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 

构建及发展对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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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具有区域优势、资源优势、环境优势、投资优势，主要发展模式有生

态养殖产业群、生态农业示范群、生态旅游产业群、乡村旅游产业群。当前面临的不足表现为区域经济有待发展、

相关制度有待健全、公共设施有待完善、品牌效应有待形成。区域应树立生态理念，发展区域经济；健全相关制度，

保障产业集群；完善公共设施，推动招商引资；并发挥整体优势，打造品牌效应。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公共设施；品牌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522（2019）04-0090-03 

DOI:10.16062/j・cnki.cn36-1247/Z.20191211.001 

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早在 2009年 12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要求到 2020年，构建地区保障

有力的生态安全体系，形成先进高效的生态产业集群。这对推进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改善和保护周围环境，提高附近人

们生活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如何整合当地优势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地方特

色的旅游产业，这是非常关键的内容。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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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产业集群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但学术界对其内涵已达成共识：产业集群的基础是相似且具有差异的旅游

资源分工和协作，不同旅游资源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相对集中，并相互联系、相互协调。⑴打造产业集群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

形成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主要类型包括资源型、政府驱动型等（见图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以江西省鄱阳湖为核心，以鄱阳湖城市圈为依托，以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为重要战略构想的经济特区。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拥有以下优势。 

（一）区域优势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长江中游，京九铁路、武九铁路、沪昆客运专线、大广高速公路、杭瑞高速公路、沪昆高速公路、

福银高速公路从附近经过，内河航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发达。靠近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三角经济区，区域优势

十分明显，有利于旅游产业集群发展。 

（二）资源优势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资源丰富，日照充足，光能资源丰富。同时，区域内水资源丰富，耕地面

积广大，农业发展条件好。区域内森林面积达 27.6 万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高，达到 31.8%。总之，区域内资源丰富，为旅游

产业集群创造良好条件。 

（三）环境优势 

鄱阳湖总面积达 4125平方公里，湿地生态系统复杂，物种繁多，历来就有“候鸟乐园’“珍禽王国”的美誉。湖中有水生

维管束植物 102种、浮游生物 266种、鱼类 122种、豚类 2种、贝类 87种。鄱阳湖候鸟有 300多种，其中水鸟 115种，珍禽 50

多种，约占全国 225种水鸟的 51%。 

区域内盛产水稻、小麦、大豆等，农业资源丰富。旅游资源丰富，景点有石钟山、湿地公园、老爷庙、大孤山、南山秀迹、

吴城古镇、天鹅湖、鄱阳文庙、长山群岛等。近些年来，当地乡村旅游、温泉旅游、森林旅游兴起并取得较快发展，吸引了广

大旅客前来观光旅游，也为旅游产业集群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投资优势 

根据《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规划（2015-2030）》，到 202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总人口将达到 3400万。人口数量多，劳

动力充足；同时，区域内矿产资源、农业资源、森林资源丰富，这为投资和企业发展创造条件。除国务院颁布的《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规划》之外，江西省政府还制定《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规划（2015-2030）》，注重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推动新型工业、

生态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落户。此外，还注重改善

区域内的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吸收并利用外资。[2]这些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不仅有力地推动当地产业发展，还有利于

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的构建 

在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结合当地的区域、资源等优势，打造独特的旅游产业集群模式。 

（一）生态养殖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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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著名湿地，这为发展生态养殖创造了有利条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水产养殖业为龙头，

向整个鄱阳湖周边农户辐射，并充分利用现有的水禽资源，发挥现代养殖技术的作用；同时还注重良种优选,为养殖户提供优质

种源，并进行水禽产品加工，推动生态养殖产业向纵深方向发展，拓展生态养殖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3]
构建绿色养殖产业，引导人们绿色消费和绿色采购，打造效益良好、绿色健康的生态养殖绿色产业链。 

（二）生态农业示范群 

立足于当地资源优势，注重发展生态农业，打造生态农业示范群。例如，在区域内启动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打造一批绿

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基地，推广优良品种和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绿色农业发展。注重发展畜禽生态养

殖产业，以畜禽生态养殖为抓手，大力发展绿色畜牧业。例如，以前区域内的居民都有养鸭的习惯，大规模养鸭基地多集中在

城郊，但随着城市化发展，养鸭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为改变这种情况，近年来建设养殖产业集群，构建了养殖、加

工、污染处理、绿色物流为一体的绿色产业链。这样不仅推动产业集群，还有利于促进养殖业发展，降低环境污染，吸引更多

旅客前来观光游览，增加当地居民收入。 

（三）生态旅游产业群 

生态旅游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强调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注重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鄱阳湖

生态经济区在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过程中，注重丰富旅游产品，推动生态旅游产业集群。例如，挖掘南昌、井冈山等地的红色旅

游资源；开发景德镇陶瓷文化、龙虎山道教文化，倡导文化休闲旅游；建立旅游休闲度假村，发展候鸟观赏、湖滨休闲运动、

水上垂钓等项目。[4]打造区域旅游品牌，提升整体形象，扩大鄱阳湖区域内旅游景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乡村旅游产业群 

利用当地秀美乡村和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这样不仅顺应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还有利于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大力发展乡村观光旅游、生态农业考察、乡村休闲、乡村避暑、度假等产业，

并与田园风光、乡土民情、风俗文化等紧密联系，尽情展现当地乡村风貌、民俗文化，吸引广大旅客前来观光旅游，促进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的不足 

尽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取得一定发展，并逐渐形成自身独特模式，但目前当地旅游产业集群仍然存在不足。 

（一）区域经济有待发展 

虽然近年来，区域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但还存在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环境保护还有待加强等方面的问

题。此外，生态经济的宣传不到位，专业宣传队伍缺乏，宣传渠道不宽，导致当地群众对生态经济的了解不全面，鄱阳湖的生

态资源缺乏有效保护，[5]其独特的生态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相关制度有待健全 

产业集群离不开制度支撑，但目前相关制度不健全，产业集群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例如，相应的环保政策、环保法规和

标准等不完善，部分法律法规有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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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设施有待完善 

道路基础设施有待改善，金融服务体系有待完善，高素质的旅游专业人才有待充实。只有进一步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才能

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创造更加有利条件，推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和竞争力提升。 

（四）品牌效应有待形成 

良好的品牌效应能促进当地旅游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但目前该区域旅游产业品牌效应尚未形成。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专门的管理机构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企业较少，对旅游产业集群的作用十分有限。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对策 

（一）树立生态理念，发展区域经济 

加强生态理念宣传，引导居民树立生态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模式。例如，利用互联网、报纸、杂志、电视、微信等，宣

传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倡导节能节水，增强绿色环保意识；组织志愿者开展“爱护鄱阳湖、保护鄱阳湖”宣传活动，利用传

单、宣传手册、书籍、视频等普及生态理念，宣传生态环保思想；倡导绿色消费，发展区域经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6]为鄱阳

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营造良好氛围。 

（二）健全相关制度，保障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离不开制度支持（见图 2）,区域要完善相关制度，强化监督管理，合理进行规划。建立生态规划激励机制，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旅游产业集群行业标准。构建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价格机制，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7]建立

有序的竞争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当地居民自觉参与，增强群众环保意识，为旅游产业集群保驾护航。 

 

（三）完善公共设施，推动招商引资 

进一步完善区域公共交通体系，大力发展湖滨区的高速公路，完善航道和港口码头，航空基础设施等，构建便捷、高效、

现代化的公共交通体系，为广大旅客提供舒适、满意的旅游体验。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推动招商引资，并构建资金融通



 

 5 

平台，吸收民间资本，提高资金利用效率。[8]积极扶持物流企业、旅游公司发展，重视优秀人才培养，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

产业集群提供保障。 

（四）发挥整体优势，打造品牌效应 

品牌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为此，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产业集群品牌发展战略规划，

培育产业集群品牌文化，加强核心企业品牌建设，整合优势资源，培养竞争力强、特色鲜明的旅游企业。同时，通过旅游推介

会、商品交易会、产品展销会、项目洽谈会等多种方式，树立品牌，扩大旅游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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