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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域旅游的平潭国际旅游岛开放式
生态景区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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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放式生态景区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原生性、共享性、公益性、自治性等景区特殊内涵，其在
边界形式、区位条件、治理模式、社区融合、环境和安全压力等方面特征鲜明，并应用了多元发展模式。作为
全域旅游实施的有效载体平潭国际旅游岛开放式生态景区发展基础良好、业态体系丰富，基于对景区全域旅游
系统的构建，应用了基本原则：即生态引领、以人为本、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等，运作了主要机制：全空间规
划机制、全资源开发机制、全部门管理机制、全产业联带机制、全市场开放机制，全产品供给机制、全民众分
享机制、全环境治理机制等，形成了全域旅游模式下空间聚合、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功能复合的平潭国际旅
游岛开放式生态景区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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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旅游消费呈大众化与家
庭化、散客化与自助化、个性化与多样化、休闲
化与体验化、品质化与高端化的发展趋势 [1]，同
时，旅游供给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
联系愈发紧密，基于此，旅游全域化正以一种全
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应运而生，并成为新时期
推动旅游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旅游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的战略选择。平潭综合实验区是我
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被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所确定的国际旅游岛，其行政区划主体海坛岛
为我国第五大岛，福建省第一大岛，是海峡两岸
综合交通和合作交流的桥头堡，也是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平潭拥有垄断性滨海生
态旅游资源，旅游开发潜力巨大，平潭国际旅游
岛建设过程中，开放式生态景区成为区域旅游业
转型发展的新形态和新动能，其作用日益凸显，
构建全域旅游系统对开放式生态景区加以培育和
发展，对进一步挖掘平潭旅游资源内涵，深入拓
展平潭文化康体休闲主导产业发展平台，全面开
发平潭生态主体功能区，促进平潭国际旅游岛打
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形象、海岛生态旅游示范

区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域旅游有关概念分析

学术界对全域旅游的研究开展得较晚，研究
领域的切入点是城市规划，近年来，涉及的内容
主要集中在全域旅游的培育理念、发展模式、政
策导向等层面上的研究，趋于系统性、实证性。
厉新建较为系统地把握全域旅游是将目的地一切
旅游吸引物从全域范围内开发形成吸引节点，全
面满足游客体验需求，并提出全域旅游是全新的
旅游发展模式 [2]；吕俊芳提出了基于城乡统筹视
阈的全域全产业链的“大城小镇嵌景区”旅游发
展模式 [3]；曾祥辉和樊文斌及王祥和侯志强均以
个案实证的形式分别从县域经济、城市化进程、
大旅游圈经济一体化发展实际，提出了全域旅游
发展模式和建设体系 [4-6]；吴必虎主张全域旅游视
野下，目的地建设应体现“互联网 +”、“旅游
+”等“双 +”特征， 是特定区域实现旅游业完
整性发展的模式和手段 [7]；石培华从战略高度上将
“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与全域旅游发展相
联系，明确了全域旅游在治理旅游发展中孤岛效应
和二元结构、破解门票经济中的载体地位 [8]；李金
早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