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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里斯本丸”红色旅游资源 

SWOT 分析及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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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浙江舟山 316022） 

【摘 要】：红色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作为红色文化传播的载体之一,近年来在

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本文对”里斯本丸”红色资源进行 SWOT分析,结合舟山群岛特有的海洋环境

特点,人文、政策条件,提出全域规划、突出精品、创新开发、开发与保护并举等开发策略。 

【关键词】：红色旅游旅游开发 里斯本丸 SWOT分析 

1 引言 

1942年 9月 27日,装载着 1800多名英国战俘和财物的日本”里斯本丸”号从香港出发前往日本。10月 1日,“里斯本丸号”

途经浙江省定海县东极乡海疆时不幸被鱼雷命中,在 10月 2日早上沉入海中。东极乡渔民发现后奋力救助,总计救起英军战俘 384

人,并将他们带到渔村进行救济。随后日军便上岛捉拿幸存者,带走了绝大部分英军战俘,当地渔民帮忙隐蔽仅使得伊文斯等 3人

逃生,他们迂回至重庆,再返回英国。”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展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抗日民族精神。在 2015

年 10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进行举办的欢迎晚宴上的祝酒辞中,提到了中国浙江省舟山渔民不顾生命危

险帮助拯救日本”里斯本丸”船上数百名英军战俘的故事。习主席还动情地说:”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

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自国家级群岛新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后,舟山作为东海门户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舟山是全国唯

一的海洋群岛型地级市,在历史进程中,因舟山四季分明,冬无酷寒,夏无炎暑,碧海、蓝天、金沙、白浪、绿岛而构成舟山海岛旅

游的主色调。海岛红色文化和海岛旅游结合而成海岛红色旅游,不仅仅能带来经济创收,同时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国民海洋意

识的提升。 

2“里斯本丸”红色旅游资源 SWOT 分析 

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劳苦功高贡献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

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外延,组织欢迎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观赏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2.1优势(S) 

2.1.1海上国际大救援,资源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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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世界上最神圣、最美好的一种情感,它源于人性的善良与正义。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人民由于彼此均面临生死

存亡,因而共同携手、联合抗战实属必要之举。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在二战期间,舟山渔民怀着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不畏艰

险营救英军战俘。这种超越国界的爱,将源远流长,为世人称道,让人难以忘怀。 

2.1.2文化断层的有力弥补。 

舟山是一座典型的靠海吃海的海岛城市,在 2009年舟山跨海大桥完成通车前,舟山的通信相当落后,文化的融合程度也不高,

而且舟山群岛在唐末与明洪武年间两次撤销县级和明清三次海禁迁徙百姓的历史,造成了一定的文化断层。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作

为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事件,是对舟山历史文化的强有力补充。 

2.2劣势(W) 

2.2.1红色资源集群状况和地域组合优势不明显。 

舟山群岛由大大小小 1300 余个岛屿组成,岛屿之间主要靠水运相连,使得红色旅游资源的分布较为分散,旅游产品延展性不

足,景区之间关联度较低。因此,资源较不足的集群状况和不具具备竞争优势的地域组合,使得里斯本丸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较

为艰难。 

2.2.2旅游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源缺乏。 

舟山红色资源开发虽然有政府的强力支持,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景区开发阶段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由于资金的贫乏,舟

山红色景区的基础旅游设备十分不完善,对游客的接待能力不足。同时,在里斯本丸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景区存在的经济条件不

足、文化相对落后、市场意识匮乏等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再加上旅游景点工作人员素质部分不高、景点管理水平落后、服务

质量有待提高,甚至有些地方都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缺乏专业的红色旅游服务人员和必需的景区讲解员,这些存

在的问题都是里斯本丸红色旅游开发目前所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2.2.3海岛红色旅游资源开发面临人才和资金不足的挑战。 

现代旅游业是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没有相对较高的投入,其旅游产业得以发展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政府虽然在政策、资

金方面给予舟山较多的优待,但因为其是海岛城市,资源短缺,人口稀少,不具备像东部沿海地区那样合适的市场环境,引入资金

的能力差加之舟山海岛自身经济实力比较落后,资金投入力度不足等原因,使得红色资源开发水平较低,内容形式简单,无法吸引

高消费旅游者。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现有景区无力升级完善,同时新的资源开发困难。 

2.3机遇(O) 

2.3.1国际旅游岛建设下,全域旅游大范围铺开。 

2018年 9月,来自省、市相关单位及高校等 9位专家组成的评审专家组审阅了《舟山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7-2025年)》

和《舟山国际旅游岛战略性总体规划》的送审成果,听取了编制单位的报告请示,经过认真评断,并形成具有建设性的评断意见。

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全域旅游的大范围开展为舟山旅游事业迎来了历史大机遇,给舟山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福音。 

2.3.2海洋意识教育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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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洋强国,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激发全社会关心海洋的热情,为海洋强国建设营造强有力的舆论环境走向海洋。拓展

蓝色空间,关系我们的生存发展,关乎国家的兴衰安危。海岛红色旅游既有着红色文化的内涵,又包括了旅游活动的趣味性,还涵

盖了海洋意识教育。这是在旅游层面对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拓展,是海洋意识教育新模式。 

2.4挑战(T) 

2.4.1舟山其他特色旅游资源的屏蔽作用。 

舟山群岛旅游资源相当丰富。这些优质的旅游环境,对里斯本丸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所产生的屏蔽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 

2.4.2里斯本丸沉船打捞成本高、设备不足。 

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在 1942 年,距今已有 76 年的历史,较为久远。根据近年来打捞情况来看,沉船周围能见度极差,潜水

员下潜到离沉船不远处就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同时,沉船附件海域海况较为复杂,这给打捞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近些年的打捞

工作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没有历史实物,游客就少了视觉冲击感,这对游客的体验感有巨大的影响。 

3 里斯本丸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3.1政府支持,全域规划 

红色旅游体系的搭建需要政府的支持。做好顶层设计是红色旅游产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路径。在进行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前,应

组织专业的调查人员进行全方位调研,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取得切实可信的一手资料后,积极借鉴国内已成型且发展形势

较好的红色旅游开发利用模式,吸收相关专家的看法或建议,在国家和省上各种红色资源开发的相关精神指导下,结合舟山群岛

专有的地理环境、人文特色,制定好能真正落地实行的舟山群岛红色旅游开发总体规划,为舟山海岛红色旅游发展提供有力的决

策依据。 

3.2因地制宜,打造精品 

里斯本丸红色旅游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固守不变的现象。凭借其优势资源对里斯本丸红色旅游进行整合开发,全新打造以舟山

渔民历史纪念为主题的旅游线路。首先,加大对舟山渔民珍贵资料和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原舟山渔民解救英军的真实历

史,通过现代化网络等多媒体技术做好宣传工作。其次,开发以红色旅游为基调,围绕红色主题的旅游产品,需要发掘更多的红色

旅游资源的深层意义,起到红色旅游资源本身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作用,这样既达了到教育目的,又提高了旅游品位。这样能使

里斯本丸红色旅游提升成为一个高品质、强吸睛性的精品旅游产品。 

3.3开发与保护并举 

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人文景观资源一样,都存在不可再生的性质。面临红色旅游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而造成的资源

损坏,应坚持先保护后开发的旅游原则。针对里斯本丸红色资源的开发,首先可以从采集调查历史事实资料出发,对当地的战斗遗

迹进行保护,其次,收集红色历史文化和历史事迹,重现红色历史最真实的原貌,尊重历史,重视史实。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按照

制定的红色旅游资源规划,有层次地进行开发,将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3.4将传统旅游与现代网络技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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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科技对旅游业的影响甚大,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与网络信息技术紧密相连,因此,尽

量推动旅游+互联网效应,用网络信息技术的力量完善旅游业是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主要任务。网上预订系统(订机票、车票、景区

门票、酒店等)、网络查询、网络旅游互动等一系列的网络活动都与旅游活动有着不可分开的联系。将里斯本丸红色发展做成红

色品牌旅游路线,需要将网络信息平台的宣传作用和以互联网特色服务为主题的旅游营销策略互相结合,使舟山渔民红色纪念游

这一红色旅游线路走向大众。 

4 小结 

里斯本丸号是承载着舟山本地渔民担着生命危险解救英军伟大历史的见证。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十三五”规划对旅游

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下,舟山海岛旅游业要站在更高的出发点上,抛开里斯本丸旅游陈旧的框架,为扩宽里斯本丸红色旅游更大

的市场,在全国红色旅游和省旅游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尽全力推动里斯本丸红色旅游成为舟山红色旅游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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