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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域下舟山海岛旅游开发研究 

——以东极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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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域旅游背景下舟山海岛旅游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舟山东极岛区位优势明显、环境气候怡人、民

风民俗淳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极具海洋特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东极岛也面临着基础设

施落后、生态环境恶化、安全隐患未消除、宣传与营销模式不成熟等问题。在全域旅游的视域下，运用全域海岛旅

游的理念，注重思想上的引导、在保护中开发、多规合一、多产融合、多方发力。以此满足游客各方面的海岛旅游

需求，使东极岛在保护与开发提升到新的高度，也为舟山全域旅游发展拓宽思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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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旅游发展步人休闲时代。东极岛位于舟山，近年来它因韩寒的《后会无

期》成为舟山海岛旅游的新热点。东极岛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丰富。在休闲时代、全域旅游、海岛旅游的背景下，找寻东极

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索解决方案，提出发展构想，致力共创海岛全域旅游的美好蓝图，以更好地满足人

民旅游生活新需求。 

1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休闲时代，在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相继形成休闲特点。 

1.1海岛旅游 

海岛旅游，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以海洋为依托，以海水、阳光、沙滩为主要内容，以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求为

目的而进行的海洋游览、娱乐、体育活动和疗养活动所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海岛旅游在理论上可以包括海滨、海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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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海空空间全域的活动。包含在海洋旅游中，是海洋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1.2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是指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作为优势产业，对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和统筹配置，充分利用

目的地全部的吸引要素，让各行业积极融入、各部门齐抓共管、全民参与，为旅游者提供全时空、全过程的体验产品，全方位

满足游客的体验需求，实现旅游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全域旅游为海岛旅游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导。 

1.3解析全域旅游下的海岛旅游 

海岛旅游作为当今旅游行业的热门，从全域旅游的角度，就是在海岛这个特定的区域内，以海岛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如海

水、阳光、沙滩等秀丽风光为基础，发展旅游业，并且将这些资源优势与当地的文化等有机融合，合理统筹，并且与其他行业

和发展，相互促进、来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的需求。海岛全域旅游注重空间、行业、时间、社会、发展方面的全域是海岛旅游

产业的全景化、全覆盖、海岛资源优化、空间有序、产品丰富、产业发达的基础和前提。海岛全域旅游要求全社会参与，全民

参与海岛旅游业。通过消除海岛与其他旅游形式的二元对立性，从而实现海岛旅游一体化，全面推动海岛旅游产业的建设和海

岛居民的经济提升。 

2 东极岛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东极岛全域旅游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生态环境脆弱、限制因素较多、安全隐患突出和旅游基础设施薄弱等。海岛独特的自

然环境与优美的自然风光对旅游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在东极岛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严格的旅游监管体系使东极岛的

全域旅游存在着以下问题。 

2.1海岛生态环境脆弱 

在东极旅游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带来诸多积极影响也不可避免加剧了岛上生态环境的恶化。据调查表明：大量的游客登岛

加重了东极岛的环境负载负荷，产生大规模的生活垃圾，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其中垃圾焚烧的方式对土壤、空气产生深度污染，

而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人大海，导致海水水质下降。类似问题在海岛旅游发展中依然无法逃避，亟待妥善解决。 

2.2旅游基础设施薄弱 

作为国内海岛旅游经典案例的海南岛，除了具备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外，一流的度假设施、方便快

捷的交通网络以及不断改善的服务品质，使得到访的游客满意度普遍较高。东极岛目前尚处于旅游发展初期，交通瓶颈明显、

景区设施、综合配套设施、环境建设设施、特色海岛景观、接待服务设施薄弱。未来在旅游发展的道路上不妨借鉴海南岛模式，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环境和条件，不断满足游客对海岛休闲的服务满意度。 

2.3限制性因素较多 

大雾、台风、南风浪等恶劣天气极易对航班停航造成影响。其中台风多发生于每年的七八九月份，南风浪发生的频率相较

台风较小，但破坏力不容小觑。加之淡水资源紧张、用电压力大等制约因素，东极岛旅游发展面临重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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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舟山东极岛海岛旅游开发与保护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综合考虑东极岛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致力于解决东极海岛旅游存在的问题，权衡开发与保护关系，

提出以下策略： 

3.1顶层设计，多规合一，创造全域旅游环境 

政府发挥引导职能，坚持“保护为主，适度开发”原则。首先“保护为主”则要加强对东极岛自然生态的保护，增强此意

识，在不破坏东极岛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做好资源与能源开发的合理规划，进行适度开发，可以以东极“福地”概念引领整体形

象，借力文化影响力推动旅游市场拓展，以“东海”概念提领东极镇风貌环境改善升级，奠定旅游目的地基础；以“魅力”诠

释东极核心旅游资源，促进东极旅游全域化、休闲化、高端化发展，全面提升本地居民生活离不开休闲品质和游客游览休闲体

验。 

同时加强政府的宣传力度，重视独立微信号、微博等微媒体的运营，增加旅游网站、APP关于东极旅游的广告投放，实时更

新。改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是东极岛开发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普及环境教育，推行可持续发展。游客的文明素质也需要

提高，海岛由于地域因素，许多游客不了解海，因而导致令人惋惜的安全事故的发生，游客在前来旅游前必须对东极的海情有

所了解，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错误。 

3.2产业融合发展 

围绕“挖文化、抓休闲、带观光、构度假、主打核心旅游产品”这一思路进行，坚持优势型旅游资源原则、差异化产品构

建原则、层级开发原则，突出东极镇海洋海岛、石屋民宿等核心资源，打造去同质化的特色旅游产品，着重提出海、山、文、

村四大主题协调发展，将东极岛的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运动产业、农业、影视业、摄影业等行业进行有机融合。其中在产品打

造时，需要特别注重贯彻环境保护意识，推行绿色计划，合理规划绿地空间，打造生态人居环境，倡导居民与游客共建生态旅

游区。 

3.3多方发力，满足游客需求 

3.3.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调动地方积极性，充分发挥各级财政资金效益，完善海岛基础设施。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重点加强海岛旅游码头、道路交通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可行性分析下考虑增设船只。由于海岛自身

道路狭窄，公路少，行路困难，给日常生活、安全巡检、减灾防灾等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对引进的海岛交通工具，如自行车、

游览车等需加强修理工作，确保安全。而且海岛旅游存在一定的危险性，需加强游客服务中心和应急救援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此外，餐饮住宿、旅游厕所、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需进一步跟进提升，为游客提供全方面的基建设施。 

3.3.2加大智慧旅游科技创新力度。首先，坚持发挥优势，立足东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特色文化、优势产品，将这

些资源优势充分利用，争取向旅游优势的转换进而向经济优势的转换。其次，坚持加强创新，着力提高原始创新，原有的资源

依托上创新开发，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开发新技术来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安全服务工程，不论是发电站，垃圾处理、污水

处理还是资源利用上都要依靠科技的发展。开发一些关键技术，契合海岛旅游，重点打造海洋新能源研究开发中心等来为旅游

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推广海洋产品时，推动海洋水产品加工、贮藏、运输等关键技术应用，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来带起

整个东极的经济发展，将本身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通过这种跨越发展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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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休闲时代、全域旅游的大环境下，不难发现，即使舟山海岛旅游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假

若不及时整顿，补齐短板，旅游事业将会遭遇发展瓶颈，因此亟待解决这些问题。应坚持从全域旅游的视角出发、用全域旅游

的理念作为依据从思想上引导，在行动中实践，遵从“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的原则，以满足休闲时代游客需要为宗旨，做好

供给侧改革，为建设更具人性化的东极岛打下基础，也为拓展舟山海岛旅游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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