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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旅游生态建设范式研究 

文/潘海颖 

【摘 要】浙江是海洋旅游的资源大省。文章分类梳理了浙江海洋生态旅游资源，构建了海洋旅游生态建设模型，

分析了以管理者、经营者、旅游者、社区居民为代表的生态建设主体的责任，提出从产品开发生态化、经营管理生

态化和旅游体验生态化三个层面，进行海洋旅游生态建设。以浙江 5个沿海地区为核心，在海洋生态景区功能区划

的基础上，提出了海洋旅游生态建设的方法与措施。 

【关键词 】海洋旅游；生态建设；浙江；范式研究 

海洋旅游的范畴各国不尽相同，研究者给出的定义也有差异。根据 《2005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滨海旅游业是指滨

海地区开展的与旅游相关的住宿、餐饮、娱乐及经营等服务活动。 生态建设是一种新的理念，是当代旅游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

势。沿海地区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相对脆弱、敏感的生态系统，目前浙江海洋旅游景区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环

境压力。海洋资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退化，旅游垃圾的大量产生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海洋旅游的生态建

设显得尤为重要。 

一、浙江海洋生态旅游资源评价 

浙江省的海洋旅游资源丰富，涵盖了旅游资源国家标准中的 8 个主类。在沿海旅游区内，已有海洋旅游资源为特色的国家

4A级景区 10处、3A级景区 2处、2A级景区 6处、1A级景区 2处。在浙江沿海旅游区内，已有普陀山、嵊泗列岛、朱家尖、雁

荡山、百丈氵祭、仙居、天台山 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 （我国惟一加入联合国世界人类生物

圈保护组织的海岛）、九龙山 （浙江） 国家级森林公园；有温岭长屿洞天、南麂列岛、滨海－玉苍山、岱山岛、桃花岛、洞头

岛等一系列省级风景名胜区。 

浙江是一个海洋旅游大省，海洋资源种类十分丰富，旅游形式多样，且自然海洋旅游资源与人文海洋旅游资源相得益彰。

自然景观主要有山景、岛景、海景、沙滩、瀑布、温泉、海滨气候、林景、珍稀动物等。人文生态景观也十分丰富，主要有古

人类遗址、庙宇、历史名人故居、革命胜地、博物馆等。丰富的海洋生态旅游资源不仅可以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旅游需求，也

为海洋旅游生态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 海洋旅游生态建设模型和主体分析 

1． 管理者职能。海洋旅游的生态建设是一个涉及面广、内容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多方关系，调动多方积极因素，

因此必须加强政府为主导的统筹发展模式。需要为海洋旅游生态建设编制总体的发展规划，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政策体系，同时

为海洋生态旅游打造政策保障系统，制定优惠的产业政策和扶持政策。 

2．开发经营者特点。截至 2005年底，浙江投入旅游业的民营资本已经超过 200亿元；80%以上的休闲旅游项目、娱乐项目

和社会餐馆由民营资本经营运作；大多数旅游出租公司、大型游乐场、主题公园和旅游商品店等属于股份制或私营性质；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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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17个工农业旅游示范点中，民营企业占了 70%。在 2005年浙江省新确定的总投资超过 800亿元的 300多个重点旅游项目中，

民营资本占了 60%以上。在海洋生态旅游景区的开发中，民营资本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海洋生态旅游经营者的进入条件应严格把关，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同时应从生态学的角度将经营规模限制在一定的范

围内，并积极引导旅游经营者树立生态经营意识，尽量避免造成生态损失。 

在海洋生态旅游从业者中尤为重要的是导游人员。海洋生态旅游景区导游人员应积极主动参加教育培训，提高自己的环保

意识和业务素质。导游人员在带团过程中还应让游客了解生态环境知识，告知旅游者哪些行为不利于生态资源与环境，注重对

游客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和强化。 

3.旅游者分析。根据近年来浙江省接待的国内旅游者、国际旅游者的人数和旅游收入情况来看，浙江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依次是本省、上海、江苏和广东，华东地区为浙江省输入了近八成的旅游客源。浙江省国内旅游收入约是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

8~9 倍，接待人数约为 35 倍。在入境旅游市场中，港澳台同胞以及日、韩等亚洲市场举足轻重。因此，首先需要特别重视国内

旅游市场，尤其是省内和周边省市中短线市场。海洋旅游产品应以亲水休闲为基础，倡导丰富的海洋主题旅游。其次，特别重

视亚洲入境旅游市场。海洋旅游产品应以观光活动为先导，重视海洋文化体验，尤其是佛教文化。 

4．沿海社区居民分析。浙江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居民生活普遍富裕，生态环保意识逐年增强。根据 《浙江省碧海生

态建设行动计划》，2008年全省实施了 35个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修复项目。2005、2008、2009年浙江省政府在象山、舟

山、杭州主办了 3 次渔业资源增殖活动。开展大规模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和宣传工作，使渔场减小、资源破坏等负面影响得到消

除和缓解，渔民收入增加，也增强了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 

三、海洋旅游生态建设的方法与措施 

1.产品开发生态化。浙江的 5个沿海地区，拥有特色各异的海洋旅游资源。舟山以普陀山、朱家尖、沈家门 “金三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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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以 “海山佛国，海岛风光”为特色，以嵊泗列岛为主体，以海上运动为特色；嘉兴以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主体，以海

滨浴场和康乐保健为特色；宁波以象山松兰山和韭山列岛自然保护区为主体，以海上垂钓和生态旅游为特色；台州以大陈岛为

核心，以红色旅游和教育为特色；温州以南麂列岛、洞头列岛为主体，以休闲度假为特色。通过协作开发，整合营销，创立浙

江海洋旅游品牌，提高其在国内和亚洲海洋旅游细分市场上的知名度。 

（1） 海洋生态观光旅游产品。浙江有嵊泗列岛、朱家尖、雁荡山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南麓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

区以及九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同时，浙江沿海名胜古迹众多，既有古代历史遗存建筑和名人故居，如河姆渡人类古遗址、海

宁徐志摩故居，更有当代滨海城镇风光，比如繁忙的宁波港、象山港。普陀山是南海观音的道场，在佛教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天台山是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济公故里；以温州等沿海地区商人为代表的 “浙商文化”和 “浙商精神”早已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在浙江有着广阔的开发天地，可以弥补自然旅游资源季节性强的缺点，也能相对减少投资期长的风

险。 

（2）海洋生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浙江主要的国内旅游市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生活节奏快，工作竞争激烈，为休闲

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沿海地区侨乡众多，省亲旅游市场停留时间长，人均消费高，不容忽视。沿海地区普遍拥有较好

的旅游接待设施，比较适宜开发渔家乐、蜜月旅行，养生保健等休闲度假产品。如玉环已经开辟了一个海上人家观光旅游度假

区，拥有万亩海域的生态示范养殖园区，集观光、垂钓、鱼类观赏、科普教育、餐饮、海上游乐为一体，吸引了大量的海洋生

态旅游者。 

（3）海洋生态科普旅游产品。浙江海洋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中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是对青少年开展科普教育的天

然课堂，市场潜力非常大。同时这里也是专业人员进行科学考察的理想场所，可以开拓科考旅游市场。 

2．经营管理生态化。 

（1）对海洋旅游环境实施监控。浙江海域排污超标，水质严重污染，任意采沙、海岸施工、筑堤建坝等活动使脆弱的海岸

受到威胁和破坏，迫切需要以海洋生态系统的理念，以动态建设的方法，对浙江海洋生态系统做好动态监测和健康评价，以海

域合作、全球合作的视野做好建设性和补偿性的生态保护，通过恢复和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使浙江海洋经济和海洋资源

保护的平衡发展，实现浙江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海洋旅游景区生态功能区划。旅游规划部门应对浙江的海洋旅游景区做一个统筹的生态功能区分，以自然生态保护区

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从而将海洋生态旅游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及实验区，实行分区开发、分区管理。 

要开展以 “宜居”为核心的海洋旅游建设，这也是对生态旅游基本原则的贯彻。海洋旅游的生态建设需要当地居民的支持

和积极参与，并以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为重要目的。要让居民充分感受发展海洋生态旅游对改善社区生活，发展社区经济

的益处，并注意吸收当地居民投入到海洋生态旅游服务的第三产业之中，从事餐饮、运输等工作。与此同时，海洋生态旅游景

区管理部门及旅游者也应充分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保留当地的传统文化内涵。 

（3）创新科技的运用。海洋本身的特性要求海洋生态建设的系统性、全球性和动态性。浙江已经制定并出台了 《浙江省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及灾害预警 2008～2015 能力建设规划》，逐步建立完善近岸立体化、全方位海洋环境监测监控体系。需要引

入生态系统动力学 （GLOBEC），进行跨学科和综合性的监测和研究，与东海毗邻省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建立区域、江海 （长

江、东海）、陆海联动的生态系统模型。在监测点的设置、海上自动监测能力、监测数据传输等方面保证生态建设的实施。在生

物生产力、生源要素的循环、生态过程等方面积累数据资料，做好海域资源的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科学认定海洋旅游资源的

生态价值，保证海洋旅游生态建设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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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游体验生态化。一方面可对浙江海洋生态旅游区的通道、休息点甚至垃圾箱、流动洗手间等做精心设计，树立自身独

特的品牌形象，加深旅游者对浙江海洋生态旅游整体的良好感知印象。另一方面可通过设计目的地吉祥物、户外广告、纪念品

等让旅游者直观地获得海洋旅游景区的生态形象感知。 

在海洋旅游资源集中的地区，重点开发科普教育、节庆会展、体育竞技、康疗保健、美食购物等专项旅游产品。分析浙江

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经济相对宽裕是其共性。另外，浙江人重视教育节庆、上海人重视游乐竞技、江苏人重视会展观光、广东

人重视美食保健，都是比较突出的特征。在这方面，各地已经有了一些好的产品，比如舟山国际沙雕节、嵊泗海洋教育年、中

国台风博物馆、宁波中国渔村 4A景区、宁海徐霞客开游节、象山中国开渔节、洞头渔家乐等等。在这些领域，往往可以调动游

客的参与性，不仅可以丰富旅游的内容，还可以延长游览的时间，让游客在自然中享受生态，在文化中体验生态。 

四、结论 

我国的旅游管理是一个多元体系，生态旅游资源的产权关系还不明晰，浙江省的情况也不例外。管理部门不仅包括各级政

府及其所属的旅游局/旅游委员会，海洋生态旅游景区还可能隶属于不同的职能部门，比如海洋、林业、园林、宗教、文物、水

文等等。其中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确立各海洋旅游景区的生态承载力，根据国家统一的法规和认证体系遴选经营者，执行检测

和监控，对生态旅游开发进行跟踪评估。同时，需要建立海洋旅游景区的生态标签体系，规范和落实海洋旅游景区的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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