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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发展研究》

内容概要

　　《红色旅游发展研究：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以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主线，在总结实践经
验和参考相关成果基础上，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首先，根据红色旅游的开放性和发展性
，构建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提出紧紧依靠大众旅游消费，完善发展的系统动力机制
，我国红色旅游就能够实现长远的持续发展。然后，针对红色旅游的内在特性，以红色旅游的开放发
展和动力演进为理论依据，对其概念内涵、本质特征、发展思路、发展载体、潜在需求、市场体系、
宣传推广、发展模式、创新重点和资源保护等相关领域进行了全面拓展和系统分析，构建更为宽广、
更有活力、更加具有时代特征的红色旅游发展体系，为我国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力图采取新视角和新方法，如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红色旅游发展的内
在机制，运用网络信息搜索统计分析红色旅游的社会响应，系统化地提出了红色旅游的发展思路，构
建更加系统完善的发展载体并尝试提出标准化建议，根据红色旅游内在特点提出系列宣传推广战略，
提出了红色旅游的资源、产品、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和空间整合模式，首次对红色旅游发展以国际视
野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系列创新发展领域，以及对红色遗产资源进行全面总结和系统分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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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延伸二、红色旅游的本质特征（一）政治性——一项国家的政治工程（二）文化性——一
项国家的文化工程（三）经济性——一项国家的经济工程（四）民生性——一项国家的民生工程（五
）公益性——一项国家的公共事业工程（六）发展性——一个与时俱进的精神宝库三、红色旅游的发
展轨迹（一）红色旅游的萌芽与起步发展阶段（二）红色旅游的强力推动与快速发展阶段（三）红色
旅游的全面深化发展阶段（四）红色旅游回归常态化的持续发展新阶段第二章 红色旅游发展的动力机
制与需求特征一、红色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一）红色旅游发展的驱动层次（二）红色旅游发展
的动力机制（三）红色旅游发展的初始动力机制模型（四）红色旅游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模型二、红
色旅游动机的实证调查（一）组织机构的红色旅游动机与诉求（二）旅游主体的红色旅游动机与诉求
三、红色旅游市场的基本特征（一）市场规模从“井喷”向常态化发展（二）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
三）市场多元化趋势明显（四）自费已成市场主体（五）市场国际化初见端倪（六）短程周边市场仍
占主体（七）周期型的瞬时市场高峰仍将持续（八）市场的品牌忠诚度高四、红色旅游的市场复合需
求附件1：企事业单位红色旅游动机调查问卷附件2：个人红色旅游动机调查问卷第三章 我国红色旅游
发展现状与监测评估一、发展现状（一）红色旅游发展情况（二）主要工作推进情况二、发展经验与
基本规律（一）成功经验（二）基本规律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发展不均衡（二）设施不健
全（三）盲目冲动和攀比⋯⋯第四章 推进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第五章 红色旅游可持续发
展的载体建设第六章 红色旅游的市场划分与重点市场开发第七章 红色旅游宣传推广的特点与战略第
八章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与典型案例策划第九章 红色旅游的国际比较与创新发展第十章 红色旅游文化
遗存与资源的保护参考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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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色旅游第二个层次的微观需求主体是红色旅游区尤其是革命老区的群众，对于红色旅游资源比
较丰富的革命老区大多地处偏远的地区，经济落后，很多当地老百姓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充分利用当
地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红色旅游符合当地老百姓的发展需求：第一，红色旅游业可为老区经济发
展创造新契机，提供新引擎，是一项不容忽视的经济发展工程和扶贫工程。发展红色旅游，可调整农
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产品转化、加工、增值，扩大畜牧、水产
、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进一步带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扩展非农产业，促进乡
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发展，开拓农民外部增收潜力。第二，发展红色旅游可为老区剩余
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将革命老区的历史文化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依托自身丰富的红色旅游
资源培育革命老区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由于旅游业是一项就业成本较小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其中许多工作都必须靠员工手工操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
。另外，旅游业就业层次比较丰富，特别是有些服务工作并不需要很多技术，可以为文化素质不高的
广大农村妇女和刚刚进入社会的男女青年提供就业机会。第三，发展红色旅游可改善老区基础设施，
提高百姓生活质量。红色旅游的开展，必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加大对农村道路、安全饮用水、
农村能源、改厨改厕等设施的投入，完善电力、广播、通信、电信等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环境建
设，开展对农村生活垃圾、沟渠水塘、院落畜圈的整治，这对于改善村容村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能够使老区群众真正享受现代化的发展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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