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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西岸旅游产业结构布局现状评析与调整对策
!

袁书琪，黄邦恩，何菲菲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旅游学院，福州 C$###D）

摘! 要：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在全国和亚太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评析了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偏重观光游览，旅游投

入偏少；偏重自然景观，旅游文化发掘不够；偏重旅行消费，旅游六要素不完备；偏重旅游旺季，时间上经营不平衡；

偏重低级竞争，市场无序现象还比较严重；旅游产业布局存在旅游集散地与目的地错位，星散布局缺乏整合，重复布

局分散客流，单体布局缺乏联系等问题。提出了海峡西岸旅游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应集中精力抓准重点，延长产业

链，设计旅游精品，调整布局构建多级布局体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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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 着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世 界 旅 游 组 织（ :8@?3
WMT）预测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

时间（"#%D 年）的逼近，作为全国旅游发展名列前茅

的海峡西岸福建省，从旅游大省发展成为旅游强省

的紧迫感越来越强［%］。除了在旅游企业、旅游景区

的层面上做微观提升之外，在宏观上实现旅游产业

布局的优化显得格外重要。这种调整有时可以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先要对海峡西岸旅游产业

结构布局的现状作客观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旅游

产业调整对策。

%! 旅游产业结构布局现状评析

! ! 在分析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发展态势时，不能只

分析旅游产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等产业发展的数量

方面，而产业结构布局则属于产业发展质量方面。

旅游产业结构布局存在问题，会影响到旅游产业的

效益和效率。

本文所谓的海峡西岸旅游产业结构评析，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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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评析，而不是对每

一种旅游产业要素、每个企业或景区作具体评估。

!" !# 海峡西岸旅游产业结构评析

!" !" !# 偏重观光游览# 狭义的观光游览业，即提供

游客边走边看景观的旅游产业，包括自然观光和人

文观光。海峡西岸旅游景观丰富多样，品位高的不

在少数。观光游览不失为重要的旅游方式。典型的

如武夷山、湄洲岛是当年国家颁布的 !$ 个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中的两个。但武夷山最精华的登山与乘竹

筏观光，一日游就够了。湄洲岛最精华的部分即岛

北的妈祖庙建筑群及岛南的海蚀、海积景观，一天也

可游览完毕。于是就造成有大量度假床位的旅馆业

往往入住率低，淡季几乎无人住。单一的产品与产

业结构，对资源浪费大，单一观光游览线路旅游容量

小，旺季时又造成环境拥挤。

!" !" $# 偏重自然景观# 海峡西岸是闽台旅游合作

区的组成部分，也是独特的闽台文化区的组成部分，

拥有大量国家级的文化品牌。有 ! % & 的地市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但在旧城改造中已遭受重创。武夷

山世界文化遗产基本上只剩下遗址地基，修复有难

度。申报世界遗产的海上丝路最重要的地点刺桐港

今非昔比，当年世界最大商港之一，早已淤塞，著名

的祈风文化积淀处九日山几十处建筑早已不存。所

以，无论是旅游产品还是产业结构偏重自然景观。

!" !" &# 偏重旅行消费# 旅游产业收入偏重旅行消

费，入境游客有很大比重是探亲谒祖者、朝圣香客、

公务商务客等，消费主要是旅差费。除了厦门等个

别地方可兼顾游览消费外，这些客人很多并不作游

览娱乐。海峡西岸的商业、娱乐业也还没有在旅游

的视角下发育成熟。

!" !" ’# 偏重旅游旺季# 旅游产业结构在时间上不

平衡，偏重旅游旺季。所提供的旅游产品也主要适

用于下半年。一些高品味的海滩、溪谷、名山等，一

年中利用的季节偏短。到了淡季，门可罗雀，资源浪

费很大，应归咎于产业结构不健全，提供产品单调。

!" !" (# 偏重低级竞争# 旅游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重复开发较多，低级无序竞争多，这也是产业发育不

成熟的反应，业内一哄而上、一刀切等，助长了结构

性重复开发和开发空白，二者都十分不利于合作式

竞争，或竞争式合作。

!" $# 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布局评析

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发展现状，除了存在上述产

业内部结构不够健全的问题之外，还存在产业布局

不利于旅游发展的问题。旅游是一种空间行为，旅

游产业结构相同，而旅游产业布局不同，则旅游产业

的发展和旅游产业的效益也不一样。海峡西岸旅游

产业布局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必需尽早通过科学的

旅游规划来解决。

!" $" !# 旅游集散地和旅游目的地错位# 海峡西岸

旅游集散地与旅游目的地在空间布局上的不一致，

是旅游客源和旅游资源浪费的一大问题，对此认识

不足是布局错位失误的根本原因。有的旅游集散地

其它产业发达，忽略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有的集散

地不注意统筹城乡建设与旅游发展，不能形成旅游

景观。最典型的是省会城市福州，历史文化等品牌

没有充分用于旅游产业发展，虽为海陆空旅游交通

枢纽，以及“ 两马直航”之便［$］，丰富的旅游资源长

期未得到充分的上规模的开发。武夷山市的市区，

金湖所在地泰宁县县城等城区旅游价值尚与世界双

遗地，世界地质公园不相称。

!" $" $# 星散布局缺乏整合# 长期以来，海峡西岸旅

游产业布局呈“满天星星，不见月亮”的状态。一些

有望做大做强的增长点未能形成带动一方的增长

极，一些交通干线通过的景点景区也没有相互联系

构建大景区。闽东得天独厚地具备“ 山、海、岛”近

距离分布的资源优势，却长期未转化成山、海、岛组

合的旅游产业优势。国家级旅游区太姥山与堪称海

上仙境的福瑶列岛之间不过几十 )*+ 航程，但后者

迟迟得不到充分利用。闽东的一些单体堪称一绝的

景点，如白水洋一石万人戏水奇观，鲤鱼溪人鱼同乐

奇观都零星分布。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以泉州为龙

头的海上丝路，文化载体分散，缺乏整合布局方案。

!" $" &# 重复布局分散客流# 海峡西岸品位旅游资

源，在空间上重复出现频率较高、有的甚至在近距离

并存。而旅游产业又往往重复布局。同质同构开

发，形成客流分散，整体效益低下。这与各地各自为

政、盲目低级开发，以及开发商急功近利有关。沿海

花岗岩景观遍布，犁地都在海滨布局以海蚀景观、风

动石景观、象形山石和坍磊石洞为主的观光游览业。

沿海优质沙滩和大港湾多也是海峡西岸一大优势。

但在旅游产业布局上，设置同样的沙滩活动、海滨别

墅，同样渔排观光、快艇观光。内陆多丹霞、岩溶地

貌，布设的旅游项目也大同小异，少有形成互补格

局。

!" $" ’# 单体布局缺乏联系# 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布

局还缺少高水平的专业视角，往往由政府或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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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在缺乏充分论证，甚至没有科学规划的情况

下，单体布局，仓促开发，地脉、文脉等内存联系没有

深究。福州的船政建筑作为单体开发尚未体现其丰

富的内涵，其内涵是中国近代化发祥地与市中心三

坊七巷、朱紫坊、林则徐遗迹以及一些历史名镇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

"# 旅游产业结构布局调整对策

# # 用科学的发展观看海峡西岸旅游产业结构布

局，可以看出只要认真分析，科学规划，统筹调整，可

以在少投入，甚至不投入的情况下大大提升旅游产

品的品位，扩大其规模，提高其效益。本文提出以下

调整对策，作为引玉之硅。

"$ %# 集中力量抓准重点

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在各个五年计划中都曾提出

若干重点，但都是在开发项目的层面上提出的，不在

产业结构的宏观层面上，带动效应不明显。对产业

结构布局作考虑，可以看出以下几处有代表性的重

点，应作高层次定位。

"$ %$ %# 福州“中国近代化发祥地名城”# 作为一般

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比较优势不大。作为省

会城市和客流集散地，福州旅游产业规模与经济总

量比较优势不大。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福州旅

游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差距还很大，尤其是市区。但

是，福州是中国近代化的发祥地，在中国近代化的过

程中，仅马尾有近百项的“ 全国近代化第一”，马尾

港还是“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文化是旅游的内

涵，福州最突出的旅游文化及其遗存，应是近代化文

化，不只是一般的造船文化。从马尾船政文化提升

到全市近代化发祥地文化，则有全国，乃至世界品

牌，可以带动全市，整合旅游资源，深挖文化内涵，重

组旅游产业结构布局。

"$ %$ "# 厦门“海岛 & 海湾欢乐都市”# 海峡西岸能

开发欢乐都市旅游的城市首推厦门，厦门是中国唯

一、世上不多的海岛 & 海湾现代化都市。长期以来，

将厦门旅游产业重点定位在鼓浪屿 & 万石山，显然

起点低，产业结构单薄，产业布局容量小。国家已经

将厦门定位为国际港口风景城市，并要求厦门市工

业迁往毗邻的其它城市，旅游业理当成为厦门经济

的主导产业，而厦门的旅游目的地的范围应涵盖整

个城市，定位为城市旅游。厦门定位为温馨小城春

秋的时代已过去了，应大胆定位为欢乐都市，从这一

高起点出发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布局。

"$ %$ !# 武夷山“世界双遗产亲身体验地”# 世界遗

产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品牌，但世界遗产首先考虑的

是保护，不能全盘商品化，不可都作旅游开发。武夷

山目前旅游容量偏小，游客到了武夷山，未必能体验

到世界文化遗产所蕴涵的历史辉煌，也未必能体验

到世界自然遗产的生物多样性。要让游客亲身体验

世界遗产的品质和内涵，必须重新考虑旅游产业结

构布局［’］。武夷山市域内组成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的区域必须严格保护，其外围地区则可以加以利用，

尽量体现世界遗产的某些特征。生物多样性、优质

生态、古闽越文化等可以通过某种形式在这些外围

地区展现。

"$ "# 延长产业链设计精品

海峡西岸现有的旅游精品带有明显的资源型产

业的烙印，旅游资源的产业化不够，产业结构创新余

地还很大，产业结构的完善也会扩大旅游空间，优化

产业布局。延长产业链的基本思路如下。

"$ "$ %# 提高科技含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

对旅游产业也适用，但过去落实很不够。海峡西岸

以生态资源见长，但旅游产业中的生态科技含量偏

低，甚至产业结构布局违背科学规律［(］。海峡西岸

旅游生态资源环境优质多样，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

的，但生态旅游产业的发育还很不成熟，科技含量与

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有很大的落差。提高生态旅游的

科技含量，测量生态旅游资源环境的质量，对其进行

分类，则可以分门别类地开发生态观光、生态健身、

生态体育、生态文化和生态度假等系列旅游产品，形

成产业链，做大做强生态旅游目的地，避免开发不成

熟的生态旅游地的外延膨胀式产业发展模式。

"$ "$ "# 提高文化含量# 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看旅

游产业，文化也是生产力。海峡西岸独特的闽台文

化还远远没有用于旅游产业［)］。文化的浅薄或文化

的隔阂严重影响旅游产业的纵深结构和布局空间。

湄洲岛妈祖文化仍局限于进香朝圣、宗教仪式和新

旧建筑，其海洋文化的内涵挖掘很不够，闽台文化的

材质难以突显。这方面多作研究，可以形成朝圣文

化、艺术文化、气象水文文化、海洋产业文化、海上丝

路文化和开台（开发台湾）文化等一系列旅游产品，

旅游产业布局就能扩大到全岛及湄洲湾，还能为开

辟台湄直航奠定文化基础。同时，其它相关的富有

特色的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文化旅游开发也应进一步

加强，以便开出旅游市场的奇葩，结出旅游产品的硕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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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布局构建多级体系

海峡西岸旅游产业宏观布局应打破“ 两带”这

各无效布局体系，突破“ 五区”这种各行其事的政区

壁垒，依照市场规律，重新构建有利于旅游资源整

合、产业结构完整的多级布局体系。

!" #" %$ 抓准增长极及其辐射范围$ 从点轴布局理

论出发，突破片面理解区位理论的局限，抓准厦门、

福州、武夷山这 # 个海峡西岸旅游产业一级增长极，

完善其产业结构，扩大其辐射范围，沿着公路、铁路、

水路及航空线路布设发展轴，分别带动闽南、闽西

南、闽中、闽东、闽北、闽西北，形成三中心三协作圈

的新格局［&］，取代各自为政的 ’ 个功能区和同质同

构同范围重复出现的“两带”［%(］。

!" #" !$ 抓住次增长点构建多级体系$ 在发展轴上

确定次级增长点，明确各自的次级发展轴和辐射范

围，处理好上下级旅游中心之间、同级旅游地之间的

关系，突显各级中心的优势特色，形成不同的产业结

构，以互补竞合代替无序竞争。泉州、漳州、龙岩、上

杭、东山、漳浦是接受厦门辐射的旅游产业集聚地。

莆田、宁德、福鼎、罗源、平潭是接受福州旅游产业辐

射的旅游产业集聚地。三明、泰宁、永安、南平、邵武

是接受武夷山旅游产业辐射的旅游产业集聚地。

海峡西岸将是中国沿海乃至亚太地区发展前景

广阔的旅游目的地。海峡西岸丰富的旅游资源、优

越的旅游环境、优质的旅游文化是海峡西岸建设成

为世界著名旅游地的根本保证。但必须注意的是，

海峡西岸旅游的高速、高水平发展，不但要加大投

入，出台优惠政策，还要加强旅游规划的科学性和前

瞻性，切实做好海峡西岸旅游产业结构布局的决策

和布署，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李爽" 以 )*+, 为契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旅游发展

［)］" )*+, 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北京：中国评论艺术

出版社，!((-：-#./--&"
［!］袁书琪，余美珠，韩卢敏" 闽台直接往来通航事件旅游开

发探讨［)］" 事件旅游及旅游目的地建设管理" 北京：中

国旅游出版社，!((’（%）：../0%"
［#］1233 ) 4，5637893 4" 国际旅游规划案例分析［:］" 周

常春，苗学玲，戴光全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袁书琪" 试论生态旅游资源特征、类型和评价体系［ :］"
生态学杂志，!((-（!）：%(&/%%#"

［’］袁书琪" 福建西部旅游开发形势与对策［:］" 福建师范大

学学报，!((!（%）：!#/!0"
［.］袁书琪" 海峡西岸民间信仰文化旅游开发战略研究［ :］"

亚太经济，!((#（#）：.&/0!"
［0］余美珠，李爽，袁书琪" 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旅游开发的

7598 分析［ :］" 重 庆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0!/0’"
［;］袁书琪，李爽" 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文化旅游开发构想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0("

［&］李小建" 经济地理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袁书琪" 福建建设海洋旅游经济带［ :］" 海洋开发与管

理，!((!（-）：-/0"

（责任编辑$ 许文昌）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