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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角下江苏沿海旅游合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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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盐城 224005） 

【摘 要】：全域旅游是时下热点话题,国家大力推行各地发展全域旅游。江苏是旅游大省,势必重视旅游业的全

面发展;而江苏沿海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任重道远,实行旅游合作将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促进江苏沿海地区旅游合

作,本文通过对江苏沿海地区旅游资源、旅游业发展情况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发现江苏沿海地区旅游合作存在一

些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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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旅游合作已经成为各省、市、区提高旅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区域旅游

合作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将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2018年是全域旅游年,国家大力推行各地发展全域旅游。

全域旅游是指将旅游业作为优势产业,对一定区域内的经济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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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共同管理、全民共同享有,从而为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旅游产品,满足游客全方位的体

验需求。我国区域旅游合作及相关讨论开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在中国知网中以“旅游合作”为主题词进行搜索,目前已有 6000

余篇相关成果,以“全域旅游+旅游合作”为主题词进行搜索,目前有近 1000 余篇相关成果。国内学者主要从概念层面、空间层

面、结构层面、合作层面等几个方面对国内区域旅游合作进行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区域旅游合作已有研究,并对区域旅游

合作给出了不一样的定义。薛莹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是指在具有共同行政边界的不同区域范围内,各级旅游合作主体依据其所制定

的协议章程,将各种旅游相关要素在地区之间进行重新组合、优化配置,以期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旅游经

济活动。此概念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2009 年,《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中已明确江苏省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鉴于此,

本文在学习、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江苏沿海旅游现状,并对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措施进行探讨。 

本文所指的江苏沿海地区主要包括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南通、盐城、连云港三个地级市。这三市分别位于江苏省东南

部、中东部、东北部,其中南通和连云港是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 14个沿海城市之一。江苏省经济发达,是全国经济大省。资料

显示,南通、盐城、连云港三市经济发展稳步向前。南通市,GDP从 2010年的 3510.56亿元,上升到 2017年的 7734.64亿元;人均

GDP从 2010年的 48705元,上升到 2017年的 105903元。盐城市,GDP从 2010年的 2345.68亿元,上升到 2017年的 5082.69亿元;

人均 GDP从 2010年的 31819元,上升到 2017年的 70216元。连云港市,GDP从 2010年的 1201.79亿元,上升到 2017年的 2640.31

亿元;人均 GDP 从 2010 年的 27179 元,上升到 2017 年的 58577 元。综上,可以看出江苏沿海地区 GDP 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发

展势头较好。 

1 旅游业发展现状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亦是旅游大省,旅游资源丰富,形式各异。南通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狼山风景区、南通博物苑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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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景点;南通的通剧、侗子会、花鼓等代表着南通的文化。连云港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名山、名海、名水等构成独特的城市

风貌;有花果山景区、连岛海滨旅游度假区等著名景点。盐城市有丹顶鹤和麋鹿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海湿地申遗工作正在

推进中,目前,已经进入到关键时期,将在今年 6月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表决,这对于盐城的旅游发展来说,无疑是迈向了一个新的

台阶。 

近年来,江苏沿海三市旅游业发展总体情况较好,国内旅游接待人数、国内旅游收入等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为三市旅游业进一

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三市的星级饭店数量、接待海外旅游者人数都有着明显的变化趋势,这可能与政府政策、评定标准

要求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2 旅游合作及制约因素 

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江苏沿海三市已提出了旅游战略合作。2006年,三市组建了江苏旅游新干线旅游

联合体,推出的“神山仙鹤长寿”之旅,成为江苏省对外宣传推广的主打旅游品牌。2007 年,三市又向西安推出此旅游线路,并签

署合作协议。2008 年,三市旅游局在上海召开了新华东线旅游推介会。此后的每一年,三市都会全力以赴推进旅游合作与发展。

在未来,三市要继续加强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深化江苏沿海旅游合作,提升江苏沿海城市旅游形象。目前,江苏沿海地区旅游合作

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政府间缺乏深入沟通 

区域旅游合作最重要的主体是政府,政府旅游合作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对旅游活动有深远的影响,其重视程度将对旅游业

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江苏沿海地区共有的旅游制度、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之间虽有旅游合作,但在开发线路、市场宣传、

发展产品等方面还需加强及深度合作,不能为了合作而合作。 

2.2旅游产品缺乏竞争性 

江苏沿海地区整体旅游规划方面存在欠缺,旅游发展雷同点较多。多数景区在发展时,易人云亦云,缺乏自我特色,有时会造

成景区资源配置不合理,形成资源浪费。另外,城市之间的旅游特色不显著,选择竞争性较小。因此,三市需挖掘具有创新性的旅

游线路、竞争性的旅游产品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争取更多的潜在客源。 

2.3缺乏高层次旅游人才 

目前,江苏省在旅游人才方面存在总量供给不足、人才分布不合理等现象。如:高校高级职称人才严重缺乏,有些院校旅游专

业老师中,高级职称仅有 1～2人,少之又少;旅游服务人员文化差异较大,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相对中文类旅游服务人才,小语种人

才更少。以上这些因素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因此,需要大力培养旅游人才,以适应时代需求,促进行业发展。 

3 旅游合作建议 

3.1加强政府交流 

宋子千认为政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主要主体。在区域旅游合作中,通过政府、企业、市场及区域旅游联合体的相互作用、相

互协调使合作有效地开展,而政府是三者的主体,在旅游合作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政府要出台相关的旅游政策和规章制度,完善

旅游业基础设施,整合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线路,结合旅游者的需求,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扩大各地区政府、行业的深度交

流。另外,政府要考虑招商引资等,为旅游业发展创设优越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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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打造旅游品牌 

长期以来,由于江苏沿海区域旅游各自发展,在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时,需要对三市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共享,设计品牌旅游

线路。以盐城为中心,形成旅游圈,差别开发,打造品牌,相互合作,实现共赢。 

3.3培养旅游人才 

旅游行业人才紧缺,是时下仍存在的问题,应向上海、南京等旅游业发展较好、师资力量较强的院校学习,加强校校、校企等

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课程,理论联系实践,提高旅游人才的专业素质,提升旅游行业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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