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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以山西省五台县为例

张伟伟，王建军

（湘潭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以山西五台县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红色旅游资源目前存在着利用率低且深度挖掘不够，产品结构单一，宣传力度
不足，高素质旅游人才奇缺等问题。要发展红色旅游，必须加强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坚持“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在凸

显政治工程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加强领导干部的先进性教育，深化群众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多渠道加大红色旅

游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从业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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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人民在近现代革命斗争

和社会主义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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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织接待旅游者缅怀学

习、参观游览而开展的主题性旅游活动。［１］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拉开了全国各地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序幕。在各级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红色旅游稳步发展，取

得了良好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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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下

发，则明确提出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全国红色旅游发

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及保

障措施。这一指导近五年红色旅游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对进一步加快发展红色旅游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和重大现实意义。国家旅游局最新统计显示：

２０１２年全国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６．７亿人次，同比

增长２４．０７％，在纪念场馆免费开放的前提下，红色

旅游年综合收入１６６７．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５％。

山西省五台县不仅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和

旅游避暑胜地，还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境内红色

旅游资源丰富，景点分布集中，文化底蕴深厚，而且

品位高、价值大，极具开发潜力，随着全国、全省红

色旅游热潮的掀起，五台山依托得天独厚的佛教圣

地和旅游避暑胜地的品牌优势，有着良好的发展

前景。

　　一　山西省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及特征

五台山位于中国山西省东北部，距省会太原市

２３０公里。２００９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文化景

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西以大部分位于太行山

之西、吕梁山和黄河以东而得名，自古被称为“表里

山河”。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山西的红色

旅游资源可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新的全国红色

旅游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在描述红色旅游

的第一项任务时提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批仁人

志士为了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前

赴后继，艰难求索，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催人

奋进的爱国主义壮丽诗篇。”［２］山西是响应辛亥革

命最早的省份之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的《五台县志》记载，在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会中，

“全国不过数百人，其中五台县人氏竟然先后有２０

多人参加，其中阎锡山、赵戴文、徐翰文，王建基、张

瑜、康佩珩、赵三成、张侗、徐一清、李栖鹃、李凤翔、

赵丕廉等人是在留学日本期间参加的。阎锡山、张

瑜等还当面接受过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这些人回

国后曾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如：阎锡山、赵戴文、张

瑜、徐一清、李凤翔参加了辛亥革命太原起义；王建

基、李栖鹃、赵丕廉随同续西峰在晋北抗击清军、攻

取大同；康佩珩、赵三成、张侗在五台县东冶镇成立

保安社，组织民团，并到五台城进行了推翻清廷县

知事的斗争等。在所有这些革命斗争中，涌现过不

少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有的人还为此付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３］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五台山有着很高

的地位。抗日战争中，五台县以其重要的军事价值

和战略地位，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具有光荣革命传

统的五台县人民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块热土上，留下了众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足

迹和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遗址（迹）和

纪念地。这一切，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便成为我们

构建红色旅游景区格局的重要景点。如：阎锡山故

居、西河头地道战遗址、蒋村薄一波故居、永安村徐

向前故居、大甘河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和抗敌报社、

抗敌剧社旧址、蛤蟆石古佛寺晋察冀边区印刷厂旧

址和五台山塔院寺毛主席古居纪念馆等。

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概述

如下：

１．资源分布点多面广，且局部相对集中。自忻

州到五台山，整条线路都分布着红色旅游景点，且都

呈片状。而五台山附近则呈现出局部集中的特点，

如：五台县烈士陵园、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松岩

口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和纪念馆、石咀普济寺晋察

冀边区银行（金库）旧址、前坪奶奶庙晋察冀边区法

院旧址、台麓寺晋察冀边区政府旧址、射虎川抗日纪

念塔、金岗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等。

２．资源种类单一，整合优势较大。五台县的

红色旅游资源多为革命遗产，尤以名人故居和战争

遗址为众，因而整合显得尤为必要。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我们发现，对这些景点进行分类整合，凸显

其个性，这样设计的旅游线路才能使游客不产生审

美疲劳。

３．资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潜力巨大。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把红色

旅游资源的时间界定追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而五

台县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红色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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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一直没有完全深入的开发。目前，开发比较好的

只有徐向前元帅故居、阎锡山故居、南茹村八路军

总部旧址、松岩口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和纪念馆、

金岗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等。其他如“正眼看

世界的第一人”《瀛环志略》的作者徐继先生的

相关资源还未得到深入开发，同盟会中２０多个五

台人也未被记裁。

　　二　山西省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近年来，山西红色旅游发展较快，但总体上还

处于初级开发阶段。目前仅有黎城、武乡、左权等地

的红色旅游开发初具规模，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上有

一定影响和知名度，但这些地方的旅游产业基础非

常薄弱。尽管山西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目前

开发利用的只是极小部分，红色旅游收入甚微。据

山西省旅游局２００４年资料显示：全省红色旅游收入

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比重不到２％。显然，山西红

色旅游的开发现状与山西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极不

相称，山西红色旅游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具体

如五台县，以上提到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只有少数红

色旅游景点可以观瞻，大部分没得到应有的保护和

利用。“其中仅有金岗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白

求恩模范病室和纪念馆、徐向前故居和定襄西河头

地道战等处景点可供游览。剩余的多处省、县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根本谈不上具有观瞻意义，就连起码

的保护都谈不到，如著名的五台县烈士陵园现已被

一座新建的集酒店、宾馆、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大楼遮

挡得严严实实，开国元勋徐向前及其成千上万英烈

的忠魂，正在遭受着灯红酒绿和喧闹嘈杂的严重骚

扰。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旧址，院内杂草丛生，房屋长

期尘封，残坦断壁，破败不堪，一片狼籍，目不忍睹。

这些闻名全国的革命历史纪念地，有的还是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４］

　　三　山西省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

问题

　　１．旅游资源利用率低。五台县的红色旅游目

前主要为政府主管、主办，但大多流于形式，没有形

成真正意义上的红色旅游。如：永安村作为徐向前

元帅的故乡，是一个千年古村，留存着珍贵的文化

遗产，但是故居附近破坏非常严重，当地政府和人

民也没有依法进行保护，因而，有人称“徐帅故居”

为“徐帅孤居”。

２．旅游专项资金投入不足。资金投入不足是

各红色景区（点）发展最突出的制约因素。五台县

红色旅游资源集中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革命老区

和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也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由于经济发展

的长期落后，财政收支非常困难，地方自有资金和

积累能力较差，旅游开发资金严重匮乏。［５］

３．旅游景区产品结构单一。目前，五台县的

红色旅游没有形成合作化发展，大多属单打独斗，

且景点只有“故居”这一单一形式，吸引力较差。另

外，村民市场意识薄弱，也是景区难以进行市场化

良性运作的原因之一。

４．旅游资源深度挖掘不够。在全国红色旅游

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五台县红色旅游一直是简单的

陈列式开发，没有对文化和精神进行深层次的提

炼，也没能结合时代发展，实施与时俱进的策略。

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遗产基本上处于零保护

状态。

５．旅游景区宣传促销力度有待提升。在市场

经济的今天，“酒香不怕巷子深”不再是良性营销准

则，努力加强旅游产品的宣传推广才是工作的重

心。五台山地区属于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尽管其

红色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但由于对外宣传上缺乏系

统性和持续性，且宣传强度弱，宣传手段相对单一，

阵发性和随意性较大，即便在现有的对外宣传中也

存在无整体性，无统一的造势方案等问题，因而难

以产生轰动性效应，知名度提不高，很多景点甚至

连本地人也不知道。

６．高素质的旅游管理人才奇缺。受地域经济

不发达的影响，人才引进成为五台县发展红色旅游

的一大难题。红色旅游景点缺乏专门的规划策划人

才、创意人才和专门的旅游网络经营人员；缺乏红色

旅游产品设计、开发与营销人员；缺乏研究红色旅游

的专业人员和高知识高技能的讲解员。产业队伍的

不完善严重制约了五台县红色旅游的发展。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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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基于 ＳＷＯＴ分析的山西省五台县红色旅

游资源开发思路

　　（一）ＳＷＯＴ分析法

ＳＷＯＴ分析法，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斯坦利

（Ｓｔｅｉｎｅｒ）提出的，用于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一个企业

或产品发展中面临的现实情况的方法。它通过对

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分析，找出一个企业的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机遇（０ｐｐｏｒｍｎｉｔｙ）和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并根据“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利用

机会，化解威胁；考虑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

原则制定相应的战略（见表１）。ＳＷＯＴ分析法常用

于旅游项目发展、旅游企业发展、旅游规划、开发与

营销等方面。［６］

表１　ＳＷＯＴ分析模型

内部分析外部分析 优势（Σ） 劣势（Ω）

机会（Ο） Ｓ－Ｏ战略（进攻战略） Ｗ－Ｏ战略（防御战略）

威胁（Τ） Ｓ－Ｔ战略（分散战略） Ｗ－Ｔ战略（退出战略）

（二）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ＳＷＯＴ分析

依据ＳＷＯＴ分析模型，分别从优势、机会、劣势和威胁四个方面对山西省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进

行分析，详见表２。

表２　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ＳＷＯＴ分析表

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ｓ）

五台山———独特的佛教文化

旅游资源；丰富的革命历史

遗迹造就了丰富的红色旅游

资源；旁边有河北省西柏坡、

定襄县蒋村薄一波故居等合

作景点，区域资源良好；依托

文化积淀较深的山西，在不

断前进的过程中，孕育了黄

河文化、佛教文化、根祖文

化、晋商文化，都是山西丰厚

的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

部分。

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意识不

强；基础设施有待提升，交通

条件较落后；资金投入不足，

发展动力不足；宣传力度不

够；红色餐饮等红色系列活

动开发不够；优秀的旅游人

才紧缺。

在优越的国际环境中，我国

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机遇；山

西省红色旅游资源在全国占

有重要的地位；红色旅游大

发展的机遇———十七届六中

全会以及《２０１１－２０１５红色

旅游发展纲要》；国家大力扶

贫的机遇；

周边地区发展红色旅游的同

时，对山西省五台县红色旅

游存在竞争的威胁，周边等

省市拥有比山西更为知名的

红色旅游资源；群众保护意

识薄弱，保护亟待加强；五台

县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基础

设施落后。

　　（三）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市场分析

五台县红色旅游的客源主要包括三类：一是青

少年。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对其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使其在思想上得到塑造，在心灵上得以

洗涤，才能胸怀大义，肩担重任。目前，我国在校学

生数量庞大，且青少年外出旅游兴趣较高，极具市

场开发潜力。二是中老年人。这里的中老年人指

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所

受的教育，使他们对中国的红色历史有充分的了

解，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还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为

缅怀过往，追忆当年，他们常常故地重游，到自己生

活过、战斗过的地方看看走走，因而，成为红色旅游

地的重要客源之一。三是佛教游客。五台山与四

川峨嵋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共称“中国佛教

四大名山”，是中国佛教及旅游胜地，每年都有很多

香客信徒慕名而来。他们也是红色旅游景点的重

要客源组成。

（四）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策

１．坚持“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五台山是

文殊菩萨的道场，在佛教文化中，内在的和谐是文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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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和谐五台山要处理

好人与遗产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里的人主要

包括五台山的管理者、旅游者、旅游区的服务人员、

当地僧俗群众等群体。“先保护，后开发”就是要求

我们开发五台山红色旅游资源，首先必须保护好文

化遗产。

红色旅游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也

是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不断变化中兴起的，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但由于部分地区红色旅游出现的

时间较早，而且保护不当，很多革命文物已经遭受

或者正在遭受破坏。究其原因：一是保护意识不

强，尤其在偏远山区，人们大都缺乏文物保护意识，

有些人在遗址上建房、修工程，有些人甚至为蝇头

小利，收购可移动的革命文物，致使部分文物流失。

二是革命文物自身的脆弱性以及所处环境的恶劣，

也使其在几十年的岁月中，经历风霜雪雨，造成伤

痕累累。三是维修资金严重不足，使得文物修缮工

作大多处于停滞状态。四是现代化建设缺乏整体

规划，在旧城改造、旧房拆迁中，红色旅游资源遭到

严重破坏，红色旅游业的开发也因此举步维艰。为

此，我们必须遵循“先保护，后开发”原则，努力做好

以下工作：

（１）制定相应法律条款，为红色旅游活动保驾

护航。开展相关法律的宣传活动，使人们形成良好

的法律保护意识，使相关资源得到应有的保护；努

力向政府争取红色旅游发展资金，鼓励单位和个人

及外商投资。专款专用并设立专项保护基金，用于

红色旅游地的文物保护和资源开发；（２）广泛开展

全民动员，引导全民族共同关注红色旅游；（３）坚持

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在相关工程的规划和建设

时，注意革命文物的保护；（４）在开发的过程中，应

突出重点，有序开发，确定重点开发和重点保护对

象，把濒危文物的抢救工作放在首位。

２．树立市场观念，引入市场机制。我国红色

旅游的开发，要保证良好的政治效益，以促进我国

精神文明建设。在市场运作方面，主要要做到以下

几点：

（１）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按照旅

游产业的发展规律进行，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

要求；（２）树立市场意识，争取红色旅游的市场化运

作；（３）加强与红色旅游开发成功的省份、县域交

流，多借鉴他们在市场化运作方面的有益经验，促

进五台县红色旅游市场化运作。

３．强化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１）各级

领导干部要与时俱进，认真研习国家在红色旅游方

面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在思想意识上起到引领作

用。（２）认识到市场才能更有力的促进红色旅游的

发展，才能使其更有活力。（３）加强教育，使人们认

识到“红色旅游发展由人民共建共享”，从而增强人

们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

４．加大红色旅游资金投入。（１）五台县政府

要注重对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

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省内外企业融资。（２）

红色旅游不仅是一项政治工程和文化工程，更是一

项经济工程，因此要多吸引其他行业对红色旅游的

投入。（３）稳步推进“两权分立”，所有权与经营权

分离有利于市场对红色旅游的运作。

５．加大对五台县红色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

形成规模效应。（１）根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５红色旅游发

展纲要》，结合时代特征，全面开展“辛亥革命中的

五台人”以及“正眼看世界第一人———徐继”等

相关红色旅游景点的建设。（２）从文化传承上挖掘

地域资源，开发红色特色餐饮，以此带动相关第三

产业的发展，拉动就业。五台县在革命建设时期，

有着特殊的饮食文化，如：公社大烩菜，公社焖面馆

等。（３）联合周边地区，加强合作。与河北省的西

柏坡、定襄县、盂县、灵丘县等，联手建立一条高品

质的红色旅游路线。（４）开展相关体验游，如：开展

知青文化体验游等系列活动，“再走一下路，过一下

桥，打一下枣子，割一下谷子”等等。［７］

６．加强宣传，引入ＣＩ体制建设，创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１）充分运用节庆假日时机，结合建党、建

军、建国等重大纪念活动及其他重要节假日，组织

相关宣传推广活动。如：以２０１３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周年、２０１４年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２０１５

年抗日战争胜利７０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为契机，

精心筹划一批主题鲜明、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红色

旅游产品。刊播红色旅游公益广告，出版红色旅游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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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图书，拍摄一批红色旅游宣传片，继续做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人民英模等题材的电视专题片

拍摄播映工作。加强红色旅游网络资源建设，建立

完善红色旅游网上展馆，建设红色旅游综合信息系

统和数据库。鼓励和支持开设专网专版专栏，宣传

推广红色旅游。［２］（２）引入 ＣＩ体制建设，指定统一

的标志、形象，在公共场合进行大力宣传，推出精品

线路。（３）红色旅游要与生态旅游、宗教旅游、休闲

度假旅游、民俗旅游、农业旅游、知青文化体验旅游

相结合，将红色文化与晋商文化、古建文化、佛教文

化、黄河清水河文化相结合，以促进红色旅游业的

发展。

７．加强红色旅游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高

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１）制定专项培训计划，重

点开展红色旅游管理人员、导游员和讲解员分级分

期专门培训。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红色旅游

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旅游职业教育。鼓励教师、大

学生和离退休干部等参与红色旅游志愿服务。（２）

通过引进人才，爱护人才，使用人才，留住人才，培

养人才，来确保五台县红色旅游业健康的稳定

发展。

山西省五台县的红色旅游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我们在认真研究《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全国红色旅游发展

纲要》和《山西省忻州市“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

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不断挖掘山西省五台县

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努力解决山西省五台县红色旅

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山西省五台县红色旅

游进行保护与开发有利的建议，努力促进山西省五

台县红色旅游向着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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