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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岛西海岸新区区位条件、科技人才、海洋资源、生态与政策环境等优势明显，海岛数量多、

资源丰富，为海岛旅游创设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海岛旅游仍处在传统观光型阶段，文章在介绍青

岛西海岸新区海岛旅游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海岛存在基础资料不完善、开发方式粗放单一、生态破

坏严重等问题，并给出要向休闲、娱乐、度假型生态旅游转型升级，重点在于注重规划、因地制宜、

整合资源、夯实基础等方面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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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旅游是“山、海、城”融于一体的格局，其优

势首先在于“海”，但“海”主要集中在滨海旅游上，

海岛旅游尚未打开局面，尤其是青岛西海岸区域内

的海岛在生态旅游开发上还处在部署与初级阶段。

探索与研究青岛西海岸海岛旅游由粗放型向生态

持久型升级，有利于适应与满足近年中国旅游市场

整体由传统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型的强劲市

场需求，对发挥青岛西海岸区位优势、发展地方经

济、保护生态、提升文化品位、建设基础设施等具有

重要推动作用，有助于整合青岛海洋旅游资源向纵



Ｓ２ 王菊娥，等：海岛生态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５３　　　

深方向发展［１］。

１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岛及海岛旅游的特点

海岛数量多、面积偏小，区域内岛屿共４２处，截

至２０１３年６月有２３座海岛设立岛碑，其中无居民

岛有１９个、有居民岛只有４个。灵山岛面积最大、

居民最多，沐官岛居民最少，小石岛距陆地最远，外

连岛紧邻高潮线，大连岛面积最小，小桥岛在高潮

时会没入水下。

从分布上看，西海岸海岛呈月牙带状，错落有

致，整体是“大分散，小集中”态势，２３个有名录的岛

屿散布在胶州湾口、唐岛湾、灵山湾风景区至董家

港口离岸综合开发示范带附近，除牛岛、大桥、小桥

３个岛独立存在外，其余基本是３～４个为一组串联

集中分布，岛与岛之间基本以海沟或基岩浅滩为

界，低潮时可徒步往返。从区位上看，与大珠山和

小珠山相望的竹岔岛、灵山岛、斋堂岛、沐官岛等差

异偏大、资源丰富，旅游价值高；牛岛位于唐岛湾旅

游景区内，低潮时北面浅滩裸露与陆地相连，具有

发展高端旅游的基础；部分岛屿位于凤凰国际旅游

岛南部开放型海域内，背靠“六大产业集群”项目基

地，扼守黄岛前湾黄金水道，承接南部广阔的深海

海域，海岛经济价值进一步放大；沿海有多处宽阔

金色沙滩，揽碧波银浪，与千姿百态的岸礁逶迤

相连［２］。

西海岸海岛因距陆地较近，岛上气候、水文等

环境特征与陆地差别不大，属于大陆岛类型。多数

岛屿植被茂盛，原生态自然面貌保护较好，未实施

定向开发活动；周边海流平稳、环境水质好，藻类、

贝类和鱼类资源丰富，海产鱼虾２６０余种，也有渔民

从事筑池或底播养殖。

目前，灵山岛、竹岔岛、斋堂岛３个面积较大的

有居民海岛已开发旅游，旅游收入已成为岛上居民

的重要经济来源。但无居民海岛旅游尚未开发，如

牛岛于２０１２年就出现在国家首批可开发旅游的无

居民海岛名录中，却因各种原因迟迟未开发［２］。

２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岛旅游存在的问题

２１　海岛基础资料不完善，缺乏统一规划

近几年，西海岸有关部门多次对辖区海岛进行

调查、测量，获取片区过半海岛的基本信息。但受

历史条件、重视程度及技术条件制约，对海流、水

文、生态承载力等专业数据掌握得还远远不够，从

根本上阻碍海岛旅游业的开展。各海岛间的发展

相互割裂、隔绝，无法在信息、市场和技术等方面共

享共荣，直接导致各海岛生态旅游难以确定统一的

发展格局与规划。

２２　海岛开发深度不够，方式粗放单一

目前西海岸对海岛资源的利用仍以粗放式为

主，主要是自然观光游，对地势地貌、源远文化、淳

朴民风等优势没有充分利用；“岛、海、山、企、校”五

大特色旅游资源之间没有共融性协调配合，海岛旅

游仍停留在浅层次阶段，潜力没有很好地挖掘，缺

乏拳头产品；海陆统筹发展的长远规划和高端产业

的顶层设计不完备，海岛综合利用水平不高，缺乏

大集团科学系统开发，多为海岛居民自发组织开展

休闲垂钓、渔家乐活动等。

２３　海岛个体生态保护力度低，环境破坏较严重

西海岸海岛资源总体上丰富多样，但就海岛个

体而言生物多样性指数小、生物链短且稳定性差，

容易被破坏，自我保护和自我修复再生能力差［２］。

有居民海岛生态系统典型、生物资源丰富，但多年

来岛上居民的生活垃圾大多直排入海或无法自然

净化地堆积，加上游客旅行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降解

物质的累积等，海岛生态环境受损严重；无居民海

岛受分布分散、保护设施缺乏、物种复杂、生态结构

单一等限制，环境独立封闭、生物系统极其脆弱，旅

游者和开发者的破坏行为很容易让美丽海岛面目

全非。

２４　海岛基础设施较差，社会发展滞后

鉴于自然条件、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原因，西海

岸海岛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低端消费普遍，高端酒

店寥寥无几；餐饮类别单一，以海鲜为主，烹饪手法

常规，缺乏特色和创新；休闲娱乐设施不足，难以满

足游客精神文化的需求；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建

设难、维护更难，社会服务简陋。

３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岛旅游升级的对策

３１　注重规划，强调有“形”

海岛是青岛西海岸新区非常宝贵的旅游资源，

应整体考虑、综合开发利用，塑造海岛旅游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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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西海岸独特的海岛旅游模式。

３．１．１　遵守开发原则，规范开发秩序

“岛、海、陆”统筹发展，把海岛优势、海洋资源

与陆域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有机结合，统筹资源

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

建设岛海陆统筹发展旅游试验区。

以岛兴游，应以海岛旅游为龙头、品牌，与山海

陆有机结合，促进岛海陆高端旅游要素集聚，实现

岛山联动、海陆一体的旅游态势。

把创新作为推动新区海岛旅游发展的根本动

力，依靠科技创新推动海岛旅游产业升级，加快有

居民海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序开发无居民海

岛旅游项目，建设岛海陆相通的基础设施等［３］。

坚持以生态立区、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相互衬

托的岛－海－陆一体发展模式，按照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合理安排开发时序、开发重点与开发方式，做

到优岛先开发、集约节约用岛用海，强调可持续发

展，建设绿色低碳海岛旅游［４］。

按照深水深用、浅水浅用、集约与综合开发原

则，重点保证海岛公众休闲度假、自然风景原生态、

港口岸线配套发展等需求。

３．１．２　构建以“灵山岛”为圆心角的扇形式海岛旅

游辐射圈

以灵山岛为圆心，西起董家港岛屿、东至凤凰

岛边界，覆盖西海岸国际旅游度假区小珠山、大珠

山景区，包含凤凰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灵山湾省级

旅游度假区，从东到西以有居民海岛（竹岔岛、灵山

岛、斋堂岛、沐官岛）为主线、以无居民海岛（牛岛、

脱岛、大石岛等）为辅线，构建西海岸“岛、海、山”一

体化的扇形海岛旅游圈。未来可以发展成以“灵山

岛”为圆心向更远海域延伸的半圆或圆形海岛旅

游圈。

３．１．３　发挥政府职能，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首先，在西海岸旅游局设立专门的海岛旅游主

管部门，集中统一规划、开发与保护海岛，为海岛综

合旅游寻求更多的政策与资源支持。其次，开展剩

余１９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初始登记工作，着手开

展海岛资源和环境的综合调查与评估，采用计算机

信息处理技术手段逐个查清海岛地理信息、海流信

息、生物信息等基础资料，查明资源的种类、储量、

质量和分布，摸清海岛环境承载能力，建立高精度、

大比例尺、实用可靠的海岛管理信息系统，为海岛

保护与开发提供可靠依据。最后，尽快完成西海岸

海岛保护规划的编修，科学保护与开发海岛。

３２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３．２．１　东西联动，设计城市旅游“新名片”

崂山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位于青岛市东

部，以高、奇、险及人文历史闻名。灵山岛是我国除

海南岛和台湾岛外的第三高岛，位于青岛西部，植

被覆盖率高达７０％，成为中国北方水域难得的“海

上绿洲”；具有大型地质断裂带，沿海彩色沉积岩岸

壁和海蚀地貌岩群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火山砾岩

群大小山头有５６座之多，其中高峰有七八座；民风

淳朴，周边岛屿众多［４］。以上构成灵山岛的独特魅

力，应把青岛东部的高峰与西部的高岛相整合，“东

西联动”发展。

３．２．２　陆岛联动，制作以海岛旅游为主的“岛、海、

山”游谱

按照上文构建的扇形海岛旅游圈，参照现有各

景区游览图，首先，从模式上形成“两山两湾多岛”

的一级旅游大类项目，其中“两山”是小珠山与大珠

山，“两湾”是唐岛湾与灵山湾；其次，从地域上设计

二级旅游项目，主要以各海岛为主；再次，从景点上

列出三级旅游项目；最后，形成“青岛西海岸岛海山

游谱”，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由各旅游部门适当增

减特色游项目。

３．２．３　岛岛联动，形成“海岛旅游特色组合链”

初步拟定自东向西以有居民海岛为核心，即凤

凰岛－竹岔岛－灵山岛－斋堂岛，辅以部分无居民

海岛的海岛旅游组合链。其中凤凰岛因在唐岛湾

畔，未完全脱离海岸线，东、南、北三面环海，是海岛

旅游组合链的基地，为游客的食宿、休闲、购物提供

便利平台；竹岔岛因具备生态优势、文化底蕴以及

火山口的神秘感，适宜实施全岛立体式综合开发，

发展海上乐园高端游，建造具有海岛风情的“海洋

公园”，开展海岛观光游、渔村风情游、海底探秘游、

海上垂钓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灵山岛因“先日而曙，

未雨先云”得名，地质地貌独特、自然景观壮美、渔



Ｓ２ 王菊娥，等：海岛生态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５５　　　

俗文化鲜明［４］，还可以循着潮水赶海、执竿垂钓，适

宜发展生态休闲度假游，要重点保护海岛生物多样

性，整治海岛岸线及修复周边海域生态环境，改善

和保护海岛生态系统；斋堂岛相传为秦始皇侍从斋

戒之所，是祈求平安长寿之地，岛上有斋堂、娘娘

庙、绝壁甘泉、黑石门等景点，适宜开发为人文休闲

旅游地。

３３　整合资源，打造“香”气

以海岛开发为契机，突出特色和主题，打造海

岛休闲度假、渔村民俗、环岛观光、生态休闲、地质

科普、野营和垂钓等海岛游产品，策划包装海岛旅

游主题形象；挖掘东夷文化、齐文化、琅琊文化等历

史文化资源，融入现代海洋文化元素，发展历史文

化旅游；发展影视传媒、动漫游戏、出版策划、软件

开发和文艺创作等产业，建设中影培训基地、中国

影视制作和版权交易市场、动漫创意产业园、东夷

文化产业园和达尼文化产业园，举办海洋文化节和

金凤凰奖等活动，发展文化节庆旅游等，推动文化

与海岛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洋

文化产业基地和世界级“岛、海、山”一体化旅游品

牌，让西海岸海岛旅游业“香”飘海内外。

３４　夯实基础，贵在“味”道

３．４．１　着力基础设施建设，助推旅游、休闲、购物

一体化

加强海岛基础设施建设，要按不同类型实行组

群式或据点式开发，以有居民海岛为突破口，加大

通路、通水、通网工作，实施海岛防风、防浪、防潮工

程，提升海岛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在岛外建设综合

交通网络与空中交通枢纽，做好码头、游客中心、停

车场、旅游标志导向系统等设施的建设工作。

３．４．２　加强宣传教育，树立公众海岛环保理念

通过宣传教育，让有关部门、人员及海岛居民

认识科学开发海岛资源与海岛保护的辩证关系，树

立“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海岛管理理

念。也可鼓励街道、社区等居民共同参与海岛保护

活动，对及时发现和制止炸岛、破礁、建筑、毁林、网

鸟、围填海等破坏海岛自然属性的违法行为给予奖

励和宣传，树立典型。

３．４．３　提供特色产品与服务，提升旅游档次

引导海上旅游企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开发

完善海上观光、餐饮、娱乐、演艺、婚庆、会议等游船

产品；加强人工鱼礁增殖，规范发展游钓协会和游

钓船艇，举办和承办各层级游钓比赛活动，发展游

钓产品；积极发展邮轮经济，鼓励兴建游艇码头，发

展帆船、帆板、游艇等海上体验旅游；鼓励发展大众

型海上游乐项目，探索发展深潜体验、水上飞机等

新兴项目，提升海岛旅游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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