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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滨海旅游是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沿海地区，它又是海洋产业构成中的一个很大部

分。滨海旅游业包括以海岸带、海岛及海洋各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依托的旅游经营、服

务活动。主要包括海洋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宿、体育运动等活动。 

中国濒临太平洋西岸，拥有1.8&times;104km的大陆海岸线，1.4&times;104km的海岛岸线，岛

屿6,500多个；可管辖的海域南北延伸近40个纬度，面积达300多万km2，有中温带、暖温带的

海上景致，更有热带、亚热带的海洋风光，拥有丰富多样的滨海旅游资源。近年来，中国滨

海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滨海旅游业是重要海洋产业之一。在建设&ldquo;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rdquo;的大背景下，我

国滨海旅游快速发展，日益成为广大群众旅游消费的新热点。从我国滨海旅游业增加值对我

国海洋经济的贡献来看，我国滨海旅游业增加值占主要海洋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走高，

滨海旅游业已经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19年中国滨海旅游业增加值达18086亿元，

较2018年增加了2008亿元，同比增长12.49%，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滨海旅游业增

加值下滑明显，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我国滨海旅游业增加值开始恢复增长，2021年中

国滨海旅游业增加值达15297亿元，较2020年增加了1373亿元，同比增长9.86%。 

区域方面，2022年6月，广西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展改革委、北部湾办联合印发《加快建

设北部湾国际滨海度假胜地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明确&ldquo;北海、防城港、钦

州三市滨海旅游的影响力、竞争力显著增强，广西北部湾成为生态优先、文化引领、品质一

流、协同发展的国际滨海度假胜地。到2024年，力争实现年旅游总人数达到1.4亿人次，年旅

游总收入达到1600亿元&rdquo;发展目标，提出丰富优质度假产品供给、培育滨海特色优势产

业、提升滨海度假国际化水平、完善现代旅游市场体系、深化区域联动与开放合作等５个方

面主要任务。 

海洋经济前景广阔。滨海旅游业作为其重要支柱，更是潜力巨大。滨海旅游日益成为旅游消

费的新热点。已形成包括海洋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宿、体育运动、海底休闲、低空

飞行、邮轮游艇等立体式的旅游产品体系。目前最受欢迎的滨海旅游业态包括公共海滩、海

洋主题公园、滨海度假酒店、海上运动项目、夜市和酒吧街等。滨海旅游正在成为建设海洋

生态文明、实现兴海富民以及推动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增长点。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滨海旅游业行业研究与投资分析报告》共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滨海旅游的定义、范围、兴起过程、特点等，接着分析了世界及中国滨海旅游产

业的现状，并总结了国外滨海旅游业发展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然后具体分析了广东，广西

，福建等主要滨海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最后科学预测了滨海旅游业未来前景及发展趋势。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文化和旅游部、自然资源部、发改委、产业研究报



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旅游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

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

位若想对滨海旅游业市场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滨海旅游开发，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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