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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假日经济的兴起 ,辽宁省旅游产业的发展增长势头强劲 ,搞好辽宁省旅游产

品的开发对其旅游业的发展极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辽宁省旅游产品的评价、制约因素及存在问题的探讨 ,提出了辽

宁省旅游产品的区域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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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产品内涵

旅游产品的定义 ,由于研究的时间短 ,研究者的

角度不同 ,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目前大家

比较认可的旅游产品定义可以林南枝、陶汉军的界

定为代表 :“从旅游的目的地角度出发 ,旅游产品是

指旅游经营者凭借着旅游吸引物、交通和设施向旅

游者提供的用以满足其旅游活动需求的全部服

务”[1 ] ,可见旅游产品应该包括旅游资源、旅游设施

和服务、旅游购物品三个部分。

2 　辽宁省旅游产品评价

211 　旅游资源评价

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的核心内容 ,是旅游产

品的核心部分。

首先 ,从旅游资源的结构看 ,辽宁省旅游资源格

局具有明显的“条块”性。具体说 ,一条是沿辽宁海

岸线 ———鸭绿江 ,达 3 000 公里的“乙”字型海、江岸

旅游带 ;一条是沿铁岭北部至大连的旅游带 ,大致沿

铁路分布 ;另外还有辽中辽河旅游带 ,是待开发的旅

游带 ;西部旅游带 ,包括医巫闾山系 ,松岭、黑山旅游

系 ,努鲁儿虎山系等。反映了旅游资源的分布与自

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经济条件密切的相关性。

其次 ,从旅游资源质量看 ,无论观赏价值、文化

价值、科学价值及特殊功能价值都具有一定的“垄断

性”。从阜新查海的“中华龙”、沈阳新乐的“太阳鸟”

到朝阳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都无不例证了这里曾是

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历史名城沈阳

到浪漫之都大连 ,从边境江城丹东到辽西重镇锦州 ,

奇山秀水 ,历史胜迹 ,无不令人叹为观止。一宫三

陵、本溪五女山山城、葫芦岛九门口水上长城六大世

界遗产 ,像似六颗璀璨的明珠令整个辽宁大地熠熠

生辉。而且多种价值常常相互伴生 ,比如作为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的千山 ,有重峦叠嶂的山峰、古老宏伟

的庙宇、嵯峨绮丽的怪石、苍翠多姿的古松、蜿蜒缠

绵的溪流 ,古往今来 ,一直是吸引游人的人间胜境 ,

具有多种旅游功用价值。

212 　旅游设施和服务评价

旅游设施和服务的状况如何 ,直接影响着旅游

者的吃、住、行、游、购、娱 ,从而影响着旅游收入和旅

游业的开展。交通是重要的旅游设施 ,辽宁省的旅

游交通网络发达 ,不仅铁路密度居全国之首 ,而且在

全国率先形成了覆盖所有地市级城市的高速公路

网 ———沈大、沈丹、沈抚、沈长、沈锦高速公路连接省

内外大中城市 ,高速公路营运里程达 1 700 多公里。

桃仙机场、鞍山机场、大连机场、丹东机场、朝阳机场

以及大连港、营口港、丹东港、锦州港、葫芦岛港等缩

短了与世界各地的距离。发达的陆海空立体交通

网 ,为辽宁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辽宁省旅游产业的规模日益扩大。截止 2004

年底 ,全省已有各类旅游住宿设施 12 000 多家 ,其

中星级饭店 450 家 ;星级饭店中引进国外管理公司

15 个 ,国际国内品牌 20 个 ,仅次于上海、北京 ,居全

国第三位。但就全省涉外饭店看 ,客房出租率为

50173 % ,盲目地扩建、新建宾馆、饭店 ,造成了闲置

和不应有的浪费。辽宁省目前旅行社已达 930 多

99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家 ,旅游区 (点) 400 多家 ,旅游定点餐馆和娱乐设施

348 家 ,旅游业从业人员达到 81 万人。

213 　旅游购物品评价

丰富旅游购物品 ,是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因素。

辽宁旅游商品创汇还不到旅游外汇收入的一半 ,从

近几年的旅游者消费构成来看 ,旅游购物消费所占

的比例仅占 10 %左右 ,远远低于世界上一些发达的

旅游城市 (地) 。

3 　制约因素和存在问题

辽宁省旅游产品的开发受其自然、地理、历史、

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存在许多问题 ,归纳

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

1)旅游产品联网差 ,还未形成统一的产品网络 ,

整体功能远未发挥。沈阳是西汉的侯城县 ,清时的

盛京 ;朝阳西汉后一直设置郡县 ,是前燕、后燕、北燕

的都城 ;锦州、辽阳都是辽宁的著名古城 ,但现今沈、

辽、锦、朝并未形成辽宁的古文化网络。丹东的杜鹃

花、人参花、山楂花 ,大连的槐花 ,锦州的菊花等也没

有形成辽宁沿海赏花旅游线。

2) 产品单调 ,缺乏深化、广化 ,受国内外形势等

因素影响较大。2003 年来辽旅游人数从 2002 年的

929 428 人次减到 778 943 人次 ,造成了很大的伸缩

性。单纯的资源开发、旅游观光已不能满足国内外

游人的需要。

3)半年闲、半日闲严重。辽宁寒冷的冬季长达半

年 ,这一段时间游人很少 ,与夏季形成明显的淡旺季。

夜生活也不够丰富 ,使国外游人在辽停留时间并不很

长。2004 年来辽国际游客平均停留 311 天 ,与 15 年前

相比逗留天数反而减少了两天。如何延长游客在辽停

留的时间 ,是辽宁旅游业应引起重视的一项内容。

4)宾馆建设快 ,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旅游从业

人员虽然增加很快 ,但很多人员并不符合旅游管理

和接待工作用人需要 ,应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5)旅游购物品系列不强 ,很多品种还未真正在

旅游市场上占有地位。朝阳的玛瑙、营口的辽红山

楂 ,很多游人不知。

6)距国内外旅游客源市场的感知距离远 ,受市

场竞争影响大。

4 　辽宁省旅游产品区域开发策略

411 　深化旅游产品策略

1)突出辽宁省的旅游产品特色 ,在国内外市场上

树立起辽宁旅游产品的“高、精、尖、特”的形象来。建

设以沈阳、大连、锦州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南部、西部

三大旅游区。辽宁中部旅游区 (包括沈阳、鞍山、抚

顺、本溪、辽阳、铁岭 6 市)深入挖掘、科学整合这一区

域的世界文化遗产、清前史迹、满族文化、奇特景观、

冰雪温泉等旅游资源 ,充分发挥中部城市群旅游服务

的功能优势 ,使其成为国内外旅辽游客的集散地。辽

宁南部旅游区 (包括大连、丹东、营口 3 市) 主要资源

是浪漫都市、海滨海岛、主题公园、山水风光、边境风

情等 ,充分利用这一区域沿海、沿江、沿边和国际航运

中心的作用 ,使其成为国际国内旅辽游客空海通道和

知名旅游目的地。辽宁西部旅游区 (包括锦州、阜新、

朝阳、盘锦、葫芦岛 5 市)主要资源是红山文化、燕辽文

化、明清战史、藏传佛教、古生物化石、生态湿地、海滨、

温泉等 ,充分发挥这一区域引客出关、迎客旅辽作用 ,

使其成为海内外旅辽游客海上陆路通道。形成以沈阳

为集散中心 ,以大连、锦州为两大通道的整体布局。

2)划分旅游产品功能区 ,挖掘专门层次的旅游

产品。划分旅游产品功能区 ,有利于明确旅游产品

的开发方向 ,也有利于适应客源市场的需要 ,并且可

以缓解因季节所造成的供求矛盾。①建立会议旅游

产品区。沈阳和大连这两座城市具有良好的条件 ,

宾馆、饭店多 ,市内交通方便 ,信息渠道广 ,便于推销

旅游产品和旅游购物品。也可在风光优美的碧海山

庄、新城等风景区建立会议旅游产品区。②建立宗

教旅游产品区。仅沈阳就有五种宗教 ,28 处宗教活

动场所。可在沈阳建立多处宗教旅游产品 ,把沈阳

的一些寺、宫定期向游人开放 ,举行一些宗教活动 ,

出售一些旅游产品 ,增加游人对宗教的了解。③建

立休疗养旅游产品区。大连的付家庄工人疗养区 ,

位于大连海滨中部 ,山、海、礁、岛、景物齐全 ,是海上

的乐园 ,对本市居民及外地游人假日休疗养来说 ,是

个极好场所。沈阳辉山风景区也可建立休疗养区。

④建立考察旅游产品区。在金石滩建立地质考察

点 ,在兴城建立古城考察点 ,在千山建立寺庙考察点

等都可提供较高级的考察旅游产品。⑤建立商业旅

游产品区。辽宁省已有很好的经验 ,如大连的天津

街、沈阳的五爱街、感王黄金市场等远近闻名。⑥建

立民居旅游产品区。民居旅游是以家庭接待为主的

一种旅游形式。一般在景区或景区周边选择条件较

好的农户接待旅游者 ,使旅游者“住农家屋、吃农家

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辽宁有许多景区都可以

开展民居旅游 ,开展民居旅游既可以给农民创收 ,又

可以使旅游者体验到农家生活。

412 　广化旅游产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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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化旅游产品 ,从区域开发上讲 ,就是要丰富辽宁

省的旅游产品 ,进而克服晚间旅游产品的不足 ,冬季旅

游产品的残缺 ,落后地区旅游产品不多的弊病。在广

化旅游产品过程中 ,应立足于全省一盘棋 ,建立旅游中

心、旅游腹地和旅游网络 ,以中心带动腹地 ,形成网络。

1)建立旅游中心。旅游中心是指旅游业引力

强、游客多的区域。按照客流量的大小和旅游设施

的供给情况 ,把沈阳、大连、丹东 ,锦州等口岸城市定

位为旅游中心较合适。

2)建立旅游腹地。旅游腹地就是旅游中心所延

伸和依托的区域。为开发方便 ,可按行政区划 ,以县

级和市级为单位确定。

3)建立旅游网络。旅游网络是旅游工作者根据

旅游产品的空间地域结构 ,把若干各具特色的旅游

产品 ,通过旅游经营者的经营 ,连成一体的网络体

系。如以沈阳为旅游中心 ,把铁岭、抚顺、本溪、辽

阳、鞍山等地的旅游产品当作它的旅游腹地 ,把辽中

旅游产品连成一体 ,形成辽中旅游网络。再如建立

辽南旅游网路 ,可以大连为旅游中心 ,从狭角看 ,整

个辽南旅游产品区是大连的旅游腹地 ;但从广角看 ,

可触及到整个辽宁省和整个东北区。可把整个辽南

沿海旅游带作为大连的近程腹地 ,把沿海向内陆的

省内的其他区域作为大连的中程腹地 ,把吉、黑、内

蒙东三盟一市的旅游产品区域作为大连市发展旅游

业的远程腹地 ,在空间上形成网络化、立体化 ,既便

于推销旅游产品 ,发展旅游业 ,也便于吸引旅游者。

413 　系列化旅游产品策略

前两点主要是区域旅游产品的点、面开发策略 ,

但要把辽宁省的旅游产品真正地打入国际市场 ,必

须形成系列 ,连成线路 ,形成不同性质各具特色的旅

游产品系列。

1)典型旅游产品系列。旅游产品形成系列 ,对

开发和销售都很方便。如在大连发展海产品系列。

兴办海上游览 ,以海为主体吸引国内外游客。为游

人提供观海、下海 (赶海) 、游海 (游泳) 、住海 (住在海

边) 、吃海 (品尝海鲜) 、带海 (带走海产品)等 ;还可举

办海灯会、钓鱼会、闹海会、渔家风俗游 ;开发帆板、

冲浪、沙滩排球、水上飞机、海上降落等海洋体育运

动旅游产品。再如高句丽山城系列、民俗娱乐产品

系列等都可挖掘开发。进一步抓好“红色旅游”、“绿

色旅游”(生态旅游) 、“白色旅游”(冰雪旅游) 、“蓝色

旅游”(海洋旅游) 、“金色旅游”(清文化、辽文化) 、工

业旅游、宗教旅游等专项旅游产品的规划 ,使旅游资

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实现双赢。

2)旅游线。推销省内、省际、跨国 (经辽宁省)旅

游线 ,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内容 ,依辽宁旅游产品现

状 ,可开展多条旅游线。如 : ①香港 —大连 —丹东 —

朝鲜平壤旅游线 ; ②末代皇帝旅游线 ; ③环渤海旅游

线 ; ④丹东 —虎山 —河口村冰雪旅游线 ; ⑤辽宁明长

城寻踪旅游线 ; 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丹东抗

美援朝纪念馆 —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专项红色旅游

线 ; ⑦辽宁古文化旅游线等

414 　注重发展旅游购物品策略

旅游者在每日的游程中都需要旅游购物品 ,吃、

住、行、游、购、娱都离不开旅游产品。特别是在旅游者

到期返程前 ,都想购买一些本地没有或缺少的日常生

活用品、纪念品、土特产品。因此 ,要加大对辽宁本土

文化特色的旅游购物品的研制和开发力度 ,提高旅游

购物品的文化品位和科技含量。优化旅游者的消费结

构 ,扩大其旅游购物消费 ,是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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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n Liaoning Province’s Tourist Product Exploitive Ta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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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long wit h t he exaltation of people’s income level and t he rise of day off economy , t he tour indust ry growt h impetus in Liaoning

province is sturdy ; It is ext remely important for Liaoning tour indust ry development to do t he exploitation of tour product well . This paper pas2
ses t he evaluation to t he tour product of Liaoning province , t he studies of it s rest rictive factors and existent problems , and t hen put s forward t he

tour product regional exploitive tactics of Liaoni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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