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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进行了介绍，分析该战略与旅游业、海南旅游产业发

展的关系，对海南发展“中国旅游特区”的现状、内涵、背景、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以及发展愿景等内容进行综

合研究。研究发现，海南“中国旅游特区”在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发展形式、运作方式与体制机制等方面都有

所拓展创新，有利于海南抢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机遇，解决旅游业发展的现有问题，实现旅游产业整体水平

的提升。海南发展“中国旅游特区”的内外部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优势和机遇

是发展的主流。“中国旅游特区”的发展愿景主要表现在海南整体旅游目的地的规格档次、国际化程度和产品多

样化水平等方面。最后根据“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和海南旅游产业现状，提出树立发展理念、完善支持配套政策、

开展区域旅游合作、打造特色产品体系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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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构成的“一带一路”中国丝绸之路区域发展战
略（简称“一带一路”战略），自 2013 年初步提出
至 2015 年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
影响。“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以“走出去”为主要
特征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是统筹中国各领
域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1]，将对中国包括旅游
业在内的第三产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一
带一路”战略具有极强的空间性，会给处在“一带
一路”沿线的地区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2]。海南省
所辖岛屿和南海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
地，海南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区位、历史、
人文、政策等方面的优势。阐述“一带一路”战略
的纲领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
特别强调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开发与开放，将旅游
业发展作为提升海南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

手。与此同时，为顺应和把握“一带一路”战略，
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中国旅游特区”的全新
发展目标。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升级版，“中国
旅游特区”与“一带一路”战略、国际旅游岛战略
和海南旅游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关研究始于 2014 年，主
要对战略的理念[3]、内容[4]和影响[5]等进行了研究，
涉及政治[6]、经济[7]、地理[1]等学科。在战略的影响
方面，国内多个领域和区域都有涉及，然而全面分
析“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旅游业之间关系和影响，
以及对特定区域把握“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发展
旅游业的研究还较少见诸文献。基于此，本文对“一
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涵“丝绸之路”进行剖析，
全面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旅游业、海南旅
游业之间的关系，对海南顺应“一带一路”战略所
提出的“中国旅游特区”发展目标进行解析，研究

“中国旅游特区”发展的内外环境与发展愿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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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以期拓展“一带一路”战略
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为海南旅游业的国际化发展提
供理论借鉴。 

1  “一带一路”战略与海南旅游业 

1.1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最早于 1877 年由德国学者李希霍
芬提出，用以描述源于中国、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
古代商贸路线。1903 年法国学者沙畹指出“丝绸之
路”有陆路和海路之分，1967 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
进一步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8]。事实上，

“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中西方贸易交流的象征，更
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符号[8]。旅游领
域对“丝绸之路”的探讨由来已久[9]，作为一种旅
游线路产品[10]、区域旅游合作概念[11]，“丝绸之路”
被广泛采用，但多限于陆上丝绸之路，涉及海上丝
绸之路的旅游研究[12]相对较少。总体来讲，有关“丝
绸之路”的旅游研究一直处于不瘟不火的状态，随
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旅游学界掀起对

“丝绸之路”旅游的研究热潮[13]，政府和企业也开始
对“丝绸之路”旅游进行挖掘和运作，以确立其在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获得更多的政策和市场
资源。海南旅游业也以“丝绸之路”为题材进行招
商引资、区域合作、产品开发、线路设计和节事举
办等活动，旨在提升海南旅游业发展的历史底蕴、
文化内涵和市场空间。 
1.2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旅游业的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是推动各
国合作发展的新构想，也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重

点。探讨“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旅游业的关系，
可从该战略与旅游业的双向关系[14-15]来进行分析。
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旅游业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旅游业也对“一带一路”战
略的顺利实施产生了诸多促进效应（表 1）。 
1.3  “一带一路”战略与海南旅游业的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对海南旅游产业的促进体现在
4 个方面。第一，利用战略的优惠政策，提高旅游
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大力引进人才，优化旅游产
业的政策体系和发展环境；第二，利用战略的基础
设施建设机遇，打通入岛的陆、海、空通道，与大
陆连为一体，提高海南旅游的可进入性；第三，利
用战略涉及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海上丝绸之路主
题旅游产品，完善邮轮、游艇、购物、生态、养生
等旅游产品，建设世界知名旅游地；第四，利用战
略的对外开放机遇，积极开展与国际旅游合作，进
一步拓宽国内外市场，支持海南旅游企业走出国门，
参与国际竞争，实现海南旅游的国际化发展目标。 

海南旅游业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贡献也体现
在 4 个方面。第一，海南丰富的旅游资源、优质的
生态环境、良好的旅游产业基础，吸引蒙、俄、中
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国家的游客来海南观光
度假，带动各国之间的民间交往、文化交流、商贸
投资；第二，海南挖掘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资
源、开发海丝旅游产品，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整合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旅游资源，打造旅游品牌，弘扬
中国文化；第三，海南发展以邮轮旅游为代表的海
洋产业活动，作为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
的桥梁纽带，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人员交流，扩 

表 1  “一带一路”战略与我国旅游业的关系 
Tab.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维度 内容 

“一带一路” 
战略对 
旅游业 
的影响 

提升旅游产业地位 将旅游业上升到实现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高度，有利于旅游业参与国际合作 

提升旅游业竞争力 打造世界级旅游热点和线路，促进旅游业与农业、制造、金融和信息产业融合，走产业化、精品化发展之路 

提升旅游地可达性 基础设施联通提升旅游可达性，有利于客源进入中西部、促进边境旅游 

促进入境出境旅游 签署合作备忘录，简化出入境手续，扩大出境旅游地，沿线是我国旅游企业全新发展方向 

形成旅游精品线路 打造国际水平的产品线路是政府和旅游企业规划、投资、建设和运营的重要方向 

推动邮轮旅游发展 通过简化签证、通关手续、互惠免签，吸引邮轮巨头入驻，为邮轮港口、航线、船队的打造提供便利 

旅游产品价格竞争 沿线旅游产品短期内价格较高、客源较少，竞争优势较低，但有长期开拓的潜力 

文化冲突安全风险 沿线各国与中国国情不同，以往交流偏少，文化冲突难免，一些国家安全环境不够稳定、旅游风险较高 

旅游业 
对“一带 

一路” 
战略的 

促进 

文化融合剂、人心凝聚
剂、经济催化剂 

旅游业不仅是经济合作，更担负促进跨国政治认同、政策融合、设施互通、经济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融
的重任 

促进互联互通实现 旅游发展推动的直航开辟、签证简化、免税退税能促进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拉动国际投资、贸易、消费 

战略最先实施领域 沿线汇集旅游精华资源、发展潜力巨大；旅游业带动效应明显，成为战略率先启动、先行先试的产业之一 

战略最早收效领域 旅游业起步易、见效快，触发、带动相关产业跟进，创造大量就业，成为战略收效最快的产业之一 

构建良好贸易环境 中国出境旅游的巨大贸易逆差是战略推进中进行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资本，以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 

民心相通重要方式 发展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有利于各国民众的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经商游学、深度体验，传播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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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提升各国参与战略的主
动性；第四，发展以博鳌亚洲论坛为代表的会展旅
游，将海南打造成战略实施的政府外交、民间外交
基地，有利于经济大市场战略、南海开发战略、国
土安全战略、文化传播战略、和平外交战略的实施。 

2  海南“中国旅游特区”发展综合分析 

2.1  海南旅游业发展的现状 

海南自 2010 年启动国际旅游岛战略以来，各项
旅游经济指标都有较大进展，2014 年，全省接待国
内外游客达 4 789.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6%；实
现旅游总收入 506.53 亿元，同比增长 13.2%；旅游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7.4%，旅游总收入占 GDP 
14.5%，全国排名第 14[16]，形成了可观的旅游产业
规模；海南省已发展出滨海度假、生态旅游、乡村
旅游、婚庆旅游、高尔夫旅游等主打旅游产品，以
及亲水运动、低空飞行、房车旅游、亲子教育旅游
等旅游新业态产品；国内外游客人均旅游消费、停
留时间、自助游和自驾游游客比例、游客满意度等
指标均有较好表现，旅游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明显
提高；旅游业带动了交通运输、商业零售、住宿餐
饮、文化娱乐、农林牧渔等相关产业发展，为城乡
居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旅游业综合性带动效应
明显。然而，受地理环境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相对
滞后等因素影响，海南旅游产业也存在旅游基础和
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旅游从业人员数量和质量不高，
旅游服务标准化、国际化程度较低，服务质量有待
提升，特色旅游产品、旅游商品、旅游服务无法满
足客源市场需要，旅游市场监督机制、自律机制、
执法机制不健全，地区旅游发展不均、旅游冷热点
和淡旺季差异明显，入境旅游市场增长乏力，国际
旅游岛政策利好释放不够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
题 [17]。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海南的“中国
旅游特区”发展有利于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抢抓
国家重大战略机遇，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有效解
决长期困扰海南旅游发展的各种问题。 
2.2  海南“中国旅游特区”的提出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2015 年
3 月，海南省委省政府为抢抓“一带一路”的战略
契机，从国际旅游岛战略的实施现状出发，为海南
旅游产业未来发展提出：打造中国的旅游特区，作
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载体和突破口，打造世
人青睐的休闲天堂、人居天堂、购物天堂、美食天
堂、医疗天堂、养生天堂、娱乐天堂、特色文化天

堂，建成世界一流的精品旅游目的地的明确定位[18]。
有学者将“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海南“中国旅游
特区”的发展目标看作是自 1988 年建省和建经济特
区、2010 年国际旅游岛战略实施以来，海南旅游业
发展的第三次重大机遇。如果说，经济特区和国际
旅游岛是海南旅游产业的 1.0 版、2.0 版，中国旅游
特区就是海南旅游产业发展的 3.0 版[19-21]。 

旅游特区是以旅游业为龙头产业和地区形象，
以对接三大产业的大旅游业为主导，通过发展旅游
业，将环境资源、优越区位和产业基础聚合成地区
优势，促进海南各产业的转型、优化与开放，提升
旅游地的设施完善、形象口碑，促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的基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硬件和软
件的特色区域。旅游特区的“特色”体现在 5 个方
面。第一，发展理念。在新常态下，秉持科学发展
和绿色崛起理念，形成保护和发展的新型关系，实
现中外游客度假天堂和海南百姓幸福家园相统一的
发展目标。第二，发展内容。立足特色资源，打造
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形成对接三大产业、
产业链延伸、竞争力强的大旅游产业。第三，发展
形式。不单一发展景区、酒店、房地产，统筹规划、
全域打造的生态优越、景观优美、文化优雅、服务
优质的整体旅游目的地。第四，运作方式。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营造创业创新的发展环境；促进新
技术运用、传统文化挖掘，形成全新开发模式；在
用好、用足、用活现有政策的基础上，争取国家新
政策支持。第五，体制机制。改革管理职能，统筹
旅游规划、营销、管理、服务，形成发展合力；扶
持旅游行会组织和民间机构，整合社会资源，用特
色体制带动旅游的特色发展[22]。 
2.3  海南“中国旅游特区”发展的 SWOT-PEST
分析 

SWOT-PEST 是进行战略分析的矩阵方法，通
过 SWOT 和 PEST 分析的有机结合，对研究对象的
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分析。该方法把研
究对象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在划分为机会、
威胁、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政治、经
济、社会、技术等维度区分，从而更全面、深入
地掌握研究对象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为目标
确定、规划设计和策略制定等提供依据 [23]。针对海
南发展“中国旅游特区”高度的国家政策导向性，
运用 SWOT-PEST 方法，对海南的内外部因素进行
分析（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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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因素，与海南旅游相关的国家政策、
外交政策、出入境政策、战略倡议、其他与政府有
关的因素。政治因素中的优势是海南在“一带一路”
战略提出前已获得的政策优势和红利，如经济特区、
国际旅游岛、博鳌亚洲论坛、三沙建市等都是海南
发展“中国旅游特区”的优势和起点。劣势主要是
政府在政策利用、市场规制、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
足，是海南政府管理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机遇是
海南旅游产业发展未来将面临的政策利好，首当其
冲是“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其他涉及海南的自由贸
易协定，将进一步提升海南开放程度、促进出入境
旅游发展。威胁有海南参与自由贸易协议的竞争、
参与战略的政治威胁和风险。 

第二，经济因素，包括海南发展旅游业、打造
“中国旅游特区”的经济基础、产业布局、资源环境、

人口状况等内容。优势包括海南在生态环境、气候
条件、旅游资源、地理位置、贸易往来等方面的优
势。同时，海南也存在产业基础薄弱、生产总值偏
低、基础设施欠佳、陆地面积狭小、市场购买力不
高等弱点。机遇在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海南
与外界贸易联系的日益紧密，市场对海南旅游需求
的持续升温。威胁是大型项目建设的经济风险、海
南旅游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 

第三，社会因素，与海南人口状况、风俗民情、
历史文化等有关的内容。优势主要在于海南是我国
第三大侨乡，琼籍华侨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各国，海
南与东南亚国家交往历史悠久、亲缘关系强。海南
所辖范围内有大量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
以上因素共同构成海南丰富的海洋文化、丝路文化、
民族文化、华侨文化旅游资源。劣势在于海南人口

数量和素质有待提升，旅游行业高层次人才也较为
缺乏。机遇在于旅游活动社会基础强、旅游消费成
为居民消费的惯常项目。来自“一带一路”战略的
旅游发展机遇为海南本地居民改善生活、发家致富
提供条件，有利于创造良好的旅游接待环境。风险
来自各国的文化差异、沟通不利，民族宗教因素造
成的恐怖主义风险。 

第四，技术因素，包括推动旅游产业提升的科
学技术、经营理念、绩效等。优势来自海南近年来
在邮轮、游艇等业态发展上取得的经验和成就，旅
游接待体系基本形成，在国内外市场具有一定知名
度，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旅游发展，不断推出重大
项目和旅游规划，创造了旅游发展的良好氛围。同
时，海南抓住了高铁技术的应用潮流、环岛高铁基
本贯通，进一步提升海南立体化交通系统也在政府
议程之中。劣势在于海南旅游产品同质化强、结构
相对单一、旅游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旅游热点过于
集中、各市县旅游开发不均。机遇来自以“一带一
路”战略为代表的区域旅游合作浪潮、互联网技术
对海南旅游行业的变革。但互联网技术发展也对海
南旅游企业和政府带来了挑战，若无法顺应“互联
网＋”潮流，海南旅游营销、企业运营、产品服务
等方面都会落伍。旅游消费的成熟理性、对产品要
求不断提高、网络新媒体消费维权意识增强，都给
海南旅游业带来种种挑战。 
2.4  海南“中国旅游特区”的发展愿景 

基于海南旅游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定位，
运用文献[19,24-25]分析、专家咨询等方法，对海南“中
国旅游特区”的发展愿景进行解读。海南建设发展

“中国旅游特区”在规格级别上要立足海南国际一流

表 2  海南“中国旅游特区”发展的 SWOT-PEST 分析 
Tab.2  PEST-SWOT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in Hainan 

SWOT 分析 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技术因素 

内 
在 
因 
素 

优势 

1）全国面积最大的省级经济 
特区；2）国际旅游岛优惠政 
策持续利好；3）我国重要外 
交平台博鳌亚洲论坛；4）三 
沙建市提供南海开发战略支点 

1）旅游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 
优越；2）唯一热带海岛海洋 
旅游资源丰富；3）扼守海上 
丝绸之路南海中转站；4）海 
南与东盟国家贸易联系紧密 
 

1）我国第三侨乡，东盟琼籍华侨
众多；2）与东盟交往历史悠久，
亲缘关系强；3）境内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遗存众多；4）海洋民族华
侨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1）海洋邮轮游艇旅游已具一定
规模；2）旅游接待服务完善，
知名度较高；3）重大旅游项目
各级规划不断出炉；4）高铁邮
轮隧道技术提高可进入性 
 

劣势 
1）国家政策使用能力欠缺； 
2）官方旅游市场管理能力有 
所欠缺 

1）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 
较差；2）陆地面积狭小，市 
场腹地较小 
 

1）人口数量较少，素质有待提高；
2）高层旅游从业人才数量质量不
足 
 

1）产品同质化高，服务质量有
待提升；2）省内各地区旅游发
展不平衡增大 
 

外 
部 
条 
件 

机遇 
1）海南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地 
位突出；2）多个对外自由贸 
易协定涉及海南 
 

1）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 
明显；2）海南旅游市场需求 
持续升温 
 

1）旅游已成为国内居民消费常 
态；2）旅游发展富民惠民促进 
和谐稳定 
 

1）国内外区域旅游合作不断加
强；2）互联网＋技术创新惠及
旅游行业 
 

威胁 
1）多省自贸改革程度远远超 
过海南；2）南海争端风险对 
中国崛起的疑虑 
 

1）受财力限制项目建设融 
资风险；2）国内外市场竞争， 
内部各市县竞争 
 

1）沿线各国文化差异沟通风险； 
2）非传统安全隐患恐怖主义风险 

1）新技术吸收能力弱导致落伍；
2）客源理性品味提升，网络维
权意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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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游资源，建设世界级的一流旅游精品。“特区”
既是对海南经济特区身份的提炼升华，以争取更多
优惠政策，更要在国际范围内体现海南旅游产品独
一无二、吸引国际游客的特殊魅力。在旅游目的地
的打造方面，积极响应国家旅游局发展国际特色旅
游目的地的具体要求[26]，同时，需要平衡旅游冷热
点地区、优化岛内各市县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打造
海南整体旅游目的地。最后，根据海南旅游资源特
征、气候条件、旅游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等情况，
提出建设“八个天堂”的具体发展目标（表 3）。 

3  海南“中国旅游特区”的发展策略 

3.1  树立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是具体策略实施的方向与引导，包括

3 个方面。 
第一，国际化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是海南

旅游业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契
机，相应的“中国旅游特区”在发展中也应秉持国
际化理念。一是国际化视野。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
格局中看待海南旅游业的发展，与“一带一路”64
个国家横向比较，发现海南的优势与不足，寻找合
作机遇。旅游发展秉持本土化、生态化理念，保护
生态环境，发掘海丝遗产、维持多元文化，完善产
品体系。在旅游设施建设、项目打造、服务完善过
程中，要具备前瞻性。吸引国际资本，鼓励酒店、
航空、邮轮、游艇、健康、房地产等企业来海南投
资项目、建立分支机构。二是国际化运作。借鉴国
外先进的旅游产业政策和机制，在旅游政策研究、

战略制定、规划设计、行业管理、建设运营、经营
管理、基础设施、服务水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邮
轮、游艇、高尔夫、潜水、温泉、低空飞行、分时
度假等旅游新业态引入相应的国际组织，加入国际
合作网络，有条件时牵头成立以海南为中心的国际
旅游组织。降低从业资格门槛，吸引海外的旅游规
划师、设计师、行政总厨、酒店管家、理疗师、运
动教练、外语导游、职业经理等高级旅游人才来海
南工作，提高海南旅游整体运作和接待能力。三是
国际化经营。吸引国际智力参与旅游产品的规划、
设计、咨询、营销、组织等环节，实现产业要素国
际化、休闲均质化、发展智慧化。基础设施建设与
国际接轨，顺应观光、度假、商务、运动、修学、
疗养等不同游客需求。从模仿到吸收和拓展，打造
国际化旅游产品，基于海南本土文化和生态环境优
势，拓展旅游产品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
际旅游产业分工合作，重点吸引陆上丝绸之路国家
旅游客源、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联合开发旅游产品
线路，提升海南旅游的国际化水平。提升海南旅游
服务质量，优化旅游接待各环节内容、打造海南高
端服务品牌。 

第二，全要素运作。调动各种要素为“中国旅
游特区”发展服务。一是运营要素。将文化、商业、
养生、科教、休闲、亲情、探奇等要素纳入旅游发
展[27]，实现海南旅游业的深度、漫游、精品化、全
境化发展。二是发展要素。探索旅游产业发展依托
的资源、资金、土地、人才、信息、科技、文化、
管理、产权等要素的交易机制，提高旅游发展要素 

表 3  海南“中国旅游特区”的发展愿景 
Tab.3  Development vision of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in Hainan 

维度 内容 

世界级 
1）拥有世界范围内都有较高吸引力、影响力的旅游产品和品牌；2）旅游地成为国际性旅游中心；3）入境游客、旅游产值比重、
消费额、吸纳就业、服务质量等均达到一定水平 

一流 发展环境、管理体制、产业运作、行业管理、旅游服务、居民态度等达到一流 

精品 特色文化、人文理念、精致服务、便利消费、完美体验 

特区 
1） 国内之特，延续和扩大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的优惠政策，在旅游管理体制、出入境政策、免税购物、特种旅游开发等方
面先行先试；2）国际之特，在气候环境、自然资源、人文风情、产品品牌、基础设施、管理服务等方面吸引各国旅游者 

目的地 
1）优化海南各市县空间结构，将海口、琼海、万宁、陵水等旅游过境地打造为热点旅游目的地；2）依托热点旅游地，由点成
线、由线成面、由面成域，打造海南整体旅游目的地 

休闲天堂 打造休闲设施、休闲空间、休闲产品、休闲项目、休闲经济，形成休闲天堂 

人居天堂 通过旅游业优化人居环境、合理发展地产市场、打造居民游客共享的人居天堂 

购物天堂 提高免税购物开放程度、增加网点分布、扩大免税范围、提高服务质量 

美食天堂 菜系打造、文化塑造、市场细分、特色经营、体验服务、连锁经营、美食旅游 

医疗天堂 引进先进技术、推行国际认证、建设先行区、开展医疗改革、释放医疗资源 

养生天堂 发展养生旅游、打造养生社区，形成养生产业链、养生产业基地 

娱乐天堂 提供景区、酒店、城市、邮轮、游艇等多元载体、多元内容的娱乐产品 

特色文化天堂 
挖掘生态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黎苗文化、开疆文化、农垦文化、流贬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婚庆文化，打造独
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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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化程度。三是环境要素。通过保护自然环境、
提升人文环境、改善经营环境、完善市容环境、优
化交通环境、协调景观环境、强化休闲环境，营造
海南旅游产业良好的发展环境。四是社会要素。通
过旅游发展带动海南城镇化发展，逐步缩小城乡二
元化的发展格局，将本地居民纳入“中国旅游特区”
的发展进程，分享经济效益，提高居民对旅游发展
的支持程度。 

第三，全领域推进。一是全要素旅游资源。除
了传统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外，将社会资源、政
治资源、外交资源、科技资源和产业资源纳入旅游
发展范畴。二是全环节旅游产品。将旅游者在海南
旅行的全过程、旅游经济发展的各环节纳入旅游供
应链。三是全领域旅游产业。延长旅游产业链、扩
大产业面、形成旅游度假产业集群，将旅游活动扩
展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28]。四是全空间旅游市场。
全面拓展本地、临近省区、国内、“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全球旅游市场。总之，海南要发挥旅游产
业的整体带动优势，让旅游产业成为海南把握和利
用“一带一路”战略的突破口和抓手，以扩大开放
为主线、增加内需为主导，通过跨区联动、部门合
作、发展社会化、要素市场化、运行智慧化、推进
国际化，使旅游休闲度假产业成为海南经济社会的
发展引擎，实现“中国旅游特区”的发展目标。 
3.2  完善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为“中国旅游特区”发展提供支持，
包括 7 个方面。 

第一，旅游示范区政策。根据海南各市县资源
优势，试点建立各主题的旅游示范区，将扶持旅游
新业态的政策、措施、项目、机制在示范区进行试
点，如以滨海休闲、高端度假、邮轮游艇为主题的
三亚旅游示范区，商务会展、科研文教、历史文化
为主题的海口旅游示范区，首脑外交、医疗健康、
乡村旅游为主题的琼海（博鳌）旅游示范区，海洋
旅游、海岛旅游、邮轮旅游为主题的三沙旅游示范
区等，在全省形成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旅游发展
格局。 

第二，出入境政策。推动游客通关便利化，进
一步扩大落地签证或免签入境范围。免签入境逐步
从港澳台扩展至东盟、东北亚、“上合组织”、“亚
投行”成员和“一带一路”等国家地区，最终实现
对世界多数国家地区游客的免签入境。 

第三，交通政策。进一步开放航空航权，扩大
国际航线，开通更多低成本航空、旅游包机。提升

三亚邮轮码头，将其建成中国邮轮始发港之一。试
点开放无居民岛屿。实施国内游客经由海南出境旅
游业务，实现国内外游客双向自由出入，将海南打
造成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出入境旅游的集
散地、中转枢纽。 

第四，免税购物政策。扩大免税商品种类、购
物额度、购物对象，提高商品质量和价格优势，取
消航空出岛免税，实现即买即提，推动免税经营主
体开放，将免税区扩大至海南全省[20]。 

第五，旅游经营政策。逐步向境外旅游商开放
入境、出境旅游经营权。对旅游产业所需的进口设
施设备实行免税政策。在旅游各要素、各业态和旅
游公共服务等领域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旅游标准化体
系。 

第六，行政管理政策。政府公布旅游管理的权
责利清单，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发挥行业
协会在市场监督、星级评定、资质认证、教育培训、
市场调研、行业咨询等方面的职能，建立政府引导、
协会辅助、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旅游管理体制机
制。 

第七，宣传推广政策。将海南旅游发展与“一
带一路”战略的宣传推广相互配合。将吸引国外旅
游者来海南旅游，作为民间外交、民心相通的重要
途径，增加“一带一路”战略的亲和力。海南旅游
业也应借“一带一路”战略东风，通过特色产品打
造、区域旅游合作、会展节事举办，提升海南在国
内外的曝光率。加强网络舆情管理，注意与媒体网
民沟通，维护海南旅游形象。 
3.3  开展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既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要义，
也是海南“中国旅游特区”的发展手段与实现形式。
根据“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国内外经验[29-30]和海
南旅游现状，对海南与沿线国家区域旅游合作进行
设计。 

第一，机制建立。以海南为常驻地，基于资源
共享、产品包装、品牌共创、市场共拓、利益共赢
原则，以整合沿线资源市场、推进旅游合作、实施
国际旅游品牌战略、打造世界级精品线路为宗旨，
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国际
旅游合作组织。以旅游活动作为国家间文学、历史、
音乐、建筑、绘画、宗教、生活等泛文化内容的对
话平台，增进文明间的了解，弘扬丝绸之路的友好
合作精神，积蓄国家软实力。通过强化项目合作、
优化区域互补、提升服务品质，共同打造“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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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旅游经济带，形成号召力强、影响力大的国际
知名旅游目的地。 

第二，交通互连。利用海南成型的陆海空交通，
积极与各地区开展跨海大桥、航空、邮轮、游艇、
低空飞行等合作。新开、增开航班、专列、邮轮航
线，建立统一的金融结算系统、一卡式票据系统，
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跨国的旅游网站相
连、信息互通。率先实现海南与港澳台和东盟之间
的无障碍旅游，并逐步推广。 

第三，产品开发。整合区内优势资源，实施旅
游资源共享和重组、编制跨国旅游规划、共同打造
精品线路、合作开发推介旅游商品。以优势资源为
轴线，将各地自然、人文资源有机串联，组成特色
鲜明、一程多站、适销对路的旅游精品线路。 

第四，营销合作。一是品牌打造。联合进行品
牌规划、宣传和管理，打造特色鲜明、感召力强的

“一带一路”旅游形象，形成国际知名品牌。二是渠
道开辟，发挥官方、企业、民间组织、媒体的宣传
推广作用，组织境内外大型旅游批发商在沿线各国
踩线，联手开展宣传促销。三是销售促进。联合举
办旅游交易会、节庆活动，联合编制宣传书籍、地
图、手册，组织新闻媒体采访，拍摄广告、影视剧、
纪录片等。 

第五，产业促进。组织项目、资源考察，举办
投资洽谈会，开展投资咨询服务，吸引国内外企业

参与海南旅游发展。 
3.4  打造产品体系 

培育壮大旅游新业态，打造一批旅游精品线路，
构建富有海南特色的旅游产品体系（表 4）。根据
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关系和市场发展前景，可将
旅游产品的开发级别分为重点和支撑 2 类。重点打
造的旅游产品是与“一带一路”战略直接相关的文
化旅游产品以及在《愿景与行动》提到的与海南有
关、大力发展的海洋、邮轮、游艇旅游产品。“八大
天堂”涉及的购物、美食、医疗、养生旅游产品也
是发展重点。海南为发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作
用，还需要依托博鳌亚洲论坛，大力发展会展旅游，
承接国际会议、举办大型节庆、体育赛事等国际性
活动。森林、房车、温泉、高尔夫、乡村旅游等支
撑产品是为了提高海南旅游地的整体发展水平，实
现海南旅游业由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转型的关键。
乡村旅游还肩负着缩小城乡差距、富民惠民的重要
战略使命。 

4  结论与探讨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新时期统筹各领域全面
对外开放、区域合作的国家战略，对海南经济社会
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促进作用，“中国旅
游特区”是海南在顺应“一带一路”战略，为实现 
旅游对外开放、跨越式发展所提出的全新目标，对 

表 4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海南旅游产品体系 
Tab.4  Hainan tourism products system based on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类别 级别 内容 

海丝旅游 重点 
产品：观光、文化、民俗、生态、商务、购物、医疗、虚拟旅游等 
线路：重走丝路、仿古航海、遗迹探索、经典览胜、椰海风情等 
项目：海丝联合申遗、南海/海丝博物馆、海丝主题酒店、酒吧风情区、万国演艺秀、国际文创街、海丝美食城等 

海洋旅游 重点 滨海度假、沉船探秘、古港观光、海岛旅游、渔业旅游、创意旅游等 

邮轮旅游 重点 邮轮母港、港区旅游、南海航线、沿线观光、轮上旅游、邮轮产业等 

游艇旅游 重点 游艇码头、码头旅游、低空飞行、游艇俱乐部、游艇产业等 

购物旅游 重点 
设施：免税购物城、休闲购物街、商品专卖店、景区商店、旅游综合体、旅游奥特莱斯、乡村购物俱乐部、线上购物店等 
商品：黎锦苗绣、椰壳贝艺、海南木雕、椰子食品、海南咖啡、热带水果等“海南有礼”系列商品 

美食旅游 重点 美食街区、综合体，美食节庆、美食文化、海洋美食、养生美食等 

医疗旅游 重点 博鳌、海棠湾医疗旅游区，医疗康复、民族医药、医疗基地等 

养生旅游 重点 医疗养生、老年保健、养老社区、养生地产、养老产业等 

会展旅游 重点 
会议：博鳌、三亚、万宁等外交基地，南海合作论坛等 
赛事：公路自行车赛、高尔夫明星赛、国际冲浪赛、帆船赛等 
节庆：海洋节、商贸节、观音节、妈祖节、龙抬头节、砗磲节等 

森林旅游 支撑 森林观光、森林生态、森林度假、户外运动、科考探险等 

房车旅游 支撑 自驾车旅游，森林、山地、滨海、湖泊、田园、温泉等各类营地 

温泉旅游 支撑 
设施：温泉旅馆、景区、度假村、小镇、步行街、城区等 
产品：游憩娱乐、文化体验、养生保健、主题度假、综合开发等 

高尔夫 支撑 高尔夫运动、高尔夫盛会、高尔夫学院、高尔夫酒店、高尔夫度假群、高尔夫主题乐园等 

乡村旅游 支撑 热带田园、海洋渔村、森林人家、民族风苑、风情小镇、乡村旅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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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旅游业的国
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给“一带一路”战略
背景下的海南“中国旅游特区”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运用文献分析和 SWOT-PEST 方法等研究手段，对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海南发展“中国旅游特区”
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有助于将“一带一路”
这一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和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与具
体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实践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开
拓意义和示范作用。然而现阶段所得出的研究结论
主要来自文本资料、短期研判、理论推理与定性分
析，要深入研究海南在“一带一路”沿线旅游产业
发展中的竞争地位、空间结构、发展趋势和开发模
式等问题，还需要进行历时性的实地调研与数据搜
集，合理使用旅游资源综合评价、区域旅游竞争力
评价、GIS 空间分析技术、专家访谈与问卷调查等
一系列科学有效的研究程序与方法，从而推动海南
旅游业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有效联动与
共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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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in Hainan Provin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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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related literature,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Hainan, and researches comprehensively the present situation, connotation, background,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vi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in 
Hainan Provi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in Hainan 
province mainly are reflected in development concept, development content, development form,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ystem mechanism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will benefit seizing 
opportunitie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solving existing problems of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Hainan Provinc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mainly display in political aspect, economic aspect, social 
aspect, and technology aspect, etc. Among them, advantages and opportunities are the development mainstream of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The vision development of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in Hainan Province 
mainly is reflected in the specifications and grade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level of the 
overall tourism destination in Hainan Provinc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Hainan province,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measure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the development concepts, 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advancing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and creating the special tourism product system. The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fiel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Hainan Province.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China Tourism Special Zone”; PEST-SWOT method; development 
strategy; Hai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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