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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旅游城市的分布与结构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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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在分析江苏旅游资源区域分布特征 、城市地域分布特征 、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现状 、旅游城市

等级分布的基础上 ,给出了江苏区域旅游的发展思路 ,以期构建结构优化的江苏旅游城市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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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江苏山青水秀 、人文荟萃 ,名胜古迹遍布大江南

北 ,旅游资源丰富多彩 ,加之交通方便 、文化发达 、物

产富庶 ,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游人向往的游览胜地。

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的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一直位

于全国前列 ,是我国的旅游大省。例如 , 2001 年江

苏国内旅游接待人数为 8074.90 万人次 ,接待收入

为 675.80亿元 ,居全国第 4 位;国际旅游接待人数

为 183.71 万人次 ,旅游创汇 8.2亿美元 ,居全国第 5

位。[ 1] 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业 ,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

江苏旅游城市的分布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 ,以寻求

江苏区域旅游的发展思路 ,最终构建结构优化的江

苏旅游城市网络体系。

一 、江苏旅游城市的分布

(一)江苏旅游资源区域分布特征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 ,具有一定的容

量 、稳定性 、永续性及吸引力。旅游资源是旅游者选

择目的地的决定性因素。在经典“推-拉”模式中 ,

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对旅游生产力的布局有着深刻

影响。旅游资源在数量上的多少 、等级上的高低及

其在区域上的分布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旅游业的

发展战略。所以 ,全面了解江苏旅游资源区域分布

特征是构建结构优化的江苏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的物

质基础。

江苏是全国七大重点旅游省份之一。现有长

江 、太湖 、徐海三大旅游地域 , 7个旅游度假区(其中

包括太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3 处世界遗产(苏州

古典园林 、南京明孝陵 、昆曲), 7 座历史文化名城

(南京 、苏州 、扬州 、镇江 、常熟 、徐州 、淮安), 11个国

家森林公园(虞山 、惠山 、上方山 、宝华山等), 1个加

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网的自然保护区(盐城)、2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丰麋鹿 、镇江蚕种基地)、16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 , 34 个风景名胜区(其中包括太

湖 、南京钟山 、连云港云台山 、扬州蜀岗瘦西湖 4 个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292 个文物保护单位(其中

包括中山陵 、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 、周恩来故居 、国

立紫金山天文台旧址等 40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旅游区域一般都是以城市为单位 ,而只有江苏

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唯一的以省为单位的旅游

区域。[ 2]

可见 ,江苏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而且资源的整体

优势度在全国也位居前列。但资源分布很不均衡 ,

从宏观上看 ,江苏旅游资源分布在数量和级别上大

致呈现由南往北的递减趋势。同时 ,各区域旅游资

源组合状况的排列与其在数量 、级别上的排列也是

基本一致的 。[ 3] 旅游资源的这种宏观分布特征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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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江苏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相对不均衡现状的影响因

素之一。为了反映旅游资源的经济指向性 、交通指

向性的空间分布特点 ,江苏旅游资源分布的集中性

可区分为地域集中性 、线性集中性 、等级集中性 、节

点集中性四种类型(见表 1)。[ 4]

表 1　江苏旅游资源的区域分布类型

集中类型 地理区位 资源丰度 资源结构 品牌资源 一般特征

地
域
集
中
性

宁镇扬

属苏中地区 , 交通发达 ,
经济基础好 ,区位条件优
越

南京资源丰富 、
知名度高 ,镇江 、
扬州较丰富

南京资源 结构多

样 ,镇江 、扬州较为
单一

六朝文化 、明清文化
及明城墙 、园林 、古运
河 、民国文化(中山
陵)

苏锡常

苏南地区 ,交通发达 , 经
济实力雄厚 ,区位条件优
越

苏州 、无锡资源
丰富 、知名度高 ,
常州相对一般

苏州 、无锡结构多
样 , 常州结构优势
在于苏锡常整体性

古典园林 、水乡古镇、
吴文化 、太湖风光及
现代旅游景观(主题
公园)

徐宿淮

属苏北地区 , 交通较便
利 ,经济基础较好 ,区位
条件较好

徐州 、淮安相对
略好 , 宿迁资源
极其匮乏

徐州资源 类型较

多 , 但利用比较单
一 ,以观光型为主

两汉文化 、民俗文化、
乡村旅游

面状高密度

区

线
性
集
中
性

交
通
干
线
型

水
域
岸
线
型

铁路

干线型

新长线新沂-淮安-盐城-
海安-无锡-宜兴段

资源富集度变化

幅度较大

资源结构变化幅度

较大

苏北特色-滨海旅游
-锡宜特色

高速

公路型

沪宁高速江苏段 ,贯穿宁
镇常锡苏五市 , 交通便
利 ,区位条件优越

江苏旅游资源赋

存的密集地带

整体上资源种类繁

多 ,结构复杂多样

复合了上述苏锡常地

域及宁镇地域的品牌

资源

京杭

运河型

京杭大运河贯穿江苏南

北 ,交通便利 ,区位条件
较好

资源丰富 以观光型为主
古运河及两岸乡村风

光

沿海岸

包括连云港 、盐城 、南通
三市 ,交通便利 ,区位条
件较好

连云港相 对较

好 ,盐城 、南通资
源匮乏

连云港资源类型较

多 ,但利用较单一 ,
以观光型为主

蓝色 、绿色 、滨海旅游

沿长江

途径南京、镇江 、扬州 、南
通 ,交通便利 ,区位条件
优越

资源富集区 结构复杂多样

沿江大江风貌与江山

组合景观 、桥梁等人
工景观

沿太湖
地处苏锡地区 , 交通便
利 ,区位条件优越

资源富集区
资源结构较复杂 ,
以观光型为主

太湖风光及现代旅游

景观

沿交通线或

地理界线呈

线状集中

等
级
集
中
性

宁镇扬

属苏中地区 , 交通发达 ,
经济基础好 ,区位条件优
越

南京资源丰富 、
知名度高 ,镇江 、
扬州较丰富

南京资源 结构多

样 ,镇江 、扬州较为
单一

六朝文化 、明清文化
及明城墙 、园林 、古运
河 、民国文化(中山
陵)

以中心城市

为基础呈放

射性

节
点
集
中
性

徐　州
京沪 、陇海铁路交汇点 ,
交通便利 ,区位条件优越

资源相对丰富

资源类型较多 , 但
利用较为单一 , 以
观光型为主

两汉文化 、民俗文化、
乡村旅游

连云港
新亚欧大陆桥桥头堡 ,交
通便利 ,区位条件优越

资源相对丰富

资源类型较多 , 但
利用较为单一 , 以
观光型为主

蓝色 、绿色 、滨海旅游

沿交通网节

点

　　(二)江苏城市地域分布特征

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 ,通常也是交通干

线的枢纽或节点。从发展旅游业的角度看 ,城市既

是目的地又是客源地 ,同时具有旅游发展的良好交

通出入条件和相对优越的服务设施 ,成为一定区域

旅游接待和旅游中转的中心。可见 ,城市同时扮演

着旅游客体 、主体 、媒介等多种角色。所以 ,构建结

构优化的江苏旅游城市网络体系必须结合江苏城市

地域分布特征。

江苏城市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的经济中心指向 、

交通中心指向 、沿海沿江指向 ,省内城市体系正朝着

“三圈五轴”(宁镇扬 、苏锡常 、徐州三大都市圈和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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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宁通 、徐连 、连通 、新宜五条城镇发展聚合轴)的

方向发展。从行政级别来看 ,全省设市城市共有 41

个 ,其中地级市 13 个 ,县级市 28 个。[ 5] 从城市规模

来看 ,全省有 1个超级大城市南京 , 1 个特大城市徐

州 ,4 个大城市(苏州 、无锡 、常州 、镇江), 16 个中等

城市 , 19 个小城市 ,全省已形成了明显的城市规模

等级系统。[ 6] 从城市的地域分布来看 ,全省 78%的

城市集中分布在不足全省总面积一半的苏南和苏中

地区 ,苏南地区的城市密度为 0.00074 个/km2 ,苏中

地区为 0.00061 个/km2 ,苏北地区为 0.00017 个/

km2 ,全省的城市分布密度为 0.00040个/km2 ,城市

地域分布明显表现出南密北疏的格局。

(三)江苏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现状

在构建结构优化的江苏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的过

程中 ,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现状也是值得考虑的不可

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采用旅游总收入(包括

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及旅游功能指

数 T f值作为衡量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现状的两个主

要指标。

本文根据扬州市旅游局提供的数据缮制了一份

统计表(见表2)。从表 2可以看出 ,南京 、苏州 、无锡

三市旅游总收入在省内占绝对领先地位 ,其次为常

州 、镇江 、扬州 ,随后为南通 、徐州 、连云港 、盐城 、泰

州 ,淮安 ,宿迁排在最后。除了旅游总收入是各城市

旅游业发展现状的直接反映外 ,旅游功能指数 T f值

的大小也基本能间接地反映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现

状 ,其计算公式为 Tf=100(N)/P ,式中 N 为各市区

旅游接待床位数 , P为各市区非农业人口数。根据

表 2数据通过计算可知 , Tf 值在 0～ 0.4 之间的城市

为宿迁 、徐州 ,在 0.4 ～ 0.5 之间的城市为淮安 、泰

州 、南通 ,在 0.5 ～ 1.0 之间的城市为盐城 、连云港 、

扬州 ,在 1.0 ～ 1.5 之间的城市为镇江 、常州 ,在 1.5

～ 2.0之间的城市为无锡 、苏州 、南京。

(四)江苏旅游城市的等级分布

根据江苏旅游资源区域分布特征 、城市地域分

布特征 、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现状三个指标 ,本文粗略

地划分出江苏旅游城市的三个等级(见表 3)。江苏

全省分为苏南 、苏中 、苏北三大区域 ,每个区域的旅

游城市可分为三个等级:中心旅游城市 、一般旅游城

市 、特色旅游镇或乡村景点。其中 ,中心旅游城市的

等级最高 ,它是一个区域的旅游交通中心 、旅游接待

中心 、旅游中转中心 ,也是该区域的旅游景点集中分

布区;一般旅游城市的等级次于中心旅游城市 ,它的

旅游交通职能 、旅游接待职能 、旅游中转职能都低于

中心旅游城市;特色旅游镇或乡村景点的等级最低 ,

它的主要任务是接收由中心旅游城市或一般旅游城

市中转过来的客源。一个区域的这三个等级的旅游

城市 ,以便捷的交通为纽带 ,进行结构优化 ,便可构

建该区域的功能协调 、资源互补的旅游城市网络体

系。

表 2　江苏各城市 2002 年旅游收入和 1999年旅游功能指数 Tf 值的统计表

城市
旅游总收入

(亿元)

国内旅游 国际旅游 旅游功能指数 Tf值

人数

(万人次)
收入

(亿元)
人数

(人次)
外汇收入

(万美元)
旅游接待床

位数(万)
市区非农业

人口(万)
Tf值

南京 210.81 2076.20 183.96 561319 32354.15 4.69 247.17 1.897

无锡 150.90 1501.27 138.65 422812 14762.96 1.65 97.16 1.698

徐州 38.59 509.55 37.11 25149 1788.90 0.32 105.51 0.303

常州 61.25 680.21 56.19 81025 6098.61 1.03 79.67 1.293

苏州 198.44 2010.10 175.33 737740 27848.07 1.57 87.17 1.801

南通 40.89 450.33 35.18 77872 6885.08 0.22 47.76 0.461

连云港 30.40 381.85 29.63 11820 924.58 0.37 45.95 0.805

淮安 18.44 345.48 17.91 9988 642.89 0.15 33.57 0.447

盐城 28.27 378.87 27.64 11991 762.30 0.25 35.28 0.709

扬州 52.02 633.33 48.06 121274 4769.59 0.36 40.54 0.888

镇江 53.05 610.05 47.48 149603 6713.81 0.60 50.17 1.196

泰州 26.94 331.31 25.96 12279 1186.58 0.11 24.02 0.458

宿迁 7.30 129.61 7.06 3390 287.56 0.04 18.45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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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江苏三大区域旅游城市的等级表

三大区域的范围 中心旅游城市 一般旅游城市 特色旅游镇或乡村景点

苏南

(苏锡常)
苏州 、无锡

常州 、宜兴 、常熟、张家港 、江阴 、昆
山 、吴江 、太仓 、金坛 、溧阳等

周庄、同里 、 直镇 、东山镇、丁蜀镇 、华
西村 、茅山景区 、常州天目湖景区等

苏中

(宁镇扬泰通)
南京

镇江 、扬州 、南通 、泰州 、句容 、江宁 、
高邮 、泰兴 、仪征 、海门 、启东 、丹阳 、
扬中等

黄桥决战旧址 、溱潼赛龙舟 、六合桂子
山火山口 、狼山景区 、高邮水域生态景
区等

苏北

(徐宿淮连盐)
徐州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宿迁 、楚州 、新沂 、邳州 、
铜山 、沛县 、大丰等

丹顶鹤保护区 、麋鹿保护区、施耐庵墓 、
黄金镇、小海温泉等

　　二 、构建结构优化的江苏旅游城市网络体系

本文对江苏旅游城市的分布进行全面分析研究

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协调好江苏每个区域的中心旅游

城市 、一般旅游城市、特色旅游镇或乡村景点三个等

级之间的关系 ,从而构建特色鲜明 、功能完善 、地域

开放 、效益显著的江苏旅游城市网络体系。

江苏全省总体上包括宁镇扬 、苏锡常 、徐宿淮 、

沿海四大特色旅游功能区。从空间组织上看 ,前三

大功能区属于都市圈模式 ,而沿海旅游功能区属于

点轴模式(即连通旅游带)。同时 ,属于点轴模式的

还有连接四大旅游功能区的沪宁 、宁通 、宁连 、徐连

四条特色旅游带。三大旅游都市圈广义上讲都属于

多核心的“大都市圈”范畴。本文就四大功能区如何

构建结构优化的旅游城市网络体系作粗略的表述。

(一)徐宿淮旅游功能区的发展

徐宿淮旅游都市圈的经济基础薄弱 ,旅游业发

展相对落后 ,属于东部沿海的旅游“飞地” 。其发展

思路宜采用“以面促点 、以点带面”的方针。即一方

面加强整个都市圈旅游品牌(两汉文化 、民俗文化 、

乡村旅游)形象的创建 ,加大促销力度 ,提高整体的

知名度 ,从而促进各级旅游城市的发展;同时 ,另一

方面充分利用徐州的旅游交通及客源优势 ,提高徐

州市旅游功能(即提高 T f值)及知名度 ,增强这一中

心旅游城市的综合影响力 ,从而反过来带动整个旅

游都市圈的发展。

(二)苏锡常和宁镇扬旅游功能区的发展

与徐宿淮都市圈相比 ,宁镇扬和苏锡常两大旅

游都市圈的资源丰富 ,经济实力雄厚 ,旅游业发达 ,

各自的中心旅游城市对本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带动作

用强。其发展思路宜采用“以点带面 、以面促点”的

方针。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一般旅游城市的整体旅游

功能 ,使其旅游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从而具有较强的

辐射带动作用 ,逐步发展为次级区域的中心旅游城

市(如常熟市 、宜兴市等)。本文仅具体阐述苏锡常

地区应如何实施“以点带面 、以面促点”这一旅游发

展方针。

苏锡常是旅游资源的富集区 ,也是旅游业的发

达区 ,但由于各市的旅游资源有所差异 ,导致三市的

旅游地形象定位 、旅游发展重点或特色也不尽相同:

①苏州是一座以古典园林为标志 、千年古城为依托 、

水乡古镇为特色 、太湖风光为重点 ,集观光游览 、休

闲度假 、考古探幽 、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旅游目的

地。今后苏州应以已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典园

林 、昆曲遗产和水乡古镇为重点。 ②无锡是以太湖

风光为主的旅游城市 ,它是以太湖鼋头渚和江阴徐

霞客故里为标志 ,以吴文化公园 、马山度假区灵山大

佛 、华西村 、江阴长江大桥等为依托 ,集观光游览 、休

闲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目的地。无锡的特色应

是“打太湖牌 、唱运河歌 、建山水城” ,应该精心建设

一批品牌景点 ,如徐霞客故里 、古运河旅游 、宜兴紫

砂陶艺 、吴文化公园 、华西村 、江阴大桥 、中视公司影

视城。 ③常州则以茅山道教文化 、天目湖度假休闲 、

中华恐龙园科普求知为标志 ,以常州为依托 ,以溧阳

茶叶节 、金坛茅山登山节 、民俗风情旅游节等旅游节

庆为纽带的集科普求知 、休闲娱乐 、观光度假于一体

的综合旅游目的地。常州的奋斗目标应是大力营造

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所以 ,苏锡常地区

的各旅游城市应积极发展各自的特色 ,从而带动整

个都市圈旅游业的发展。

苏锡常三市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特色旅游 ,但同

时也应注意到 ,无论从地理概念还是从文化概念 ,抑

或是从旅游产品概念上看 ,苏锡常三市都是一个整

体 ,三市的旅游定位应联合起来统筹考虑 ,三市旅游

业的发展应该纳入到一个总的战略框架之中。苏锡

常地区的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以国家重点太湖风景

名胜区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 ,所以 ,该地区的旅游目

的地应作如下总体定位:以太湖生态环境的保育为

基础 ,以吴地文化的弘扬为内涵 ,以满足国内外旅游

者观光度假 、休闲娱乐 、科考求知 、会议商务等需求

为目的的湖滨生态城市群型的综合旅游目的地。建

设一条以太湖为中心 、以苏锡常三个中心城市的建

设为主体的环湖生态城市旅游带。所以 ,苏锡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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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可采用统一的旅游宣传口号 ,叫做“万顷太湖水 、

三城苏锡常”;或“万顷太湖水 、环湖苏锡常”;或“人

间太湖水 、天堂苏锡常” 。

根据苏锡常地区旅游资源及周边地区的旅游资

源分布 、产品开发情况及配套食宿条件等因素 ,今后

10—20 年时期内 ,本区域的旅游联合发展应从以下

四个方面着手:

1.旅游管理层面的联合。成立环太湖区域联

合管理机构 ,制定协调章程 ,在此基础上按市场经济

的规律运行 ,应成为今后环太湖地区旅游业管理的

常态。

2.旅游资源开发层面的联合。要有一个统一

的区域旅游开发规划 ,具体的开发内容应包括:①新

景点开发 , ②老景点拓展 , ③旅游商品开发 , ④旅游

购物街开发 , ⑤游客中心开发 , ⑥景观解说系统开

发 , ⑦有关配套设施的开发。对苏锡常地区而言 ,主

要是②～ ⑦条 ,特别是 ③⑤⑥应成为今后几年的工

作重点。因为本区域主要是内涵的发展 、资源的集

成 ,而不是外延的扩大。

3.市场营销层面的联合。整个区域应该制定

统一的市场营销计划 ,要将本区域的总体特色 、各组

成部分的特色通过现代媒体清晰地宣传到旅游者那

里。各市首先应关心的是整个环太湖旅游目的地在

国内外旅游市场上的定位 ,其次才是本市在整个区

域中的定位。对于整个环太湖旅游目的地来说 ,关

键是要把旅游者引进来 ,至于旅游者来到本区域后

的流动规律 ,就完全受市场经济支配了。

4.产品开发层面的联合。在加强风景名胜资

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前提下 ,实现区域一体化 ,

加强协调 ,注重创新 ,联合发展。有序组织太湖之

旅 、运河之旅 、长江之旅 、水乡古镇之旅 、丝绸文化之

旅等特色旅游线路。合理利用地形 、地貌 、建筑 、植

被等景观特点 ,深入挖掘乡土风情 、传统工艺 、科普

知识 、民间典故等文化特点 ,认真研究观光 、休闲 、体

育 、商务等行为特点 ,鼓励和保护创新 ,充分挖掘和

发挥各自优势 ,加强旅游要素特色和功能的互补 ,消

除低水平重复建设 ,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整体

提高。[ 7]

总之 ,苏锡常地区的各城市必须团结协作 ,将整

个区域视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 ,统一管理 ,统一

规划 ,统一开发 ,形成点 、线 、面结合的大旅游空间网

络布局。这种大旅游发展战略的实施 ,反过来又促

进了区域内的各级旅游城市的健康 、快速发展。

(三)沿海旅游功能区的发展

江苏沿海旅游带以连云港 、盐城 、南通三个旅游

城市为节点。相对江苏旅游业在全国的地位而言 ,

江苏沿海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江苏作为一个海洋

大省 ,其海洋旅游还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所以 ,

构建沿海(连通)特色旅游带 ,提高沿海旅游的整体

竞争力乃是当务之急。

首先 ,江苏海岸滩涂有巨大潜在的旅游价值。

全省滩涂海岸线 884 千米 ,占全国的 44%;滩涂面

积 0.5万平方千米 ,占全国的 25%。大面积的滩涂 、

沙质海滩 、基岩海岸都是璞玉未琢的旅游资源 ,亟待

开发 ,且多年来一直从绿化的角度 ,对相关地区进行

了绿化美化 ,为形成江苏沿海海滨旅游通道提供了

必要条件。

其次 ,不少区域已进行了局部开发 ,且注重了地

方特色的旅游景点和旅游项目。例如 ,启东寅阳观

长江入海 、黄海日出;南通如东开辟的“海上迪斯科”

(海上采文蛤)、“空中交响乐”(滩涂放风筝);东台看

鹤舞獐驰 ,观针尖鱼 、鲳鱼追逐嬉戏;大丰观麋鹿 ,射

阳河口观丹顶鹤;如皋沿江芦苇丛度假旅游;海门东

灶渔港观黄昏归航 、海滩拾贝;启东听隆隆涛声 ,观

圆陀日出 、飞鸟振翮 、海市蜃楼 、巨龙吐珠;盐城追寻

古范公堤 、古海岸线;赣榆海水游泳场;滨海寻找古

黄河三角洲;等等。各地基本上对自己的海洋旅游

资源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开发 ,有些已形成气候 ,如南

通风筝节 ,其风筝与北京 、天津 、潍坊风筝齐名 ,为全

国四大风筝基地之一 ,每年仅节日就吸引游客万人。

可以说这些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旅游项目只要稍加

整理 ,提高档次 ,即可海滩踏青、观鸟鹿 、探险 、品尝

乡间鲜瓜美果 、参观农家住宅 ,在悠闲自乐中寻找清

雅 、恬静 、返璞归真的闲情。专家学者认为 ,对这种

世界独特的大规模的开敞型淤泥质地海岸保护研究

和开发利用 ,必将成为旅游热点。

再次 ,只有更新观念 ,统一规划 ,准确定位 ,整体

开发 ,方能形成规模化的旅游产业。尽管江苏省委

省政府在 1997年就确定了“两线一面”(沪宁线 、陇

海线 、海上苏东)的全省旅游发展重点 ,但由于经济

条件的限制 ,更重要的是由于观念意识的落后 ,当沪

宁线开发进入黄金时期 、陇海线开发也紧锣密鼓的

时候 ,而海上苏东旅游业的开发似乎处于自生自灭 ,

甚至按兵不动的境地 ,有些县市的领导始终抱着“有

钱再开发”的观念 ,殊不知“开发就有钱”的常识。常

常采取“等靠要”方式 ,埋怨客观多 ,检查主观少 ,因

而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如何合指成拳 ,相邻县联合

开发 ,避免低标准重复 ,形成规模效益 ,这方面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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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得就更少 ,散兵游勇式的盲目开发 ,自然难以产

生巨大的吸引力。新景开发必须突出主题 、突出个

性 、突出文化含量 ,新项目至少在 200千米辐射半径

内具有影响力 , 10 年不落后 ,必须走健康 、有序 、快

速之路。

最后 ,应当借鉴外来经验。放眼发达国家 ,并未

将海滩旅游等同于海滨沙滩和高级宾馆 ,美 、英 、德

都是将滩涂海岸与旅游休闲联系在一起 ,吸引游客

的多是帐篷 、阳伞 、茅屋 ,游客感兴趣的是晒太阳 、游

泳 、泥滩上滚爬嬉闹 、帐篷里听海风海浪嘶鸣。回眸

邻近省市 ,上海人已告别苏州乐园 、热带风景 、锦江

乐园等人造乐园 ,而是倾向于纯粹以海水和沙滩为

主体的自然海湾 ,浦东三甲港 、奉贤海泳场 , 5 万平

方米 ,都是引海水入泳场 ,经过吸污净化 ,但保留原

有的盐分 ,非普通游泳池可比。上海海滩和江苏部

分地区一样都是淤泥海滩 ,没有沙滩 ,经营者不惜巨

资从青岛舟山把沙滩“挪”过来 ,引进沙滩排球 、沙雕

等娱乐项目 ,泳场临水建造小竹屋可以休憩 ,从人民

广场地铁站始发直接班车 ,门票仅 20 元左右 ,从食 、

住 、行 、游 、购 、娱诸方面考虑游客 ,对上海都市居民

有巨大吸引力 ,对海外游客也颇具魅力。他山之石 ,

可以攻玉。江苏当择善而从 ,为我所用 ,扬长避短 ,

推陈出新 ,形成吴韵汉风为底蕴的区域旅游特色 ,让

沉睡的海滩变成风韵独具的旅游胜地。[ 8]

总之 ,江苏海洋旅游现在是星星点点 ,今后应当

连点成线 ,连线成面 ,让江苏的听海 、玩海越来越受

到现代都市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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