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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旅游是广东旅游的特色品牌,海洋旅游业也是广东省海洋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基于产业链研究相关理

论,结合《海洋及相关产业的分类》(GB/T20794—2021)与《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相关标准,对海洋

旅游产业链进行梳理,同步对广东省海洋旅游产业链及各个产业环节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广东海洋旅游

产业链相对完善,各个环节均有涉及;广东海洋旅游产业链目前仍存在海洋旅游业态培育不足、设施设备制造不强、

培训与租赁等海洋旅游服务不完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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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成为继“一带一路”倡
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之后的又一

重大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广

东海域辽阔,岸线漫长,岛屿众多,海洋旅游资源丰

富,海洋旅游是广东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先

后编制了滨海旅游、海岛旅游专项规划,《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高水平建设滨

海旅游经济带”,《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
划》明确提出“要培育万亿级海洋旅游产业集群,高
位推动海洋旅游发展”。2023年,广东省海洋生产

总值为18778.1亿元,海洋经济总量连续29年居

全国首位,海洋旅游业增加值为2902.7亿元,占海

洋经济总量15.5%,远高于其他海洋产业[1],深入

开展海洋旅游研究对稳固海洋旅游大省地位具有

重要意义。鉴于目前国内外对海洋旅游产业链的

研究偏少,为了厘清海洋旅游产业链,摸清广东海

洋旅游产业链发展现状,为后续强链、补链、延链工

作提供决策参考,助力广东海洋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特地开展广东海洋旅游产业链研究。

1 海洋旅游产业链相关研究

1.1 旅游产业链相关研究

产业链源于制造业企业间的分工合作,早在18
世纪后期,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提出工业生产是一

系列基于分工的迂回生产的链条[2],德国经济学家赫

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一种产业的发展将会

不同程度促进其关联的前向、后向产业的发展。国内

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最先在农业产业链领域开展

研究,并逐步扩展到其他产业领域,聚焦产业链概念

与内涵、类型、运行机制、纵向关系、优化整合、区域产

业链结构等方向进行深入研究[3]。其中产业链的概

念与内涵研究方面,主要从供给和需求等前后关联的

角度、产业关联形成机制的角度、价值创造的角度、横
向及网状角度等角度展开[4]。因而,产业链可以概括

为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基于产业关联形成的横向或

纵向产业环节的集聚形态。
旅游产业链不同于传统制造业产业链,最终产

品多为组合的产品和服务,生产与消费同时发生,
产业环节顺序不明显,独特性突出。旅游学者倾向

于认为旅游产业链是在旅游产品层面,基于旅游者

消费的时空逻辑,将旅游产业链理解为涉旅部门-企
业-产品组合的链条关系[2],刘佳等[5]认为旅游产业

链是由多要素、多层次的子系统相互作用而成的复

杂系统,包括旅游供需链、旅游企业链、旅游空间链

和旅游价值链。
旅游产业链形态方面,黄继元[6]认为旅游产业

价值链由旅游供给、旅游中间商和消费者三个环节

组成,具体包括旅游教育与研究、旅游开发设计公

司、旅游设备供应商、宾馆饭店、景区景点、旅游商

品销售商、旅游餐饮食品服务商、旅游交通经营商、
旅游娱乐产品经营商、旅行社、旅游者和政府等上

中下游多个部分。赵小芸[7]从上下游投入产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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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产业链的形态进行了刻画,认为旅游产业链

是从上游产业资源到下游旅游产品消费全过程的

物质和信息投入产出关系,以及这种投入产出过程

中涉及的相关产业部门所共同构成的链条体系,包
括旅游核心产业链(含资源规划开发、旅游产品生

产、旅游产品销售和旅游产品消费)和旅游相关产

业链(含建筑、房地产、商业、体育、农业、网络信息、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29个部门)。综上所述,旅游

产业链是为满足游客产生旅游动机到完成旅游活

动这一过程中游客需求而提供的旅游旅游产品和

服务所涉及的产业环节的集聚形态。

图1 海洋旅游产业链

1.2 海洋旅游产业相关研究

2003年5月,国务院发布《全国海洋经济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将滨海旅游列为予以重点发展的

支柱性海洋产业”,《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GB/

T20794—2006)将主要海洋产业划分为包括滨海旅

游业在内的12个产业;2011年3月,《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优化海洋

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滨海旅游等新兴产业”。新修

订的《海 洋 及 相 关 产 业 的 分 类》(GB/T20794—

2021)将“滨海旅游”改成“海洋旅游”,指的是“以亲

海为目的,开展的关于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度假住

宿和体育运动等活动”。现状关于海洋旅游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海洋旅游的概念内涵[8]、海洋旅游资源

开发[9]、海洋旅游与文化体育产业融合发展[10]、海

洋旅游政策体系构建[11]、海洋旅游产业 集 群 研

究[12-13]等几个方面,很少涉及海洋旅游产业链的研

究。基于产业链的相关理论研究,结合《海洋及相

关产业的分类》(GB/T20794—2021)与《国家旅游

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系列标准,将海洋旅

游产业链分为核心产业和上下游相关产业,各产业

链具体产业环节如图1所示。

2 广东省海洋旅游产业链体系

2.1 广东省海洋旅游产业核心产业链

根据《海洋及相关产业的分类》(GB/T20794—

2021),海洋旅游产业属于A类海洋产业15个海洋

产业之一,主要包括海洋游览服务、海洋旅游娱乐

服务、海洋旅游文化服务、海洋旅游住宿服务、海洋

旅游经营服务以及其他未列明的海洋旅游服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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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中的

旅游业包括旅游出行、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游

览、旅游购物、旅游娱乐及旅游综合服务。鉴于度

假旅游时代的到来,游览与娱乐、休闲度假界限越

来越模糊,将旅游游览与旅游娱乐合并;基于大部

分酒店均提供餐饮的现状,将旅游餐饮与旅游住宿

合并;鉴于旅游购物环节更多的是旅游商品的零

售,可以拆分放到旅游经营服务与旅游下游相关产

业中,不属于核心旅游产业链。所以旅游核心产业

链包括海洋游览与娱乐、海洋旅游餐饮与住宿、海
洋旅行服务三类。

2.2 广东省海洋旅游产业上游相关产业链

根据《海洋及相关产业的分类》(GB/T20794—

2021),海洋旅游上游相关产业主要包括A类海洋娱乐

设施与景观工程建筑;B类海洋科研教育中的海洋旅

游研究、海洋旅游工程技术研究、海洋旅游教育、海洋

旅游业管理、海洋旅游社会团体、海洋旅游技术服务、
海洋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修复;D类海洋上游相关产业

中的海洋旅游娱乐设备制造、海洋旅游工艺品制造。

2.3 广东省海洋旅游产业下游相关产业链

根据《海洋及相关产业的分类》(GB/T20794—

2021),海洋旅游下游相关产业主要包括E类作为

海洋旅游商品的海洋名优特产品加工、海洋名优特

产品批发与零售及其他为满足游客需求的涉海经

营服务(含海洋旅游设施设备租赁服务、海洋旅游

保险服务、海洋旅游会展服务、海洋旅游安保服务、
海洋旅游信息服务等)。

3 广东省海洋旅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概况
根据前文对海洋旅游核心产业链、上下游相关

产业链的界定,基于天眼查、企查查等平台的注册

企业数据,结合相关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分别对

海洋旅游产业链核心环节企业、上游环节企业、下
游环节企业进行分析,摸清广东海洋旅游产业链各

个环节发展现状。

3.1 广东省海洋旅游核心产业链企业分析

海洋游览与娱乐方面,以滨海类 A级景区、旅
游度假区的开发运营管理企业为主,截至2023年9
月,全省共有34家滨海类A级景区,8家省级及以

上滨海类旅游度假区①。珠海长隆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开发的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是全球最大的

海洋主题公园。珠海九控蓝色海洋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以三角岛(长琴岛)为主阵地,开发了全国首个

“公益+旅游”无居民海岛。阳江市海陵岛大角湾

海上丝路旅游有限公司开发的阳江市海陵岛大角

湾海上丝路旅游区是广东唯一一家滨海5A级旅游

景区。深圳华侨城都市娱乐投资公司开发的深圳

欢乐海岸,以海洋文化为主题,将主题商业与滨海

旅游、休闲娱乐和文化创意融为一体,开创了城市

海滨休闲发展新模式。海洋旅游餐饮与住宿方面,
广东省文化旅游厅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

底,广东省14个沿海城市共有星级宾馆(酒店)334
家,其中,五星级77家,四星级92家,三星级165
家②。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布局了以南

沙花园酒店、湛江花园酒店、阳江海陵岛岭南佳园

度假酒店为代表的滨海度假酒店地标。粤海集团

在广州、珠海、阳江等沿海地市均有开设酒店。广

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在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

假区设有包括长隆横琴湾酒店、飞船酒店、马戏酒

店等在内的滨海度假酒店群。海洋旅行服务方面,
以旅行社和旅游运输企业为主。截至2023年12月

底,广东省14个沿海城市共有旅行社3902家,其
中,同时拥有境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入境旅

游业务许可的旅行社有551家③。广州广之旅国际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等代表性旅行社均有成熟的滨海、海
岛旅游线路产品,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

公司等17家旅行社曾获海岛线优质供应商(广东口

岸)提名。广东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是省属唯一以

水上交通为主业的大型专业化企业集团,也是粤港

澳地区最大的水上高速客运服务供应商,合计经营

41条航线,拥有“蓝海豚”游船、湛江“红嘴鸥”港湾

游等精品水上游品牌。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有

限公司分别依托南沙邮轮母港和深圳蛇口邮轮母

港,大力发展邮轮旅游,目前两大港口共开通的邮

轮航线超30条,邮轮目的地超32个。

3.2 广东省海洋旅游上游相关产业企业分析

海洋旅游研究方面,海洋旅游研究主体以科研

院所、事业单位为主。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

心重点开展了海岛旅游、海洋旅游产业集群、海洋

旅游业态等方面的专项研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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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数据,https://whly.gd.gov.cn/service_newajjq/index.html。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数据,https://whly.gd.gov.cn/service_newxjjd/index.html。
数据来源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公布数据,https://whly.gd.gov.cn/service_newlxs/content/post_4359725.html。



究院加挂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研究中心牌子,主要开展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史迹的

遗产价值研究。广州南方文化创意研究院主要开

展海洋文化与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海洋旅游工程

技术研究方面,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

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集集团)具有海洋平台、
海洋牧场等装备设计与制造方面的产业基础,设计

建造了国内首个海上文旅综合体“耕海一号”等多

个海上文旅项目,并成立了中集极光、中集集电等

分公司致力于清洁能源动力海洋旅游运动设施等

研发;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拥有客船游

览船等多种船舶的科研设计经验。海洋旅游教育

方面,中山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阳江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院

校开设了海洋旅游、国际邮轮乘务管理相关课程。
海洋旅游业管理方面,以酒店管理为主,代表性企

业主要包括岭南控股、粤海、长隆等一批拥有滨海

度假酒店的本土酒店品牌。海洋旅游社会团体方

面,广东海洋协会吸纳了珠海九州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广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等会员单位,举办了海

丝为代表的文化论坛,在海洋知识科普宣传与白海

豚等海洋资源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滨

海(海岛)旅游联盟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14个广

东滨海城市共同组成,持续在滨海(海岛)旅游宣

传、产业项目库构建、战略研究等方面发力。海洋

旅游技术服务方面,主要包括海洋旅游规划设计,
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参与编制《广东省海

岛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7—2030年)》;广州南方

文化创意研究院编制了《广东海岸带旅游发展战略

研究》《汕尾市品清湖美丽海湾建设规划》。海洋旅

游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方面,中瑞海洋生态环境研究

院有限公司在海岛污水处理、海岸带垃圾处理等方

面具有多项专利成果;广州海兰图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主要致力于海洋水质监测相关研究。格力地产

建设的“珠海市东澳岛东澳湾重点海湾整治”项目

入选自然资源部公布“2023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十

大典型案例”;中交广航局承建的汕头南澳岛蓝色

海湾整治项目入选“广东省首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十大范例”。海洋旅游娱乐设备制造方面,总部位

于深圳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集集团)创新研发制造了系列基于海洋平台

装备打造的海上综合体;总部位于中山市的江龙船

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A股上市企业,提供多种规

格的旅游休闲船艇;广东中航水上设施建造有限公

司主要制造水上浮筒、垂钓平台、游船与游艇码头、
浮桥码头、水上浮桥、浮筒式栈道等海洋旅游设施;
位于珠海市平沙镇游艇工业园的珠海太阳鸟游艇

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以游艇、观光船制造为主。海洋

旅游工艺品制造方面,广东最具代表性的海洋旅游

工艺品为潮汕贝雕,是潮汕地区海洋文化同当地传

统民俗结合的产物,主要产于汕头潮阳、揭阳惠来、
汕尾甲子等地,代表性企业有汕头市潮阳区贝雕工

艺厂等。海洋旅游工程建筑方面,专门从事海洋旅

游工程建筑的企业较少,海洋景区建筑施工单位主

要为建筑劳务公司。

3.3 广东省海洋旅游下游相关产业企业分析

海洋名优特产品加工方面,广东海产品种类丰

富,拥有程村蚝、台山鳗鱼、斗门海鲈、达濠鱼丸、南澳

牡蛎、金湾黄立鱼等一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涌现了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集元水产科技

有限公司等一批以水产品为主的预制菜龙头企业,培
育了“龙霸”“小霸龙”“鲜城故事”等预制菜品牌。海

洋名优特产品及其他产品批发与零售方面,主要依托

顺丰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中外运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广东万纬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开展冷链运输。涉海经

营服务方面,主要包括海洋旅游设施设备租赁服务、
海洋旅游培训服务、海洋旅游会展服务、海洋旅游保

险服务、海洋旅游安保服务、海洋旅游信息服务、海洋

旅游金融服务等配套服务。深圳市如一国际游艇俱

乐部有限公司提供游艇租赁、游艇托管、游艇/帆船驾

照培训等综合服务;广州潜水学校开设工程潜水与旅

游潜水等专业,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全日制潜水学校,
也是世界潜水联合会(CMAS)和中国潜水运动协会

(CUA)会员;深圳市阿奇拉潜水运动有限公司(中潜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涵盖潜水体验、潜水考证、潜水装

备定制/购买等专业服务。深圳海博会有限公司是中

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海博会)的执行单位,海博会作为

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海洋经济展会,设有海洋文旅展位

与论坛板块。

4 结论与建议
总体上看,广东海洋旅游产业链相对完善,产

业链环节涵盖海洋旅游游览与娱乐、餐饮住宿、旅
游经营服务,上游的规划设计、海洋科学研究、管
理、相关装备制造以及下游的海洋旅游商品加工、
批发零售与其他涉海经营服务。但各个产业环节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1)核心产业环节方面:广东海洋游览与娱乐

景区景点、旅游度假区开发深度不够,以海滨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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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休闲产品为主,特色化、高端化、品牌化的滨海

度假产品缺乏,不能满足游客亲海、玩海的多元美

好需求。全省目前仅有东部华侨城旅游度假区、珠
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共两家滨海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远低于山东(6家)。全省仅有阳江市海

陵岛大角湾海上丝路旅游区、深圳华侨城旅游度假

区两家滨海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低于山东(7家)、
福建(3家)、辽宁(3家)。根据《世界旅游休闲城市

发展报告2023》统计数据,国内游客心目中最佳的

十大滨海休闲城市中,广东14个沿海地市仅有珠海

上榜,而山东有2个(青岛、威海),海南有2个(三
亚、海口)。邮轮游艇、海上休闲运动等海洋旅游业

态发展不充分,仅有广州、深圳两个邮轮母港,未形

成跨区域的精品邮轮线路产品,游艇旅游涉及交通

运输、旅游、海关、出入境管理等部门,没有牵头的

主管部门,尚未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合力,公共

游艇码头数量少,泊位不足,非公共游艇码头停泊

费用高,珠海、深圳现有的帆船赛事影响力不及青

岛与秦皇岛。旅游餐饮与住宿企业数量众多、规模

不一,小微企业偏多,缺乏海洋特色明显的住宿业

态,部分餐饮档次待提升。旅行社多为老牌企业,
跨岛游等特色化的海洋旅游线路产品开发力度

不够。
(2)上游环节方面:广东现状海洋旅游规划开

发项目大多为业内旅游规划设计院、城市规划设计

院、建筑规划设计院承担,专业的海洋旅游规划设

计单位缺乏。海洋旅游科学研究以科研院所为主,
研究课题与海洋旅游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

接不够紧密,而浙江成立了专门的海洋旅游研究

院。现状海洋旅游装备制造企业多为大型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综合型企业,但以海洋旅游装备制造为

主要业务的企业较少,南沙龙穴岛虽为全国三大造

船基地之一,但是邮轮建造尚在起步阶段,邮轮建

造市场仍被欧洲造船厂所主导,本土邮轮制造企业

待培育。珠海平沙镇虽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中高档

游艇制造生产基地之一,但是目前我国豪华游艇的

发动机完全依赖进口,游艇制造行业大而不强。
(3)下游环节方面:广东海洋旅游名优特产品

多为本土传统食品加工企业,以海水产品加工为主

的预制菜企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有待提升,企查

猫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8月,山东省水产预

制菜企业数量占全国1/4以上,远高于广东省。专

业化的潜水及其他海上运动培训服务以各类中小

型俱乐部为主,系统专业的培训服务有待加强,培

训认证体系有待规范。以游艇为代表的海上运动

设施租赁服务有待完善,游艇目前在广东省被定性

为种私人性质的、非营运用途的休闲船舶,海事机

构只对船艇水上交通安全与环保负责,航运管理机

构只对货运及客运负责,既不承担对游艇租赁合法

性的认可,也缺乏对之进行违法处罚的法律依据,
而以海南、青岛为代表的沿海省市分别出台了《海
南省游艇管理办法》《青岛市游艇租赁管理办法》
《青岛市海上旅游运动船艇管理办法》,有力保障船

艇租赁行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广东省海洋旅游产业链优

化对策建议如下。
(1)推动核心产业链横向融合,丰富海洋旅游业

态。促进海洋旅游+体育运动融合发展。对现状A
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进行提升改造,打造一批高

等级旅游景区与旅游度假区。创新发展海上休闲运

动、海岛旅游、邮轮游艇旅游、海洋文化旅游等多元业

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壮大本土海上运动体

育运动俱乐部规模,大力发展冲浪、帆船、潜水、运动

游艇等海上体育运动,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国内

体育品牌赛事,培育广东本土品牌赛事,打响广东海

洋体育运动品牌,为海上运动游客提供便利。促进海

洋旅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深入挖掘广东海丝文

化、海防文化,塑造海洋文化IP(知识产权),开发海洋

文化科普、海上实景演出等海洋旅游产品,促进广东

海洋文化活化与传承。借助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的打造,依托广州南沙游轮母港与深蛇口游

轮母港,联合厦门、上海、青岛等国内城市,做大国内

邮轮旅游,在现状航线基础上,优化产品,做精国际邮

轮旅游。规划游艇旅游发展秩序,出台《广东省游艇

管理办法》,明确部门管理职责,逐步推动粤港澳游艇

“自由行”,加强公共游艇码头的规划建设,为游艇旅

游大众化发展提供保障。促进海洋旅游+美丽乡村

建设融合。落实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将发展海

洋旅游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相结

合,以海洋旅游为抓手,重点开发渔村休闲游、跨岛游

产品,完善设施建设,推动沿海区县、乡镇、村庄全面

发展。
(2)促进上游产业链专业化发展,增强海洋旅游

产业属性。搭建海洋旅游科学研究产学研合作平台。
加强海洋旅游相关科研院所、高效以及海洋旅游相关

企业的和合作,面向海洋旅游领域所需要重点突破的

核心技术企业所缺专业人才的切实需求,开展邮轮控

制系统和动力系统等关键设备的研制,组建专业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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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旅游规划设计研究单位,同时推动海洋旅游教育全

面发展,鼓励省内高等院校开设海洋旅游相关专业,
鼓励设立海洋旅游实操技能教学的中职院校。充分

发挥海洋旅游相关协会等团体组织的纽带作用,鼓励

建设广东海洋旅游协会,促进海洋旅游企业间的沟通

和协作。依托广东在制造业的优势,培育海洋旅游工

艺品制造本土品牌企业,联合广州美术学院以及非遗

工作室,制造一批具有广东本土海洋文化IP的海洋

旅游工艺品。对应海洋旅游业态发展配套设施设备

需求,在现状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

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下,持
续培育壮大以邮轮、游艇、帆船、海上运动设施、海底

观光设施、海上文旅综合体、海洋馆游乐设施及配套

制造为主的专业化海洋旅游设施设备制造企业,聚焦

船用发动机、变速器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提升

行业整体竞争力。
(3)延伸下游产业链细分环节,提升海洋旅游

服务水平。立足游客海洋旅游需求,完善各项海洋

旅游服务。提供便利化、规范化的海洋旅游设施设

备租赁服务。出台《广东省游艇管理办法》,明确相

关职能部门的职责,规范游艇租赁程序,充分发挥

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州南沙自贸区的优势,研究

推动便利化操作政策体系,降低游艇停泊、维护等

成本,打造游艇融资租赁集聚地。完善海洋旅游专

项培训服务。提供便利化的海洋旅游技能培训服

务。重点针对潜水、帆船、游艇、冲浪等旅游项目,
提供教学规范、认证规范、价格规范的技能培训服

务,激发潜在游客的旅游需求,降低海洋旅游的准

入门槛,推动海洋旅游向大众化发展。提供专业高

效的海洋旅游安保救援服务。培养一批技能过硬、
装备够硬的水上安保救援团队,降低海洋旅游的安

全隐患。完善海水产品冷链物流体系,探索海水产

品预制菜品牌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通过与大型

生鲜超市合作升级销售渠道,推动水产预制菜产品

直达消费者,完善海水产产品溯源体系建设,争取

实现养殖、加工、流通各环节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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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GuangdongMarineTourismIndustryChain

TANGChunhua
(GuangdongOceanDevelopmentPlanningandResearchCenter,Guangzhou510240,China)

Abstract:MarinetourismisacharacteristicbrandofGuangdongtourism,aswellasoneofthepillarindustriesofMarineeconomyin
GuangdongProvince.Basedontheresearchofindustrychain,therelevantstandardsoftheClassificationofMarineandRelatedIndustries
(GB/T20794—2021)andtheStatisticalClassificationofNationalTourismandRelatedIndustries(2018)werecombined,theMarinetourism
industrychainwassortedout,themarinetourismindustrychainandvariousindustrysegmentsinGuangdongProvincesynchronouslywere
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themarinetourismindustrychaininGuangdongisrelativelycomplete,allaspectsareinvolved.Therearestill
insufficientinthecultivationofmarinetourismformats,weaknessesinthemanufacturingoffacilitiesandequipment,andimperfectionsin
trainingandleasingofmarinetourismservicesinGuangdong’smarinetourismindustrychainatpresent.

Keywords:tourismindustrychain;marinetourismindustrychain;Guangdong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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