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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红色文化视角的红色旅游价值研究 

——以遵义红色旅游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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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红色文化视角,对遵义红色旅游的经济价值进行研究,通过对遵义 2001年到 2016年 GDP与

红色旅游景点游客人数、旅游收入、住宿餐饮业收入、自然景观景点的游客人数建立线性回归模型,证实遵义红色

旅游确实有助于当地经济增长,并结合其发展现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红色旅游 遵义 经济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人民旅游需求的日益提升和景点配套设施的逐渐完善,遵义旅游业发展较为迅速,推动第三产业进步的同时,带

动了当地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在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上均形成其发展旅游业的独特优势。具体

体现如下: 

首先,遵义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具有转折点意义的重要战地,在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其每年吸引成千上万

游客来此观光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随着红色旅游业的推出,每年参观红色景点的游客不计其数,这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无论是住宿餐饮业还是基建

交通业的快速拓展均离不开红色旅游业的推动。 

最后,遵义还将自然景观这类绿色产业与红色产业相结合,打造双管齐下的方式,以更好地发挥旅游业的经济价值作用。 

因此,本文选取遵义作为红色旅游景点的代表,对红色旅游的经济价值展开研究。 

2 遵义红色旅游的现状分析 

2.1红色历史意义重大,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遵义红色历史背景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这是其整个红色旅游产业的主导核心及价值所在,革命遗址每年都吸引成千上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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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来此缅怀历史,追忆先烈。 

除了红色旅游资源,该地其他旅游资源也很丰富。会址已融入当地人民生活,可以深刻体会到当地的人文环境;娄山关地势险

要、气势磅礴,森林资源保护良好,生态环境优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四渡赤水纪念馆紧靠土城古镇,古镇文化最能表现当地民

俗风情,也是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 

2.2基础设施参差不齐,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遵义红色旅游各景区的基础设施参差不齐,这与景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位于市区的会址建设完整,管理有序,交通运输通

畅,住宿餐饮便利,老城商圈的建立也符合现代城市人民的生活习惯,基本能满足游客的各方面需求。 

而地势较为偏远的娄山关以及四渡赤水纪念馆就较为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道路交通,两地均需坐长时间的汽车

才能到达景区,且通往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过程中没有高速公路;二是纪念馆建设,馆内项目过于传统,形式简单、内容单一、缺乏

趣味性和参与性。 

2.3产业发展不够成熟,开发程度还需推进 

成熟的产业链更能吸引游客,不仅使景区达到服务闭环,更能使游客达到消费闭环。遵义红色旅游的产业链成熟度不高,一是

在于产业链不完整:娄山关虽然占地面积广,但多为森林,以参观为主,可玩性不高;且没有当地的特色小吃,游览时间较短,可当

日来回,不利于住宿餐饮业的发展。二是由于开发程度尚浅:会址的地理优势能满足游客各方面的需求,但模式固定后没有继续深

入开发;四渡赤水纪念馆的产业链具有基本雏形,旅游资源层次多样,但没有统一利用好这些因素,各方面发展较为分散。 

3 遵义红色旅游的建模分析 

3.1变量选择 

遵义红色旅游的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地区 GDP的推动、住宿餐饮业的拓展、就业率

的上升、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方面,而这些因素也是红色文化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红色旅游景区游客人数:遵义红色旅游景区是爱国教育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部分景区对游客不收费,故本文选取游客

人数而非景区收入作为变量。游客人数能够直观地反映该景区的发展情况,人数越多,说明该景区发展状况越好。 

遵义旅游收入:旅游业的发展状况直接表现为旅游业的收入情况。以货币为单位直接计量遵义红色旅游的经济价值,货币数

值越高,说明红色旅游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率越高。 

住宿餐饮业收入:景区发展向好,游客人数便会增加,当地住宿和餐饮业才能更好地拓展。 

自然景观景区游客人数:除红色旅游资源外,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吸引了游客的眼球,使游客更多地将附近的自然景观纳入行

程中,每年前往大板水国家森林公园、土城古镇等自然景观景区的游客不计其数。 

综上所述,这些因素均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红色旅游在遵义的发展建设中发挥着特有的经济价值。 

3.2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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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文研究遵义红色旅游的经济价值,故选遵义的 GDP作为衡量标准进行建模,建模采用 R语言对数据进行线性回归: 

 

上式中,选取遵义 2001-2016年的数据。其中,R为遵义 GDP的一阶差分,H为红色旅游景区(包括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和四

渡赤水纪念馆)的游客人数,P为遵义旅游收入,O为住宿餐饮业收入,V为自然景观景区(大板水国家森林公园、金鼎山、习水国家

森林公园及土城古镇)的游客人数,a、b、c、d为各自变量的系数,为误差项。 

从函数回归结果来看,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理由如下:一、检验结果中,模型存在缺损值,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是造成这一结果

的可能原因;二、模型变量选取的均为与旅游相关的经济变量,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存在共线性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为解决共线

性问题,我们采取逐步回归。 

经过逐步回归,将模型优化,得下式: 

 

最终根据模型我们得出结果,筛选出了 H和 O两个变量是对 R(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显著的,即整个遵义的红色旅游收入及餐

饮和住宿对遵义的 GDP 影响显著,该模型证实了红色旅游对遵义的经济价值是存在的,其从景点收入和住宿餐饮两个方面发挥了

自身的作用,成功地提高和带动了遵义的经济增长。 

4 遵义红色旅游的发展建议 

4.1完善景区配套设施,提高景区服务质量 

由实证分析可知,景区的配套设施,如住宿及餐饮,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完善景区配

套设施建设、提升配套服务质量是增强景区吸引力的有效手段。 

当前游客消费需求多样化,景区应实现景区特色与消费者出行需求相结合,在实现食宿环境的多样化、特色化、连锁化的同

时,加强景区配套设施服务人员专业培训,提高人员素质,提升服务水平。此外,增强市场监管,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有利于

劣质餐饮商家的淘汰与服务质量的提升,同时,保证食宿的规范化、安全性,也是树立景区形象,提升景区知名度的重要因素。 

4.2结合当地特色文化,促成区域联动开发 

在围绕红色主题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发掘与开发当地其他特色文化,带动相关产业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产生多重经济价

值。例如:四渡赤水纪念馆与土城古镇相邻,当地还有依赤水河而生的独特酒文化,将这些当地特色文化充分发展合理运用,能为

当地红色旅游的发展提供辅助动力,多方位的开发也能使游客的出行体验更加丰富有层次。 

单一元素的发展不能得到最大的收益,只有加强区域旅游联合开发,将不同的旅游区串联,才能形成多样化的产品组合。不仅

能丰富旅游内容,还能满足不同游客之间需求的个体差异性。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遵义在运用旅游资源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收获到其发展带给当地各类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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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效提升的反馈,遵义 GDP 的快速增长以及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凸显了发展红色旅游带来的优势。此外,发展旅游经济不仅要

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的有机结合,还要得到政策的保护与推动。遵义正是把握和充分利用了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及政策优势,充分

发挥其经济价值,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并通过经济发展反作用于其他产业建设,形成良性循环,使得红色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产生

乘数作用,极大程度上带动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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