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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和中国加入WTO的有利

形势下, 旅游业已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此作

为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 ) ) 旅游资源, 尤其是滨海

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自然倍受关注。因为滨海地区

自然风光秀丽, 气候宜人,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捷,

经济基础雄厚, 同时作为中国开放的前沿阵地, 其旅

游经济的大力发展, 不仅可以牵动其他各行业和促进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而且有利于集资创汇, 增强综合

经济实力。因此如何有效开发滨海旅游资源, 促进滨

海旅游业的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辽宁省具有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 其开发利用程

度无论对本省, 还是对中国东北地区皆有深远的影

响。自 1986年至今先后有学者对辽宁省滨海旅游资

源的开发程度进行了定量评价,旅游需求的预测,各旅

游景点的开发价值评价和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

究。但是在对辽宁省滨海旅游资源的区划和开发对

策研究方面还存在空白。 作者主要就此方面予以探

讨。依据国家海洋局规定,海岸带资源调查的范围是从

海岸线向陆地延伸 10 km,因此本文所指滨海旅游资源

的范围遵照此规定, 个别沿海市县可延伸到 30 km。

1 辽宁滨海旅游资源特征

辽宁位于中国滨海地区的最北部, 濒临黄、渤

二海, 海岸线曲折漫长, 滩涂宽广, 海域辽阔, 资源丰

富, 滨海地区包括大连、丹东、营口、盘锦、锦州、葫芦

岛 6个大中城市,其滨海旅游资源具有如下特征。

1. 1 自然景观奇特,类型多样

辽宁海岸地质基础古老, 岩性多为沉积岩或沉积

变质岩, 岩层层理清楚, 地质剖面典型, 地质构造多

样, 海蚀与海积地貌景观奇特, 类型多样, 奇石异洞比

比皆是。大连金石滩旅游区由山海、滩、礁组成, 区内

有完整多样的沉积岩, 丰富多彩的生物化石, 是中国

北方罕见的震旦系、寒武系地质景观。绵延 20 km多

的海岸线, 浓缩了古生代距今 3亿~ 9亿年的地质历

史,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大连海滨喀斯特

地貌构成的景观, 在国内也屈指可数。大连黑石礁、金

州区的大李家乡朱家屯海滨、长海县石城岛银窝滩等

地,都有大片/海上石林0景观。

此外海滨沙滩和岛屿也是海滨自然景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大连、丹东、营口、盘锦、锦州到葫芦岛滨

海沿岸均有海滨沙滩, 现大多已开辟为海滨浴场。沿

岸岛屿众多, 数量 266个, 占全国海洋岛屿总数的

7. 7% , 有些岛屿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生态系统独特,

如蛇岛面积仅 0. 79 km2, 却有 18 000条蝮蛇。海猫岛

仅 0. 23 km2,却栖息着上万只海鸥、鸬鹚等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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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人文景观众多,各具特色

辽宁滨海地区受历史因素影响, 历史人文景观

众多。葫芦岛市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海岸旁有大型

秦代行宫遗址 ) ) ) 碣石宫, 该遗址是秦始皇和秦二世

巡视渤海湾时的行宫。在行宫以南约 450 m的海中 ,

有 3个耸立的奇形礁石, 据多方考证, 这就是曹操名

赋/东临碣石,以观沧海0中提到的碣石。此外九门口

长城、兴城古城、祖氏石舫、文庙、朱梅墓园、前所城

垣、前卫斜塔、妙峰寺双塔、沙锅屯石塔、汉望海台遗

址、红石柱子遗址、金牛山/猿人0化石、营口西炮台、

丹东大孤山的古建筑群以及旅顺口区的白玉山、黄金

山、老虎尾和猴石山等大量近现代战争遗址等。

同时辽宁滨海地区现代人文景观大批涌现, 包括

现代城市建设、大型娱乐场所、依托大中型水库兴建

的风景旅游区和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区等。周边地区的

旅游资源也间接成为辽宁过境游的旅游资源。

1. 3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组合有序, 相映

成辉

旅游资源的组合状况是衡量一个旅游区生存发

展的标志。辽宁滨海的大多数旅游区都是自然景观与

人文景观组合较好, 加之气候温和适宜, 依山傍海, 因

而辽宁滨海地带以特有的神韵、玲珑透逸的天然风

光, 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

大连市海岸曲折陡峭, 海岛星罗棋布, 海滩沙质

细软, 山、海、岛、泉、林相映成趣, 与人文景观互相衬

托, 为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 在国内外享誉很高。大

连南部海滨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由 8个景区组合而

成。景区背依葱郁苍翠的青山,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

远望岛礁倩影, 或岩岸奇伟、嵯峨峥嵘, 或滩缓沙细、

波平水清。全长 35 km的滨海路绵延在海滨和山峦

间, 一边是海礁奇特, 渔船穿梭; 一边是岸壁幽深, 翠

峦叠嶂。兴城海滨旅游区,集山海、古城、温泉于一地,

全国少见。兴城古城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明代古

城。距古城 8 km便是兴城海滨浴场,兴城东南街的温

泉, 泉水清澈透明,富含多种矿物质与微量元素, 具有

极高的医疗价值。本区还有菊花岛和其他古迹资源。

这些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组合有序, 因而使兴城海滨

旅游区成为国家级风景区。

2 辽宁滨海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

问题

2. 1 辽宁滨海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辽宁滨海地带自然风光秀丽, 名胜古迹众多, 自

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各类沿海旅游资源经过

多年的开发和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同时滨海地区已经

充分认识到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能动作用, 并把旅

游业作为辽宁二次创业的先锋产业, 因此各区对旅游

业投入越来越大。随着辽宁滨海地区对于旅游投入的

加大, 各类设施越来越完善, 旅游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滨海地区的旅游收入十分可观。2000年,大连市接待

海外旅游者 33. 8万人次, 实现旅游外汇收入 2. 34亿

美元, 旅游总收入 90亿元人民币。 /九五0期间, 旅

游与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 省委、省政府明确将旅游

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省旅游业步入了持续快速

发展的新时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0年全省

接待海外旅游者 61. 2万人次, 同比增长 24. 6% , 较

/九五0 初期增长了 1. 05倍, 旅游业外汇收入 3. 8亿

美元, 同比增长 25. 6% , 较 /九五0 初期增长了 0. 73

倍; 接待国内旅游者 4263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 7% ,

国内旅游收入 233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 20. 3%。2000

年, 全省旅游业总收入突破 255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

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 5. 46%。

2. 2 辽宁滨海旅游业的存在问题

虽然辽宁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但是仍

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 2. 1 缺乏统一协调,盲目开发现象严重

各区域的滨海都存在旅游区与其他建设项目矛

盾的现象, 缺乏统一协调和明确的开发目标。如兴城,

涨潮时, 潮水把夹有大量泥沙和污染物的南河水从

岬角, 经三礁揽胜带到第一浴场, 仅 4年时间, 海滨

浴场、三礁揽胜近岸处已出现淤泥滩, 每逢雨季总有

大量的污物被带至浴场, 严重破坏了浴场的自然环

境, 如不加以治理, 兴城海滨的/碧海金沙滩0将很快

消失。

2. 2. 2 旅游资源开发程度不够,体制不畅

例如葫芦岛市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有些古迹著称

于世, 具很高的开发价值。但是, 由于过分注重保护,

SCIENCE SCOPE

科学视野



Marine Sciences /Vol . 28, No. 11/ 2004 69

而少注重利用和投入, 致使秦汉遗址等著名遗迹长期

处于看护状态; 只注重单一项目的开发建设, 忽视独

特性相结合, 难以形成综合旅游,影响旅游开发价值;

管理体制不畅, 旅游局无下属直管部门, 无法从全局

出发来规划、发展、指导和监督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出

现了内部争客源的重复工作, 对旅游业的长足发展十

分不利。

2. 2. 3 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 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

不够

大连黑石礁滨海岩溶石林, 是驰名中外的海岸景

观。是大连的/旧八景0之一。后因炸礁取石, 填海晒海

带,使礁林破坏殆尽。金洲区大窑湾的老沙砾堤、旅顺

口区的大艾子口砾石堤, 柏岚子的鹅卵石堤、黄龙尾

的砂堤等, 因盲目挖采石砂石料而早遭到严重破坏,

自然风景大为改观。星海公园南部海面的老偏岛, 岛

内有两个大溶洞, 洞中有琳琅满目的石钟乳、石笋、石

柱,,旅游价值极高, 是大连近海海面的特有景观。

可是由于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 导致这些珍贵的旅游

资源被采打用以做盆景。景区附近时有毁林现象, 河

流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 生活垃圾显见, 环境保护的

意识不强。浴场受海岸侵蚀影响, 海滩缩小, 水体浊

度增高。同时因陆源污染物入海影响, 浴场水质逐渐

恶化。

3 辽宁滨海旅游资源区划

辽宁滨海不仅自然旅游资源种类多样、妙趣横

生, 而且人文旅游资源也十分奇特新颖, 让人流连忘

返。然而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组合形式及其开发现

状,均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因此, 为了合理

地开发利用旅游资源, 进行一定的资源分区 [ 1 ], 研究

不同区域内旅游资源优势, 以便确定其市场定位, 制

定合理的开发方案, 为各区旅游业的发展服务。地理

环境的地表区域性, 即地域分异规律是旅游资源区划

的理论基础。大的规划区域一般按照景观的类似性与

地域的连续性分区。

对辽宁滨海旅游资源分区是根据以下原则 [2 ]进

行的: ( 1) 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的原则, 在对

各旅游资源区和亚区进行定位时, 除综合考虑了本区

在全区中的地位和作用外, 还力求体现出各区特色;

( 2) 区内相对一致性和区际差异性原则, 在对各级旅

游资源区进行分区时按照旅游资源自身特点, 将相似

性较大的划分在同区 ; ( 3) 地域相对独立完整性原

则, 考虑到旅游资源与各地域结合的不同关系, 在对

全省旅游资源分区时遵照了各区地域的相对完整 ;

( 4) 旅游中心地和交通便捷性原则, 从旅游者选择目

的地的心理需求角度出发, 只有具备该项条件的旅游

区才更有吸引力; ( 5) 旅游区与行政区相协调原则 ,

只有两者相互协调, 各区旅游资源才能更有效地被开

发、利用和管理。

依据旅游资源区划的理论基础和上述 5条原则,

把辽宁滨海旅游资源划分为 3个级别, 从上到下依次

为 4个旅游资源区、8个旅游资源亚区和 20个旅游资

源小区(表 1)。

4 各区开发对策

4. 1 辽南滨海旅游资源区

本区的旅游资源以滨海海岸和近海岛屿风光为

主体, 而历史文化景观相对薄弱 , 而且景观质量一

般。从总体上来讲, 本区旅游资源分布普遍,但又表现

出相对集中的特点, 形成多中心集聚的空间布局。即:

以山海风光和都市相结合的大连南部旅游资源小区、

大连东部旅游资源小区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旅

顺口近现代历史遗迹旅游资源小区、大连中北部旅游

资源小区 (庄河冰峪沟风光旅游区) 和大连东部海岛

风光旅游资源小区。

本区所依托的中心城市是大连, 这是一个正在努

力向国际化都市迈进的年轻城市, 作为中国北方的重

要港口城市, 不仅拥有地缘和经济基础雄厚的优势,

而且具有良好的城市形象, 在国内及国际都有一定的

影响力。相比其他各区, 本区的开发价值和市场前景

均为最优。根据城市对旅游资源开发的巨大影响作用

和区内有的开发较成熟的旅游区, 可以确定本区的具

体开发对策。

首先, 本区应确立一个中心区、两个重点区、两个

开发区的区域旅游布局。一个中心区即大连城区, 它

处于辽南滨海旅游资源区的中心地位, 具有旅游区域

总体发展规划的研制和区域旅游的管理功能。两个重

点区是指旅顺口旅游资源小区和金石滩国家旅游度

假区(大连中部滨海人工游乐旅游资源小区)。两个旅

游开发区是指大连东部海岛风光旅游资源小区大连

北部山海风光旅游资源小区。各资源小区的建设, 必

须服从大连国际区域旅游空间的整体构想, 各自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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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势, 实现辽南各区域的分区特色和产品互补 ,

以达到整体效果最优。

其次, 对开发较成熟的旅游区进行深度开发, 发

掘旅游资源的多层次性。辽南滨海地区地质地貌资源

丰富而且极具典型性, 可以开展地学旅游, 设计合理

的地学旅游线路, 使之成为全国高校地质实习、地质

科普的中心。发展会议旅游是旅游多层次开发的重要

方面。大连是世界知名的港口城市,国际知名度很高,

加之风光秀丽, 经济发达, 具备招徕国际会议游客的

良好条件。

最后, 开辟新景区, 实行以点带面的战略。目前辽

南滨海地区存在着游客在各旅游区分布严重不均的

现象。虽然旅游资源在辽南滨海分布普遍, 但是游客

大多集中在大连南部滨海旅游区内。因此有效地舒缓

游客密集的旅游区, 开发利用辽南的整体旅游资源优

势, 开辟新景区, 尤其是大连东部的海岛风光旅游区

和大连中北部的山海风光旅游区, 以这些地区独特的

景点为依托建立新景区, 带动这些地区滨海旅游业的

发展。

4. 2 辽东滨海旅游资源区

本区旅游资源丰富, 有建于清代中晚期的古建

筑群,有富饶美丽的岛屿, 有较著名的历史遗迹, 有具

有多种矿物质的温泉。形成了 /一山两泉三岛旅游

带0, 即海岛自然风光旅游区、大孤山古建筑区、温泉

休闲度假区。

从辽宁滨海旅游区的整体布局看, 辽东的地理位

置较偏僻, 加之辽南滨海旅游区对游客的吸引, 导致

目前游客不多。另外本区所依托的中心城市是丹东,

丹东无论在旅游资源的赋存状况或城市建设方面均

不及辽南区的大连和其他各区的中心城市, 因而导致

本区在旅游环境氛围及旅游市场方面处于明显的劣

势地位。

但是本区与朝鲜接壤, 并且拥有海、岛、泉和古迹

资源。大孤山古建筑群区、大鹿岛景区、獐岛景区、小

岛子景区等都属于资源条件较好、亟待开发的地区。

因此本区要利用海岛的环境、资源优势, 发展休闲旅

游和生态旅游, 充分开发利用丹东市内和大孤山旅游

区, 加快大鹿岛景区的开发进程, 利用边境城市搞好

表 1  辽宁滨海旅游资源分区

旅游资源区 旅游资源亚区 旅游资源小区

辽南滨海旅游资源区 旅顺口区近代战争遗址旅游资源亚区 旅顺南路自然风光旅游资源小区

旅顺近代战争遗址旅游资源小区

旅顺西部科学考察旅游资源小区

旅顺北部海岛旅游资源小区

大连市滨海自然风光旅游资源亚区 大连南部滨海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小区

大连中部滨海人工游乐旅游资源小区

大连东部海岛风光旅游资源小区

大连北部山海风光旅游资源小区

辽东滨海旅游资源区 丹东自然风光旅游资源亚区 海岛自然风光旅游资源小区

大孤山古建筑旅游资源小区

温泉休闲度假旅游资源小区

辽河三角洲滨海旅游资源区 营口历史遗迹区旅游资源亚区 营口南部滨海自然风光旅游资源小区

营口北部历史遗迹旅游资源小区

盘锦滨海生态旅游资源亚区 双台子河口自然保护旅游资源小区

辽西滨海旅游资源区 锦州滨海自然风光旅游资源亚区 笔架山风景旅游资源小区
孙家湾白台子海滨浴场旅游资源小区

兴城滨海历史遗迹旅游资源亚区 葫芦岛历史遗迹旅游资源小区

兴城历史遗迹旅游资源小区

绥中滨海历史遗迹旅游资源亚区 绥中南部历史遗迹旅游资源小区

绥中中北部滨海游乐旅游资源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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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旅游。发挥江、海、水库、山和温泉等旅游资源的

优势, 把对这些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科学化和合理

化, 把本区建成为以观光旅游、温泉疗养、避暑旅游为

主的旅游区。

4. 3 辽河三角洲滨海旅游资源区

本区主要包括营口滨海历史遗迹旅游资源亚区、

盘锦滨海生态旅游资源亚区。海上旅游资源和独特的

自然生态风光、兼之著名的历史遗迹资源, 形成了辽

河三角洲旅游资源区相得益彰的旅游网络体系。

本区具有滨海旅游资源稀少, 目前旅游档次低 ,

但旅游资源质量较高的特点。如盘锦地区的湿地生态

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乡/红地毯0是国

家级鸟类保护区, 其资源可说是国内绝无仅有, 可以

作为全国的生态研究和高校生物实习的基地, 但是目

前尚处于观光游览阶段。因此本区的开发重点首先应

该以提高旅游档次, 发掘资源内涵为主; 其次坚持多

层次开发和市场开拓, 即充分利用滨海的自然环境、

地理位置及区位优势等优越条件, 坚持多层次开发 ,

要体现出 /海岸、沙滩、湿地、遗迹、岩石、温泉、盐田、

油田0的特色。再次,创建省级和国家级名牌旅游度假

区, 即利用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开发森林浴、海水

浴、温泉浴、沙滩浴, 建成以观光、旅游度假为主等多

种旅游活动的旅游区。最后,发展鹤文化,开展生态旅

游。辽河三角洲是一个陆地生态与海洋生态系统结合

的地带, 感潮区潮上带 2~ 3m为湿地生物带, 芦苇为

优势种。同时双台子河口的芦苇又是黑嘴鸥、丹顶鹤

等鸟类为主的栖息地, 大片芦苇景观和丹顶鹤等珍稀

鸟类相映成辉, 是国内少有的旅游资源, 可以发展鹤

文化, 开展生态旅游; 还可以成为湿地生态系统的科

学研究基地。目前本区已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 4 辽西沿岸滨海旅游资源区

本区在行政上包括锦州和葫芦岛, 是连接关内

和关外的通道, 具有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旅游业开发

历史早、人文景观历史价值突出的优势。以兴城古城

为核心的海、泉、岛、城相映成趣, 属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锦州滨海自然风光和绥中历史遗迹也别具特色。

从旅游资源的分布上看, 是以兴城滨海旅游区为

核心, 锦州自然风光和绥中历史遗迹为辅助的资源格

局。从整体上看, 本区较其他大区的旅游资源赋存情

况好, 尤其是历史遗迹景观是本区的一大重要特色。

因此旅游资源开发对策应以历史遗迹景观为重点。本

区所依托的主要中心城市 ) ) ) 兴城是具有悠久历史

和文化古韵的城市, 具有和辽南地区互补的旅游资

源, 因此从开发价值与旅游市场前景方面分析, 本区

仅次于辽南。在开发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

用, 发掘文化价值, 具体开发对策如下: 首先, 实施以

点带线的开发格局。以兴城古城和绥中南部旅游区的

开发建设为重点, 以文化价值为主题, 带动辽西滨海

旅游带的建设。其次,加强文化氛围建设,发挥资源的

潜在优势。绥中的古文化遗址 ) ) ) 秦汉遗址大型古建

筑群的主体建筑碣石宫, 是秦始皇行宫, 为秦代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遗址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具

有极高考古价值。九门口水上长城是目前国内保存最

完好的明代长城。如果加强旅游区内的文化氛围建

设, 复原秦汉宫遗址, 加快绥中碣石国际旅游度假村

的建设, 渲染旅游区的文化氛围, 发挥这里人文资源

的潜在优势。最后, 继续完善旅游资源开发较早的旅

游区。兴城融山、海、泉、古城、岛为一体, 是辽西旅游

资源开发较早的旅游区, 因此开发策略应以古城为

重点, 装点城市仿古景观 ,扩建海滨浴场。充分利用

与关内相连接的地理位置和辽宁沿海地区最优质

的海滨浴场资源, 吸引国内外游客, 使其成为辽西旅

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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