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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洋文化产业，作为海洋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对推动海洋产业升级、延长海洋产业链具有重要作用。
在体验经济学的背景下，通过调研上海临港新片区，在获得相应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其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状

况，并运用ＡＳＥＢ栅格对其如何体验式开发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分析。研究发现：临港固有相对丰富的海洋文
化、渔业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但存在体验性不足、品牌形象不强、开发方式单一问题，这制约了该区域的发

展。为此，提出如下建议：（１）突出海洋文化产业的体验性；（２）塑造海洋文化产业的体验形象；（３）优化海洋
文化体验品牌，提升知名度与影响力；（４）打造以滴水湖为依托的系列体验业，推动形成海洋文化产业集聚效
应；（５）加强当地高校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支撑。这将有助于新片区中心城区未来海洋文化产业的合理开发，
以期能够为新兴沿海城市发展相关产业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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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海洋产业是提升海洋经济，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的重要部分。海洋文化产业作为海洋产

业的重要一环，泛指从事涉海文化产品的创意、

研发、生产、营销的经济业态，是文化产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备“文化 ＋产业”的双重属性，包含
休闲渔业、海洋会展业、海洋典庆业、海洋影视业

等。

随着当下生活水平及工资收益的提高、休假

时间的增多，促使人们对休闲度假、安全绿色、身

心愉悦等体验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产业的

体验型发展正在成为未来趋势。我国目前对于

海洋文化产业的研究较少，对其体验性的研究更

是凤毛麟角。而未来产业的发展必须注重转型

升级，融入体验性对今后开发相关产业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临

港新片区海洋文化产业开发现状的基础上，从体

验经济的视角对其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１　体验经济及视角下的海洋文化产业

１．１　体验经济
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阿尔文·托夫勒

（ＡｌｉｖｉｎＴｏｆｆｌｅｒ）就在《未来的冲击》中提到体验业
将成为继服务业之后经济发展的支柱。在１９９９
年，美国约瑟夫·派恩二世（ＪｏｓｅｐｈＢ．ＰｉｎｅⅡ），
詹姆斯·吉尔摩（ＪａｍｅｓＨ．Ｇｉｌｍｏｒｅ）著作的《体验
经济》一书的诞生促使体验经济的发展。体验经

济即：“以商品为道具，以服务为舞台，以提供体

验作为主要经济提供品的经济形态”。它是一种

新的价值源泉，是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的第

四种经济提供物，与产品、商品、服务、体验相对

应，其中农产品是可加工的，商品是有实体的，服

务是无形的，体验却是令人难忘的，每一阶段的

蜕变都代表着经济价值的提升［１］。体 验 也 被

分为娱乐型体验（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教育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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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逃避式体验（Ｅｓｃａｐｅ）、美学体验
（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ｓｍ）四类。
１．２　体验经济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体验经济从产生开始就带给产业以新发展

的视角与理念，尤其是对服务业的升级。从旅游

体验上来看，发展应以“体验为主，休闲和观光为

辅三位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２］，阐述了体验在

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性。从旅游的社会功能

角度看，体验不仅仅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一种

心理升华，更是追求整个旅游目的地人文环境的

和谐与归属，同时当地居民对环境的认知和保护

也会提升旅游的深度和品位，从而减少旅游体验

的刻板效应［３］。以体验性为未来发展趋势的时

代，应注重顾客的内在需求，即通过调研与分析

他们所需要的体验类型、体验项目以及通过体验

想要获得的收益等因素对项目进行合理开发。

产业发展只有深入挖掘顾客体验需求，落实体验

供给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获得新发展。

１．３　体验经济视角下的海洋文化产业
新时代下，海洋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独特的海

洋性，还广泛融合了其他产业的特点，具有跨界

兼容的多元之美［４］。从体验经济视角来看，对于

海洋文化产业的体验性研究很少，而休闲渔业作

为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可借助其体验

性视角来看待海洋文化产业的体验性发展问题。

体验型休闲渔业即“以水产品、水生生物和渔业

工艺为道具、以渔业服务和渔（鱼）文化为舞台、

以提供“三渔（渔区、渔业、渔民生活）”体验作为

主要经济提供品的渔业经济门类或形态”［５］。类

似地，海洋文化产业可被视为以涉海文化产业的

生产、运营、科技展示为道具，以海洋文化和海洋

服务等为舞台提供“海洋艺术文化性”特色体验

作为主要经济提供品的发展形态。海洋文化产

业的体验经济发展是以创新设计、尊重人性的多

元化需求为原则，合理规划涉海产业发展类型与

发展空间，在满足人们体验性需求的同时促进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

２　临港新片区概况及海洋文化产业的
ＡＳＥＢ栅格分析

２．１　临港新片区相关概况
上海临港新片区（以下简称新片区）位于长

江口与杭州湾交汇处，作为一个新兴潜力城区，

有着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资源与区位优势。其

北临浦东国际航空港，南接洋山国际枢纽港，是

上海沿海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具有海陆空综合交

通优势。近年来，新片区以“打造开放创新、智慧

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为目标打造现代化新

城［６］。新片区的功能分为几个主要片区：前沿产

业区、中心主城区、国际创新协同区、特殊综合区

及现代服务开发开放区。中心主城区作为新片

区的标志和重要部分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实体

支撑，建立“官产学研”协同发展模式利于带动当

地海洋文化产业及海洋经济的发展［７］。因此本

文主要以临港中心主城区作为探讨体验型海洋

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区域，城市的全面协调发展

需要文化类产业的繁荣助力，这也利于临港实现

建设宜居现代化新城的目标。

２．２　ＡＳＥＢ栅格分析法
ＡＳＥＢ栅格分析法是曼宁等在 １９８６年对行

为分析方法的拓展，将消费者需求分为活动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环境（Ｓｅｔｔｉｎｇ）、体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和收
益（Ｂｅｎｅｆｉｔ）４个层次。ＡＳＥＢ栅格分析法将
ＳＷＯＴ分析中的４种因素与 ＡＳＥＢ中的４个需求
层次相对应，形成１６个单元的矩阵，按顺序从ＳＡ
到ＴＢ对各个单元逐次进行分析研究，并以栅格
的形式列成表格，即为ＡＳＥＢ栅格分析方法［８］，见

表１。

表１　ＡＳＥＢ栅格分析单元矩阵表
Ｔａｂ．１　ＡＳＥＢｇｒｉ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ｔｒｉｘｔａｂｌｅ

项目Ｉｔｅｍ 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环境Ｓｅｔｔｉｎｇ 体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利益Ｂｅｎｅｆｉｔ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ＳＡ ＳＳ ＳＥ ＳＢ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ＷＡ ＷＳ ＷＥ ＷＢ
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Ａ ＯＳ ＯＥ ＯＢ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Ａ ＴＳ ＴＥ ＴＢ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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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临港新片区主城区海洋文化产业的 ＡＳＥＢ
栅格分析

结合临港新片区中心城区已有的海洋文化

产业资源情况，运用 ＡＳＥＢ栅格分析法对其进行
综合梳理与系统概括，得出如下１６部分内容：

（１）ＳＡ：①滨海旅游新兴城市，可开展旅游文
化活动。②临港自由贸易区区位优势。③滴水
湖周围可开展的海洋文化艺术展活动。④中国
航海博物馆的海洋文化展示等；（２）ＳＳ：①国家海
绵城市示范地之一，环境优美。②优美别致的自
然环境，位于东海之滨，水域环境极佳。③原生
态风光与人工美学构建的完美结合。④海洋文
化与江南文化相融。⑤临港科技创意园及附近
高校提供对海洋文化产业开发的支持。⑥旅游
环境资源丰裕，花鸟鱼水一体化圣境；（３）ＳＥ：①
湖心岛的水上休闲运动、游艇体验。②洋山港附
近海域、芦潮港休闲渔业项目。③滴水湖皇冠酒
店的海景旅游式居住。④南汇嘴观海公园的“司
南鱼”观光区及渔文化学习体验、滨海森林的游

赏体验等；（４）ＳＢ：①周末节假日可供享受的旅游
休闲场所。②获得多样化活动体验而产生的满
足感与幸福感，家庭亲子间难得的户外体验等。

③增添对海洋文化知识的了解，加强人们对海洋
环境的重视。④带动临港当地的海洋文化产业
与旅游业的发展；（５）ＷＡ：①临港目前知名度不
高，可开展活动有限。②海洋文化产业活动项目
结构较为单一，缺乏多样化设计。③海洋文化产
业还未形成产业集聚效应。④游客参与活动后
的记忆留存度不高。⑤存在同质化现象；（６）
ＷＳ：①临港周边有关道路交通设施正在规建中，
部分地区难以满足游客多方面需求。②休闲垂
钓业、海上运动业等开发规划还需要完善，公众

参与度不高。③品牌效应不强，海洋文化产业还
未在全国建立深刻的品牌形象；（７）ＷＥ：①目前
临港地区的海洋文化产业还未开发出大众性体

验产品。②海洋文化展及休闲项目体验多为观
赏性、互动参与性不强。③国人的海洋知识及意
识不足，难以很好投入到活动感受中。④多数游
客参与体验时间较短、走马观花般的游赏，没有

留下记忆体验；（８）ＷＢ：①临港部分地区属于填
海造陆而来，造成可供游客体验的部分原始生态

消失。②游客大多数属于观赏性游玩，体验不深

刻。③存在单一讲解教育的被动体验降低满意
度；（９）ＯＡ：①国家及上海市对海洋文化产业的
政策支持。②海洋文化产业的开发带动旅游、购
物、会展等相关产业的发展。③海洋文化产品可
供二次开发的潜力空间巨大。④借助临港自贸
区的宣传和挖掘海洋、渔业文化。⑤当下人们对
休闲体验的需求增加；（１０）ＯＳ：①国家以海洋文
化产业发展支持建设海洋强国的政策导向。②
临港新片区的区位助力。③人们现生活水平及
休闲时间的增多利于海洋文化产业的体验式发

展。④资源的丰裕给产业发展带来的有利条件。
⑤临港大学城如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
高校对专业人才的输送；（１１）ＯＥ：①深度挖掘临
港海洋文化，多途径打造特色化的体验活动。②
大力宣传临港地区以休闲主题的体验活动。③
打造海洋文化体验业是今后经济生态耦合发展

的产业，助力建成全国模范单位。④临港集城市
与乡村元素为一体，是人们靠近海洋，体验生活

的窗口。⑤提升游客对项目的参与积极性，促使
形成深刻体验记忆；（１２）ＯＢ：①发展海洋文化产
业符合当下发展的主题，为社会创造生态、文化

和经济效益。②开发多样化的体验项目以增强
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③游客对海洋文化产
业的兴趣与日俱增。④拓展产业链，加强产品创
新性。⑤注重提升体验层次，使顾客获得更为重
要的“４Ｅ”体验的交叉地带；（１３）ＴＡ：①开展的活
动存在季节性差异。②尚缺形成规模化的海洋
文化活动。③浙江舟山嵊泗等地海洋文化产业
的强有力竞争；（１４）ＴＳ：①当下经济发展活动对
海洋文化、渔文化的侵蚀。②海上活动及周边休
闲体验活动的设施还未完善。③海洋资源的养
护及环境的保护存在问题，如邻近东海海边附近

垃圾污染对海域环境的影响；（１５）ＴＥ：①游客所
需体验场景与现有提供项目之间存在的差距。

②以体验为主的海洋文化产品开发设计难度较
大。③项目的多样化开发带来的不可控性；（１６）
ＴＢ：①如今人们对体验要求高，某些产品效益不
能够满足顾客预期。②产品加入过多现代化设
施可能造成休闲海洋文化自然体验的失真。③
人们对体验本身要求的个性化、多样化的项目难

以量化其获得的收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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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临港新片区中心城区海洋文化产业体
验式开发的建议

　　通过对新片区海洋文化产业的ＡＳＥＢ栅格系
统分析可知，当地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较为粗

放，存在体验性不足、体验品牌效应不强、开发方

式单一等问题，未来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寻求有效

应对之策。因此，应整合已有资源优势，从体验

经济的视角可对其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３．１　突出海洋文化产业的体验性
体验经济时代，临港应该重点突出海洋文化

产业的体验性，构建个性化、交互式体验项目，可

从以下４种体验类型作为设计参照。（１）娱乐体
验：海洋文化产业间的项目设计主要在于考虑顾

客诸如家庭间、亲子间、情侣间等社会关系的娱

乐体验与情感体验，以增强亲密感；（２）教育体
验：海洋文化的意义广而深远，产业项目应提供

给游客以互动式体验，增加海洋文化的趣味性讲

解与沟通，让海洋文化在顾客心中留下深刻记

忆；（３）逃避式体验：注重产业项目激励性与竞争
性的开发，提供顾客寻求刺激的需求，如海昌海

洋公园关于人鱼互动体验的优化再升级，使游客

能获得难忘的体验；（４）美学体验：当地海洋文化
产业实体支撑的诸如航海博物馆、天文馆及海昌

公园可以承接美学体验的项目设计，延长体验时

间和通过专业评价可以提高人们的艺术体验感。

３．２　塑造海洋文化产业的体验形象
体验效益存在于顾客的交互感受过程的方

方面面，受到众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在

于３大方面：即体验主体、体验客体与体验路径。
体验获得的满意度要综合考量３大影响因素，建
立起良好的体验形象。一方面，优化临港周边的

交通、文化环境、人文环境等基础设施，提升其作

为体验客体的硬件条件，提升外部形象；另一方

面，通过设计多样化海洋文化产业项目的体验路

径，如导游与游客互动、游客与游客互动、名人游

客互动、人海互动等方式进行丰富的体验途径，

完善体验正面形象；最后，体验主体是体验环节

最不可控环节，也是量化体验收益的主体，受个

人兴趣爱好、知识水平、性别年龄、职业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因此，需要综合顾客各因素，开发专

属化、个性化体验项目，提供给顾客亲自参与、亲

自设计、规划、竞赛等环节。顾客自己设计的作

品展现不仅可以得到自我尊重与自我实现，还能

更好满足其内心需求，量化其获得体验收益，从

而使海洋文化产业建立在顾客心中良好的体验

形象。

３．３　优化海洋文化体验品牌，提升知名度与影
响力

临港的海洋文化品牌建设应该成为今后转

型升级的重要任务，结合已有的海洋文化产业是

打造品牌的基础，笔者认为具体品牌可进行如下

建设：（１）设计中国航海博物馆个性化的教育体
验与亲子体验项目。升级如天象馆探索、航海体

育与休闲、航海历史馆、渔船与捕鱼等诸多体验

项目。设计多样化互动环节，形成新的“中国航

海教育体验”品牌并强调其体验性与全国的唯一

性；（２）强化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品牌形象。由于
刚刚建成运营时间不久，所以在全国还未具有较

大的知名度，可实施品牌营销战略，塑造品牌特

性。具体以观赏鱼结合教育体验为主题展示，如

水舞鱼间、海底奇域、海洋部落、白鲸之恋等极具

吸引游客的体验项目与观赏活动，能起到娱乐和

学习知识的双重体验效应。其次，拥有特色的海

昌公园主题度假酒店亦可发展休闲海洋度假业，

无论是体验项目本身还是其温馨住宿都能给人

们一种舒适的体验。（３）打造春花秋色公园浪漫
体验品牌，该公园拥有湿地岛屿、湿地栈道、景观

塔和桥、旱溪、集雨水花园为一体的景观风貌。

其属于滨水活动区，可提供露营、拓展、情侣及亲

子等活动，人们可以结合湿地体验，靠近自然水

域，了解海洋及生物栖息规律，获得深刻难忘的

体验旅程，还有助于海洋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有

机融合。

３．４　打造以滴水湖为依托的系列体验业，推动
形成海洋文化产业集聚效应

滴水湖上的湖心三座岛屿，西岛、南岛、北岛

是开展休闲垂钓、海洋艺术展览、游艇帆船、娱乐

体验、教育体验等良选之地。可根据具体条件开

展以滴水湖水利风景区为依托，发展休闲放松、

娱乐挑战、技能学习等多样化体验项目，让游客

获得学习、运动竞技、娱乐等一体化的优质体验。

具体如表２所示。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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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滴水湖各区域可开发体验项目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ｃａｎｂ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ｅａｃｈａｒｅａｏｆＤｉｓｈｕｉＬａｋｅ

滴水湖环形区域

Ｒ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ＤｉｓｈｕｉＬａｋｅ
可供开发休闲体验项目

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ｉｓｕｒ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ｔｅｍｓ
北岛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ｉｓｌａｎｄ 海洋文化艺术体验、环湖观光、休闲垂钓、美学体验等

西岛Ｔｈｅｗｅｓｔｉｓｌａｎｄ 雅致环境体验、音乐节、海洋节活动、教育体验等

西岛北 Ｎｏｒｔｈｏｆｗｅｓｔｉｓｌａｎｄ 假日休闲体验、烧烤基地可供家庭、亲子交流、旅游体验

南岛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ｉｓｌａｎｄ 休闲娱乐体验、公园观光、垂钓业、游艇体验等

南岛Ｂ、Ｃ区ＳｏｕｔｈａｒｅａｓＢ，Ｃ 帆船俱乐部、水上竞技、休闲娱乐体验等

南岛Ｄ、Ｅ区ＳｏｕｔｈａｒｅａｓＤ，Ｅ 游艇、骑行俱乐部、游乐场等竞技、假日酒店的休闲体验

周边区Ｔｈ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ａｒｅａ 海洋展览馆、国际艺术园、诗歌馆和书局等教育与美学体验

　　由表２及现有开发情况可知滴水湖西岛风
景怡人，可把原有存在的音乐节、海洋节等活动

升级为以游客体验型为主的海洋文化活动；南岛

以打造休闲娱乐为主，该区域具备开展规模化的

游艇体验业、水上竞技运动等条件；北岛面积最

大，也是城市核心区域，以建成临港文化艺术之

岛为目标，打造临港最具吸引力的亲水体验、海

洋文化与艺术体验中心。此外，由于滴水湖可提

供的休闲垂钓、游艇体验、湖光欣赏等一系列体

验活动，在周边现今正在形成关于海洋艺术配套

类的陈列展览馆、临港国际艺术园、诗歌艺术馆、

大隐湖畔书局及相关海洋影视播放厅等展现海

洋文化的平台。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

应该鼓励相关体验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政

策、资金支持，积极推进滴水湖周围的海洋文化

体验业与休闲业相融，由此便可形成集休闲旅游

业、水上竞技业和海洋文化体验业等为一体的产

业集群效应。

３．５　加强当地高校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支撑
临港大学城有诸如上海海洋大学、上海海事

大学等高校驻足，有着对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支

撑。涉海类高校对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含渔文

化、鱼文化）、航海等领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科

学研究，应加强其对当地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支

撑。一方面，加强高校对海洋文化产业的实体支

撑：如上海海洋大学涉及海洋文化的合作项目和

学校的相关教学设施，上海海事大学涉及船舶制

造、航海研究的实体项目与校内相关建设等可作

为当地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实体支撑。另一方

面，加强高校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文化支撑：其一，

高校本身就在对海洋文化及海洋产业进行传承

与发扬，这可追溯到高校成立之初；其二，随着时

代变化与发展，高校对海洋文化内涵的创新研究

不断提高；其三，高校开设海洋文化产业的课程，

培养和输送专业人才。高校的软硬件支撑有利

于临港丰富和完善海洋文化产业，也为发展体验

型海洋文化产业奠定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４　结语

体验经济时代的悄然而至，随着人们经济收

入和休闲时间的增多势必会促使对更高层次需

求的追求，单纯的服务业已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追

求。鉴于此，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应该重点发展

产业的体验性，这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城市

的蓬勃发展必然离不开相关文化产业的兴起，临

港新片区以建设现代化宜居人文新城为发展定

位，必然离不开文化产业的重点支撑，海洋文化

产业的体验经济性开发不仅能有效增强人们对

休闲产业的消费意愿，还能缓解经济发展和文化

资源缺失的矛盾。其次，在体验经济背景下，产

业的开发价值可以促使生态、文化、经济三者之

间的协调发展。新片区中心城区充分挖掘自身

所具备的资源优势，打造体验型海洋文化产业，

将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蓬勃发展，同时

也为全国类似的沿海城市提供发展借鉴。最后，

文化产业的体验型发展还能有效培养国人的海

洋文化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有助于人们获取深

刻的幸福感与体验感，增强海洋文化自信，为建

成海洋强国提供经济和文化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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