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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 

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熊文平
1
 

（南昌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9） 

【摘 要】：加快推进江西省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促进江西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是促进江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

要途径，是促进江西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江西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内涵深厚。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发挥江西乡村旅游资源优势，促进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分析了发展江西乡村旅

游的有利条件，提出了发展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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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处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著名的渔米之乡，乡村旅游资源丰富。近些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计划和国家首批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江西）的推进，江西充分利用区域内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乡村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江西省旅游产

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纵观近些年江西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些地方出现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运营模式单一、产业

化整合不够等问题，也有些地方为了短期经济效益急功近利。如何才能使江西地区乡村旅游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如何在新

型城镇化背景下提升江西乡村旅游竞争力，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难题。 

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效保障。所谓的新型城镇化是

以科学发展观念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坚持集约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城乡统筹、环境友好、

生态宜居、社会和谐的新型发展模式。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镇的基础配套设施越来越齐全完善，可以满足游客的吃

住行游购娱等需要，这样将有效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发展乡村

旅游，可以美化和保护生态环境，可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可以使当地的居民参与其中，增加当地

的农民收入，可以促进涉及到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1 江西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 

1.1生态优势 

江西省属于革命老区，是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传统工业产业发展相比发达地区而言较弱，因此江西省大部分地区生态破

坏相对较小，生态环境保护较好。优美的生态环境是江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江西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63.1%，是全国唯

一所有设区市都被评为“国家森林城市”的省份。2019 年，江西省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2.4%，其中，国家考核断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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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良率 93.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8.4个百分点。截止到 2016年 12月的统计，全省共有全国自然保护区 15处和全省自然保

护区 37处。江西省由于自然生态环境较好，与福建省、云南省同时评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1.2区位优势 

江西地处江南地带，位于长江中下游，东面靠近浙江省、福建省，南面连接广东省，西面紧靠湖南省，北面毗邻安徽省、

湖北省。江西省区位条件优越，交通运输方便快捷。京九铁路、沪昆高速铁路、京台高速铁路等铁路贯穿境内。京福高速公路、

沪昆高速公路、赣粤高速公路、福银高速公路等高速公路横贯各地。206国道、105国道等几十条国道连接各县市。江西省已经

形成铁路、公路、水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运输网络系统，从而提高了江西乡村旅游的可达性。另外，江西省名山名水名村

旅游线路众多，分布庐山、三清山、井冈山、婺源等旅游景区，旅游交通便捷，旅游中转优势比较明显，为游客来江西乡村旅

游提供了方便。 

1.3资源优势 

江西的自然环境资源丰富，庐山、井冈山、三清山、武功山等景区风光秀丽。亚洲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碧波万顷。江

西明月山国家森林公园、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江西龟峰国家森林公园等国家森林公园分布江西省各地。 

江西人文景观资源丰富，群星璀璨，特色鲜明。涌现出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11 世纪改革家王安石、田园诗人陶渊明、民

族英雄文天祥、理学大师朱熹等历史名人。江西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革命根据地的摇篮井冈山、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工人

运动摇篮安源、苏维埃政权摇篮瑞金等红色旅游景观，这些景观都折射出江西省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千年

古村流坑、千年古镇景德镇、千年书院白鹿洞书院、千年古寺东林寺等景点，无不反映出江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

书院文化、陶瓷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戏曲文化等文化交相辉映，从各个层面体现了江西省丰富而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

资源。 

1.4政策优势 

2018年 1月，国家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2018年，国家颁布《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乡村旅游提供了指导意见。随着《关于金融支持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建设的通知》的颁布和实施，中国农业银行为重点乡村旅游村提供了 1000亿资金支持。以此同时，江西省也出台了一

系列的帮扶政策。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乡村旅游的意见》，提出了充分发挥江西乡村旅游优势、保障江

西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多项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为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2 江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2.1实施江西乡村旅游精品发展战略 

精品是旅游特色的升华，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石。江西乡村旅游只有开发精品，才能较好地吸引游客，才能树立良好的江

西乡村旅游形象，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江西乡村旅游资源数量众多，区域分布相对

比较集中，在开发中要抓住重点，树立精品，塑造江西乡村旅游资源大省的良好形象。 

实施精品战略，要形成系列，高标准、全方位、高质量、多层次进行打造。具体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建设江西乡村旅游产

品精品；二是创建江西乡村旅游目的地精品；三是重点推出江西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四是大力开发江西乡村旅游商品精品；五

是建设江西乡村旅游网站精品；六是办好江西乡村旅游节庆活动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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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实施江西乡村旅游资源整合发展战略 

传统的单点突破、孤军深入已经成为过去，打破界限、整体规划、资源整合才能促使当前旅游业又快又好发展。江西乡村

旅游发展要针对旅游资源特色，利用多种媒体对外宣传，提升乡村旅游整体形象，形成品牌。要注意与其他旅游资源项目整合，

把乡村旅游充分体现在江西精品旅游路线中，融入到江西旅游业中。要改变单一开发乡村旅游的观念，充分挖掘和整合旅游资

源，将江西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好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三张牌。要根据客源特色做好产品

资源优势互补，不仅要挖掘江西乡村文化内涵，满足游客观光需求，还要通过活动使游客参与其中，增强游客休闲体验的乐趣。

为此，需要整合乡村附近的旅游景区，或者在乡村旅游保护区外建设水上娱乐项目旅游区、休闲生态旅游区和休闲度假旅游区

等项目，并拓宽各景区景点的旅游功能。 

2.3实施江西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战略 

乡村旅游产业化具有集聚效应，可以将资金、技术、人力等要素集聚；具有规模化的优势，能够促进旅游产品的营销；具

有集约化效应，可以实现各要素低投入、高产出。乡村旅游可以实现资金投入、技术贡献、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高效利用。这个

目标的实现重要的环节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产业化体系，实现产业化经营。 

当前，要积极地探索江西乡村旅游产业化经营的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农民的积极性，兼顾各方的利益。培育一批诚信经

营、特色突出的乡村旅游企业；鼓励现有旅游经营单位通过联营、重组、收购等方式做大做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骨干支撑、

引领带动作用；通过资源整合，强化产业联动，加速产业链延伸，使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 

2.4实施江西乡村旅游景观化发展战略 

青山绿水、风景如画的乡村田园风光，是生活在车水马龙的喧嚣的城市的居民相对向往的地方。乡村景观的建设模式应是

“田园城镇”，主要是为了借助乡村生态系统相对完善的优势，将乡村田园风光所具有的天蓝地绿、气洁水畅、鸟语花香、和

谐而非平衡、高效而非高速的特点与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城镇建设结合在一起，城乡结合、优势互补，环境优雅、和谐高效，建

设出具有田园特色、山水特色的中国生态城镇。 

2.5实施江西乡村旅游信息化发展战略 

提升江西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要大力推动江西乡村旅游信息化建设，将江西打造成乡村智慧旅游目的地。因为乡村智慧

旅游目的地是江西乡村旅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而乡村旅游信息化建设是打造江西乡村智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基础。 

一是加大江西乡村旅游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一方面要将旅游信息化建设投入资金列入市、县（区）本级财政预算，并逐年

增加比例，另一方面要引导旅游企业与电子、通信、网络公司等开展战略合作，创造互惠双赢的合作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强强联合，同时要制定民间投资鼓励政策，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二是加强江西乡村旅游信息化人才建设。在

当前“双创”背景下，打造“互联网+”的新工具、新产品、新平台，从而有效提高乡村经营者对乡村旅游产业的运营能力，使

农民实现从传统农民的角色向新型职业农民再到新农人角色的升级转变。三是推动江西乡村旅游营销信息化建设。利用乡村旅

游信息化建设，加强乡村旅游的宣传力度，建设和完善江西乡村旅游网等网站、江西乡村旅游微博、江西乡村旅游微信等共同

组建的江西乡村旅游营销应用体系。四是推动江西乡村旅游监管信息化建设。 

2.6实施江西乡村旅游区域合作发展战略 

区域旅游合作是破解不同区域旅游业行政壁垒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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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积极加强江西省区域内合作，强化江西乡村旅游整体品牌形象。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由于江西省各地各自为战，造成

旅游形象分散和杂乱，不能很好地形成核心竞争力。因此，各地区要开展区域合作，统筹规划，优化整合乡村旅游产品，共塑

统一的江西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不仅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等新闻媒体，而且要运用网络等新媒体，将江西省乡村旅游目的

地形象进行大力宣传。 

二是积极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周边地区的合作，强化旅游竞争力。积极推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等经济区的合

作，资源互补，以满足游客需求为桥梁，完善合作和沟通机制，共同建设旅游精品路线，共同开拓旅游市场，鼓励旅游人才合

作，加强旅游安全合作，建设区域旅游合作平台，全面推动江西省与其他地区的广泛合作，从而通过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共同提

升旅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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