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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滨海旅游业发展优势与对策探析

王树欣 张耀光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大连116029)

摘 要 海南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是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滨海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滨

海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2008年5月海南省政府发布《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要将海

南省打造成为吃住游购娱五位一体的国际旅游岛，这为海南省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

机。结合海南省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借助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了海南省滨

海旅游业发展优势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海南省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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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海洋的时代，滨海旅游业作为海洋

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滨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当前滨海旅游在国内外已经

成为大众最喜爱的旅游度假方式之一，滨海旅游相

关研究已经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各种形式的国际

滨海旅游区域合作方兴未艾。海南省地处我国大陆

最南端，滨海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滨海旅游业发展

前景广阔。2008年5月海南省政府发布《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要将海南省打造成为吃

住游购娱五位一体的国际旅游岛，这为海南省滨海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建设国际旅游

岛战略的实施和深化，如何扬长避短，有效地利用

自身优势，促进滨海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对海南省国

际旅游岛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海南省滨海旅游业发展优势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哈佛商

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先后出版了《竞争战略》

《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等3部著作，从

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层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

“竞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其

中，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把他的国

内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国际竞争领域，提出了著名

的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图1)⋯。

图1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

迈克尔·波特认为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受四

个主要因素的制约：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

支持性产业和产业中企业的战略、结构与同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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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此外还要考察外部机遇和政府政策这两个辅助

因素，这六个因素若相对完善会加强本国产业创造

国际竞争力的速度，而某些要素的残缺也可能会造

成产业停滞不前㈨。据此，对海南省滨海旅游业

发展的优势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1滨海旅游资源优势分析

海南省滨海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极富特色，与

国内同类地区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其具体表现在：

①气候条件优越。海南省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属

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因受海洋影响明显，气候优势

明显。全年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常青，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22℃一26℃，月最

高平均温度25℃一28℃，月最低平均气温在10℃

以上。光照时间长，年日照时数约2 500 h，年晴

日在300 d以上。年平均降水量1 500～2 000 mm。

②滨海旅游资源类型多样，民族风情浓郁。海南

省不仅拥有得天独厚、广泛分布且各具特色的

“3S”旅游资源，而且拥有国内唯一的热带山地旅

游资源、热带温泉旅游资源、热带森林旅游资源以

及热带岛屿文化旅游资源。另外，海南省还生活着

黎族、苗族、壮族和回族等36个少数民族，各少

数民族至今保留着许多质朴敦厚的风俗习惯，特色

鲜明，风情浓郁。③滨海旅游活动空间广阔，资

源组合合理。海南省不仅管辖4．5万km2的陆地，

管辖范围内更有200万km2的海洋。同时，不同类

型的滨海旅游资源为开展休闲度假旅游提供了多样

选择，东线和两线滨海旅游资源各具特色，南部和

北部滨海旅游资源各有优势，并且东西南北中的滨

海旅游资源具有很好的互补性和照应性。

1．2客源市场优势分析

海南省地处中国最南部，位于东南亚经济罔

内，西临北部湾，南濒东南亚各国，北望台湾，处

于西太平洋的中心，是国际海运的必经之道。优越

的区位条件使得海南省在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方面，

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客源丰富。从海南省旅

游客源结构分析，海南省滨海旅游客源主要分为3

部分：国外、港澳台地区和内地游客。从地域划分

来看，海南省国外客源市场主要集中于韩国、俄罗

斯、日本、新加坡、美国、马来西亚、德国、泰

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另外，由于地缘关

系，港澳台同胞在海南旅游客源中所占比例较高。

就国内客源市场来说，目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

三角和环渤海区域，以广东、上海、北京、江苏、

浙江、山东和辽宁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地区为

主。2008年全省共接待入境旅游者97．93万人次，

国内游客1 962．07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65．01亿元，境外旅游收入27．32亿元，分别比

上年增长10．3％和4．4％。

1．3滨海旅游企业及其支持性产业优势分析

海南省旅游经济发展较快，陆海空交通便利，

通信和服务等旅游基础设施比较完备，滨海旅游企

业及其支持性产业发展迅速。2008年全省旅游饭

店客房开房率59．18％，共有星级宾馆260家，其

中，五星级宾馆20家，四星级宾馆54家，三星级

宾馆117家，在国内位居前列。同时，与滨海旅游

企业密切相关的企业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也表现

出积极的合作态度。另外，海南省滨海旅游基础设

施环境在国内具有一定的优势。目前，海南省陆海

空立体交通网络已初步建立，电信基础网络全部实

现数字化。全省高速公路发达，海上航线众多，铁

路通过琼州海峡轮渡与全国联网，美兰和凤凰两个

国际机场已开辟国内外航线100多条，可以直达全

国60多个城市。

1．4机遇和政府政策优势分析

滨海旅游业作为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其先导和支柱的产业地位，受到海南省各级政府的

重视。一系列战略和规划的实施以及优惠政策的出

台为海南省滨海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首先，海南省具有“三低”即低税率、地价、

劳酬和“三自由”即资金、物资、人员流动自由

的有利条件。其次，免签证和落地签证政策的相继

实施以及国内外滨海旅游区域合作的积极合作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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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滨海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再次，游轮

经济、国际赛事、会议和旅游节庆的举办以及

“海上大省”战略、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为海南省滨

海旅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2海南省滨海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协调不够

海南省滨海旅游资源的特色主要是优美的自然

风光和淳朴民风，而海岛生态和热带雨林生态是比

较脆弱的生态类型。由于可持续发展观念淡薄，经

过20世纪初期的无序开发，海南省的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的破坏，原始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水土流

失及荒漠化日趋严重，抵御热带风暴等自然灾害的

能力减弱；一些海滨景区开发利用少，实际产出与

资源丰富程度不协调，难以将开发与保护协调发

展，旅游性污染严重，盲目开发和重复建设问题突

出；旅游者生态环保意识淡薄，加上一些海滨旅游

地超容量接待游客，造成海滩垃圾遍地、海洋水体

遭受污染和沿岸植被的破坏；许多固体垃圾未得到

及时的回收处理，造成岛上生态环境恶化，大量游

客参与亲水式潜水项目，并且缺乏对珊瑚礁资源保

护的知识，使珊瑚礁遭到严重破坏旧o。

2．2滨海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本土文化缺失

海南省在以前的滨海旅游开发当中，无论是酒

店、旅游设施和旅游景区，把西化和城市化当做现

代化，把西方标准当做规范化，建造了一些千篇一

律的、风格雷同的滨海旅游城市和酒店，使得其滨

海旅游逐渐丧失了本土文化特色。另外，海南省一

些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深度与广度不够，文化底蕴

缺失，没有将特有的海洋文化、热带原始森林文化

以及黎苗等少数民族文化充分挖掘H]。

2．3滨海旅游国际化人才欠缺

海南滨海旅游企业大多对国际文化背景了解不

充分，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深入，在滨海旅游产

品、服务、营销与国际对接方面必然会产生诸多问

题。此外，海南滨海旅游企业还面临着国际化人才

欠缺的问题。无论进行国际市场营销、接待、服务

或管理都需要大量的懂得主要客源国语言、文化、

法律制度和管理等知识的人才。例如，近年来俄罗

斯游客的迅速增加，三亚许多旅游酒店就缺少此类

旅游人才。随着德国、法国和瑞典等欧洲旅游市场

的开发，人才的缺乏将会越来越明显。

3海南省滨海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3．1合理开发滨海旅游资源，促进滨海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

研究滨海旅游环境承载力，并将滨海旅游发展建

立在海滨生态环境承受能力之上，符合海南省经济发

展状况和社会道德规范。对滨海旅游发展负有责任的

当地政府机构、协会和环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应通力

合作，加强可行性研究，拟定发展框架，完善滨海

旅游规则，坚持滨海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协调并重

的原则，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合理开发滨海旅游资

源，促进滨海旅游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3．2立足休闲度假。凸显本土文化

度假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市场的主流与趋势所

在。海南省应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完备的度假旅游

配套设施，营造具有海岛特色的休闲度假氛围。一

方面，在保护海岛资源的前提下，保留具有特色、

原生态的休闲农场、村庄或者城镇，建设生态化的

特色酒店、度假村、小木屋、游船码头以及海岛、

海滩、海上的各种娱乐设施，提供民风民俗表演、

岛民生活体验和渔家乐等互动性强的旅游活动，让

海岛特色深入人心，让旅游者获得深层次的旅游体

验和身心的放松；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挖掘和发展

海南省海岛文化，建设标志性海岛旅游设施。标志

性建筑或景观在海岛旅游开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

义。标志性建筑或景观在功能上应满足国际市场的

需求，在造型上可树立项目开发的独特风格，在形

象上应成为海岛的代表性意象，在文化上应显示具

有海南省特色的文化理念和特征【5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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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加大滨海旅游资金投入。培养滨海旅游国

际化人才

滨海旅游开发及其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

在这方面海南省及各市县要加大对滨海旅游业的资

金投入力度，在政策方面给予倾斜、鼓励和支持。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多种渠道

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设备。鼓励本土旅游企业同

国内外同行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另

外，还要加大滨海旅游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充分利

用省内外的各大旅游院校，定期进行专题讲座和学

术会议，搞好行业培训，为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

和滨海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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