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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文化旅游资源竞争力评价
*1

李红勇 卢杰

【摘 要】: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为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文化旅游因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文

化氛围而呈现强大的吸引力，必将成为未来旅游业持久发展的新动力、新方向。江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

方特色文化鲜明，有着良好的文化旅游发展基础和前景。本文借助江西文化旅游资源的竞争力评价矩阵，对江西丰

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整合进行了定量分析，明确了江西发展文化旅游的竞争优势所在，提出了进一步推动江西文化旅

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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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旅游者已经不仅满足于简单的观光游览，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发展参与

型、民族型、文化型等类型的旅游，拓展旅游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旅游悄然兴起。江西

在历史上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称，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始于先秦，初兴于魏晋，唐宋达高峰，直至元明清而绵

延不绝，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赣鄱文化”。

在中部崛起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江西要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时代特点的文化旅游品牌，必须对江西的各种文化资源进

行整合和有效开发，打造江西独特的文化旅游优势，增强知名度，以文化旅游带动整个江西经济的繁荣和持续发展。因此，明

确江西文化旅游的发展优势，综合各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制订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二、关于文化旅游

（一）旅游与文化旅游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界定，旅游是指人们为了休闲、商务或其他目的离开惯常环境，到其他地方去访问，连续停留时间不超

过一年的活动
[1]

。文化旅游是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集两者的特点与优势于一身，是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而在近

期出现的。当前学术界对文化旅游概念尚无统一定义，世界旅游组织定义为人们想了解彼此生活和思想时所发生的行为。其中

有学者认为，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主要以消费文化旅游产品，体验与享受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内涵，从而获得身心愉悦的一种旅

游活动。
[2]

（二）文化旅游的特点

文化旅游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以旅游文化为基础，在文化的碰撞与互动过程中，相互融洽，形成了多样性、民族性、神

秘性、艺术性、互动性等特征。从表现形态上说，涵盖了古迹文化游览、民俗文化旅游、革命文化旅游、宗教文化旅游、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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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饮食文化旅游、艺术欣赏旅游、休闲娱乐旅游等。文化旅游因其形式多样、内涵深刻而具有强大的魅力与旺盛的生

命力。

三、江西文化旅游资源的现状

江西的文化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并且具有一定的特色，下面是对江西现有的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和总体介绍，以便更清楚

地了解和发现目前江西文化旅游的优势和不足，同时也能为后边发展战略的矩阵分析提供相应的依据，更好地突出江西文化旅

游的特色和发展之路。

（一）湿地文化旅游资源

湿地造就了江西灿烂的文化，同时也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湿地文化，如鄱阳湖的候鸟文化、舟楫文化、稻耕饮食文化等。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国际重要的湿地。湿地文化许多都是通过民居建筑得以保留和传承，其建筑景观及历史遗迹也很

丰富。距今已有 2300 多年历史的赛龙舟，及渔鼓、山歌、龙船歌、舞狮、舞龙等都是湿地舟楫文化的重要特色表现。另外，鄱

阳湖的水上人家、鄱阳湖府凋子货船、江西景德镇罗笼子等也充分体现了江西水域的文化特色。在江西，水稻田湿地面积高达

199.47 万 km2，在各类湿地中比重最大
[3]

。江西有被考古界公认为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的万年县，形成了许多独特的风味饮食

文化。

（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江西犹如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赣鄱大地，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江西在中国近现代

革命史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策源地，而且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革命的中心区域。江西拥有“军旗升起的

地方”南昌，“革命摇篮”井冈山，“红色故都”瑞金，“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安源等一批重要的红色旅游地。此外，中国

共产党人在江西开辟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党人的足迹遍布江西，在革命斗争的同时，也为江西人

民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产，创造并凝结了崇高而伟大的革命精神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也造就了江西绚丽的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

（三）庐陵文化旅游资源

江西吉安古称庐陵，素有“江南望郡”和“文章节义之邦”的美称。古城庐陵历史悠久，苏东坡曾作诗云：“巍巍城郭阔，

庐陵半苏州。”庐陵文化源于七千年前的青铜文化，以“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堆花香”而著称于世。且历代人才辈出，

涌现了一代文宗欧阳修、民族英雄文天祥、独树一帜的大诗人杨万里、铁骨铮铮的名臣胡铨、江南才子解缙、唯物主义哲学家

罗钦顺等一大批享誉中华的名人志士；孕育了丰富深厚的青铜文化、宗教文化、陶瓷文化、书院文化、科举文化和民俗风情，

在一定历史时期代表了民族先进文化的主流，逐步形成了以“人间正气、天下文章”为内核的庐陵文化。

（四）临川文化旅游资源

临川古郡，抚河两岸，名人辈出，文事昌盛，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誉称。有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伟大改革家王

安石、文章大家曾巩、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明代剧坛伟人汤显祖等。“农耕文化”是临川文化的根本，有“江西三大米市”

之誉。傩舞，是“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也是“临川文化”的一块瑰宝。抚州是江南地方戏曲出现最早和最兴盛地之一。

抚州戏曲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位戏剧巨人汤显祖。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标志着中国明代传

奇戏剧发展的新高峰。在书法艺术、科学技术方面也有很大贡献
[4]

。抚州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里有华东地区第一

所尼众佛学院江西尼众佛学院、江西室内第一大佛寿昌立佛和卧佛。总的来说，临川文化在江西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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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家文化旅游资源

江西赣南地区的客家文化底蕴尤为浓厚，由于客家人在海外华侨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将会产生很多经贸交流与文化交流，

使得该项资源意义显得十分重要。海外客家人的寻根问祖将会给拥有客家文化资源的景点和区域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对旅游

景点的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就业有很大的拉动作用，比如于 2005 年在江西赣州市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客家文化节就在世界范围内造

成了很深远的影响。

（六）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江西历史悠久，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区位优势和浓厚的人文气息形成了丰富的民俗文化。江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主要包括

以下各方面：以断发纹身悬棺葬为代表的古越人风俗；以客家文艺客家饮食为代表的客家风情；还有景德镇瓷俗、樟树药俗、

鄱阳湖渔俗、婺源茶俗；以畲族文化艺术风俗习惯节庆活动为代表的畲族风情；还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习俗；

江西风水习俗；也有江西傩舞、永新盾牌舞、江西灯彩等民间表演习俗。其中，赣南风水文化在全国影响很大，像兴国县梅窖

镇三僚村被誉为“中国风水第一村”。

（七）陶瓷文化旅游资源

江西陶瓷文化历史悠久，极负盛名。据考古调查，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就出土了 8000 年到 1万年前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

的夹砂粗红陶和少量的夹砂灰陶残片。魏晋南北朝后，中国瓷器“北白南青”，已成为各地陶瓷总的局面
[4]

。隋唐时期，洪州

窑的青瓷“青莹碧翠”，这些又受越窑青瓷影响较多。两宋时期，江西名窑并兴，景德镇独创青白瓷，成为全国六大窑系之一

的青白瓷窑系，为全国南方青白瓷产区。南宋以后，北方窑场纷纷南迁，这就使景德镇有条件吸收各地的制瓷经验，用以发展

自己。元代，景德镇瓷器同时又出现青花、祭红、祭蓝，在全国独树一帜，驰名中外。明清时期，皇室在景设立御窑，不惜工

本代价烧造御器，至此，“天下至精至美之器，皆饶郡浮梁之产也。”（景德镇隶属饶州浮梁）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的瓷器中心，

并被中外人士誉为瓷都。

（八）道教文化旅游资源

经历了 1800 多年传承历史的江西道教是江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有丰富的道教文化资源，主要体现在

道教祖庭文化、道教神仙文化、道教仪式文化、道教建筑文化、道教音乐文化、道教服装文化、道教医药文化、道教茶文化、

道教饮食文化等方面。龙虎山为道教正一道天师派“祖庭”，在中国道教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和作用。在鼎盛

时期，建有道观 80 余座，道院 36 座，道宫数个，是名副其实的“道都”，是道士的世界王国。三清山为历代道家修炼场所和

隐士的世外桃源，因此，三清山有“露天道教博物馆”之称。

（九）茶文化旅游资源

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江西产茶历史悠久，名茶辈出，茶叶贸易活跃。追溯到东汉，据《庐山志》载：在晋代，

庐山上的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唐代杰出诗人白居易曾挥写诗句，描绘“前日浮梁买茶去”的情景。至宋代，公元 1162 年，

江西隆兴府（今南昌）年产茶 278 万斤，主要品种有双井、西山白露、鹤岭等名茶
[5]

。此时，江西进入了茶叶生产飞跃发展的

时期，年产茶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元明清时期，江西一直都是全国茶叶的重要产区，江西茶税也一贯是全国茶税的重要来源。

据统计，1914 年江西茶叶出口曾创下 33.5356 万担的最高纪录。江西的婺绿、饶绿、浮红、宁红、遂川狗牯脑、庐山云雾、井

冈翠绿、宁都小布岩茶等均为茶中珍品，在国际茶叶贸易中享有较高声誉。

四、江西文化旅游资源竞争力评价矩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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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江西主要的文化旅游资源有一个直观、精确的了解，本文构建江西旅游资源竞争力评价矩阵模型，对其进行定量分

析。该模型的输入是江西主要的文化旅游资源、江西文化旅游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及其权重，输出是江西文化旅游资源的排序，

其实质是根据各种资源对江西文化旅游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的吸引力进行优选的过程。

在本矩阵模型的输入元素中，内外部关键因素的选取是笔者在阅读、分析和整理大量相关文献和数据资料，并咨询专家的

基础上从中选取了 22 个对江西文化旅游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赋予每一个因素相应的权重。另一个输

入元素是文化旅游资源，它是上文所介绍的江西的 9 个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江西旅游资源竞争力评价矩阵模型能够客观地指出哪一种资源对江西文化旅游发展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吸引力是最高的，

其所有结果也能反映各种资源竞争力的大小。分析的主要原理是针对备选方案中的每一资源方案，以层次分析法得出的内外部

影响因素的权重为依据，根据各资源能否具有充分利用外部机会和内部优势，尽量避免外部威胁和减少内部弱点的能力，由专

家小组集体讨论进行评分，给出各备选方案相对应每一影响因素的吸引力分数（AS），并计算出相应的吸引力总分（TAS），最

后得出各备选方案的吸引力总分和（STAS）。

其中，AS 有 4 个分值，分别表示某一种资源的相对吸引力（1=没有吸引力；2=有一些吸引力；3=有相当吸引力；4=很有吸

引力）。TAS 的计算结果由各影响因素的权重乘以相应的吸引力分数而得出。吸引力总分越高，该资源对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吸引

力就越大。STAS 是吸引力总分和，它表明了哪种资源对江西内外部整体环境最具吸引力，哪种备选方案最具竞争力，是吸引力

总分加总而得。具体见下表。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江西的红色文化、陶瓷文化、湿地文化这三个备选方案的吸引力总得分高，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

其中红色文化吸引力分数最高，最具吸引力和竞争力。接下来的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茶文化的得分次之，具有相对次之的吸

引力和竞争力，但是进一步开发的潜力大、发展空间大。客家文化、道教文化、民俗文化得分较其他的相比最低，其吸引力偏

差、竞争力也较低，需要进一步挖掘内涵、增强创新力和特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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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西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打造优势特色文化旅游品牌

从江西文化旅游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说，针对目前江西的 9 个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以红色文化、陶瓷文化、湿地文化

为龙头，临川文化、庐陵文化、客茶文化等为龙身，其他的文化旅游资源为龙尾。做大做强龙头，以龙头带动龙身，舞动漂亮

的龙尾，打造精品文化旅游路线，从整体上将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强大竞争力的综合文化旅游形式及文化旅游目的地，形成

品牌鲜明、特色文化丰富的文化旅游大省和强省。

（二）改进管理体制，加大政策扶植力度

由于历史原因带来的产权不清、活力逐步不足，旅游企业必须走体制创新的道路。针对旅游企业小、散、弱、差的情况，

江西省旅游企业应走联合兼并重组的道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企业集团，并实现旅行社的股份制改造。此外，江西

的文化旅游业总体薄弱，需要有充足的资金以保障文化旅游资源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应该由政府统一制定发展方针，鼓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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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渠道的资金进入旅游开发业，加大开发力度。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土地政策，打破以前的种种限制，以促进江西文化旅游

业的突破，制定优惠的投融资手段，吸引外资和社会资金，对文化旅游业进行产业倾斜，要在各个环节上予以扶持，调动社会

各界的积极性，促进全社会办文化旅游。

（三）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文化旅游促销

江西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对外的宣传力度小，除红色文化、陶瓷文化外，其他优质的文化旅游资源并不为其他省份的游

客所熟知，要发展文化旅游必须要加强对外宣传力度。首先，应重点开拓国内客源市场，加强与周边省市的协作，形成开放、

联动的跨区域旅游客源网络。继续巩固和大力拓展东南亚、日本等传统国际市场，积极开发韩国和欧美、澳新等新兴市场。其

次，用各种媒介和方法宣传江西文化旅游景点，同时与国内外的旅行社、宾馆开展合作，设计出江西文化特色游等专项旅游项

目；政府也要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打好旅游牌、文化牌，使江西在未来的发展中走在文化旅游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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