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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经济视角下洪崖洞旅游景区
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

翟龙飞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 摘要 ]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及实地调研法，选取洪崖洞旅游景区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分析洪崖洞旅游景区

的客源市场、经济收入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展望洪崖洞旅游景区的发展前景，针对其发展过程

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建议，得出洪崖洞旅游景区是一个典型的将互联网与旅游业相融合的案例，值得其他景

区发展过程中借鉴其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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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与旅游业相融合，产生

了一种新的经济现象—网红经济。网红经济的产

生为景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2018 年在抖

音短视频平台上走红的洪崖洞旅游景区最具代表，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思考。

在学术上，敖鹏学者所定义的网红得到普遍

的认同 [1]。沈霄、王国华学者则对国内网红现象进

行了梳理分析 [2]。王卫兵学者通过研究得出应该

加强对网红经济的规范与引导的结论 [3]。但目前

从网红经济视角下研究旅游景区的研究案例还较

少，因此通过本研究能够为其他景区的发展所提

供建议。

一 网红经济视角下的旅游现象

网红经济其实质是粉丝经济，即通过“前端 +

后台”模式，前端就是网红通过拍摄一系列的视频、

照片以满足粉丝的猎奇心理，从而得到粉丝持续的

关注。后台就是网红背后的公司或机构整合运营以

实现盈利。因此，网红经济是以时尚达人为形象、以

红人品味为主导，通过选款和视觉推广在社交媒体

上聚集人气，依托庞大的粉丝人群进行定向营销，从

而将粉丝转化为购买力 [4]。

根据抖音 + 清华公布的《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

究白皮书》，截至 2018 年 6 月，抖音国内日活跃用户

数量超过 1.5 亿，月活跃用户数量超过 30 亿。在如

此庞大的用户基础下，短视频的发展呈现空前绝后

的情况，其中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检索与重庆有关

的短视频便有百亿次播放量，可见通过短视频有利

于传播城市的文化，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 洪崖洞旅游景区发展现状分析

（一）洪崖洞旅游景区的客源市场分析

洪崖洞旅游景区在抖音短视频平台走红后，同

年来到景区打卡的游客便急剧增加。根据张进学者

的研究，得出空间地域上，重庆、四川的游客对于景

区关注度水平最高，其次是北京、广东、江苏等经济

发达地区的结论 [5]。因此洪崖洞旅游景区关注度受

到经济发展水平、空间距离的影响。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由于景区特殊的环境和地

理位置，来到景区打卡的游客年龄呈现高度年轻化，

其中 35 岁以下游客占比达到 60% 以上。其主要原

因在于景区是借助互联网平台而走红，使用互联网

平台的用户年龄呈现年轻化。             

从范围上看，根据杜梦珽学者的研究，31 个省

级行政区对景区的网络关注度都较高，且呈现逐年

递增的趋势 [6]。由此可见，随着相关视频的增多，来

到景区打卡的游客逐渐增多。

（二）洪崖洞旅游景区的经济收入分析

景区施行“免门票”的策略，因此景区无直接的

门票经济收入。但景区共有十层，每层都有一定的

商户进行租金的缴纳。此外，景区成为网红景区后，

每逢节假日都有较高的人流量，能够有效地带动渝

中区住宿、餐饮等产业的发展，增加渝中区旅游收

入。通过整理渝中区 2016-2020 年国庆假期的旅游

人数及旅游收入，可以看出渝中区的旅游人数及旅

游收入呈逐年升高的趋势（见表 1）。

（三）洪崖洞旅游景区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景区自走红后，发展至今已经初具规模，属于较

为成熟的网红景区。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来看，

属于成熟期，但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7]。

过度宣传，游客心理落差较大。游客通过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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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平台了解景区后，对景区有较高的心理期望，期待

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景区形象及文化。但事与愿

违，游览过程呈现千篇一律的游览体验，由此产生心

理落差，对景区产生抱怨与不满的情绪。

回头率较低，游客的忠诚度不高。前来打卡的

游客多数是被绚丽的夜景所吸引，即在千厮门大桥

上观看景区的夜景，再进入景区内部游览参观，但是

参观完后游客多数认为其景区拥挤，管理混乱，给游

客带来不佳的旅游印象，因此游客的忠诚度不高。

三 洪崖洞旅游景区发展前景分析

（一）网红经济将助力旅游市场发展壮大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地区将旅

游业作为其支柱型产业。因此发展建设洪崖洞旅游

景区，能够为当地旅游业所获取更多的流量及关注。

从而形成以洪崖洞旅游景区为前端，吸引游客前来，

其他设施及服务为后台，增加游客在重庆的停留时

间，促进就地消费。

（二）洪崖洞旅游景区网络营销方式受到年轻游客

喜爱

景区通过互联网营销，能够改变以往的线下

单一宣传模式，通过大数据将景区的特色推送给

潜在的旅游者，从而增加景区的曝光度，让更多的

游客能够有机会了解到景区。而使用互联网的游

客多数是年轻游客，因此其营销方式深受年轻游

客的喜爱。

（三）洪崖洞旅游景区将面临较多的网红景区竞争

由于景区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得到游客的关注，

因此其他具有特色的景区也可以通过网络营销的方

式来吸引游客关注，所以景区中后期发展过程中会

出现诸多雷同的景区进行竞争。

四 洪崖洞旅游景区发展建议

（一）景区方重视营销管理，将硬件与宣传同步

提升

针对游客游览时所出现的与心理预期不符合的

情况，则需要景区管理方重视网络营销，在话题营造

上与线下景区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此让游客线下打

卡游览时能够产生相关的归属感及认同感。同时景

区方需要重视对于景区的管理，从人文角度来关怀

游客。

（二）挖掘景区的文化内涵，提高游客忠诚度

景区虽然是通过夜景来吸引游客的关注，但其

本身也独具巴渝风貌文化及巴渝传统建筑。如果能

够进一步的挖掘其文化内涵，举办巴渝文化研讨会、

巴渝文化特色展演等，将观光型旅游转变为沉浸式

旅游，则会增加游客在景区的停留时间。

（三）增加互动活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针对游客停留时间不长的问题，则需要景区将

来到景区打卡的游客给吸引到景区内，一方面举办

各式各样的文化节、文化活动，让游客能够参与进

来，增加其在景区内的消费。另一方面则需要景区

举办与时俱进的特色活动，增加游客的参与度。

五 结语

洪崖洞旅游景区是一个典型的将互联网与旅

游相融合的旅游景区，成为网红景区后为当地带来

了巨大的流量及经济效益，为旅游景区的发展所提

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成功案例。而在后疫情时期，旅

游业逐渐开始恢复，如果景区的宣传能够利用好互

联网这一平台，则会为当地带来巨大的人流量及关

注，但同时需要注意宣传过程中不可哗众取宠，欺

骗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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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重庆市渝中区2016-2020年国庆假期旅游人数及旅游收入情况表

时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旅游人次 1018.4W 1140.9W 913.W 780.4W 695.73W

旅游收入 68.42亿 49.2亿 25.05亿 23亿 17.86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