大连市、三亚市等热点滨

海旅游城市相比 , 知名度的差距非常大 , 很多被调

查问卷者和访谈者都不知道烟台市哪种旅游业比较

出名, 甚至有些内陆的游客竟然不知道烟台市属于

哪个省份及具体的地理位置。这也很好地反映出为

什么烟台市的国内外游客数量远远少于青岛市和大

连市这一现状, 充分说明了目前烟台市旅游业的宣

传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3  烟台市旅游业未来发展方向 

针对目前烟台市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 , 烟台市旅游业未来发展 ,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

起: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大力开发颇具潜力的

农业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海洋旅游资源和打造葡萄

酒中心 , 以突出和完善旅游形象定位; 加大旅游宣

传力度; 充分利用好所处的良好区位优势及国家与

地方政府的一系列利好政策等。这些措施将是提升

烟台市旅游业发展水平, 促进烟台市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保证。 

3.1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已有研究指出, 旅游交通、服务和设施等因素是

影响来华外国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13], 

实际上, 这些都属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范畴。烟台市旅

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善: 

(1) 城市建设。主要包括合理的城市规划、人居环境

建设等。合理的城市建设和适宜的城市环境会使身

处其中的人心态得以较好的放松和休息, 游客会流

连忘返, 甚至再次来此旅游。(2) 旅游交通。这是一

个城市旅游业的窗口, 若乘坐舒适且独具地方特色

和民族风格的交通工具 , 可为旅游活动增添色彩 , 

更可让游客印象深刻。(3) 旅游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

服务水平。这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 要对旅

游业相关机构的从业人员定期进行资质培训, 提高

其素质和业务水平, 更好地服务于游客。(4) 旅游业

信息系统。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 对旅游业而言, 

网络必将会给旅游者带来深刻的影响[14]。应加强在

旅游景点的服务状况、服务质量等反馈信息系统方

面的建设, 更应及时、认真对待游客提出的各种意见

或建议。(5) 有关部门要协调合作, 科学规划与管理, 

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要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是关键 [15], 也能保证旅

游资源的永续利用 , 各相关部门应协调合作 , 制定

并切实执行相应的旅游景点环保法律及政策, 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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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有效的管理办法, 逐渐把海洋旅游的开发及管理

纳入法制化轨道, 杜绝无序、无度的开发活动, 合理

有序的开发, 可保证海洋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2  突出形象定位 

旅游地形象定位是当地旅游开发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 形象的塑造是提高其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重要基础[16]。结合 2009年的沿海地区旅游调查问

卷及访谈结果来看, 将烟台市定义为葡萄酒中心这

一定位显然还不够鲜明, 还要进一步丰富和突出自

己的形象定位。作为滨海旅游城市, 烟台市在深度发

展海洋旅游业方面, 可大力发展多种类的海洋旅游

活动, 推出多元化和精细化相结合的海洋旅游产品[17], 

丰富海洋旅游内涵, 提高“科技兴海”的贡献率等, 

进而很好地将烟台市的城市特色、人文特色、历史

文化等与海洋自然景观结合起来, 充分利用好丰富

的海洋旅游资源, 确立起自己不同的海洋旅游特色, 

以区别于其他的滨海旅游城市, 完善和突出烟台市

的海洋旅游形象定位。 

在农业旅游发展方面, 烟台市有“中国苹果第一

市”栖霞市, “梨乡”莱阳市, “大樱桃之乡”福山

区, 有着“中国北方水果之乡”的美誉, 果业资源极

为丰富, 具备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以栖霞苹果、莱

阳梨和福山大樱桃为主的农业旅游资源是十分值得

宣传的、极具发展潜力的优秀旅游品牌, 加之烟台市

政府部门也已开始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建设和农业旅

游发展, 农业旅游资源的开发前途非常看好。何况目

前烟台市农博园在农业旅游方面已做得较为成功 , 

可以将其成功经验加以推广, 在农业旅游方面大做

文章, 以丰富烟台市的旅游形象定位。 

烟台市旅游业的形象定位改变可在现有的仅限

于市区格局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特大型海滨城市, 亦

即, 把烟台市辖区内的县市区组建成一个统一的旅

游共同体, 在丰富和突出海洋旅游特色、建设成葡萄

酒中心的同时, 更应加大农业旅游、生态游、民俗文

化游等方面的开发力度, 尤其是对潜力巨大的农业

旅游资源的开发, 这样的一个旅游共同体的影响力

会更强大, 旅游形象定位也将会更加鲜明突出。 

综上述, 烟台市新的旅游形象定位可大致概括

为: 继续开发和完善海洋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进

一步建设、完善葡萄酒中心; 高度重视并开发极具潜

力的农业旅游资源, 尤其是果业旅游资源等。最终将

烟台市打造成为一个旅游资源齐全、沿海与内陆同

步开发、兼具时尚与休闲特征的滨海旅游大市。 

3.3  加大宣传力度 

目前 , 我国的旅游业仍是政府主导型行业 , 一

系列的制度与政策对旅游业的发展影响很大 [18], 烟

台市政府应充分利用比赛、杂志、媒体等传播机构, 

举办多种宣传活动来提升烟台市的知名度, 进而促

进烟台市旅游业的向前发展。张捷认为, 良好的区位

优势和有利的政策扶持是地方会展旅游的基础, 可

以提升当地的知名度 [19], 近些年来, 烟台市先后承

担过 APEC 投资博览会、果蔬博览会等一系列重大

的国际、国内会展,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宣传

机会。 

烟台市既然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尤其

是农业旅游资源方面更是独具特色, 何愁引不来凤

凰呢？但如今已不是“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 

自身不对外宣传, 众多的潜在游客是不会来烟台市

旅游的 , 唯有加大城市和旅游业宣传力度 , 才有可

能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烟台市旅游。在地方政府的

官方宣传之外, 相关部门可利用合适的媒体和载体

进行针对烟台市及旅游业方面的宣传, 如电视广告、

广播宣传、长途汽车车身喷绘、随车(机、船)DVD

宣传和旅游景点介绍免费杂志赠阅等一系列措施。 

3.4  利用好区位优势和利好政策 

烟台市是我国环渤海地区和东北亚黄海经济圈

的重要城市 , 位于多个经济圈的交汇地带 , 良好的

区位优势及国家、山东省的一系列利好政策, 势必会

促进烟台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而

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建设的改善也肯定会给旅游业的

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烟台市以黄金水道沟通山东、

辽东两大半岛 , 烟台至大连的海上运输 , 是山东半

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最便捷、最重要的通道, 被誉为海

上“黄金通道”,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会大大增

强山东在东北亚经济圈的区位优势, 而作为转运枢

纽的烟台市地位更是十分重要 [20], 也使得烟台市与

青岛市、大连市等环渤海城市有可能形成一个旅游

共同体 , 那样形成的旅游城市群功能会更加完整 , 

竞争力也会更强 [21], 烟台市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自然

也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烟台市还是辐射华南地区及中原内陆, 并且是

上述地区连结韩国、日本等地的国内唯一最短水路

中转枢纽站 , 同三高速公路的建成 , 则使烟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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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陆路枢纽, 成为沟通海内外联系的桥头堡、

重要的物资集散及中转地。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不

仅提升了烟台的交通战略优势和经济价值, 更会使

得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烟台市 , 而处于亚太经济圈

这一区位优势 , 则会吸引到更多的国外游客来烟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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