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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对促进旅游和红色文化的有机融合$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

新途径%基于安徽六安红色旅游景区的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游客感知方面存在旅游项目与产品体系欠丰富$旅游基

础设施有待改善$旅游商品开发落后等问题&社区居民方面认为红色旅游的发展对社区经济发展存在积极影响"但

目前存在受益不均衡$参与有限$生态与人居环境受到负面影响等问题%从拓宽产品谱系$创新产品类型$塑造景区

品牌$保障社区利益$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完善管理行为"将有益于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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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色旅游研究与发展概况

!$$C年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 %!$$C&!$%$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是

当前指导和推进红色旅游的纲领性文件(根据纲要#红

色旅游被界定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

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

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

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 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

游活动,- 显然#红色旅游是以参观游览红色景观为主

要内容#以接受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旅游活动E%F

#是

将革命爱国主义教育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兴旅

游产品E&F

#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并且得到政策上的大

力支持#红色旅游的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红色旅游的

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大力推动#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关注的

热点之一#目前国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红

色旅游的基本概念$内涵及特点的理论归纳与总结E&GHF

.

红色旅游资源与产品的开发ECGIF

.游客满意度EJG"F

.市场营

销及品牌塑造E'GKF

.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E%$G%%F等#

且以宏观的阐释性研究为主# 基于实证的研究成果有

限# 仅在近年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应用田野调查法并

结合个案实证进行调查研究# 总体看来有关红色旅游

发展的实证研究成果比重较低-

全国红色旅游业经过近 "年的快速发展# 当前面

临着一些可能影响其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据 &$$K年

"月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对北京市+湖南湘潭市+陕

西延安市+江西井冈山市+江苏常熟市和河南信阳市等

J个城市的红色旅游景区的抽样调查# 结果表明红色

旅游景区普遍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 讲解内容单调枯

燥+游览项目单一+设施设备不全+旅游商品开发落后

等问题E%&F

- 安徽省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红色旅游的发展

起步早#红色旅游在发挥政治文化功能+宣传教育功能

的同时#也为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做出了重要贡献#以

&$%$年为例#全省红色旅游接待游客 %HJ$万人次#红

色旅游综合收入 J% 亿元# 红色旅游直接就业人数

CJH$人#间接就业人数达 &AJ万人- 近年来#全省红色

旅游持续升温#已成为旅游业新的增长点- 与此同时#

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景区规划的科学性不足# 景区

低水平+重复性建设+缺少全国一流的红色景区+大景

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资金不足等现实问题E%HF

#急需

%



结合景区发展实际进行科学研究!甄别问题!完善发展

路径"

鉴于此! 本研究选择安徽红色旅游资源密集#红

色旅游发展起步早!红色旅游业较为成熟的六安地区

作为实证调研区域!设计问卷与访谈提纲!分别开展

了游客和社区居民对红色旅游发展现状的感知与评

价!以期了解影响红色旅游发展的现实问题!分析原

因!探寻对策!为红色旅游的持续发展提供实证研究

支持"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法! 具体包括问卷调查法和访

谈法" 调查区域涉及到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金寨县

等地!具体景点包括苏维埃城#列宁小学#革命法庭#保

卫局#苏维埃俱乐部等众多革命遗址#金寨县烈士纪念

馆#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等地" 调研时间集中在 !"#$

年 %月 &'%日" 参与调研的调查员为本校旅游管理专

业大三的本科生"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针对游客的!调

研内容分为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游客对红色旅游

业发展情况的感知与评价%$(个测项!涉及旅游动机#

对景区旅游项目的评价# 总体感知及未来旅游意向等

维度&两大部分'二是景区及周边社区居民对红色旅游

业发展情况的感知与评价%#)个测项!涉及居民对红

色旅游发展的经济# 社会与环境影响的感知及总体评

价等维度&"

游客调查问卷采用发放人员在景区出口拦截游客

进行一对一的调查问卷发放方式!力争做到一卷一收!

以保证问卷的回收率和调查结果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共对游客发放问卷 !&(份! 实际回收 !&*份! 回收率

+,-%."社区居民问卷的发放采用登门逐户走访的问卷

发放方式!共发放问卷 !&*份!实际回收 !&*份!回收

率 $**."

三!结果分析

"一#游客感知

!"游客人口统计学特征

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红色旅游景区男性与女性游

客比例较为均衡!男性游客比重略高!为 /$0(/.'受访

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岁'1* 岁之间的中青年游

客!占 %+0 (.的比例'$,岁以下及 1*岁以上的游客比

重较低" 受访对象的受教育程度以大专#本科为主!占

到 ,!0($.! 月收入主要集中在 $***元'(***元之间!

职业构成主要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学生!这

可能与调研时段有关!%月份是我国党史教育的集中

时段!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奖励旅游与主题教育活

动较多!同时也是大中专院校暑假开始之际!学生游客

较平时增多" 同时!受访者中 /!0,.的游客是第一次参

加红色旅游!&%0!.的游客以前曾经参加过一次及以上

的红色旅游" 可见!红色旅游作为一项新兴旅游业态!

目前虽尚未成为引领旅游发展的主导产品! 但市场拓

展空间较大" 受访者获取红色旅游信息的主要途径为

网上搜索 %(!0/.&# 报纸杂志 %(!0*,.&# 朋友推荐

%!!0*,.&及旅行社推荐%$(0((.&"

#"游客对红色旅游发展的感知与评价选择

%$&对红色旅游目的和旅游意义的感知

受访者红色旅游目的的调查结果%表 $&表明$学

习考察# 公务会议与观光是红色旅游者的主要旅游动

机! 三者各占到 ((0%/.#!%0*,.和 $101%." 旅游者认

为其参加红色旅游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缅怀先烈

%(,0!.&#敬佩伟人%($0,!.&及激励自己%$%0(1.&等方

面!反映了游客对参加红色旅游的价值感知"

%!&游客偏爱的红色旅游景区吸引物

调查结果显示! 最能吸引游客到红色旅游景区旅

游的核心吸引物是红色旅游文化! 选择该项的游客比

例达 &*0,(.! 其次是与之景区相关的历史故事!占

(&0$%.!可见红色旅游景区在发展过程中!深挖红色旅

游精神!精心打造红色文化特色#塑造红色旅游品牌是

景区培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自然风光

与乡土气息也是部分游客的选择偏爱! 其比例分别为

$%0*,.与 %0+!.! 红色旅游景区在主导红色概念的同

时需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特色旅游资源!科学规划!推

动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设计拓

展旅游产品! 以进一步增强红色景区的旅游市场吸引

力"

%(&游客对景区服务项目的感知评价与选择

游客对景区服务项目的感知评价与下述%&&中的

总体感知评价引入了感知实绩模型! 以受访对象实地

游览体验后的满意与否作为感知评价的依据" 目前游

客满意度测度方法中应用较多的测度模型主要有$期

望(绩效法%2342567689: 42;<9;=7:52 744;975>&#重要性

绩效法 %8=49;67:52'42;<9;=7:52 744;975>&#期望(不

确认法%2342567:5?'@8A59:<8;=7689: 744;975>&和感知实

表 ! 游客对红色旅游目的与旅游意义感知

旅游目的 探亲访友 休闲度假 公务会议 学习 观光

比例 %0+!. $&0/,. !%0",. ((0%/. $101%.

旅游意义 缅怀先烈 敬佩伟人 激励自己 教育后人 欣赏风景

比例 (,0((. (!0",. $%0/. &0$%. %0+!.

!



绩法!!"#$%#&'()* %(+, -!!#%'./"等0123

#早期的研究认为

期望差异是顾客满意的直接原因 0145673

$ 后来的研究发

现$感知绩效与游客满意度具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感知

绩效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高于期望差异的影响0689:;3

#该

部分研究的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 !<=>"#?"4分值量表$

让受访对象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填写对各题项的满意程

度$4代表很好$@代表较好$A代表一般$B代表不好$:

代表很不好#

对问卷数据的统计结果!表 B"显示$受访者对红

色旅游景区!点"旅游项目的构成总体持好评态度$

其中选择 %好& 的占到 @7C@@D$ 选择 %很好& 的占

68C48D$选择%一般&的比重为 BBC6;D$这与六安地处

皖西大别山区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及

区域一直重视红色旅游项目的开发与建设是分不开

的$未来各景区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旅游项目的创新$

以适应游客不断变化的旅游需求# 另外$受访者对红

色旅游景区!点"展陈方式的评价$选择%一般&的比

例较高$为 44D$选择%很好&与%好&的比例合计占到

BBC4D$反映了游客对红色旅游景点展陈的实际感知

与体验不高$未来改善提升空间较大$目前调查景区

和景点的区域经济欠发达$ 展示手段受到经济发展

水平制约$相对于都市型'主题公园等旅游高科技应

用较多的旅游景区景点来说$ 旅游产品与项目的展

陈方式差距较大#

红色旅游景区通过红色旅游纪念品作为红色革命

精神的载体$既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示范作用$又能产

生一定的经济受益#调查结果显示$受访游客对红色旅

游景区 !点" 旅游商品的评价选择 %一般& 的占到

4EC@1D$选择%好&与%很好&的合计占到 17C8D!表 B"$

目前旅游商品多为社区居民销售的乡土特产$ 同质化

现象严重$附加值较低(景区专属红色旅游纪念品较少

或没有$且存在样式简单$制作粗糙'文化内涵与吸引

力不足的问题$ 未来红色旅游景区旅游商品的开发设

计'销售与服务的提升空间较大#

受访游客对红色旅游景区!点"的爱国主义教育与

革命传统教育效果的感知情况较好$选择%好&与%很

好& 的游客比重达到 @8CBD$ 选择 %一般& 的比例为

B7C@D$认为%较差&与%差&的比重为 BBC@D!表 B"#提升

红色旅游的教育作用与实际效果需要多方面考虑相关

影响因素$特别景区的开发'建设'管理与服务质量等$

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革命历史的正确认识与

理解$影响到红色旅游的教育效果$最终影响到红色旅

游的生命力与可持续性0143

#

!@"游客对景区的总体评价

受访者对参观过的红色旅游景区!点"的总体评价

尚好$其中选择%很好&的比例为 FC4;D$认为总体为

%好&的占 B8CFBD$认为%一般&的比例占 A4C;AD$认为

%较差&与%差&的比例分别为 B6CB4D和 4C@BD# 在有关

%您认为目前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的不足之处) &的问项

调查中$游客的选择集中在%文化内涵不够深刻&'%活

动内容不够丰富&及%旅游设施不够完善&等方面!表

A"$是制约红色旅游景区发展的主要问题$与阎友兵等

!BEEF"的调查研究结果相似#

!4"游客未来红色旅游意向

调查结果显示$在未来旅游计划中$有 B4C@BD的

游客有意向%会&选择红色旅游$但有 48CFBD的受访者

选择了%看情况决定&$67C8D的游客选择%不会选择&红

色旅游产品#影响游客出游的因素很多$旅游目的地的

选择会随选择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红色旅游作为一种

旅游新业态$在政府主导下发展态势较好$已经逐渐成

为吸引游客出游的一类重要的旅游形式$ 但是受资源

品质独特'发展历程较短'细分市场特征较显著'知名

度及影响力有待提高等因素的影响$ 要获得更多旅游

者的认可$ 尚需要深化产品的开发与设计' 组合与创

新$同时实施有效的市场营销与推广策略#

!二"社区居民对红色旅游发展情况的感知

旅游目的地居民态度对旅游者体验的好坏及当地

旅游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红色

旅游的持续发展业离不开景区!点"周边社区居民的参

与和支持# 下面就本次研究对六安市红色旅游景区

!点"周边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与访谈资料的结果分析

如下#

!"红色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

对社区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77CB4D的受访居民

同意 %发展红色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

表 ! 游客对景区旅游软硬件条件的感知

很好 好 一般 较差 很差

旅游项目构成 68C4D @7CB4D BBCE;D 6ED @C68D

展陈方式 ;C84D 6AC84D 44D 6BCFBD FC4;D

旅游商品 4CB@D 66CB4D 4EC@BD 6FC684 6AC84D

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

传统教育的效果
6;C84D AEC@BD B8C4D 6@C4; ;C84D

表 " 游客对景区发展不足的感知

问项
活动内容

不够丰富

旅游设施

不够完善

服务态度

不够热情

文化内涵

不够深刻

门票价格

比较贵

推广力度

不够

比例 B6CA4D 6FC6D 6ECF7D B8C4AD 8C;8D 6ACBD

A



!"#的受访者!不同意"#其他居民持!中立"态度$ 对

!当地发展红色旅游业可否增加就业岗位"的调查结果

显示#$!%"#的受访社区居民持!同意"态度#!&%!#!不

同意"$调查还显示#有 ""#的居民认为!当地发展红色

旅游业可以增加个人收入"# 但也有 &'%(!#的居民不

认同此观点$可见#大部分的社区居民已经认识到由游

客旅游消费带动的旅游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 肯定了红色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的正面经

济效应$

!"红色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

!发展红色旅游业对提高当地知名度有积极的影

响力"的观点得到了 $$%!"#社区受访居民的认同%表

)&#有关!红色旅游的发展是否会对当地红色文化的传

承起到积极的影响"问项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对象的

观点分歧较大#持!同意"观点的占 )&%!"##但是持!不

认同"观点的比例也占到了 *(%"+##访谈结果显示#当

地居民认为游客的进入#出现了!文物破坏'环境污染

及商业化过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地居民对

!旅游业的发展是否是最有效的红色资源保护及传统

红色文化传承的手段"的担忧与质疑$

另外# 调查结果还显示# 有 $+%+)#的居民认为

!发展旅游业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 "# 其中

*!%"(#受访居民认为 !有影响且很反感"#*$%!"#的

居民认为!有影响但是可以接受"(旅游 &'#的居民

认为!没有影响"(&)%&$#的受访对象选择了!没有感

觉到影响"$ 红色旅游的发展是把双刃剑#带来显著

效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部分社区居民的传

统生活模式$

#"红色旅游发展的环境影响

在对 !你认为发展红色旅游后当地的基础设施是

否得到改善) "问项调查中#"$%!"#的受访对象!同意"

此观点#但也有 *,%+*#的受访对象!不同意"$ 对!发展

红色旅游业是否能改善社区环境) "的调查结果显示#

*(%&'#的受访持!同意"态度#!,#的受访持!中立"的

观点#持!不同意"态度的受访对象占到 ),%+*#$ 访谈

结果反映#皖西大别山区本底生态环境质量佳#山清水

秀的居住环境一直是当地社区居民世代生活的居所#

伴随着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的进入#旅游项目的

建设实施# 旅游管理与发展理念的可持续性欠佳等均

造成了旅游发展过程中红色文物资源的破坏' 区域生

态环境的污染等问题# 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地社区的

生态环境#因此#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居民对红色旅游发展的总体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的受访对象认为当地发展

红色旅游业是大多数居民受益的事业#但也有 *'%(!#

的受访对象不同意此观点$ 当地政府以发展红色旅游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为出发点是好的#但如何

有效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 使大多数人真正从红色旅

游业的发展中受惠是值得持续关注的管理话题和研究

命题$

表 "的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居民对社区发

展红色旅游业的重要性和积极效应持肯定态度#表明

社区居民已认识到旅游业带动当地社会'经济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社区对旅游业发展的积极认知态度将有

利于经营管理部门在红色旅游业的未来发展过程中

获得更多的社区支持#也将有利于和谐旅游社区的创

建$

红色旅游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新兴文化产业#在

各级党政和旅游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快速发展#

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特别是在强化政府主导#加强

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力度#推进区域一体化等方面均已

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本次实证调查结果显示#红色旅游

在发展进程中仍存在许多具体的现实问题# 有待深入

持续地关注#特别是涉及旅游发展的软硬件环境建设'

创新型产品设计与开发# 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业态的

有机组合和科学融合'旅游景区的品牌塑造与推广'社

区居民!经济*社会*环境"复合利益的保障等#均是

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从以下几方面提出管理建

议#供相关决策和运营部门参考$

!一"以产业融合促红色旅游产品创新

随着休闲生活方式在公众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越来

越重要# 红色旅游亟需迎合时代发展和消费者心理需

求#传统单一的红色旅游产品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需

要融入更多具有生活品位'人性关怀的体验型'包容开

放型'度假休闲型和运动时尚型旅游产品#以丰富红色

旅游的产品谱系#增强红色旅游的市场吸引力$ 因此#

表 ! 红色旅游发展对提高区域知名度#促进红色

文化传承作用的居民感知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你认为当地发展红色旅游业可以提高

本地知名度吗)

&!%(!# !,%+*# $$%!"#

你认为当地发展红色旅游业可以促进

本地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吗)

*(%"+# &(%&'# )&%!"#

表 " 居民对红色旅游业重要性的总体感知

非常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总体上# 你认为旅游业对当地社

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如何)

)"# *,%+*# &"%+*# +%**#

)



以产业融合为视角!深挖红色文化特色!将红色旅游与

山水风光游"乡土风情游进行多元的组合与融合#六安

地区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红色圣地! 因地

处大别山区!也是一个丰富的绿色生态宝库!拥有丰

富的绿色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皖西文化"湖

湘文化" 中原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 磨合"沉

淀!形成新的文化特质!为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乡村

旅游"康体旅游"休闲度假游等多业融合提供了基础

条件$ 基于产业融合的红色旅游产品谱系的开发与设

计!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区域红色旅游的竞争力和附加

值!而且还可以更加有效地拓宽区域生态之旅%康体

健身疗养之旅的市场辐射!优化产品结构!延长红色

旅游消费链$

!二"以品牌塑造促红色旅游的营销推广

红色旅游品牌的塑造! 除依托有影响力的龙头项

目外!还需要结合当前游客&体验型'需求增强的市场

现实!从景区建设入手!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提升服务

质量! 实施精细化管理! 强化景区品牌塑造与管理意

识$ 积极运用高科技手段! 丰富史料陈列馆的展陈效

果%规划设计体验型旅游项目!丰富旅游活动!提升讲

解水平! 力争让红色旅游从传统的静态文物展览向文

化体验%精神传承转化!积极寻找有效途径!特别是构

建红色旅游数字化综合平台!全面宣传景区信息!扩大

对外宣传!推广品牌形象!提高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

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旅行社组织客源的优势!支持其参

与红色旅游的经营管理与推介$

!三"以鼓励社区参与促和谐景区建设

社区是旅游运营过程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社区

居民如何有效参与到区域旅游业发展的规划% 决策与

利益分配中!是旅游管理部门不容忽视的问题$ 友善%

洁净% 淳朴的社区文化对游客满意度感知与良好体验

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社区居民对当地环境%民俗%人

文历史了解较多! 社区的有效参与也有利于景区创造

独具特色的区域旅游文化氛围$ 因此! 政府应加强宣

传!做好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业中来的思想动员%制定

社区参与规划!实施旅游从业技能培训工作!调动居民

参加景区保护%开发%宣传与经营管理工作!不仅有利

于和谐景区的创建! 也是改善和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

量的重要途径$

!四"以景区资源环境保护促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

红色旅游资源是宝贵的历史遗产!许多革命遗址%

伟人遗物和自然生态环境都是不可再生资源$ 以安徽

六安金寨县为例!现有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 !"#处!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处!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处$其中!革命烈士陵园为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红军广场景区为'(级旅游区(此外还有红)&军%红!"

军军部旧址# &千里跃进!将军故乡'的红色旅游经典%

鲜明的主题形象!早已深入千家万户!已成为大别山红

色精神的载体!保护价值极高# 因此!加强红色旅游资

源保护%红色文化的传承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政

府要为红色旅游的发展制定科学的规划! 坚持保护性

开发与依据资源品质分层级开发的原则! 加大对红色

历史遗址%遗存的保护力度# 与此同时!红色旅游景区

)点*还要加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整治与宣传工作!开

展游客与社区居民旅游环境行为教育! 为区域进红色

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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