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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口区滨海湿地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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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历史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及专项旅游产品等。同时，提出区

域滨海湿地生态旅游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包括：在保护前提下合理开发，普及公众对湿地

的认知，注重湿地生态旅游特色，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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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与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人们的旅游需求愈发的强烈，已不再是单一地追求

视野上的满足，而是更多地追求心灵上的满足。传统的旅游方式已经过时，在旅游行业迅速

发展的当下，生态旅游更能迎合大众的胃口。生态旅游，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保护生

态资源为首要保障，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走进自然、认识自然、欣赏自然的一种新兴的旅

游形态
[1]
。这种具有参与性、知识性、环保性和体验性的旅游方式，深受海内外游客的喜爱。

在这种形式的旅游中，游客在欣赏大自然美景的同时，亲近自然，学习自然，保护自然，使

游客有更加深切地体会自然界的美好，从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湿地生态旅游作为生态旅游的一种，不仅是对湿地资源的一种合理利用方式，还是对其

生态系统的一种有效管理途径
[2]
。湿地生态旅游是当今一种新兴的出游方式，具有强大的魅

力和宏伟的发展前景，在开发湿地资源的同时，做到开发和利用并重，合理利用湿地资源。

开展湿地生态旅游，打造新颖的生态旅游产品，宣传环境友好型的旅游理念，加强人们对湿

地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倡导人们采取节约型旅游的方式，不仅满足了游客的需求，而且对于

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旅顺口区滨海湿地生态旅游开发条件分析

（一）区位优势

旅顺口区隶属大连市，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

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大连，堪称“渤海咽喉，京津门户”，区位优势明显。旅顺口区距大

连市区 45km，目前在国内唯一拥有港口、铁路、火车轮渡、高速公路、城市轻轨“五位一

体”的交通优势，是全国“八横八纵”交通干线的重要节点
[3]
。优越的区位与便捷的交通对

旅顺口区滨海湿地旅游资源的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二）环境优势

旅顺口区属于北温带季风气候，兼有大陆和海洋性气候双重特点，四季分明，日光充足，

雨量适中，空气温和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温度适宜，常年温度在-8.2℃～27.5℃之

间，年平均气温为 10℃，适合休闲度假
[4]
。水域面积大，水质优良，适合潜水与垂钓，具有

较大的开发潜力。旅顺口区良好的环境优势是生态旅游开展的必要条件，为生态旅游产品的

开发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资源优势

湿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被誉为“淡水之源，地球之肾”，除了直接提供

食物、工业原料、药材、花卉等，还发挥着调节气候、调蓄洪水、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

能。旅顺口区作为国内湿地类型最为齐全的地区之一，在国际、国内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是

东北亚候鸟迁徙的咽喉、世界候鸟繁殖的最南线和中国候鸟越冬的最北线。根据基于 GIS/RS

的实证研究，旅顺口区滨海湿地面积达 1423.38 公顷
[5]
。区域不仅拥有绵长的滨海湿地，还

有众多的河流入海口湿地和沼泽湿地，尤其是黄海湿地群，是整个环黄海湿地群中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维系着大连乃至辽东湾地区的生态平衡。旅顺口区拥有的众多海湾湿地既是保护

生态物种、防止海水倒灌的重要基地，又是维护生态多样性和防洪抗旱的重要保障，同时也

为生态旅游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市场优势

首先，“浪漫之都”大连作为全国最佳旅游城市，其知名品牌极大地带动了旅顺口区旅

游市场的迅猛发展。2014 年，全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8 亿元，增长 24%
[6]
。其次，随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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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发展和经济的不断增长，旅游者的消费方式、动机和内涵也开始发生了转变，由过去单

纯的观光度假向参与性、知识性、环保性和体验性的旅游方式的转变；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

的发展和旅游者自主意识的增强，使人们更愿意自助出行或是结伴出游而非团队形式；旅游

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知识文化的丰富，使之相比与静态的、传统型的旅游产品，人们更喜欢

参与性强的，可以让游客投身其中、忘却自我的旅游世俗体验
[7]
。近几年来生态旅游开发已

经成为大连市新的旅游增长点，滨海湿地生态旅游是生态旅游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旅顺口区

滨海湿地旅游市场需求宽广，合理开发能够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带动众多行业的发展，有

利于发挥大连市旅游网络的整体效应。

二、旅顺口区滨海湿地生态旅游产品开发

对于旅顺口区滨海湿地生态旅游开发，应在法律保障下，依据保护性开发原则，以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体现生态管理和群众参与的特点，进行滨海湿地生态旅游功能分区，不仅有适合

人们观赏美景的滨海湿地景观生态旅游，放松心情的休闲度假生态旅游，还有适合人们了解

旅顺当地民俗特色和历史渊源的文化生态旅游，以及最具有湿地特色的专项生态旅游。通过

划分不同的滨海湿地生态旅游功能分区，满足各类旅游者的不同需求，使每一位旅游者都能

切身融入其中，体会旅顺口区滨海湿地的独特魅力。

（一）滨海湿地景观生态旅游产品

旅顺滨海湿地资源丰富，可以选取视野开阔、具有滨海湿地资源集中或典型的区域，专

门设立景观生态旅游产品。可以根据景观的不同，建立不同的功能区。比如：湿地自然保护

区、湿地植物保护区、湿地动物保护区等。旅游产品开发的过程中要尽量保持原生态，避免

过度开发和开发商业化等举措。控制游客容量，不可超出环境承载量。在设计观光路线时，

尽可能做到曲径通幽，多采取步行的方式游览，一方面给旅游者带来探索发现的体验，使其

在自我探索中认识自然，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对于观赏的项目要多样化，

从水域景观到植物群落景观再到动物景观等，可以设立一个人工展示的区域，将湿地内的各

种物种，限量采集后移植于其中，让旅游者能够近距离地观赏和感受，在满足游客的好奇心

的同时避免了对湿地资源的破坏。另外，可以适当建立一些自然辅助的、具有点缀性的小品，

例如亭子、草堂等，为自然景观增添色彩。

（二）滨海湿地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产品

旅顺口区以其长达 178.5km 的海岸线资源和良好的滨海生态环境优势，为滨海湿地生态

旅游开发提供了优良的休闲度假资源。滨海湿地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不仅具有较高的生态

价值，更是人们净化心灵的好去处。滨海湿地不仅可以建造观光性旅游产品，还可以为人们

休闲度假提供良好的自然环境。在湿地资源保护区外围，可以修建度假村、别墅，也可以开

发休闲型产品，例如温泉、野营、休憩、养生等，还可以开辟垂钓区，有限制的满足人们的

兴趣，或是在周边开辟露营区，进行海边烧烤等，尽可能的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的需求，让

他们回归自然、放松身心、净化心灵。

（三）滨海湿地历史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产品

旅顺口享有“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之称，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丰富的人文

古迹和淳朴的风俗民情。可以利用旅顺口的历史文化优势，突出“百年军港”的品牌特色，

开发出人文历史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的求知欲。同时，旅顺口人世代临海而居，以渔为生，

在赶海、垂钓和捕捞过程中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渔家文化，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也是

形成品牌旅游产品的基础。应在充分挖掘当地“渔文化”的基础之上，整合我国乃至东北亚

独特的渔文化风情，借助旅顺口优美的生态环境、岸线资源和现有的渔家村落，集中打造博

物馆群，形成东北唯一渔文化博览体验园。利用渔业生产场地、渔船渔具、渔业产品、渔业

经营等活动，增加游客对渔业文化的体验，开展以“当渔民、唱渔歌、观渔灯、驾渔船、织

渔网、撒渔网、钓海鱼、吃渔家饭”等为主要内容的渔家风情体验项目，实现游客当一回“真

正的渔民”的愿望。

（四）滨海湿地专项生态旅游产品

为满足不同旅游者的不同需求和偏好，可以开发设计出有较强针对性的专项旅游产品，

包括：观鸟、垂钓、徒步、探险、攀岩、露营、摄影、水上运动等。旅顺口区不仅是东北、

东北亚区域鸟类迁徙的中间停歇繁殖地，更是国际重要湿地分布区之一，滨海湿地迁徙鸟类

较多，据统计：鸟类共有 21 目、46 科、210 种，大体有 4 类：涉禽、雁鸭、鸻鹬和猛禽，

其中不乏有一级保护动物虎头海雕、丹顶鹤、东方白鹳等，二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天鹅、



93

黄嘴白鹭等，所以鸟类的观赏将会是滨海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一大亮点。对于观鸟旅游

产品的开发，首先应建立鸟类栖息地核心区，保留湿地的原貌，为鸟类栖息提供原生态的环

境，减少人为干扰，避免过度开发，给旅游者展现百鸟相会、原始的大自然的美景。其次，

可以建立缓冲区，减少人为活动对鸟类栖息地的干扰。在观赏鸟类的区域，可以用一些廊道

等进行划分，避免人类惊扰到鸟类等等。

三、旅顺口区滨海湿地生态旅游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在保护前提下合理开发

目前，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首先，在湿地的界定方面不够明确，对于是否是湿

地，规划者和保护者具有明显的争议，导致许多未被列入湿地保护名录的无名湿地保护不足。

其次，缺乏必需的专门法规来约束，使之具体问题难以解决。再次，缺乏对湿地破坏行为的

相关惩罚和处理办法，导致湿地的监管控制力度不足，容易滋生人们肆意侵占的想法。因此，

要建立健全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湿地保护制度，让湿地保护有法可依，

落到实处，分清责任，也有利于各部门之间协调工作，真正做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对于湿地的开发利用程

度愈发加剧。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导致了许多天然湿地的丧失，大面积的滨海湿地被人工养

殖所占用，湿地面积急剧减少，湿地物种不断消失，湿地生态环境不断遭受破坏。目前以旅

顺柏岚子湿地为代表的滨海湿地正在被填埋，导致旅顺蛇岛老铁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和

蝮蛇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侵害，保护旅顺口区滨海湿地已迫在眉睫。因此，各部门必须加强

对湿地资源的保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控制湿地围垦和开发的规模，减少环境污

染；对于珍稀物种的栖息地，要禁止围垦开发，可以建立自然保护区或是生态公园等。同时，

要对滨海湿地进行监管，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做到及时制止并且警示，严重的必须根据相关

规定进行处罚。

（二）普及公众对湿地的认知

人们相对于“湿地”一词概念模糊，对湿地重要性的认识和对其保护的意识欠缺。由于

旅顺地区近年来没有大型灾害，因而人们对湿地的意义认识不足，而多数大型灾害正是生态

环境受到破坏而导致的。作为沿海城市，海水倒灌的威胁严重，而保护好湿地就是保护区域

的生态安全。湿地一旦破坏就不可恢复，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破坏湿地资源，很可能三五

年后就会后悔。对湿地的宣传力度不到位，使得一些村民把湿地视为“荒地”，将其化为私

有，进行围垦；一些企业填海造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湿地资源在劫

难逃。湿地不论是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还是间接利用，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需加强对湿

地重要性的普及，使公众认识到湿地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人类生存环境的“调节器”。政

府必须加大宣传力度，进行环境意识、环境法以及环境保护等专业知识的宣传，为人们普及

湿地的重要性，让人们意识到保护湿地对于人类生活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具有的重要意

义。

（三）注重湿地生态旅游特色

旅顺口区滨海湿地的开发应该以生态旅游为特色，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通过科学合

理的开发利用，为旅游者提供走近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的机会，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

同时，注重保护性开发原则，也是“双赢”的举措。保护好资源，才能创造出经济收益，有

了开发的收益，才能给资源保护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实现双丰收。湿地资源极其脆弱，应

做好其承载力的控制，通过科学检测获得数据，合理控制游客容量，使之不超出资源环境的

承受力，减轻环境承受的负担，减小旅游超载
[8]
。根据刘滨谊提出的“减法原则”

[9]
，减慢

开发时间和速度，降低开发的强度，划定大面积的保护范围，开发空间最小化，使湿地生态

系统通过自我调节达到动态平衡，减少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最后，还要尽量保证湿地资源的

“原汁原味”，避免城市化、商业化开发，注重保持原始的真实感，给旅游客呈现出湿地的

原生韵味。

（四）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介入，湿地生态环境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湿地面积的减少、湿地

物种的消失和湿地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保护湿地刻不容缓。湿地生态资源的开发要以可持

续发展为原则，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强调生态旅游对于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的重要作用，运

用科学合理的手段，最终达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资源开发

过程中，要在资源环境的承受范围内，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不能因经济利益或为满足旅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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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威胁湿地环境，要尽最大努力将对湿地资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就是实现“双赢”之路，旅游者消费旅游产品，使得开发者获得经济收益，就能拥有足够的

资金来保护资源和环境，旅游者在消费的同时也收获了高品质的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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