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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海洋旅游功能区划研究》阐释了海洋旅游功能区划的内涵、作用与理论基础，分析了我国海洋
旅游功能区划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与政策等环境背景，以及我国海洋旅游资源、旅游市场等发展现
状，探讨了海洋旅游功能区划的技术与方法，初步构建了我国海洋旅游功能区划方案，并展开分类评
价，系统研究了海洋旅游开发地域与功能区布局，提出了实施分区管制、安排发展时序、统筹协调发
展与政策保障建设等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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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海滨区资源分布：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11个省、市、自治区，53个沿海城市
中的231个沿海区、县、地级市中。
包括海洋自然、人文以及相应的海洋旅游服务资源。
自然旅游资源主要指沙滩、海湾、海峡、岬角，沿海山岳、滨海岛屿等滨海地文景观，潮汐、海浪、
湖泊、水库等水文景观，滨海天文气象、避暑胜地、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生态观光园、风景名胜
区等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主要指人类文化遗址、军事防御体系遗址、古城与古城遗址、帝陵与名
人故居与陵墓、宗教建筑群等滨海历史遗产旅游资源，以及临海产业、城市建筑、公园、疗养度假地
、节庆活动等现代人文景观；旅游服务资源主要指沿海城市的旅游住宿、餐饮、交通设施。
它们构成了海洋旅游资源的主体和特色，也是旅游资源的密集区和主要开发部分。
 （3）陆域区资源特点：包括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53个沿海城市中非滨海的区、县、地级市，
陆域以及海滨附近区域的各种旅游资源，陆域与海域旅游资源开发成为一体，无明显的区域界线，它
们与海滨区、海域区一起，构成了我国海洋旅游资源的区域网络体系，组成了海洋旅游资源的多级地
域结构。
 2.按照南北顺向分析（与海岸线平行） （1）环渤海海洋旅游区：分布于渤海海域和黄海北部海域，
涵盖辽宁、河北、天津、山东4个省市，以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等沿海旅游城市为旅游中心，
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核心旅游发展腹地，并分布有长山群岛和庙岛列岛等岛屿。
 （2）长江三角洲海洋旅游区：分布于黄海南部海域和东海海域，涵盖江苏、上海、浙江4个省市的滨
海城市，以上海市、杭州市、宁波为旅游中心，并分布有台湾岛、崇明岛、海坛岛、东山岛、金门岛
等岛群。
 （3）泛珠江三角洲海洋旅游区：分布于南海海域和东海南部海域，涵盖福建、广东、广西、海南4个
省市，以厦门市、广州市、深圳市、海口、三亚为旅游中心，分布有厦门岛、玉环岛、洞头岛和舟山
群岛、南日群岛、澎湖列岛，以及海南岛、东海岛、上川岛、下川岛、大濠岛、香港岛、海陵岛、南
澳岛、涠洲岛和万山群岛。
 3.按照行政单元分析 根据海洋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的涉海特点，海洋旅游功能区划分范围主要以沿岸海
滨区和海域区为主。
同时为保持行政区划的完整性，本区划涉及我国11个沿海省、市、自治区，53个沿海城市，其中53个
沿海城市是我国海洋旅游的主体单元。
 四、海洋旅游资源的功能类型 （一）观光游览功能 观光游览属传统的旅游功能，其以具有一定美学
、史学和文化价值的自然、人文物象为旅游客体，依托沿海地区宜人的气候，旅游主体能够从中获得
美感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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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海洋旅游功能区划研究》对促进海洋旅游资源有序开发、产业发展与合理布局，以及沿海地区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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