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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旅游产业朝阳正红 

作者： 来源：南昌新闻网-南昌日报 添加日期：10年12月01日 

       “十一五”，是一段让无数人圆梦的岁月；“十一五”，是一段成就辉煌的旅程。作为第三产

业中的先导产业，旅游业愈来愈为世人所瞩目，被誉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十一五”期间，南

昌积极落实旅游产业政策，不断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和旅游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力度，不断优化旅

游发展环境，大力度开拓客源市场。 

       这五年，南昌推进了旅游产业科学、可持续协调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已成为全市

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旅游业对全市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得到提升，旅游特色魅力大

增，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升，“南昌旅游”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精彩嬗变】—— 

       “十一五”期间，南昌市树立起“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的思想观念，

确立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南昌旅游产业大市建设的若干意

见》、《关于落实南昌旅游产业大市建设工作任务分工方案》、《南昌市旅游产业发展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南昌市旅游产业大市建设考核奖励办法（试行）、评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政策

性文件。旅游产业摇身一变，成为南昌经济腾飞的主要支撑点之一，旅游业在英雄城得到空前发

展。 

       市政府每年从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及重大重点项目投融资计划中安排1000万元资金用于旅游资源

和产品开发、旅游设施建设、旅游功能完善、旅游教育培训和旅游产业链的延伸配套；每年安排

600万元资金，宣传旅游品牌，推介重点景区，激发产业活力，促进南昌旅游跨越发展。一系列举

措强势推进旅游业的大发展，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旅游业已成

为南昌市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带动力的新兴产业。   

       【精彩答卷】—— 

       旅游业指标再创新高——2009年，南昌市旅游业全年接待国内旅游者达1227.2万人次，增长

16.6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3.69亿元，同比增长13.05%；接待入境旅游人数10.4万人次，同比增长

7%，旅游创汇3166.86万美元，同比增长6%；实现旅游总收入85.85亿元，同比增长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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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势头强劲——目前，南昌市具有一定规模的乡村旅游点有50多处，农家餐馆300多

个，国家、省、市、县乡村旅游示范点40多个，AAA级景区2个，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数600万人次，

旅游收入10亿元。 

       旅游配套服务逐步完善——南昌现有各类宾馆、饭店、招待所、旅社、经济型酒店等千余家，

其中星级宾馆饭店50家，五星级6家，四星级14家，三星级宾馆26家。除星级宾馆饭店外，经济型

酒店在“十一五”期间呈现“井喷”式的快速发展，7天、锦江之星、如家快捷、永生现代等十多

个经济型酒店品牌落户南昌，并不断开设分店，快速扩张其市场份额。 

       旅游项目建设卓有成效——南昌市大力改造生态环境，优化招商环境，营造开放氛围，通过旅

游扩大招商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南昌市拟建、续建旅游建设项目共36个，总投资额12.6亿元，当

年完成指标2亿多元。 

   【精彩回眸】——  

       科学统领打造最美城市 

       按照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的目标以及建设旅游产业大市的定

位，立足省会区位优势，围绕“红色摇篮、绿色家园、观光度假休闲旅游胜地”旅游产业发展总体

目标，南昌市大力推动旅游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努力将旅游产业培育成为南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重要的支柱产业。 

       南昌紧扣生态人文优势，整合旅游资源优势，注重山脉、水脉、人脉、文脉的有机统一，将山

水都城、历史名城、现代新城三者融为一体，打造“亲水城市”，使城市旅游景点更美、旅游功能

更全、旅游层次更高、旅游内涵更丰富。 

       “以人为本”优化旅游环境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南昌市发展旅游产业树立“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

山”的理念，注重保护资源、完善体系、文明诚信建设，以及旅游生态建设和旅游资源的永续利

用，进一步积蓄了旅游的发展后劲，优化了城市的旅游环境，提升了城市的品位和档次。 

       南昌市不仅推进产业联动，全力打造“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配套体系。同

时，精心构建方便中外游客和市民出游的旅游服务体系，以更加丰富的资源、更加齐全的功能、更

加优质的服务贴近游客和市民，在更高水平上构筑与南昌这座旅游城市相符合、相配套的旅游服务

体系。 

       目前，全市共有旅游资源8个主类、29个亚类、93个基本类型，共有近600个资源单体。旅游景

区有63个，国家A级景区七个，4A级景区三个，3A级景区四个。天香园扩建、新四军纪念馆改扩

建、汪山土库修复建设、安义古村群深度开发、梅岭风景名胜区、南昌宝葫芦农庄、八大山人梅湖

景区、小平小道等重大重点在建、续建项目进展顺利；南昌世界都市候鸟公园、象湖湿地花卉公

园、康庄文化旅游区、南昌温泉城、圣帝斯、凤凰沟景区等一大批重大重点旅游新建项目纷纷登

场；备受关注的“南昌迪斯尼乐园”——南昌宝葫芦农庄的正式开园，填补了南昌市无大型游乐

园、综合性主题公园的空白。 

       树立品牌拉动经济大发展 

       以宣传彰显城市内涵，以营销彰显城市特色，以活动彰显城市形象。南昌旅游大篷车开进长三

角、挺进大中原、深入闽珠三角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了南昌灿烂的历史文化、丰

富的旅游资源、现代化都市的风貌和良好的城市形象；各种展销会、洽谈会、交易会此起彼伏；中

博会、绿博会、金秋经贸月、制造业博览会、汽车展、房产展、美容美发节、服装服饰节、美食

节、花卉园艺博览交易会，绳金塔庙会……一个个富有特色的旅游节庆会展把南昌推向对外开放和

区域合作的前沿，旅游节庆会展给南昌城市注入了更鲜活的元素，树立了南昌旅游新形象。 

       随着南昌旅游品牌的唱响，一个个响亮的名号也接踵而至。“中国十佳节庆城市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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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活动百强奖”、“中国十佳民俗节庆奖”、“中国十佳花卉节庆奖”等等，披在了洪城身上。 

       旅游经济的活跃，演绎着南昌市旅游业特有的发展势头，强劲的发展活力。旅游业对全市国民

经济的贡献份额大幅度提升，旅游业在拉动三产发展占全市GDP中的比重大幅度提升。据统计，

2009年接待国内游客1227.2万人次；星级饭店从2002年26家到2010年50家，从2002年零家五星级饭

店，到现在6家五星级饭店。旅行社从2002年92家到现在176家，其中出境社16家。接待国内旅游

者、旅游总收入比2002年将近翻了一番多；接待境外旅游者由1992年的1.94万人次，到2009年10.4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由1992年的405万美元，到2009年的3166.86万美元。       

       【精彩剪辑】—— 

       2007年，为了弘扬“八一”精神，打造英雄城品牌，展示英雄城风采，市政府成功协办中国江

西红色旅游博览会，开展了“相聚在军旗升起的地方”、纪念八一南昌起义80周年书画展、“八

一”精神研讨会、“军旗飘飘”——爱国主义影片纳凉电影节、南昌军乐节等系列活动。 

       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推出大型直播，展示了英雄城的风采，树立了英雄城的形象。与此同

时，市、县区政府积极运作，筹资融资，大手笔打造、改扩建八一起义旧址群、小平小道陈列馆、

方志敏广场、陈云故居等红色旅游景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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