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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岛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探讨。

王 圣，孙吉亭
(山东社会科’'7-院海洋经济研究所 青岛 266071)

摘 要：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旅游业发展成为世界沿海岛屿主要的经济增

长点之一。山东省作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强省，具有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有发展海岛旅

游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海岛旅游开发也面临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以及明显

的季节性等不利因素。文章在总结海岛旅游特征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山东海岛旅游资

源特点与旅游开发制约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最后提出了山东海岛旅游开发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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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旅游足以海岛区域为旅游目的地的旅

游，其以海岛特有的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为基

础，体现出内陆旅游与海洋旅游的双重特征，

具有一般海滨旅游地所没有的独特吸引力。海

岛是独立于大陆的地域空间综合体，具有完整

的生态景观系统和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风貌。

多数海岛不仅具有沿海旅游地所特有的海洋性

气候与3S(大海、阳光与沙滩)旅游资源，还

具有相对的空间隔离性、环境完整性和产品多

样性，给游客一种超然的游历体验．受到很多

滨海休闲度假游客的喜爱。海岛旅游不但是沿

海地区滨海旅游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

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匿点内容之一。海

岛旅游开发是未来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海岛产

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战略选择，已经得到沿海各

级地方政府的普遍重视，并纳入地方海洋经济

发展规划。

l 山东海岛概况及海岛旅游资源

1．1 山东海岛概况

山东省海岛资源相对丰富，是我国北方海

岛最多的省份。根据全困海岛资源综合调杏资

料。山东全省共有海岛326个，其中有居民海

岛35个，总面积136．31 km2，岛屿岸线总长

686．23 km。从海岛的分布情况来看，山东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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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主要分布在滨州、烟台、威海、青岛和日照5

个地市，分属渤海和黄海两个海区。其中滨州

市89个、烟台市74个、威海市86个、青岛市

68个、日照市9个。由庙岛群岛32个岛屿组成

的长岛县是山东唯一的海岛县，也是山东境内

最大的群岛⋯。

1．2海岛旅游资源特点

一般认为，海岛旅游资源包括自然与人文

两大类。所谓自然旅游资源是指那些具有较高

美学、保健或科学价值的各种自然要素及其组

合，能吸引人们去观光游憩，从而具有寓教于

乐，陶冶情操的功能。如，宜人的气候、与大

陆隔绝的氛围、3S旅游资源、清新的空气、海

岛植被资源、地质地貌和狭小的空间氛同等；

所谓人文旅游资源是古今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晶，

它包括有观赏和研究价值的历史文化遗迹及现

代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产物两大部

分‘2。。

与陆地相比，海岛旅游资源具有一屿独有

的特点。岛屿四周被海水包围，与大陆隔绝，

由于沟通阑难，与陆地相比相对闭塞。这种隔

离性不仅指空间上的隔离和交通上的不便，还

包括海岛在发展中不断积累的与陆地之间的差

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自然环境方面。也体

现在人文经济方面。在自然环境方面，多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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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环境状况要优于大陆，在地质地貌景观方面

也与陆地有很大不同，但基本都保持了相对原

始状态；在人文环境方面，由于交通不便，岛

上居民的流动性较小，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

但滞后的经济发展和原始的生产方式，使人身

处海岛有一种远离尘嚣、贴近自然的感觉¨一4J。

同时，鲜明的文化传统也使海岛地区的生恬节

奏悠闲而舒缓，与陆地形成明显的反差。

2 山东省海岛旅游发展现状与制约因素

分析

2．1海岛旅游发展概述

海岛因其给游客以远离城市喧嚣和彻底回

归自然的心理感受而备受青睐，已成为世界旅游

热点地区之一。山东省各海岛旅游业发展，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一个短期的快速发

展后，由于缺乏旅游新产品开发，逐渐丧失了

其竞争优势，使原本就不多的消费群体也开始

萎缩，产业发展遇到了瓶颈。到20世纪末期，

山东省内一些海岛旅游业发展处于低迷状态，

一些海岛已放弃原有的大众旅游定位，开始向

休闲度假游和会议接待旅游等发展。

进入21世纪，山东省海岛旅游迎来了新的

发展契机。由于山东省沿海地区的滨海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海滨环境质量受到破坏，而多数

海岛地区由于旅游开发不足，基本保持了自然

的原生状态，自然环境优势使海岛旅游有了新

的发展机会。山东省现有的海岛旅游产品主要

包括基于3S景观的自然观光产品、基于海岛历

史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产品和以“渔家乐”等

为主要形式的休闲渔业产品。总的来看，山东

省沿海海岛旅游开发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一些主要的海岛旅游地开始由第一代大

众型海岛旅游地向第二代大众休闲型海岛旅游

地方向转化，出现了多种大众型旅游替代产品。

但山东省沿海各海岛之间的发展还存在很大差

异，不仅在产业规模上发展不平衡，在旅游发

展特色上也有所不同。从产业发展规模来看，

以刘公岛、长岛以及养马岛为代表的城市型海

岛无论在发展历史和规模上都处在领先地位，

海岛旅游都已经实现规模化和层次化发展，并

成为’I{地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以田横岛、

灵山岛、崆峒岛及竹岔岛等为代表的靠近城市

的渔村型海岛尽管已有数年的海岛旅游开发历

史，但游客数量有限，有待进一步发展；其他

一些相对偏远的渔村型海岛则仍处在海岛旅游

起步阶段，旅游发展模式有待创新。在海岛旅

游发展特色上，刘公岛以历史遗迹和海洋文化

为特点，田横岛主要足休闲度假和会议接待，

而长岛则主要是大众休闲观光旅游，其他海岛

旅游地则主要依托优良的海岛环境质量和相对

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

2．2 问题与制约因素分析

2．2．1 面积普遍偏小，不宜大规模旅游开发

山东各海岛面积普遍较小，只有少数面积

较大的海岛有常住居民，且人口较多。所有海

岛中，面积超过1 km2的只有29个，面积超过

5 km2的有8个，而面积超过10 km2的只有南长

山岛一个。其余绝大多数岛屿面积在0．1 km2左

右，面积不足1 km2的海岛占90．8％，山东沿

海海岛平均面积只有0．417 km2。多数海岛土地

空间有限，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海岛都有居民

居住，且海岛人口平均密度接近800人／km2，

高于山东省597人／km2的平均人口密度。在海

岛淡水和土地空间都有限的前提下，已经面临

很大的开发压力。除了南北长山岛、庙岛、养

马岛、刘公岛、镆铘岛、灵山岛和田横岛等有

一定的土地空间可进行一定的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外，其他各岛均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

2．2．2天气影响较大，海岛旅游开发受限

由于海岛旅游属于海上旅游，多数旅游活

动离不开海滩和海上空间，受近海及海岛自然

条件影响较大，尤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岛

近海气候条件的限制。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山东沿海海岛旅游高峰在春夏两季，而此时沿

海地区盛行东南风，沿海各岛屿均处在开放海

域，受海上风浪影响较大，再加上海雾天气多，

海上能见度低，而且潮差较大，对海岛旅游交

通安全有相当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远离海岸，

缺乏基本的码头靠泊条件或码头设施简陋的小

型岛屿影响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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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的正常开展【5 J。

2．2．3 海岛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山东沿海岛屿多为荩岩岛，土层簿，空间

有限。除了庙岛群岛、养z§岛、刘公岛、灵山

岛和田横岛等少数面积较大的有居民海岛有一

定规模的人工林和相对茂密的植被覆盖外，其

他大部分小型岛屿缺乏林木覆盖，除了少鼠茅

草灌从外，没有土壤和植被，大部分基岩裸露。

如果开发不当的话，会造成现有的植被破坏，

加剧水土流失，增加海岛自然环境的脆弱性。

此外，海岛面积普遍小，多无河川I湖泊，拦蓄

能力差，绝大部分降水直流人海，地表水利用

率极低。多数面积较大的基岩海岛有地下水资

源分布，但资源相对贫乏。目前，山东沿海各

海岛上的居民生活用水基本以井水或雨水为主，

只有少数几个海岛从陆地输入淡水或进行了一

定规模的海水淡化，但多数海岛不能满足大众

旅游度假开发的需求。

从海岛现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看，除了

人工陆连岛以外，庙岛群岛中的南长山岛、庙

岛、大小黑山岛、南北隍城岛以及烟台的崆峒

岛等；威海的刘公岛、褚岛、鸡鸣岛、海驴岛、

苏山岛和小青岛等；青岛的田横岛、灵山岛、

大管岛和斋堂岛等都建有交通码头，少数几个

海岛还有专门的旅游码头。但限于船舶条件有

限，受天气影响较大，海岛旅游的进出性受到

很大制约【6J。从海岛旅游接待设施来看。除了

长岛县的少数几个海岛、烟台养马岛、威海刘

公岛和青岛灵山岛、田横岛建有专业的旅游景

点和接待设施外，其他一些海岛主要依靠渔村

渔舍来进行渔家乐等休闲渔业开发，难以满足

大量游客上岛的需求。另外各海岛都缺乏垃圾

及污水处理能力，普遍缺乏有效的废物及废水

处理设施，各种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海岛周边

海域。目前除了长岛县的南长山岛在建设一个

污水处理厂外，其他海岛尚无污水处理厂建设

规划"J。

2．2．4特色旅游资源欠缺。海岛旅游规模有限

山东沿海气候条件单一，各海岛地质、地

貌类型类似，多数海岛以气候与地质地貌景观

为特色。主要旅游吸引力为摹岩岛的海蚀地貌，

但多数海岛岸线为平直的岩礁海岸。缺乏优质

的度假沙滩和海湾景观。在海岛生物多样性方

面，多种优质海洋生物资源近年来明硅衰退，

海洋，#物多样性急剧下降，显著地减少了海岛

休闲渔业的发展潜力。在人文景观方面，海岛

社区则以传统渔村为主，除了庙岛妈祖庙、刘

公岛的北洋水师遗址等极少数历史文化遗存外，

多数海岛普遍缺乏有吸引力的历史文化资源，

也没有形成独具海岛特色的渔村文化习俗。

从山东现有的海岛旅游开发规模来看，只

有长岛诸岛、刘公岛和养马岛的旅游达到上百

万，实现了一定规模的大众旅游开发¨]。青岛

市的田横岛、灵山岛和竹岔岛的年进岛游客数

量达到数万人次，依托青岛旅游市场实现了初

步的大众旅游度假开发。其他各海岛游客数量

有限，如烟台的崆峒岛、青岛的斋堂岛和威海

的镆铘岛年游客数量只有数千人次，而青岛的

大、小管岛和威海的鸡鸣岛和苏山岛的年游客

数最只有数百人次左右，其他多数海岛还不具

备游客上岛条件，更谈不上旅游开发，山东海

岛旅游开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山东海岛旅游开发与保护对策

3．1 科学制定海岛旅游开发与保护规划。规

范海岛旅游开发行为

确立海岛旅游业作为海岛地方经济主导产

业的战略地位，采取政府主导型战略，由省市

主管部门牵头，立足于山东海岛旅游开发实际，

结合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海岛开发与保护规

划、海上旅游发展规划以及青岛、烟台和威海

等地的旅游与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编制山东沿

海重点海岛旅游开发规划。权衡不同的海岛经

济和社会发展条件进行整合协调，引导地方政

府将海岛旅游开发纳入地方旅游总体开发规划，

并出台相应的法规条例来确保海岛旅游开发的

可持续性。对准备进行大规模旅游开发岛屿的

社会文化效应及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和预测，将

海岛环境保护规划纳入海岛旅游开发规划中，

并制定栩应的应对方案来缓解海岛旅游开发的

不良影响，还要保证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原则，

确保对海岛自然文化遗产和敏感的自然地理环

境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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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综合评估海岛环境承载力。建立海岛旅

游开发监测体系

根据伞省海岛旅游开发总体战略要求，从

社会、经济和环境3方面人手对重点旅游开发

岛屿的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水平和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从水电能源保

障、海岛可建设空间、海岛垃圾及污水可处理

能力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价，确定一个合理的海

岛旅游发展承载指标体系，以确保海岛旅游开

发与现有环境条件、基础设施与服务能力之间

的平衡，防止发生不可弥补的海岛国土损失及

环境破坏19]。

依据各海岛不同的资源及环境承载能力，

选择适当的海岛旅游发展规模和发展方式，全

面协调各海岛旅游地的相可=促进与竞争关系，

并在实施过程巾建立系统的海岛环境监测体系。

3．3推动海岛特别保护区建设，切实保护海

岛自然及文化遗产

海岛牛态旅游开发战略对于海岛自然环境

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陆地上大众化的旅游开

发，优良的海岛生态环境是保障海岛旅游稳定

发展的基础，而海岛特别保护区就是这样一种

双赢的选择。针对山东沿海不同的海岛属性，

建立具有不同保护目标和旅游开发定位的海岛

特别保护区。包括针对特定的海洋生物资源、

岛屿地理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各有

侧重，有代表性的山东近海海岛特别保护区网

络。充分借鉴国内外海岛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

与管理经验，合理设计海岛特别保护区的定位

与功能区划，尽力减少不同海岛利用者之间的

各种冲突，实现海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

调发展。

3．4合理开发海岛资源．推动海岛环境可持

续发展

海岛资源与窄间的不足是限制海岛大规模

开发的主要因素，突破传统思维，采取各种有

效的方式来提高海岛资源利用效率，突破海岛

资源与环境瓶颈是确保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海岛能源开发上，要充分利用海岛本地的风

能、太阳能及生物质能等新型环保能源的开发，

确定最适合海岛开发的能源类型。减少海岛对

外来能源的依赖，使海岛旅游开发中的能源消

耗实现最小化，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在淡水

供给上，要科学设计与规划海岛水资源供给体

系，建立水资源再利用系统和海水淡化及直接

利用系统，引导游客节水行为，并推动一切可

能的措施来节约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在垃圾处理l-．，要提高海岛游客的消费意识，

使游客认识到海岛与大陆在垃圾处理上的差异。

采用环保的海岛产品采购、生产与服务体系，

从源头阻止同体废物的产生，提高产品的再利

用、循环利用与fⅡJ收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固

体废物生产，减缓海岛垃圾总量快速增长的势

头，阻止不合理的垃圾填埋与堆放对海岛景观

及稀缺的土地空间产生的不良影响，避免对脆

弱的海岛生态环境产生长期影响的永久污染源

的产生。

3．5建立海岛社区参与机制。减少海岛开发

冲突

海岛社区既是海岛旅游开发的载体，也是

海岛保护效益的主体。海岛旅游开发的规划设

计、实施、管理与监测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海

岛社区的支持，海岛社区对海岛旅游开发与保

护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决定着海岛旅游开发的成

功与否。海岛旅游开发建设必须要建立一个基

本的海岛居民参与管理的制度框架。从机制上

确保海岛社区的参与权和决策权。对于有居民

海岛，任何海岛旅游开发项目的设计和规划都

要广泛听取海岛居民及基层管理机构的意见，

充分尊莺海岛社区的传统和利益，确保当地居

民的收益以获取广泛的支持。建立管理机构、

研究机构、开发商、当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参

与的海岛旅游开发咨询机构，参与所有海岛旅

游开发项目评估、海岛环境监测与管理冲突解

决过程。在涉及海岛居民切身利益的海岛开发

建设项目中，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采

取各种扶持措施，鼓励当地社区参与一切可行

的旅游开发项目u0。。结合当地社区传统产业与

文化特征．开展休闲垂钓、民俗度假及海鲜餐

饮等与当地社区密切结合的旅游开发项目。减

少旅游开发效益的外流，以提高当地居民进行

海岛旅游开发与保护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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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重视保护。审慎开发

海岛自然风光独具特色，但其生态环境相对

脆弱、且破坏后难以恢复。因此。必须加强海岛

生态环境保护，限制海岛开发强度，避免资源过

度开发，控制上岛游客数壤．提高游客自我约束

意识，提倡生态旅游运作模式，实现海岛旅游的

可持续发展。

3．6加强宣传。重视人才

大力的宣传促销可以使优质的海岛旅游产

品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向往。政府协同企业应拨

出专项资金，借助于广告、会议、影视等多种宣传

形式，对开发海岛进行有效寅传；同时．通过l仃场

调查或问卷等形式不断r解游客需求．强化各项

旅游设施和服务。海岛旅游的方方面面都离不

开人的参与。因此提高海岛旅游人才综合素质，

吸引国际优秀旅游臀理人才加盟，对于促进海岛

旅游业的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

3．7重视服务。提高管理

周到齐全的社会服务和高水平的经营管理

亦是海岛旅游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舒适的服

务设施、齐全的旅游服务、细致入微的服务态度

和井然有序的筲理等都可以使旅游街得到更大

的精神释放，全情享受海岛旅游的愉悦和恹意，

同时也可获得较高“重游率”，促进海岛旅游经济

平稳、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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