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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胡海胜

性　　别：男

学      位：博士
毕业院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毕业专业：生态学

职　　务：副院长

职　　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旅游地开发与管理

联系方式：haishenghu78@163.com

 

学习经历 
1996—2000年赣南师范学院，获学士学位

2000－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

2004－2008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

2014－2015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问学者

工作经历 
2003－2004  年福建武夷学院旅游系

2004－2009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学院

2009至今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2015－2017  宜春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挂职）

主讲课程

本科生课程：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温泉旅游开发与管理、大学生

旅游指南、中国茶文化与茶艺

研究生课程：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旅游规划、开发与管理，红色旅游，温泉旅游，会展管理等

科研成果：

一、课题

[1]生态视角下革命老区传统村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JY117），2018-

2021，主持，在研。

[2]古村落旅游地居民地方记忆时空演变、影响机理及重构路径研究，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GJJ170325），2017-2020，主持，在研。

[3]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振兴发展的新动能研究——以罗霄山区为例，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

（JC19108），2019-2021，主持，在研。

[4]江西省文化与旅游融合战略研究，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项目（YG2018218），2018-2020，主

持，在研。

[5]地方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硕士（MTA）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省教育厅研究生教改项目

（JXYJG-2019-098)，2019-2021，主持，在研。

[6]传统村落恢复力评估体系构建研究, 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61BAB203095），

2016-2019，主持，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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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及调控研究，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JC1511），2015.09-2017.12，主持，结题。

[8]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YG2015044），2015.09-2016.12，

主持，结题。

[9]翻转式项目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以《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课程为例，2015年江西省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XYJG-2015-065），2015.09-2016.12，主持，结题。

[10]翻转式项目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以《旅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课程为例，2015年江西

省高等学校省级教改课题项目（JXJG-15-4-22），2016.01-2017.12，主持，结题。

[11]区域文化景观演变机理及其保护利用研究——以庐山地区为例（11YJC850004），2011年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1.09-2016.03，主持，结题。

[12] 国民休闲背景下城市游憩空间意象的特征、效应与形成机制研究（41261029），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2012-2016，参与，结题。

[13]  转型期鄱阳湖土地利用变化与城乡建设空间优化研究（41001376），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2011.01~2013.12，参与，结题。

[14] 我国革命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13BJY14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3.01~2015.12，参与，结题。

[15]基于生态安全评价的土地利用优化模式研究（2008GQH0057），江西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2009-2011，参与，结题。

[16] 大庐山框架与和谐旅游发展战略研究（YCYJ06~02），四川省教育厅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

地四川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招标项目，2006.07~2008.12，主持，已完成。

[17] 庐山红色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研究（Jj0628），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06.01~2006.12，参与，已完成。

[18] 庐山旅游文化深度开发研究（200509），江西省软科学课题，2005.01~2007.12，参与，已

完成。

[19] 旅游管理专业项目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JXJG~09~3~8），江西省高校省级教改立项项

目，2010.01~2011.12，主持，已完成。

[20] 世界遗产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09YB284），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

题，2010.01~2011.12，主持，已完成。

[21] 江西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10YJ42），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10年）规划

项目，2011.01~2012.12，参与，已完成。

[22]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2015-

2016，主持，已完成。

[23] 宜春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宜春市旅游发展委员会，2015-2016，主持，已完成。

[24] 三清山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2019，主持，已完成。

[25] 井冈山全域旅游规划，井冈山市人民政府，2019-2020，主持，在研。

二、论文

[1]胡海胜,熊桃慧.全域旅游背景下江西省文旅融合发展研究[J].老区建设,2019(20):26-30.

[2]胡海胜,郑艳萍.江西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子及发展路径研究[J].黑龙江科

学,2019,10(20):148-151.

[3]田逢军,吴珊珊,胡海胜,田国林,李向明.江西省城市旅游形象的网络化呈现[J].经济地

理,2019,39(06):214-222.

[4]胡海胜,张良泉. 对接国土空间规划  做好旅游规划工作[N]. 中国旅游报,2019-06-26(003).

[5]胡海胜,郑艳萍.传统村落宗族祠堂的旅游活化研究——以于都澄江村祠堂群为例[J].老区建

设,2019(08):11-15.

[6]何筠,熊天任,胡海胜.江西革命老区旅游精准脱贫的路径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18,51(03):108-113.



[7]胡海胜,田逢军,吴书锋,文君.城镇居民对井冈山申报世界遗产的感知态度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

学报,2017(05):48-57.

[8]郑艳萍,胡海胜.基于游客点评的婺源篁岭村旅游形象感知研究[J].山西农经,2017(09):115-117.

[9]胡海胜.地方旅游智库建设的思考——以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为例[J].中国旅游评

论,2016(03):8-10.

[10]胡海胜,张玲,汤梦琳.基于CiteSpace的中国革命老区文献计量分析[J].中国旅游评

论,2016(02):128-138.

[11]胡海胜,张玲,史言信.革命老区县级旅游政务网站营销绩效评价——以江西41个革命老区县为

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37(07):121-127.

[12]胡海胜,刘航. 提升旅游类微信公众号影响力的方法[N]. 中国旅游报,2016-05-11(C04).

[13]郑艳萍,胡林波,胡海胜.传统村落旅游业扶贫开发的路径选择——以江西省新干县燥石村为例

[J].老区建设,2016(06):25-27.

[14]胡海胜.旅游管理专业课堂教学的情境项目设计——以“游目的地开发与管理”课程为例[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6,18(01):32-35.

[15]胡海胜,张玲.文化旅游产业与区域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鹰潭经验与对策建议[J].中国旅游

评论,2015(04):127-135.

[16]郏慧芬,张玲,胡海胜.我国家庭农场研究进展[J].中国旅游评论,2015(03):22-32.

[17]胡海胜.美国国家公园旅游发展的经验借鉴[J].中国旅游评论,2015(02):4-7.

[18]易红全,胡海胜.庐山别墅景观遗产的可持续利用研究[J].旅游论坛,2015,8(03):34-39.

[19]郏慧芬,胡海胜.自媒体时代旅游主体营销策略研究——以庐山风景区为例[J].中国工程咨

询,2015(02):49-52.

[20]胡海胜,张玲.红色古村镇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西渼陂古村为例[J].中国旅游评

论,2015(01):38-49.

[21]胡海胜. 美国波浪谷景区进入许可管理及启示[N]. 中国旅游报,2015-01-30(006).

[22]郏慧芬,胡海胜,张瑾.铅山县石塘古镇旅游资源分析评价研究[J].中国工程咨询,2014(10):43-47.

[23]庄东泉. 美国景区紧急救援的启示[N]. 中国旅游报,2014-06-16(007).

[24]胡海胜,郏慧芬,张福庆.我国家庭农场的政策现状分析及推进策略[J].中国旅游评

论,2014(S1):54-62.

[25]胡海胜,孙佳.会展顾客满意度调查分析及其对策建议——以2011年第四届中国(南昌)绿色食

品博览会为例[J].价格月刊,2013(11):87-90.

[26]胡海胜.微旅游:现状、内涵、对策[J].旅游论坛,2013,6(03):1-5.

[27]胡海胜.旅游产业园:理论模式与实践发展[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28(09):851-854.

[28]胡海胜.民俗节庆遗产与旅游经济的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三清山板灯节为例[J].江西财经

大学学报,2011(05):47-52.

[29]胡海胜.中国世界遗产地教育:功能、现状与对策?[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1,27(02):11-14.

[30]胡海胜.高校世界遗产教育:意义、现状与对策[J].旅游论坛,2010,3(05):607-610.

[31]胡海胜,周运瑜,郑艳萍.基于网站平台的旅游投资功能评价研究——以31省(市)的官方旅游政

务网站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26(08):752-754.

[32]张福庆,胡海胜.区域产业生态化耦合度评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J].江西社会科学,2010(04):219-224.

[33]徐聪荣,胡海胜,吴章文.旅游风景区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机制——以庐山风景名胜区为例

[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09,29(06):71-78.

[34]徐聪荣,胡海胜,吴章文,郑艳萍,钟林生.庐山风景名胜区理想景观模式及其生态规划途径

[J].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2009,20(03):279-284+288.

[35]胡海胜.旅游文学遗产视野下的庐山风景区变迁[J].旅游论坛,2009,2(04):605-610.

[36]胡海胜.庐山石刻景观的格局分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51-54+57.



[37]胡海胜.旅游新闻教学模式初探——以《旅游景区策划与管理》课程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2008(03):448-450.

[38]胡海胜,王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结构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03):109-112.

[39]胡海胜,魏美才,唐继刚,张福庆,郑艳萍.庐山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动态及其模拟[J].生态学

报,2007(11):4696-4706.

[40]胡海胜.山地景区生态足迹分析——以庐山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7(06):814-820.

[41]胡海胜.庐山旅游文学变迁及其价值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05):102-106.

[42]胡海胜.庐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J].资源科学,2007(05):28-36.

[43]谢雨萍,胡海胜,郑艳萍.论庐山红色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2006(06):752-756.

[44]胡海胜.山地景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生态途径[J].江西科学,2006(05):332-336.

[45]胡海胜,唐代剑.文化景观研究回顾与展望[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05):95-100.

[46]郑艳萍,胡海胜.桂林石刻景观的生命路径研究[J].人文地理,2006(03):88-91.

[47]郑艳萍,胡海胜.庐山历史文化景点的旅游审美探析[J].九江学院学报,2006(01):38-43.

[48]胡海胜,郑艳萍.中国自助旅游发展探论——以庐山风光网旅游论坛分析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

学报,2006(01):96-100.

[49]张福庆,胡海胜.生态省投资建设的理论研究[J].经济师,2005(11):42-43.

[50]胡海胜.广西民族体育旅游开发研究(之三)[J].广西社会科学,2004(08):138-140.

[51]胡海胜.广西民族体育旅游开发研究(之二)[J].广西社会科学,2004(07):11-13.

[52]胡海胜.广西民族体育旅游开发研究(之一)[J].广西社会科学,2004(06):86-87.

[53]吴忠军,梁建峰,胡海胜.试论民俗旅游区旅游产品开发——忻城中华土司民俗旅游区开发研究

之三[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6):18-20.

[54]吴忠军,梁建峰,胡海胜.民俗旅游区开发模式初探——忻城中华土司民俗旅游区开发研究之二

[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4):51-54.

[55]吴忠军,梁建峰,胡海胜.民俗旅游区旅游资源浅析——忻城中华土司民俗旅游区开发研究之一

[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2):22-26.

[56]胡海胜.脱贫新亮点——大化旅游扶贫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2002(02):46-48+62.

[57]胡海胜.论民俗旅游开发研究的一般方法[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2):52-56.

[58] XU Cong~rong, HU Hai~sheng, WU Zhang~wen, ZHENG Yan~ping, ZHONG Lin~sheng. The

ideal landscape and its ecological planning approach in Mount Lushan National Park,

China, 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 2009,20(3):279~284.

[59] HU Haisheng，ZHENG Yanping，Flagstaff Urban Trails System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National Trails System, Journal of

Landscape Research, 2014.6(6):1-3.

三、著作

[1] 龚志强, 胡海胜. 旅游规划理论与实务.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20.

[2] 胡海胜,邹勇文,诸立. 三清山景区旅游创新发展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9.

[3] 胡海胜,邹勇文,胡林波. 燥石村传统村落研究.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8.

[4] 胡海胜,张瑾,唐继刚. 旅游市场营销教程.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8.

[5] 胡海胜, 史言信, 张瑾. 革命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

[6]邹勇文,胡海胜. 宜春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7]邹勇文,胡海胜. 江西省旅游微信影响力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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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获奖

1、2018年荣获全国首届“旅游教育杰出青年教师”

2、2019年江西省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首届旅游教育名师

3、2019年江西省旅游协会首届江西省旅游行业风云人物杰出学人奖

4、2019年民盟江西省委会参政议政优秀奖

5、江西财经大学校级金牌主讲教师、青年教学五强、优秀网络教师、全校十大杰出青年、全校

优秀扶贫工作者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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