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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海岛就是旅游天堂吗？ 
——现代性视角下的马达加斯加海岛旅游业

熊星翰

一、引语

作为绝大部分国土处于热带的大型海岛，马达加斯加具备一切热带海岛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自然条件，除了阳光、沙滩、

海洋这些热带海岛旅游所依赖的传统 3S (Sun Sand Sea) 要素，1 马达加斯加还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地方文化。此外，

马达加斯加独立以来，除了数次短期的政局动荡外，并未发生过内战，也未产生极端组织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干扰和威胁。

但是，马达加斯加长期以来并未能“兑现”其旅游潜力。在游客访问数量上，马达加斯加 2005 到 2015 年间到访的国际

游客数目平均每年不足 27 万人，这其中还包括很多借助落地旅游签便利性进行商务考察的旅客。相比较，同一时间段毛里求

斯的年均国际游客到访数是 96 万人 ；莫桑比克是 142 万人 ；南非达到了 889 万人 ；甚至连人口仅 10 万人左右的塞舌尔同期

年均入境游客数量都达到了 21 万人。2 在区域入境游客方面，统计显示 2013 年马达加斯加的非洲地区入境旅客数量不到 3.5 万人，

在与同年非洲国家的对比中，这个数字只高于科摩罗、塞舌尔、塞拉利昂、冈比亚、几内亚和佛得角。3 在旅游业创造的直接就

业数量上，2014 年马达加斯加的相关数据为不到 3.8 万人。4 在旅游收入上，马达加斯加也远远落后于同区域的大多数国家（见

图一）。

图一 1996-2018 马达加斯加与部分东非国家的旅游收入对比 
（单位：十亿美元）

图片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5

长期以来，对于马达加斯加旅游业欠发达形成机制的原因关注较少，对马达加斯加作为一个拥有优秀热带海岛旅游资源、

但却未能很好对它予以利用的原因就关注更少，而这也是对非洲旅游业整体欠缺细化研究的一个缩影。6 有鉴于此，本文将尝试

从热带海岛旅游的特点——尤其是它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现代性社会的特征——来反照马达加斯加的热带海岛旅游，从而尝试

理解其面临的问题，同时也借此来重新检视热带海岛旅游与现代消费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

要强调的是，本文关注的是马达加斯加热带岛屿旅游的维度，而不涉及文化旅游、生物多样性旅游、城市旅游等其它旅

游产业类型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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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带海岛旅游的现代性特点

热带海岛旅游是在热带海域岛屿上发展起来的滨海旅游形式，它对游客的吸引力主要源于温暖清澈的海水、细软洁净的

沙滩、舒适的酒店等。当然，类似的旅游卖点也存在于一些热带和温带的大陆沿海地区，比如环地中海区域、美国佛罗里达

南部和墨西哥东岸。

大众化的热带海岛旅游理念源于英国。19 世纪中后期，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与南部之间的铁路修通后，越来越多的工薪

阶层去往南方沿海城市布莱顿休假。此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的类似区域也依次兴起，其中法国的黄金海岸成为翘楚，

掀起了海岸度假的时尚风潮。7 随着人类交通科技的发展，热带海岸度假的行为从欧美发达国家地区向更远的地方扩展，加勒比

区域、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热带岛屿逐渐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可见，热带海岛旅游是资本主义引领的现代性扩张时形成的人类休闲方式，它有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一）目的地相对与世隔绝的地理条件

上文提到过，热带海岛旅游的雏形是欧洲 19 世纪中晚期开始兴起的海滨旅游，并且当下在一些大陆的沿海地区也有与热

带海岛游类似的旅游模式。但是，相比大陆海滨的旅游，热带海岛旅游又有显著的不同，首先是热带岛屿国家相对孤立、隔

绝的地理特征。热带海岛国家中有不少远离大陆，难以通过陆运交通和其它国家、地区进行联系。

由于具有隔绝、孤立的独特地理属性，大多数热带岛屿国家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对航空客运极其依赖，类似塞舌尔、

毛里求斯这些今天旅游业发展非常成功的岛屿，都借助了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航空产业的蓬勃发展来开拓自己的旅游市场。8

当然，这些岛屿本身优质的旅游资源和正确的旅游发展策略也反过来增加了自身在全球航空网络中的权重。航空发展与岛屿

旅游资源在这些成功的案例中展现出互相成就的正反馈特征。

（二）对抗现代性日常生活的旅游动机

上文提及，热带海岛旅游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发展对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改变息息相关。产业工人群体到海边度假，体

现出现代化过程中，被严格工作节律和枯燥劳动日常所折磨的个体需要一个窗口来摆脱异化的自我。因而，海岛旅客一项重

要的旅游动机是“逃离”(Escape) ——既逃离喧嚣和机械的日常生活，也逃离职场科层制的等级关系。9 类似的，当今蜜月旅行

热衷于选择热带海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一种动机的体现。而“逃离”这一主题也已经成为主流热带岛屿在旅游宣传推广

时常见的话语策略。尽管热带海岛旅游是一种旨在追求“逃离”的超现实体验，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体验，旅行者依然需要在

短期的休假后回到日常的牢笼中。因此，热带岛屿旅游对于旅游产品的供给方产生了如下要求 ：快速进入度假状态以及时间

与价格控制的精确性。10

地理的与世隔绝和优质热带海岛的稀缺性使得相关旅游价格高企，游客在决定支付高额的海岛旅游费用以后，在出行时

有着很高的期待值和急切的心情。这一方面源于逃离现实生活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在于商业社会中，时间和金钱等价转换是

人们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高价格可以争取时间成为一种常识认知。因此，让游客最短时间上岛进入度假酒店成为决定旅游

体验优劣的重要因素。以马尔代夫为例，类似北京、上海这样的大旅游市场中，如果相关旅游产品里前往马累的是直飞航班，

将成为该产品宣传的重要优势。同样的，到达马累国际机场后，如果可以直接前往位于各个环礁的度假酒店也会占得先机，

这样可以避免在马累进行一个晚上的修整和中转。

进入度假状态之后，旅行过程和旅行结束也都需要精确的时间控制，只有这样才能让旅客体验所有旅行合同上所标注的

项目，并且按时复工以避免损失，这无一不体现出现代性的契约关系和经济理性。

（三）极端自然条件与舒适感官需求的对立统一

单就自然环境而言，热带岛屿其实是非常极端的。比如传言中被马克 · 吐温称为伊甸园原型的毛里求斯，11 在 16 世纪被葡

萄牙航海家发现时根本无人居住，而且葡萄牙人和随后而来的荷兰人也都没有能够成功地开拓这片岛屿。马尔代夫的若干环

礁在海水淡化设备出现前，根本不具备发展酒店的条件，甚至连维持生存都不可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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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充满讽刺但却毫无争议的是——热带岛屿旅游需要调和现代化生活条件下敏感、柔弱的身体与海岛本身极端自然

环境的对立（见表一）。尽管很多旅行者在憧憬旅行时带有鲁滨逊式的逃离尘寰的浪漫想象，但是他们的身体是诚实的——被

现代性照料很好的感官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依然期待得到满足，并以此来评判旅行产品质量的好坏。

表一 海岛自然环境特征与现代性感官需求的对立

热带海岛固有环境特征 满足游客良好感官的条件

炎热的日照 空调房、Minibar

潮湿的气候 空调除湿、洗衣烘干、吹风机

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 高速网络、卫星电视

热带海岛自然界的声音 高品质音乐播放、演奏流行曲目的歌手

本地食材和烹饪 多样化、国际化的餐饮

海岛固有的气味 香氛、香薰等

本土的社会秩序 现代旅游业的服务标准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如果阅读携程、去哪儿网、Booking、Agoda 等酒店预订平台上顾客对酒店的评论，会发现在热带海岛旅游中，酒店满意

度除了景色和位置，最重要的因素大都是关乎游客感官体验的设施和服务。在传统的旅游管理领域，对于“待客之道”(Hospitality) 

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其字面意义——宾至如归。13 但通过将热带岛屿极端自然条件和游客感官需求的对立彰显出来，可以

看出“待客之道”其实也是在调和特殊自然环境与现代化消费社会中生活感官习惯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性的对立统一对于

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除了电力、排污、输水，更有与之配套的整个产品供应、维修，以及背后的专业人员团队。

当然，对于感官的奢侈满足中热带海岛游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让旅行者展现自身经济地位、文化品位和生活意趣的

功能。借助全球化中建立起来的对“奢侈”和“享受”的通感，热带岛屿上的所有豪华设施、物品、服务等都能成为自我展

现的媒介，并可能进一步转化为个人的其它资本，这与近一段时间引起关注的“名媛拼单”现象在底层逻辑上其实也有类似

的地方。比如在热带海岛游记中，一个经常能读到的对海水颜色的描述是“蒂芙尼蓝”(Tiffany Blue)，该词汇很好的融合了

奢华消费与热带海岛的自然环境，将商品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旅行体验的个人感知耦合，可以在社交网络上营造由金钱、闲暇、

眼界、经历共同构建的阶层区隔 (distinction)。

三、现代性热带海岛旅游视角下的马达加斯加 ：地理的双面性

整体而言，热带海岛旅游是全球经济发展演化中形成的现代性消费行为，借助这一分析框架，马达加斯加目前发展热带

海岛旅游中优势、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这其中，地理因素成为马达加斯加旅游发展问题中

一个鲜明的特点 ：它既提供了符合当代旅游需求的丰富旅游资源，又成为发展旅游业必须突破的一处瓶颈。

（一）地理之利——丰富与独特

首先，就发展热带海岛旅游的优势而言，马达加斯加最大的强项是地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它超过 4800 千米热带海岸线

上丰富的旅游资源。

除此以外，马达加斯加作为一个符号被世人广为认知，但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点又神秘而陌生，这种能指和所指之间强大

的张力使得马达加斯加在旅游宣传上可以具有很好的效果，为前去游玩的旅客提供小众但是极具感染力的旅行策划，并进一

步转化为彰显个体特征的谈资。在这一点上，很多观看猴面包树游记中的“小王子”情节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猴面包树背

后的生物多样性、秘境等元素都是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给马达加斯加带来的。

但是，相较优势，马达加斯加在热带海岛旅游发展上所面临的问题无疑更为显著，而它们同样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

段九州，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埃及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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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之困——与热带海岛旅游现代性特点之间的矛盾

首先，地理位置与主力旅游市场的遥远以及岛内旅游空间模式的不合理，与现代海岛旅游追求快速进入和精确成本把控

的需求形成冲突。

马达加斯加位于南半球的印度洋西南一隅，与北方主要的旅游消费人群所在地相聚甚远，这显然提升了从欧洲、亚洲、

北美洲前往当地旅行的时间和费用成本。除此以外，马达加斯加国内旅游系统的空间分布本身的不合理也造成马达加斯加滨

海旅游区的进入时间增加。和前文介绍热带岛屿旅游的特征相符，今天前往马达加斯加的游客中，除了少数乘坐豪华游轮短

暂停靠以外，大多数都只能搭乘飞机。但是马达加斯加最主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首都塔那那利佛，这就使得大多数旅游观光

线路必须先从首都前往外省最后再回到首都。对于假期短暂的大多数国际旅游者而言，花费大量时间在往返外省的路途上会

极大影响旅行体验。更何况这种往返路程的路况还非常糟糕，使得旅行时间难以把控，这都和热带岛屿旅游对进入度、时间

等方面的要求格格不入。

马达加斯加的旅游业在 20 世纪初的殖民时期就开始萌芽，彼时随着塔那那利佛与塔马塔夫间铁路的通车，当时前往马达

加斯加的游客能够朝发夕至从塔马塔夫到塔那那利佛，在一天内大致领略马达加斯加东海岸的风景。14 直至今日，这一段路程

的陆上交通依然是按一百年前的速度在运行。从相隔一世纪但行程时间相同这一点上可以发现很重要的一点 ：马达加斯加的

旅游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因为岛屿面积较大，其空间集中度很低，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来支持游客在景点间的移动，所以

如果坚持当前以内陆首都为核心的旅游布局，那么很难复制塞舌尔、马尔代夫这样的小型印度洋岛国的热带岛屿旅游发展道路。

然而遗憾的是，在近年来马达加斯加政府对本国旅游整体布局的规划中，以内陆为优先发展次序的方略依然没有改变。（见图二）

图二 马达加斯加发展旅游的区位优先级分布

图片来源：马达加斯加经济发展局 15

地理空间上布局的缺陷不止提升了旅行者进入目的地的难度，它还会造成基础设施与旅游资源的“错配”。马达加斯加首

都及其周边的中央高原地区在配套基础设施方面的整体水平明显优于沿海地区，然而后者才是热带海岛旅游景观最丰富的区

域。笔者在马达加斯加走访过的大部分海滨酒店、旅馆，都难以保障 24 小时热水，甚至根本还未接通电力，只有少数顶级海

滨酒店配备空调，至于按摩浴缸、自动马桶、高尔夫球车、一线品牌洗浴用品等设施和物品更是难以想象。16

进一步而言，在旅行者既追求美景、又对感官享受极度重视的现代海岛旅游业中，基础设施和景观的空间错配使得马达

加斯加融合热带海岛自然景观和现代性感官享受的程度低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和同类旅游目的地竞争的能力。

此外，作为一个面积庞大的岛国，马达加斯加具备丰富的生态和多样的旅游资源。但是它们在目前的基础设施配置以及

马达加斯加的地理特性上，反而会冲淡热带海岛旅游的辨识度。举例来说，在马达加斯加的旅游宣传中，猴面包树、狐猴、

变色龙、石林乃至多样化的地方文化与族群都是最常见的形象展现，这诚然可以很好地凸显马达加斯加旅游资源的多样性，

但是其滨海风光也再难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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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以海滨度假为目的的休闲型游客，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也会制约着马达加斯加热带岛屿旅游业的发展。两个数据可以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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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现代热带海岛旅游的特点与马达加斯加的情况进行对映后，二者间不兼容的地方从地理因素层面展现出马达加斯加

发展热带海岛旅游时所产生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展示也可以为后发地区发展热带海岛旅游提供如下一些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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