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河三角洲芦苇湿地旅游开发的SWOT分析 

文/可 娜 张颖辉 

   SWOT分析模型由国际知名学者史提勒提出，是企业管理学中一种常见的分析方法，代表分析
企业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目前，旅
游业也广泛应用SWOT模型进行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和项目开发决策。下面应用该模型对辽河三角洲芦
苇湿地旅游开发作以分析。 
   一、优势分析 
   1、丰富的湿地旅游资源 
   生物多样丰富。据调查统计, 该区分布有国家一类保护的野生动物5种、二类保护的野生动物
28种、中日候鸟保护协定规定保护的鸟类145种、中澳候鸟保护协定规定保护的鸟类47种。 
   翅碱蓬盐生滩涂景观独特。由于区内地势低洼平坦，淡水和咸水的相互混合，使该区植被具
有喜湿耐盐特点，在滩涂生长的翅碱蓬单一群落, 生长季节一片赤红，犹如一幅巨大的红地毯横铺
在平坦的海滩上，被称为“红海滩”，成为我国沿海少有的自然景观。 
   苇荡资源突出。本区沟壑纵横，芦苇丛生。有世界上面积较大的芦苇沼泽湿地，有亚洲第一
大芦苇生产基地。 
   2、区位优势 
   本区交通非常便利，距北京550公里，沈阳160公里，大连260公里，沟海铁路、秦沈高速铁
路、京沈高速公路，连接沈大与京沈的盘海高速公路都经过区域北缘；水上交通便利，东面的营口
港，西面的锦州港，都是辽宁省的中型港口，还有年吞吐量60万吨的盘锦港。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
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3、湿地旅游发展初具规模 
   目前，本区已经形成了游览红海滩风光、湿地观鸟、海滩拾贝、捉蟹、苇荡休闲、果园采
摘、风味品尝等旅游项目，湿地旅游开发已初具规模，建成了游客接待中心、红海滩码头、湿地展
馆、水禽园等游乐设施，为后续旅游资源开发打下良好基础。 
   二、劣势分析 
   1、基础设施仍不完善 
   旅游区内交通条件较差，制约游客的进出，接待条件有限，除了有一个较小的游客接待中
心，景区内几乎没有上档次的住宿和娱乐地点，造成旺季设施短缺，限制了景区的进一步发展。 
   2、缺乏专业人才 
   旅游管理、从业人才紧缺，据当地人介绍，本区仅有一名正式导游员，其他均为业余导游
员，导游员素质较差，因此，专业人才的匮乏是该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三、机会分析 
   1、湿地保护已成热点 
   当前，湿地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我国各地也都在积极探索芦苇湿地的保护和资
源开发利用的最佳模式，如：芦苇湿地开展旅游的模式，芦苇湿地的养殖模式，芦苇湿地的植物种
植开发模式，及芦苇湿地资源的综合利用模式等。 
   2、湿地旅游前景广阔 
   在提倡湿地保护的同时，湿地生态旅游热持续升温，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芦苇湿地旅游是以
芦苇湿地为主要旅游对象的生态旅游活动，它既要对芦苇湿地生态资源进行有效保护，也要对芦苇
湿地旅游资源进行利用以获取经济效益，最后达到开发与利用相互结合的最佳模式，它被认为是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3、国家及省市的高度重视 
   为了保护辽河三角洲的芦苇湿地资源，省计委2002年批准立项 “辽河三角洲生态旅游项目” 
是国家计委以1000万元支持的重点工程，并把该区定位为生态旅游区。 
   盘锦市也在从发展战略出发考虑“生态立市”，大力发展盘锦的绿色生态旅游，加快国际滨
海湿地生态旅游名城的建设步伐。并计划在2020年前将盘锦打造成为世界湿地生态旅游之乡。提出
要建设湿地生态旅游的城市，在世界上盘锦还是第一家。 
   4、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对辽宁省旅游业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做出了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与改造步伐的政策导向，对于老工业基地的
振兴，辽宁提出建设“一个中心”、培育“两大基地”、发展“三大产业”，高起点、高标准、高

 



水平做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重点。而发展“三大产业”的一
项就是要优先、加快发展物流、信息服务业、电子商务、旅游等现代服务产业。可以说，加快发展
湿地旅游，丰富辽宁旅游产品结构，对于提升、优化辽宁省产业结构，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振
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威胁分析 
   1、湿地保护意识淡薄 
   目前，本区还没有采取有效的机制，让社区居民参与湿地生态旅游的规划、开发建设与经营
管理上来，居民对湿地仍采取传统的利用观念，社会广大公众对湿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湿地保护
意识仍较为淡薄。这将是湿地保护和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严重障碍。 
   2、湿地资源遭受破坏 
   近年来，由于无序开发利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表
现在：开垦、围垦、大型工程及其他活动影响湿地资源、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企业及居民污水
排放超标，河流稀释自净能力降低；湿地面积缩小，海水倒灌、地下水含盐量增加、土地盐碱化、
翅碱蓬和芦苇湿地退化等，芦苇湿地和滩涂将无法满足鸟类生存和繁殖的需要，这不但限制了该区
芦苇生态资源的保护也限制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本文系盘锦市科学技术计划项目《辽河三角
洲芦苇湿地旅游开发与湿地保护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单位：可娜/沈阳航空工业学
院管理系；张颖辉/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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