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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海三市旅游合作的现状及可行性

尹 侠

近年来，江苏沿海三市旅游业呈现强劲发展的势头。但就整体

而言，三市的旅游业仍处于低端发展的阶段，面临“一流资源、二流

开发、三流服务”的窘境。为促进江苏沿海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

强化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的旅游合作，走出一条区域旅游合作

开发的新路子。

一、江苏沿海三市开展旅游合作现状

（一）江苏沿海三市的旅游资源

连云港发展旅游业，有着厚重的根基，旅游一直是连云港一张

靓丽的城市名片。连云港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江苏三大旅游资源

富集区之一，江苏唯一的海滨城市，是一个有故事、有历史、旅游资

源丰富的城市，旅游资源是全市的核心资源。这里与后羿射日、精

卫填海、舜葬苍梧等上古原生态神话的产生密切相关，孕育了中国

古代两部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西游记》和《镜花缘》，留下了孔

子登山望海、秦始皇东巡、徐福东渡、唐太宗东征等传说，留下了将

军崖岩画、孔望山摩崖造像等历史文化瑰宝，山海文化、西游记文

化、神话文化、陆桥文化特色鲜明，洋溢着浓郁而又神奇的浪漫色

彩。连云港山海岛港相得益彰，水秀山明浑然一体，素有“东海第一

胜境”之称。作为江苏省三大旅游区之一，全市共有景区 20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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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景点 120 多处，有花果山、连岛、孔望山、渔湾 4个国家 4A级景

区。连云港凭借良好的资源优势、便利的区位条件，旅游业发展在

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荣获“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及“中国旅游

竞争力百强城市”称号。

盐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物产丰饶，风光秀丽，旅游资源丰

富，生态优势独特。东部沿海 45万公顷海涂湿地，是太平洋西海

岸、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原始生态保持最完好的海岸型湿地，

建有世界上第一个野生麋鹿保护区和国家级珍禽（丹顶鹤）自然保

护区，世界野生丹顶鹤和麋鹿种群数的 60%和 33%生活在这里，被

列入世界重点湿地保护区。西部地处里下河地区腹地，大纵湖、九

龙口、马家荡等湖泊的水域面积近百平方公里，为典型的泻湖型湖

荡湿地，被誉为“金滩银荡”“鱼米之乡”。盐城还有丰富的红色旅游

资源和海盐文化资源，新四军纪念馆被列入全国 100个“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和 30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市区串场河海盐历史文

化景区由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唯一展示海盐文明的中国海盐博物

馆以及盐镇水街、水城、盐渎公园、东进路文化美食休闲街组成，总

占地面积 100 余万平方米，已创成国家 4A级景区。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居长江入海口北岸，南临长江，东

濒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与上海、苏州隔江相望，素有“江海门

户”之称，是江苏沿海南北交通的枢纽，也是著名的花园城市，曾获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南通旅游资源丰富，狼山胜境、濠河风光、

江海生态、近代城市文化、名人文化与长寿文化资源是南通旅游发

展的优势资源。南通旅游资源结构组合良好，尤其是休闲性旅游资

源和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较大，旅游后发优势明显。近年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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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已成为江苏省旅游市场份额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目前，南通正

在全力加大旅游资源整合力度，致力将旅游业培养成为南通的支

柱产业，打造江海旅游、休闲门户城市，争当长三角旅游业发展的

重要目的地。

（二）江苏沿海三市开展旅游合作概况

江苏沿海三市的旅游合作，可以追溯到 2006 年。2006 年 10

月，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东方湿地之都盐城和江海福地、休闲港

湾南通三市组建了江苏旅游新干线旅游联合体，以便捷的现代交

通为媒介，把三地特色各异、互补性强的旅游资源串珠成链。“江苏

旅游新干线”成立以来，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基于“资源互补、市

场共享、品牌同创”的合作理念，共同努力提高区域旅游核心竞争

力，打造国内外知名的区域旅游目的地，并依托三市特色鲜明的旅

游资源，合力推出了新华东旅游线———神山仙鹤长寿之旅的旅游

产品，目前已经成为江苏省对外宣传推广的主打旅游品牌。

（三）江苏沿海三市开展旅游合作存在的问题

尽管三市在旅游合作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从总体情况来

看，三市开展旅游合作的意识还不强，基本上处于单打独斗的状

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合作偏向于务虚，各自为政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尽管三

市都提出了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打造“无障碍旅游区”的意愿和构

想，但合作主要仍是重形式、重研讨、重宣言、重宣传，不少观念仍

停留在地区旅游行政管理层面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实实在

在的政策、措施和手段。就目前来看，江苏沿海三市之间很少有经

营上的往来。即便在一个城市内部，各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也是竞

254



争大于合作，信息、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等的流动与交流更是无从

谈起。尽管提出实施“大旅游”发展战略，目标是打破行业和行政界

限，掀起大办旅游的热潮，力图建立“多层次推进、立体发展”的新

格局，但是各城市之间密切合作的网络并没有构建起来。首先，没

有一个合作的管理机构，各城市、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无从管

理，出现问题不知该由谁来解决；其次，各行业和企业的合作局面

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从不同城市饭店之间客源互相介绍，还是

旅行社的产品开发及旅游管理和服务人才的交流，再到经验、信息

的交流，还远远没有做到互通有无、协作发展。许多优秀景点深藏

闺中不为人知，存在“一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服务”的窘境。这些

问题一方面制约了区域内各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能

为前来区域旅游的区外游客提供便利的服务，直接影响区域知名

度和可进入性。

二是缺乏总体性的旅游规划和分工。尽管三市都制定了本行

政区的专项旅游规划，但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和衔接，未能从跨区域

的范围、更广阔的空间尺度上来统一考虑。由于缺乏区域性的总体

规划和分工，三市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自成体系，各自为

政，竞相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导致功能性、结构性、低水平的重

复建设，造成旅游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旅游设施的闲置浪费和旅游

合作的低效，难以形成优势互补的强大地域集团，因此也使得一些

城市缺乏旅游吸引力或容易被其他旅游目的地所取代。主要景点

开发深度不够，景点的开发缺乏规划和协调，开发利用层次较低，

项目建设缺乏统一的思想和指导原则，许多景点相距较远，基础设

施跟不上，没有在其特色和文化内涵上下功夫，也没有充分考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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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服从与提升本地定位中的作用。除开发深度不够以外，各地景

点有雷同情况，没有突出自身品位和特色的拳头产品，这样既不利

于吸引游客，也容易造成财力物力上的大量浪费，还容易形成对有

限客源市场的激烈竞争。

三是合作偏向于政府主导，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尚待发挥。

区域旅游合作需要政府的主导，没有政府的介入和相关政策，合作

就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但区域旅游合作还需要落实到旅游企

业的行为上，只有政府的积极性而没有企业的积极性，合作是难以

深入持久的。但就三个城市的旅游合作来看，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

型的，区域内旅游企业的反应远不如政府积极。许多旅游企业对区

域合作采取观望的态度，有些旅游企业虽碍于情面参与了旅游合

作活动，但往往缺乏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综上所述，江苏沿海三市虽然在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方面都

相当重视，也推出了相应的景点和旅游线路，但是由于本区域内城

市本身规模小，景点有限，在容纳游客数量和吸引游客停留时间的

能力上更为有限，所以，只靠单打独斗很难带来旅游的大发展，开

展区域旅游合作是必由之路。

二、江苏沿海三市深化旅游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具备深化区域旅游合作的资源基础条件

连云港、盐城、南通都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资源富集、特

色各异。连云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新丝绸之路东方起点、

中国水晶之都、《西游记》文化发源地，集名山、名海、名泉、名竹、名

石、名书于一身；盐城，素有“东方湿地之都、仙鹤神鹿故乡”美誉，

拥有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生态湿地和麋鹿、丹顶鹤两个国家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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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千年濠河穿城而过，狼山位居佛

教八小名山之首，博物苑、水绘园、定慧禅寺、支云塔临山面水，是

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从连云港、盐城、南通旅游资源

状况可以看出，三市的旅游资源既有相似性，同时也具有明显的互

补性，具备了开展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条件。旅游资源的相似性，

增强了区域旅游合作的凝聚力，而互补性则为区域间旅游要素的

流动和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打下了基础。三个城市都拥有丰富的

海洋旅游资源，可以对海洋旅游资源进行联合开发和保护，使资源

要素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得到充分的张扬，资源得到充分的利

用，这样既能集成特色，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又能避免化整为零，

特色衰减，资源内耗，重复建设等问题，从而带来单个城市旅游产

业发展所无法获得的集聚和规模效益。就三市旅游资源的特色来

讲，连云港以山海风光见长，盐城以湿地风光见长，南通则以江海

风光见长，这种特色各异、互补性强的旅游资源使得三个城市可

以在发挥各自优势、合理分工的前提下，通过旅游要素的区际流

动，实现旅游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产生更大的效益，促进区域旅

游经济的发展。

（二）具备深化区域旅游合作的地域与交通条件

专家认为，要构建旅游空间合作体系，必须借助于地区间便

利、通达的空间联系来实现。旅游地之间的距离往往会制约旅游地

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旅游地之间的距离越大，联系所需要的时间和

环节就会增多，费用增大，产生相互作用的阻力就越大。如果旅游

地之间的距离过长，即使他们之间存在互补性，相互作用也难以发

生。旅游业的发展对交通网络的依赖性十分明显，旅游地空间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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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利性还表现在交通发展水平上。连云港、盐城、南通地域相接，

交通便利。尤其是近年来，江苏沿海现代交通体系初步形成，港口、

公路、铁路、机场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完成，形成了比

较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沿海高速 2006 年全线建成通车，北

经苏鲁界河绣针河接同江至三亚国道主干线（山东）汾水至日照高

速公路，南接苏通长江公路大桥，并与宁启高速公路交叉，途经连

云港、盐城、南通三市，路线全长 403.28 公里。苏通大桥、崇启大桥

全线建成通车，沿海三个机场运输能力也得到快速增长，为连云

港、盐城、南通三市建立快捷、通畅、高效的区域旅游运输网络系

统，提升旅游产品的资源承载功能单元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可能。地

域相连和交通联系，可以节约三市区域旅游合作的成本，也成为区

域旅游合作的重要纽带。

2013 年 12 月 7 日，全长 234 公里的连盐铁路正式破土动工，

工程计划 2017 年 5 月 31 日完工。连盐铁路的建设，为沿海港口间

的纵向联络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大大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为江苏

沿海开发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输保障，还将大大促进沿线地区

旅游、国民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有力地促进沿线地区

民生事业的改善和发展，对更好地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拥有深化区域旅游合作的重大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沿海省份的滨海旅游都成为了本省

旅游发展动力最为强大的引擎。位于沿海黄金旅游带中段的江苏

沿海地区，虽然旅游资源丰富多样，生态条件优越独特，湿地海滩

面积绵延广阔，旅游业发展却因为缺乏统一谋划而不能实现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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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水平不高。2009 年，江苏沿海开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三个城市的合作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为贯彻

国家战略精神，促进江苏沿海地区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在《江苏

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得到国务院讨论通过后的第二天，江苏省旅游

局就启动了《江苏省沿海地区旅游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江苏省

沿海地区旅游发展规划》将紧密围绕国家战略的精神和要求，体现

创新性和可行性，形成合理利用旅游资源、优化旅游生产力布局、

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切实可行的行动计

划。目前，编制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规划编制完成后将对连云港、

盐城、南通的区域旅游合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拥有深化区域旅游合作的技术条件

近几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发生着

巨大的变化，从人们的信息获得方式、消费方式、沟通方式、乃至生

产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信息时代的来临，进一步推进了经

济社会的变革，也为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国家旅游局邵琪伟局长在 2010 年全国旅游局长研讨班上提出：

“我国旅游业将运用信息技术改变产业形态，与第一、第二、第三产

业加快融合，建设‘全产业链’的现代旅游业。”就“大旅游”的概念

而言，信息化涉及所有为旅游者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的

一产、二产、三产。就“小旅游”内容来看，信息化的涉及面也很广，

如旅游管理，包括旅游饭店经营管理、旅行社经营管理、景区经营

管理、旅游营销、旅游咨询以及旅游消费和旅游服务等。江苏旅游

市场发展迅速，积累了较多的旅游资源开发经验，特别是省政府在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出的敏捷旅游战略，即采用现代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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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讲
座

通过信息系统、信息网络、敏捷体制、敏捷组织和敏捷人的全面集

成，迅速响应旅游者的需求，赢得了江苏旅游竞争优势。

（本稿由连云港市社科联推荐）

尹 侠，1976 年生，江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先后在东

海县委宣传部、东海县社科联工作，现任连云港市社科联科普

部主任。长期从事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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