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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台海洋旅游研究动态及两岸旅游合作新思维 

马仁锋    吴杨    张旭亮    倪欣欣 

（１．宁波大学 城市科学系，浙江 宁波３１５２１１；２华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

上海２００２４１；３．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素有“中国东海明珠”之称的浙江和台湾两地，拥有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旺盛的市场需求和较好的

海洋旅游发展基础，逐渐成长为中国海洋旅游的国际目的地。梳理国内外对浙江、台湾两地海洋旅游资源、海洋旅

游产品等方面研究发现：①浙江、台湾两地海洋自然旅游资源大同小异，但海洋人文旅游资源差异很大；②台湾在

开发海洋旅游产品时更注重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倡导永续生态文化旅游模式；③两地的海洋旅游开发正热，但都未

深入开发，多停留在“观光”阶段。分析了浙江、台湾两地海洋旅游合作优势、现状与困境，探讨浙江、台湾两地

开展海洋旅游合作新路径与政策机制创新，提出浙、台两地海洋旅游发展的优化合作环境建议。 

【关键词】海洋旅游；浙江；台湾；海洋旅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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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后期以来，滨海各国充分利用其领海与毗邻公海发展海洋经济，利用海洋建设人类休闲、游憩场所自然是重点关

注行业之一
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滨海省份意识到海洋的重要价值，率先开发了部分海岛发展旅游业。

近年沿海地区海洋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凸显海洋生态和海洋文化特色的国内外旅游市场日渐形成
②
。因此，学界开始重视海洋

旅游的相关研究，中国知网显示以“海洋旅游”、“海滨旅游”、“海岛旅游”等为主题的文献较多，相关文献研究区域基本涵盖

了中国沿海省份或少数滨海城市，但较少关注台湾地区。在现有文献中研究浙江的最多，其中又以舟山群岛的相关文献最丰富，

学界对海洋旅游的研究领域与视角逐渐细化和全面
③
。但受两岸关系限制，隔峡相望的浙江与台湾拥有类型近似且丰富的海洋旅

游资源，各自海洋旅游发展势头较好，但省际合作、城际合作却未能落到实处
④
。 

本文通过梳理现有关于浙江、台湾的海洋旅游研究，评析浙江、台湾两地海洋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产品基础等，探寻两

地海洋旅游合作前景，推动浙台海洋旅游高效合作。 

１ 浙江与台湾海洋旅游资源特征 

海洋旅游是指以海洋资源环境为对象的游憩与休闲活动，包括对海岸／海滨、海岛、大洋等的观光、游憩等利用
①，④~⑥

。这

些利用方式既包括长期居住在滨海地区居民的日常观光、游览等，又包括处于非移民目的在海洋国土暂时居留与旅行 的现象。

由此，可将其界定为人类海洋旅游活动所指向的吸引物及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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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浙江、台湾海洋旅游资源类型划分 

现有文献较少关注海洋旅游资源分类问题，较典型的分类是将海洋旅游资源划分为海洋自然旅游资源、海洋人文旅游资源，

随后按系统、大类、基本类型细分海洋旅游资源
①②

。此外，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方法（ＧＢ／Ｔ

１８９７２－２００３）将海洋旅游资源分为 ２ 大类、８个主类和若干个基本类型。２大类是自然类、人文类海洋旅游资源；

８个主类分别是地文景观、水域风光、气象与气候景观、生物景观、历史遗迹类、现代建筑与设施类、海洋旅游商品等旅游资

源（表１、表２）。浙江、台湾海洋旅游资源类型主要由金平斌根据浙江省海岛海滨特点分为６类：亚热带海滨风光、名刹古寺

佛教朝圣、海洋生物资源、历史文化古迹、民俗风情、海洋科技工程
⑦
；马丽卿将舟山市海洋旅游资源进行分类评析并呈现各类

主要分布区域、特征和评价
⑧
。而台湾缺少相关研究，因此采用国 家 旅游局标准对浙江、台湾两地海洋旅游资源类型及名称进

行初步列表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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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浙江海洋旅游资源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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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域面积为陆域面积的２．６倍，海岸线长度和海岛总数分别约占全国的２０％和４０％，海洋资源是浙江最大 的 优 

势资源之一
⑨
。全省海洋旅游资源大致可分为浙东海岛海滨和浙东南沿海两大区

⑩
。浙江海洋旅游资源涉及碧海金沙、奇石宝礁、

海洋生物、佛教名山、历史遗迹、现代化建设工程等类型，海洋旅游资源丰富且类型多、滨海重点区域集中分布与全省海岸广

泛分布相兼、海岛自然景观与佛教规模大和品位高等特点，辅以独特的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旅游开发价值极高。海岛风光是

浙江海洋旅游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浙江省大于５００ｍ２以上的海岛有 ３０６１个，约占全国岛屿总数 的 ５０％。在已开

发海岛中，普陀山、嵊泗列岛是国家级风景区，而待开发的台州海滨旅游线、温州南麂列岛旅游区等
○11
已成为区域海洋旅游资源

的关键吸引物。浙江滨海地区拥有异常丰富的海洋人文旅游资源
⑦○12○13

。根据２０１３年浙江省旅游发展规划，浙江省各地区的

海洋旅游发展有各自的资源特色，见表３。 

 

１．３ 台湾海洋旅游资源及其特征 

台湾由本岛、周围属岛（２１个）和澎湖列岛（６４个）共８６个岛屿组成，主 要 岛 屿 有 澎 湖 列 岛、钓 鱼 岛 列 

岛、兰 屿、绿 岛 等。台湾虽为岛屿环境，但由于实施了３８年的“戒严法”，使大部分海岸被海防军事管制，造成海洋与水

域运动观光资源利用严重受限
○14
。台湾海岸线总长达１７００ｋｍ 以上，管辖海域面积为陆地面积的４．７２倍

○15
，台湾岛风

光呈现“山高、林密、瀑多、岸奇”等典型特征。台湾处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周边广泛发育喀斯特地貌与海蚀地貌，多山水

胜境、火山群与温泉群；西海岸沙滩平缓多海水浴场，东海岸断崖陡峭多奇石怪岩（表３）。同时，地处热带亚热带海洋气候带，

长夏无冬适宜于动植物的繁衍，有“蝴蝶王国”美誉
○16
。台湾的海洋自然资源丰富多彩，其海洋人文旅游资源也独具特色。台湾

以原住高山人、闽南、客家等族群为主，形成了多元的美食、民俗、宗教等，其中尤以乡村民俗文化资源、滨海观光渔业文化、

都市美食文化为主。台湾国家风景区为国家级风景特定区，由台湾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管辖，其中海洋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北台

湾、南台湾、东台湾和离岛地区。每个地区的海洋旅游资源特色不同（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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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海洋旅游产品及其开发经营模式 

旅游产品是旅游目的地对旅游者的核心吸引物，狭义仅指开发、设计、包装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吸引旅游者进入的吸引物，

包括旅游景区（点）及多个景区（点）串联成的旅游线路；广义上还包括为旅游活动服务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所需要

的场所或工具。而狭义海洋旅游产品通常指阳光、大海、沙滩以及参与式／体验化旅游兴起所形成的“亲近大自然、怀恋大自

然、精神融入大自然
○17
为主的海洋游艇、海岛垂钓、海岛高尔夫、邮轮等海洋旅游新产品。 

２．１ 浙江与台湾的海洋旅游产品特征 

浙江省滨海五地级市凭借各自的特色海洋旅游资源，开发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旅游产品。舟山以普陀山、朱家尖、沈家门“金

三角”为核心，构建“海山佛国，海岛风光”为主体，海上运动为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嘉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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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海上垂钓、生态旅游、石浦开渔节为品牌；台州以大陈岛为核心，探索

红色旅游与滨海岸线旅游；温州以南麂列岛、洞头列岛为主体经营海洋休闲度假及邮轮、快艇等海洋旅游产品
○18
。 

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①舟山市注重海洋文化的旅游开发，逐步由海岛游拓展海洋游。如围绕普陀山观音文化积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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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雕与海洋影视游，围绕众多海岛与礁石建设海钓基地与游艇俱乐部，举办多项国际、国内海钓赛事与游艇会展
○19 ~○21

；舟山海洋

旅游仍在积极探索渔业与民俗文化开发以及海洋观景度假房产游
○22○23

，建立了渔业民俗游。② 宁波海洋旅游以象山、北仑、宁

海、镇海为最，主要依托独特的岛屿、渔业民俗等举办节事、游艇、海防、滨海度假与海洋工业游。主要有中国象山开渔节与

金沙湾度假村、北仑港口文化节、奉化和宁海游艇产品、镇海以海防遗址为载体的海防历史与人防博览园、海滨度假与主城区

海鲜美食节等
○24○25

。③ 台州以大陈岛、石塘古镇、大鹿岛岩雕、蛇蟠岛等为依托积极发展千年曙光沐浴、海岛度假、渔村文化、

海滨沙滩休闲游。④ 温州重点开发鱼寮大沙滩打造具有山海特色的滨海旅游
○25
，以及与雁荡山结合的台胞购物与同宗游

○26
。 

自台湾开放陆客入台旅游以来，岛内外旅行社销售的旅游产品多是“环岛观光游”，多数是当地地接社提供和包装的岛内经

典景点线路串烧，阿里山、日月潭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国内游客必游景点
○28
。宣以芸研究了不同台湾景点对外籍青年旅客吸引

力时发现，台湾文化和台湾自然风光的景点最受外籍青年旅客欢迎，且重游率高，是外籍青年到台湾旅游的主要动机
○29
。台湾海

洋旅游线多是沿海岸线环岛而行，素有天然“绿岛”和“蓝岛”之称的台湾，自然风光是海洋旅游的宝贵资源，海岸型游憩区

域广布，适宜开展海泳、冲浪、浮潜、风帆船、独木舟、水上摩托车，乘船游览、赏鲸、浮潜及水肺潜水、拖拽伞及海钓活动、

海盐工场等
○15
。近年台湾加速发展休闲渔业，推动观光渔业并衍生海上观光、休闲采捕等海洋休闲活动

○30
。 

２．２ 浙、台的海洋旅游产品开发模式 

海洋旅游资源是发展海洋旅游的基础，需经规划、设计与营销才能进入市场成为旅游产品。海洋旅游产品开发一是规划与

开发单个海洋旅游景区（点）；二是将多个海洋旅游景区（点）进行组合构成旅游线，旅游市场决战在于旅游景区（点）或旅游

线的新、奇、异
○12
。受地缘关系影响，浙江海洋旅游国内客源以华东六省一市为主，客源多以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地区和

东南亚观音信徒为主。因此，浙江海洋旅游开发特别重视省内和周边省市中短线市场，且重点开发适合国内游客的海洋旅游产

品，以亲水休闲为核心的海洋主题游
○18
。浙江目前尚处在海洋旅游产品初级开发阶段，主要涉及观光和度假旅游产品，缺乏独特

性和竞争力，产品结构单一，各景点之间缺乏必要联系
○12
。目前，舟山海洋旅游产品开发凸显海岛沙雕与观音影视文化，台州集

垂钓、古镇、餐饮为一体，而宁波和温州的海洋旅游产品开发的特色尚不鲜明。浙江海洋旅游产品组合多是“到此一游”型，

即走景点、近海戏水、附带尝海鲜、买海洋旅游纪念品，海洋旅游文化节庆难以融入常规旅游线路
○18
。因此，周国忠提出以“协

同论”为指导进行跨区旅游景区（点）统一规划设计、合作开发，形成集群，建议与台湾互动构建合作关系⑨；而诗丽、朱芬

芳则提出要实现以我为主与借力合作加快形成高端海洋旅游产品
○31
，以区域合作拓展旅游客源市场、提升海洋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32
。 

自１９８７年台湾宣布“海禁”解除，台湾周边海域 才 被 民 众亲近。蔡岚荞提出台湾旅游产品开发应注重国际化和在

地化，既要构建能吸引国际游客的旅游产品又要保持有地区特色的旅游产品，同时 营 造 高 品 质 旅 游 服 务［３３］。萧 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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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指 出 台 湾 优质的自然景观资源和丰富的人文文化源，非常适合发展保健旅游，但现状是观光资源分布不均和未能充分利

用，自然环境遭受破坏，旅游产品内容单调无特色
○34
。台湾对陆客推出海洋观光旅游产品，集中在休闲渔业、海洋文化、国家公

园与风景区和海岸带观光游憩活动等；注重海洋文化旅游，以汉文化为本，融合原住民文化、荷西文化、日本文化乃至近代美

国文化等多元性的海洋文化。台湾各地推广多样化的渔产品文化季，如屏东黑鱼有鱼文化观光季、澎湖县海洋生态观光 旅 游 等

○30
已成为台湾海洋休闲渔业整合地方特色与海洋资源的经典模式。台湾岛内的海洋旅游开发模式主要是海洋观光、休闲渔业和海

洋生态旅游３种（表５）。 

 

２．３ 浙江与台湾海洋旅游产品的经营模式 

当前浙江海洋旅游产品经营模式主要有：①海洋文化营销模式。苏勇军认为，宁波市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初步形成三大海洋

文化旅游区块（象山港湾区块、杭州湾跨海大桥及沿海滩涂区块、象山半岛海洋休闲度假区块）和多元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海

洋文化节庆、现代港口城市旅游、国际邮轮旅游
○35
。②资源整合模式。舟山市、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旅

游区概念，期待通过景区（点）合作构建海洋旅游区，实现区域海洋旅游线路精品化与竞争力化
⑧○36○37

。③品牌营销模式。早在

１９９９年舟山市利用海洋旅游资源举办了全国唯一的国际沙雕节，开创了舟山海洋旅游品牌
○25
。随后，舟山围绕海岛策划观音

文化、海洋影视基地、海钓与游艇等蜚声中外的海洋旅游品牌
○19
。当然，浙江海洋旅游产品经营，应优先突出海岛旅游优势，逐

渐构筑海上国家公园体系与大洋运动娱乐，并将近岸沙滩、度假、海鲜美食有机融为一体格局，实现由风景旅游向深度体验旅

游转变
○38
。 

台湾海洋旅游产品经营模式有：①品牌营销模式。自实施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以来，台湾推出了观光旅游新品牌“Ｔａｉｗ

ａｎ－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Ａｓｉａ”，表现了台湾与世界沟通的坦诚态度与创新活力，融合传统与新潮的多样化特 

质。②休闲渔业模式。１９９０年代早期台湾近海渔业严重衰退，开放陆客旅游后台湾各地开始发展多元化渔业旅游
○39
，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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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观光游憩活动与产业。健全海域观光游憩活动管理为主要策略
○15
。③ 细分海洋旅游产品市场。如台北以表演艺术和都市综

艺娱乐为主；台东发展原住民观光，台中、彰化、南投主攻热带水果与乡村之旅；云林、嘉义、台南主推海产、小吃；高雄、

屏东推荐夜间娱乐、休闲按摩、滨海度假；澎湖则以风格民宿、海上游乐为主；当然偏居内地的桃园、新竹、苗栗地区推行两

蒋商品、客家之旅
○40
。 

３ 推动浙、台海洋旅游合作的优势与困境 

３．１ 推动浙、台海洋旅游合作的优势条件 

主要有：①战略区位优势明显。浙江海洋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舟山、宁波、温州等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前沿阵地与南

翼，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与长三角经济圈交汇区域，最有条件成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连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枢纽。国道、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贯穿全境，目前设有温州机场、舟山机场、宁波国际机场、杭州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条件良好，能最大程

度地享受到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直航空间时间距离最近的优势。②空间资源得天独厚。一是海岛资源丰富，两地现有舟山群岛、

澎湖列岛等世界级的海岛资源，是海洋旅游最为重要的发展空间。二是港口资源优势明 显。浙江温州、台州、宁波、舟山等港

口目前均具备发展邮轮的丰富码头岸线，台湾高雄、基隆、金门 等 港 口 早 已 开 辟 连 接 厦 门、温 州 的 邮 轮 定 期 

班线，是推动浙、台海洋旅游业互动的重要基础。③ 产业对接需求巨大。浙江与台湾在海洋旅游业合 作 方 面 具 有 很 好 的 

结 合点，台湾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海洋旅游的管理、人才优势明显，产业发展已进入较高阶段，品牌管理、营销服务等

是其产业演进的重要趋势；浙江海洋旅游业基础雄厚，以滨海风光旅游、佛教旅游、影视旅游等为主，产业结构上与台湾的邮

轮旅游、海洋探险游与露营游有较大的互补性，能找到产业对接的最佳结合点和突破口，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④浙台旅 游

合作基础扎实。浙江省是大陆对台工作重点省（市）之一，与台湾之间人脉关系深厚，生活习惯相近，民风民俗相通，交往频

繁，合作颇多。６年来，浙江与台湾旅游合作结出了丰硕成果，双方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强沟通协 调，旅 游 合 作 越 

来 越深入、市场互动越来越频繁、合作成效越来越明显，两地业界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３．２ 浙、台海洋旅游合作的现状 

主要是：①台胞到大陆、浙江省居民到台湾的人次均呈增长趋势。２００４年浙江省接待台湾旅游者的外汇收入占全部外

汇收入的１８．６％，接待台胞１０．７９万人次；而２０１２年浙江省接待台湾旅游者的外汇收入约占全部旅游外汇收入的 １

９．２３％，但总量已达到８．４６亿美元，且接待台胞近２３０万人次，组织出境游客中以台湾为目的地的约有１００．２

万人次，其中全年浙江省居民赴台旅游超过 １９ 万 人 次，数量继续位居全国前茅。②台商投资浙江旅游产业项目日益多元

和规模化。２００４年浙江邀请台商考察团对宁波、舟山旅游项目进行考察，台商对朱家尖、温泉等项目表现出兴趣；而２０

１２ 年台商在浙江象山、乐清等地建有数家台商旅游产业园。③浙、台旅游业互动由早期单向逐渐发展为双向互动。“小三通”

之前，浙江是台商的重要投资地；ＥＣＦＡ 签定之后，浙江企业也逐渐去台湾进行旅游宣传推荐，台湾民间旅游业者协会加大

了在浙江温州、台州、杭州等地的宣传。部分旅游项目受到双方的同步推进，如温州直航台湾邮轮等。 

３．３ 浙、台海洋旅游产业互动的瓶颈 

主要表现在：①区域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进一步加强区域旅 游 合 作，加 大 对 台 工 

作 力度，出台相关奖励政策，强化旅游营销力量，对台旅游合作呈现出强劲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台湾游客选择到自然生态优

美、文化内涵丰富、民族风情独特的中西部地区旅游。因此，浙江海洋旅游业与台湾旅游互动亟待拓展渠道、提升层次。②温

州台北游、宁波台北游等线路吸引力不足，制度疾痼亟待破解。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居民由厦门口岸经“小三通”赴台旅游，

目前还存在很多不便因素。虽然宁波、杭州等机场已直航台湾，但受当前出入境等管制，普通居民往返浙台旅游仍存在较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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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障碍。③ 缺乏较强竞争力的旅游产品。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两地旅游产品

特别是文化旅游产品差异性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的现象，旅游产品更新换代力度不够。④旅游合作外在变数较大。

旅游产业是一个高敏感性行业，受政治、经济、自然、人文和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极大。当前两岸持续和平发展的格局，旅游

交流合作得到前所未有拓展，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无疑增加了对台旅游合作的难度。同时，台湾方面在机构设置、资

金准入、旅游人数、活动安排和手续办理等方面对大陆赴台旅游限制较多。 

４ 提升海洋旅游合作的路径与政策创新 

４．１ 提升路径 

主要是：①提升山海旅游。实施雁荡、舟山、象山等浙江海洋旅游资源富集地的整体开发战略，重点突出以雁荡山为主导

的山岳休闲观光旅游，以舟山、象山为主的海岛与蓝海旅游，形成“山、海”一体的旅游带，打造山岳滨海特色鲜明，集观光、

休闲度假、渔家风情、科普教育、运动美食于一体的滨海旅游体系。强化雁荡山与台湾阿里山的姐妹山关系、舟山群岛与澎湖

列岛的海岛旅游组合关系，在景区管理人才互派、共同营销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② 培育佛教与妈祖文化旅游。保护和挖掘浙

江滨海的茶文化、美食文化、工艺美术文化、地质文化等地域特色浓厚的文化遗产，开发具有人文特色的体验式文化旅游产品，

利用文化旅游促进两岸居民的交流了解。依托浙江舟山普陀观音道场和滨海妈祖信仰加强两岸佛教、妈祖文化旅游合作，加强

宗亲文化、宗教、民间信仰的交流，举办中国佛教文化旅游节、台湾美食节等特色旅游节庆活动，深化中小学书画艺术交流活

动。③推进休闲养生。将健康旅游与养生文化相结合，开发多样化的医疗保健、健康护理、休闲养生等高端旅游产品。④引导

邮轮旅游。利用两地丰富的岸线与码头资源及直航便利条件，建设温州、台州、舟山等港口的邮轮配套服务基地，加快完善包

括邮轮码头管理、港务口岸服务、出入境管理、餐饮宾馆等在内的邮轮复合产业体系，适时开展对台邮轮旅游。 

４．２ 政策创新关键抓手 

主要是：①争取通关便利化政策。争取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部门 继 续 强 化 便 利 化 措 

施，对涉台旅游企业采取通关优先原则；探索创新便捷的检验检疫通关模式，降低产品检测费用、提高效率创新监管模式，加

快改革对台出口旅游商品检验监管模式；争取中央支持更多的浙江优势旅游企业获得相关赴台旅游业相关业务许可；简化从台

湾进口的农产品、食品、工业产品等有关的检验监管手续；积极争取在宁波、舟山、温州等地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加快实

现水铁、水公、水水多式联运。②创新旅游业金融税收政策。结合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商谈，积极研究放宽台资市

场准入条件和股比限制等政策，支持在浙江滨海地市先行先试；争取给予台湾海洋产业、旅游业等领域企业一定期限免征企业

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研究开展两岸异地旅游业企业投融资、税收、土地等优惠与便捷服务政策。③创新用地用海政策。争取中

央对浙江省的重要对台开放平台提供土地保障和服务；争取投资额在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旅游产业对接重大台资项目，其年

度用地计划指标实行省级统筹、优先保障；争取国家海洋局在海域使用项目审批、区域用海规划审批、无居民岛利用审批及浙

江省海洋局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安排上给予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台商投资项目、国家和省级重点建设项 目、国家鼓励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用海及农业围垦项目用海。④ 完善台湾人才政策。大力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对引进的台湾高层次人才给予浙江

人才计划的各项优惠政策。允许台湾地区的旅行社、邮轮、旅游景区规划设计、旅游业高等教育等服务机构及执业人员，持台

湾地区有关机构颁发的证书，在其证书许可范围内在浙江省的舟山市、温州市等地开展相应业务；在浙江省内就业、居住的台

湾同胞可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参加当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优先解决在浙江创业就业的台籍人才的子女就学；综合考虑台

湾人才对浙江的贡献，给予台湾人才补助、奖励；加强对台人才宣传力度，积极提供优质服务，为台湾人才构建一个平等宽松

的生活与工作空间，大力营造台湾人才宜居环境。⑤创新招商合作模式。建立全省旅游业对外招商统一平台和协调机制，推动

引资方式多元化，切实提高利用台资的质量和水平；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引导境内外特别是台湾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等

要素参与浙江海洋旅游业建设；加强与台湾在浙企业／人员的联系，“以台联台”、“以台促台”，促进优质高效招商；建立与台

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湾创业投资商业同业公会、台湾股权协会、台湾工商建研会等机构的长

效联系机制，同时积极与其他行业组织建立联系，通过拜会、邀请回访等方式增进双方互信合作，搭建台资旅游企业和浙江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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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的机制化平台；规范招商合作行为，创新台商投资管理，努力构建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①贾跃千，李平．海洋旅游和海洋旅游资源的分类［Ｊ］．海洋旅游，２００５，（２）∶７７－８１． 

②佟玉权．海洋旅游资源分类体系研究［Ｊ］．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６（２）∶６１－６４． 

③王苹，李悦铮．国内海洋旅游文献分析［Ｊ］．中国集体经济，２００９，（１１）∶１４３－１４５． 

④马振涛．海洋旅游，杨帆起 航 正 当 时 ［Ｎ］．中 国 旅 游 报，２０１２－１１－３０． 

⑤Ｏｒａｎｓ Ｍａｒｋ．Ｍａｒｉｎ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

ｇｅ－ｍｅｎｔ［Ｍ］．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９． 

⑥董玉明，王雷亭．旅游学概论［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５－５０． 

⑦金平斌．浙江省海岛海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Ｊ］．科技通报，２０００，１６（６）∶４７３－４７８． 

⑧马丽卿．论舟山海洋旅游产业区位重构［Ｊ］．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１（３）∶２８－３４． 

⑨周国忠．基于协同论、“点—轴系统”理论的浙江海洋旅游发展研究［Ｊ］．生态经济，２００６，（７）∶１１４－１１８． 

⑩苏勇军．“海上浙江”建设背景下浙江海洋旅游发展思考［Ｊ］．三江论坛，２０１０，（３）∶８－１４． 

○11李跃军．试论浙江水体旅游资源特点［Ｊ］．台州师专学 报，１９９８，２０（２）∶１５－２４． 

○12周国忠．海洋旅游产品调整优化研究［Ｊ］．经济地理，２００６，２６（５）∶８７５－８８３． 

○13郭鲁芳．海洋旅游产品深度开发研究［Ｊ］．生态经济，２００７，（１）１２３－１２５． 

○14陈璋玲．台湾的海洋观光从传统渔业转行到多元化的海域游憩活动［Ｊ］．渔业推广，２００６，（２３５）∶２８－３７． 

○15周通，周秋麟．台湾海洋资源与海洋产业发展［Ｊ］．海洋经济，２０１１，（６）∶２４－３２． 

○16冯斌．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热分析［Ｊ］．现代营销，２０１２，（４）∶２１７． 

○17金文姬，沈哲．海洋旅游产品开发［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３－１４． 

○18潘海颖．浙江海洋旅游产品定位与开发［Ｊ］．经济论坛，２００７，（７）∶１７－１９． 

○19宋艳．立足舟山大桥经济，做大海洋旅游品牌［Ｊ］．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５（４）∶４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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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俞萍．略论旅游产品的优化——以舟山为例［Ｊ］．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７（１）∶９６－１００． 

○21陈展之．舟山群岛的海洋文化与旅游开发［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４（３）∶７８－８２． 

○22胡卫伟，马丽卿．论舟山海洋旅游景观房产开发［Ｊ］．海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０６，（６）∶１３０－１３２． 

○23马丽卿．就舟山东沙渔镇谈非优区位旅游资源的开发［Ｊ］．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０（２）∶６

１－６４． 

○24舒卫英．宁波海洋旅游业发展对策研究［Ｊ］．三江论坛，２０１１（１）∶１０－１３． 

○25骆高远．发挥海洋优势做大海洋旅游［Ｊ］．资源调查与 评 价，２００５，（２）∶６２－６６． 

○26苏北春．温州海洋旅游区位特征与吸引力分析［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８，２８（３）∶４５２－４５６． 

○27潘韵文．大陆来台旅客旅游动机、服务品质、知觉价值与行为意图关系之研究［Ｄ］．云林县：国立云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２∶

３－４． 

○28马瑛．浅析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产品的开发［Ｊ］．江苏商论，２００９，（６）∶１０８－１０９． 

○29宣以芸．不同台湾特色景点对于外籍青年旅客吸引力之研究［Ｄ］．新竹市：中华大学，２００６∶４３． 

○30曾玉荣，周琼．台湾休闲渔业发展特色及其借鉴［Ｊ］．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１５（１）∶２

７－３１． 

○31秦诗立．浙 江 高 端 海 洋 旅 游 发 展 思 路 与 对 策 探 析 ［Ｊ］．海 洋 经 济，２０１２，２（５）∶４３－４８． 

○32朱芬芳．台州海洋旅游发展浅析［Ｊ］．职业时空，２００９，（８）∶１３９－１４０． 

○33蔡岚荞．开 放 大 陆 人 士 来 台 观 光 对 旅 游 产 业 国 际 化 影 响 之 研 究［Ｄ］．台湾：铭传大学国际事务研究

所，２０１１∶１０． 

○34萧淑慧．台湾地区保健旅游地选取指标初探［Ｄ］．台北市：国立台北护理学院旅游健康研究所，２００８∶７７． 

○35苏勇军．宁波市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Ｊ］．经济 丛 刊，２０１１，（１）∶５８－６２． 

○36马丽卿．国际化视阈下的舟山群岛海洋旅游目的地建设［Ｊ］．文化月刊，２０１０，（７）∶６８－６９． 

○37舟山旅游网．舟 山 市 创 建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工 作 简 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ｓｔｏｕｒ．ｇｏｖ．ｃ

ｎ／ｎｅｗｓ／ｗｏｒｋ６．ｈｔｍ． 

○38李强．加快实施海上温州战略［Ｎ］．今日浙江，２００３，（１６）∶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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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Ｃｈｅｎ Ｃｈｕｎｇ－Ｌｉｎｇ．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ｉｎｇ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Ｏｃｅａｎ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

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５３（８）∶４８７－４９２． 

○40郑锡钦，王群之，陈宏斌．澎湖地区休闲渔业的转型因素、类型与就业能力需求研究［Ｊ］．岛屿观光研究，２０１０，３（１）∶

５７－８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