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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红色旅游发展迅速,红色旅游这一旅游类型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革命老区的巴中,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其红色旅

游的发展却与资源的知名度和聚集度不符,且在旅游发展中出现了人地关系不协调、利益分配不均、各参与方矛盾激化等问题。而社区参与旅

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巴中红色旅游的研究着重于宏观的资源开发,红色旅游扶贫等方面,有关社区

参与视野下红色旅游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本文通过文献查阅及实地调研的方法,对巴中红色旅游社区参与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社区居民参

与度不高、参与意识较弱；社区居民自身参与能力有限；各利益相关者矛盾激化；缺少相关社区参与政策的支撑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一

步探讨了巴中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对社区参与下的巴中红色旅游发展进行探讨,丰富了“社区理论”的个案研究,为巴中旅游发展提供

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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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红色旅游规划发展纲要的出台实施,红色旅游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主题鲜明的特殊旅游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成为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方向。从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至2017年,

全国的红色旅游景区接待的人次从2亿多增长到12亿多。但红色旅游的发

展也暴露出较多的问题,如旅游季节呈现周期性、景点开发缺乏深度、同

质化、红色文化挖掘不够、红色遗迹破坏严重等。 

巴中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可供红色旅游开发的资

源优势很明显,是四川红色旅游资源聚集地之一,但巴中红色旅游的发展

程度与红色旅游资源的知名度、聚集度是严重不相符的。且在红色旅游发

展中出现了人地关系不协调、利益分配不均、各方矛盾激化等问题,因

此想要促进巴中红色旅游发展,社区参与旅游是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

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巴中红色旅游的研究还停留在宏观的资源

开发,红色旅游扶贫,以及红色歌谣等方面,关于社区参与视野下红色旅

游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因此本文以巴中市红色旅游发展为例,就社区参

与红色旅游发展的现状及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提出在社区参与下的红色

旅游发展策略。 

在现实意义上,该选题不仅顺应了红色旅游迅速发展的趋势,而且有

利于促进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问题的解决,有利促进巴中红色旅游健康持

续的发展。理论意义方面,对“社区参与”理论的介绍、研究已较多,并且

该理论已经成为研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从社区角度对巴中红色

旅游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社区理论”的个案研究,而且有

助于提供相关研究的新视角。 

1 巴中红色旅游社区参与现状 

1.1社区居民的参与度不高,参与意识较弱 

在巴中红色旅游发展中,参与到旅游相关开发活动的居民所占比例不

高,并且参与的这一部分居民中大多数是属于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工

作人员,而剩下部分的参与者,他们的参与活动几乎都停留在红色旅游发

展的表面,如红色旅游纪念品销售,游客接待等。同时,当地社区居民对参

与红色旅游发展意识较弱,在发展决策中,他们大多听取政府或者开发商

以及相关专业的个人或团体的建议,给出实际的建议或者意见极少。虽然

现在的开发商和政府都积极的倡导要切实的听取社区居民对于当地的开

发及管理的想法和意见,但是现实因素却让这样的行为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而不能得以实施。 

1.2社区居民自身参与能力有限 

红色旅游的发展与规划对于参与主体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红色旅

游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开发者和保护者都必须是对红色旅游资源有着深

厚的特殊感情的人,他们必须深入了解这段特殊的历史,知道它对于我

们当代人的重要价值。但是在革命老区,面对当地社区居民既缺乏资金

又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的情况,社区参与就更加困难。在当地有将近一

半的人是农民,他们靠种地为生,文化教育程度较低,还有一部分人是以

摆地摊或经营零售业为主,收入水平也不太高。大多以传统的自主经营

和受雇于人为主要的两种参与模式参与红色旅游发展。由于知识和资金

的缺乏,他们很难完全性的参与到红色旅游的发展中,可能只能在边缘

性地带间接参与。 

1.3各利益相关者矛盾激化 

在巴中市,几乎所有的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管理都是由政府主导。在开

发的过程中也面临多方面问题,如怎样平衡当地社区居民、政府、开发商

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怎样处理人地的矛盾,怎样维持人与环境的和谐等

等。各参与方利益诉求的不同增添了复杂的利益关系,甚至相悖的追求和

理念。 

巴中市的现有红色旅游资源条件很完备,但是相关的组合条件却是不

尽人意,由于地处偏远的西部地区所以社区居民的经济能力和知识储备也

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而开发过程中社区居民的相关用地被占用和生活环

境被破坏等导致他们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不断的激化。 

1.4缺少社区参与相关政策的支撑 

革命老区的发展问题被党中央高度的重视,国家政府对于老区的发展

也是给予了许多优惠的回馈政策,但是在偏远的地区这些优惠的条件还没

有完全落实。 

巴中地处偏远的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交通条件也不完善,可进

入性相对较差,这些因素就限制了巴中红色旅游的发展速度。如道路作

为连接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社区的重要通道,所以它是发展旅游所必须解

决的重大问题,但是相对贫穷的社区往往不具备改善其交通状况的财力

物力,往往也需要外界提供相应的支持。面对一系列需要政府相关政策

大力支持的状况,却受限于支撑政策的不到位,城市招商宣传不足等因

素的影响。 

2 社区参与下的巴中红色旅游发展策略 

2.1加强宣传引导,增强参与意识,扩大参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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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新闻媒体,村民会议等渠道对当地社区

居民进行宣传引导。一方面使居民对自身行为与社区旅游发展关系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明确其在巴中红色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激发社区居民

参与红色旅游的积极性,利用当地居民对本地旅游资源的了解与依赖的特

性,弥补外来投资经营者为使得经济利益 大化而滥用资源,不合理开发

的弊端,实现巴中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增强社区居民对巴中

当地红色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强化对当地居民的红色文化的传承教

育,提高对巴中红色遗迹的保护意识。 

同时拓宽居民参与渠道,扩大社区居民在巴中红色旅游中的参与范

围。在巴中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广泛听取当地居民意见与看法,获得社

区居民的认同与支持,让居民参与到旅游发展的开发、决策、管理、监督

等环节,使当地居民充分融入巴中红色旅游发展中,进而推动巴中红色旅

游的又好又快发展。 

2.2建立健全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参与能力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是与社区居民素质的高低紧密相连的。

居民参与能力的提高对于红色旅游的发展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也是维持

红色旅游发展的强有力保障。 

首先,应提高当地居民基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巴中红色

旅游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其次,巴中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的切实情

况开办相应的专题专家讲座,加强对社区居民专业知识培训,提高当地居

民对社区参与旅游的认知度,更深入的熟悉和了解巴中当地红色文化内涵,

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再次,通过一对一帮扶,专家指导等方式加强

对当地居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社区的旅游接待能力。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居民参与能力建设不能只是停留在对红色旅游知

识、专业技能的培训和专项知识的普及,还应该包括居民谋生、经济发展

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管理等知识和能力的提升。对居民素质提升的目

的不仅是为红色旅游而储备知识,而要树立以红色旅游发展促进社区发

展、社区进步推动红色旅游进步的观念, 实现社区和当地红色旅游的协

调发展。 

2.3创建旅游发展决策交流平台,增强决策民主性、科学性 

在巴中红色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参与主体的政府、旅游相关企业

以及当地社区居民往往会为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做出相应的错误

决策影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创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交流平台,使各

参与主体充分表达利益诉求,提出意见与建议,缓和各主体之间的矛盾,提

高决策的民主性,激发各主体的参与热情,推动决策的实施。同时,建立专

家咨询制度,对巴中红色旅游的发展规划等从专业的角度提出意见和看法,

以及对在各参与主体的决策过程中进行指导,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促进巴

中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4建立和完善科学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 

在巴中红色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其

利益的协调与分配尤其重要。当地的政府要切实为当地的社区居民考虑,

搭建一个利益合理分配的平台,充分发挥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管理、引导

以及服务作用,协调好在巴中红色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实现利益

的公平合理分配。 

增加当地居民就业的机会,降低当地居民就业的准入门槛。在政策、

资金上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如从事餐饮、住

宿以及旅游纪念品售卖等行业给予税收优惠或者财政补贴。在当地旅游景

区所需的基层工作人员应优先考虑当地居民,如景区讲解员、门票销售人

员等,保障社区居民利益。同时,对于旅游景区开发扩张所占用的当地居民

的耕地,应给予相应的补偿,并完善与征地补偿相关的制度条款,为居民提

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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