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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开发的江苏地域文化划分研究1 

刘畅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文章以旅游开发为切入点，在说明地区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基于旅游开发视角的江苏地域文化

划分一长江旅游区、滨海旅游区、运河旅游区、湖泊旅游区，并进一步分析了江苏地域文化重新划分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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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迅猛发展,旅游市场快速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已不满足于简单的游

山玩水，而把旅游过程中经历的文化体验作为首选因素，并上升到一种对文化的汲取和享受。2009 年 9 月，文化部与国家旅游

局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同年 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为我

国旅游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江苏是文化大省,地域文化及旅游资源各具特色，这为开发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旅游模式，发展文化

旅游提供了极好的先天条件。[1] 

1 地域文化的内涵 

地域文化从本义上讲就是某地区的特色文化的集合。早在春秋时期《老子》二十五章中“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有关于地域文化的元素。从当下来看，现在的城市博物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村落旅游等就是对“地域文化”理念的践行。 

虽然地域文化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但是对其概念的表述仍然模糊不清。张林梅（2013年）对地域、地域文化以及地域文

化元素的含义进行了阐述。白欲晓（2011 年）对地域文化研究的热点、内涵与特征以及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及其意义进行

了探讨。张凤琦（2008年）从地域文化的概念入手，探讨了地域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及其与文化概念的差异性。吴康、吴忠友（2009

年）从近年来的文化热到区域文化的作用做了大致的阐述，提出区域文化即是地域文化。[2-4]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地域文化

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文化的起源、发展、功能、行为、信仰、习惯、社会组织及其所反映出的人文地理特征、文

化发展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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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旅游开发的江苏地域 

文化划分 

江苏省旅游资源丰富，但是旅游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张恒（2013 年）根据区域实际调查及统计年

鉴查阅，整理归纳出江苏省 13个地级市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的结果，如表 1所示。 

整体来看,江苏区域旅游竞争力具有以下特征:江苏南部优于江苏北部,沿江地区优于沿海地区。其中，苏南地区最好,苏中

次之,苏北地区相对较差。同通过对以上文献研究及江苏省旅游资源分类分析,结合新时期江苏“创业创新创优”三创精神，以

旅游拉动整个江苏经济快速协调发展，需要创新江苏省地域文化区分的新思路，即以水文化为主导，打造长江旅游区、运河旅

游区、滨海旅游区和湖泊旅游区等四个旅游区。 

表 1江苏省 13个地级市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得分及排序 

地区 
区域环境竞争力 旅游产业竞争力 区域旅游竞争力 

得分 位序 得分 位序 得分 位序 

南京 0.2251 2 0.5580 2 0.7831 2 

无锡 0.1909 4 0.4306 3 0.6215 3 

徐州 0.1672 6 0.2277 8 0.3949 8 

常州 0.1976 3 0.3084 4 0.5060 4 

苏州 0.2323 1 0.5722 1 0.8044 1 

南通 0.1622 9 0.2410 7 0.4032 7 

连云港 0.1603 10 0.2235 9 0.3838 9 

淮安 0.1535 12 0.2160 10 0.3695 10 

盐城 0.1688 5 0.1798 11 0.3486 11 

扬州 0.1648 8 0.2563 6 0.4211 6 

镇江 0.1664 7 0.2736 5 0.4400 5 

泰州 0.1541 11 0.1472 12 0.3013 12 

宿迁 0.1394 13 0.1199 13 0.2593 13 

 

2.1 长江旅游区 

长江旅游区主要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无锡以及南通。长江流经江苏境内全长 418千米，流经南京、镇江、扬州、无锡、

南通。自古以来，滔滔江水以其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孕育了长江两岸独特的文化氛围。江苏境内的长江文化是一个

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因此，该区域主要的文化特征为:南北杂糅，东西并存，多元多姿。 

南京不仅是江苏的省会城市，也是全省的政治中心。苏州、无锡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地带,毗邻上海,具有明显的区位

优势。镇江、扬州有帝王梦，有人文情，有信仰心。南通号称近代第一城，民国时期引领了中国城镇建设的道路。就旅游资源

而言，该区域的旅游资源数量和质量堪称第一，无论是旅游产业的规模还是接待旅游者人次，都远远高于其他城市。 

2.2 运河旅游区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在江苏境内全长 594 千米。历史上，在隋、唐、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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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延伸及扩宽工程，以满足江南一带手工业及农业的不断发展，货物运输的需求不断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政府也对京杭大运河进行过多次疏浚。从古至今，京杭大运河不仅沟通了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同时也架起了南北文化发

展与交流的桥梁,辐射带动了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运河沿线城市大都是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名城、重要的工商业基地和

旅游城市。江苏境内主要有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和苏州。因此,该区域的文化特征是:兼收并蓄,南北贯

通，古朴典雅。 

徐州是整个苏北地区经济、文化、交通及信息中心,地理位置优越,然而旅游业的发展却不愠不火。常州从经济地位上来看

为苏南经济重镇，但是自然旅游资源匮乏，旅游资源品味度不高。运河旅游区的开发拓展,不仅可以带动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更可以通过旅游业提升城市知名度。运河纵贯南北,旅游发展较为发达的城市可以带动徐州、常州等欠发达地区，提高旅游竞争

力。 

2.3 滨海旅游区 

在所有旅游地区中,滨海地区具有最大的游客访问量。然而从江苏的旅游竞争力排行来看，南通、盐城、连云港这些滨海城

市的滨海旅游却相对薄弱。事实上，海岸带对人类活动至关重要，沿海旅游观光带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不仅能够带动地区经

济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能够提供给旅游者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和新奇的旅游享受，促

进身心健康。因此该区域的文化特征为:边缘文化,南北融合，江海情怀。 

从具体城市来看,南通虽然滨江临海,紧邻苏南，位于上海一小时都市圈范围内，但旅游资源条件一般。连云港旅游资源丰

富,花果山享誉海内，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近年来,盐城的旅游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湿地公园、麋鹿自然保护区

等吸引了大批游客。总体来看,该区域旅游特色鲜明，但是旅游竞争力和营销手段薄弱，较苏南城市相比,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2.4 湖泊文化旅游区 

江苏全省有大小湖泊近 300个，有大中小型水库、塘和坝等 1100多座，太湖、洪泽湖为全国五大淡水湖。星罗棋布的湖泊

不仅成就了江苏“水乡”的盛名，更孕育了江苏“鱼米之乡”的文化，给江苏带来各种经济、文化上的实惠。环太湖周边地区

旅游业非常发达,旅游资源丰富，而洪泽湖、骆马湖周边旅游业发展缓慢，旅游资源条件一般,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当地

政府急需调整发展思路，积极改善地域环境，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 

3“一横二纵两点”的地域划分 

新模式 

地域文化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制定,有助于地域文化开发活动系统全面有步骤地进行，有助于调动旅游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促

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并使得地域文化的开发处于一种系统有序的状态。根据以上对江苏地域文化旅游资源的重新划分,将江苏

地域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一横”(即长江文化旅游区)、“二纵”(即运河文化旅游区和滨海文化旅游区)、“两点”(即

太湖文化旅游区和洪泽湖文化旅游区)的区域文化旅游格局。随着文化旅游的发展，江苏应在传统地域文化旅游资源分类的基础

上，将游客感知、游客评价、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有机结合，加强引导和协调，整合城市优势,开发以文化主题内涵为主线的旅

游产品，突出文化旅游的品牌建设，从“点一线一面”三个层面进行文化旅游开发,从而带动城市、经济以及非物质文化的全面

发展。 

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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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发展与地域文化的支持相辅相成，地域文化不仅为地方旅游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通过与旅游

业的相互融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地方知名度的提升及城市建设的发展。地域文化与旅游业之间的相互

作用与互动发展是一种客观事实，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和实践需求。通过地域文化促进旅游业，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应该

成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品牌提升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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