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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产业成效测评与发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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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是维系炎黄子孙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和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石.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对象,测算其

在2017-2020年间的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投入与绩效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1)投入与绩效水平整体

呈现出从下游向中、上游省区递减的特征;(2)投入与绩效水平耦合协调度不高,各省区之间存在“阶梯式”的差距.基

于此,结合当前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认为未来黄河流域文化与旅

游高质量发展应以“黄河文化”为灵魂,对9省区进行文化整合,以深度融合发展为驱动力,实施 “点(黄河文化中

心)-线(黄河文化旅游带)-面(黄河文化彰显区)”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推动黄河流域整体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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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富

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战略思想,明确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根魂和象征、维系炎黄子孙文化认同

的精神纽带和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石,不仅关系到防洪、供水、能源、粮食和生态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定位[1-3].“十四五”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既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又是畅通国

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桥梁与纽带[4].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推动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必然之举[5-6].
目前,国内研究集中于测度中国省际、若干省份和地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水平[7-13],有学

者对武陵山片区、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效益进行评价[14-16],还有学者研究了黄河流域

9省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17].但关于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成效测评

的研究较少.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时代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和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对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成效进行评估,旨在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1 黄河流域概况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以河口镇和桃花峪作为上、中游和中、下游的分界点,在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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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km.
黄河流域拥有三江源、祁连山、六盘山等多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公园,沿岸分布有扎陵湖、鄂陵

湖、河口三角洲等多处湖泊、湿地[18],是连接我国东、中、西部的生态廊道,是西北、华北地区最重要的生产生

活用水源地[19].从古至今,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中心[20],沿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发

展模式[1,3],呈现出“倚能倚重、低质低效”[21]以及“东强西弱、东快西慢”的产业发展特征.黄河流域还是多民

族聚居、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国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区域.除个别省份外,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大于全

国平均水平[22],面临贫困人口和地区集中、返贫率高等问题.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逐步形

成了“兼收并蓄、强大先进”的文化体系[23].由此可见,黄河流域具有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价值,为新

时代文旅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黄河流域9省区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各省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进行分值

测算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来评估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成效.为此,文章借鉴国内外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测度的相关研究成果[24-25],构建了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产业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耦合系统指标体系

(表1).投入水平包括文化产业要素水平和旅游产业要素水平两部分.文化产业要素水平细化为图书馆、群众

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艺术表演团体及其场馆数量等7个指标,旅游产业要素水平包括旅行社、星
级饭店、优质级景区、普通级景区等4个指标;绩效水平则主要由旅游人次、文化和旅游事业费、主要文化和

旅游机构从业人员数、旅游业总收入等4个指标组成.本文收集了2018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8年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9-2020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2021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2018-2021年黄河流域9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获取到2017-2020年黄河流域文化与旅

游产业发展数据.
表1 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产业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耦合系统指标体系

Tab.1 Indexsystemofcouplingsystemofinvestmentlevelandperformancelevelofcultureandtourism

industryinYellowRiverBasin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属性 二级指标权重

文化产业投入水平 0.293 图书馆个数 正 0.038

群众艺术馆个数 正 0.043

文化馆个数 正 0.033

文化站个数 正 0.028

博物馆个数 正 0.053

艺术表演团体个数 正 0.050

艺术表演场馆个数 正 0.048

旅游产业投入水平 0.253 旅行社个数 正 0.055

星级饭店个数 正 0.053

优良级旅游景区个数 正 0.092

普通级旅游景区个数 正 0.053

文化和旅游产业绩效水平 0.454 旅游人次/万 正 0.102

文化和旅游事业费/万元 正 0.089

主要文化和旅游机构从业人员数/万 正 0.139

旅游业总收入/亿元 正 0.124

  注:参考《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2017)》对旅游资源的等级划分标准和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中的重要性,将5A级、4A级、

3A级景区通称为“优良级旅游景区”,2A级、A级景区则通称为“普通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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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特尔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对原始数据运用正向归一法进行标准化处理.邀请文化和旅游相

关专业领域内具备较强专业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10位专家,向其发放待确定权重的15项指标、统一的权

重确定原则及其相关资料,请其独立为各项指标赋权.经过回收结果和调整指标权数值,以保证专家意见基

本趋向一致,将每个指标的权数均值作为各项指标的权重(表1).
其次,测算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分值[24-25].将第i年j省区投入水平或绩效水平中第k项评价指标的标

准化值(Uijk)与其权重(λk)相乘,得出该项指标在这一年的评价得分Wijk.将子系统内所有指标的评价得分

相加,得出该年投入水平或绩效水平总分Fij,即Wijk=Uijkλk,Fij=∑Wijk×100,Wijk 表示i年j省区第k项

评价指标得分,Uijk 是i年j省区第k项指标的标准值,λk 代表第k项指标的权重.Fij 是i年j省区投入水平

或绩效水平的总分.由于计算结果的数值处于0~1区间,故将对其进行百分制的加权处理,旨在更清楚地描

述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第三,评价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耦合协调度.耦合度是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涉及的全部指标之间相互作

用至协调发展的程度.耦合协调度则是在耦合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客观评价投入水平系统与绩效水平系统之

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在此,借鉴物理学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和已有研究成果,构建投入水平、绩效水平两个系

统的耦合度模型,计算公式为:V1=∑
a

k=1
λkUijk,V2=∑

b

k=1
λkUijk,C=

V1V2

V1+V2

,其中,V1、V2 分别是投入

水平系统与绩效水平系统的综合效用评价函数,Uijk 是2017-2020年9省区两个系统内各指标的标准值,λk

是运用特尔菲法确定的两个系统内各指标权重,a 代表投入水平系统的指标个数,b代表绩效水平系统的指

标个数.C 为耦合度,取值范围[0,1].C 越大耦合度越高.
最后,构建了投入水平系统与绩效水平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D= CF,投入水平系统与

绩效水平系统的综合贡献或整体协同效应F=αV1+βV2,其中,C 为耦合度,α,β分别代表投入水平系统与

绩效水平系统的贡献大小,为待定系数.由于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很难确定两个系

统相对贡献的大小,故α,β均取值为0.5.根据耦合协调度值的大小,将投入水平系统与绩效水平系统的耦合

协调状态划分为10个等级(表2).
表2 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2 Classificationstandardof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cultureandtourismindustry

耦合协调度D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0.0,0.1) 1 极度失调

[0.1,0.2) 2 严重失调

[0.2,0.3) 3 中度失调

[0.3,0.4) 4 轻度失调

[0.4,0.5) 5 濒临失调

耦合协调度D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0.5,0.6) 6 勉强协调

[0.6,0.7) 7 初级协调

[0.7,0.8) 8 中级协调

[0.8,0.9) 9 良好协调

[0.9,1.0] 10 优质协调

3 数据结果分析

3.1 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产业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分值测算

从投入水平来看,在时序上,2017-2020年,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和艺术表演场馆的数量相对

稳定;文化站、星级饭店和普通级景区的数量有所下降;除了2020年艺术表演团体的数量有所下降之外,博
物馆、艺术表演团体数量、旅行社和优质级景区的数量则整体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旅行社和优质

级景区的增长速度较快.黄河流域9省区投入水平除个别指标(如旅行社、星级饭店)外,其平均值均高于全

国平均值(附图Ⅰ);在空间分布上,各省区投入水平各项指标在9省区中所占比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附
图Ⅱ).如2020年,河南省艺术表演团体、艺术表演场馆占比最高;四川省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

站等指标居首位;山东省博物馆、旅行社、星级饭店、优质级景区、普通级景区所占比重远高于其他8个省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各项指标的占比均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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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绩效水平来看,在时序上,2017-2020年全国和黄河流域9省区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呈现逐年递增的

趋势;2017-2019主要文化和旅游机构从业人员数稳定增加,2020年则有所下降;2017-2019年旅游人次

快速增长,旅游业总收入持续增加,但2020年受疫情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业总收入明显下降.9省区绩效水

平的各项指标中,主要文化和旅游机构从业人员数与全国平均值基本持平,并略高于按全国平均水平,文化

和旅游事业费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附图Ⅲ),旅游人次的增长速度高于旅游业总收入的增长速度(附图Ⅳ);

9省区各项指标的占比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如2017-2019年,山西省各项指标所占比重稳步上升,2020年

各项指标的占比均明显下降.
在空间分布上,各省区绩效水平各项指标在9省区中所占比重同样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附图Ⅴ).四川

省、山东省和河南省绩效水平各项指标所占比重均位列前茅.其中,2020年,四川省文化和旅游事业费、主要

文化和旅游机构从业人员数和旅游业总收入所占比重均为9省区最高;山东省旅游人次所占比重最高.
2017-2019年,旅游人次和旅游业总收入所占比重的省区基本一致,但2020年9省区位次变化较大.
3.2 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产业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耦合协调度评价

通过计算9省区2017-2020年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按照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划

分标准(表2),对各省区投入水平系统与绩效水平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及其阶段进行划分(表3).2017-
2020年,沿黄9省区从极度失调(宁夏回族自治区)到初级协调阶段(四川省、山东省).各省区所处的阶段存

在显著差异,且基本保持稳定.
表3 黄河流域9省区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及其阶段划分

Tab.3 Thelevelandstagedivisionof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cultureandtourismindustryinnine
provincesandautonomousregionsofYellowRiverBasin

省区 年份
耦合

度C

协调指

数T

耦合协

调度D

协调

等级

山西省 2017 0.995 0.194 0.440 5

2018 0.991 0.206 0.452 5

2019 0.979 0.220 0.464 5

2020 1.000 0.178 0.421 5

内蒙古自治区 2017 0.993 0.149 0.384 4

2018 0.994 0.149 0.385 4

2019 1.000 0.158 0.398 4

2020 0.989 0.144 0.377 4

山东省 2017 1.000 0.450 0.671 7

2018 1.000 0.452 0.672 7

2019 1.000 0.454 0.674 7

2020 0.997 0.434 0.658 7

河南省 2017 0.998 0.323 0.567 6

2018 0.999 0.331 0.575 6

2019 1.000 0.354 0.595 6

2020 0.996 0.331 0.575 6

四川省 2017 0.997 0.344 0.586 6

2018 0.998 0.348 0.590 6

2019 0.994 0.383 0.617 7

2020 0.995 0.389 0.622 7

省区 年份
耦合

度C

协调指

数T

耦合协

调度D

协调

等级

陕西省 2017 1.000 0.221 0.470 5

2018 0.999 0.222 0.471 5

2019 0.995 0.234 0.483 5

2020 0.998 0.202 0.449 5

甘肃省 2017 0.965 0.132 0.357 4

2018 0.974 0.140 0.369 4

2019 0.994 0.135 0.367 4

2020 0.956 0.139 0.365 4

青海省 2017 0.845 0.026 0.149 2

2018 0.694 0.027 0.137 2

2019 0.705 0.048 0.184 2

2020 0.600 0.031 0.136 2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7 0.316 0.002 0.025 1

2018 0.313 0.002 0.025 1

2019 0.286 0.002 0.026 1

2020 0.734 0.003 0.047 1

3.3 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成效

通过计算得到9省区2017-2020年投入水平和绩效水平(图1).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成效具

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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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黄河下游省份的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显著高于中上游省区.投入水平,2020年除青海省有所下降

外,其他省区均有所提升,在时序上呈现出波动式变化,在空间上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投入水平平均值,山
东省最高,宁夏回族自治区最低,整体呈现出从黄河下游省区向中、上游省区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绩效

水平,2020年除四川省外,其他省区均出现明显下降,在时序上呈现波动式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同样存在较

大的地域差异.产业绩效水平的平均值,依然是山东省最高,宁夏回族自治区最低,同样表现为从黄河下游省

区向中、上游省区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
第二,9省区整体上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耦合协调度不高,各省区之间存在“阶梯式”的差距(表3).在时

序上,除了四川省耦合协调程度得到提升,各省区的耦合协调程度保持稳定;在空间上,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

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山东省最高,达到初级协调阶段;自2019年以来,四川省也从勉强

协调阶段过渡到初级协调阶段;河南省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山西省和陕西省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甘肃省和内

蒙古自治区处于轻度失调阶段;青海省处于严重失调阶段,宁夏回族自治区则处于极度失调阶段.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本文通过构建黄河流域文

化和旅游产业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耦合系统指标体系评估沿黄9省区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成效,得出以

下结论.
投入与绩效水平整体呈现出从黄河下游省区向中、上游省区递减的特征.1)2017-2020年,9省区投入

水平的平均值普遍高于全国平均值,投入水平各项指标在9省区中所占比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2)2017-
2020年,9省区绩效水平的各项指标中,主要文化和旅游机构从业人员数与全国平均值基本持平,文化和旅

游事业费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2019年沿黄9省区旅游人次快速增长,旅游业总收入持续增加,但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业总收入出现明显下降.各省区绩效水平各项指标在9省区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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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重同样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
9省区投入水平与绩效水平整体耦合协调度不高,各省区之间存在“阶梯式”差距.9省区2017-2020年

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分布于1~7级之间,从极度失调至初级协调阶段,省区间所处阶段差异

显著,短期之内难以改变,亟须加强黄河流域各省区间整体协同发展.
4.2 讨论

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产业投入与绩效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域空间差异,尤其是下游省区和中上游省区间.
各省区处于不同的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阶段,这与每个省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当前所处的社会经济发

展阶段、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上各自为政等因素密切相关.新时代下亟需立足于黄河流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历史文化基础,以“黄河文化”为灵魂,对沿黄9省区进行文化整合,以深度融合发展为

驱动力,推动黄河流域整体协同发展,提高综合发展成效.
未来黄河流域可以按照“点 线 面”三位一体的文化和旅游发展构想展开实践.
第一,创建黄河文化彰显区.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对黄河流域的战略定位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旨在构建按照黄河流域划分的河湟-藏羌

文化区、关中文化区、河洛-三晋文化区、儒家文化区、红色文化区等在内的黄河文化彰显区[21].因此,可以从

黄河流域文化地理区划入手,通过修复、保护与传承沿黄各省区的历史文化脉络,共创“黄河文化彰显区”,统
筹协调各区域文化和旅游业发展,实施黄河文化的整体策划与营销,并依托跨区域大通道,实现与长江流域

文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世界各大流域文明交流互鉴.
第二,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在黄河主题10条国家级旅游线路和各省区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或廊道)

的基础上,基于黄河流域“一带五区多点”生态保护空间格局,依托黄河流域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和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以高速铁路线、生态廊道为主干,按照地域文化类型(如生态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商贸文化

等)划分、串联和整合黄河流域的精华文化与旅游资源,沿黄各省区共同打造一条黄河文化旅游带和鲜明的

文化IP,包含多条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形成系统展示黄河文化的合力.
第三,聚焦黄河流域文化中心.基于黄河流域文化地理区划,系统普查与挖掘黄河流域9省区内的文化

和旅游资源,以西安、洛阳、开封、安阳等文化中心为核心,以国家公园、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地域标志性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历史文化名镇和传统村落等为重要载

体,进行精品文化景区、景点和旅游线路的设计与布局,构建黄河流域文化和旅游发展格局.

  附 录

附图Ⅰ~Ⅴ见电子版(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3.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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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anddevelopmentofculturalandtourismindustryintheYellowRiver
Basinunderthebackgroundofculturalandtourismintegration

ZhaiZhouyan1,AnChuanyan1,Aruna2,JiaMengyue1

(1.TourismCollege,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2.TourismCollege,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Hohhot010022,China)

  Abstract:TheYellowRiveristhespirituallinktomaintaintheculturalidentityoftheChinesepeopleandthecorner-
stoneofconsolidatingculturalconfidence.Withtheriseofecologicalprotection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intheYellowRiv-
erBasinasanationalstrategy,theintegrationofcultureandtourismintheYellowRiverBasinhasbroughtgreatopportunities
fordevelopment.TakingnineprovincesalongtheYellowRiverastheresearchobject,thispapercalculatestheinputandper-
formancelevelofcultureandtourismindustrya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2017and2020.Theresultsshow
that:First,theinvestmentandperformanceofcultureandtourismindustryintheYellowRiverBasinaredecreasingfromthe
lowerreachestothemiddleandupperreaches.Seco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inputandperformancelevelis
nothigh,andthereisa"stepped"gapbetweenprovincesandregions.Basedonthis,combinedwiththecurrentourcountry
"fiveone"theoveralllayoutandthe"innovation,coordination,green,open,sharing"conceptofdevelopment,wethinkthat
thefutureoftheYellowRiverbasincultureandthequalityoftourismdevelopmentshouldbein"theYellowRiverculture"for
thesoul,theculturalintegrationof9provincesalongtheyellowwithdeepcultureandtourismindustrydevelopmentasthe
drivingforce,implementthetrinitydevelopmentpathof"point(YellowRiverBasinculturalcenter)-line(YellowRiverCultural
tourismbelt)-area(Yellow RiverCulturalhighlightarea)"topromotetheoverallcoordinateddevelopmentofcultureand
tourismindustryinallprovincesandregionsoftheYellowRiverBasin.

Keywords:YellowRiverBasin;integrateddevelopmentofcultureandtourism;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effective-
ness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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