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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从旅游目的地营销角度 ， 审视海南岛安全、 友好、 旅游吸引物、 可进入性等基本旅游目的地要素构成 ，

  

针对海南建设滨海型旅游目的地的现状 ， 运用SWOT 分析法， 从供给角度对海南岛拥有的优势与其所面临的环境之劣势

  

以及国际旅游岛蓬勃发展之机遇和威胁做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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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海南旅游目的地概况

      

海南地处热带， 位于东经 1080  37
’
N1110  05

’

， 北纬

 

 180  10
’ —20 。 10

’

， 是中国最南端的省份。 北以琼州海峡与广

  

东省划界， 西临北部湾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相对， 东濒南海与

  

台湾省相望， 东南和南边与菲律宾、 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

      

海南岛形似一个呈东北至西南向的椭圆形大雪梨 ， 四

  

周低平， 中间高耸。 海南属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 ， 年平均气

  

温22.50C~  25.60C ，干季 、 雨季明显。 在长达 1617.8千米的海

  

岸线上 ， 沿岸84 个港湾可开发成港口 。 近海水深200 米以内

  

的大陆架渔场6.65 万平方千米 ， 海洋生物丰富， 有鱼类1000

  

多种， 藻类200 多种。

      

海南岛土地总面积3.4万平方公里 ， 人口700 万人 ， 其中

  

黎族、 苗族、 回族等120 多万人。 海口作为海南省省会城市，

  

是省政治、 文化、 经济、 交通中心。 三亚位于海南的最南端，

  

是著名的热带旅游城市和海港。 农业多年来始终是海南经

  

济的基础 ， 而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 将是海南长远

  

发展的支柱产业。

 

 2 海南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

     

 2008 年海南接待游客2060 万人次， 同比增长9.97qo 。 其

  

中， 接待国内旅游者1962.07 万人次 ， 接待入境游客97.93 万

  

人次 ， 接待外国游客73.13 万人次。 2008 年全省旅游总收入

 

 192.33亿元 ， 其中国内旅游收入165.01 亿元 ， 旅游外汇收入

 

 3.90亿美元。 全省有A 级景区（点）32 家， 其中SA 级2家 ， 4A

  

级7家；旅游饭店423 家 ， 星级饭店266 家 ， 已评定五星级饭

  

店14家、 四星级饭店53家。 随着海南旅游接待能力的持续增

  

强 ， 旅游产业规模的逐步扩大， 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旅游产业对相关产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十分明显。

 

 3

  

海南旅游目的地服务分析

 

 3.1 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海南岛陆上交通以公路为主， 有干线直通各

  

港口 、 市、 县 ， 并有支线延伸到全岛 318 个乡镇和各旅游景

  

点。 全省共有港 054 个， 其中海口和三亚两港口已开辟对外

  

贸易航线条， 和世界 24 个国家和地区有航运业务往来 。 拥

  

有海口 、 三亚两个4E 级标准的大型机场， 开通航线384 条，

  

另有专门进行岛内客运的小型客机。 海南主要铁路为海南

  

东环铁路 （建设中）、 海南西环铁路、 粤海铁路。 食宿接待：

  

海南的
“

吃
”

有几大特点：新鲜 、 天然 、 奇特、 丰富。 游览娱

  

乐：海南主要的娱乐场所有酒吧、 咖啡厅、 夜总会等， 温泉度

  

假区也是重要的娱乐场所， 海南岛已建成8个符合国际标准

  

的高尔夫球场和若干个高尔夫球练习场， 设施齐全， 环境各

  

具特色。 旅游购物： 《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海南要积极发

  

展大型购物商场、 专业商品市场、 品牌折扣店和特色商业街

  

区 ， 建设和经营好免税店， 完善旅游城镇和休闲度假区的商

  

业配套设施， 逐步将海南建设成为国际购物中心。

 

 3.2 旅游服务

      

旅游咨询：海南已拥有海南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海南旅

  

游咨询网 、 海南旅游网等全方位服务的咨询网站。 办理入境

  

手续： 《意见》提出， 为了实施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措施，

  

增加了芬兰、 丹麦、 挪威 、 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5国为人境免

  

签证国家， 至此海南免签证国家达26 个。 财政信贷： 《意见》

  

表明， 中央财政通过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实现对旅游产业的

  

直接投入 ， 主要用于旅游产业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 而旅游

  

产业进一步开发所需资金还是要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来

  

实现。 货币兑换：根据《意见》提出的投资贸易便利化、 货币

  

兑换便利化 、 刷卡消费便利化、 资金汇划便利化的金融需

  

求， 这些必将利于实现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目前， 美兰机场已开通的国际航线主要有海口至9个国

  

家和地区24 条。 另外， 近年来海南的旅游企业越来越重视售

  

后服务工作。 通过建立完善的顾客管理档案与顾客回访制

  

度 ， 在游客返程后， 主动征求游客对景区建设、 服务等各方

  

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3.3 可进入性

      

海南旅游目的地在设计旅游路线时充分遵循可进入性

  

原则 ， 使其具有较强的体验功能， 同时， 它也充分考虑到其

  

所涉及的地区和景点是否容易进入和离开， 重视景区（点）

  

所在地区的交通状况和基础设施。

 

 4 对海南旅游目的地发展的SWOT 分析

 

 4.1 优势

 

 4.1.1区位独特， 旅游资源丰富

      

海南位于我国南部沿海 ， 毗邻港、 澳 、 台、 粤等地， 又位

  

于连接东亚和东南亚的交通要道上 ， 与菲律宾 、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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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等国遥遥相望 。 目前已开辟了多条与周边地区连通

  

的海运 、 铁路、 航空等线路， 区位优势为海南旅游客源市场

  

的开拓创造了有利条件。 海南旅游资源丰富， 总体上表现为

 

 9大旅游景观：海岸带景观 ， 湖泊水体景观 ， 山岳 、 热带原始

  

森林景观 ， 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 民族风隋， 历史遗迹 ， 海

  

南风貌， 热带风光， 海南特产。

 

 4.1.2政策优势

      

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 海南享有其他很多地区所

  

不具有的优惠政策。 例如 ， 在吸引海外旅游者方面， 海南享

  

有
“

免签证
”

、

“

落地签证
”

、

“

异地签证
”

权的特殊政策， 这

  

不仅简化了，入境手续 ， 方便境外游客来海南旅游， 同时为海

  

南拓展客源市场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4.1.3丰富的特色旅游产品

      

海南旅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 已建成天涯海角旅游区、

  

南山文化旅游区 、 博鳌旅游区、 七仙岭温泉度假休闲区 、 尖

  

峰岭国家森林公园等一批特色鲜明 、 内涵丰富的精品旅游

  

景区。 随着海南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 已经突破单一的观光产

  

品结构 ， 开始向度假旅游、 生态旅游 、 高尔夫旅游 、 会展旅

  

游 、 文化旅游等方面拓展。

 

 4 .1.4旅游接待服务设施较完善，交通网络发达

      

旅游产业已形成较为庞大的规模， 目前全省有旅行社150

  

家， 各类旅游景区、 参观点69 家。 海南拥有中国第一个10万吨

  

级国际油轮专用码头， 旅游汽车1800 多辆， 自驾车租赁公司16

  

家。 旅游行业管理人员17730 人， 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从业人

  

员超过了13h-人。 全省98% 的A 级旅游景区（点）已按标准完成

  

了厕所的改造， 医疗设施设备不断改善， 城市现代化水平不断

  

提高。 全省已形成了基本配套的旅游产业接待体系。

 

 4.2劣势

 

 4.2.1 旅游资源的脆弱性

      

海南属于滨海旅游目的地， 在具有独特吸引力的同时，

  

也属于脆弱易损型资源。 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 游

  

客的大量涌入 ， 开发模式的错位导致对旅游资源持续利用

  

的忽视 ， 已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造成的环境

  

污染、 旅游者感受性体验降低 、 景观破坏等诸多问题， 已在

  

海南初露端倪。

 

 4.2.2 管理和服务水平低 ， 旅游市场混乱

      

现阶段 ， 由于海南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未能及时跟

  

上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 海南旅游企业社会化 、 市场

  

化 、 规模化程度低 ， 管理体制具有明显的政企不分 、 条块

  

分割等不健全的特点 ，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水

  

平低下， 产业内部竞争过度 ， 外部竞争乏力， 给海南旅游

  

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而导致了海南旅游业综合竞

  

争力不强。

 

 4.2.3营销目标单一化

      

不少旅游目的地只是单纯把旅游接待游客数量及其增

  

长速度和旅游收入等数量作为旅游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 ，

  

而缺乏对旅游服务质量、 目的地社区居民感知及目的地可持

  

续发展的考量。 结果造成在旅游促销期内， 大量游客涌人 ，

  

客流量超过环境承载力， 给当地社会 、 环境带来负面的影

  

响。 海南在建设国际旅游岛时， 要吸取成熟旅游目的地的教

  

训 ， 尽量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

 

 4.3机遇

     

 2006 年5月， 海南省政府通过《海南省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2007 年4月， 中共海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建设国

  

际旅游岛的战略决策；2008 年3月， 国务院同意海南设立国

  

际旅游岛综合试验区 ， 同年4月， 海南省出台《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行动计划》；2009 年年初 ， 海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

  

积极应对金融危机促进旅游经济平稳增长的十项措施》；

 

 2010 年初 ， 中国国务院发布《意见》， 提出国际旅游岛建设

  

发展的六大战略定位 ， 将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

  

战略。 这些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

  

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4.4挑战

      

海南的滨海旅游资源与环境并不具有垄断性。 放眼周边

  

许多旅游目的地 ， 如济州岛、 马尔代夫乃至夏威夷等， 由于在

  

气候、 生物、 水文等地理环境条件及旅游资源都与海南相似，

  

加上旅游设施完善 、 服务和管理水平高、 产品特色鲜明等原

  

因 ， 在国际旅游者的心目中， 已树立起稳固的滨海旅游胜地

  

的形象， 在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上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因此， 未

  

来海南能否确立起自身的优势， 树立差异化的旅游目的地形

  

象， 是海南旅游目的地发展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综上所述， 海南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但是 ， 也存在着劣势和威胁。 只有发挥优势， 改善劣势， 才

  

能最终实现海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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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通过考核， 明确责任是关键

      

集团企业管理层次多，

一般以集团章程来规范集团成

  

员企业之间的经营行为 ， 而要使经营行为不偏离预算 ， 必

  

须要实行考核。 考核时需要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 ， 按责任

  

归属不同采用不同的考评标准 ， 避免出现次优化现象 ， 如

  

不能用利润指标考核成本中心 ， 不能用成本加成法预算下

  

级单位之间内部结算。 要明确责任归属， 体现公平 、 公正原

  

则。 对待预算超支和节余 ， 不能盲目下结论进行处罚或奖

  

励 ， 而要充分剔除一些非人为因素， 根据调整后的预算进鲁

  

考核 ， 充分调动组织完成预算的积极性 ， 最大限度地实现

  

企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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