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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及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李　 津，郝芳镭，李　 祥，李世泰，王　 瑜

（鲁东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要：在红色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新时代，用好用活我国丰富的红色资源对于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格外重

要。 通过明晰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探究红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从而为文化旅游业成为

弘扬和传播主流价值的排头兵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依据。 文章运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地理集中指数、最近邻

指数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烟台市红色文化

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研究结果显示：１） 栖霞市、牟平区核密度最大，从空间结构上呈现出两带六组团的空间

格局；２） 从空间分布均衡性上，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在各县（市、区）内分布不均衡，集中分布在栖霞市和牟平

区；３）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上呈现典型的集聚状态；４）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受自然

条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其中，高程、森林覆盖率、公共预算支出、旅馆

密度是关键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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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

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１］。
十四五规划中也着重强调推进文化和旅游、红色

旅游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 在此背景下，红色

旅游如焕生机，成为研究热点。 红色旅游资源作

为红色旅游的空间载体［２］，承载着弘扬红色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不
仅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还具有强烈的教育意义

和社会影响力。 烟台市作为中国北方早期革命活

动的重要发源地，在战争年代，作为山东战区的主

战场之一，创造了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３］。
因此，加强烟台市红色旅游资源的深入研究，不仅

对新时代锻造民族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而且对推

进烟台市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打造“胶东红色

文化龙头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国内很多学者围绕红色旅游开展了

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１） 红色旅游空

间结构研究：丛丽等［４］ 对全国的旅游流网络空间

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对红色旅游流景区进行聚类

分级，李磊等［５］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旅游资

源的网络关注度及旅游流的网络空间结构进行定

量分析；２） 红色旅游产品设计研究：杜子侨［６］ 围

绕沂蒙红色旅游产品的设计原则进行探析，杨
曾［７］总结丽水市红色旅游资源产品凸显出的问

题并给出针对性的产品开发对策；３） 红色旅游资

源价值研究：杨晨［８］ 对红色旅游价值评估的方法

进行归纳并提出科学评估红色旅游资源价值的建

议；４） 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研究：周海涛

等［２］揭示了内蒙古红色景点空间分布特点，使用

地理探测器阐明了可达性差异的影响因素；贾国

栋等［９］探讨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

征并提出构建红色旅游空间布局战略体系；５） 红

色旅游开发研究：尹晓颖等［１０］ 针对红色旅游资源

存在的问题提出走政府主导加市场化运作的道

路；６） 红色旅游影响因素研究：林雅情等［１１］、唐
健雄等［１２］皆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探讨影响红色

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因素。 综上所述，现有

研究大多从资源整体评价的视角分析了红色文化

旅游资源的特征，而从空间视角探讨红色文化旅

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相对偏少，特别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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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影响因素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尤为不足，
对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研究几乎

是空白。 因此，本文从地理学空间视角探究红色

文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定量分析影响红

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因素，以期能够有利

于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整合和优化，
同时对旅游项目的选址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

践指导价值。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方法

１．１．１　 核密度指数

通过核密度分析法对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的布局进行分析。 核密度值可以客观地表达出

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分散程度或聚集状况，核密

度值越高，资源点分布越集中［２］，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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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ｎ 为红色旅游资源点数量；ｈ 为带宽；ｋ 为核

函数；ｄｉ 为位置距第 ｉ 个观测位的距离值。
１．１．２　 地理集中指数

本文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分析烟台市红色文化

旅游资源的集中程度［２］，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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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Ｇ为地理集中指数；Ｘ ｉ 为各县域红色旅游资

源数量；ｎ为县域数量；Ｔ 为红色旅游资源点总数。
１．１．３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指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相互邻近

程度，采用实际最近邻距离和理论最近邻距离的

比值来衡量，主要用于分析烟台市红色旅游资源

的空间聚集特征［１３］，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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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Ｒ 表示红色旅游资源的平均最近邻指数；�ｄｒ

表示实际红色旅游资源的平均距离；�ｄｔ 表示红色

旅游资源的理论平均最近邻距离；Ｄ 表示红色旅

游资源的点密度，ｎ 代表红色旅游资源点的个数，
Ａ 表示地区面积。 当 Ｒ ＝ １ 时，说明红色旅游资源

呈随机分布状态；当 Ｒ ＞ １ 时，说明红色旅游资源

呈均匀分布状态；当Ｒ ＜ １时，说明红色旅游资源

呈集聚分布状态。
１．１．４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异及驱

动因子的工具，以此来计算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

关性，用 ｑ 值表示［１４］，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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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 为影响因素的解释力；Ｎｈ 和 Ｎ 分别为层 ｈ
和全区的单元数；Ｌ 为各影响因素的分类；σ２

ｈ 和

σ２ 分别为层 ｈ和全区 Ｙ值的方差；Ｓｗ 和 Ｓｔ 分别为

层内方差之和与全区总方差。 ｑ 的取值区间为

［０，１］，ｑ 值越大， 说明该因素对红色旅游的空间

分布影响力越大。

１．２　 数据来源

从 ２０２０ 年烟台市全域旅游资源普查中获取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数据，从烟台市文化和

旅游局搜索补充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２０２３ 年新出现且知

名度较高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烟台市行政边界

图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利用百度地

图的坐标拾取系统获取红色旅游资源点的地理坐

标，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对烟台市红色旅游资源进行

空间分析。 烟台市各县（市、区）森林覆盖率、人口

密度、通车里程、财政收入、公共预算支出数据来源

于《２０２３ 年烟台市统计年鉴》和《２０２３ 年烟台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高程数据来自地理

空间数据云；旅馆数量来源于携程出行网，通过筛

选评分较高且网站认定在三星钻以上的旅馆；各县

（市、区）提到的红色旅游次数来源于烟台市各县

（市、区）政府官网提到的“红色旅游”次数。

２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
布特征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众多、类型丰富，作
为胶东革命的发源地与主战场，在革命年代发生

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谱写了胶东抗战的

红色篇章，诞生了胶东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第一

个县委、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等多个“第一”，见证

了“一一·四”武装暴动、地雷战、牙山战役等重

要历史事件。 杨子荣纪念馆、无染寺旧址等物质

文化资源以及吕剧《西海地下医院》、电视剧《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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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庄园》等非物质文化资源都是烟台市革命历程

的见证。 据统计，烟台市现存红色资源 ２５０ 余处，
包括革命旧址遗址、纪念场馆以及发生过重要历

史事迹的自然景观综合体等。 烟台市红色文化资

源等级不一，部分资源等级较高，如烟台山景区不

仅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与昆嵛

山国家森林公园、牟氏庄园共同入选国家 ４Ａ 级

景区，其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对于历史教育和红

色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烟台市已逐步开始

对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利用，通过加强景

区建设和提升服务质量等方式，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参观学习。 本研究选取烟台市已开发且保存

较好的 ４５ 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作为研究对象，涵
盖自然景观综合体、革命遗址旧址和纪念场馆

三类。

２．１　 空间结构特征分析

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核密度分析工具生成烟

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核密度空间分布图（图
１）。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呈现“两

条带六组团”的分布特点，两条带是指蓬莱区—
莱州市条带和福山区—牟平区条带，六组团分别

为蓬莱组团、莱州组团、栖霞组团、海阳组团、芝罘

组团和牟平组团。 在六组团中，栖霞组团的核密

度值最高，该区域聚集着栖霞市的牙山战役遗址、
艾山、牟氏庄园、胶东革命烈士纪念陵园等，海阳

组团密度值较低，该区域主要以地雷战为主的红

色文化旅游资源。 蓬莱区—莱州市条带跨蓬莱

区、龙口市、招远市、莱州市 ４ 个县（市、区），空间

距离较远，串联红色旅游资源点最多，核密度值较

高，包含蓬莱长山岛战役纪念馆、艾崮山、龙口市

的下丁家村、西河阳村和招远市的罗山、黄金博物

馆、西山革命历史陈列馆等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福山区—牟平区条带跨福山区、芝罘区、莱山区和

牟平区，由于空间距离较短，红色旅游资源点分布

最为密集，故此条带核密度值最高，该条带包含福

山区的狮子山抗日旧址、卍字会旧址，芝罘区的西

炮台山国防公园，莱山区的胶东地区武装革命斗

争纪念馆以及牟平区的帷幄洞、雷神庙战斗遗址、
无染寺旧址等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图 １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核密度图

Ｆｉｇ．１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注：本地图根据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网站下载批准文号为鲁 ＳＧ（２０２３）０２６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２．２　 空间分布均衡性分析

通过计算地理集中指数对烟台市红色文化旅

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均衡性加以分析，地理集中指

数越大，表明红色旅游资源的分布越集中，则其空

间均衡性越差；地理集中指数越小，表明红色旅游

资源的分布越分散。 经计算，地理集中指数 Ｇ 为

３４. ５０，当烟台市 ４５ 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均匀分

布在烟台市 １１ 个县（市、区） 时，Ｇ０ 为 ３０. １５，因 Ｇ
＞ Ｇ０， 故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呈集聚分布的

态势。 使用 Ｅｘｃｅｌ 绘制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的洛伦兹曲线（图 ２），由图 ２ 可以看出：仅栖霞市

和牟平区内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就已占到全市的

３６％，说明各县（市、区）内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数量差距较大，空间均衡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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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洛伦兹曲线

Ｆｉｇ．２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Ｌｏｒｅｎｔｚ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２．３　 空间分布类型分析

点要素在空间上分布通常会呈现出 ３ 种类

型，分别为均匀型、集聚型和随机型［１５］。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最近邻分析工具对烟台市 ４５ 处红

色旅游资源在区域中相互邻近程度进行分析（结

果见图 ３），计算得出平均观测距离为７．８７１ ５ ｋｍ，
预期平均观测距离为１０．４８６ ２ ｋｍ，最近邻比率 Ｒ
＝ ０．７５０ ７＜１，Ｚ 值得分为－３．１９９ ９，可见烟台市 ４５
处红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相互接近，呈现集聚的

空间分布特征，进而说明烟台市红色旅游市场整

体性开发潜力较大［１６］。

图 ３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最近邻指数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３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影
响因素分析

３．１　 单因子探测

本研究选取的资源点均为烟台市已开发且保

存较好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因此其空间分布受

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国家政策、基础设施等

因素的影响。 本文从 ４ 个维度选取 ８ 个指标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１７—１８］。 以烟台市县域为单位，选取

了人口密度、森林覆盖率、财政收入、通车里程、高
程、旅馆密度、公共预算支出、各县（市、区）政府

网站提到的红色旅游次数 ８ 个指标进行测算，对
８ 个指标运用 Ｋ－ｍｅａｎｓ 进行离散化处理，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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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探测器对各指标 ｑ 值探测，探测结果如下：ｑ 值

前 ４ 位的分别是高程 （ ０．７６８ ６）、森林覆盖率

（０．５１１ ３）、公共预算支出 （ ０．３８２ １）、旅馆密度

（０．３６２ ３），因此高程、森林覆盖率、公共预算支

出、旅馆密度对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分布影响

较大。

表 １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ｑ 值

自然条件

社会经济

基础设施

政府政策

森林覆盖率 Ｘ１ ０．５１１ ３
高程 Ｘ２ ０．７６８ ６

人口密度 Ｘ３ ０．２８８ ５
财政收入 Ｘ４ ０．２７３ ７
通车里程 Ｘ５ ０．２３８ ６
旅馆密度 Ｘ６ ０．３６２ ３

公共预算支出 Ｘ７ ０．３８２ １
提到的红色旅游次数 Ｘ８ ０．３５２ １

３．１．１　 自然条件

地形因素是影响红色旅游资源分布的重要因

素。 烟台市处于低山丘陵区，山丘起伏和缓，山地

占总面积的 ３６. ６％，丘陵占 ３９. ７％，境内北部有

艾山，西部有大泽山余脉，南部有牙山、招虎山，东
部有昆嵛山等。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将烟台市红色

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图与烟台市高程图叠加（见图

４），可以看出：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主要分

布在颜色较深处，即山丘附近。 从宏观角度分析，
战争期间其环抱式的丘陵地形形成了良好的天然

屏障，具备隐蔽机动、易守难攻的特点。 烟台市以

艾山、牙山和招虎山为主战场，诞生了栖霞市的牙

山战役遗址、胶东烈士革命纪念陵园等和海阳市

的招虎山起义遗址、赵疃地雷战等一系列红色旅

游资源；西部战场在莱州市大泽山余脉周围；东部

战场分布在昆嵛山附近，诞生了雷神庙战斗遗址

等红色旅游资源。 蓬莱区、龙口市、招远市和莱州

市西部地形相对平坦，作为战略后方补给地，为主

战场提供了人力物力资源，诞生了黄金博物馆、西
海地下医院、北海银行、下丁家村等红色旅游资

源。 蓬莱区从古至今一直占有重要的海防地位，
在近代解放战争影响下，诞生了长山岛战役纪念

馆、长岛老海岛精神纪念馆、蓬莱红色记忆陈列馆

等红色旅游资源。

图 ４　 烟台市高程和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分布叠置图

Ｆｉｇ．４ Ｏｖｅｒｌａｙ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注：本地图根据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网站下载批准文号为鲁 ＳＧ（２０２３）０２６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受森林覆盖率这一

重要因素的显著影响。 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战争

的原因，红色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山地和丘陵地

区，这些地区的城市化建设难度较大，开发程度相

对较低，因此环境破坏较小，森林覆盖率较高，自

然环境优美。 特别是莱州市、招远市、栖霞市、牟
平区、蓬莱区等地，森林覆盖率均超过 ３０％，为红

色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另

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旅游目

的地的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红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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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地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更能吸引游客，不仅能够

为游客提供放松的身心环境，还能带给游客沉浸

式的旅游体验。
３．１．２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是影响红色旅游的重要因素，本文

选取公共预算支出来反映政府政策。 烟台市积极

推进红色旅游发展，颁布了《烟台市全域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简本）（２０１８—２０２５）》，规划指出：整
合红色革命地发展旅游，统筹红色物质和非物质

资源，打造更丰富的红色旅游产品，推动优秀红色

文化资源的融合与联动发展，以红色旅游助推烟

台市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１９］。 烟台市设立 ３０００
万元专项基金用于对历史文物及红色资源的开发

保护，芝罘区、蓬莱区和海阳市在 ２０２２ 年投入建

设以“地雷战”“海防”和“支前”精神为主题的红

色旅游资源的资金达到 ４０ 万元。 ２０２２ 年烟台市

实现接待国内游客 ７５００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９５０ 亿元，占总收入 ９. ９８％，可见烟台市一系列政

策机制对旅游业的发展起明显推动作用。
３．１．３　 基础设施

住宿业作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旅
馆的数量、质量和布局皆对旅游资源的可达性产

生影响。 充足的酒店、民宿不仅能够满足游客多

层次的住宿需求，还可以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从而

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同时，依据当地文化

特色建设具有鲜明个性的主题酒店、民宿，能够为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关于加快推进

烟台市旅游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充分

挖掘烟台市本土特色资源，形成布局合理的旅游

民宿发展格局。 实施意见的颁布加快了烟台市民

宿业的发展，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民宿蓬勃兴起。
在酒店建设方面，海阳市积极推进以地雷战为主

题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地雷战主题酒店凭借

其独有的红色革命主题和胶东文化风格，成功吸

引了众多国内游客，成为海阳市的一大特色和

亮点。

３．２　 交互因子探测

研究选取交互因子探测结果前十的因子进行

列举（见表 ２），因子交互类型为双因子增强和非

线性增强［１９—２０］。 由表 ２ 可知，两两因子交互的作

用值均大于每个因子单独起作用的值。 在交互因

子探测中，高程因素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类型

多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充分证明了高程对于红色

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 财政收入与

森林覆盖率、通车里程、公共预算支出之间均为非

线性增强且作用值较高，虽然财政收入的单独解

释力较低，但是在与其他因子交互作用于红色文

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时，其影响力大为上升，故
需充分重视财政收入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增强作用

研究。

表 ２　 交互因子探测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交互因子 作用值 类型

财政收入∩通车里程 ０．９９２ ０ 非线性增强

财政收入∩公共预算支出 ０．９９２ ０ 非线性增强

高程∩ 公共预算支出 ０．９９２ ０ 双因子增强

高程∩各县提到的红色旅游次数 ０．９９２ ０ 双因子增强

财政收入∩森林覆盖率 ０．９２８ １ 非线性增强

公共预算支出∩森林覆盖率 ０．８７２ ２ 双因子增强

通车里程∩旅馆密度 ０．８６１ ６ 非线性增强

通车里程∩公共预算支出 ０．８６１ ６ 非线性增强

酒店密度∩公共预算支出 ０．８６１ ６ 非线性增强

高程∩酒店密度 ０．８００ ３ 双因子增强

４　 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策略

４．１　 加强红色旅游资源整合，重点打造两条红色

主题线路

　 　 基于前文研究可以看出，烟台市红色文化旅

游资源整体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布

特征，烟台市应围绕“胶东抗日战争”和“胶东解

放战争”两大红色文化主题，进一步整合红色旅

游资源，重点打造“胶东抗日战争”和“胶东解放

战争”两条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图 ５）。 其中“胶
东抗日战争”主题线路包括：砣矶岛红色教育基

地—长山岛战役纪念馆—蓬莱阁—徐镜心故居—
罗山黄金生态旅游区—莱州革命烈士纪念陵园

（玉皇顶战役遗址）—西海地下医院。 “胶东解放

战争”主题线路包括：昆嵛山保护区（昆嵛山革命

纪念馆、“一一·四”暴动展馆、帷幄洞）—养马岛

红色文化记忆陈列馆—杨子荣纪念馆—胶东地区

武装革命斗争纪念馆—烟台山抗日烈士纪念碑—
狮子山遗址—牙山—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牟
氏庄园—地雷战遗址—地雷战纪念馆—地雷战景

区—郭城镇战场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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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加强产业融合，助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推进红色旅游与研学旅游、生态旅游等多元

产业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提升红色旅游品质的

关键所在，更是助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 烟台市红色旅游资源多分布于农村地区，
不仅生态环境优美且古村落、古建筑、遗址众多，
要想实现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围绕红色

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共赢的目标，打造“红绿古”
新型产业融合模式，培育高品质的红色旅游产品。

地雷战景区占地 ４ ｋｍ２，山环水绕，环境优美，森
林覆盖率高，作为天然氧吧，在周边发展康养旅

游，让游客在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时欣赏自然风

光，放松身心，实现红色旅游与生态旅游的共荣互

通；昆嵛山保护区不仅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且古村落、古建筑众多，通过开发红色主题的研学

活动，让学生不仅驻足于红色景区，还可以参观当

地古村落、古建筑、历史遗址，深入体验红色历史

文脉，给学生提供更为丰富和优质的研学体验。

图 ５　 烟台市红色旅游主题线路图

Ｆｉｇ．５ Ｒｅ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ｔｈｅｍｅｄ ｒｏａｄ ｍａｐ ｏｆ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注：本地图根据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网站下载批准文号为鲁 ＳＧ（２０２３）０２６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４．３　 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和数字化建设，推动红色

旅游“智慧化”发展

　 　 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和数字化建设是推动红色

旅游持续繁荣的关键。 针对烟台市红色文化资源

多位于县级市、硬件设施尚不完善的问题，必须加

强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智慧文旅的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住宿业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分布与质量直接关系到游客的出行体验。 烟台市

星级酒店主要集中在市区，而县级市虽然红色旅

游资源众多，却缺乏与之匹配的优质住宿资源，不
仅影响了游客的出行意愿，也制约了当地旅游业

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加强住宿设施的提档升级，
提升旅游接待能力，是满足游客需求的当务之急。
数字化建设在红色文化旅游产品提升工程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栖霞市的胶东抗大精神教育

基地运用互联网、大数据、ＶＲ 等先进技术，构建

集信息查询和导览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网

上平台，为游客提供一个全面了解的窗口，可以有

效减少游客期望价值与感知价值之间的差异，提
升游客的游览体验［２１］。

４．４　 创新政府引导方式，提升烟台市红色旅游核

心竞争力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和

政策引导，为此，政府要创新保障机制，在财政贴

息、土地审批、税费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提升烟

台市红色旅游核心竞争力。 除了探索灵活多样的

供地新方式外，要创造性盘活闲置资产和引入社

会资本，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和

用地保证。 特别要在前期政府包办发展红色旅游

的基础上，制定出一揽子政策措施，不断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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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加强与优秀文旅企业合

作，从而把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起来，将闲置和低效

利用的资源和资产充分利用起来。 通过政府、社
会、企业的共建共享共维共治，打造出让消费者满

意的富有烟台特色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和红色

旅游精品，促进烟台市红色旅游的转型升级。

５　 结语

探究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

和影响因素能够为烟台市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保

护、红色旅游空间规划及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总体而言，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

不均衡且呈集聚分布，在空间结构上表现为“两
带六组团”的分布特点；在各县（市、区）内分布不

均衡，栖霞市和牟平区的核密度值最大，红色文化

旅游资源数量最丰富，莱阳市和龙口市资源分布

相对较少。 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政府政策以及基

础设施是影响烟台市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

的因素，其中，高程、森林覆盖率、公共预算支出、
旅馆密度是关键影响因子。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烟台市红色

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加强资源整合，重点打

造两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以政府政策为引导通

过发挥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共同力量，加快推进红

色旅游区数字化建设并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加强

红色旅游与研学旅游和生态旅游的多元融合，延
长产业链条丰富旅游业态，提升红色旅游产品层

次；创新红色景区的运营模式，不断提高服务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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