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科技广场 2008.4

浅论南昌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
The Comments on Nanchang City's Red Tour Resources 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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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红色旅游发展的大潮中，南昌作为“英雄城”、“军旗升起的地方”，有其发展红色旅游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势。而如何把现有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产业优势，对于南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阐述南

昌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上，针对南昌红色旅游资源的特点及开发现状，提出南昌红色旅游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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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昌红色旅游发展的有利条件

1.1 旅游基础条件完善

南昌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北，赣江、抚河下游，滨临我国

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南昌始建于西汉，有着2200多年的历

史。全市总面积74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70万。1986年被

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

为内地8大开放城市之一，2001年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南昌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城，又是一座新中国军旗升

起的红色新城。南昌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全市

有122处景区（点）被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

的5处，省级的22处，市级的26处。名胜古迹有江南名楼

滕王阁，风水宝塔绳金塔，八大山人纪念馆等。风景名胜有

“避暑胜地”梅岭，“候鸟王国”天香园，象山森林公园等。

1.1.1 旅游交通状况　　

南昌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交通非常便利。京九、

浙赣、皖赣、向乐四条铁路穿境而过，北京、上海、温州等

全国18座大城市和省内的九江、赣州等6座城市的人们可以

乘火车直达南昌，南昌铁路局为配合红色旅游开出直达省内

外一些红色景区的专列; 以南昌为起点或途经南昌的黎温、

温厚、昌九、昌樟、京福高速公路与福建、湖南、湖北、广

东等省的高速公路网相连接，从南昌出发的车辆六小时内可

直达上海、广州、长沙等周边的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由于赣

江和鄱阳湖航道得到整治，内河航运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开辟了多条水上航线。除此之外，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开辟了

直达全国22个大中城市的空中航线，而且最近又新开辟了南

昌到温哥华、法兰克福、巴黎和洛杉机等几条国际航线，为

海外游客来南昌旅游提供了便利条件。

1.1.2 旅游接待能力　　

据有关资料显示，南昌现有各类旅行社147家，其中国

际旅行社23家，国内旅行社124家; 各类星级宾馆饭店41

家，其中五星级宾馆2家，四星级宾馆6家，三星级宾馆21

家，二星级宾馆12家; 旅游车队9个，拥有各类旅游车400

余辆。全市获得等级资格证书的导游有3000多名。

1.2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1.2.1 八一南昌起义革命旧址

八一南昌起义至今尚存的革命旧址有五处: 八一南昌起

义指挥部、贺龙第二十军指挥部、叶挺第十一军指挥部、朱

德旧居、朱德军官教育团。1961年国务院公布这五处革命旧

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1977年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五十周年,在南昌

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南端,修建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从而使

人民广场成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场所。

1.2.2 新四军旧址

旧址位于南昌市三眼井友竹巷内,原为北洋军阀张勋的

公馆，现为新四军军史研究所。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

在南昌正式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兼东南分局书记项英、

东南分局副书记兼江西省委书记曾山、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

任黄道等曾在此居住、办公。

1.2.3 方志敏烈士墓

位于南昌市西郊梅岭山麓，陵园背依青山,面向东方。建

于1959年8月。墓为汉白玉砌成,大理石碑下面刻有方志敏

简历。墓碑正中镌刻毛泽东题词“方志敏烈士之墓”。墓园

内设有休息室,陈列着与方志敏烈士生平事迹有关的珍贵文

物。

1.2.4 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位于八一大道北段,建于1953年。纪念堂前的广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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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红军战士塑像; 纪念堂的前厅有毛泽东手迹: “死难

烈士万岁!”,正厅祭坛上立有朱德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

朽!”纪念碑陈列柜中,珍藏有25万余革命烈士名册; 两边

厅内陈列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0个战斗史迹; 二

楼和三楼陈列着300多位烈士生平斗争事迹、遗著和遗物等。

1.2.5 小平小道

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南昌陆军学院旁。邓小平同志下放江

西期间的旧居,现为南昌陆军学院一处二层楼院,在离住处数

百米处是他工作过的一家拖拉机修理厂，从旧居步行至修理

厂的小路后人称为“小平小道”。“小平小道”是南昌红色旅

游资源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记载着伟人的红色足迹。

2 南昌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南昌的旅游业有了长足的进

步，但离“市场化运作，集团化发展，企业化管理”还存在

不小的差距，同时红色旅游在运作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的

问题。

2.1 景点基础设施有待加强

市区内红色景点，除中山路上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外，其他各景点大多“躲”在南昌市区东、西、南、北的小

巷里弄。各景点指示牌设置不明显，不要说外地人，就连本

地人也难以找到。而且除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外，其他几

处景点都没有停车场。有些单位开车来集体参观，只能把车

停到很远的大路上。在展示内容上，也只有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的展品稍微丰富，有少量的声、光、电等现代化表现手

段。其他景点陈列的物品以图片和文字说明居多，实物很少，

景点所安排的旅游活动单调，游客在旅游活动结束时，除了

知道一些简单的历史背景外，少有收获。景点未体现现代旅

游的趣味性和参与性。这对和平时期长大的年轻人缺乏吸引

力。

2.2 宣传力度不够

旅游景点外围的“红色历史”环境氛围不浓，现代气息

较重。现在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一些景点都在不断加强景点

宣传力度，比如北京站有“不到长城非好汉”标语，西安站

有“不看兵马俑，不算西安客”的巨幅广告牌，在上海浦东

机场广场上有“东方明珠欢迎您”等广告牌。南昌作为“军

旗升起的地方”，在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大型

公共场所，却鲜见一块醒目的八一红色景点宣传牌。这与南

昌市大力倡导发展红色旅游的政策极不相符，也造成了南昌

红色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

2.3 旅游企业规模小，经济效益不高　　

国家旅游局今年四月下旬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国际旅

行社100强”和“2005年度全国国内旅行社100强”的名单

中江西只有两家企业，分别是排在全国国际旅行社第89位的

南昌铁路国际旅行社和排在国内旅行社第86位的南昌春秋旅

行社。全国有名的“桂林旅游集团”、“锦江旅游集团”、“首

都旅游集团”总资产分别为80亿元、150亿元、200亿元。而

2002年成立的“南昌旅游集团”无论是总资产，还是业务量

都难以望其项背。

2.4 市场管理水平落后

南昌的旅行社从2000年的68家猛增到现在的147家，由

于大多数旅行社经营的旅游产品雷同，加上管理水平欠缺，

导致旅游企业在收入和接待量大幅上升的同时，利润却呈下

降的趋势。导游队伍出现良莠不齐现象，南昌市现在持证导

游员3000余名，大多数导游员吃苦耐劳，工作敬业。但也有

少数导游员，意志薄弱、素质低下，导游员违规现象时有发

生。有的导游员在介绍景点历史背景时随心所欲、张冠李戴、

敷衍了事。此外，旅游市场还间或冒出“黑车”、“黑导”、“黑

社”。

2.5 旅行社推荐红色旅游线路不积极

虽然南昌市文化局推行联票制（游客只需要花二十元买

一张联票就能游遍南昌五大红色景点），但还是没有几家旅

行社愿意推荐这条红色旅游线路。南昌铁路国际旅行社市场

部经理周炯表示，外地旅行社及客商曾表示想与本地旅行社

合作开发红色景点游。但考察后发现，除了“八一”起义指

挥纪念馆符合游客参观条件外，贺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

部旧址、朱德旧居等红色景点均存在不同程度老化现象，与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称不相符，与园林化的上海“一大”

旧址标准差距更大。加上多数游客来南昌一般只停留一天，

大都要求去滕王阁、八大山人纪念馆等主要景点。所以旅行

社一般不推荐南昌的红色线路。加之，南昌本地客源被忽视，

最终导致南昌红色旅游景点门庭冷落。

3 发展南昌红色旅游的对策

3.1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由于南昌红色旅游景点多而分散，要充分整合现在的资

源，推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良好的交通基础是其保证。因

此，应该合理规划景点之间的旅游交通线路。建议开辟81路

红色旅游专线公交车，这条线路应涵盖南昌市的主要红色景

点景区。同时，打造南昌环城旅游路网，打通市区——湾里

——安义——西山——市区的环行旅游通道，以达到进一步

整合旅游资源的目的。目前，南昌的红色旅游景点，除八一

起义纪念馆和新四军军部旧址已经开始改扩建外，其他几处

景点都存在规模小、陈设老旧、内容不丰富、周边环境拥挤、

道路不畅等问题，给旅游团队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可以说给

南昌市的红色旅游的开展带来了困难。所以，我们应对这些

景点景区进行重新规划，以旧城改造为契机，加大对景点景

区周边的拆迁力度，把景点景区建设与旧城改造有机的结合

起来，把这些景点打造成环境优美的红色旅游名片。对于景

点内部的改造，要从增加真实性和吸引力出发，不断发掘和

充实展品，同时采取声、光、电等现代化表现手段，丰富景

点内的可观性、互动性和参与性，寓教于游，寓教于乐。此

外，为加强南昌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加强红色旅游的趣味

性与互动性，可以在红角洲地区建设一个大型的军事主题公

园，内设实物展厅、射击馆、军事游戏厅、军史陈列馆、多

功能文艺表演厅等。从而突出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展示我国

建军以来，军队发展的辉煌历史，让游客亲身经历模拟战争

的场面，更深刻的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更加珍惜现在的

美好生活，把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3.2 区域联动，共同发展

目前江西省陆续推出的六条红色旅游精品线中就有五条

是与南昌有关的，分别是: 中国红色旅游概念线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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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

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 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

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 赣湘红色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或井冈山——萍乡——韶山——长

沙”; 赣浙沪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龙虎山——

上饶——三清山——杭州——嘉兴——上海”; 赣鄂红色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黄冈——九江(庐山) ——共青

城——南昌——井冈山。因此，应在充分挖掘本市红色旅游

资源的基础上，加强与省内外其他红色旅游景点的整合，利

用规模效应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用、市场共建、利益共谋

的格局，提升南昌红色旅游在全国的影响力，从而促进南昌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3 积极促销，品牌营销

“英雄城”是南昌最响的品牌，作为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作为人民军队诞生地“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以八一命名

的地方有很多: 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八一大桥、八一起义

纪念馆等等。尽管谁都知道南昌有个“八一起义”，但酒香

也怕巷子深。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大红色旅游资源

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增强吸引力。通过广播、电视、

新闻、出版等媒体，大力宣传南昌的红色旅游景点，形成红

色旅游宣传的良好氛围; 在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码头

等大型公共场所设立醒目的红色旅游广告牌，如“英雄城南

昌欢迎您”、“军旗升起的地方”等; 把每年的八月一日定为

南昌红色旅游文化节，在“八一”期间举办英雄城国防教育

周活动，在八一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 利用现代网络优

势，开设“南昌红色旅游网站”宣传南昌红色旅游; 通过举

办大型的主题活动，如“南昌军乐节”、“八一起义史实展”、

“新四军军史展”等，来丰富南昌红色旅游的内容。除此之

外，我们还应该在广大市民和中小学生中大力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使广大市民和学生充分认识到开展红色旅游的重要意

义，使人人都成为红色旅游的支持者和宣传者，从而促进南

昌红色旅游的蓬勃发展。

3.4 加强人才培养 强化市场管理

21世纪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南昌旅游业不

发达，与南昌旅游管理人才匮乏、旅游业经营水平不高有密

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优秀的旅游管

理人才，充实南昌旅游公司的管理层，以此来增强企业的活

力。同时还应派出管理人员去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学习别人的

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

旅游市场要健康发展，规范管理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

环。为此，南昌市旅游行业全面开展了诚信旅游活动，营造

“诚实守信，文明经营，优质服务”的旅游大环境。建立了

《旅游企业诚信公约》，组织导游人员、旅行社、旅游星级饭

店、旅游车队、旅游景点代表在《诚信公约》上签字; 在南

昌旅游网建立了“诚信旅游在南昌”栏目; 在全市统一公布

了“旅游投诉电话”。近两年，南昌市已有15家旅行社和4

家星级饭店，因违反《诚信公约》而被注销经营许可证和取

消星级称号，这对旅游企业起到了一定的震摄作用。今后我

们将更加严格标准，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3.5 加强旅游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

2004年，国家旅游局提出发展红色旅游，其本意和出发

点是要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带动相关地方整体旅游产业的发

展，进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因此，我们必须

把南昌红色旅游放到全市整体旅游业发展的大局中来进行研

究。要将红色旅游资源与其它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有

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旅游区和旅游

线路; 形成具有南昌地方特色和独特文化价值内涵的旅游产

品，从而促进南昌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在旅游纪念品的开发

方面，可以建立一个与八一起义相关的旅游品专卖市场。在

工艺品方面，可以开发一些以“八一起义”、“军旗升起的地

方”为主题的雕塑、像章、邮册等。文化方面，结合八一起

义的史实和南昌的城市发展，编写一本专门介绍南昌旅游的

书籍《红色南昌》、《英雄城南昌》，让游客更多的了解南昌。

此外，还可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根据史实开发一款关于“八

一起义”的游戏软件，让人们在娱乐的同时，加深对八一起

义的了解。

4 结束语

总之，南昌市政府已经决定发展以“八一起义”为代表

的南昌红色旅游品牌，带动南昌其他旅游产品的开发，将红

色旅游产品和本市的山水生态、历史人文、现代休闲等旅游

产品有机融合，互为促进，使南昌旅游产品格局更加完善、

旅游产品结构更加优化，使南昌红色旅游产业成为推动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借助这股“红色东风”，大力发

展南昌旅游产业，促进南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南昌入选世界十大动感都会［OL］.2006-6-30.Http:/

/www.jxnews.com.on/.

[2]加快发展南昌特色旅游业的思路和对策研究［OL］.

Http://midchina.org.

[3]南昌市民盟市委会.创新管理机制　唱响品牌［OL］.

Http://www.jxmm.com.cn,2005-11-22.　

[4]殷国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南昌旅游业发展

之思考[J].决策参考,2006，(03).

[5]李向明.江西红色旅游资源及其创新开发的思考　

［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6]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河南省红色旅游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决策参考.　

[7]关于湘潭市红色旅游发展的调查与建议［M］.民革湘

潭市委会.　

[8]甘春瑞.南昌要发展红色旅游中应发龙头作用.

作者简介

潘占辉（1972—），男，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