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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湛江旅游业发展路线定位 1

湛江是广东省西南部的港口城市，广东西部和北部

湾地区的交通中心，同时也是粤西和北部湾经济圈的经

济中心，大西南出海通道的物流中心。在 2017 年年底，

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国家海洋局又印发了《广东省海

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的通知》（简称规划），在

《规划》的规划目标中明确指出：将广州、深圳建设成

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将珠海、汕头、湛江建设成为区

域性海洋中心城市，打造一批海洋特色小镇和特色渔村，

初步建成蓝色优质生活圈。该规划为发展湛江滨海旅游

业奠定了一定的支持基础。

现在全国各地的旅游业整体来说比较蓬勃，每个地

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很多城市都已经建立了非常成熟的

相关产业，比如上海的迪斯尼，广州的长隆乐园等。湛

江发展旅游业就不能走重复的路线，从目前的消费者倾

向来看，打造滨海休闲旅游业是湛江充分利用海洋资源

的一个出路。湛江有各种海洋形态，无论是传统的海水

浴场，还是当下流行的赶海，湛江都可以提供丰富的资

源。充分利用海岸线的资源，建设各种滨海相关的休闲

项目迫在眉睫。

发达城市的历史经验和具体做法可以开拓湛江旅游

业发展的思路，为湛江相关产业发展提供经验教训，少

走弯路。但是一味的模仿是不行的。改革开放 40 年来，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湛江市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珠

三角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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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的服务难以对广东省中心城市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不论是在地理位置、交通便利情况还是产品本身，湛江

都难以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内相媲美的同类旅游项目。

湛江发展旅游业总体思路是既要扬长又要避短。充分发

挥湛江的优势，但是考虑到大湾区城市群内很多沿海城

市海洋经济发展更加有优势，不能完全走竞争的路线，

而是要走补充和拓展的路子来发展湛江旅游产业。

二、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发展滨海旅游业的重

要性

借助滨海旅游业提供湛江对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

路径，对湛江来说是借助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更广大的发

展空间的一个良好途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更

高，市场更为广阔。主动融入大湾区可以借助这一平台

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甚至是更高质量的发展机会。这

为湛江提供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发展

空间，也为当地居民提高经济收入带来了更多的支持。

另一方面，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湛江的对接服务也

可以为大湾区提供更多的支持。对于湛江来说，目前粤

港澳大湾区是广东省的重要战略机遇，积极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有利于湛江推进区域协作，实现湛江的高质量

发展 [1]。

三、湛江旅游业存在的问题

1. 交通链断点、堵点多。发展湛江旅游业，最重要

的是实行通路建设，但是目前交通断点较多，堵点也广

泛存在。主要是在交通方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骨干通

道较少。比如湛江开往广州的列车共有 48 趟车次，其中

到达广州站的共有 4 趟车次，其余均到达广州南，站点

分布不均衡。而到达深圳的每天只有 4 趟车次，湛江开

往珠海 0 车次。因此出行主要依靠汽运或自驾。骨干通

道不顺畅是需要首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其次，湛江市

借力粤港澳大湾区湛江旅游业走互补性发展路线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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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基本原则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对接。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大多都是从广州港以及湛江港通过海路进入东盟，说

明湛江虽然并不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但是因为地理位置较为接近，在发展“一带一路”过程中，还是和粤港澳大湾

区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较近的地理位置和紧密联系，为湛江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很大助力。在湛江旅游业发展

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紧密关系，进行精准定位，合理规划湛江旅游业的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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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到达各景点的交通不便利。各城区均分布了一些景点，

每个景点参观所需时间较短，一日之内浏览完全部市区

景点是比较合适的时候，但是各城区景点之间的直达公

共交通较少，旅游观光巴士路线较合理，但是实际运营

完全不按照规定时间行驶，大部分时间是停运状态，完

全不能起到一个承接作用。

2.配套行业不完善。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除了

餐饮、酒店、零售等行业，还会涉及交通、通信以及城市

建设等方面。湛江各行业之间不能实现无缝对接，各景点

配套设施均不完善，甚至落后。尤其是一些位于海岛上的

旅游景点，酒店餐饮选择余地少，出行不便捷。盲目上岛

可能会陷入一个举步难行的状态；提前预定缺乏平台，主

要靠朋友推荐，因此当地经济很难靠旅游来拉动。

3. 价格偏高。湛江作为一个三线城市，人均收入较

低，但是物价较贵。不论是土特产还是酒店餐饮普遍价

格不低。目前，远离市中心的区域提供的酒店或者民宿

环境较差，但是价格甚至比市区还高，不利于挽留顾客。

四、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湛江旅游业的具体措施

1. 做好旅游资源规划。旅游资源规划的一个重要职

能是对湛江市旅游业的发展制定整体的规划，包括但不

限于：优先发展的旅游景点；需要完善的旅游设施；开

发建设新的旅游景点线路；制定实现这些规划的措施，

制定刺激旅游业发展的措施等。政府企业在制定旅游发

展规划时，应将旅游业的发展同湛江市经济发展的总体

规划有机结合，使二者相互促进。旅游景点分布应该合

理，做到各旅游景点、设施、交通既不会出现过度拥挤，

也不会大量长期闲置。

2. 完成通路建设，完成。根据《湛江铁路枢纽总图

规划》规划，未来将有五条高铁汇聚湛江，该规划落实

后广湛高铁的开通，将使广州到湛江的时空距离缩至一

个半小时。仅仅缩短广湛之间距离是不够的的，还要规

划建立湛深、湛珠之间的快速通路。市内要在高铁站和

机场开设旅游大巴始发站，为个景点提供往来便捷的公

共交通服务，尤其是通往各海岛的旅游景点路线，要尽

量实现无缝对接，让游客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下尽快的到

达目的地。

3. 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差异化的特色旅游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各市高档综合性的旅游景点众多，湛江要

走互补式旅游路线，应该提供一些平民化，适合较长时

间停留，亲子或者旅居养老的旅游项目；开发和完善现

有旅游景点和旅游路线。以休闲旅游为主，建设一批各

种档次的亲子以及养老景区和商圈。充分利用好现有的

如鼎龙湾水世界以及各温泉酒店，不再重复建设同类项

目，开设诸如观光 - 住宿 - 赶海 - 海产品加工一条龙服务

路线，以及位于市区交通便利适合长期居住的平价民宿、

酒店分别提供给中青年及老年人，建设能够吸引旅客长

期居住或者反复游玩的景点项目。

4. 充分调动周围居民积极性，配套行业设施。湛江

海岸线占广东的 30.2%，全国的 6.9%，滨海旅游一向是

湛江的假日旅游热点。除了市区的观海长廊相对来说配

套比较完善，其他的滨海旅游项目整体较为落后，要想

开发适合长期居住的旅游设施，充分调动景点周围居民

的极性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以提供不同档次的民宿来满

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还可以发动周围的居民提供餐饮，

代加工，土特产出售，代步工具出租等服务，尽可能满

足游客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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