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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是开发红色旅游的有效载体�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旅游资源。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具有
独特性、多样性、稀缺性、文化性等特点。开发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应注重的策略是：提高思想认识�树立科学发
展观；加强保护�建立科学的保护体系；整合区域的相关旅游资源�将革命文物与山水风光、历史文化有机结合；开
发特色旅游产品�注重求特、求新；开发区域内外旅游线路�形成内外循环；要突出特色�突出个性�突出文化�加大
区域旅游营销力度；培养区域旅游人才队伍�提高旅游人才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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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是开展区域红色旅游的有效载体�是
一种独特的综合性旅游资源。在区域红色旅游深入发展的
今天�有必要进行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开发�本文拟对
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基本内涵

红色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

建树丰功伟绩后形成的以革命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
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蕴藏其中的革命精神为内
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参观游览、缅怀学习革命历史知识�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主题
性旅游活动 ［1］112－114。根据文化遗产的定义�我们可以借鉴
运用到红色文化遗产上。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第一条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 “文化遗产 ”。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
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份或结构�铭文、洞穴
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
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
出、普遍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遗址：从历史、美学、
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
人与自然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2］6红色文化遗产
有革命历史文物、革命历史建筑、革命战争遗址等�既有物质
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它们是一种文化资源。红色文化遗
产资源是开展红色旅游的有效载体�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
源�是具有政治教育、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等价值和功能的独
特的综合性旅游资源。

二　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基本特点

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是一种独特的综合性旅游资源�
其主要特点是：

1．独特性。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具有独特性。它是
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
精神的有机结合�它打上了时代的记忆和烙印�是独特的旅
游资源�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具有独创
性和特殊性的一种资源。

2．多样性。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多样性。从时
间跨度分析�它是20世纪伟大的时代产物�包括土地革命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重要的革命纪念地、标志
物及其所承载的基本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从内容层
面分析�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旅游
资源。有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韶山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
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反映这些精神的遗迹、文
物、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从空间层面分析�
它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如�上海、北京、湖南、江西、广东、广
西、浙江、江苏、福建、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
北、河南、安徽、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域。

3．稀缺性。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具有稀缺性。稀缺
是指资源的稀少或短缺。物以稀为贵。过去战争年代遗留
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随着时间岁月的流逝�自然及人为的
破坏�红色文化遗产资源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越稀
少则越宝贵。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一些建设性破坏难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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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此�特别要注重加强保护�构成保护体系。
4．文化性。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具有文化性。它具

有文化遗产价值�既是物质遗产�也是非物质遗产。它既有
红色文化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如韶山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
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又有非物质文化的内容�如
歌曲、歌谣、曲艺、诗歌、绘画、故事、传说等。还有体现其物
质文化层面的内容�如纪念遗迹、事件遗存、建筑遗存、革命
文物等。

三　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整合开发

红色旅游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良好的政治、经
济、文化效益。在深入开发和发展的今天�还有不少问题值
得我们认真注意。这主要是在开发过程中存在资源认识不
高、资源保护乏力、资源整合不够、产品特色不明、文化挖掘
不深、线路组合不佳、对外营销不强、旅游人才缺乏等问题。
开发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应注重的策略是：

1．提高对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认识。红色文化遗产资
源是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是区域红色旅游开发中的高等旅
游资源�它具有独特性、垄断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
征。我们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高度重视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红色文化遗产资源
是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宝贵财富�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
有革命文化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审美文化价值、社会教育价
值。从经济价值分析�它可以转变成旅游资源�成为旅游吸
引物；从革命文化价值分析�它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效
载体�给人以教育启迪；从历史文化价值分析�它是历史的记
忆�历史的见证；从审美文化价值分析�它是社会美、物质美
的体现；从社会教育价值分析�它可以资政育人�传承文化�
给人教益。因此�保护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就是保护历史文
化�保护旅游资源�保护文化记忆。

2．加强红色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红色文化遗产资源
既然是宝贵的旅游资源�就必须建立科学的保护体系�要建
立国家、省、市、县 （区 ）、乡 （镇 ）的法律保护体系 ［3］42－45。要
强化对革命文物、文献、建筑等 “红色文化遗存 ”的保护�并参
照对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方法�对重大战役、重大事件以及在
民间留存的红色文化进行局部的原风貌保护 ［4］373。注重红
色文化遗产资源的真实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保护
是一个系统�如辽沈战役的战争遗址旅游资源是：以锦州为
中心�向北宁线的南北两侧延伸。北宁线就是今天京沈铁路
和京沈高速公路大动脉。在它附近沿线上有 “山海关阻击
战 ” （天下第一关城楼 ）、“攻克兴城 ” （古城魁星楼 ）、“蒋介石
葫芦岛军事指挥所 ” （葫芦岛锌厂招待所 ）、“塔山阻击战遗
址 ” （葫芦岛天桥镇 ）、“辽沈战役前线指挥所 ” （凌海市牛
屯 ）、“配水池战斗遗址 ”、“攻克锦州突破口 ”、“白卷虎屯战
斗遗址 ”、“梁士英炸碉堡遗址 ”、“范汉杰锦州指挥所 ”、“国
民党省公署 ”、“黑山101高地遗址 ”、“廖耀湘胡家窝棚指挥
所 （黑山境内 ）”等十几处著名战斗遗址�它们是真实的战争
标本�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战争遗址群落�必须进行系统保护�
延伸保护项目和范围。如湘潭市城区有不少毛泽东同志的

重要历史遗迹。又如�毛泽东少年时代当学徒时湘潭十八总
的 “宽裕号 ”枯粮行；毛泽东早期在长沙求学�往来湘潭时下
榻三义井的 “毛福昌号 ”；1927年�毛泽东考察工农运动时期
的旧址 “和化坛 ”；毛泽东住在湘潭宾馆的客房等都是重要的
遗产资源�必须好好保护�有效利用。要与韶山有机结合起
来�全面展现毛泽东的成长、学习、生活、战斗的历程。

3．整合区域相关旅游资源。发展红色旅游不能就红色
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而开发�而必须对区域内相关旅游资源
进行有效整合、优化整合。要将红色、绿色、古色、兰色有机
结合起来。以红色为主带动区域内的绿色、古色、兰色的联
动开发。将红色旅游与秀丽的自然风光结合起来�与温泉旅
游结合起来�与古民居旅游有机结合起来�满足不同旅游者
的消费需求�延长旅游产业的相关链条。如宜章县红色文化
遗产资源丰富�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湘南暴动旧址及
纪念馆。但这仅仅是一个点�而应该将湘南暴动的其他点如
朱德、陈毅战斗生活的遗迹有机整合起来�如碕石古村、黄沙
堡、栗源堡等有机联系�构成湘南暴动旅游专线。还可将邓
中夏故居、曾志故居、中夏公园、中夏街、南关街等有机整合�
成为内容丰富的宜章红色旅游线路。除此之外�还可与莽山
的观光旅游、科考旅游相结合；与一六镇的温泉旅游相结合；
与白石渡的丹霞风光旅游有机结合；与天堂古村、梅田古村
的古村落旅游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条条物色鲜明、丰富多
彩的旅游黄金线路。又如辽沈战役纪念馆2005年投入200
万元改造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对外开放�延长了
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旅游链条�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他们计
划建设具有游览性和参与性的景博园�复原战场遗址�包括
碉堡、堑壕、阻击阵地等真实景物�征集兵器�满足旅游者的
求知欲�丰富游览内容。锦州红色旅游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
龙头�结合笔架山的蓝色旅游、医巫闾山、北普陀山的绿色旅
游、奉国寺的金色旅游、冬季冰雪白色旅游�策划包装精品旅
游线路�在锦州形成战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海洋文化、宗
教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文化新格局 ［5］。

4．开发区域的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生命�
文化是旅游产品的魅力。红色旅游产品要在求特、求新上下
功夫�注重教育性、观光性、时代性、参与性、体验性。如湘南
暴动红色旅游产品不能就是看看遗址、看看照片展览就可以
了。我们需要研究旅游者的审美观念和消费心理�要创新手
段进行深度开发。区域旅游产品可以通过参观革命遗址、听
革命故事、欣赏电影、演唱革命歌曲、参与模仿攻城、寻找战
场遗址等方式�增强特色旅游产品的吸引力。辽沈战役纪念
馆把有价值的革命遗址整合串联推出�配上交通图和导游词
讲解�使辽沈战役遗址产生了整体效应和战争主题效应�形
成了特色旅游产品。井冈山旅游产品开发了吃一顿红军餐�
唱一首红军歌�走一趟红军路�读一本红军书�听一堂传统
课�扫一次烈士塔等系列旅游观光产品�增强了旅游产品的
吸引力 ［6］。文化是旅游的生命力�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是没有
生命力的旅游。我们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
挖掘革命歌曲、歌谣、曲艺等文化因素�提升红色旅游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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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文化就会有个性、有特色�要创造出有自身特色和生
命力的红色文化�要注重感染力、震撼力、冲击力�根据各自
的特色定位、定调、定格。到井冈山就是感受红色历史、红色
故事、红色景点、红色歌谣、红色表演、红色氛围、红色纪念
品�要通过挖掘文化�开发特色旅游的产品。宜章湘南暴动
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我们往往忽视对其周边环
境的保护利用。与其相邻的中夏街、南关街保存有相当多的
古民居、古桥、古井、古街巷、古祠堂。青青的石板路、秀丽的
玉溪河�古色古香的南关街�这就是当年朱德、陈毅进驻宜章
县城的地方�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历史街区。这里至今生活着
当时的居民及后代�他们对朱德、陈毅湘南暴动的故事赞不
绝口。因此我们要将湘南暴动旧址与历史街区有机整合起
来�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历史街区保存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和记忆�旅游者可以感受历史场景�增强湘南暴动旧址的文
化魅力。我们千万不能将之割裂开来�而应将之有机结合起
来�进行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持续性的保护�凸显其文化
的魅力。对古民居要加强保护�对新建筑要进行整饬�使之
与历史街区的风貌相一致。

5．开发区域内外旅游线路。开发红色文化遗产资源必
须将区域内外的线路联结好。在区域内形成线路内循环。
如宜章县旅游线路可以组成：

（1）县城－－－一六温泉－－－天堂古村－－－莽山旅游线。
（2）湘南暴动旧址－－－一六温泉－－－碕石古村－－－ 浆

水石牌坊－－－县城旅游线。
（3）县城－－－邓中夏故居－－－白石渡旅游线。
（4）湘南暴动旧址－－－栗源堡－－－黄沙堡－－－碕石古村

旅游线。
另外要与郴州、南岳、长沙联成线路�省外与广东韶

关－－－广州联线。
随着旅游交通的改善�组合区域内外的旅游线路越来越

便捷�以湘潭韶山红色旅游为例�可以推出不同的自驾车旅
游线路：

（1）伟人故里、山水湘潭：湘潭、韶山、水府二晚三日游。
（2）红色旅游 （湘潭 ）－－－绿色山水 （张家界 ）四晚五日

游。
（3）红色旅游－－－湖湘文化 （长沙 ）－－－南岳三晚四日

游。
（4）红色旅游 （湘潭 ）－－－民族风情 （湘西凤凰 ）四晚五

日游。
（5）红色旅游 （湘潭 ）－－－宗教文化旅游 （南岳衡

山 ）－－－郴州休闲三晚四日游。
（6）感受红色经典�祭拜中华始祖：井冈山－－－炎帝

陵－－－湘潭韶山四晚五日游。
也可以将长沙－－－韶山－－－南岳衡山整合推出�让游客

感受历史文化名城的都市魅力�感受伟人故里的文化�欣赏
南岳衡山秀美的山水和悠久的文化。

6．加大区域旅游营销力度。要突出特色、突出个性、突
出文化�加大区域旅游营销的力度。对特色产品、品牌产品

要注重对外营销�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网络进行宣传。要
依据自身特色�搞好旅游创新定位�旅游市场定位�从而扩大
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形成旅游精品。如湘潭旅游近几年
突出伟人故里、山水湘潭的主题形象�形成了以韶山为龙头�
乌石彭德怀纪念馆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红色旅游产品；形成了
以湖南水府旅游区为龙头�昭山风景名胜区为重要组成部分
的绿色山水旅游产品；形成了以齐白石故居、关圣殿、鲁班
殿、壶山、文庙为代表的历史人文旅游产品；形成了以湘潭农
博园为代表的城郊休闲旅游产品。尤其是红色旅游以韶山
为代表�努力打造中国红色旅游第一品牌�突出韶山毛泽东
同志故居、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滴水洞景区、毛泽东诗词碑
林、毛泽东纪念园、毛泽东铜像等景区景点的建设�开发了韶
乐。湘潭注重对外宣传营销�先后策划百万青少年韶山行、
百万共产党员韶山行等活动�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策划组织了中国湖南红色旅游形象大使评选活动�推出了中
国湖南红色旅游十佳导游员�推出了湘潭十大金牌导游�出
现了全国模范导游员文花枝�有力地扩大了湘潭的对外宣传
营销。

7．培养区域旅游人才队伍。人才是至胜之本。旅游业
的持续发展必须要以人才作后盾�必须高度重视旅游人才的
培养和建设。建设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第一�思想重视。
必须从思想上重视人才建设�形成育才、爱才的良好风气�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第二�在职培养。通过举办培训班、短训
班等方式�请专家授课�实战演练等以开阔视野�提高综合素
质；第三�依托高校。送出去培养人才�提高员工的学历�提
高业务能力；第四�分类培训。要对旅游酒店、旅行社、旅游
景区、旅游交通、旅游行政管理的从业人员分类培训�依据其
自身特点进行培训�提高人才的整体素质；第五�借用外脑。
要与高校密切合作�请专家进行咨询、指导�从而构建区域旅
游的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1］翁钢民�王常红．基于 ＡＨＰ的红色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方法及其
开发对策 ［Ｊ］．工业技术经济�2006（2）．
［2］阮仪三．历史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2001．
［3］刘建平�伍先福．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法律问题 ［Ｊ］．湖南社会科
学�2005（4）．
［4］国家旅游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旅游
（1978－2004） ［Ｍ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5］王力尘�李伟．红色旅游：需整合资源向产品跨越 ［Ｎ］．锦州日
报�2006－07－21．
［6］刘之沛�刘福明�宁良福．井冈山锻造红色文化促旅游 ［Ｎ］．江西
时报�2005－09－22．

责任编辑：黄显中

75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Ｕ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Ｕ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Ｈｕｎａｎ411105；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ｔ．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ｒｅｌｉｃ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Ｎａｎｙｕｅ�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Ｈｕｎａｎ421900�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ｉｓ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Ｉｔｉｓ
ｅｎｄｏｗ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ａｒ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ｏｕｒ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ａｎｄｓｈａｒｐｅｎｏｕｒ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ｂｅａｒｉｎｍｉｎｄ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ｖｉｅｗｏｆ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ｌｉｃ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ｉｔｈ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ｌａｉｄ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ｖｅｌｔｙ；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ｔｏｕｒｒｏｕｔｅｓｉｎｓｉｄｅ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ｏａｓｔｏｆｏｒｍｂｏｔｈ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ｃｉｒｃｌｅｓ；
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ｇｉｖｅｎｔｏ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ａｌｅｎｔｓｆｏｒ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ｇｉｏｎ；Ｒ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上接第57面 ）
Ｒｅｃ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

ＬＯＮＧＸｉｎ－ｍｉｎ1�2�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ｍａｎ2�ＺＨＡＮＧＹｉｎ3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ｊｉａｎ361005；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Ｈｕｎａｎ411105；

Ｔａｉｙａ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410000�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ｎｄｏｗ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ｐａｙｏｆｆ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ｘｃｅｌｓ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ｉ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ｉｔｈ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ｕｒｅａｌｔｒｕｉｓｍ�ｗａｒｍ－ｇｌｏｗｅ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ｎｏｉｓ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ｍａ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
ｏｆ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ａｍｅ�ｓｔａｋ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ｒ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上接第62面 ）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ＬＩＪｕｎ－ｂｏ�ＪＩＡＮＧＡ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Ｈｕｎａｎ411105�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ｎ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ｐｉｃ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ｗｅｃｏｕｌｄ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ｙｐ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ａｌｌ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ｃａｎ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