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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海岛旅游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广西涠洲岛旅游业保持迅猛发展。北海市政府积极

推动涠洲岛旅游基础设施升级，加强涠洲岛生态环境及海岛资源保护，提倡生态文明理念，开发中

高端海岛旅游项目，不断提高涠洲岛海岛旅游的接待能力。２０１１年《北海涠洲岛旅游区发展规划》

的实施，标志着涠洲岛海岛旅游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章介绍广西涠洲岛海岛旅游业的发展现

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海岛旅游业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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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旅游业是滨海旅游业的一种形式，以旅游

者为主体，以海岛资源和旅游设施为客体，通过旅

游者的流动表现出的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１］。随

着近海海洋生态环境的持续衰退，海岛旅游产业已

经成为我国沿海岛屿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海岛

旅游开发是解决一些海岛传统产业衰退困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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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的重要选择［２］。因此海岛旅游业不但是沿

海地区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岛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内容之一［３］。海岛旅游开发

作为海洋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普遍为沿海各

级地方政府所重视，并纳入地方海洋经济的发展

规划。

１　涠洲岛旅游简介

涠洲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北部湾海域中的

最大岛屿，也是中国面积最大、地质年龄最年轻的

火山岛。涠洲岛位于北部湾北部、北海市正南方，

南望海南岛、东邻雷州半岛、西近越南广宁省。涠

洲岛中心经纬度为１０９．１０１°Ｅ、２１．０４１°Ｎ，总面积约

２４．９８ｋｍ２，海岸线总长２６．６ｋｍ，距北海市３７ｋｍ，

岛上居民１６０００余人，目前为乡镇建制，岛上设有

县级建制的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

涠洲岛气候温暖湿润，资源丰富，空气清新怡

人、富含负氧离子；拥有海洋珊瑚礁生态系统、火山

遗址及特有的海岛风光，主要景点有鳄鱼山火山

口、地质公园、天主教堂、三婆古庙、石螺口海滩、滴

水丹屏、芝麻滩、嘉庆古炮台、海洋灯塔等，具有丰

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发展海岛旅游业的巨大潜力。

１９９９年涠洲岛被批准成立省级旅游度假区；

２００２年成为省级地质公园；２００４年火山国家地质

公园获批；２００５年涠洲岛名列《中国国家地理》评选

的“中国最美丽的１０大海岛”第２名；２０１０年涠洲

岛火山国家地质公园鳄鱼山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评

为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北海涠洲岛旅游区发

展规划》通过国家旅游局组织的专家评审；２０１１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实施《北海涠洲

岛旅游区发展规划》，涠洲岛天主教堂被评为广西

ＡＡＡ级乡村旅游景区；２０１３年涠洲岛荣膺中国旅

游电视协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

方”称号，国家海洋局正式批复同意建立涠洲岛珊

瑚礁国家级海洋公园；２０１５年涠洲岛名列国家海洋

局评选的“美丽海岛”第６名。随着《北海涠洲岛旅

游区发展规划》实施，涠洲岛海岛旅游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２　涠洲岛旅游业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制约涠洲岛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是有限的岛上接待能力。涠洲岛是一座原生态岛

屿，自然风光秀丽瑰奇，但岛上缺少高档次的酒店

宾馆，多为小型私人旅社或“农家乐”等接待方式，

住宿、交通、购物、娱乐等配套设备还不够完善。目

前赴涠洲岛旅游的游客主要是旅行社组织的团体

游客和散客，受旅行社日程安排和涠洲岛接待能力

等因素的影响，团体游客大多选择“涠洲岛一日

游”，即乘坐早上第一班船从北海出发，乘坐下午航

班从涠洲岛返回，在涠洲岛过夜游客比例较小。现

有旅游产品较单一，大部分为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体验式旅游发展缓慢。

涠洲岛旅游旺季为２月的春节寒假旅游、４—

５月的春季旅游、７—８月的暑假旅游、１０月的国庆

黄金周旅游和１１月的老人团冬季旅游。旅游传统

客源地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西南地区，

随着北海旅游业的发展和涠洲岛知名度的不断提

升，来自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地区的游客数量快

速增长。

近年来涠洲岛旅游人数增长迅速（图１）。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涠洲岛分别接待游客约４７万人次、５８万人

次、７１万人次、８０万人次和９１万人次
［４］，游客人数

逐年上升，近５年保持平均２０％左右的增长率。随

着滨海旅游、海岛旅游的兴起，涠洲岛之旅成了游

客到北海旅游的必选项目。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涠洲岛旅客数量及增长情况

２０１２年以来，北海市开始推动包括海景精品酒

店项目、国家地质公园旅游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海滩景区建设项目、地质遗迹保护项目和绿化

工程、灯光工程、城乡风貌改造工程在内的涠洲岛

十大基础建设项目。上述基础建设项目的完成，将

极大地改善岛上休闲度假的软硬条件，使涠洲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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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３　涠洲岛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

３１　因天气原因北海至涠洲航线停航

北部湾地区冬季受大陆冷空气影响，常会出现

伴随寒潮而来的强北风和西北季风；夏季受西南季

风影响，时有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和台

风等热带气旋产生。北海至涠洲岛旅游航线高速

客船因海面阵风、台风和多雾等天气原因年平均停

航４０ｄ左右
［４］；２０１４年７月下旬在北海登陆的超强

台风“威马逊”对北海及涠洲岛基础设施造成较大

损害，导致涠洲岛景区临时关闭１１ｄ。

３２　海岛生态资源系统脆弱、城镇规划滞后、基础

设施较差

涠洲岛生态系统脆弱，环境承载力不强，抵抗

外来干扰能力较弱；远离大陆，四周被海水环绕，淡

水资源相对缺乏，土层浅薄，岛上林木一旦毁坏将

难以恢复。涠洲岛在开发初期对巨大的生态旅游

价值认识不足，相关城镇规划实施滞后，以致岛民

违规建成５００余家家庭旅馆，对岛上原生态风貌造

成极大破坏，使海岛价值大打折扣。

此外涠洲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海岛旅游业起

步较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海岛旅游业基础设施

存在大投入、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特点［５］，岛上电力、

交通和淡水使用成本高于陆地，亟须大规模的资金

投入。

３３　各种开发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较大

近年来涠洲岛旅游发展较快，但旅游资源开发

产生的环境污染对周边海域造成威胁：涠洲岛旅游

旺季每天接待游客近万人，带来超负荷的污染，如

游船泄露油污、游客遗弃垃圾、对珊瑚肆意攫取和

破坏等。此外，工业的发展也对岛周边环境产生影

响：中海油油气终端分离厂建成投产以来，大量消

耗岛上淡水；岛西北侧建成的３０万ｔ原油码头，增

加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风险，限制涠洲岛旅游

价值的进一步提升。

３４　旅游淡旺季区分明显，中高端海岛旅游项目

滞后

涠洲岛旅游旺季为２月、４—５月、７—８月、

１０月和１１月，平时游客较少。现有旅游产品较单

一，大部分为观光一日游，休闲度假深度体验式旅

游发展缓慢。

３５　上岛人数限制

２０１４年６月，北海市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印

发涠洲岛旅游区上岛游客人数控制工作方案的通

知》（以下简称《方案》），规定涠洲岛旅游区单日上

岛游客人数不超过７０００人（不含涠洲岛居民、驻岛

官兵及驻岛各部门工作人员），《方案》的出台将引

导游客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游，熨平涠洲岛旅游

的波峰波谷，解决旅游高峰期景区人满为患的问

题，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提高游客满意度。

４　涠洲岛旅游发展的建议及对策

涠洲岛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海岛旅游产业链存

在纵向不完善、横向不丰富的特点，整体没有进行

充分的拓展和延伸，缺少海岛旅游的升级和创新。

海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

题，应充分认识其发展机理，认清系统的运行规律，

按照规律进行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海岛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措施，以实现海岛旅游可持续发

展［６］。根据涠洲岛海岛旅游业发展现状，为实现涠

洲岛海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４１　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海岛开发统一规划和管

理工作

加强海岛开发活动的科学规划和管理结合，根

据岛上具体情况做好海岛开发的统一规划，加强海

岛资源开发管理，确保海岛资源合理、有效地开发

利用，产生最大限度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

完善相应的管理体系和机构，进一步规范海岛开发

秩序，贯彻优先保护海岛环境的原则，实现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４２　加强航运能力及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高抗风能力客船及中高端客船数量，改善北

海－涠洲岛旅游航线运力结构，以保证在风浪较大天

气条件下北海至涠洲旅游航线的稳定运营，满足中高

端游客的需求。进一步改善涠洲岛交通，加快环岛道

路建设，建立电车、公交车、出租车、旅游包车等各种

交通工具相结合的交通系统。加快海岛精品酒店建

设，逐步增加中高端旅游消费场所，提升涠洲岛接

待能力和接待水平。（以下内容转至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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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红树林种植对该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的贡献

６１　生态效益

红树林是海湾河口地区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第

一生产者，种植红树林后成功地抑制了互花米草的

入侵，对维护海湾河口地区的生态平衡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３］。红树林根系发达，枝叶繁茂，可以大量

吸收海洋中的污染物，净化海水，减少赤潮的发生

率［４］；同时还可滞留浮泥并使之沉积，使海滩面积不

断扩大和抬升，扩展滩涂林地，为国土增加湿地，形

成泥质海岸滩涂森林景观，展现林下鱼虾游、树上

鸟语声，维护海岸生态平衡，加快提高海域、海岛环

境质量，促进生态乡村的创建，该区域所在海山乡

荣获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之“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省级生态乡”等称号。

６２　 经济效益

红树林枝叶繁茂，抗风能力强，根系极其发达。

据调查，３年生的秋茄树高为６０ｃｍ，其侧根沿水平

方向可延伸达１ｍ，根系纵横交织、盘根错节形成一

道密结的栅栏，使红树林牢固地扎根在常受风浪袭

击的沿海滩涂上，形成一道与海岸线相平行的天然

屏障，发挥其固岸护堤的功能，降低台风、海浪等对

海岸的冲击，减少公共财产的损失［３］。

同时，引种红树林后改善了滩涂生境，使之更

适宜底栖动物的生存，从而恢复底栖动物的资源

量，成为鱼、虾、蟹、贝等以及候鸟、海鸟等动物的栖

息所、繁殖地，可拓展红树林与鱼鸭结合的养殖业；

通过建设和恢复红树林种植保护区的生态功能，逐

步创造良好的生态旅游环境和人文景观，开展生态

农业观光游、海岛风情游、休闲度假游等项目，促进

海洋渔业经济及第三产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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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开发中高端海岛旅游项目，倡导低碳、生态海

岛旅游

深刻认识涠洲岛旅游业由观光旅游向休闲度

假旅游转变的趋势，提供秀美风光、独特美食、便利

交通、舒适行程、内涵文化、便捷购物、丰富娱乐等

在内的全方位休闲体验项目，加大涠洲岛旅游的内

涵和外延开发力度，充分开发中高端海岛旅游项

目。在执行《方案》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实现各季

度运送游客数量趋于均衡，呈现淡季不淡、旺季更

旺的特点。对上岛游客宣传低碳、生态旅游理念，

最大限度减少对涠洲岛环境的破坏，实现涠洲海岛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４４　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加强涠洲岛生态环境、海

岛资源保护工作

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涠洲岛海岛旅游业发展

中，加大对海岛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力度。严格控

制居民、游客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排放，船舶、港

口、石油平台含油污水进行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放。

建立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系统，提高公众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发过程中

要珍惜和保护海岛独特资源，坚决贯彻保护与开发

并举的方针和开发服从保护的原则，做好海岛资源

开发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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