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甬台温铁路与台州旅游的新发展 

文/陈 斌 吴从越 金平斌 

   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中，“行”即旅游交通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环
节，起着连接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促使游客和旅游信息在两地之间的流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旅游地旅游资源吸引力的大小。现代旅游业的产生和发展与现代交通业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因
此区域交通条件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与其它交通方式比较，火车运输具有运输能力大、费用低、受季节和天气变化的影响小、安
全系数高、环境污染小、连续行使能力强以及可沿途观赏风景等优点，因此，判断我国旅游区交通
区位优越与否，火车通达性是首要的判别因子。 
   一、台州旅游发展现状和甬台温铁路概况 
   1、台州旅游业的现状问题 
   台州是浙江和长三角16市中除了海岛城市舟山外惟一没有铁路的城市，长期以来台州的旅游
业发展吃尽了没有铁路的苦。台州与宁波在旅游资源的总储量、资源总品质等方面各有千秋，但在
交通区位方面，两地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因此，尽管台州旅游业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与宁
波、温州等地相比，由于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仍然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宁波的旅游总人数为
2739.2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316亿元，而同期台州的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仅仅分别为
1812.69万人次和150.32亿元。 
   2、甬台温铁路概况 
   甬台温铁路是国家铁路网规划的“八纵八横”沿海通道和“四纵四横”快速客运网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北起宁波，南达温州，全长282公里，为一次性修建的国家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
时速为200公里，其运输能力相对于16条高速公路，预计2008年底建成。沿途经过台州的三门、临
海、台州市区、温岭，通过连接建设中的温福铁路、福厦铁路和厦深铁路，把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
个目前中国最发达的区域紧紧联系在一起。甬台温将加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和交流，促
进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协调发展。?对于台州来说，甬台温铁路将大大缩
短台州与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时空距离，缓解公路运输紧张的压力，并大大改变台州的交通区
位条件，对于台州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二、甬台温铁路对台州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1、缩短与主要客源地的时空距离，扩大客源市场 
   台州位于浙江中部沿海，陆海空交通便捷。然而与浙江其它地区相比，尤其是跟区位条件相
似的宁波、温州等地相比，台州至今没有铁路的交通现状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台州旅游产业规模的
进一步扩大和旅游产品的升级换代。《台州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5－2020）》把长江三角洲地
区定为台州国内旅游的核心客源市场，把福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定位为基本客源市场，因此长三
角、珠三角和福建等地的游客能否方便、快捷和舒适地进出台州是台州旅游业发展的关键。 
   2、改善台州在区域旅游业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台州位于浙江东部沿海的两个旅游强市宁波与温州之间的雨影区，过境旅游的特点非常明
显。在交通上没有铁路的缺陷又强化了区位劣势。另一方面，台州与宁波、温州的山水资源、海洋
资源、生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长三角地区又同为他们的核心客源市场，相互之间的竞
争是不可避免的。交通区位的劣势与旅游资源和客源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促使相当一部分游客最终
放弃来台州旅游的念头，或者选择宁波或温州作为替代旅游目的地。甬台温铁路与温福铁路的建
设，将结束台州没有铁路的历史，改善台州的交通区位条件，为游客进出台州提供了新的便捷快速
和廉价的交通运输方式，从而弥补台州在交通运输网络结构上的缺陷，提高台州旅游资源的吸引力
和旅游产品的竞争力，并将台州与长三角地区融为一体，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台州与宁波、温州
在区域旅游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为台州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契机。 
   3、有利于台州加速融入长三角大旅游圈 
   台州市在地理上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最南端，台州这种位于区域边缘的地理位置以及交通运输
结构上没有铁路的缺陷，使得台州与长三角中心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弱，并使台州面临着被边缘化的
危险。台州要融入长三角旅游圈，地理位置的边缘性是其先天不足，在这样的前提下，便捷快速的
交通联系就成为必不可少条件。甬台温铁路将缩短台州与长三角中心地区的时空距离，密切了台州
与长三角其它城市的经济、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从而为台州加速融入长三角旅游圈提供必要
的基础设施条件。 



 

   4、促进台州旅游中心城市的加速形成和沿线旅游产业带的发育 
   台州是浙江东部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市区的海门港是浙江沿海地区不可多得的兼有河海之
利的天然良港，但是港口的发展长期以来受到因没有铁路而带来的腹地范围有限的问题。甬台温铁
路的建成将大大拓宽海门港的腹地范围，密切港口中心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
加速促进台州滨海港口城市发展壮大，提升中心城市的地位，并使台州市区成为区域旅游增长的强
有力的“点”，从而更好地带动台州市域旅游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台州市旅游资源的分布主要分散在市域边缘的天台、仙居、临海以及温岭等地，
各地的旅游发展存在着各自为政和相对封闭的状态，使本已有限的客源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
利用，也降低整体旅游吸引力。因此台州市旅游业的发展迫切需要一条串联中心城市和主要旅游景
区（点）的发展轴线，以带动全市旅游业的发展。甬台温铁路穿过台州中心城区和旅游资源较为丰
富的临海、温岭等地，配合甬台温高速公路和台州沿海海岸线，将为台州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一条难
得发展轴线。 
   三、发展对策 
   1、加强与甬、温的合作，联合打造“亚热带黄金海岸”区域旅游品牌 
   浙江东部的宁波、台州和温州三市的旅游资源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尤其是在亚热带海
洋海岛旅游资源的开发上。此外，浙江省以及长三角地区又是三市共同的核心客源市场。因此，甬
台温三市旅游开发中的存在着激烈竞争。但另一方面，合作又是竞争的产物。在经历了景点竞争、
线路竞争、城市竞争三个阶段之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旅游竞争已进入第四个阶段——区域竞争时
代，甬台温区域旅游协作已成为大势所趋。今后台州应放开思想，打破行政壁垒，加强与宁波、温
州在旅游产品和线路的开发、市场的营销与开拓、基础设施的共建与共享、客源的互送等方面的区
域协作，以降低旅游运营成本，提高区域旅游产品的竞争力。同时立足浙江东部沿海地区共同的亚
热带海洋资源，以甬台温铁路等为纽带，充分利用甬台温铁路和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以及2010
年上海世博会所带来的契机，共同打造“亚热带黄金海岸”这一区域旅游品牌。 
   2、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做好旅游市场营销 
   目前台州的城市知名度、美誉度远不如邻近的宁波和温州。台州应充分利用甬台温铁路建设
所带来的广告效应，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城市的影响力。甬台温铁路密切了台州与浙江省及长三角
其它城市间的联系，缩短了时空距离，台州应该加大在这一传统核心客源市场的旅游宣传与促销力
度，挖掘市场潜力，争取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同时甬台温铁路也缩短了台州与
内陆地区及福建、珠三角地区的时空距离，为台州旅游业的发展送来了新的客源。另一方面，台州
与内陆地区及福建、珠三角地区在旅游资源的特色方面具有更大的互补性，台州应紧紧抓住甬台温
铁路建成通车这一机遇，积极做好市场营销工作，以富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开拓新的客源。 
   3、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调整旅游产业空间布局 
   甬台温铁路建成后，每年进出台州的游客数量将大幅度增长，台州现有的旅游接待和服务设
施将很难满足新增游客的需求。为此，台州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服务接待设施的投入力度，建设台
州市区为台州市的旅游中心城市，密切市区与各主要旅游旅游景区景点以及所属各县市的交通联
系，在车站、码头和机场设立旅游咨询服务和投诉中心，建设高标准的商务会议、休闲度假和娱乐
购物中心。临海、温岭两市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发达，又是甬台温铁路经过和设站的城市，交通方
便。建设临海为台州的旅游副中心城市可以为台州北部（含临海、天台、仙居和三门）地区，包括
甬台温铁路未经过地区，提供相应的旅游服务。温岭是台州仅次于市区的第二大城市，经济发达，
又拥有长屿硐天－方山这一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国家4A级旅游区，并与温州的雁荡山风景区相
邻，同时甬台温铁路经过温岭并设站，因此建设温岭为台州旅游副中心城市，可以为台州南部（含
温岭、玉环）甚至雁荡山风景区提供配套的旅游服务（作者单位：陈斌/浙江大学城市与区域发
展研究所；吴从越/浙江大学、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金平斌/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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