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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the analysis method of stakeholder theory to study the 
protective development value of Honghe Area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and builds a mode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keholders and industrial heritage value. Combining the typical case 
points of Honghe Area in Yunnan Province, the framework of synergy between industrial heritage 
value and stakeholders wa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using stakeholder theory and 
constructed models, we can analyze and diagnose conflicts and conflicts among stakeholders in 
detail,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establishing synergy mechanism; fully exploit and dem-
onstrate the protection of Honghe Area’s industrial heritage. The value of sexual development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it has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ve develop-
ment of industrial tourism in Hong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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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理论的分析方法，对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的保护

性开发价值进行研究，并就利益相关者与工业遗产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模型构建；以云南省红河州为

典型案例点，构建了工业遗产价值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共生框架。研究表明：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及构建

的模型，可详实地剖析与诊断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冲突问题，并为建立协同合作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为

充分地挖掘和展现红河州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开发价值提供了科学性的依据；对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的保

护性开发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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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处在乡村区域、具有分布不均、依托乡土而存在的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是以工业遗产为基础开发

的新兴旅游产品，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资源丰富、规模可观，有很大的保护性开发价值。但是，在乡

村发展转型过程中红河州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面临着巨大困境，比如：厂房面临荒废，利用率低；

保护意识薄弱和措施不力；乡村工业遗产旅游的整体环境活力缺乏[1]等。因此，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保

护性旅游开发刻不容缓。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应遵循规划先行，以保护为前提，处理好工业遗产资源保护

和旅游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适合红河州工业遗产的开发模式，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展现，对于红河

州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目前，红河州利益相关者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意识、技术、社会关注度等方面，

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因此，红河州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开发任务任重道远。同时，由于当地基层政

府、企业、居民等利益相关者间存在分歧，利益分配不均使得利益相关主体在旅游管理与保护性开发过

程中存在巨大的矛盾冲突，造成当地工业遗产的价值得不到充分挖掘与创新利用，相关利益主体也不能

从中获益，导致了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业的发展滞后。 
本文尝试运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理论，将其与红河州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价值间的关系进行模

型构建，并探讨利益相关者群体与工业遗产的价值展现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分析利益相关者间及其与工

业遗产间的矛盾冲突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建议，为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分配提供合理方案。同时，为红

河州工业遗产旅游保护性开发提供新思路，提升工业遗产的价值与良好的旅游形象。 

2.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 

“Stakeholder”一词最早是在 1963 年斯坦福研究中心的内部文稿中出现，研究中心最初将利益相关者

理论定义为“那些失去其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的个体或团体”。随后，关于利益相关者研究的逐步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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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定义又表示为“企业要重视股东的利益，同时也要重视员工、消费者、债权人和供应商等人群的利益，

这些人是企业生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缺少这些人的支持企业同样不能够有效生存”[2]。然而，真正给出

定义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如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该定义成为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期对利益相关者界定的一个标准[3]。 
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研究国外做得比较多，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主要

内容有利益相关者概念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旅游规划以及管理等方面[4] [5] [6]。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利益相关者引入旅游领域的研究较晚，但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其重要研究内容

包括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规划和旅游目的等方面。总的来说，相关研究已表现出以合作为核心理念的利

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所具有的应用价值，但是对于利益相关者的写作形式、优化途径等问题还需要

找寻方法来协同分析和解决。 

3. 研究区概况 

3.1. 红河州旅游发展现状 

红河州全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辖区面积 32931 平方公里，辖 4 市 9 县，

135 个乡(镇)，1285 个村委会(社区)。红河州是典型的西部多民族地区，除汉族外，境内还居住有哈尼、

彝、苗、傣、壮、瑶、回、布依、拉祜、布朗等 10 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60%，是

全国唯一以哈尼族、彝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州。北回归线穿过境内，使得当地气候温湿、生物多样。红

河州境内的资源十分丰富，野生动植物、矿藏等自然资源物种丰富，数量较多；旅游资源、多民族文化

等人文资源风光无限，绚丽多彩。 
近年来，丰富的旅游资源使得红河州旅游业发展较快。据云南省统计年鉴(2018 年)，红河州全州旅

游总收入 514.12 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 7.4%，比 2017 年的旅游总收入增加了 54%，同比增长 87.2%；

2018 年接待旅游者共计 4823.72 万人次，占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次的 8.4%，同比增长 37.2%。其中红河州

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丰富、数量众多，近年来工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动也受到人们的重新认识和关注。 
 

 
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some industrial heritage in Honghe area 
图 1. 红河州部分主要工业遗产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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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红河州主要工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统计 

根据《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云南省人民政府网、红河州人民政府网以及实地调研，本

文涉及的红河州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共 8 处，分别分布在各市县(见图 1)，包括铁路机械设备、历史建

筑、路桥、电厂几大类。总体来说，红河州的工业遗产现状不容乐观，多处工业遗产虽皆被纳为国家级、

省级保护单位(见表 1)，但由于资金、管理、政策等问题并未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红河州工业遗产仅仅

作为“物的存在”，忽略了其中承载的工业发展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价值。在保护性开发

的前提下，更应该侧重于展现工业遗产具有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注重工业遗存物质化、功能化赋予

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 
 
Table 1. A survey of some major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resources in Honghe area 
表 1. 红河州部分主要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统计表 

名称 地理位置 修建时间 简介 旅游开发程度 

1. 滇越铁路线 
(建有云南铁路博物馆) 

昆明、建水、 
蒙自、河口 

越段：1901-1903； 
滇段：1904-1910； 
1910.4.1 全线通车 

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全

国为数不多的米轨铁路。 
仅部分火车站点有开发；2004
年云南铁路博物馆开馆。 

2. 鸡街火车站 个旧市鸡街镇 建成于 1918 年 2006 年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西合璧式建筑。 荒废状态。 

3. 蒙自海关旧址 蒙自县环湖路、

东村 建成于 1889 年 
云南第一个海关，曾辟为西

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教室，

法式建筑。 

2011 年建成西南联大蒙自分

校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免费接待游客。 

4. 五家寨铁路桥 
(人字桥) 

屏边县和平乡

五家寨 建成于 1907 年 法国造钢架桥，2006 年批准

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 年开始规划建设人字桥

南溪河谷休闲观光体验区，但

因交通不便，目前仅有少数徒

步者。 

5. 碧色寨车站及 
附属建筑 

蒙自县草坝镇

碧色寨 建成于 1909 年 滇越铁路特等站，全法式建

筑，“东方小巴黎”。 

2013 年开始规划建设碧色寨

滇越铁路历史文化公园，2017
年因电影《芳华》而名声大噪，

游客如织。 

6. 芷村火车站历史建

筑 蒙自县芷村镇 建成于 1909 年 
滇越铁路一等站，现保留有

六幢法式建筑，曾经的中、

法、越文化聚集地。 

处于闲置状态，正在进行旅游

规划建设工作。 

7. 南桥水电厂 开远市乐百道

办事处 建成于 1942 年 
中国历史上第三座水电站，

装有德国西门子发电设备，

现仍旧在运行中。 
未做旅游规划与开发。 

8. 开远发电厂 开远市城南 
5 公里 建成于 1966 年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也是云南省

第一座半自动化中型燃煤

凝气式火力发电厂，1998 年

全部停产。 

处于封闭闲置状态，未做旅游

规划与开发。 

4. 研究方法 

4.1. 实地调研 

2018 年 10 月以云南省红河州为案例点，具体地点有碧色寨、蒙自海关旧址、开远米轨小火车、云

南大学。通过实地调研，收集旅游者与当地居民针对红河州各项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开发现状、存在的问

题以及满意程度的相关意见，进行数量统计与分析。在实地调研时，还需留意与研究相关的一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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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知晓当地居民与开发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进而应询问当地居民对此不满意的原因，他们理

想中的状况应该是怎样的等。 

4.2. 问卷调查 

以红河州当地居民和旅游者为主要调查对象，全程采取当面填写问卷与参与式访谈来获取第一手数

据，同时也发布网络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75 份，并全部回收，但仍然存在少数选择缺漏、信息

不完善的问卷，因此最终收集的问卷中的有效问卷数量为 251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27%。主要目的是探

析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对红河州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的满意程度、开发与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

才能更好的展现出工业遗产的价值，使用 Excel 进行数量统计，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并基于利益

相关者理论绘制出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保护性开发的价值展现模型，更直观地呈现其相互作用关系。 

4.3.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据问卷调查统计，74.56%的游客对当地开发与保护现状不满意；85%的居民支持红河州工业遗产的

开发与保护；75%的居民认为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与保护利大于弊。红河州工业遗产利益相关者间存在

较大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指各利益相关者基于权力、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矛盾、对立现

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最终以利益冲突为主要表达方式[7]。 
1) 旅游社区与旅游者之间的供需利益矛盾。由于景区商业化大趋势，红河州当地旅游产品的开发仅

限于骑马、租赁军装、拍照、买卖小商品等有限的几个项目。景区缺乏建设力度，多年前的规划一直得

不到落实与推进，导致景区现状仍然较为落后。比如，开远小火车沿线没有其他景点可供游览，可供游

览的选择少，虽得以开发但与游客的期望值相差较大；垃圾桶、公共厕所、沿线站点的休息椅等基础服

务设施配套数量少且落后，各旅游社区提供的旅游商品与服务质量都处于初级阶段。 
2) 旅游地管理当局与工业遗产归属方的权利冲突。旅游地管理职责没有理顺，责任主体不明确，存

在着市县直管、管委会管理、企业经营等多种管理模式，有些景区的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未实现有

效分离，影响了景区整体效益的发挥。比如滇越铁路，沿线有依托铁路而建的景点，但最具历史文化价

值的铁轨、站台和机车库并没有进行维护与对外开放，因为铁轨及其附属建筑实际管辖权在铁路部门而

非当地旅游部门。 
3) 当地居民与开发商间的利益分割冲突。红河州各工业遗产的规划建设、开发保护等方面都会牵涉

到当地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分割问题。访谈中了解到普遍谈到的矛盾在于居民与开发商签订协议之后，

开发商未按照承诺给予相应的赔偿以及住房、再就业安排，而是强行将居民赶出这片区域，占有旅游地资

源进行规划建设，招致了诸多“民怨”，所以大量居民不愿意搬迁，导致二者之间矛盾日益剧烈化。 
以上关于红河州工业遗产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工业遗产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分配存在较大

分歧，难以进行科学的协同合作，在红河州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问题上达不成共识，直接阻碍了在保护

性开发前提下的工业遗产价值发掘与创新利用，无论是工业遗产本身的价值还是文化、社会属性方面的

价值，都无法充分地展示给社会大众。 

5.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红河州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的价值模型构建及阐释 

衡量工业遗产价值的因素颇多，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于它的价值判断有着不同的理解。工业遗产具有

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的特点，因此在开展工业遗产旅游活动时必须以保护性开发为前提，充分利用它

自身的“物”的价值及其附加价值。如何在众多工业遗产建筑与遗存中判定“哪些是具有保护价值的，

哪些是需拆除土地重新利用的”，需要综合分析其旧工业主体、附属构件、价值等方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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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红河州工业遗产的特质对其利益相关者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是对红河州工业遗产进行价值研

究的基础与前提。其中，关注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取向是对工业遗产进行价值研究的重点(见表 2)。借

鉴前人的经验，将红河州工业遗产的价值分为“本征价值”、“功利价值”两大类[9]。“本征价值”主

要包括历史价值、科学技术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等，“功利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红河州工

业遗产不同于其他地区工业遗产的最突出价值是历史价值与科学技术价值。 
 
Table 2.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value on stakeholders in Honghe area 
表 2. 红河州工业遗产价值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影响对象 具体内容 

游客 

1. 丰富旅游资源类型 

2. 追寻红河州工业时代记忆 

3. 对“红色文化”的追寻(受电影《芳华》的影响) 

4. 越战老兵办活动的聚集地 

当地居民 

1. 增加就业岗位 

2. 增加居民收入 

3. 丰富居民业余生活 

4. 增强居民的归属感 

企业 

1. 优化产业结构 

2.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3. 宣传企业文化及产品 

4. 拓宽业务面，延长产业链 

政府 

1. 带动当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 

2. 树立对外品牌，构建良好形象 

3. 加强对红河州旅游业的整体管理与规划 

5.1. 红河州工业文化遗产的“本征价值” 

1) 历史价值 
与其他文化遗产相同，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体现在它的无法再生性和无法重复性之中。随着现代化

程度的不断加深，不断被社会淘汰和更新的工业遗产，对认识人类的工业活动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

程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红河州的工业遗产具有文献资料不具有的考古价值，蕴含着红河州工业遗产

的数据记录和相关档案，承载着当时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社会发展状态；其次，红河

州工业遗产蕴含着与历史生活关联的信息，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方面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例如，碧色

寨的三面钟，是当时法国人在当地修建火车站是引入的器械，可知当时有国外引进的技术，建筑多以法

式风格为主等信息；第三，红河州工业遗产与重要事件相关性。滇越铁路原是法国殖民当局根据不平等

条约修建的，从而可知当时社会的殖民历史，政治、经济、技术多方面信息都有证可取。由此可见，红

河州工业遗产已成为人们把握近代历史、解释近代社会进步和工业文明进化的重要实物证据。 
2) 科学技术价值 
红河州工业遗产的科学技术价值体现在“三性”，分别是开创性、技术先进性、工艺独特性。首先，

滇越铁路是中国最长的一条轨距为 1 米的窄轨铁路，云南百年前唯一的运输“大动脉”，也是中国西南

地区的第一条铁路，被称之为与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相媲美的世界第三大工程，在抗日战争时期，

它是南方的重要运输通道；再者，著名的人字桥采用钢结构且以精准的计算角度来建设，很少维修，在

当时是全球顶级技术，反映了当时红河州的工业技术水平；红河州锡矿的蕴藏量丰富，个旧市是我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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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锡都，含锡量高而硬度大，抗氧化能力强，产品白如银，明如镜，光洁程度、耐磨程度在国际同行

业中遥遥领先，其锻造工艺独特深受法、德等国人民的喜爱。 
3) 社会文化价值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红河州工业遗产

本身就带着文化因子，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其次它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息息相关，比

如，在铁路轨道的设计、法式建筑的设计、机器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方面都体现出了历史时期盛行的文化，

不仅仅是体现了科学技术，更是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第三，红河州工业遗产在对外交流上也

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滇越铁路的建设搭建了对外交流的平台，同时也影响着铁路沿线的经济发展和

城镇建设。当我们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因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而被淘汰的工业遗产时，它们在建筑设计、

建造方面和设备工艺等方面已显现出了文化价值，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值得长久留存。 

5.2. 红河州工业文化遗产的“功利价值” 

1) 经济价值 
红河州工业遗产大多保存了原来的风貌，特别是铁路、沿线厂房库房、机械设备，多是保留了法式

建筑风格，具有巨大的改造再利用潜力。这些工业遗产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能反映出历史时期

的经济发展状况，而通过对其原有的主体建筑进行修缮和维护，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改造、重组、创新设

计，可以提升工业遗存内部发展潜力，为红河州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2) 社会价值 
第一，教育价值。工业遗产是展示红河州历史与建筑工程的活例子，其中凝聚了大量科学技术信息

和知识，记载了当时当地的状况，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密切相关，可以使人们从中学习、

了解和感知工业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相关知识。如西南联大旧址，展示了当时生活状态、历史发展、经济

发展、技术创新等情况，能让人们置身其中去感受、回顾、总结红河州的过去，是进行科技、文化、教

育的绝佳场所，可称为“立体教材”。 
第二，精神价值。红河州的工业遗产有较强的地域性、外来性特征，体现了红河州的文化特征和创

造精神。如滇越铁路、人字桥修建过程中体现的劳工的艰苦奋斗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修建了云南第一

条属于自己的铁路等。这既是红河州深层次的精神体现，也是红河州地区时代的象征。 

5.3. 利益相关者与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价值关系的模型构建 

笔者参考借鉴国内外已经运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经验与成果，将工业遗产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界

定为游客、当地居民、企业、政府四类。红河州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的价值研究与各利益相关者关系密

切，而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又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和价值展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怎样做到“各

利益相关者与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的价值二者互利共生，既能提升工业遗产的整体价值，又能满足利益

相关者间的利益分配”，从功能上、组织上、效益上达到最优效果，既互相协调又相互牵制是当前红河

州工业遗产旅游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样的目标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整合更易取得多数利益相关者的

支持与信任。 
就红河州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的价值和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而言，主要依靠的是利益相关者群体，

即游客、居民、企业、政府间的协同合作。具体来讲，就是借助各利益相关者(游客、居民、企业、政府)
的力量，从政策、体制、管理等方面入手，在工业遗产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前提下对工业遗产的价值进行

充分地挖掘和创新利用，使得红河州工业遗产的价值得以充分地展现，对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整体有提

升作用。因此，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外来投资，而这些游客和投资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又直接作用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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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州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开发上，如基础设施配套的建设、旅游产品的开发与服务质量的提升等方面，促

使工业遗产“物”的价值和附属价值都能得到深层次的体现。 
当然，红河州工业遗产在其价值得以深层次体现情况下所获得的利益也会驱动利益相关者群体更好

的去完成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工作。红河州工业遗产的价值得以充分展现，对游客来说可以游览到更丰

富的旅游资源，也可以追寻红河州工业时代记忆，能真切地感受近代工业文化进步留下的重要实物证据；

对当地居民来说，首先能增加收入、增加就业，有效改善生活水平。其次，能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促

进当地与外界的交流。同时，还能增强居民的归属感，使其更加热爱故土，增加保护当地工业遗产的意

识；对企业来说，针对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提高企业效益。也能及时有效的宣传企业文化及

产品，有利于打造本土品牌；对政府来说，可以促使部门之间明确责任，优化管理。同时能增加财政收

入，对改善红河州整体旅游形象大有好处。由此，各利益相关者与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的价值之间形成

良性循环，达到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与利益相关者间互利共赢、“人–物”整合共生的效果，共同促进

当地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见图 2)。 
 

 
Figure 2. Value-driven diagram of industrial heritage based on stakeholder theory 
图 2.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工业遗产价值驱动图示 

6. 结论及对策建议 

6.1. 结论 

由于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过程中的价值研究与相关利益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利益相关者之间利

益分配分歧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致使红河州工业遗产得不到充分挖掘与创新利用，工业遗产价值得不

到充分展现，导致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发展滞后。故本文在探讨红河州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前提下的工

业遗产价值时，尝试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在与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的共生整合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与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价值关系的模型构建，对红河州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工

作、工业遗产的价值展现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可有效地分析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中利益相关者间的关

系，能详细地解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提出适合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的“提升–驱动”良

性循环模式，既让工业遗产“物”的价值与附属价值皆得以充分展现，也使利益相关者获益，为当地工

业遗产旅游的保护性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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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对策及建议 

当然，工业遗产在保护性开发前提下，其价值的充分展现需要在良好的环境中才能够得以运行。就

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开发而言，工业遗产旅游责任主体不明、景区旅游产品严重同质化、宣传力度不足

等问题亟待解决[10] [11]。针对上述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与改进：1) 建立政企协同机制。企业为

主导，政府部门为组织协调方，二者相互协作，积极解决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保护性开发力度不足以及

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业以发掘、改善和提高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

资源的吸引力为目标，做好红河州工业遗产的规划与建设工作。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法律

法规，制定适合于工业遗产旅游发展的政策及法规，加强政策引导、服务和监督职能，提升红河州整体

的旅游质量；2) 树立本土品牌，提升红河州辨识度。主要结合工业遗产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记忆以及

人们的怀旧情怀，树立自己的品牌，将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这也是工业遗产价值的延续；3) 区
域协同，科学发展。对红河州工业遗产资源进行整合，以点穿线延伸至面，覆盖全区并涉及各个景点，

加大力度发展各自的优势方向，中间空缺部分可以其他休闲娱乐方式代为填充，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功

能齐全的旅游区域，科学地开发与保护当地工业文化遗产；4) 加强网络宣传，在各大平台增设工业遗产

旅游模块。大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了解红河州工业遗产旅游，如历史背景、文化知识、优惠政策等方面。

同时，当地居民和游客可直接对当地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状况进行监督和意见反馈，增强政府与相关

企业对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意识。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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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红河州工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调查问卷 

(当地居民) 

 

调查地点：__________                           问卷编号：__________ 

尊敬的各位居民： 

您好！我们是云南大学在读研究生，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配合调查，您的真实与严谨回

答将有助我们做出科学的分析，为红河州当地工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与保护提供有意义建议。我们设

计的调查问卷不涉及个人隐私，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祝您生活愉快！ 

                                                                                       云南大学 

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 

 

一、您的基本信息(请在您认为适合的选项上打“√”) 

1.性别：女    男 

2.年龄： 18 岁以下   18-29 岁   29-39 岁    39-49 岁 

 49-59 岁    60 岁及以上 

3.民族： 

4.学历：初中及以下  高中(含中专)  专科  本科  硕士及以上 

5.政治面貌：党员或预备党员  团员   群众   其他党派 

6.职业：公务员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商店经营者   农民   

学生     离退休人员    自由职业     其他 

7.您在当地生活的时间：2 年及以下  3-5 年   6-10 年  11 年及以上 

8.您是否从事或有亲属从事旅游相关工作： 是     否 

9.您的月收入：2000 元及以下    2001-5000 元     5001-8000 元 

8001-12000 元     12001 元以上 

10.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10%  10%-40%  40%-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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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民对工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的感知调查(请在您认为适合的选项上打“√”)  

对工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的感知 非常不赞同 不赞同 无所谓 赞同 非常赞同 

1.能够增加居民收入      

2.能够增加居民就业机会      

3.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4.能够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5.会增加居民的日常生活成本      

6.会导致本地房价上涨      

7.会加大贫富差距      

8.能够提高本地知名度      

9. 能够改善当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10.会促进工业遗产的旅游资源保护      

11.能够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      

12.能够促进当地居民思想和观念的更新      

13.会导致道路交通更加拥堵      

14.会导致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更为紧张      

15.会削弱当地传统文化      

16.能够增强居民的环保意识      

17.能够增强本地政府的环境意识      

18.会导致空气质量更差      

19.会导致污水增多      

20.会导致垃圾增多      

 
三、居民对工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的态度调查(请在您认为适合的选项上打“√”) 

对工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的态度 非常不赞同 不赞同 无所谓 赞同 非常赞同 

1.您支持当地工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      

2.您对当地工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感到满意      

3.您认为工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利大于弊      

4.您愿意参与工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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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红河州工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调查问卷 

(旅游者) 

 

调查地点：__________                           问卷编号：__________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我们是云南大学在读研究生，十分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配合调查，您的真实与严

谨回答将有助我们做出科学的分析，为红河州当地工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与保护提供有意义

建议。我们设计的调查问卷不涉及个人隐私，再次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祝您生活愉快！ 

云南大学 

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 

第一部分：您的基本信息(请在您认为合适的选项上打“√”) 

1.性别：女    男 

2.年龄： 18 岁以下   18-29 岁   29-39 岁    39-49 岁  

 49-59 岁    60 岁及以上 

3.家庭总人口： 

4.民族： 

5.您居住的城市: 

6.学历：初中及以下  高中(含中专)  专科  本科  硕士及以上 

7.政治面貌：党员或预备党员  团员   群众   其他党派 

8.职业：公务员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商店经营者   农民   

学生     离退休人员    自由职业     其他 

9.您家庭年收入：20000 元及以下    20001-50000 元     50001-80000 元 

80001-120000 元     120001 元以上 

10.您每年用于旅游的支出：□5％以下  □5-10％  □10-20％  □20-30％  □30％以上 

11.您去年外出旅游的时间：□元旦 □清明 □五一 □端午 □中秋  

□十一 □春节 □周末 □寒暑假 

12.您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红河州工业文化遗产：□亲朋好友 □电视广播 □互联网 □报刊杂志 

□其他 

13.旅游目的：□探亲访友  □休闲度假  □公务会议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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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请据您所了解红河州工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的情况(请您做出选择“√”) 

红河州工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 非常不赞同 不赞同 无所谓 赞同 非常赞同 

1.旅游景区餐饮费用不高      

2.本次旅游让我体验到了当地的风味美食      

3.住宿费用不高      

4.综合交通费用不高      

5.本次旅游交通或停车很方便      

6.本次旅游让我参观到工业文化遗产的建筑和设施，如火车

站、铁路等 
     

7.本次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工业文化遗产      

8.本次旅游让我体验到红河州传统民俗风情      

9.本次旅游文化氛围很好      

10.本次旅游购物方便      

11.景区的纪念品等商品价格不高      

12.本次旅游总体花费不高      

13.公共服务设施齐全、舒适      

14.本次旅游卫生状况很好      

15.本次旅游服务质量高      

16.本次旅游环境安全      

17.本次旅游环境总体感觉很好      

18.工业文化遗产旅游地形象佳      

19.相较于其他旅游活动，来此地旅游是值得      

 
三、游客对红河州工业文化遗产的满意度调查(请您做出选择“√”) 

对工业文化遗产的满意度 非常不赞同 不赞同 无所谓 赞同 非常赞同 

1.对本次旅游感到很满意      

2.本次旅游经历正是我期待的      

3.我愿意向他人推荐这个旅游地      

4.我对当地的开发与保护现状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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