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红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

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实现学习革命历史知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

松身心、增加阅历的旅游活动。

从全国层面来看，红色旅游景区主要集中在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

山东、陕西，约占全国红色旅游景区总数的40%。

近年来，我国红色旅游发展如火如荼。2024年元旦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受青睐

，成为新年旅游经济“开门红”中的一抹亮色。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红色

旅游必将迎来又一发展高峰。

让红色旅游“越来越红火”，离不开创新。2023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成功举办，更

加注重红色旅游新时代的价值表达以及新业态的分享展示；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红色

旅游创意策划大赛与第四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圆满举行，激励了新时代新群体

对红色文化的新理解与新表达。这些品牌活动的举办是激发红色旅游新活力的重要途

径。在红色旅游的品牌打造与产品转化方面，除了现有红色旅游品牌活动的持续推进

，2024年将筹备开展“致敬新时代”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择优遴选一批参赛的红色

讲解员组成“致敬新时代”红色故事宣讲团，进机关、进部队、进社区、进学校，继

续讲好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故事，不断弘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该活动的举办将既能打造新品牌活动，也可成为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成果转

化的一种创新方式。

2023年11月13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国内旅游提升计划（2023-2025年）》，提

出推进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重点区建设。202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提出“应当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利用

，发掘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发

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随着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大众化、常态化趋势，红色旅游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尤其是

当代年轻群体，参与红色旅游的比例逐渐提升。拉近红色旅游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是



当今旅游企业的课题之一。近年来，红色旅游的新兴业态蓬勃兴起，传统景区加快优

化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加快形成。红色旅游发展优势日益增强，服

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彰显，贡献率明显上升。红色旅游迎来良好的投资契

机。

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2028年中国红色旅游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

报告》共九章。首先介绍了红色旅游的相关概念以及发展环境；然后，报告分析了文

化旅游发展状况；接着，报告对中国红色旅游行业的发展状况、老区红色旅游开发模

式等方面做了剖析，并对红色旅游重点区域及重点企业运营作了细致的分析；最后

，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红色旅游行业投融资渠道，并对其发展前景趋势进行了科学的

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文化和旅游部、各大券商研究报告、中投产

业研究院、中投产业研究院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

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

或贵单位若想对红色旅游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红色旅游相关行业，本报

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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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 年在深圳成立，是中国领先的产业研究与

产业战略咨询机构。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聚焦在"产业"领域，专注于产业研究、产业

规划、产业招商及产业投资咨询服务。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既有深厚的产业研究背景

，又只专注于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的专业公司。对政府或园区，我们提供从产业

规划到产业资源导入的一体化产业发展咨询解决方案；对企业，我们提供投资机会研

究、投资地点选择、项目规划设计的一体化产业投资咨询服务。

一一十多年来，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为十多万家包括政府机构、银行、

研究所、行业协会、咨询公司、集团公司和各类投资公司在内的单位提供了专业的产

业研究报告、项目投资咨询及竞争情报研究服务，并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主导完成

了上千家产业园区或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助数百家家地方政府推进招商

工作和产业资源导入。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是躯体，产业

才是灵魂"的规划理念；提炼出"建链、补链、抢链、强链"的产业发展思路；总结出

落地性极强的"预招商规划法"；提炼出"战术招商上升到战略招商才是破解招商困境

关键"的招商工作新思维；归纳出"规划、招商、运营三维一体"的园区发展策略；创

新提出城镇化建设要"遵循产城融合，更要注意产城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等等。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深厚的产业研究能力为基础，以"规划+落地"为

服务理念，以"咨询+资源"为服务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最专业的产业研究咨询服务机

构，并力争在未来5 年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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