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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和谐发展研究

黄三生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摘要：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与生态旅游资源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
功能�将有利于促进该区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该区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各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便捷的交通网络等使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具有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
现实性�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打造融合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旅游区�正确处理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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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09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括南昌、景德镇、
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5．12万
平方公里。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将研究区域主要确定为南昌、上饶、九江、鹰潭及景德镇5市。近年来人
们对鄱阳湖区域生态旅游研究较多�如胡遥虹�刘安炉（2007）［1］探讨了环鄱阳湖地区建成生态旅游休闲胜
地的对策；张学玲等（2008）［2］研究了环鄱阳湖生态旅游圈开发的可行性；孙冬英�樊春梅（2008）［3］对环鄱
阳湖生态旅游格局及其发展对策进行了探索；刘积红等（2008）［4］总结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旅游
的7条对策。而对红色旅游的研究较少�仅黄三生�卢丽刚（2009）［5］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资
源整合与开发。这些研究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产业发展作了不少探索�提供了一
些有益的参考�但缺乏对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的研究。

自2004年国家正式提出“红色旅游”至今�其在经历了提出初期的“繁荣”之后�目前正面临着可持续
发展等一系列问题。2009年是全国“生态旅游年”�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年”。在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进入新阶段；低碳生活、低碳经济已成为人们的新理念的背景之下�若能将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开发利用红色旅游资源与开发利用生态旅游资源、优化自然
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与生态旅游资源的经济、
政治、文化、生态功能�将有利于促进该区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本文试图从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可能性、现实对策等方面来探索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
的和谐发展之路。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

1．1　资源丰富－－－和谐发展的基础
该区红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南昌是举世闻名的“英雄城”�“军旗升起的地方”�拥有2个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八一起义指挥部旧址和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1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邓小平旧居。上饶曾
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有2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饶集中营旧址和闽浙赣省委机关旧
址；2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旧址。九江曾是八一起义策
源地和起义主力部队的出发地�也是开秋收起义第一枪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方�拥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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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庐山会议旧址及庐山别墅建筑群；5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民革命军第二十
四师叶挺指挥部旧址、庐山中四路286号别墅、马迥岭火车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和万家
岭战役遗迹。鹰潭曾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上清镇会师旧址、贵溪周坊镇革命烈士纪念
碑和纪念馆、贵溪“四门山”红色堡垒旧址等。景德镇有1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瑶里改编旧址。自然生态
旅游资源种类齐全�分布密度大（见表1）。另该区各市在旅游资源开发上�南昌围绕城市作文章�结合历
史�突出历史文化名城、英雄之都和现代动感都会的时空特色。上饶依托山水资源进行开发�凸显名山（三
清山）文化、道教文化和鄱阳湖水文化。九江则开发出与上饶完全不同的山水文化�形成名山（庐山）文化、
佛教文化、港口文化和茶文化特色。鹰潭的旅游特色体现在“一山（龙虎山）”、“一铜（铜文化）”上。景德镇
的旅游特色则体现在瓷都、名茶和古镇方面。这种差异性迎合了旅游类型多样化发展需求�为红色旅游与
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

表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结构及其比较
数量 世界

遗产
世界重
要湿地

全国重
点宫观

全国重
点寺院

4A旅
游区

5A旅
游区

全国工农业
旅游示范点

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森林公园

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

全区总计／个 2 1 3 3 16 1 4 7 20 2
全省总计／个 2 1 3 4 23 2 6 11 39 3
全区占全省
比重／％ 100 100 100 75 69．56 50 66．67 63．64 51．28 66．67

1．2　交通便捷－－－和谐发展的前提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长江和京九铁路结合处�是长江经济带和京九经济带的交汇之地�东面毗邻富

裕的长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经济区�南望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北部、西部与中部地区三大城市群（皖江
城市带、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新特区）遥相呼应�与之组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与优越的地理位置相伴随的
是便捷的交通网络。如今该区已基本形成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环绕鄱阳湖的“口”字形立体交通运输
网络。水路方面：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纳赣江、抚河、饶河、修河、信江5大水系。长江、鄱阳湖、
赣江、信江和抚河是江西主要旅游通航水道�九江、南昌是港口主枢纽。陆路方面：沪昆铁路经过上饶、鹰
潭和南昌；京九铁路贯穿九江、南昌；皖赣铁路穿景德镇、鹰潭而过；在建的九景衢铁路、合福铁路、向莆铁
路、杭昌长客运专线均途经该区。昌九、京福、九景、沪瑞等高速公路网将南昌、九江、鹰潭、上饶、景德镇连
为一体。经过该区的还有国道105�320�206�316等线。航空：已有国际机场1个－－－昌北国际机场�还有
九江庐山机场和景德镇罗家机场�上饶三清山机场预计2012年完工。便捷安全的交通网络是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旅游发展的前提�对于促进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　政策支持－－－和谐发展的动力

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认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一项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战略举措” ［6］�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为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规划更科学、更
具有长远的战略性�2008年4月江西省政府具体组织设立了10项前期研究课题�在国内外招标�每项课题
资助30万至50万元；关于鄱阳湖生态的研究�已有5项重大课题列入国家课题�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
为发挥文化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作用�2008年7月江西省委宣传部等4部门举办了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文化建设高峰论坛；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江西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意味着国家将在财税政策、金融政
策、重大项目上给予大力支持。相应地�江西也必须在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配套的土地政策、环
境政策、产业政策等相关政策上予以支持。促进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和谐发展作为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
要内容�不仅迎合了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性区域的需要�而且还有助于鄱阳湖生
态经济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各级政府肯定会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给予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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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看�红色旅游是广义生态旅游系统的子系统�二者需要和谐发展。“生态旅游”概念出现几十

年来�中外专家和旅游组织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对其下了角度不同的多种定义。这些定义综合概括起
来�可区分为两类�即“广义生态旅游”和“狭义生态旅游”。广义生态旅游是指一种以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
为主要旅游吸引物�以观赏和感受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遗存景观�普及生态环境（包括自然
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意识和知识�维护生态平衡的大众化、中低档消费的旅游活动。狭义生态
旅游是指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自然旅游体验�具有生态可持续性的自然旅游方式�是以相对未被侵扰的自
然区域为基础�其活动不破坏环境�不会导致自然环境退化�并直接促进保护区的持续保护与管理。因此�
在广义生态旅游中�旅游的范围从原来的“自然景物”延伸至“古今文化遗产”；生态旅游者由高素质、高消
费的“少数人”�扩展为从事“大众旅游”的多数人；旅游资源的界定上�既包括以野生动植物为主体、以自然
生态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自然环境�也涵盖了乡村旅游、生态农业观光和名胜古迹、历史文化古城镇等历史
文化遗址等多种形式的旅游资源。可见�“在广义生态旅游的资源类型中�红色旅游属于人文旅游资源中
历史文化旅游的一部分�是广义生态旅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7］57依据系统论的观点�整个生态旅游
系统如要正常运转�不仅要使包括红色旅游、自然环境生态旅游等在内的要素之间协调一致�而且还要是
整个生态旅游系统与红色旅游、自然环境生态旅游等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这种生态旅游系统与红色旅游
要素之间的相互协调蕴涵着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的可能性。

从现实上看�红色旅游资源与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的共存性�决定了二者需要和谐发展。在土地革命时
期�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广大军民在鄱阳湖周边的南昌、九江、上饶、鹰潭、景德镇等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
命斗争：在南昌、九江爆发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在九江打响了秋收起义第一枪、升起了中国工农革命军
第一面军旗；方志敏等人领导创建了覆盖上饶、鹰潭、景德镇等地的“模范苏区”……�为我们今天发展红色
旅游留下了宝贵的资源。这些资源大多与名山名水、名胜古迹等多种生态旅游资源相互依存、同生一地�
呈现出相互之间难以人为分割的明显特征（见表2）。开发者在开发景点的过程中�必须要体现这一特征�
必须尽量把景点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多方面的内涵�包括红色故事、绿色生态知识等展现出来。假如仅有
人文历史遗迹而没有绿水青山等自然生态资源�很难让旅游者体验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产生愉悦之情；
而如果只有自然生态环境而缺乏人文历史内涵�则很难让旅游者感受到生态旅游的文化气息�这就要求开
发者必须注重各种旅游类型之间的和谐发展�否则就难以满足旅游者多方面需求�难以吸引旅游者�所谓
的经济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表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部分景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举例
地区 红色旅游 生态旅游

庐山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国后中共两次“庐山会议”的重要
历史见证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遗址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

名胜区；4A级旅游区；国家地质公园等
三清山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长期

战斗之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血战之地 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4A级旅游区等
龙虎山 红十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地 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与文化

双遗产地；国家森林公园；4A级旅游区等
南昌 人民军队的摇篮；军旗升起的地方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等

婺源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重要区域之一；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
争中心；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局皖浙赣边第二战场中心区 全国著名的文化与生态旅游县；中国最美的乡村；全国

首批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等

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的对策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的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性�需要采取以下对策：

3．1　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
为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必须坚持“规划优先”的原则。规划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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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旅游、高起点、前瞻性、功能完善、布局合理、可持续发展等重要原则。
（1） 宏观上�目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总体规划和18个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国务

院也已经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提升到国家层面来规划和实施。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
旅游和谐发展规划必须以国家规划和总体规划为指导�从推进区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
明协调发展的高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和谐发展理念。

（2） 微观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和谐发展规划必须以宏观规划为统领�在细化实
施方案、分解落实任务上下功夫�抓紧制定与总规划相配套的各项详细规划�将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和措
施分解落实到部门、落实到市县�明确一揽子政策措施。从区域旅游的产业定位、产品定位、市场定位、部
门结构配置、资源的深度开发、旅游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确立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和
发展目标。

（3） 实践上�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特色旅游资源分布及旅游交通概况�可规划构建以鄱阳湖为核心
的“两线一片”开发格局：即南昌－鹰潭－上饶线的革命胜迹与文化观光旅游；九江（庐山）－南昌线的革命
胜迹、文化观光、山水揽胜与湖泊生态旅游；鄱阳湖东北部的湿地生态、陶瓷文化与乡村休闲旅游。
3．2　打造融合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旅游区

努力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与生态旅游资源共存一地的优势�通过打造融合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旅游
景观�来促进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和谐发展。就庐山旅游区而言�一方面�继续充分挖掘庐山自然山水
的绿色生态旅游潜力与优势�借助世界文化景观、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桂冠和知名度�把
庐山建设成为世界顶级的旅游名胜区�全球一流的避暑胜地。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庐山政治名山、红色旅
游资源禀赋丰富的强项�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在庐山以往的旅游发展实践中�较为注重的是开发生态旅
游�而不太重视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从国家出台的《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和《江西红色旅游发展纲要》的相关内容可以得到印证�即庐山并未真正被列入到红色旅游的网络之内�当
然�庐山在江西乃至全国旅游业的地位也被拥有丰富红色旅游资源的井冈山所赶超。［8］因此�像庐山、三清
山、龙虎山等既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又保存大量红色旅游资源的景区�必须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
硬”的方针�即既要发展好生态旅游�又要在红色旅游上做足文章�还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而不能“一手
硬、一手软”。如在规划、修缮庐山红色景点的同时�还要大力开发三叠泉、含鄱口、锦绣谷等生态旅游景
点；再如毛泽东同志旧居�除挖掘、利用毛泽东同志在庐山活动的红色资源外�还可以结合庐山的建筑文
化、自然生态、古代历史文化等资源。这种以“绿”衬“红”、“红”“绿”相间、“红”“绿”结合的多元化生态旅
游�在极大地增强游客生态旅游活动乐趣、丰富游客活动内容的同时�也使陶醉于山水胜景与革命历史文
化之中的游客感受到了自然生态环境与革命历史文化的双重愉悦�领略到山光水色与革命历史文化中所
蕴涵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之丰富内涵［9］58。
3．3　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

作为后开发的以其生态旅游和红色旅游见长的旅游区�其旅游业的发展应坚持保护为先、合理开发、
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原则。

（1） 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旅游业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
旅游资源保护是发展旅游业的基本前提。对于红色资源�要切实提高保护革命文物的重要性的认识�拓宽
保护资金来源和筹措渠道�制定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等等；对于生态资源�应依照自然法则、社会经济技
术原则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用生态系统方式提高森林生态系统、
土壤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加大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力度。［10］“生态经济区”首先强调的是“生
态”�然后才是“经济”�也就是说要发展经济�建设物质文明�不应以牺牲原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应在保护原
生态环境（其中包括各种旅游资源）、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下来发展经济。

（2） 开发、利用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传统大众旅游由于开发管理者和游客的原因�在处理人与自然关
系上存在不足�主要是不注意对旅游对象的保护。这是因为管理者承袭了产业革命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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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仍属掠夺式�走的是一条以牺牲环境和自然为代价的经济高效益的道路�旅游地环境遭破坏的现
象比比皆是�阻碍了旅游业的持续发展［1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要颠覆传统大众旅游的开发利用模式。

第一�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
念。所谓“全面”�是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全面的关系；所谓
“协调”�是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种类型旅游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所谓
“可持续”�是指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有持久性、永续性�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长远发展。

第二�强调“经济”发展反哺“生态” 保护。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省、市、县地方政府为辅的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专门用于鄱阳湖区域的生态修复和维护；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继续完善
区域间合作和对口支援方式进行的受益者补偿�探索对于直接受益主体收取适当费用来充实相应生态补
偿基金的新途径；进一步增加对该区用于公共服务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转
移支付�加大环保投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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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Red Tourism and
Ecotourism in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Huang Sansh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East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red tourism and ecotourism in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is
studied．The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ecological functions of red tourism and eco-tourism resources will help pro-
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soc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is area．
With the rich resources of red tourism and ecotourism�supporting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and convenient
transport network�it is pos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n harmony with ecotourism in Poyang Lake Ecologi-
cal Economic Zone．To transform the possibility into reality�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should be for-
mulated to establish tourist areas combining red tourism with ecotourism�and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conserv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Key words：red tourism；ecotourism；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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