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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点燃江西发展年 

近年来，江西的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旅游大省未必就是旅游强省。江西的旅游业如何突破长期以来，旅游企业体制僵化、

经营手段单一、管理方式落后等等问题呢？江西正在寻找一条更适合江西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路子。 

日前，从有关部门获悉：江西省在做好“红色旅游”的基础上，正酝酿把几家旅游龙头企业“捆绑”，组建成一个大的旅游

集团，形成一个旅游“航母”，把江西的旅游做大做强。 

一、以“红色旅游”为新“引擎” 

２００５年是国家旅游局确定的“红色旅游发展年”，２００４年江西省红色旅游接待人数达１３５０万人次，收入达７７

亿元，占江西旅游总收入的３０％。江西拥有丰富多样的人文旅游资源和天然旅游资源，尤其“红”色、“绿”色、“古”色旅

游资源更是江西的特色，是全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分管旅游市场开发的江西省旅游局副局长丁晓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旅游市场方面，‘红色’概念提出的时间虽然只

有几年；但是，这标志着管理部门对革命圣地的利用从过去单向的灌输、教育，转变到现在的有效利用，不仅是‘寓教于游’，

还将这种无法复制的‘原创民族精神’的文化资源转化成经济发展的新元素”。 

江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除了“革命摇篮”井冈山外，还有“军队摇篮”南昌、“共和国摇篮”瑞金及“工运摇篮”萍

乡安源；江西也是中国“红色旅游”的故乡，“红色旅游”由江西率先提出，早在２０００年就开始打‘红色旅游’牌了，在国

内，江西最先建立红色旅游区，最先提出红色旅游口号，最先举办“心连心”《红色之旅》节目，很快得到全国的认同，因此“红

色旅游”也很快走向大江南北。 

旅游业是天然的绿色经济，而江西早就将红色旅游的文化资源与美丽风景的自然资源充分调和变成了“金色生产力”。２０

０３年，井冈山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１２１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６．６亿元。２００４年１～１０月，井冈山游客人数已超

过１５０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３．５％、６５．２％。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已成为了当地的

支柱产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４２．６％。而三大产业结构由“一二三”变为了“三二一”的格局；井冈山农民的人均收入

已达２１８４元。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旬由江西省旅游局倡议发起的“２００４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已经将从井冈山点燃的“红色旅游”

火炬传遍全国。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启动，历经江西、湖南、贵州等１５个省市，耗时近１个月，行程两万里，１１月１

５返回井冈山，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孙钢对此评价为“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一个壮举”。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底，江西吉安市“红色之旅联谊会”在深圳一个上午就签下５７个项目，投资总额高达２１．２亿元人

民币，吸引了新加坡新达科技集团、香港南益集团、中信（深圳）集团等产业大鳄。 

按照规划，到２００５年，江西省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需占全省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总收入的１／３以上；到２００７

年达到４０％左右，真正使“红色”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记者从国家旅游局了解到，为了推动“红色旅游”的发展，国家旅

游局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发展“红色旅游”的总体构想，即全面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大力构建“红色旅游”体系，不断

推出“红色旅游”精品和线路，并逐步辐射到其他“红色旅游”区（点），争取５年后全国“红色旅游”区（点）的年接待人数

达１．５亿人次、综合收入３８０亿元；１０年后全国“红色旅游”区（点）的年接待人数达３亿人次、综合收入１０００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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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破各种制约因素 

江西“红色旅游”的经济“战事”已经开始，２００５年更将是“遍地硝烟”，但有业内人士指出，尽管近年来江西旅游市

场增长较快，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和外商投资的迅猛增长，并非纯旅游市场的良性增长。应该说，目前江西旅

游市场还存在诸多要突破的制度障碍和软硬环境的滞后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江西省副省长孙刚说，江西旅游在拥有机遇的同时，旅游经济的发展也受众多因素制约。首先是体制方面，旅游产业机构

还不够合理，计划经济痕迹尚未完全消除，旅行社行业服务不规范现象严重，同时，旅游业所需要的规划、策划、开发和管理

人才严重不足。 

江西境内享誉中外的红色故都瑞金，凭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地，成为

“井冈第二”旅游明星。据当地的接待人员介绍，目前瑞金只有两家二星级酒店、５家三星级酒店，全市酒店床位约２２００

张，面对全国红色旅游的热潮，瑞金市的游客接待能力明显不足，更主要的是，管理上条块分割现象依然存在，一个景点的主

管部门涉及旅游、文化、宗教及文保等方面，往往互相掣肘，效率不高。 

更令人忧虑的是，“小、散、弱、差”是江西旅游业的普遍现状，旅游企业缺乏竞争力是江西旅游发展的一大顽症。 

“一个山体，多家分治”的结构也制约了旅游资源的价值开发，因此，很多研究学者呼吁：打破行政区划和行业界限，以

市场为导向、产业为纽带、网络为重点、效益为中心，推行“小政府，大服务”，整合资源，创整体品牌。 

三、整合资源组建旅游“航母” 

从２００４年起，江西省旅游行业开始享受到一系列的“特殊待遇”。如，对江西省旅游星级饭店、餐饮和商贸行业用电价

格在现行商业电价的基础上适当下调；旅游星级饭店实行与工业企业同等的用水价格；经江西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旅游

定点汽车，在２０１０年年底前免征客运附加费；江西省财政每年将安排一定的资金作为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江西省直旅

游企业上缴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全额安排支出预算，用于支持旅游业的发展。 

江西省为了发展旅游经济，给旅游行业一系列的“特殊待遇”，目标是建设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旅游休闲的“后花园”，这个

定位符合江西省的实情。如何才能做大做强江西的旅游产业呢？ 

“我们今年就是要重点发展旅游业，并在年内初步形成游、购、娱、吃、住、行系统配套的大旅游产业框架，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江西省旅游局的一位负责人说。“这项工作的相关细节还需磋商，具体措施也还没有出台。”江西省发改委的工作人

员说，“现在组建这个旅游集团就是为了消除原有各机构之间出现的摩擦现象，以利于景区的加快开发与建设。同时为适应市场

需求，在吃、住、行、娱等环节组成集团公司，还可以化解风险，弥补某一环节因效益问题带来的制约影响。”他补充到。 

“组成江西省大旅游集团，政府促销，企业跟进，彻底改变体制跟不上市场的局面。”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熊伟表

露自己的想法。 

“江西省这样以集团化来整合相关产业链条的做法，与发达国家的旅游业做法相一致，比如，在旅游业中，交通环节的利

润往往很薄，而娱乐方面的利润往往很可观，因此通过组建集团，将娱乐业的利润弥补给交通环节，这对于促进旅游业的长期

发展是一项良策。”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的严教授说。 

从江西省旅游局了解到，今后江西省还要在这次的基础上，通过联合、兼并、收购或股份制改造，加快组建全省性旅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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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实现跨区域、跨行业发展和网络化、集团化经营。通过多种市场化手段，未来，江西的旅游市场运作机制，将会呈现出一

系列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