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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指导工作时提出希望江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向创新创业要活力，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然而就目前而言，江西省各设区市的旅游产业竞争

力整体水平如何？江西省旅游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充分、不协调的现象？哪些因素构成了现代化旅游产

业体系的发展阻碍？此外，旅游产业是一个集关联性、系统性、协调性等特征为一体的复合型产业，如何优化旅游

产业综合竞争力体系间的耦合协同关系，并在现有水平下谋求旅游综合竞争力的最大化提升？破解上述问题恰恰是

当前深入推进以旅游经济为引领，加快产业现代化转型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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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

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由

此可见，优化经济发展质量、增强产业竞争实力将是下一阶段江西旅游产业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

察指导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江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向创新创业要活力，向特色优势要竞争

力，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胜利。旅游竞争力是衡量某区域旅游产业的规模水平、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基础

设施的配套条件、发展环境的适宜程度以及关联产业的支撑能力等多维体系的综合评价指标，具体表现为在自然生态、经济环

境、社会文化、技术水平以及基础条件等多个系统的协同作用下，所形成的获取产业发展优势、争夺市场价值份额、集聚社会

资源要素的比较能力。通过巩固增强旅游产业竞争力不仅有利于优化旅游供给侧结构、释放市场消费活力、促进综合效益的外

溢、健全完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同时还能有效地平衡地区间旅游竞合关系。如何优化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体系间的耦合协同

关系，并在现有水平下谋求旅游综合竞争力的最大化提升？破解上述问题恰恰是当前深入推进以旅游为引领，加快产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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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迫切需要。 

关于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内涵及外延研究正不断拓展深入，但目前始终未能达成统一而明确的概念。20世纪 80年代，外国学

者主要从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旅游者需求和旅游企业绩效的角度出发来界定旅游竞争力（Haahti，1986；Leiper，1979）。
[1-2]

自 Michael（1990）提出了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理论后，[3]学术界普遍将旅游业长远发展能力、旅游资源要素、市场需求条件、

相关产业表现、企业策略结构或竞争对手表现、政府政策行为以及发展机遇等因素维度用于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上。强调旅

游产业竞争力的可持续性、系统性以及综合性，因此其外延部分较此之前得到更大的扩展，研究成果更加细化丰富，为旅游产

业竞争力的研究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Crouch，2011；Dwyer和 Kim，2003；Perles等，2011；Hassan，2000；Dwyer等，2000）。
[4-8]近几年，国内很多学者还以地域空间系统理论（周礼和蒋金亮，2015；江海旭，2015；刘中艳和罗琼，2015）、产业集群理

论（刘中艳和李明生，2013；胡宇橙和王庆生，2010；刘少和和梁明珠，2015）和竞合理论使春云等，2005；张河清等，2010；

翁钢民和杨绣坤，2012）为视角对旅游竞争力进行研究，从而赋予其新的思维内涵。[9-17]研究方法上很多文献偏重于定性的研究

手段（刘素平等，2008；樊志勇，2016）。[18-19]而在定量研究方面往往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王丽，2014；丁蕾等，2006）、

因子分析法（吴志军和胡亚光，2017；傅云新等，2012）和聚类分析法（江海旭，2015；雷宇和张德化，2014）对区域旅游竞

争力进行评价。[20-25]综合而言，旅游竞争力研究内容已较为丰富，研究视角和方法不断创新完善，然而现有文献主要是以区域评

价为主，缺少对旅游竞争力体系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深入剖析和探究。此外，目前多数成果主要聚焦于对旅游产业横截面数

据的静态分析，面板数据的动态分析却非常少见，进而无法从竞争力演化趋势上系统把握旅游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本

文在充分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从旅游产业的基础

支撑力、发展保障力、旅游扩张力、市场消费力、生态承载力——“五力”体系的视角出发，以竞争力体系间的耦合协调性为

衡量指标，进一步分析江西省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地区发展态势，深入探究江西省区域间旅游竞争力的差异情况以及问题

原因，对正确引导地区间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加快中部地区的快速崛起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二、江西旅游综合竞争力及各类分力系统现状分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而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十二五”期间，江西旅游产

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哪些因素造成了江西省地区间旅游产业发展的不协调、不充分、不平衡？本文采用熵权法和 TOPSIS 法对

2011-2015年间江西旅游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实证测量，从“五力”体系（旅游产业的基础支撑力、发展保障力、旅游扩张力、

市场消费力、生态承载力）的视角，客观认识江西省旅游业发展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短板现状，紧紧

围绕党的十九大战略部署，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发挥独特优势，找准发力点，乘势而上，主动作为，为

江西省旅游产业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提供明确的指导建议。 

（一）江西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动态分析 

在 2011 年至 2015 年间，江西省内各设区市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形成了动态的发展趋势。首先，南昌凭借其完善的基础支

撑条件、优越的产业发展环境以及较强的市场消费潜能，在全省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方面一直保持着高位领先的比较优势，其

演化趋势是以先增后降的小幅微调为主，五年内竞争力指数的变幅大体控制在 0.70 至 0.75 之间。其次，与南昌恰好相反，九

江、赣州、上饶、吉安共同呈现出先降后升的稳态变动趋势，五年间始终维持在全省前二、三、四、五名的位置。再次，抚州、

宜春、景德镇、新余、萍乡较为相似，表现为小幅波动的增进趋势，变幅都处于 0.2-0.3 之间。最后，鹰潭的旅游产业综合竞

争力自 2012 年得到了显著增强，而后续的发展趋势则表现较为平稳。从反映的数据来看，鹰潭的竞争力水平只在 2011 年低于

0.15以下，其余四年都稳定在 0.2左右，五年间始终处在全省旅游综合竞争力排名的最底部。 

（二）江西旅游综合竞争力及其分力系统静态分析 

江西旅游竞争力系统指数分析。由表 1 可知，南昌、九江、鹰潭在各竞争分力上的排名基本上与其综合竞争力的排名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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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其位次差不超过两位，这也充分证明了南昌与九江在江西旅游产业中“龙头昂起”的优势领先地位。作为综合竞争力排

名第三、第四和第七的赣州、上饶、景德镇，其五大竞争力系统中各有 1 项竞争分力指标排名靠后，与其综合竞争力水平相差

较大，分别是赣州与上饶的生态承载力（第 7位、第 8位）以及景德镇的发展环境保障力（第 11位），因此在全面提升江西旅

游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中，上述区域仍需补齐自身短板、优化发展环境、加大生态建设，不断强化并完善旅游产业发展中的薄弱

环节。对于吉安、新余和萍乡而言，均有两个子系统与其综合竞争力排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位居整体综合排名第五的吉安，

在市场消费潜力以及旅游生态承载力方面均处于全省下游水平，从而构成了抑制其产业实力提升的主要瓶颈。新余和萍乡则应

在持续巩固和强化发展环境保障力、市场消费潜力以及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加大对当地旅游基础设施以及旅游公共服务的投

入力度，以旅游市场为中心、以游客需求为导向，不断加强旅游产业市场化体系建设，促进优质的资源要素向高效率的旅游企

业流动，充分提升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积极完善并培育与旅游相关的辅助型支撑产业。抚州（综合竞争力第六位）在生态

承载力方面表现出强劲优势，但在旅游产业发展环境的营造、市场规模的壮大以及消费潜能的激发等方面亟待有效提升和改进。

此外，处于综合竞争力排名第八位的宜春，在依托其良好的旅游基础支撑力和市场消费潜力优势的同时，还应注重对其生态系

统环境的严格保护与和科学开发，充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提升当地旅游生态品牌的形象

魅力。 

表 1 江西省旅游产业“五力”评价体系 2011-2015年均值指数表 

地区 

旅游基础支撑力 发展环境保障力 旅游规模扩张力 市场消费潜力 旅游生态承载力 旅游综合竞争力 

评价指 

数均值 
排名 

评价指 

数均值 
排名 

评价指 

数均值 
排名 

评价指 

数均值 
排名 

评价指 

数均值 
排名 

评价指 

数均值 
排名 

南昌 0.8566  1 0.9072  1 0.7333  1 0.9254  1 0.5199  1 0.7244  1 

景德镇 0.1638  8 0.1574  11 0.4345  6 0.2135  8 0.3492  6 0.2721  7 

萍乡 0.1225  10 0.1801  8 0.1513  9 0.2584  6 0.3839  4 0.2394  10 

九江 0.2985  2 0.4731  2 0.6679  2 0.2988  4 0.4174  3 0.4273  2 

新余 0.1512  9 0.3019  6 0.0547  11 0.2553  7 0.3644  5 0.2527  9 

鹰潭 0.1187  11 0.1771  9 0.1175  10 0.1819  10 0.2878  11 0.1913  11 

赣州 0.2979  3 0.4658  3 0.5142  4 0.3461  2 0.3143  7 0.3687  3 

吉安 0.1995  7 0.3407  5 0.4833  5 0.1773  11 0.3041  9 0.3023  5 

宜春 0.2267  5 0.2563  7 0.2615  7 0.2782  5 0.2946  10 0.2591  8 

抚州 0.2168  6 0.1698  10 0.1683  8 0.2099  9 0.4196  2 0.2758  6 

上饶 0.2576  4 0.3413  4 0.5358  3 0.3060  3 0.3117  8 0.3360  4 

 

2.江西旅游竞争力系统聚类分析。以各竞争分力系统的均值指数作为划分标准，采用系统聚类法将江西省 11个设区市划分

成区域领先型、发展优势型以及积累赶超型三种层次。表 2 所反映的是江西省在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基础支撑力、发展保障

力、规模扩张力、消费潜力、生态承载力上的区域聚类情况。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南昌在各分力子系统中都属于区域领先型的

类别，从而确定了南昌在省内旅游综合竞争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九江、赣州和上饶则归属于综合竞争力发展优势型地区，这主

要归因于相对良好的公共基础条件、优越的旅游发展环境、合理的产业规模结构以及较强的市场消费潜能等因素，然而赣州和

上饶在旅游生态承载力方面依然有待加强，尚处于积累赶超型区域。剩余的 7 个地级市（景德镇、抚州、吉安、新余、宜春、

萍乡、鹰潭）在综合竞争力方面则被划分为积累赶超型区域，占全省地区比重的 64%，说明江西旅游产业总体综合竞争实力偏弱，

并已形成“上小下大”金字塔状的非均衡层次格局。因此，就未来江西省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强化而言，江西尚存较大的提

升和改进空间，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旅游创新、协调、全面开放发展，不断增强旅游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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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江西旅游产业“五力”评价体系聚类分布表 

聚类变量 区域类型 城市数量 所占比重 所辖区域 

旅游综合竞争力聚类 

区域领先型 1 9% 南昌 

发展优势型 3 27% 九江、赣州、上饶 

积累赶超型 7 64% 景德镇、抚州、吉安、新余、宜春、萍乡、鹰潭 

旅游基础支撑力聚类 

区域领先型 1 9% 南昌 

发展优势型 6 55% 九江、赣州、上饶、宜春、吉安、抚州 

积累赶超型 4 36% 萍乡、鹰潭、景德镇、新余 

旅游发展保障力聚类 

区域领先型 1 9% 南昌 

发展优势型 6 55% 九江、赣州、上饶、宜春、吉安、新余 

积累赶超型 4 36% 萍乡、鹰潭、景德镇、抚州 

旅游规模扩张力聚类 

区域领先型 2 18% 南昌、九江 

发展优势型 4 36% 赣州、上饶、吉安、景德镇 

积累赶超型 5 46% 萍乡、鹰潭、宜春、抚州、新余 

市场消费潜力聚类 

区域领先型 1 9% 南昌 

发展优势型 6 55% 萍乡、新余、宜春、九江、上饶、赣州 

积累赶超型 4 36% 景德镇、抚州、鹰潭、吉安 

旅游生态承载力聚类 

区域领先型 1 9% 南昌 

发展优势型 5 45.50% 九江、抚州、景德镇、新余、萍乡 

积累赶超型 5 45.50% 鹰潭、宜春、赣州、上饶、吉安 

 

3.江西旅游竞争力分布态势。从旅游综合竞争力的地域分布来看，全省呈现出典型的“一核带动、南北齐飞”的上下双向

发展格局，相比赣南和赣北，赣中区域普遍受到基础开发条件、产业供求规模、政策保障环境、市场消费水平以及生态体系建

设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形成了江西省内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的中部洼地。此外，在发展优势型的赣北部地区亦存在相对变异情

形。总体而言，赣中部将成为未来江西省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实力强化提升的主攻区域，因此各地区应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认

清短板、精准施策，大力推进全省旅游产业竞争力体系的协调发展和整体提升，使旅游业真正成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幸

福产业。 

三、江西旅游产业竞争力体系耦合协调性分析 

旅游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其发展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系统的有力支撑，旅游竞争力

体系间的耦合协调性将成为制约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在“五力”竞争指数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江

西旅游产业竞争力体系（“五力”体系）的耦合协调性进行了定量测算，其结果对于促进江西省各设区市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通过将五年间的系统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系数进行均值换算，从而整理得到江西省旅游产业“五力”竞争体系耦合协调关

系表（表 3），以便深入把握全省旅游产业五大竞争力系统间耦合协调发展的静态特征。本文主要采用耦合协调系数作为判别全

省各设区市旅游产业竞争力体系协调发展状态的定量指标。江西省旅游产业“五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与表 1 中综合竞争力

评价指数的分布排名较为接近，总体上全省旅游产业呈现出综合竞争力体系均衡协调的发展态势。南昌与九江在“五力”竞争

系统协同方面处于较高等级，分别为良好协调与初级协调。相对而言，景德镇、萍乡、新余和鹰潭属于系统濒临失调的等级，

其余地区则为勉强协调状态。此外，从各区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薄弱的产业基础支撑力是束缚江西旅游产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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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体系间协调发展的主导原因。萍乡、九江、赣州、宜春、上饶等 7 个地区均受到基础支撑力短板的影响，其中，景德镇、鹰

潭还分别受到发展保障力以及规模扩张力的约束，从而阻碍了全省旅游产业竞争效应的有效形成和均衡发展。滞后的市场消费

潜力对九江、吉安两地的旅游竞争力全面提升产生了抑制效应。而南昌、新余则分别属于生态承载力滞后型和规模扩张力损益

型。对于抚州地区而言，其制约因素类型则为发展保障力与规模扩张力同步型。 

表 3 2011-2015年间江西省旅游产业“五力”竞争体系耦合协调关系 

地区 耦合度均值 耦合协调度均值 协调类型等级 主要制约原因 

南昌 0.9788  0.8420  良好协调发展类 生态承载力滞后型 

景德镇 0.9172  0.4995  濒临失调衰退类 基础支撑力与发展保障力共损型 

萍乡 0.9159  0.4673  濒临失调衰退类 基础支撑力损益型 

九江 0.9495  0.6369  初级协调发展类 基础支撑力与消费潜力同步型 

新余 0.8254  0.4566  濒临失调衰退类 规模扩张力损益型 

鹿潭 0.9339  0.4217  濒临失调衰退类 基础支撑力与规模扩张力共损型 

赣州 0.9720  0.5984  勉强协调发展类 基础支撑力滞后型 

吉安 0.9309  0.5304  勉强协调发展类 市场消费潜力滞后型 

宜春 0.9917  0.5067  勉强协调发展类 基础支撑力滞后型 

抚州 0.9352  0.5078  勉强协调发展类 发展保障力与规模扩张力同步型 

上饶 0.9637  0.5688  勉强协调发展类 基础支撑力滞后型 

 

四、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从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动态演变趋势来看，五年内全省总体保持稳定波动和小幅攀升的发展态势。除新余和南昌呈小

幅跌落趋势以外，省内其他地区旅游综合竞争力较 2011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强，其中鹰潭、赣州、上饶、宜春的增幅较为突出。

上述区域主要归因于近年来在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旅游生态资源保护、产业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从而促进了旅游

产业整体水平的显著提升。 

2.从静态区域分布特征来看，江西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一核带动、南北齐飞”的双向发展格局，然

而赣中部却形成了江西旅游竞争力的相对洼地。通过以旅游综合竞争力指数为聚类变量，具体可分为区域领先型（南昌）、发

展优势型（九江、赣州、上饶）、积累赶超型（景德镇、抚州、吉安、新余、宜春、萍乡、鹰潭）三类层级，其中积累赶超型

地区占全省总体面积绝大部分。根据聚类结果表明，江西省竞争力的聚类体系显现出“上小下大”金字塔形的非均衡层次特征，

从而说明全省旅游竞争力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各区域亟待明确自身发展境况，补齐短板、拉伸长板、高效竞合、精准施策，

为全面提升江西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而奋力赶超。 

3.通过静态比较分析江西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后发现，就广大区域而言，全省旅游产业“五力”竞争体系的耦合协调水

平正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的状态，因此应积极强化当地旅游产业基础支撑、环境保障、市场消费、生态优化、规模扩张等

竞争力系统的稱合协调关系，有效促进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与此同时，薄弱的基础支撑力和规模扩张力现已成为

制约全省广大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和障碍。新时代呼唤旅游业的变革，也是旅游业借此建构全新服务体系、制度体系

和治理体系的时机，加快旅游转型升级，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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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策探讨 

1.积极强化对全省旅游产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旅游配套服务支撑条件。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水利、

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在旅游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投资

乘数效应，能够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持久稳定。

在深刻领会新时代对江西旅游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基础上，着力打造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统筹推进航空、铁

路、水路、公路等多维一体的旅游专线建设，有效解决景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通过构建大众化的公共交通网络、智慧化

的旅游信息共享系统以及人性化的旅游服务平台，以技术创新引领旅游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并优化江西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实

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应结合各自区域的形象定位，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内涵，将特色文化元素融入至当地基础设施的设计建

设中，有效推动地域文化与旅游产业基础设施的有机融合。例如，可以借助城建设施、住宿餐饮、交通工具、标识指引、景区

厕所等配套条件作为形象载体，从而有效彰显独特鲜明的城市核心竞争魅力。 

2.充分挖掘全省区域市场消费潜力，为旅游产业的稳步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增强离不开地区整体的经济实力和规模水平，因此应积极营造和培育良好

的市场消费环境，提升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通过推行落实灵活的带薪休假政策、加大旅游产品供给侧的创新力

度、扩充多元化的旅游消费业态等手段，努力留住客人、延长其休闲游览的逗留时间，以促进江西旅游产业综合效益和市场消

费总量的整体提升。此外，广泛利用新媒体、新渠道、新技术和新手段开展多维叠加式的营销推广，重点围绕江西高铁及航空

沿线的城市群进行旅游品牌宣传，积极对接长三角、珠三角、中三角以及海西经济区，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不断拓展省

外及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以独特的宜居、宜业、宜游、怡人的旅游消费环境为亮点，充分凸显江西旅游消费市场的磁极引力效

应。 

3.着力优化绿色生态体系建设布局，助推生态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全面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指出：“实行最严格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根据表 2 结果显示，虽然南昌在全省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排名上

处于优势领先的地位，但从旅游产业“五力”竞争系统协调发展情况来看，生态承载力却是束缚南昌旅游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的主要障碍，因此全省上下应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基础上，着力强化对“三废”的管控治理力度，完善生态环境建设

和碳排放交易的市场化体系，切实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巩固加强绿色生

态系统建设；以绿色生态为标准，优化完善旅游产业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以生态文明为理念，大力推动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通过生态经济与旅游经济的互融创新，使旅游产业助推江西绿色崛起，全力将区域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的竞

争优势、发展优势以及特色优势，同时依托治山理水和显山露水的长效之举，力争使江西省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旅游产

业发展中的新亮点，为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而助力。 

4.着力推进江西旅游产业向规模集群化、范围全域化方向转变。通过区域整体的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重点围绕自身的产

业主导优势，以集群化发展为手段，以“旅游+”模式为纽带，促进旅游资源的有机整合以及优势产业的高效融合，着力提升江

西省旅游产业规模化运营效益。注重对旅游核心增长极的打造培育，促进优势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最终在全省发展空间

上形成以旅游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全域辐射扩散的多级网络格局。在旅游开发模式上，由先前的资源分散开发向整体开放方向

转型，强化全省各区域在旅游产业竞合发展中的协同性、系统性、创新性、独特性，突破旅游地域、时域以及产业疆域边界的

概念，谋求旅游产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综合效应的进一步提升，在全省范围内致力形成聚力并进、相得益彰、全面发展

的联动发展格局，从而实现江西旅游产业综合实力的转型飞跃，主动担当起新时代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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