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验经济视角下红色旅游与体育旅游融合开发的营销策略 

文/陈颖悟 彭 勇  

   一、体验经济与红色旅游 
   （一）红色旅游的体验需求。红色旅游与体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红色旅游目前处于起
步阶段，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旅游开发活动多以橱窗展示、静态观瞻的内容居多，文物的陈列与
展示没有考虑到游客视角。参与性活动较少，偏重温故知新，缺乏新奇感受，这对青少年的吸引力
很弱，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低层次开发严重，旅游活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旅游资源知名度
低、可游性差，模式雷同等；旅游景区外围“红色历史”环境氛围不浓，城镇化、现代化气息较
重，各地红色旅游点存在票价高昂、服务人员意识不强等问题；缺乏区域间的联系与整合，缺乏共
同开发协作的意识。要解决以上问题，将红色旅游向深度扩展，就需要在体验经济视角下将红色旅
游与体育旅游结合起来，以改变红色旅游较为单一、重复的经营模式，跟上旅游业发展的脚步。 
   （二）游客的体验需求。随着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使得人们有足够的时间、
精力、金钱去寻求体验。现在的游客不在追求看到了什么，到过什么地方，而更多的关注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和沟通。当游客购买一种体验时，他是花费时间享受某个景区所提供的一系列值得记忆的
事件，即使体验舞台的提供者的表演结束后，体验的价值仍会留在游客的记忆中并留下深刻的印
象。这种体验的提供者不仅会获得金钱，并且会获得游客的青睐。这是体验提供者所追求的，也是
寻求体验的游客所以追求的，更是红色旅游提供者所追求的。这与发展红色旅游的初衷相一致，能
够给红色游客留下深刻的记忆并达到教育的目的。其次，红色旅游同时也面向广大的青少年，体验
式的红色旅游的经营模式能够吸引青少年的目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改变过去红色旅游给人以单
调、呆板的印象，真正的实现红色旅游的价值。 
二、体验经济与体育旅游 
   （一）休闲体验。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人们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内心空虚的增长，人
们更多地渴望能走出自我生活、工作的狭小空间，到广袤的大自然中去。在旅游中从事轻松愉悦的
体育活动，如钓鱼，登山，骑马，跳舞、打高尔球等，能有效地缓解现代生活快节奏给人带来的紧
张情绪；而始终贯穿活动中的团队合作，融洽的人际关系，又能有力地克服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冷漠
感与孤单感，进而得到休闲的体验。（二）健身体验。大众健身体育旅游已经为老百姓所接受，活
动项目很多，如三大球、乒乓球、羽毛球、保龄球、网球、健美操、溜冰、游泳等。旅游者在直接
参与某项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达到健身及旅游感受。（三）观战体验。基于对特定的运动项目的兴
趣，而不是比赛场地本身，旅游者前往异地比赛场地现场观摩体育比赛，如欧洲足球联赛、美国
NBA联赛以及奥运会等大型比赛都能吸引众多的异地观众前往观战。高水平体育比赛的激烈竞争
性、艺术性、比赛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等特点使旅游者们把观看一场高水平比赛看作是一次难以忘怀
的精神享受。（四）刺激体验。旅游者在进行一些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既标新立异又使人特别
兴奋和惊心动魄的体育活动时，如蹦级、漂流、攀岩、跳伞、海底探险、沙漠旅游等，人们获得了
刺激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和挑战欲望，将有勇气去从事其他的刺激性体育
活动，使一次旅游活动得以延伸，让人久久不能忘怀。（五）竞技体验。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
工作压力的加大，生存空间的缩小使许多人开始把兴趣转移到富有挑战性的竞技体育项目上，如帆
船、射箭、滑翔伞等，如在国外，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人们在亲身经历感受竞技体育活动中，
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而有可能享受到竞技的快乐感受，等等。 
三、体验经济视角下红色旅游与体育旅游结合的可能性与地位 
   由上分析可知，体验经济、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都具有体验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红色旅游
与体育旅游的融合开发具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并提供了最好的机会。2001年我国申奥成功，国家
旅游局适时推出当年旅游主题——体育健身游，2001年被列为“体育旅游健身年”，国家旅游局发
布了《2001年中国体育健身旅游活动方案》，列出了146项体育旅游产品；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
林匹克运动会必将对全国的体育事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围绕体育健身和体育赛事所激发的体育旅
游和休闲活动热也必将大大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红色旅游方面，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并命名2005年为“红色旅游年”。
因此，借助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舆论导向的积极宣传，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融合开发的前景光
明。由于红色旅游点大都在贫困地区，将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捆绑”融合开发，必定对促进贫困
地区脱贫致富、促进人民身心健康、改善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四、体验经济视角下红色旅游与体育旅游融合开发的策略 



 

   （一）娱乐营销。娱乐营销是以概括的娱乐体验为诉求，通过愉悦顾客而有效地达成营销的
目的。人们花费金钱和一定时间来体验红色旅游，不光是要进行学习与教育，更是身心放松的过
程。把红色旅游单纯的看成是教育的形式，红色旅游业是很难长久发展的，这需要将锻炼身体、娱
乐等营销巧妙地融入红色旅游之中。体验经济中要求经营者与游客之间建立一种交流方式，即舞台
的搭建，以整合多种感官刺激，调动游客的参与性。姚洁（2006）分析了我国红色旅游与体育旅游
融合开发的优势，认为将两种资源融合性开发可避免产品内容及形式的单调，能让旅游者特别是青
少年亲临其境，体验革命前辈的艰辛与困苦，使旅游者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理
想境界得到升华，同时还能增强体质，体验战争惊险，感受“枪林弹雨”的刺激，既能丰富旅游活
动，拓展旅游项目，改变单调的旅游产品给人们带来的不满足感，又能满足人们求新、求奇、求异
的心理，同时也使新的旅游活动更具吸引力。 
   （二）生活方式的营销。生活方式的营销是以游客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为诉求，通过开展某一
项目将某一种生活方式结合，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红色旅游进行生活方式的营销也是非常重要
的，这比单纯的恢复旧址原貌更进了一步，体验红军的生活是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游客通过亲身
体验当时的情景，会有更深刻的感受。生活方式的营销在很多景区开展起来了，不过都重复做“一
天红军战士、走走红军路、吃吃红军饭”的单调方式。随着人们对景区的体验要求的提高人们越来
越渴望体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简单且过于重复的开发，很难满足游客的要求。红色旅游也是
地区文化、生活的体验旅游，以地区文化生活为背景，进行生活方式的营销，将更有助于红色旅游
景区生活方式营销的开展。为此，在红色旅游策划时应着重“生命之游”的宣传，即融合体育生活
方式的构建，将红色旅游与地区文化和传统体育项目“捆绑”开发，必定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三）“红”、“体”旅游宣传策略。据香港旅游协会的资料显示，每增加1美元的营销投
入，即可增加旅游收入123美元，因而许多国家不惜巨资投入旅游宣传，特别是体育旅游的宣传。
我国在筹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始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营销工作，但我国体育旅游总体上远不如国外
“红火”，这是因为我国长期推行竞技体育政策，忽视大众体育的发展。要使我国体育旅游赶上国
际潮流，需要大力进行前期市场开发，特别是加大体育旅游产品营销力度，把我国丰富的体育旅游
资源所开发出的体育旅游产品，通过报刊、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告知受众。要根据目标
市场的确定，选择影响大，发行广、收视率高或访问量大的报刊、杂志、电视台和网站来宣传。国
家旅游局曾于1998年对来华旅游者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30%的海外旅游者是通过朋友介
绍来华的，15%的旅游者是通过旅行社推荐来华的，而只有14%的旅游者是通过相关媒体广告促销来
华旅游，说明需要加大这方面工作。 
   （四）政府主导策略。政府主导策略就是指政府以其政策措施、投资导向和强大的规划、协
调能力，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环节上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可以使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
资源统筹规划，有序开发、避免重复开发和浪费，体现出各地的特色和优势，有利于提升资源的价
值，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政策支持是指国家对两种旅游资源的开发在政策上给予引导
和促进，它能给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融合开发提供一个健康、稳定的开放环境，并引导其开发的方
向。从本文分析可知，国家已基本上形成了对两种资源融合开发的支持系统，目前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是应尽快建立相应的开发管理制度，明确界定开发商的权、责、利，做到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
并重。 
   （五）人才培养与服务策略。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融合开发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具有政
治、经济、文化、健身、娱乐等多重意义的一项新举措，因此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丰富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旅游知识，而且还必须掌握一定的体育运动技能和相关知识，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
力。就体育旅游而言，其资源开发和整体规划、布局各种体育活动项目，就需要既精通旅游知识，
又精通体育知识的专业人才参与。而目前我国这方面的人才还很奇缺，在我国现在开设旅游专业的
311所高校中，还没有一所院校开设体育旅游专业方向和体育旅游学科，致使我国丰富的体育旅游
资源难以科学开发并形成富有特色的体育旅游胜地。为此应对现有的旅游从业人员进行相关的培
训，以提高其专业素质水平，满足红色旅游和体育旅游融合性开发的需求；另一方面，建议我国旅
游院校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应加强综合性旅游人才的培养力度，以适应当今旅游业蓬勃发
展的形势，更好地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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