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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服务: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驱动逻辑

———基于黄河沿线九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刘英基,邹秉坤,王二红

(河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在构建制度质量、公共服务作为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和行动资源的框架基础

上,对制度质量、公共服务及二者交互作用影响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与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

测算了2009-2019年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并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进行了实

证检验.研究显示: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空间异质性特征;制度质量和公共服务是黄

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质量对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存在着地区差异性特征;

制度质量与公共服务的交互作用能够显著促进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质量,成为其集成动力.基于上述结论,从提高

制度供给质量和公共服务精准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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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突出优势,必须结合新时代发展条

件传承、转化、创新与弘扬.然而,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存在着文化

异化与资源过度损耗问题.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公共服务引领文化与旅游业提质增效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

实问题.
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也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文化和旅游业均

具有内化和外化过程,二者在产业边界上容易产生模糊和重叠现象.这为文化与旅游业交叉渗透与融合发展

提供基础[1-3].文化的多样性、真实性及其对生活方式的重大影响意味着文化与旅游存在着相互渗透、融合

发展的天然属性[4].文化具有旅游吸引物的属性,旅游具有文化属性的身份认同[5].文化资源与旅游业“吃、
住、行、游、购、娱”要素的交互融合[6]既是文化与旅游的相互赋能,也是文化体验与传承的有效载体.黄河流

域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保护、传承与弘扬黄河文化,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

通过制度创新与机制完善提供优质的发展环境,市场主体多元创新发展,融合效能相互转化,实现文化与旅

游高质量融合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消费和价值输出[7-8].
制度供给是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因素[9].制度供给质量能够通过优化约束条件改变

管理模式、信息传递方式、资源配置方式来减少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10].完善的适应性制度供给是打破文化

和旅游产业边界,优化产业结构,创新产业模式,催生新业态的有力支撑,能够释放市场活力并促进市场机制

的发挥,整合文化与旅游资源并高效利用,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实现资源互补,经验共享,助推文化与旅游融合

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11].文化与旅游的产品、市场、政策等融合发展形成合力是实现文化与旅

  收稿日期:2022-02-14;修回日期:2022-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AJY012);文化和旅游部黄河文化研究课题(21HH15).
  作者简介:刘英基(1975-),男,河南汝南人,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制度质量与产

业高质量发展,E-mail:liuyj1229@sina.com.
  通信作者:邹秉坤(1996-),男,河南新蔡人,河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旅融合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E-mail:760118532@qq.com;王二红(1977-),女,河南方城人,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人文地

理与文旅融合发展,E-mail:glaby@126.com.



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12-13].首先需要创新理念、优化政策、监管秩序,积极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

产业体系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社会化推动、全民参与、政府规划引导,真
正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第三是构建以带状国家文化公园为牵引,以块状国家文化公园为支撑的国家

文化公园体系支撑文化旅游产业的高品质发展格局[14].
公共服务对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影响方面,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过程也是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业融

合发展过程,二者在设施功能、服务对象和方式方面存在交叠融合的内在联系[15],通过提供配套的公共服

务,促进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相互赋能,并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与创新发展.完善的公共服务既能

为黄河流域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提供叙事空间,也能催生文化旅游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与新发展[16].随
着新公共服务理论演进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成为公共组织的重要目

标.公共服务供给是推动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资源和内在要求,有助于加速文化产

业、文化事业和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提升文旅资源的吸引力和消费者的满意度[17-18].
综上所述,制度与公共服务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

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分析,但鲜有从制度质量、公共服务及其交互作用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

展质量的影响进行系统渗入研究.本文在已有文献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

实证检验,以期为完善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逻辑框架

产业融合最早源于ROSENBERG的技术融合观点[19].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产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

甚至消失,横向产业之间形成竞争协同的关系从而形成更大的复合经济效应[20].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

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系统性和复杂适应性特征.
制度供给是有效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量,提供激励、约束与保障机制.制度同

要素、技术创新等一样,
是决定文化与旅游融合

发展绩效的关键因素之

一[21].精准化的公共服

务供给为文化与旅游业

的资源、要素、产品与服

务融合提供了可靠的行

动资源.制度与公共服

务的交互作用构成黄河

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

展的集成动力,推进文

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形成

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旅

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黄

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与创新发展(见图1).
1.2 制度质量是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量

同技术进步、要素升级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样,制度创新也逐渐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内生

驱动力量[22].制度供给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既能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控制生产要素配置,也能够调节

旅游发展对文化传承的促进作用.制度质量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有直接效应,通过政策信

号控制和激励企业行为,促使旅游产业创新利用文化资源、提高效率助推黄河流域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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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质量的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制度差异会约束区域间的经济互动行为[23].高质量制度供给被视为文化知

识溢出的基本动力和加快技术、知识更新、分工细化的保障因素,对促进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资源转化与融

合发展能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制度质量促进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优化区域、产业政

策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文化与旅游主体的创新活力,实现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

化,同样能够约束市场行为,协调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利用,并在产业边界的解构和重构之间提供保障.受
地区发展程度差异影响,制度质量差异会影响不同地区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提出研究假设 H1:制动质

量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但不同地区由于发展程度差异,其作用程度存在地区

异质性特征.
1.3 公共服务是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资源引擎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应从政府单独供给转变为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方供

给方式.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能够强化人力资本水平积累,扩大内需拉动居民消费,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聚集,
合理配置资源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4].在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支持下,文化与旅游活动呈现同

方向演进趋势.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公共服务内涵与构成存在着交叉重叠,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行

动支持.建设以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体系,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实现“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的目标,让文化旅游过程成为感悟黄河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从而为黄河流域文化与

旅游融合发展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25-26].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支持是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是提高游客满意度、传播、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公共服务供给也是联结政府、企业、
游客和当地居民的桥梁和纽带.公共服务精准供给能够为文化与旅游企业提供优质营商环境,实现交易成本

节约,使其在文化产品创新、经营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方面提供更多的人力、财力;降低服务盲目性,增强文

化与旅游从业主体的政策与市场适应能力,激发文化旅游企业主体创新发展活力.为此,提出研究假设 H2:
公共服务供给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4 制度供给与公共服务交互作用是推动文化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集成动力

随着制度供给产生的学习效应、规范效应和对制度质量的适应性预期增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制度成

本将逐渐降低,边际报酬呈递增趋势.作为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资源,公共服务供给

质量越高,推动文化与旅游企业融合发展动能转换的行动资源更充裕,关键引擎作用也更突出.黄河流域文

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需要制度创新作为驱动机制,也离不开公共服务供给作为资源引擎,科学的制度供

给与精准的公共服务交互作用能够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提供集成动力与方向引领,通过优质的要素、技
术、资本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供给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为此,提出研究假设 H3:制度质量与

公共服务供给交互项是推进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集成动力.

2 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质量的测量与评价

2.1 指标设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要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黄河

流域必须打造一条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持续改善的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示范带.打造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

量发展示范带,须协调推进文化与旅游产业共同发展,深度挖掘黄河文化内涵,创新文化旅游产品.设计黄河

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主要包含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情况三个层面,包
括文化事业机构数量、文化产业经济效率、旅游产业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内容,详见表1.数据主要

来源于2009-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等.
2.2 确定指标权重

2.2.1 无量纲化处理

为消除所选指标量纲差异,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X'ij =
Xij -min

j
{Xij

}

max
j
{Xij

}-min
j
{Xij

}+0.0001,其中Xij 示第j年的第i个指标的原始值.为避免出现零,加上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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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黄河流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Tab.1 DevelopmentqualityindexsystemofculturalindustryandtourismindustryinYellowRiverbasin

系统类别 具体指标 指标权重

文化 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数 0.1418

公共图书馆个数 0.0821

博物馆个数 0.1359

艺术表演团个数 0.1660

艺术表演馆个数 0.1259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经营利润 0.1529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收入 0.1954

系统类别 具体指标 指标权重

旅游 入境过夜游客数 0.1998

旅游外汇收入 0.2441

住宿企业营业利润 0.1948

星级饭店全员劳动生产率 0.1310

第三产业占比 0.0895

5A级景区数量 0.1408

2.2.2 熵值法计算权重

采用熵值法作为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测度的赋权方法.计算过程如下:1)计算指标比重

pij=x'ij
/(∑

n

i=1
xij
).2)计算熵值ei=-(lnn)-1∑

n

j=1pijln(pij).3)计算差异性系数gi=1-ei.4)确定评

价指标的权重wi=gi/(∑
m

i=1
gi).5)计算黄河流域各省份文化和旅游发展综合得分S=∑

m

j=1wjpij.

2.3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系统耦合理论认为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此理论现已广泛应用于经

济社会领域,用于研究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作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的测度模

型[27],其表达式为C= U1U2/[(U1+U2)/2]2,D= C(αU1+βU2),其中,U1 表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

展指数;U2 表示旅游发展指数;C 为两者耦合度,范围为[0,1],值越大耦合性越好;D 为耦合协调度,范围为

[0,1],D 值越大说明产业之间耦合协调状态越好;α,β为待定系数,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根据已有文献,α,β均取值为0.5.将文化与旅游的C 和D 进行等级划分,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测度标准及类型

Tab.2 Measurementstandardsandtypesofcouplingdegreeand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

C 耦合类型 D 协调等级 D 协调等级

[0,0.3] 恶性耦合 [0,0.3] 严重失调 (0.6,0.7] 中度协调

(0.3,0.5] 拮抗阶段 (0.3,0.4] 中度失调 (0.7,0.8] 良好协调

(0.5,0.8] 磨合阶段 (0.4,0.5] 轻度失调 (0.8,1.0] 优质协调

(0.8,1.0] 良性耦合 (0.5,0.6] 勉强协调

2.4 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测度分析

2.4.1 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耦合度分析

分别测算2009-2019年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水平,结果如图2所示.计算得出2009-
2019年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的耦合度C,部分结果如表3所示.从计算结果来看,黄河流域九省份文化与旅

游的耦合度均值都在0.8以上,根据耦合度类型划分标准可知,其耦合程度已经达到良性耦合的水平,说明

各省份文化与旅游的发展具有较高的耦合程度,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程度较高,体现出文化与旅游的双向赋

能以及高效整合资源能力.
2.4.2 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分析

通过计算D 得出2009-2019年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等级,结果如表3和图3所示.从空间维

度来看,2009-2013年上游地区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低于中下游地区的平均水平.2010年之前

上游地区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均处于失调水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虽然高于

上游地区,但只有山西和山东达到勉强协调水平,陕西为轻度失调水平,河南仅为中度失调水平.中下游地区

耦合协调水平高于上游地区主要源于很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坐落在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如西安、洛阳和

开封等城市,其文化资源丰富,开发时间较早,国际知名度较高,并且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便利,文化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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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实现快速的发展.很多中下游城市均以旅游业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使得中下游地

区文化和旅游耦合协调度高于上游地区.2013年之后,上游地区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逐渐反超中下游地

区.2009-2019年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率均值为12.5%.上游地区中,青海、四川、甘肃、宁
夏和内蒙古文化和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9.3%,16.4%,12.8%,13.3%,17.6%.中下游地区

中,山东的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率最低,仅为7.3%;陕西和山西的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

8.2%;河南的耦合协调度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1.9%.2019年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的

文化与旅游耦合协调度达到优质协调水平,宁夏和山西的耦合协调度达到良好协调水平.

表3 4年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水平

Tab.3 ThelevelsofintegrateddevelopmentofcultureandtourismintheYellowRiverbasinin4years

区域
2010年

C D

2013年

C D

2016年

C D

2019年

C D

青海 0.9117 0.4170 0.9998 0.6516 0.9932 0.7759 0.9945 0.8557

四川 0.9008 0.4312 0.9987 0.6738 0.9973 0.8311 0.9924 0.9400

甘肃 0.9876 0.4026 0.9953 0.5978 0.9986 0.7190 0.9874 0.8904

宁夏 0.6971 0.3815 0.9959 0.6219 0.9998 0.7675 0.9510 0.7951

内蒙古 0.9881 0.4536 1.0000 0.6123 0.9964 0.7420 0.9995 0.9378

陕西 0.8657 0.4906 0.9953 0.5952 0.9769 0.6764 0.9354 0.8313

山西 0.9930 0.5214 0.9949 0.7271 0.9081 0.5829 0.9917 0.7772

河南 0.9676 0.3464 0.9996 0.6090 0.9611 0.6932 0.9991 0.9726

山东 0.9985 0.5155 0.9404 0.6022 0.9414 0.6858 1.0000 0.9362

3 模型、数据与分析

3.1 模型设置、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1.1 模型设置

基于研究目的和理论分析结果,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qct,i,t =β0+β1qinst,i,t +β2qpub,i,t +

β3qinst,i,t×qpub,i,t+β4qctrls,i,t+εi,t,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qct表示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质量,为被解

释变量;qinst为制度质量,qpub 为公共服务变量,qinst×qpub 表示制度质量与公共服务交互项,qctrls表示控制变

量,ε为误差项.
3.1.2 变量选取与测度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是一

个复杂适应性过程,为此,构建了包括政府支持,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表4).
为消除量纲差异,确保指标具有可比性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
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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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Tab.4 IndexsystemofculturaltourismintegrationdevelopmentqualityintheYellowRiverbasi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政府支持(0.0895) 人均文化事业费 0.6738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比重 0.3262

文化产业(0.4681) 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数 0.1418

公共图书馆个数 0.0821

博物馆个数 0.1359

艺术表演团体个数 0.1660

艺术表演馆个数 0.1259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经营利润 0.1529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文化产业(0.4681) 文化市场机构营业总收入 0.1954

旅游产业(0.4424) 入境过夜游客人数 0.1998

旅游外汇收入 0.2441

住宿企业营业利润 0.1948

星级酒店全员劳动生产率 0.1310

第三产业占比 0.0895

5A级景区数量 0.1408

  1)制度质量.制度质量是反映政府与市场关系及科学边界的重要指标,是影响市场运行与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借鉴樊纲和王小鲁等人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的相关指标,以及卢现祥和朱

迪对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测算方法,使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

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等指标,用等权重方法计算得出综合指标并取倒数得出最

终综合指标作为制度供给的代理变量.
2)公共服务.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创新公共服务方式,能够以

更具适应性的公共服务助推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和融合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是多维度的,选取科学教育、公
共卫生与基础医疗、公共交通、信息通讯、环境保护等指标,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指标.
3)控制变量.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除了受制度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影响之外,各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信息技术、服务经济和交通便利程度等对其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选取以下控

制变量: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NPGDP)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以各省份有效专利授权数(NPA)

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以人均邮电业务(NPTS)作为信息资源的代理变量;以各省份第三产业增加值

(NTIA)作为服务经济的代理变量;以各省份出租车数量(NTAXI)作为交通便利程度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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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连续性原则,选择黄河流域各省份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

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等.
3.2 实证分析

3.2.1 总体回归分析

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软件为Stata16.0.结果见表5.列(1)和
列(2)分别将制度质量和公共服务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制度质量的回归结果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公
共服务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列(3)将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

数均为正值,制度质量在10%水平上显著,公共服务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制度质量与公共服务能够促

进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提高.列(4)将制度质量、公共服务以及二者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系统检验制度质量、公共服务及二者交互作用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的影响,回归

系数均在1%显著水平上为正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以上分析过程均加入了控制变量.回归分析结果验证了

制度质量、公共服务及二者交互作用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研究假设.
表5 总体回归分析结果

Tab.5 Overallregressionanalysisresults

变量
qct

(1) (2) (3) (4)

qinst 0.149(0.29) 0.767*(1.78) 1.419***(2.99)

qpub 0.477***(6.23) 0.507***(6.55) 0.472***(6.26)

qinst×qpub 2.512***(2.80)

NPGDP 0.223***(6.83) 0.066**(2.04) 0.086**(2.55) 0.077**(2.36)

NPA 0.061(1.00) 0.070(1.40) 0.073(1.46) 0.097**(2.01)

NPTS 0.047***(3.93) 0.020*(1.94) 0.023**(2.25) 0.029***(2.86)

NTIA -0.060(-0.90) -0.082(-1.54) -0.109**(-1.99) -0.049(-0.87)

NTAXI 0.150(1.37) 0.044(0.50) 0.085(0.95) 0.097(1.12)

Cons 0.434***(4.13) 0.230***(6.00) 0.059(0.57) -0.040(-0.38)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99 99 99 99

R2 0.792 0.858 0.861 0.872

  注:括号中是t值,***,**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5%和10%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3.2.2 分地区回归分析

在空间上,黄河流域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区域.由于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都只包含两个省份,根据上文

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测量结果显示,河南与山东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没有显著

差别,为避免严重共线性,通过对黄河上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分析制度质量、公共服务及

其交互项对黄河流域不同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的差异.对黄河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分别进行固

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的列(1)和列(2).
制度质量对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的作用程度存在着地区差异,对中下游地区文化与旅游

融合发展质量在5%显著水平上呈正向作用,对上游地区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也印证了已有研究.制度质量

存在着地区异质性特征.中下游地区拥有更加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有助于形成开放、公平、竞争、法治的营

商环境,对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公共服务对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质量均在1%显著水平上呈正向影响.制度质量与公共服务交互项对上游地区在5%显著水平上具有

正向促进作用,对中下游地区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制度质量与公共服务交互项对上游地区文化与旅

游融合发展质量的促进效用相对较强,而对中下游地区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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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内生性检验

为降低双向因果关系和变量缺失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选择工具变量法进一步检验.将制度质量、公共服

务及二者交互项视为内生变量,将各控制变量视为外生变量,用内生变量滞后一阶、二阶项作为工具变量.总
体估计结果见表6的列(3)和列(4).列(3)是将制度质量和公共服务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
列(4)是将制度质量、公共服务及其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

由表6列(3)可知,制度质量和公共服务对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质量的影响系数分别在5%和1%水

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总体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说明制度质量、公共服务能够显著促进黄河流域文旅融合

发展质量.表6中列(4)的制度质量、公共服务及其交互项的显著水平也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印证了制度质

量、公共服务及二者交互作用均能正向促进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假设.在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

归分析过程中,所选工具变量均通过了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的检验.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
表6 分地区回归及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Tab.6 Resultsofregionalregressionandinstrumentalvariableregression

变量 上游地区(1) 中下游地区(2) qct(3) qct(4)

qinst 0.631(1.58) 4.249**(2.31) 1.866**(2.25) 2.573***(2.65)

qpub 0.613***(8.49) 0.497***(2.85) 0.546***(5.39) 0.484***(5.24)

qinst×qpub 1.913**(2.35) 3.746(1.12) 3.902***(2.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59(0.60) -0.488(-1.30)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55 44 90 90

R2 0.939 0.826

4 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成和制度质量、公共服务与文旅融合发展质量的关系进

行文献梳理,在对制度质量、公共服务及二者交互作用影响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质量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2009-2019年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质量,并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

验,得出以下初步结论:一是黄河流域各省份文化、旅游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文旅融合发展质量总

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二是制度质量和公共服务是构成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质量

提升行动逻辑框架的关键因素.其中,制度质量是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量,公共服务是重

要的行动资源.三是制度质量对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存在着地区差异性特征.对上游地区的

作用并未充分显现,但对下游地区文旅融合发展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四是制度质量与公共服务的交互作

用能够显著促进黄河流域文旅融合发展质量,成为其集成动力.
上述结论有助于全面理解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构成,对如何通过优化制度质量和公

共服务供给促进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政策意涵.第一,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需

结合各地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积极引导区域协同合作,制度结构因地制宜,公共服务协同联动,构建战略互

信与深度合作机制,结合各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传播、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第二,将制

度质量提升和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作为黄河流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量和行动资源,优化制度的

激励、约束和保障机制,精准供给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构高效整合资源、技术能力共享、融合观念坚定的驱

动体系.第三,构建制度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和公共服务精准化制度创新体系相互集成的长效机制,为黄河

流域文旅融合发展提供集成动力,推动黄河流域文化与旅游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黄河流

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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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ndservice:thedrivinglogic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
culturaltourismintegrationintheYellowRiverbasin

———paneldataanalysisbasedonnineprovincesalongtheYellowRiver

LiuYingji,ZouBingkun,WangErhong

(TourismCollege,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Basedontheframeworkofinstitutionalqualityandpublicserviceasthedrivingengineandactionresourcesto
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ulturalandtourismintegration,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internalmech-
anismandlogicofinstitutionalquality,publicserviceandtheirinteractionaffecting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ulturaland
tourismintegrationintheYellowRiverbasin,andcalculatesthedevelopmentqualityofculturalandtourismintegrationinthe
YellowRiverbasinfrom2009to2019.Theempiricaltestiscarriedoutbyusingpaneldataregressionanalysismodelandin-
strumentalvariablemethod.Theresearchshowsthattheoveralldevelopmentqualityofculturaltourismintegrationinthe
YellowRiverbasinshowsanupwardtrend,butthereisspatialheterogeneity;Institutionalqualityandpublicservicearethe
keyfactors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ulturaltourismintegrationintheYellowRiverbasin;Thereareregionaldiffer-
encesintheroleofinstitutionalqualityi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ulturaltourismintegrationintheYellowRiverba-
sin;Theinteractionbetweeninstitutionalqualityandpublicservicescansignificantlypromotethequalityofculturaland
tourismintegrationdevelop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andbecomeitsintegrationdrivingforce.Basedontheaboveconclu-
sions,thispaperputsforwardpolicysuggestions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ulturaltourismintegrationinthe
YellowRiverbasinfromtheaspectsofimprovingthequalityofinstitutionalsupplyandtheaccuracyofpublicservices.

Keywords:integrationofcultureandtourism;developmentquality;systemquality;publicservice;YellowRiver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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