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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红色旅游迎来发展契机。数字经济赋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将为旅游业资源有效利用、

旅游业供给模式革新、旅游业服务质效提升提供新动能。现阶段，数字经济赋能红色旅游仍面临着区域

间数字鸿沟较大、数字化旅游过度商业化、数字技术应用人才供给不足、数字化政策制度不健全等现实

挑战。针对上述困境，从促进数字化发展普惠性、规范红色旅游市场秩序、创新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数字化旅游法律法规等方面提供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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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red tourism has ushered in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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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enabl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provide new mo-
mentum for the effective use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innovation of tourism supply mod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ourism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t this stage, red tourism enabled by digi-
tal economy still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larg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regions, excessive 
commercialization of digital tourism, insufficient supply of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alents, 
and imperfect digital policies and systems. In view of the above difficulties, effective ways are pro-
vid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moting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development, standard-
izing the order of the red tourism market, innovating the training mode of digital talents, and im-
prov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digit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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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色旅游作为中国特色的旅游方式，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标

志性建筑和地点为载体、以所承载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游客进行参观、旅游学习的主题性旅游活

动[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建设数字中国。

可见，数字经济已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柱，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重要契机。红色旅游作为旅

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在新的发展阶

段，数字化技术赋能红色旅游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技术普及不均、投入资金不足、市场监督不

到位、专业人才匮乏”。这些问题阻碍了旅游业结构性升级和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2.1. 数字技术促进红色旅游资源利用 

红色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2]，数字技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技术的运用，加快促进红色资源开发合理运用，为红色旅游注入新活力。 
数字技术在促进红色资源有效利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数字技术丰富了红色旅游资源传播

途径。传统上，红色资源的传播受限于实体展览、出版物和人工讲解，传播范围相对狭隘。随着数字技

术通过互联网、移动应用等方式的运用，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第二，数字技术提供红色资源保护

新手段，红色资源的研究和保护是长期性重要任务，然而，红色资源的保护受限于保存条件和研究手段，

许多珍贵的文物面临着严重损坏和资源流失的风险，通过数字化技术形式保护红色旅游资源，为红色文

化传承与发展提供新思路[3]，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虚拟重建、大数据分析、三维模型展示等方式，

实现对红色资源的研究和保护。例如，运用激光扫描技术对文物进行情景虚拟展示和在线虚拟对话，深

度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第三，数字化技术提升红色旅游资源利用效率。景区可以利用大数据分

析技术，对红色旅游景区的游客流量、游客偏好进行实时检测与分析，基于这些数据，景区管理部门从

数据中挖掘有用价值，从而提升红色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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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字技术创新红色旅游供给模式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旅游企业要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升供给的质

量，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4]。数字技术的发展成为旅游景区开发新市场、新业态、新模式的金钥匙。 
数字技术创新红色旅游供给模式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传统的供给链存在信息渠道不通畅、

资源利用率低、反应速度慢等缺陷。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红色旅游提供了智能化供给链管理工具。旅游景

区管理和旅游服务商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供给链实时监测和管理，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满足游客需求的效果；第二，数字技术创新消费者支付方式。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新的消费方

式的出现带来了机遇，与传统线下订票不同，线上预定购票减少了排队等待时间，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

第三，数字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新模式。数字经济可以促进红色旅游供给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例如，景区可以通过智能化环境监测有效治理红色旅游景区内的环境污染的问题。 
当前我国红色旅游市场潜力巨大，应不断创新红色旅游供给模式，从提供旅游数量上转向提供旅游

的质量，形成促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2.3. 数字技术提升红色旅游服务质效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在促进就业、拉动消费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5]。马克思历史

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6]。红色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形式，需要不断提

升服务质量，推动旅游业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游客对经济文化物的质量需求

变得更高。传统单一的旅游服务已经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游客对信息获取新渠道、服务体验新形式更

加感兴趣。因此，许多红色旅游景区利用数字技术满足游客对旅游体验更高质量的需求[7]。例如，贵州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推出数字化展示，运用投影沙盘、多点触摸、全息成像、虚拟讲解员等多媒体手段，

将长征故事、英雄人物立体化、生动化，调动观众能动性，实现良好的参与和互动；赣南红色旅游区开

发了“红色初心地图”，并通过 CG 数字技术再现了延安遭受日军轰炸的场景等，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

冲击。 
旅游产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的应用为红色旅游提供了多种服务方式[8]，具体而言，

数字技术红色旅游服务质效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二个方面：第一，数字技术推动服务质量的提升。通过数

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旅游机构可以更好地了解游客的偏好，从而提升游客的体验质量；第二，

数字技术实现了显著的服务效果。数字经济的发展运用推动了虚拟与现实技术的融合发展，游客可以通

过 VR 眼镜、AR 设备，将自己从参观者转变亲身体验者，打破了时间、地点、空间的界限，使红色旅游

化静为动，从而提升了旅游服务的实际效果。 

3. 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 

3.1. 红色旅游数字化发展鸿沟较大 

数字鸿沟通常指的是不同群体在数字技术运用和数字资源获取上存在不平等现象[9]。数字鸿沟形成

的原因主要受、区域间受教育水平、区域间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影响[10]。 
在红色旅游领域，数字鸿沟指的是不同地区或景点之间在数字化展示、导览、互动等方面存在着差

异性对待和资源的不平衡[11]。红色旅游数字鸿沟较大的现实原因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第一，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之间的差异性。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导致了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对红色旅游的体验感和

意愿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相比于像北京故宫、长城等众多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已经实现较高水平的

数字化展示，乡村地区的红色革命旧址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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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性。相比于年轻群体而言，银龄群体作为红色旅游的主力群体，在面临智能化

的服务时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同时不同地区受教育水平的不均等，导致许多游客对红色资源了解甚少，

对红色旅游意愿不高；第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性。不同地域的红色旅游人才储备存在差异，相

比于经济景点不发达的乡村地区，高学历的人才更意愿留在发达地区进行就业，这种现象造成区域之间

发展差距扩大。 
因此，数字化鸿沟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相背离，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必须努力消除数字化鸿沟，让经

济发展成果让全民共享，满足人民对红色旅游的需求。 

3.2. 红色旅游数字化过度商业化 

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用之有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用之无度会阻碍经济发展[12]。在红色旅游数

字化的过程中，市场需求、商业利益、管理规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促使红色旅游出现过度商业化

的问题。 
随着红色旅游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市场对于红色纪念馆、红色遗址等红色景点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种市场需求与商业利益的驱动，导致旅游企业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了社会效益。例如，旅游企业

会根据景点特点推出高价红色纪念品、主题娱乐活动、拉赞助商的方式从游客上获取经济汇报，导致红

色旅游失去其本质内涵，呈现出泛娱乐化的特点，多度娱乐化会导致旅游目的地的商业化和浮华化，降

低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游客的需求和期望也不断改变，因此，

红色旅游景区会根据游客需求不断创新，以满足游客需求，然而这种创新应是在保持红色文化资源的历

史和文化价值的前提下。例如，一些景区可能会推出虚拟现实游戏、主题餐厅等娱乐化内容，这些方式

和内容不符合红色旅游的本质内涵，失去了红色旅游的教育意义，从而阻碍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3.3. 红色旅游数字化人才供给不足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不同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机构，都需要依靠数字

化和智能技术来提高效率[13]。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于具有数字技术储备的人才需求会更高。同时，培育

创新型人才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相契合。 
红色旅游数字化人才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从供给端来看。数字型旅游人才

培养体系不完善，传统的旅游教育体系相对落后，不能满足新形式下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部分

高校在数字化旅游领域方面的培养存在空白；数字型旅游人才流失严重，一部分从业者选择更具有吸引

力的互联网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导致相对落后地区缺乏高质量人才；第二，从市场角度来看。数字化技

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数字化人才供给速度无法匹配，数字型人才结构比较单一，缺乏综合型、专业型、符

合型人才，综合能力不强；从其企业端来看，企业有关数据的综合处理分析的岗位较少，旅游从业者多

为营销推广，对于利用数字技术对红色旅游进行创新的综合能力不足。 

3.4. 红色旅游数字化政策制度不健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和功能，做好红

色文化传播，数字化应用备受关注[13]。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社会结构转变产生革命性影响，数字经济

高度复杂的特征使得政府治理更加困难，传统的治理体系模式和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需求，需要政府建立灵活的治理体系。这种新的治理体系应该具备开放性、协同性、创新性等特点，如

此才能更好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作用[14]。 
当前红色旅游数字化政策与制度建设依然不健全的问题。第一，利益冲突和全责不清。在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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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着多方利益冲突的问题。例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在数字化发展中的定位、

权益、数据共享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诉求，这会阻碍政策的具体实施，也会影响政策制度的完善；第二，

缺乏适宜的治理体系。红色旅游管理部门缺乏专门负责红色旅游数字化的人才，导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力度不足。 

4. 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4.1. 促进数字化发展普惠性 

普惠性是一种能给大众带来利益、实惠的属性。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对数字化发展的

普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5]。数字化红色旅游的发展能有效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促进了红色文化的传播、

使更多人群可以更加便捷的获取和体验红色文化。 
为了实现数字红色旅游的普惠性，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建立数字红色旅游平台。将各地区红色

旅游景点和资源进行共享，开发红色旅游第三方服务软件，将数字智能应用到红色旅游之中。例如，通

过创建在线平台，提供实时交通信息和预定服务，深度运用虚拟导游、语音识别等智能技术，为游客提

供更加便捷个性化服务。建立数字化红色旅游平台，一方面可以促进红色文化的宣传与交流，它能让国

内外游客都能体验红色文化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搭建还可以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带动就

业。例如，“中国红 app”，整合了全国各地的红色旅游景点、路线，为游客提供了集中式信息平台，不

仅提高了旅游获取红色旅游资源的便捷度，也推动相关景区的发展；第二，建立包容性的红色旅游数字

化环境。提供多种语言，根据不同民族语言特色满足不同民族对红色旅游资源的需求。此外，在关注特

殊群体方面，可以通过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确保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人士都能平等的享受地参与和

享受数字化红色旅游带来的便利。例如，在红色旅游景点设置无障碍通道和视听辅助设备，确保所有游

客都能畅游红色历史的殿堂。 

4.2. 规范红色旅游市场秩序 

出入有序、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对红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规范的市场秩序能够有效提升

服务质量、增强行业竞争力、激发创新动力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第一，建立严格有力的管理标准。利

用大数据和云算法进行分析和预测，实现对红色旅游资源的实时监督与管理，提高监管的准确性和效率，

制定严格的管理标准是确保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管理标准应该涵盖游客接待、场所开放、历史

解说、文物保护等多方面，确保游客获取信息的真实性、旅游活动的安全性。第二，探索多方合力的监

督方式。市场的监督。红色旅游数字化过程会出现商业化、泛娱乐化的现象，加强旅游业的监督需要多

元主体协同，积极调动广大游客、社会各界以及相关的部门对红色旅游业进行监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推动市场有序发展。第三，加强信息公开和透明度。应建立健全信息审查机制，确保旅游企业所提供的

红色旅游资源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性信息的传播，同时，应该注重信息的实效性，

及时更新相关的资料，反映红色旅游资源的最新变化。 

4.3. 创新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红色旅游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旨在应对红色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传统的人才不能适应

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引入相关课程、实践导向教学、教师队伍优化、企业职业技能培训

等策略培养具备红色旅游领域的创新型人才。第一，高校应引入与红色旅游数字化相关课程。这些课程

包括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数字技术应用、旅游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通过理论讲解和实际案例分析，加

深学生对红色旅游数字化的认知。此外，也应鼓励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跨学科交流，以便不同学生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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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视角思考和探索红色旅游数字化的问题。同时，通过开展红色旅游数字化项目，培养学生团队合作

能力和学科综合能力；第二，建设校企合作基地。学校应与相关旅游企业进行对接，将校内理论学习与

校外实践工作相结合，提升学生实训能力；第三，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对教师队伍的专业培训，提

升教师教课能力。此外，还可通过邀请旅游行业和红色文化研究相关的专家和从业人员担任客座教授，

与学校教师共同培养学生。 

4.4. 完善数字化旅游法律法规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宝贵的历史遗产，因此，必须制定相关的法

律法规来加强其保护[16]。而数字化红色旅游的发展，也应当遵循法律法规的规范化原则，以确保其可持

续性发展。 
数字化红色旅游法律法规的完善旨在通过加强法律保护，有效保护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此外，网

络安全存在着严重问题，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法律法规可以有效防范信息泄露的风险，通过规范市场秩

序，推动企业合理竞争，进一步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利益关系，从而进一步推动数字红色旅游的

可持续性发展。最后，政府、企业和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加强合作，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推动数字红

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完善红色旅游数字化法律法规具体可以从这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制定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的法律，这些法律法规应明确红色景点的历史文物和遗址的保护要求，包括设立专项保护机构，加大

对破坏和偷窃行为的处罚力度；第二，完善网络信息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必须规定数字化平台和

景点信息标准，保证游客个人信息和支付安全，防止信息泄露和网络诈骗等问题的发生；第三，加强红

色旅游法律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红色旅游相关法律的认知，促进全民守法，全民共同参与保护红色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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