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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旅游资源的SWOT分析
刘明昊

延边大学，吉林延吉 133002

[ 摘要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俄罗斯由行政计划旅游转向市场为导向，随着俄罗斯经济形势变化，俄罗斯

政府立志将本国旅游业发展为俄罗斯经济的主要增长产业之一。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联邦在其远东地

区的第一大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2015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自由港城市得到

进一步发展。同时，其紧邻亚洲客源市场，具有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巨大潜力。本文依托 SWOT 分析法对俄罗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旅游业发展进行阐述与分析，希望对地区旅游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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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显著

提高，出境游成为热点，2019 年我国的出境旅游规模

达到 1.55 亿人次，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 1338 亿美

元，市场规模庞大。符拉迪沃斯托克临近我国，每年

都能吸引大量国内游客到此旅游。在中俄友好关系

与俄联邦自身对旅游业发展需求的推动下，该地旅

游会进一步发展，本文对其旅游发展现状问题以及

发展机遇进行分析，以期为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一 符拉迪沃斯托克概况

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参崴，位于亚欧大陆东

北部阿穆尔半岛最南端，面对日本海，紧邻大彼得湾、

乌苏里湾、阿穆尔湾和金角湾。俄罗斯岛地处金角湾

南侧，成为海湾的天然屏障，俄罗斯岛上还有沙俄时

期修建的要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总面积 600 平方

千米，截至 2018 年总人口数为 60.5 万。港口是天

然的不冻港，也是俄罗斯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

城市。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

湿润气候。夏季凉爽舒适；秋季天气晴朗，日照充

足，白昼时间较长，偶尔有台风，是符拉迪沃斯托克

最好的季节 [1]。冬季受来自高纬极地偏北风和海洋

东南风的共同影响，气候寒冷湿润，水分高，降雪多；

春季到来较早，全年四季鲜明。因面向日本海，冬夏

两个季节气温变化相比同纬度内陆地区要小一些，

温差很小，带有明显的温带季风气候特征。

二 旅游发展优势

（一）旅游资源优势

符拉迪沃斯托克吸引旅游者的优势主要来自两

个方面。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国以及中国东北

部分内陆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滨旅游很具有

吸引力。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湿润气候，8 月份平均

气温 19.8℃，十分凉爽，金角湾有着太平洋一次次冲

刷形成的金黄色的沙滩，深蓝的海上点点白帆，可谓

海天一色的自然景观。

另一方面是临近东亚地区，以东方文明为主，符

拉迪沃斯托克是以俄罗斯文化为基调的城市，人文

景观建筑风格都以俄罗斯风格为主，很多旅游资源

都与日俄战争、俄国十月革命、伟大卫国战争等历史

事件有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可以体验到斯拉夫文

化，参观东正教堂，感受俄罗斯诗人笔下的伤痕文学

的来源。包括狩猎、俄罗斯戏剧芭蕾舞等俄罗斯体

验项目是周边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具有强独特性。

此外，符拉迪沃斯托克博彩业较为发达，其他娱乐设

施也比较丰富，能够满足游客体验。

（二）区位优势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临近东

亚最大经济体，大力发展对我国的边境旅游，中国

游客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公路最快两个小时就能到

达。南方与日本韩国亚洲两个发达国家隔海相望，

此外，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不冻港，有利于发展邮轮

旅游。

（三）具备一定的旅游基础设施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文化、

政治、旅游中心，每年有大量抱着不同目标的旅行者

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相同的特点是绝大多数

都需要过夜。截止到 2016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拥有

百余家宾馆酒店，拥有客房 5300 多间。

在 线 酒 店 预 订 APP 或 者 网 站 booking 上，符

拉迪沃斯托克有 172 家在线提供住宿服务的商家，

包括 35 家酒店、l 家经济型酒店、17 家旅舍、9 家宾

馆，5 家旅馆，1 家度假屋，1 家住宿加早餐旅馆、l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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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酒店、102 家公寓。但在携程上这一数字变为

62 家 [2]。

（四）交通较为便利

航空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与我国的北

京、哈尔滨、沈阳、南京、天津等城市有直飞航班。与

国外韩国、日本、泰国、美国等国家直航。机场在

2012 年进行了改建，增添众多新型设备，旅客接待

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2015 年旅客接待量达到

160 万。机场距市中心 38 公里，除出租车公交车辆

之外，还有快速轨道交通。

公路与中国边境地区有国际公路交通，公路网

较为发达。2012 年竣工的跨金角湾的斜拉桥金角

湾大桥，极大地缓解了交通压力。公共交通较为发

达，整个城市共有一百多条公交线路，从早上六点运

行到晚上十一点。铁路运输，西伯利亚大铁路连通

俄罗斯东西方向主要城市，但是速度慢、时间长并不

适合短期旅行。

三 旅游发展的劣势

（一）基础设施老化

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全面，但基本建设于苏联时

期老化严重，高纬度冬季冻土，导致公路路况很差，

且财政水平拮据保养修复有限。交通工具方面，一

方面由于路况较差，很多公共车辆受路况影响，状况

也比较差，本国车辆制造水平有限，技术较差，车辆

更新速度慢。铁路方面，虽然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连

通了许多城市，但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目前的铁路车

辆还是以内燃机车为主，速度慢、交通时间长，不利

于旅游业发展。

（二）住宿业发展困难

符拉迪沃斯托克现有的百余家宾馆酒店，只有

17 个宾馆达到国际家居协会的评级要求，能够达标

接待外国游客。虽然拥有 5300 多个房间，但是在旺

季宾馆满客率超过 120％，需要在房间里安装临时

的床位。在淡季，宾馆满客率不到 15％。酒店的经

营者为了获得利润平均成本，在旺季时期提高酒店

价格。根据 2015 年 Hotels．com 调查，17% 的中国

游客选择五星级酒店，29% 的中国游客选择四星级

酒店，28% 的中国游客选择三星级酒店，只有 7％受

访者选择全包酒店，6％的受访者选青年旅舍。数据

上可以看出，我国游客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旅游比较

看重住宿水平。但是符拉迪许多酒店建设时期较长，

很多是苏联时期建设的，并且旅店的经营者缺乏资

金去更新酒店。

（三）缺乏技术和人才

俄罗斯旅游平台建设方面有待提高，针对客源

市场，俄罗斯旅游企业的广告投放有限，知名度较

低。符拉迪沃斯托克酒店住宿方面 booking 上酒店

数量为 172 家，价格从五百元到千元不等。但在携

程上只有 62 家，可能会导致游客的流失。其他许多

俄罗斯本国的旅游生活类平台，也都缺乏中文、日

语、韩语等语言操作模式，缺乏有语言功底的编程人

员，导致外国游客很难使用这些平台。绝大多数住

宿场所和很多景点购物场所娱乐场所，都缺乏翻译

人员，在沟通存在障碍的情况下，游客的旅游体验很

难得到保障。

四 旅游发展的机遇

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9 年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5.49 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 1.1 万美元。民众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对旅

游的需求快速增加，2019 年出境游人数达到 3.0 亿

人次。在其他市场较难产生变动的情况下，一个快

速增长的市场是更应该受到重视的。目前符拉迪沃

斯托克以对我国公民实行电子签证，签证下发 8 日

内可在符拉迪自由活动。

（一）大图们江开发开放经济带

1992 年，国务院批准珲春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

的边境城市。此后，先后批设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

出口加工区和互市贸易区。2012 年批准成立中国图

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2018 年将珲春出

口加工区升格为综合保税区，2019 年批设跨境电商综

试区，2020 年批准设立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3]，

同时国家赋予珲春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兴边富民等优惠政策。珲春地区的发展

极大带动符拉迪沃斯托克边疆地区的旅游，珲春口

岸是国家一类口岸，距珲春市区 15 公里，在珲春地

区赴俄罗斯的主要旅游目的地有符拉迪沃斯托克、

斯拉夫扬卡、扎鲁比诺、波谢特等港口城市 [4]。大图

们江经济开发带，在综合保税区、互市贸易区、跨境

电商综试区、边境旅游示范区，在辐射带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上实现新突破；坚持以统筹利用好周边国

家地区资源为基础，在能源矿产、纺织服装、海产品

加工、电子信息、现代服务等产业上实现新突破。区

域经济水平、人口规模、消费能力会得到一个显著的

提高。周边地区最具异域风格最不可复制的旅游

目的地就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会形成地区新的旅游

浪潮。

（二）第六届中俄边境及地区旅游合作发展论坛

论坛中，两国代表共同探讨如何为发展旅游创

造有利条件、如何开拓旅游市场，简化旅游通关手

续，在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之间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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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机航班的可能性等问题。此外，在论坛中提出如

下建议：简化游客通关手续、实行签证互认制度。

论坛期间还将举办圆桌会议，以及数项旅游开发区

投资项目推介会。

五 面临的挑战

（一）政府支持力度有限

2020 年，俄罗斯财政收入为 18.72 万亿卢布，支

出 22.82 万亿卢布，赤字为 4.1 万亿卢布，占 GDP 的

3.8%[5]。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大规模发债以弥补。俄

罗斯财政过度依赖于资源能源，一旦国际能源资源

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俄罗斯财政就会出现紧张。俄罗

斯政府虽然对旅游行业十分重视，但现实的情况就

在这里，符拉迪沃斯托克想要发展成旅游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设施就要达标，但俄罗斯的经济很难支撑。

（二）市场风险较大

俄罗斯远东地区政策影响。俄罗斯对远东地区

的开发抱着两种态度，即希望开发远东地区，但又因

为历史原因抱有警惕态度，如果能借助中国的力量

引进资金引进技术会有不错的前景，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工作经商的中国公民有很多，符拉迪市长伊戈

尔·普什卡廖夫也曾经表达过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投

资，但受国际因素影响，投资风险较大。

（三）地区内其他国家旅游发展

整个东北亚地区包括六个国家，日韩方面旅游

知名度、旅游景区建设、配套服务设施、服务水平等

都要强于俄罗斯。中国近些年在旅游方面的快速发

展也是俄罗斯目前自身难以实现的。面对这些国

家，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旅游资源虽然具有这些国家

不可复制的特点，但过于落后的设施必然会带来不

利影响。

（四）疫情影响

2021 年 6 月 18 日，据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发

布的消息，由于疫情的恶化，当地即日起取消 40 人以

上群体性活动，包括庆祝性和娱乐性活动，并限制酒

吧和夜店的营业。同时呼吁市民遵守防疫规定，保

持社交距离，并及时接种疫苗。截至 2021 年末，共

有 62000 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到 2021 年年中疫苗

接种率才达到 10%，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 8% 左右。

在新冠变体不断出现、国际疫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

旅游业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六 符拉迪沃斯托克旅游发展策略

（一）增强对中国市场的关注

尽管符拉迪沃斯托克离中国非常近，但是吸引

不到足够多的游客，来这里旅游的中国游客仅占赴

俄中国游客总数的 8％左右，却占符拉迪沃斯托克

入境游客的 74%。在资金足够的情况下，游客们倾

向于去俄罗斯西部城市，只有少部分人来到远东地

区旅游。2015 年 10 月 12 日，由俄总统普京签署的

《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联邦法》正式生效，为符拉

迪自由港入驻我国企业的经营活动提供了保障 [6]。

（二）加强设施建设

好的旅游资源并不一定能形成优秀的旅游区，游

客旅游的需要并不仅限于景观旅游资源自身，酒店的

舒适程度现代化水平、游览过程中的交通感受、地区

基础设施情况、从业人员服务水平很多因素都会影响

到旅游者的体验。符拉迪沃斯托克需要加强地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先从住宿方面解决，公共设施

难以引资，但酒店可以引进外资来满足游客需要。

（三）多元化发展

符拉迪沃斯托克住宿价格变动的原因就是不同

季节游客数量差异太大，只有在固定的时间段旅游

产业才能获得较高收入。这种情况不利于旅游可持

续发展。可以依托不同的季节进行不同模式的旅游

发展，例如在秋末冬季海滨旅游效果较差，可以适当

发展狩猎游或者森林游览野生动物观赏等。

七 结语

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俄联邦远东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在制造业、对外贸易、渔业等许多方面都取

得了不俗的成果，但是旅游方面未能达到其应有的

水平。拥有地区内独一无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受国内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旅游业发展较为迟

缓。本文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旅游发展的存在的问题、

发展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进行全面分析，希望

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旅游开发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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