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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传统旅游活动已

经无法满足游客需求，在旅游活动中人们更加重视探索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内涵。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文旅资源丰富多样，拥有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的坚实基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

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把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故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促进黄河流域文

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基于此，本文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出发，通过文旅资源开发环

节、发展与投资环节、交通运转环节、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市场规模与效益环

节和研发与推广环节等六个环节来研究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问题。首

先利用聚类分析和区位熵分析沿黄九省区在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中所处的优

势环节，初步确定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各环节主导建设省区；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

筛选对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各环节发展较为重要的因素。依据上述结论，利用欧式

距离分析各省区在各环节中的合作关系演变情况，明确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各环节

主导建设省区与主要建设内容；最后提出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相关对

策建议。

关键词：黄河流域 文化旅游产业 区位熵 主成分分析 欧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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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my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raditional tourism activitie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deeper needs of tourists. In tourism activitie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behind tourism activities. As an

important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rich and diverse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s and ha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es. The "Outlin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lan" issu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also clearly pointed out the need to "make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 pillar industry" and "create an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Yellow River cultural tourism belt." Therefore, 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e essential for realizing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the six links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 life security and service, market sca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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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and R&D and promotion.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irst, use

cluster analysis and location entropy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the nine

provinc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initially determine the

leading construction provinces in each link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Secondly, us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select the mo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links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Then,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use the Euclidean distance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 of various provinces in

each link, and clarify the leading construction provinces in each link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hai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words: Yellow River Basin；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Location

entropy；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Euclidean distance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 录

1 绪论 ................................................... 1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

1.1.1 选题背景 .............................................. 1

1.1.2 选题意义 .............................................. 1

1.2 文献综述 ....................................................2

1.2.1 国外文献梳理 .......................................... 2

1.2.2 国内文献梳理 .......................................... 3

1.2.3 研究述评 .............................................. 6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7

1.3.1 研究思路 .............................................. 7

1.3.2 研究方法 .............................................. 7

1.3.3 研究框架 .............................................. 8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9

2.1 相关概念 .................................................... 9

2.1.1 区域 ...................................................9

2.1.2 流域 ...................................................9

2.2 理论基础 .................................................... 9

2.2.1 增长极理论 .............................................9

2.2.2 关联效应理论 ..........................................10

2.2.3 梯度推移理论 ..........................................10

2.2.4 要素禀赋理论 ..........................................11

2.2.5 协同理论 ..............................................11

3 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12

3.1 文化旅游产业总体实力不断提升 ............................... 12

3.2 文化旅游资源禀赋丰富 ....................................... 14

3.3 文化旅游产业配套支撑体系需完善 ............................. 15

3.4 黄河流域各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差距大 ....................... 1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3.5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缓慢 ................. 22

4 黄河流域各省区在文化旅游产业中所处优势环节分析 ........ 25

4.1 研究方法介绍 ...............................................26

4.1.1 区位熵 ............................................... 26

4.1.2 聚类分析 ..............................................27

4.2 指标体系建立 ...............................................27

4.2.1 指标选取 ..............................................27

4.2.2 指标来源 ............................................. 30

4.3 实证结果分析 ............................................... 30

4.3.1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结果分析 ..............................30

4.3.2 发展与投资环节结果分析 ................................32

4.3.3 交通运转环节结果分析 ..................................34

4.3.4 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结果分析 ............................36

4.3.5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结果分析 ............................38

4.3.6 研发和推广环节结果分析 ................................40

4.3.7 小结 ................................................. 42

5 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

5.1 方法介绍 ................................................... 44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44

5.2.1 数据来源 ..............................................44

5.2.2 数据处理 ..............................................44

5.3 结果分析 ................................................... 45

5.3.1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48

5.3.2 发展与投资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49

5.3.3 交通运转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51

5.3.4 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53

5.3.5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55

5.3.6 研发与推广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57

6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各环节省际合作关系演变研究 ...... 5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6.1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59

6.1.1 指标选取 ..............................................59

6.1.2 数据处理 ..............................................60

6.2 方法介绍 ................................................... 61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2

6.3.1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62

6.3.2 发展与投资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63

6.3.3 交通运转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64

6.3.4 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66

6.3.5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67

6.3.6 推广与研发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 68

6.4 各环节建设思路分类梳理 ..................................... 69

6.4.1 沿黄省区可自建的环节 ..................................69

6.4.2 需要域外省区参与建设的环节 ............................69

7 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 ............................ 71

7.1 整合现有资源拓展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环节 ....................... 71

7.1.1 重视资源保护性开发和文旅产业持续性发展 ................71

7.1.2 建立健全黄河文旅资源联动开发机制 ..................... 72

7.2 优化资金利用完善发展与投资环节 ............................. 73

7.2.1 创新投融资方式，建立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基金 ......73

7.2.2 调整产业结构，创造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新形态 ..............74

7.3 依托旅游线路提升交通运转环节 ............................... 74

7.3.1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通达性 ..................75

7.3.2 搭建基于省际合作的黄河流域文旅路线 ....................75

7.4 重视保障服务优化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 ......................... 76

7.4.1 构建保障性服务体系以满足游客服务需求 ..................76

7.4.2 加强文旅市场各方权益监管保障 ..........................77

7.5 稳步开拓市场提升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 ......................... 77

7.5.1 加强省域合作开拓国内外市场 ............................78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7.5.2 加快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整体发展效益 ....................78

7.6 加强全面合作建设研发与推广环节 ............................. 79

7.6.1 促进区域内外省区对接，打造智慧旅游联盟 ................79

7.6.2 健全黄河文旅市场全域宣传机制和推广体系 ................80

8 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对策建议 .................. 81

8.1 建立健全部门协同、层级明晰和覆盖面广的相关体制机制 ......... 81

8.2 重视文旅产业相关支持性项目和关联产业建设 ................... 81

8.3 优化发展环境，激发文旅产业区域自主发展能力 ................. 82

8.4 重视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 ................. 82

参考文献 ................................................ 84

后记 .................................................... 87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1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文旅活动需求与日俱增。

2019 年国内旅游人次超过 60 亿，游客花费总计 57250.92 亿元，旅游总收入 6.63

万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11.05%；2019 年全国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收

入达 9230.6 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65.8%。人们对于文旅活动的投入，不仅反映

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更体现出文化旅游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

正在逐步加深。

黄河流域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保护区和文化集聚地，既肩负着保护流域生态

环境的重任，更面对着传播和弘扬黄河文化的时代命题。从青海到山东，黄河流

经九省区，流域内丰裕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奠定了其发展文旅产业的坚实基础。

黄河流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论坛、沿黄九省份城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座

谈会与黄河文化旅游创新大会等一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也体现出沿黄九省区对

于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期待。从整体实力来看，2019 年黄河流域旅游总收入

共计 5.56 万亿元，占黄河流域地区生产总值的 22.4%，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 83%，

但从九省区内部来看，2019 年山东和四川旅游总收入均超过万亿元，而青海和

宁夏旅游总收入不足千亿元，省际差距十分明显。故黄河流域文旅产业虽总体保

持着良好发展趋势，但是区域内部还存在发展不协调问题。因此，黄河流域各省

区应结合自身文旅产业发展现状，明确自身发展优势，分析影响文旅产业发展相

关因素，明确省区间的合作关系，共同打造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优化文旅

产业结构，促进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推动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1.2 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主要涉及其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影响因素等方面，缺乏对文旅产业在区域间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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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和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等方面的研究。本文立足于均衡发展理论、梯度转

移理论、增长极理论等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所研究区域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丰富现有的区域经济理论以及对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等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现实意义：从全国层面来看，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较高，

但从区域内部看，沿黄各省区间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面对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双重压力，在国家颁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后，

黄河流域发展迎来了新机遇；在新冠疫情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亟需找到新的突

破点来缓解文旅产业发展困境。通过探索区域内各省区在文旅产业各环节中的发

展情况，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对促进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形

成文旅产业发展新业态，打造黄河流域经济增长新支柱，提升黄河流域整体综合

实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文献梳理

国外对于“文化旅游”方面的学术研究整体早于国内，Reinhard Bachleitner

（1999）认为旅游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是保护文化资源、传播区域文化和吸引

游客的重要方式。Marion Markwick(2001)通过对 1980 年左右马耳他旅游产业的

研究发现，国际旅游趋势和国内政策会对旅游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同时差异化的

文化产业会凸显区域旅游产业的独特性。Edward Addo(2001)指出加纳旅游产业

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现存的欧洲文化遗产和当地特有的文化活动，并指出欧洲可以

进一步对其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来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后续发展。

Apostolakis(2003)强调游客的重要性，认为游客对于文旅市场的多方面需求，

以及文旅资源的历史背景等都是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Binkhorst

E（2007）强调创意的重要性，通过研究创意和文旅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讨论

创意在旅客旅游时所起到的作用。A.M. Ogaboh Agba(2010)以尼日利亚克罗斯河

州为研究区域，经过调查发现尼日利亚埃菲克族所特有的族群文化会对该地区的

文旅产业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提出文旅产业政策制定要综合考虑区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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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对于文旅产业的影响。Dr.EsmaeilKavousy(2011)运用文化指数，从公共部

门和私营部门两个角度对于伊朗旅游业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并构建出一个关于旅

游产业发展现状与预期发展情况存在差异的分析模型。Alvin Hung Chih YU(2012)

认为可以根据游客不同的旅游目的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别的游客团体，并指出艺术

节对于游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Ling Ma(2012)指出应当对艺术节庆活动进行归

类，更好地促进文旅产业的发展。Leslie-Ann Jordan（2012）指出在发展文旅

产业时应该尽可能地整合文旅资源，通过提升产品创意内涵，逐渐将创意变成产

品研发的重要部分。Beata Krakowiak(2013)经过对博物馆及其相关文化活动的

推广研究中发现，博物馆和其他相关的文化活动对于波兰的文旅产业发展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Jarkko Saarinen(2014)发现多样化的文旅模式和特有文化遗产

对于博茨瓦纳文旅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文旅产业的发展对区域协同、社会资

源保护开发和社会公平等方面都有积极影响。Juzefovic(2015)指出目前旅游产

业不能仅限于对原有资源的依赖，要增强创意旅游意识，将区域文化和民俗风情

相结合，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充分展现当地文化魅力。

1.2.2 国内文献梳理

1.2.2.1 对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

杨春光（2012）强调将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加强对于微观资源的整

合，多方面多角度地拓宽相关产业，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张琰飞和朱海英

（2013）通过耦合模型对西南地区文旅产业融合情况研究发现，该地区文旅产业

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文旅产业耦合水平较低，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于旅游产业。周

叶（2014）通过测度江西文旅产业耦合情况指出，该区域文旅产业联动性不强，

提出政府引导、培养人才和打造相关产业等一系列对策建议。袁俊和张萌（2011）

研究了深圳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提出深圳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应在通过搭建创业

产业园区、加强文旅资源包装和宣传和重视与数字产业结合等方面推进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王兆峰（2010）认为以湖南湘西为代表文旅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应

将发展创意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并可将其发展模式

进行推广。李丽和徐佳（2020）对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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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沿海地区文旅产业协调发展水平较高，西部地区除川陕滇等省区外文旅产业

整体协调度较差，全国文旅产业协调发展区域性差距较大。

1.2.2.2 对文旅资源的研究

马鑫（2014）谈到在文旅产业转型发展时期，民族民俗文旅资源在开发时存

在资源产权模糊和利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刘峰贵等人（2012）对青藏高原文旅

资源进行分析，探讨了民族文化资源、宗教资源和历史资源等的一系列特征，提

出该地区文旅产业应以保护和发掘为主，有针对性地对青藏高原文旅资源进行开

发。吕萍（2012）研究发现吉林在发展文旅产业时并没有充足利用和挖掘当地民

族文化资源，指出应在满族特色旅游项目开发、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和培养专业人

才等方面加强开发。丁赛等（2019）基于对 71 个县级单位文旅产业发展调查问

卷结果的分析得出，民族地区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偏低，对县域经济带动作用较弱，

提出民族地区文旅产业发展应重视与周边区域合作，重点挖掘文旅资源的文化内

涵。杨军（2018）通过对青海玉树文旅产业发展的研究发现，民族特色文化会促

进文旅产业发展，民俗节庆等活动是文旅产业的关键环节，提出要与生态文化相

结合，与民俗体育活动相结合，拓宽文旅产业发展路径。

周彬等（2011）认为浙江象山县渔文化文旅资源具有继承性、兼容性和封闭

性等特点，提出应在保护渔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以渔文化为内核的特色文旅路线。

陈刚和白廷斌（2012）经过对泸沽湖地区文旅产业的研究发现，该地区文旅市场

相应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商品从农特产品转变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纪念品，品

牌意识逐步加深。何一民（2016）对长江沿江城市文旅产业发展情况研究发现，

该区域在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文旅资源保护不足、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度不

够和旅游开发模式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提出提高民众参与度和加大政策支持等一

系列对策建议。耿松涛和张伸阳（2021）认为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应依据本区域

的文化特点打造文旅主体形象，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内涵，引导消费者需求，培育

乡村旅游新模式。

1.2.2.3 对文旅产业市场和旅游者的研究

焦世泰（2013）将游客感知分类，并通过因子分析分析了游客对于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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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品的感知和评价，为文旅产业演艺市场分析的提供了新思路。林龙飞等

（2010）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民族文旅市场产品的真实性进行了评价，将真

实性评价进行细分，探索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张海燕和王忠云（2011）认

为品牌对于民族文旅资源的开发和推广十分重要，应深入挖掘区域文化旅游资源

的内涵，塑造民族文旅品牌，更高水平的传播和推广民族文旅资源。刘安全（2014）

对湖南靖州飞山文化旅游进行研究后，认为文旅产业品牌的构建应该从整体入手，

加强与周边区域合作，形成规模，共同打造文旅品牌；强调多元化开发旅游资源，

形成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宋立中和谭申（2012）则认为在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

要充分了解游客旅游意愿，对文化遗产多方面、多层次开发利用，满足游客多样

化需求。窦开龙（2013）通过对到西北旅游游客的抽样调查分析，提出民族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时应注意构建旅游新范式，重视文旅体系特色化和系统化地完善，

建立文旅活动危机事件应对体系，提升安全性。王亚欣和李泽峰（2013）在调查

中发现，游客对藏传佛教文旅产品呈现出多样化需求，同时不同身份的游客对于

藏传佛教文旅产业发展的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游客对藏传佛教的了

解程度有差异。胡浩等（2014）对全国 33 个中小文旅城市客源进行分析，得出

除了城市地理位置以外，其吸引力会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其他因素的影响，提出中

小文旅城市应积极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本区域游客吸引力。

1.2.2.4 对文旅产业发展和保护的研究

吴兴帜（2014）认为面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两方面压力时，

应从其真实性入手，文化遗产真正内涵就是其真实性，而真实性也意味着差异性，

同时也是其吸引力的表现。谭晓静（2012）指出在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时存在矛盾

性、不对称性和对保护的轻视等问题，提出应将静态保护和动态传承相结合，形

成多方合力打造文旅产业。宗增文（2013）认为应争取更多融资支持，搭建文化

生态旅游体系，重视完善基础设施和创新体制机制。张春霞（2010）认为对于边

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旅开发应从民族个体、国家、民族文化和人类社会等四个方

面来论证其开发的安全性，从生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认同和安全开发等方面着

手。李立（2020）提出疫情后文旅产业发展应该从保护生态和遗址资源、推动特

色文旅资源集群化发展、信息化管理和研发特色文旅产品等方面入手。郑憩（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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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相关商业模式的推广为我国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提

供了现实基础，应推动文旅新基建建设，提升数字化水平以促进我国文旅产业创

新发展。刘洋和肖远平（2020）在研究了贵州文旅产业发展经验后指出，要重视

数字化设施建设，推动文旅产业与多样化新技术应用相结合，提升文旅产业技术

内涵，同时相关政策和科研活动要起到足够的保障作用。

1.2.2.5 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王开泳等（2014）采用区位熵等方法，对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发展进行动态分

析，得出域内文旅经济发展绝对差异逐年增大，提出应构建沿黄旅游带，建立旅

游协调合作机制等方法缩小差距。周晓燕等（2016）对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发展差

异进行测度，得出黄河流域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空间分异格局，经济发展存在

俱乐部趋同现象。任保平和张倩（2019）指出黄河流域是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区域，要强化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支撑。金凤军（2019）指出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强重点生态功能

区保护，重视以水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安树伟和李瑞鹏（2020）认为实

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从建设五大经济圈，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推进。

1.2.3 研究述评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对于文旅产业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文旅

资源、市场、消费者意愿、产业创意等方面；另一方面则主要从文旅资源开发、

产业市场供需情况和对于文旅产业本身的保护与发展等视角来讨论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的融合问题。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中将文旅产业看作一个整体并

针对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相关问题研究较少；从研究区域来看，对黄河流域

及其周边区域研究较少，且研究内容多集中于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基

于此，本文立足于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现状，利用区位熵、主成分分析和欧式

距离等方面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提出相

关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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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1.3.1 研究思路

首先，从文旅产业总体实力、资源禀赋状况和地区间产业发展现状等方面对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通过聚类分析和区位熵等方法对沿

黄九省区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中所处优势环节进行研究和定位。再次，

利用主成分分析测度和筛选各环节中对产业链构建影响较大的因素，并参考所筛

选因素，通过欧式距离对沿黄九省区在文化旅游产业各环节的合作关系动态演变

情况进行分析，明确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中各环节主导建设省区与主要建设

方面。最后，提出相应发展对策与建议。

1.3.2 研究方法

1.3.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文旅产业发展相关文献进行研读，梳理和总结学术界目前对该问题的

研究重点，深入了解和学习产业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内容，并深入了

解相关研究方法，为探索黄河流域文旅产业链的构建打下基础。

1.3.2.2 聚类分析和区位熵

通过聚类分析和区位熵，从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分析沿黄各省区在黄河流域

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中各个环节的发展情况并明确其在产业链构建中的优势环

节，为本文后续写作打下一定基础。

1.3.2.3 主成分分析和欧式距离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的相关因素进行研

究，同时得出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相关因素；再依据该

类因素，利用欧式距离探索各省区在文旅产业相关领域与环节内的合作演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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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规范分析法

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结合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提出黄

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的相关思路。

1.3.3 研究框架

图 1.1 技术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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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区域

在不同的学科体系中，对于区域概念的定义有所不同。在区域经济学学科中，

被学界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定义是 1922 年提出的关于区域的定义，即“所谓区

域应该是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地区。”
[49]
从经济学角度看，区

域概念具有二重性，既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高度抽象的；区域内应有五个基

本要素，即结构、功能、边界、内聚力和规模，区域内各部分应是联系紧密，具

有共同发展意愿和前景。
[50]

2.1.2 流域

流域概念在狭义上是指河流干流和支流所流经的区域，广义上则指某一水系

所流经的所有地区；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流域属于区域的类型区，是区域的一

种特殊形式。

本文是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的特殊性和所需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研究区域定为沿黄九省区，利用

省级层面的数据来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2 理论基础

2.2.1 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 Francois Perroux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左右首次提出增长极理

论概念，他认为经济均衡发展是不现实的，均衡只是理想化的状态，现实中的经

济增长并不是在所有区域同时出现，而是在某些区域，以不同发展速度和强度出

现，从而形成实力强弱不一、数量不等的增长极。同时，已经形成的增长极将通

过乘数效应等一系列增长机制，形成扩散效应，经济发展向周边区域扩散，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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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增长极能够辐射的所有范围，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区域型增长极。

增长极理论提出后，法国经济学家 J.B.Boudeville 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区域经济

理论之中，此后瑞典经济学家Karl Gunnar Myrdal和美国经济学家A.O.Hischman

等众多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黄河流域九省区在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形成不均衡、有强弱的发展格局；在

相关实证环节方法选择中也应选取（如聚类分析等）能够反映省区间在各环节存

在不同发展水平情况的相关实证方法。通过增长极理论的相关内容，能更科学的

分析这一发展局面形成的原因及其后续发展进程。

2.2.2 关联效应理论

前向关联效益与后向关联效应是一对相对概念，是由德国经济学家 Albert

Otto Hirschman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发表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在讨论

产业链发展时所提出来的相关理论概念。该对理论的提出使产业链研究更加系统

化。其中，前向关联效益是指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某一环节或某一方面发展的变

化所引起的其前向相关部门的发展出现变化，而后向关联效益则指在产业发展中

某一环节或某一方面发展的变化为其后向相关部门发展带来相关变化。根据关联

效应相关内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和相关指标体系的选择，一方面

要加强与相关前后向产业的发展联系，另一方面还应在产业内各环节中加强关联

效应，增强产业关联带动发展能力。

2.2.3 梯度推移理论

区域梯度推移理论可追溯至美国经济学家 Vernon 等人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

理论。区域梯度推移理论认为每个区域的发展都处于相应的发展阶段，都处于某

一经济发展梯度上。高梯度区域拥有高新技术产品或者经济发展正处于创新发展

阶段，而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产品发展的进一步成熟，先进产业和高新

技术将向外转移到相对低梯度区域，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进而促进区域均

衡发展。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涵盖了很多方面和环节，在不同环节中

处于高梯度发展实力的省区可以凭借自身的发展优势带动处于低梯度的省区，小

省区间的发展差距，从而提高黄河流域整体协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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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是瑞典经济学家 Eli F Heckscher 和他的学生瑞典经济学家

Bertil Ohlin 共同提出。该理论主要强调各区域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中要素

禀赋的作用，是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之一。英国经济学家 David Ricardo

在其比较优势理论中提出当劳动力是唯一生产要素时，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主要是

生产效率的差异；H-O 理论在其基础之上提出当劳动力不是唯一生产要素时，区

域间不同的要素禀赋差异则是区域经济不均衡的主要原因。生产要素该理论认为，

区域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区域间经济合作和贸易的基础。在文旅产业发展中，文

旅资源禀赋是文旅产业发展最基本的要素条件，合理开发，科学运用相关文化资

源和自然资源，对于文旅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2.2.5 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是在众多学科研究发展基础之上产生的新兴理论，协同的概念是在

1971 年由德国科学家 Hermann Haken 提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协同理论进

行了详细的阐述。该理论指出自然界或社会中的事物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子系统构

成，事物的发展是由所有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来推动的。在经济发展中，各区域

经济发展也是由构成该区域经济或是产业的各个子系统组成，区域经济的发展需

要各子系统相互协作和共同作用下进步，即各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各系统之间和

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协同合作。对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各省区之间能够互动

促进，各环节之间能达到互联互动，是提高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重

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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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3.1 文化旅游产业总体实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总体发展实力持续提升。如图 3.1 所示，2019

年黄河流域旅游产业总收入高达 5.55 万亿元，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 83.7%。2010

年至 2019 年间，黄河流域旅游总收入上涨趋势明显，与全国旅游总收入增长趋

势相同，黄河流域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比重基本保持在 60%以上，并于 2015 年开

始稳步上升，在 2019 年达到 84%。同时，黄河流域旅游总收入增量保持稳步增

长趋势，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量发展趋势基本保持同步，表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

产业与相关产业之间的联动发展关系紧密，产业发展带动能力较强，体现出黄河

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除了保持“量”的增长外，“质”的提升也较为明显。（见图

3.2）

图 3.1 2010 年－2019 年全国及黄河流域旅游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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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黄河流域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量与旅游总收入增加值

2010 年至 2019 年，黄河流域旅游总收入占黄河流域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持续

上升，于 2019 年达到 22%（见图 3.3）；同时，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国际化程

度不断提升，2019 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116.6 亿美元，比 2010 年增长了

127.28%。综上所述，近年来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质量并升，取得了长足发展，

已成为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见图 3.4）

图 3.3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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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黄河流域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3.2 文化旅游资源禀赋丰富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沿黄九省区都拥有各具特色且优质的文旅资

源，以山岳为例，中华五岳之中，黄河流域拥有山东泰山、陕西华山、山西恒山

和河南嵩山等四座名山；此外，黄河流域还拥有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

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等众多巨型石窟艺术景观。在黄河流

域上游地区，青海、四川、内蒙古、宁夏和甘肃等省区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区，

拥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独特的民俗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陕西、山西、河南

和山东等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聚集区，拥有包括西安、洛

阳、开封、郑州和安阳等众多历史古都。随着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唐

卡、兰州太平鼓舞、秦腔等非遗项目已超过 3200 个，众多文化旅游资源通过创

意加工、新技术开发等途径更加生动、系统地展现在游客面前。如图 3.5 所示，

截至 2019 年，黄河流域拥有旅游景区共 4198 个，占全国景区数量的 34%；4A

级及以上景区数 1157 个，占黄河流域总景区数的 30%，占全国 4A 级及以上景区

数的比重约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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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黄河流域景区数及 4A 级（含）以上景区在占比

3.3 文化旅游产业配套支撑体系需完善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不仅要以优质的文旅资源为基础，还需要在交通、生活

服务和信息推广等多方面建立立体化配套体系来支撑文化旅游产业建设。随着黄

河流域文旅产业的发展，产业配套支撑体系逐步完善。其中，黄河流域基础交通

发展平稳，铁路营业里程数从 2010 年 30825.2 公里增长到 2019 年的 48297.7

公里，增长了 56.68%；公路营业里程数从 2010 年 133.63 万公里增长到 2019 年

的 165.97 万公里，增长了 24.20%。此外，航空业发展迅速，2010 年至 2019 年

间，航空旅客吞吐量增幅达到了 190.87%。但需注意，黄河流域交通建设整体发

展势头虽然强劲，但在全国占比重中仅有航空旅客吞吐量保持上升趋势且出现明

显增长（上涨 4.37 个百分点），铁路营业里程占全国比重波动较大并没有出现

明显提升（上涨 0.2 个百分点），而在公路营业里程出现下降态势（下降 0.12

个百分点），综上可知，在全国层面黄河流域交通基础建设仅保持着全国平均发

展速度，相对全国其他区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快速增长。（见图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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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全国及黄河流域铁路营业里程数

图 3.7 全国及黄河流域公路营业里程数

图 3.8 全国及黄河流域航空旅客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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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以让游客更方便、轻松、舒适的到达旅游目的地，其

城市交通体系的构建是交通基础能力提升的重要一环，以每万人公交拥有量为例，

黄河流域城市出租车数虽有起伏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十年间总体数量上涨幅度达

54.3%，但占全国比重依旧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仅上涨了 2个百分点（见图 3.9）。

图 3.9 黄河流域公共交通发展概况

除基础交通运输业的稳定发展外，黄河流域基本生活保障服务能力也保持

着上升态势，但在全国占比方面都出现逐步缩小态势。如图 3.10 至图 3.12 所示，

自 2010 年以来，黄河流域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数量保持波动上升趋势，2019

年达到 1.29 万家，占全国比重却从 2010 年的 29.7%下降到 2019 年的 24.1%，下

降了 5 个百分点，下降趋势明显；卫生机构数在 2013 年后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

趋势，并在 2019 年超过了 37.7 万家，占全国的比重变化不大，出现先下降后上

升趋势，十年间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在旅行社方面，则保持着稳步上升趋势，

在 2019 年旅行社数达到 9349 家，较 2010 年上涨了 47.67%，但占全国比重却出

现明显下降，从 2010 年的 26.1%，下降到了 2019 年的 23.1%，下降了 3个百分

点。综上可见，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支撑配套体系建设水平逐年提升，为黄河

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与全国总体发展水平相比却略显疲软，

故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配套支撑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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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全国及黄河流域基本生活保障概况

图 3.11 全国及黄河流域旅行社发展情况

图 3.12 全国及黄河流域卫生机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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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黄河流域各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差距大

黄河流域九省区地域狭长且面积较大，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整体性、协同性较

弱，域内省区间发展差距明显。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化，沿黄九省区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差距较大的问题愈发突出。

第一，沿黄九省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能力有较大差距。黄河流域旅游景区数

量虽多，但是各省区间差距也较为明显。山东省旅游景区数近 10 年来一直处于

绝对领先位置，除山东省外，四川、河南、陕西和山西等省区旅游景区数增长较

快，并逐渐与其他省区拉开了差距。

图 3.13 沿黄九省区旅游景区数（个）

第二，沿黄九省区客运交通承载能力差异较大，其差异性对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影响较为突出。在铁路建设方面，内蒙古在铁路营业里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在 2015 年以后青海和宁夏与其他省区之间的差距也被逐渐拉开。公路营业里程

发展趋势保持稳定，形成三大梯度，处于领先梯度的省区为四川、山东和河南，

处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区为青海和宁夏，其余省区则处于中等水平。在航空旅客

吞吐量方面基本形成两大梯队，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为四川、山东和陕西等省区，

而其余省区发展水平目前并没有形成较为明显的发展差距。综上可知，沿黄九省

区客运交通承载能力虽整体发展趋势良好，但交通通达性差异明显，黄河流域下

游的交通通达性整体上要明显强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这也是黄河流域各省区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协同度较差的重要原因之一。（见图 3.1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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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沿黄九省区铁路营业里程数（公里）

图 3.15 沿黄九省区公路营业里程数（公里）

图 3.16 沿黄九省区航空旅客吞吐量（万人）

第三，在生活保障方面沿黄九省区同样出现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情况。其中，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1

在卫生机构建设方面，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梯度差异，四川、山东和河南三省发

展处于领先梯度且与黄河流域内其他省区发展有较大差距，宁夏和青海两省区发

展水平明显偏低，其余省区间发展差距不明显。旅行社建设方面则出现更为明显

的极化趋势，其中山东在该方面的发展明显优于其他省区，除山东外，黄河流域

其余省区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开。在餐饮和住宿方面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发展

局面，九省区发展大致形成两大梯队，山东、河南、四川和陕西等省区发展实力

明显强于其余省区，其中，山东和河南出现明显的发展下滑趋势，四川和陕西则

出现明显的上升态势，陕西发展势头最为强劲；其余省区发展并无出现明显的上

升或下降，基本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体现出文旅产业与当地生活保障建设之间相

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发展关系。（见图 3.14-3.16）。

图 3.17 沿黄九省区卫生机构数（个）

图 3.18 沿黄九省区旅行社各个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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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沿黄九省区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企业数（个）

沿黄九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差距除上述方面外，最直观地表现为各省区旅

游总收入差距在不断地增大。其中，九省区旅游总收入极差已从2010年的 2369.9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1254.27 亿元（图 3.20）。虽然近年来黄河流域文化

旅游产业总体发展较为强劲，但若不采取相应措施来协同区域文旅产业的发展，

将会阻碍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未来发展。

图 3.20 沿黄九省区旅游总收入（亿元）

3.5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缓慢

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区域一体化发展指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黄河流域

各省区之间及省区内部的联动发展水平不断增强，流域内文旅产业发展整体综合

实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是文旅产业动态发展的过程。到目前为止，黄河流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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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还存在问题。第一，黄河流域各省区人均文化事业费

增加值变动浮动较大且不存在明显的规律性，体现出黄河流域九省区文旅产业相

关投资缺乏一致性和规划性（如图 3.21）；此外，2014 年四川旅游总收入增量

突破 1000 亿元，但青海、宁夏等省区在 2019 年增量还不足 200 亿元，反映出黄

河流域九省区旅游总收入增量差距明显且呈逐渐拉大趋势，黄河流域九省区文旅

产业协调发展程度较低。（如图 3.22）

图 3.21 黄河流域各省区人均文化事业费增加值（元）

图 3.22 黄河流域各省份旅游总收入增加值（亿元）

第二，虽然早在 2011 年沿黄九省区旅游局就联合成立了“沿黄九省（区）

黄河之旅旅游联盟”，但多年来相关活动基本都停留着省级合作层面，向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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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县（区）级层面深入相对较少，沿黄九省区的合作还未形成省（区）、市（州）、

县（区）的“纵向+横向”一体化合作机制。同时，如“环西部火车游”等以公

共交通工具为基础，将各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相连接，可降低旅客出游成本的旅游

模式开发数量较少，此外，目前涵盖黄河流域整体旅游资源的相关旅游线路的实

质性规划落地较少，这不仅不利于黄河流域文旅市场的协同开拓，也体现出黄河

流域文旅产业发展的割裂性。

第三，在文化旅游宣传方面，近年来沿黄九省区分别提出了具有各自特色的

宣传标语与口号，如甘肃提出“交响思路 如意甘肃”，山东提出“文化圣地 度

假天堂”，河南旅游口号为“心灵故乡，老家河南”，四川提出“天府四川 熊

猫故乡”等等，各省区的文化旅游口号虽然都反映出其文化旅游资源和产品的独

特性，但并没有体现出关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的相关特征，目前针对黄河流

域文化旅游并没有提出统一地、影响力较大的旅游品牌及宣传标语。总之，在区

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方面，黄河流域尚未形成统一的区域性旅游品牌，其综合影响

力远不及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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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河流域各省区在文化旅游产业中所处优势环节分析

随着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不断深入发展，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在黄河流域“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同时，在 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指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点内容，其中在文化旅游

资源方面要“推进跨行政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利用”，“构建旅游空间新格局”；

在文旅产业发展方面要“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投资旅游和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着重“建设一批旅游枢纽城市，逐

步完善综合交通服务功能”，提升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在旅游目的地生活服务

保障建设方面要“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旅游消费服务”；在文旅市

场发展方面要重视“提升旅游监管和信息公共服务水平”，同时“依托我国强大

旅游市场优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文旅推广和技术方面要“创新旅游

宣传推广”，“创新智慧旅游公共服务模式”，“加快新技术应用与技术创新”

等。结合上述内容和参照李永杰（2007）、王克岭等（2012）等多位学者已有的

关于文化旅游产业链发展和治理的研究后，本研究将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分

为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发展与投资环节、交通运转环节、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和研发与推广环节等六个环节。

通过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发现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基础良好且发展趋势向好，但目前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同省区之间

发展不平衡和文化旅游产业不同方面发展不平衡两大问题。王开永等（2014）学

者采用区位熵等方法对黄河流域各省区旅游产业发展差距进行分析；苗长虹和张

佰发（2021）利用 K-均值聚类对黄河流域各地区经济发展进行分类研究。从上

述学者的研究中可知，利用区位熵可以较为直观的测度各省区在文旅产业发展各

环节中与全国其他省区之间的差距和动态发展情况，利用聚类分析可以在区域层

面更为全面地了解域内各省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故本部分将结合上述学者所用实

证方法，一方面，在全国层面采用区位熵对黄河流域各省区在文旅产业各环节专

业化发展程度进行动态分析；另一方面，在黄河流域层面用 K-均值聚类对各省

区在各环节中各方面发展情况进行全面的动态分析，从而确定各省区在黄河流域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6

文旅产业中所处优势环节。综上，本部分通过将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环节化，

并运用区位熵和聚类分析等方法来探索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过程中，

沿黄九省区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各自所处的相对优势环节，并为下文构建产业

链提供一定依据。

4.1 研究方法介绍

4.1.1 区位熵

在产业集聚程度等方面的测量方法较多，众多测量方法各有特点及其适用范

围。本文利用区位熵对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情况进行测度，可以在全国层面更

为直观的得到黄河流域各省区在文化旅游产业各环节中的发展水平，了解与全国

其他省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区位熵通常是用来研究某一区域在某个产业或产业中

某一环节的专业化程度，同时也可以反映在该方面本区域的发展在更高一级区域

所处地位和对其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测量时所用指标通常选择产值、就业人数和

产值增加值等相关指标。区位熵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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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表示相关经济指标， i 表示第 i 个区域， j表示在该区域内的第 j个

产业，表示 i区域内 j行业的相关经济指标，表示表示 i区域内 j行业的专业化程

度，即区位熵。由区位熵定义所知，某一区域的产业专业化程度通常以值来判断，

当的值越大时，表明 j产业部门在 i区域发展水平较高，专业化或集聚程度显著。

区位熵值的演变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该地区在某一产业或某产业链特

定环节中的发展实力。在产业链构建方面，如果某一地区在某一环节中的区位熵

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则说明该地区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如果区位熵值具有明

显的上升趋势，则说明该地区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如果其区位熵值出现下降或

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则表明该地区该环节发展实力相对较弱。

其中，文旅资源开发环节，本文将借鉴立亚娟等（2013）所用区位熵公式并

进行改进，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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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 表示区域 i 中 4A 级及以上景区个数； iM 表示该区域旅游景区总

数，n 表示区域个数，则 iQ 表示为 i 区域内景区发展质量的区位熵。

4.1.2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以相似性为基础，对相关指标进行聚类划分。从不同聚类原理划

分有多种聚类方法，其中，K-均值聚类因其理论可靠，算法清晰，收敛运算速度

快和能高效处理大批量数据而被广泛使用。本文指标数量较多，涉及方面较广、

时间跨度较大，利用 K-均值聚类更为明晰的得出不同指标下各省份的发展动态

并进行相应的汇总。总结已有学者研究基础和结合本文研究实际情况，本部分将

聚类数目 K 设定为 5 可清晰的反映出各类的发展差异，根据每一类中各省区的

发展水平，将其定义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分别

被归为高水平聚类和较高水平聚类的省区说明在该环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在该

指标下，在区域层面具有发展优势；反之被归为中等水平、较低水平聚类和低水

平聚类的省区，说明其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区域层面并不具备发展优势。

4.2 指标体系建立

4.2.1 指标选取

由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文选取指标以科学性、可得性

和统一性为原则，结合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将黄河流域为文化旅游

产业链分为六大环节，并确定了 34 个相关指标（见表 4-1）。

在文化旅游资源环节，参照翁纲民等（2016）、赵传松等（2018）和刘安乐

等（2020）人的指标设计，采用旅游景区数和博物馆数等指标来测度；同时，参

考侯兵等（2015）学者所列的艺术表演团体数量指标，鉴于沿黄九省区相关数据

的可得性，本文选取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来反映旅游目的地文化艺术表演的

相关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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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与投资环节，参照孙根年等（2011）、米文宝等（2005）和翁纲民等

（2016）人的指标设计，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和人均文化事业费等指标。同时，将周礼等（2015）为表示社会经济支持能力环

节所采用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修改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以第三产业投资额增加值替换，使其更为精确的反映文旅产业及其相关产

业的社会投资情况。赵传松（2019）用来测度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旅游总收入指

标，本文替换为旅游总收入增量指标，该指标能凸显出其逐年变化趋势，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弥补因某些省区该方面数据基数过大而淡化其发展变化趋势的缺点。

在交通运转环节，借鉴米文宝等（2005）和周礼等（2015）人的指标设计，

采用每万人拥有公交数量和城市出租车数等指标来反映城市交通发展情况；同时，

王苏洁（2003）、张广海等（2015）学者指出了对不同交通方式的营业里程来讨

论其对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而本文在交通运转环节中侧重在游客的角度考

虑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问题，所以采用铁路旅客周转量、公路旅客周转量和航空

旅客吞吐量等指标。

在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参照徐杰等（2021）和翁纲民等（2016）人的研究，

采用每万人拥有公厕数、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和限额以上餐饮和住宿企业数等

指标；同时，考虑本文侧重对于旅客在旅游目的地的生活保障与服务，将徐杰等

（2021）采用的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指标，替换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数；将赵传松等（2018）采用的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替换为卫生机构数。

在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参照孙剑锋等（2019）和刘安乐等（2020）的研究，

借鉴其接待游客总人次、限额以上餐饮和住宿企业营业额增加值与星级饭店营业

收入等指标；同时，为了更直观地表现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本文将徐杰等（2021）

采用的景区门票占比，替换为旅游景区营业收入；将刘安乐等（2020）采用的文

化文物结构总收入，替换为文化市场营业机构营业收入。

在研发和推广环节，参照刘安乐等（2020）、孙剑锋等（2019）、罗光华（2016）

和丁烨（2017）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研究与实验发展人员全年当时量、广告

经营单位数与图书、期刊和报纸出版总印数等指标；同时，本文以文化艺术科技

科研机构数替代侯冰等（2015）采用的文化产业机构总数；以普通高等学校数替

代孙建锋等（2019）采用的开设旅游专业高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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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且涉及方面较为广泛的产业，针对本文研究

重点，结合上述 30 个指标外，立足于沿黄九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和协同发展的要求，并保证相关数据的科学性、可得性和统一性，参考相关研究

文献，本文新增了 4 个指标，具体设置如下：

在文旅资源开发环节中，考虑到文旅资源的多样性，本环节添加了公园个数

指标来表示沿黄九省区中文化与自然、文化与历史等因素相结合的文化旅游资源

开发情况。在发展与投资环节中，新增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指标，表示文旅产业

及其相关产业发展效率。在交通运转方面，除上述交通方式外，水域交通现已广

泛地运用到相关旅游项目中，如游轮等旅游体验项目，在沿黄九省区部分省区中

同样也存在相似的旅游项目和交通条件，故为了保证交通运转能力能够得到全方

位的体现，本文添加水运旅客周转量指标。在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中，考虑维持

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日常娱乐活动，本文新增娱乐场所数指标来反映旅游目的地

在该方面的承载能力。

表 4.1 指标体系

环节 指标

文旅资源开发

旅游景区数（个）

博物馆数（个）

公园个数（个）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次）

发展与投资

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亿元）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元/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旅游总收入增量（亿元）

人均文化事业费（元）

第三产业投资额增加值（亿元）

交通运转

铁路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公路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水运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航空旅客吞吐量（万人）

每万人拥有公交数量（辆）

城市出租汽车数（辆）

生活保障与服务

娱乐场所数（个）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数（个）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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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数（个）

星级饭店数（个）

旅行社数（个）

限额以上餐饮与住宿企业数（个）

市场规模与效益

接待游客总人次（人次）

旅游景区营业收入（亿元）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千元）

限额以上餐饮和住宿企业营业额（增加值）（亿元）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收入（千元）

研发与推广

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个）

普通高等学校数（所）

研究与实验发展人员全年当时量（人/年）

广告经营单位数（个）

图书、期刊和报纸出版总印数（万份）

4.2.2 指标来源

2009 年 8 月底，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进文化与旅游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文化消费需求”；2010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指出

在发展经济时要考虑与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同时指出可将黄河流域部分

地区打造为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因地制宜地发展文旅产业。2020 年新冠疫情爆

发以来，对全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文旅产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出

现明显下滑，相关指标数据也出现了大幅变动，部分指标的统计口径和指标解释

力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故同时考虑指标数据的可得性、系统性和可行性，本文选

用 2010 年至 2019 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省级数据，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

国文物文化与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黄河流域各省（自治区）

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

4.3 实证结果分析

4.3.1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结果分析

从区位熵结果（表 4.1）来看，黄河流域各省区区位熵值和其全国排名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在全国层面黄河流域文旅资源开发质量并无明显相对优势，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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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距较大。其中，山西虽出现下滑但区位熵值保持在 1.5 以上，全国排名整体

保持在高位；四川、内蒙古和甘肃等上升趋势明显，且四川区位熵值上升到 1.4

左右，总体保持较高水平；河南和陕西区位熵结果较为稳定；山东和青海区位熵

结果处于全国低位，表明其文旅资源开发质量提升空间较大；宁夏区位熵结果下

行趋势明显，体现其文旅资源开发质量有下降趋势。

从聚类结果（表 4.2）来看，在旅游景区数方面，山东和四川发展稳定在高

水平和较高发展水平；在 2014 年左右河南发展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而内蒙古和

陕西则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在 2014 年左右退出了较高发展水平聚类组；其他

省区则一直处于中低水平。在博物馆数方面各省区发展波动相对较大，其中基本

保持高水平发展的省区为山东、河南和陕西；四川出现了明显下滑，并在 2017

年后退出了较高水平聚类组；甘肃在 2012 年以前发展水平较高，其后在一直处

于中低水平；陕西除在 2010 年被归类为较高水平外，其余年份均处于中低发展

水平。在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方面，河南始终保持高水平发展水平；四川和山

西发展波动较为明显，基本在较高发展水平和中低发展水平之间徘徊；山东出现

向好趋势，在 2014 年后稳定处于较高发展水平聚类组。

故文旅资源开发环节保持高水平且具明显相对优势的省区为山东、四川和河

南等；发展整体实力处于中等水平且有明显短板的省区有陕西、内蒙古、山西；

处于相对劣势的省区为甘肃、宁夏和青海。

表 4.1 各省区区位熵值及其全国排名

年

份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2010 1.7 2 0.7 27 0.7 26 1.2 8 1.0 18 1.0 15 0.8 22 0.7 28 1.0 16

2011 1.8 2 0.6 30 0.8 23 1.1 12 1.2 9 0.8 25 0.8 22 0.8 27 1.1 13

2012 2.0 1 0.7 27 0.8 21 1.1 13 1.3 8 0.8 20 0.7 25 0.7 24 1.2 11

2013 1.8 2 0.7 26 0.8 25 1.1 16 1.3 8 0.6 27 0.8 21 0.5 30 1.1 14

2014 1.7 2 0.7 28 0.8 25 1.0 17 1.4 6 0.7 27 0.9 19 0.6 30 1.0 16

2015 1.9 1 0.8 27 0.7 29 1.1 13 1.4 5 0.8 24 1.1 13 0.6 30 1.0 15

2016 1.9 1 0.9 22 0.6 30 1.1 11 1.4 4 0.9 23 1.0 17 0.6 29 0.9 24

2017 1.8 1 1.0 16 0.6 30 1.2 10 1.4 4 0.8 25 0.9 21 0.8 29 0.9 22

2018 1.6 3 1.1 15 0.6 30 1.1 13 1.4 4 0.8 25 1.0 15 0.8 28 0.9 22

2019 1.5 2 1.1 10 0.6 30 1.1 12 1.3 6 0.9 23 1.0 16 0.8 27 0.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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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相关指标聚类结果（高水平、较高水平）

年份
旅游景区数 博物馆数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鲁 蒙、豫、川 鲁、豫、川、陕、陇 晋

2011 鲁 蒙、豫、川 豫、川、陇 鲁、陕

2012 鲁 蒙、豫、川 鲁、豫、陕 川、陇

2013 鲁 豫、川、陕 豫、陕 鲁、川

2014 鲁 蒙、川、陕 鲁、豫、陕 川

2015 鲁 豫、川 鲁 豫、川、陕

2016 鲁 豫、川 鲁 豫、川、陕

2017 鲁 川 鲁 豫

2018 鲁 豫、川 鲁 豫、陕

2019 鲁 川 鲁 豫、陕

年份
公园个数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鲁 豫、川 豫 晋、川

2011 鲁 川 豫 晋、川

2012 鲁 川 豫 川

2013 鲁 川 豫 川

2014 鲁 川 豫 鲁

2015 鲁 川 豫 鲁

2016 鲁 川 豫 晋、鲁、川

2017 鲁 川 豫 鲁、晋

2018 鲁 川 豫 鲁

2019 鲁 川 豫 鲁

4.3.2 发展与投资环节结果分析

从区位熵结果（表 4.3）来看，2010 年至 2019 年各省区区位熵值基本都保

持在 1 以上，表明在全国层面，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与投资环节整体具有一定

相对优势。其中，四川和陕西区位熵值波动区间大致相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

趋势；山西和宁夏则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趋势且时间节点相似；内蒙古和

青海则出现“下降-上升-下降”趋势，但两省区出现变化的时间区间和节点并不

相同，青海区位熵值的波动更为强烈；山东和河南区位熵值和其全国排名则相对

较为稳定；甘肃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部分年份波动较大。

从聚类结果（表 4.4）来看，在第三产业产值增长方面，山东和四川稳定在

较高发展水平以上；河南总体处于较高发展水平，但在 2016 年后出现了波动。

在第三产业投资额增加值方面，山东、四川处于波动状态并在 2018 年后退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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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发展水平聚类组；河南、陕西在 2014 年后稳定处于高水平聚类组中；甘肃、

陕西和内蒙古等省区则偶尔出现在较高水平聚类组中，表明其对于文旅产业及其

相关产业的投资并不稳定。在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山东和陕西等发展趋势

向好且相对稳定，基本处于高水平聚类组；内蒙古发展趋势波动较大，在 2016

年后重回较高水平以上聚类组。在三产占 GDP 比重增加值方面，甘肃和山西发

展相对稳定；宁夏、山东呈现出明显下滑趋势，在 2015 年后退出较高水平聚类

组；内蒙古和四川出现上升趋势，在 2017 年后上升到较高水平聚类组。在人均

可支配收入方面，山东和内蒙古两省区较为稳定；山西、四川、陕西和宁夏发展

在 2014 年达到较高水平。在人均文化事业费方面，青海、内蒙古和宁夏相对稳

定，处于较高水平以上聚类组，反映出政府对文旅产业投资方面的重视。在旅游

总收入增量方面，山东、四川和河南发展出现波动，但稳定在较高水平以上；山

西和陕西则在 2016 年后发展水平有明显提高，进入到较高水平以上聚类组中。

综上所述，政府的相关投资和当地民众的消费支持对于文旅产业的发展至关

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文旅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同时，在第三产

业发展相关指标方面可以看出，目前发展水平较高且趋势较好的省区为山东、河

南和四川；其次，陕西和内蒙古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较高，对第三产业及其文旅

产业未来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大；而甘肃、山西和宁夏等省区虽然第三产业占比增

长幅度较大，但各方面对其支持作用不明显，后续发展可能出现发展乏力现象。

故在发展和投资环节中处于相对优势的省区为山东、四川和河南；陕西、内蒙古

和山西次之且保持明显上升趋势；其余省区发展水平则相对较弱。

表 4.3 各省区区位熵值及其全国排名

年

份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2010 1.1 15 1.4 8 0.9 24 0.8 30 0.9 23 1.1 16 1.1 21 1.5 5 1.2 12

2011 1.3 8 1.2 11 1.0 20 0.8 25 1.2 10 1.1 15 1.3 9 1.0 19 1.4 4

2012 1.3 9 1.2 10 0.9 23 0.8 26 1.3 7 1.2 11 1.2 14 1.2 13 1.4 6

2013 1.2 11 1.3 10 1.0 20 0.8 27 1.3 7 1.4 5 1.1 13 1.1 14 1.1 15

2014 1.2 12 1.3 7 0.9 23 0.8 29 1.3 5 1.3 8 1.1 15 1.2 9 1.2 11

2015 1.4 4 1.4 3 0.9 25 0.8 29 1.4 5 1.2 10 1.0 21 1.1 14 1.3 6

2016 1.4 3 1.4 4 0.9 26 0.7 30 1.2 11 1.2 12 1.1 16 1.3 7 1.3 6

2017 1.4 4 1.5 3 1.0 22 0.7 29 1.1 17 1.0 20 1.2 13 1.4 6 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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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3 9 1.4 6 1.0 20 0.7 30 1.1 18 1.0 22 1.1 15 1.2 12 1.2 14

2019 1.3 7 1.3 12 0.9 23 0.7 29 1.0 18 1.0 22 1.2 13 1.5 3 1.3 11

表 4.4 发展与投资环节相关指标聚类结果（高水平、较高水平）

年

份

第三产业产值增

加值
三产占 GDP 比重增加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

高水平
较高水

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鲁 豫、川 宁 晋、陇 鲁 蒙

2011 鲁 豫 宁 鲁、陇 鲁 蒙

2012 鲁 豫、川 宁 晋、鲁、陇 鲁 蒙

2013 鲁 豫、川 鲁、宁 晋、陇 蒙、鲁 晋

2014 鲁 豫 晋、陇 鲁、宁 蒙、鲁 晋

2015 鲁 豫、川 晋 陇 蒙、鲁 晋

2016 鲁 川 晋 陇 蒙、鲁 晋、川、陕、宁

2017 鲁 川 陇 晋 鲁 蒙

2018 鲁 豫、川 晋、陇 蒙、川 鲁 蒙

2019 鲁 豫、川 陇 晋、鲁、川 鲁 蒙

年

份

旅游总收入增量 人均文化事业费
第三产业劳动生

产率

第三产业投资额增

加值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

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鲁 川 青 蒙 蒙 鲁、宁 豫 鲁、陕

2011 鲁 豫、川 青 蒙、宁 蒙 鲁 鲁 川

2012 鲁 川 豫 青 蒙、宁 陕 蒙 鲁、川 豫、陕

2013 鲁 豫、川 青 蒙 陕 鲁 川
蒙、鲁、

豫、陕

2014 川 鲁 青 蒙、宁 陕 鲁 豫、川 鲁、陕

2015 川 鲁、豫 青 蒙、宁 陕 鲁 鲁、豫 川

2016 川
晋、鲁、

豫、陕
青 蒙、宁 陕 鲁 豫 川、陕

2017
晋、鲁、

川
豫、陕 青 蒙 鲁、陕 蒙 豫

鲁、川、

陕

2018 晋、豫 鲁 青 蒙、宁 蒙、鲁 陕
晋、豫、

陕

陇、青、

宁

2019 川 晋 青 蒙、宁 鲁 蒙 豫 晋

4.3.3 交通运转环节结果分析

从区位熵结果（表 4.5）来看，黄河流域各省区交通运转环节区位熵值基本

保持在 1 以上，表明在该环节黄河流域整体发展具有相对优势。其中，山西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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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相对优势明显，区位熵值在 1.5 上下浮动；宁夏区位熵值和排名都出现了明

显下降；河南保持稳定上升趋势，区位熵值由 0.8 上升到 1.3；山东则呈现出先

下降后上升态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该环节区位熵值稳定在 1 左右；四川

则出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从聚类结果（表 4.6）来看，在铁路旅客周转量方面，河南和山东稳定处在

较高发展水平。在公路旅客周转方面，河南发展较为强势，稳定在高发展水平；

山东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聚类组；四川发展较为平稳，处于较高发展水平聚类组。

在水运旅客周转量方面，山东和四川稳定居于较高发展水平之上。航空旅客吞吐

量方面，四川、山东和陕西等发展较为稳定，处于较高发展水平聚类组。在城市

交通发展方面，每万人拥有公交数量中，陕西始终保持在较高发展水平以上；青

海虽出现下滑趋势但处稳定在较高发展水平；四川、宁夏和山东等省区发展趋势

出现波动，其中山东在 2015 年后保持在高水平聚类组中。在城市出租车拥有量

方面，山东、内蒙古和河南发展稳定，保持在较高发展水平以上。

总的来看，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交通运转环节整体实力较强，其中实力强

劲的省区以山东、河南和四川为主；内蒙古和山西虽在客运运转方面并无明显优

势，但其区位熵值较高，表明其有足够的能力来承载客运发展；甘肃、陕西、青

海和宁夏等省区则需要进一步补齐该环节发展短板，完善基础设施。

表 4.5 各省区区位熵值及全国排名

年

份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2010 1.6 5 1.6 4 1.1 11 0.8 29 0.7 30 1.0 19 1.1 9 1.0 20 1.9 2

2011 1.5 5 1.6 4 1.1 10 0.8 29 0.7 30 1.0 18 1.0 14 0.9 22 1.8 3

2012 1.6 5 1.7 4 1.1 10 0.9 24 0.7 30 1.0 21 1.0 15 0.9 26 1.9 2

2013 1.6 5 1.7 4 1.1 11 0.9 23 0.6 30 0.9 24 1.0 19 0.8 29 1.8 3

2014 1.4 5 1.7 3 0.9 23 1.1 11 0.9 28 0.9 24 0.9 20 0.8 29 1.6 4

2015 1.6 3 1.4 5 0.9 23 1.1 10 0.9 20 0.9 24 0.9 21 0.8 28 1.6 4

2016 1.6 3 1.4 5 0.9 20 1.1 11 1.0 14 0.9 21 0.9 25 0.8 27 1.5 4

2017 1.5 3 1.5 4 1.0 14 1.1 12 1.0 18 0.9 26 0.9 25 0.9 24 1.3 7

2018 1.3 6 1.5 2 1.0 15 1.3 5 0.8 26 1.0 20 0.9 24 1.0 18 1.1 11

2019 1.4 4 1.6 3 1.2 9 1.3 6 0.7 28 1.0 22 0.9 24 1.0 20 1.1 14

表 4.6 交通运转环节各指标聚类结果分析（高水平、较高水平）

年 铁路旅客周转量 公路旅客周转量 水运旅客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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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豫 鲁、陕 鲁 豫 鲁 川

2011 豫 鲁 鲁、豫 川 鲁 川

2012 豫 鲁、陕 鲁、豫 川 鲁 川

2013 豫 鲁 豫 鲁、川 鲁 川

2014 豫 鲁 豫 川 鲁 川

2015 豫 鲁 豫、川 鲁 鲁 川

2016 豫 鲁 豫 川 鲁 川

2017 豫 鲁 豫 鲁、川 鲁 川

2018 豫 鲁 豫 鲁、川 鲁 川

2019 豫 鲁 豫 鲁、川 鲁 川

年

份

每万人拥有公交数量 城市出租车拥有量 航空旅客吞吐量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青 陕 鲁 蒙、豫 川 鲁

2011 青 陕 鲁 蒙、豫 川 鲁、陕

2012 青、陕 鲁、川、宁 鲁 豫 川 鲁、陕

2013 陕 川、青 鲁 蒙、豫 川 鲁、陕

2014 陕 川、青 鲁 蒙、豫 川 鲁、陕

2015 陕 鲁、宁 蒙、鲁 豫 川 鲁、陕

2016 鲁、陕 青 蒙、鲁 豫 川 鲁、陕

2017 鲁、陕 川、青、宁 蒙、鲁 豫 川 鲁、陕

2018 鲁、青 川、陕、宁 蒙、鲁 豫 川、鲁 陕

2019 鲁 陕、青 蒙、鲁 豫 川、鲁 陕

注：内蒙古水运旅客周转量指标数据缺失。

4.3.4 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结果分析

从区位熵相关结果（表 4.7）来看，虽然黄河流域各省区区位熵值出现小幅

下降趋势，但全国排名变化不大且部分省份偶有上升，表明黄河流域各省区相比

全国其他省区发展趋势向好，且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在逐步缩小。其中，山西

区位熵值整体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全国排名下降幅度较小，总体相对优势虽

有削弱但依旧明显；内蒙古发展趋势与山西类似，区位熵值保持在 1 以上；山东

和甘肃的区位熵值和全国排名都较为平稳，无明显变化；河南和宁夏的区位熵值

和全国排名略有下降；四川、陕西和青海等省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

中陕西相对优势较为明显，青海和四川区位熵值逐渐接近于 1。

从聚类结果（表 4.8）来看，限额以上餐饮和住宿企业数方面，山东、河南

和四川等省区水平较高且发展相对稳定；陕西则在 2018 年上升到较高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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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组。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数和卫生机构数方面，同样是山东、四川和

河南等省区发展水平较高且保持稳定。在每万人拥有公厕数方面，内蒙古保持较

高水平发展且相对稳定，青海出现明显下滑并在 2016 年后退出较高发展水平聚

类组；陕西发展具有一定的上升趋势，在 2012 年后保持在较高水平以上聚类组。

在星级饭店数方面，山东始终稳定在高水平聚类组中；四川稳定在较高水平聚类

组中；河南发展波动较大并在 2016 年稳定于较高水平聚类组。在旅行社数方面，

山东和河南发展水平较高且相对稳定；内蒙古在 2015 年上升并稳定在较高水平

聚类组；四川在 2018 年上升到较高水平聚类组。在娱乐场所数中，四川稳定处

于高水平聚类组；内蒙古和山东基本稳定在较高水平；河南则在 2018 年到 2019

年中短暂上升到较高水平聚类组。总的来看，在黄河流域层面，该环节发展实力

较强的省区有四川、山东、河南和陕西等，其余省区则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综上结果，山西、内蒙古、青海和宁夏等省区在该环节区位熵值较高，在就

业人数方面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但出现发展效率较低等问题；同时山东、河南

等省区整体实力较强，发展效率较高。表明在文化旅游产业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

中，沿黄九省区具有发展该环节的基础，同时也具有发展优势明显的省区可以带

动其他省区发展。

表 4.7 各省区区位熵值及全国排名

年

份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2010 1.4 5 1.3 7 0.9 19 0.8 24 0.8 22 1.2 9 0.7 26 0.9 26 1.1 12

2011 1.3 5 1.2 9 0.9 19 0.8 25 0.8 23 1.2 8 0.7 26 0.9 26 1.0 13

2012 1.3 5 1.1 9 0.9 19 0.7 27 0.9 17 1.3 6 0.8 27 0.9 27 1.0 11

2013 1.2 6 1.0 12 0.9 18 0.8 28 0.9 16 1.3 4 0.8 26 1.0 26 1.0 13

2014 1.1 6 0.9 14 0.9 18 0.7 28 0.9 15 1.3 3 0.8 26 1.0 26 1.0 12

2015 1.1 10 1.0 13 0.9 19 0.7 28 0.9 17 1.3 3 0.8 25 1.0 25 1.0 14

2016 1.0 9 1.0 14 0.9 20 0.7 27 0.9 17 1.3 3 0.8 25 1.0 25 1.0 15

2017 1.0 11 1.0 12 0.9 20 0.7 29 0.9 17 1.3 3 0.8 26 1.0 26 1.0 13

2018 1.0 12 1.0 10 0.9 20 0.7 29 0.9 16 1.3 3 0.8 26 1.0 26 1.0 14

2019 1.0 12 1.0 10 0.9 19 0.7 20 0.9 15 1.3 3 0.8 25 1.0 25 0.9 16

表 4.8 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各指标聚类结果分析（高水平、较高水平）

年份

限额以上餐饮与住宿企

业数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数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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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鲁 豫 鲁 豫、川 蒙、青 宁

2011 鲁 豫、川 鲁 豫、川 蒙 青

2012 鲁 豫、川 鲁 川 蒙、青 青

2013 鲁 豫、川 鲁 川 蒙 陕、青

2014 鲁 豫、川 鲁 豫、川 蒙 陕、青

2015 鲁 豫、川 鲁 豫、川 蒙、陕 青

2016 鲁、豫 川 川 鲁、豫 蒙、陕 青

2017 鲁 豫、川 豫、川 鲁 蒙 陕

2018 鲁、川 豫、陕 豫、川 鲁 蒙 陕

2019 川 鲁、豫、陕 鲁 豫 蒙 陕

年

份

卫生机构数 星级饭店数 旅行社数 娱乐场所数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豫、川 鲁 鲁 豫、川 鲁 豫 川 蒙、鲁

2011 豫、川 鲁 鲁 川 鲁 豫 川 蒙、鲁

2012 川 鲁、豫 鲁 川 鲁 豫 川 蒙、鲁

2013 川 鲁、豫 鲁 川 鲁 豫 川 蒙、鲁

2014 鲁、川 豫 鲁 川 鲁 豫 川 蒙

2015 鲁、川 豫 鲁 陕、川 鲁 蒙、豫 川 蒙、鲁

2016 鲁、川 豫 鲁 豫 鲁 蒙、豫 川 蒙、鲁

2017 鲁、川 豫 鲁 豫、川 鲁 蒙、豫 川
蒙、鲁、

豫

2018 鲁、川 豫 鲁 豫 鲁
蒙、豫、

川
川

蒙、鲁、

豫

2019 鲁、川 豫 鲁 豫、川 鲁
蒙、豫、

川
川 鲁

4.3.5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结果分析

从区位熵相关结果（表 4.9-1 和表 4.9-2）来看，黄河流域文化旅游市场整体

发展专业化程度低于全国水平。从国内市场来看，各省区区位熵值虽有下降趋势，

但全国排名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各省区区位熵值变化趋势与全国大多数其他省

区相似，黄河流域在该环节整体发展趋势向好；但总体来看，区位熵值与全国其

他地区的整体差距依然明显。从入境市场来看，黄河流域各省区区位熵值整体偏

低，且与全国其他省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远大于国内市场。

从聚类分析相关结果（表 4.10）来看，在接待旅客总人次方面，山东、四川

两省发展保持较高水平且相对稳定；河南呈现波动上涨趋势，在 2018 年升入高

水平聚类组；陕西在 2018 年上升到较高水平聚类组。在旅游景区营业收入方面，

山东和四川保持较高水平，但山东发展呈现下降趋势，四川发展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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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级饭店营业收入方面，同样是山东和四川保持在较高水平聚类组之上；河南

呈现波动趋势，在较高水平和中等偏下水平之间徘徊。在限额以上餐饮和住宿企

业营业额增加值方面，各省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四川、陕西和山

西波动上升趋势；河南和山东出现波动下降趋势。在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收入

方面，四川稳定在高水平发展聚类组；山东和河南则在较高水平和中等偏下水平

之间波动。

综上，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整体实力不强，但存在山

东、四川和陕西等实力突出且趋势向好的省区，黄河流域该环节的建设可围绕三

省展开，同时与全国其他省区加强合作。

表 4.9-1 各省区区位熵值及全国排名（国内市场）

年

份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2010 1.3 17 2.6 3 1.4 15 1.5 14 1.2 20 1.1 24 0.9 28 1.0 27 1.1 22

2011 1.2 15 2.2 3 1.2 16 1.2 14 0.9 23 0.9 25 0.8 29 0.9 27 1.0 20

2012 1.2 14 2.4 3 1.2 16 1.2 15 1.0 23 0.9 25 0.8 29 1.0 20 0.9 28

2013 1.2 15 2.5 1 1.2 16 1.2 14 1.0 22 0.9 27 0.8 29 1.1 17 0.9 28

2014 1.1 17 2.8 1 1.1 16 1.1 18 1.1 19 0.9 28 0.7 30 1.2 14 1.0 24

2015 1.1 19 3.1 1 1.2 16 1.1 17 1.2 13 0.9 29 0.7 30 1.2 12 1.0 26

2016 1.1 23 3.1 1 1.2 17 1.1 21 1.4 10 0.9 29 0.7 30 1.2 14 1.1 22

2017 1.1 24 3.2 1 1.2 18 1.1 22 1.4 10 1.0 27 0.7 30 1.2 17 0.9 29

2018 1.0 26 3.3 1 1.2 17 1.1 23 1.5 10 1.0 28 0.7 30 1.2 20 1.0 29

2019 1.0 27 2.5 2 1.2 18 1.1 24 1.6 8 1.0 26 0.8 30 1.2 22 0.9 29

表 4.9-2 各省区区位熵值及全国排名（境外市场）

年

份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2010 0.6 24 0.7 16 0.9 7 0.5 25 0.5 26 0.8 11 0.3 31 0.7 15 0.5 27

2011 0.6 24 0.7 18 0.9 8 0.5 27 0.6 25 0.7 12 0.3 31 0.8 11 0.5 28

2012 0.5 24 0.7 13 0.9 8 0.5 27 0.5 26 0.7 14 0.3 31 0.7 12 0.4 28

2013 0.7 19 0.8 15 1.3 7 0.7 18 0.5 28 0.9 13 0.3 31 0.6 26 0.6 21

2014 0.6 20 0.7 15 1.0 10 0.5 24 0.4 29 0.8 12 0.3 31 0.6 21 0.7 17

2015 0.6 20 0.7 13 1.1 5 0.6 21 0.5 23 0.8 9 0.3 31 0.7 14 0.7 15

2016 0.6 22 0.7 14 1.1 6 0.5 27 0.6 20 0.8 11 0.3 31 0.7 15 0.9 10

2017 0.6 23 0.8 12 0.8 10 0.5 28 0.5 27 0.8 11 0.3 31 0.6 21 0.7 17

2018 0.6 21 0.8 11 0.9 9 0.5 27 0.5 29 0.8 10 0.3 31 0.6 22 0.7 13

2019 0.6 23 0.8 13 0.9 8 0.6 24 0.5 26 0.8 11 0.3 31 0.5 28 0.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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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各指标聚类结果分析（高水平、较高水平）

年份
接待游客总人次 旅游景区营业收入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鲁 豫、川 川 宁 鲁 豫、川

2011 鲁 川 鲁 川 鲁 川

2012 鲁 川 鲁、川 晋、豫 鲁 川

2013 鲁 川 鲁 川 鲁 川

2014 鲁 川 川 鲁 鲁 川

2015 鲁、川 豫 川 鲁 鲁 川

2016 鲁 豫、川 川 鲁 鲁 豫、川

2017 鲁 豫、川 川 鲁 鲁 豫、川

2018 鲁、豫 晋、川、陕 川 鲁 鲁 川

2019 鲁、豫 晋、川、陕 川 鲁 川 鲁

年份
限额以上餐饮和住宿企业营业额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收入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鲁 川 川 鲁

2011 川 豫、陕 川 豫

2012 川 鲁、豫 川 鲁、豫

2013 鲁 蒙 川 鲁

2014 豫 陕 川 鲁、豫

2015 豫 陕 川 鲁、豫

2016 豫、陕 川 川 豫

2017 陕 晋、青、宁 川 陕

2018 川、陕 晋 川 鲁

2019 川 豫、陕 川 鲁、豫

4.3.6 研发和推广环节结果分析

从区位熵相关结果（表 4.11-1 和表 4.11.2）来看，在研发方面，山东区位熵

值呈现上升趋势且在 2017 年达到 2.12；四川区位熵值较为稳定并无较大波动，

基本保持在 0.6-0.7 左右；其余省区的区位熵值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

在研发方面黄河流域整体实力明显弱于全国其他省区，且区域内发展差距较大。

从推广方面来看，山东区位熵值保持上升趋势且全国排名一直保持在 9 名左右；

陕西区位熵值呈现下降态势，但区位熵全国排名基本稳定；山西、内蒙古区位熵

下降幅度和全国排名下降幅度较大；宁夏、河南、四川等基本稳定在全国中下游

发展水平；甘肃和青海区位熵值基本稳定在 0.3 左右。

从聚类结果（表 4.12）来看，在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方面，河南和山西

发展水平稳定在较高水平以上。在普通高等学校数方面，陕西稳定处于高水平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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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四川和山东稳定在较高水平聚类组；内蒙古呈现上升趋势，在 2012 年后保

持在高水平聚类组中。在广告经营单位数方面，山东保持在高水平聚类组中，四

川保持在较高水平聚类组中；河南发展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在图书、期刊和报

纸出版总印数方面，山东、河南和山西等省区发展水平较高且较为稳定。在研发

与实验发展人员全年当时量方面，山东和河南发展水平保持在较高水平聚类组以

上；四川在 2017 年上升到较高水平聚类组。总的来看，区域层面各省区之间的

差距较为明显，其中，山东、河南和四川实力明显突出，其余省区发展则始终处

在中等偏下水平。

综上，在研发与推广环节中，黄河流域整体实力与全国其他地区差距较大，

且黄河流域内部各省区间的发展差距也较为明显，故在该环节建设中，除以山东、

河南、四川和陕西等具有一定实力的域内省区为主导外，还需积极与域外其他省

区加强合作，带动发展。

表 4.11-1 各省区区位熵值及全国排名（研发）

年

份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2010 0.9 13 0.6 17 0.9 11 0.5 21 0.6 19 1.0 9 0.5 26 0.5 20 0.7 16

2011 0.7 15 0.6 19 1.0 10 0.5 22 0.5 21 0.9 11 0.4 26 0.5 24 0.7 16

2012 0.7 16 0.5 20 1.0 9 0.5 22 0.5 19 1.0 10 0.4 25 0.4 24 0.7 15

2013 0.6 17 0.5 20 1.0 9 0.5 21 0.6 19 1.0 8 0.4 24 0.4 27 0.6 16

2014 0.6 19 0.5 22 0.9 9 0.5 21 0.6 17 1.0 8 0.4 24 0.4 26 0.7 15

2015 0.5 21 0.5 22 1.0 7 0.5 20 0.6 17 0.9 9 0.4 24 0.3 30 0.6 15

2016 0.5 23 0.5 21 1.0 8 0.5 20 0.6 17 0.9 9 0.3 24 0.3 30 0.6 16

2017 0.5 19 0.4 23 1.0 8 0.5 20 0.6 16 0.9 10 0.3 25 0.4 24 0.6 17

2018 0.5 20 0.4 24 1.0 9 0.5 21 0.6 15 0.8 11 0.3 27 0.3 28 0.6 16

2019 0.5 21 0.3 25 0.8 11 0.5 19 0.6 16 0.9 9 0.3 26 0.3 27 0.6 17

表 4.11-2 各省区区位熵值及全国排名（推广）

年

份

山西 内蒙古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值 排

名

2010 0.32 17 0.14 23 1.08 8 0.41 13 0.82 10 0.22 21 0.08 26 0.03 29 0.03 30

2011 0.29 18 0.13 22 1.12 7 0.34 14 0.71 10 0.19 21 0.08 27 0.04 29 0.03 30

2012 0.22 20 0.20 21 1.13 6 0.52 13 0.66 10 0.11 22 0.06 27 0.03 29 0.02 30

2013 0.21 19 0.18 21 1.29 6 0.62 11 0.66 10 0.10 25 0.05 28 0.03 29 0.02 30

2014 0.19 21 0.12 25 1.52 6 0.71 10 0.63 12 0.07 26 0.04 27 0.04 28 0.02 30

2015 0.15 21 0.09 25 1.82 6 0.70 11 0.64 12 0.07 26 0.03 29 0.04 28 0.0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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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14 21 0.08 25 1.87 6 0.64 12 0.64 13 0.07 26 0.03 29 0.04 28 0.02 31

2017 0.14 21 0.08 27 2.12 6 0.60 13 0.76 10 0.08 26 0.02 30 0.04 28 0.02 31

2018 0.12 21 0.06 26 2.10 6 0.52 12 0.69 11 0.04 27 0.02 31 0.03 28 0.02 30

2019 0.06 25 0.04 26 1.86 6 0.44 13 0.72 10 0.01 31 0.02 27 0.02 29 0.02 30

表 4.12 研发与推广环节各指标聚类结果分析

年份
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 普通高等学校数 广告经营单位数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豫 晋 陕 蒙、鲁、川 鲁 豫、川

2011 豫 晋 陕 蒙、鲁、川 鲁 川

2012 豫、晋 陕 蒙 鲁、川 鲁 川

2013 晋 豫 蒙、陕 鲁、川 鲁 豫、川

2014 晋 豫 蒙、陕 鲁、川 鲁 豫、川

2015 晋 豫 蒙、陕 鲁、川 鲁 川

2016 晋 豫 蒙、陕 鲁、川 鲁 川

2017 晋 豫 蒙 鲁、川、陕 鲁 川

2018 晋 豫 蒙、陕 鲁、川 鲁 川

2019 晋 豫 蒙、陕 鲁、川 鲁 川

年份
图书、期刊和报纸出版总印数 研究与实验发展人员全年当时量

高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较高水平

2010 鲁 豫、晋 鲁 豫

2011 鲁 晋、豫、川 鲁 豫

2012 鲁 晋、豫 鲁 豫

2013 鲁 晋、豫 鲁 豫

2014 鲁 晋、豫 鲁 豫

2015 鲁 晋、豫 鲁 豫

2016 鲁 晋、豫 鲁 豫

2017 鲁 晋、豫 鲁 豫、川

2018 鲁 晋、豫 鲁 豫、川

2019 鲁、晋 豫 鲁 豫、川

4.3.7 小结

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整体实力来看，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发展与投资环

节、交通运转环节、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和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等五大环节整体

实力在全国层面处于中等发展水平，推广与研发环节发展实力则相对较弱。同时，

根据本章对沿黄九省区在文化旅游产业各环节发展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在黄河

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中各环节发展较为突出的省区，并初步筛选黄河流域文

化旅游产业链构建中在各环节可以起到主导建设作用的省区，为下文黄河流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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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提供依据。

表 4-13.可以主导各环节建设的省区

环节 可以主导建设的省区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 四川、河南、山东、山西

发展与投资环节 四川、山东、河南

交通运转环节 河南、山东、四川

生活发展与保障环节 陕西、内蒙古、山东、四川、河南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 山东、四川、陕西、内蒙古

研发与推广环节 山东、四川、河南、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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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影响因素分析

沿黄九省区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中所处优势环节分析，初步筛选

出了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中可以主导各环节建设的省区。其次，鉴于

本章需测度的指标数据相对较多，涵盖范围和内容较广，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

于指标重要程度的测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且实证结果较为直观清晰。故本章将

从影响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的因素出发，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筛选在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中影响力较大的因素。

5.1 方法介绍

本章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省指标进行分析，通过数据标准化消除量纲

和量级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将方差极大化旋转后的各特征根的贡献

率作为权重，对因子进行各变量加权得到加权平均后的综合载荷；而后将综合载

荷乘以标准化值矩阵进行计算，得出各省区的综合得分并进行指数化，最后对各

省指标进行相应排名，得出对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影响较大的因素。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5.2.1 数据来源

本部分沿用表 4.1 相关指标，其原始数据依旧来源于 2010 年-2019 年《中

国文物文化与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黄河流域各省（自治区）

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

5.2.2 数据处理

本文将运用主成分分析进行相关因素分析，相关指标存在量纲差异，故需对

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章将对所有指标数据进行正向标准化、负向标准化

和中心化无量纲，消除因指标数据量纲差别对结果引发的相关影响。

（1）正向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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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minmaxmin

* nimjxxxxx jjjijij  （5-1）

（2）负向标准化：

),,2,1;,,2,1(),/()( minmaxmin
* nimjxxxxx jjijjij  （5-2）

（3）中心化无量纲处理：

),,2,1;,,2,1(,/ max
* nimjxxx jijij  （5-3）

其中，n表示参与研究的地区数；m表示指标个数； ijx 表示未经过标准化的

第 j个指标在第 i个地区中的值； *
ijx 表示经过标准化后的第 j个指标在第 i 个地区

的值； jmaxx 表示第第 j个指标在第 i 个地区中的最大值； jminx 表示第第 j个指标

在第 i个地区中的最小值。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的数值在 0-1 之间。

（4）指标化公式：

60)]()(/[40)]([i  iiii xMinxMaxxMinxHP （5-4）

5.3 结果分析

从表 5.1 至表 5.9 可知，通过对黄河流域九省区 2010 年至 2019 年指标数据

分析可得，黄河流域九省区均在 4个因子旋转后的累计贡献率大于 85%，结果可

信度高。基于 4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剔除其他因子贡献，将 4个因子的累计

贡献率视作 100%，根据各因子的贡献率进行权重转换，得出各省区指标综合得

分后，再根据 5-4 公式对综合得分进行指数化并排序，得出各省区文化旅游产业

链构建中相关因素最终排名（表 5.10-表 5.15）。

表 5.1 山东解释的总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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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河南解释的总方差

表 5.3 山西解释的总方差

表 5.4 四川解释的总方差

表 5.5 内蒙古解释的总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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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陕西解释的总方差

表 5.7 甘肃解释的总方差

表 5.8 青海解释的总方差

表 5.9 宁夏解释的总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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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以实证结果（表 5.10）可知，该环节各影响因素在各省区排名均处于中上

位置，对黄河流域文旅产业链构建有较强影响。从该环节影响因素在各省区指数

化得分和具体排名情况可知，山东该环节影响因素排名基本分布在中游位置，其

中博物馆数（98.93）（括号内数值表示该因素指数化得分，下同）、公园个数

（98.86）和旅游景区数（98.38）等排名相对靠前，表明山东文旅产业在发展中

应继续加大对于现有文旅资源的开发与挖掘，提升文旅资源开发的集约效益和整

体质量。河南相关因素排名分布均在中上位置，其中博物馆数（99.77）、旅游

景区数（99.43）与公园个数（99.13）等相对靠前。山西在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各

影响因素排名均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旅游景区数（98.69）、博物馆数（97.78）

和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94.75）等排名相对靠前。四川情况与河南基本相似，

其中排名靠前的因素为公园个数（99.51）、博物馆数（99.42）和旅游景区数（99.30）

等。内蒙古该环节相关因素总排名相对靠前，其中公园个数（98.68）和旅游景

区数（98.66）等排名位于前十位。陕西在该环节中旅游景区数（100）和博物馆

数（99.89）两因素在总体排名中位列前两位，反映出陕西文旅产业发展主要以

其文化资源为主，且发展效果显著。甘肃在该环节中排名相对较高的影响因素为

公园个数（99.72）、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98.64）和博物馆数（98.43）等，

体现出甘肃在建设和打造文旅资源时，较为注重区域内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开发，

文旅资源的文化特征开发明显。青海除公园个数（99.30）外，其余影响因素排

名整体靠后，反映出因其相对特殊的区位和自然环境，文旅资源开发基本处于初

始阶段且资源开发难度较大，该环节对文旅产业发展支撑度较低。宁夏各因素排

名差距明显，其中公园个数（99.31）和旅游景区数（95.83）排名较高，故宁夏

在文旅资源挖掘和建设方面应继续加强。

综合各省区影响因素结果分析可得，在文旅资源开发环节中，对于黄河流域

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影响较大的因素为旅游景区数、博物馆数和艺术表演团体演

出场次等，其中旅游景区是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拥有数量多且质量优的旅游景

区对于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必不可少；博物馆数得分普遍较高一方面体现了

各地区文化资源对于旅客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加强黄河文化整体性开发

的必要性；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的突出体现了多元化的文化旅游资源展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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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游客的吸引力逐步加深。

表 5.10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相关因素指数化得分及省（区）内排名

省区

旅游景区数 博物馆数 公园个数
艺术表演团体演

出场次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山东 98.39 14 98.93 10 98.86 12 93.30 21

河南 99.43 10 99.77 10 99.13 11 96.91 16

山西 98.69 10 97.78 13 94.64 18 94.75 17

四川 99.3 10 99.42 8 99.51 6 89.67 22

内蒙古 98.66 7 96.43 14 98.68 6 94.99 15

陕西 100 1 99.89 2 99.29 9 96.15 20

甘肃 87.83 24 98.43 14 99.72 3 98.64 12

青海 95.83 18 96.09 17 99.30 8 87.68 24

宁夏 98.73 10 97.47 14 99.31 4 84.51 21

5.3.2 发展与投资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以实证结果（表 5.10）可知，该环节各影响因素在各省区排名均处在绝对

领先位置，对黄河流域文旅产业链构建有显著影响。从该环节影响因素在各省区

指数化得分和具体排名情况可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区该环节影响因素排名

情况基本相同，其中，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和人均可支配

收入等排名均位于前五位，反映出上述三省文旅产业生产效率较高，且区域内相

关消费对于区域文旅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四川该环节影响因

素排名分布较为分散，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100）、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99.63）

与人均文化事业费（99.35）等排名较为靠前。内蒙古该环节影响因素整体排名

较高，其中人均文化事业费（99.02）、人均可支配收入（98.44）和旅游总收入

增量（98.33）等排名靠前，其余指标排名基本位于中上水平。相较于山东、山

西、四川和河南等省，陕西该环节影响因素排名相对集中且较为靠后，其中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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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高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99.63）和人均文化事业费（99.41），

同样反映出区域内相关消费和地方政府扶持的重要性。甘青宁三省区在该环节均

表现出了文旅产业较强发展潜力，其中，宁夏该环节排名较高因素包括人均可支

配收入（100）、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99.63）和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99.30）

等，反映出虽然宁夏文旅产业整体实力较弱，但其与第三产业的整体关联性较强

且劳动生产率较高，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甘肃该环节因素整体排名相对较高，

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100）、人均文化事业费（99.81）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99.69）在排名位列前五，表明甘肃文旅产业发展虽潜力较大，但仍需加大投

资力度。青海在发展与投资环节中，人均可支配收入（100）、第三产业劳动生

产率（99.30）和旅游总收入增量（99.55）等因素排名较高，同样反映出青海文

旅产业发展具有较大潜力。

综合各省区影响因素结果分析可得，在发展与投资环节中，综合各省区影响

因素得分可知，对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影响较大的因素有人均可支配

收入、人均文化旅游事业费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等，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

出区域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本区域文旅产业发展具有明显支撑作用；人均

文化旅游事业费得分普遍较高则体现了无论目前各省区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如何，

政府对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投资和重视程度对于该地文旅产业的发展都至关

重要；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体现了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文旅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整体发展效率。

表 5.11 发展与投资环节相关因素指数化得分及省（区）内排名

省区

第三产业产值增

加值

第三产业占 GDP 比

重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

率
人均可支配收入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山东 98.49 13 99.82 3 100.00 1 99.60 4

河南 96.77 17 99.72 8 99.96 3 100.00 1

山西 87.40 22 96.48 14 99.73 3 100.00 1

四川 93.70 20 99.16 11 99.63 5 1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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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93.93 18 96.58 13 91.06 19 98.44 8

陕西 97.40 18 96.47 19 98.24 16 99.63 3

甘肃 89.90 22 98.96 8 99.69 4 100.00 1

青海 91.13 22 98.73 10 99.59 5 100.00 1

宁夏 87.48 19 99.30 5 99.63 2 100.00 1

省区

旅游总收入增量 人均文化事业费 第三产业投资额增加值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

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

分
省内排名

山东 85.36 23 99.39 8 72.79 26

河南 97.88 14 99.91 4 93.63 22

山西 99.02 9 99.48 4 88.72 21

四川 97.76 15 99.35 9 72.24 28

内蒙古 98.33 10 99.02 4 70.15 28

陕西 97.98 17 99.41 7 82.81 27

甘肃 99.04 7 99.81 2 73.40 31

青海 99.55 6 98.59 11 81.97 25

宁夏 91.07 18 98.79 9 63.19 30

5.3.3 交通运转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以实证结果（表 5.12）来看，该环节各影响因素在各省区指数化得分和排

名跨度较大，表明该环节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在各省区存在一定差异。从该环节

影响因素在各省区具体排名情况可知，山东该环节因素排名分布较为分散，其中

航空旅客吞吐量（99.54）和铁路旅客周转量（99.22）等排名相对较高。河南在

交通运输环节中，航空旅客吞吐量（99.99）、每万人拥有公交数量（99.90）和

铁路旅客周转量（99.78）等影响因素排名明显靠前，反映出河南作为国家交通

枢纽，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城市交通体系建设也相对完善。山西与山东、

河南情况较为相似度，其中每万人拥有公交数量（99.40）、航空旅客吞吐量（99.23）

和铁路旅客周转量（97.99）等排名较高，反映出区际交通和区内交通整体实力

对于文旅产业建设的重要性。四川在交通运转环节中影响因素排名差距较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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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旅客吞吐量（99.89）外，城市交通相关指标排名都在中下位置，表明四川

在区际交通和城市交通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内蒙古交通运转环节中，铁路旅

客周转量（100）、城市出租汽车数（99.47）和每万人拥有公交数量（98.88）

等因素排名靠前，反映出内蒙古城市交通系统的完善对其文旅产业具有较强的支

撑作用。陕西交通运转环节排名相对较高的因素为航空旅客吞吐量（99.38）和

铁路旅客周转量（95.85）。甘青宁三省区交通运输发展程度基本相同，除航空

旅客吞吐量排名均在前十位外，其余指标排名均较为靠后，表明甘青宁三省交通

系统构建与其余省区有较为明显差异，故应加快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提升交通运

转能力，为文旅产业发展奠定必要基础。

综合各省区影响因素结果分析可得，在交通运转环节中，对于黄河流域文化

旅游产业链构建影响较大的因素有航空旅客吞吐量、铁路旅客周转量、城市出租

车数和每万人拥有公交数量，其中铁路旅客周转量指标得分较高表明在黄河流域

沿线各省区旅客旅行方式保持以铁路为主，同时体现出黄河流域沿线省区铁路基

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航空旅客吞吐量指标得分较高则反映出旅客注重缩短目的

地与出发地之间的时间距离，提升旅行效率；城市出租车数和每万人拥有公交数

量等因素得分靠前表现出完善城市交通综合体系对于文旅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表 5.12 交通运转环节相关因素指数化得分及省（区）内排名

省区
铁路旅客周转量 公路旅客周转量 水运旅客周转量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山东 99.22 9 65.89 30 95.72 17

河南 99.78 6 63.71 32 84.43 28

山西 97.99 11 60.00 34 76.27 25

四川 98.79 13 62.07 32 65.99 31

内蒙古 100.00 1 60.00 33 - -

陕西 99.11 10 63.49 33 90.26 23

甘肃 95.85 21 74.53 28 60.00 34

青海 98.07 13 72.29 28 99.77 3

宁夏 84.65 20 60.00 33 60.0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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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
航空旅客吞吐量 每万人拥有公交数量 城市出租汽车数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山东 99.54 7 97.15 16 94.73 20

河南 99.99 2 99.90 5 96.76 18

山西 99.23 6 99.40 5 96.47 15

四川 99.89 2 89.55 23 96.36 18

内蒙古 97.16 12 98.88 5 99.47 3

陕西 99.38 8 84.78 25 98.40 14

甘肃 99.54 6 96.12 20 97.96 16

青海 99.80 2 62.31 32 98.15 12

宁夏 99.37 3 93.32 17 95.86 15

注：内蒙古水运旅客周转量数据缺失，该指标指数化得分及排名用“-”代替。

5.3.4 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以实证结果（表 5.13）可知，该环节影响因素排名跨度较大，且整体排名

较其他环节相对靠后。从该环节影响因素在各省区具体排名情况可知，山东该环

节影响因素排名总体较为靠后，但旅行社数（99.54）和卫生机构数（98.89）排

名明显靠前，表明相关生活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区域旅客承载能力的提升至关

重要。河南与山东情况相似，除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数（97.43）、每万人有用

公厕数（93.75）和娱乐场所数（92.22）等因素排名相对靠前外，其余影响因素

排名均相对靠后。山西和四川两省该环节相关因素排名相对集中且整体排名明显

靠后，反映出上述两省应着力提升生活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重视相关支持性

产业同步发展。甘肃、内蒙古、陕西和青海等省区在该环节影响因素的排名出现

与其他省区较为明显的差异，即该环节影响因素整体排名相对较高，其中，甘肃

在该环节中限额以上餐饮与住宿企业数（98.94）、每万人拥有公厕数（98.87）

和旅行社数（98.58）等因素排名相对较高；内蒙古卫生机构数（98.42）和旅行

社数（98.04）等排名较为靠前；青海卫生机构数（99.72）和限额以上餐饮与住

宿企业数（99.48）等因素排名较高；陕西影响因素排名较为分散且限额以上餐

饮与住宿企业数（99.58）和每万人拥有公厕数（99.45）等指标排名明显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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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该环节对于甘肃、内蒙古、陕西和青海的文旅产业发展支持程度要远高于

其余省份。宁夏该环节影响因素排名情况与山东类似，其中卫生机构数（98.40）、

旅行社数（98.02）和星级饭店数（95.09）等因素排名相对靠前。

综合各省区影响因素结果分析可得，在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方面，黄河流域

各省区在该环节相关影响因素综合得分整体较低，综合各省区因素综合得分情况

来看，对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影响相对较大的因素为旅行社数、卫生

机构数和食宿类指标，其中旅行社数得分较高反映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

展有必要为游客提供完整、专业的旅游服务；卫生机构数得分较高体现出在文旅

活动中，及时提供基层医疗服务是应对突发状况的必要基础；食宿类指标得分整

体较高则表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除了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服

务以外，为游客提供高端生活服务也是提升游客体验感的必要举措。

表 5.13 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相关因素指数化得分及省（区）内排名

省区

娱乐场所数 卫生机构数 星级饭店数 旅行社数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指数化

得分

省内排

名

山东 79.21 25 98.89 11 60.23 33 99.54 6

河南 92.22 23 68.05 30 84.89 27 76.51 29

山西 62.06 30 93.89 19 60.40 32 95.74 16

四川 60.00 34 98.43 14 66.90 29 91.71 21

内蒙古 68.22 29 98.42 9 75.27 27 98.04 11

陕西 90.62 22 75.37 30 84.81 24 98.31 15

甘肃 97.66 17 89.04 23 87.54 25 98.58 13

青海 69.64 30 99.72 4 96.26 16 96.56 15

宁夏 63.10 31 98.40 11 95.09 16 98.02 13

省区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数

限额以上餐饮与住宿企

业数
每万人拥有公厕数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山东 69.63 27 61.05 32 68.1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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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97.43 15 88.40 25 93.75 21

山西 65.37 29 67.06 28 60.31 33

四川 85.85 25 97.65 16 66.34 30

内蒙古 76.75 26 61.91 32 89.53 20

陕西 80.38 28 99.58 4 99.45 6

甘肃 69.74 32 98.94 9 98.87 10

青海 66.68 31 99.48 7 60.00 33

宁夏 81.15 23 70.95 25 68.45 26

5.3.5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从实证结果（表 5.14）可知，该环节影响因素排名较为分散。具体来看，

山东、河南和山西在该环节具有相似性，其中，山东在该环节相关因素排名分散

度较高，接待旅客总人次（99.57）、旅游景区营业收入（95.63）和文化市场经

营机构营业收入（94.98）等因素排名较高，故山东文旅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整体

效益的提升要以现有文旅景区的深度开发和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进一步融合

为主要着力点，提升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河南、山西和四川等省区在该环节影

响因素分布情况相似，除接待游客总人次外，其余指标排名整体靠后。内蒙古市

场规模与效益环节中相关影响因素整体排名明显靠后，仅有接待游客总人次指数

化得分高于 90 分。陕西该环节影响因素排名分布情况和研发与推广环节相似，

其中排名较为靠前的指标包括旅游景区营业收入（99.49）和接待旅客总人次

（99.02）。宁夏除接待游客总人次（99.22）排名相对靠前外，其余指标排名均

较为靠后，反映出宁夏文旅产业发展实力相对较弱，文旅产业自身发展能力不足。

甘肃在该环节中除接待游客总人次（99.66）排名较高外，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

业收入（98.71）排名也处于中上位置，反映出甘肃在发展文旅产业时对文化类

资源开发重视度较高，且发展效益明显。青海该环节相关影响因素排名整体较为

靠后，仅有接待游客总人次（99.22）排名在中游水平。

综合各省区影响因素结果分析可得，在市场规模与效益方面，对于黄河流域

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影响较大的因素为旅游总收入增量、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企

业营业额与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额，其中，旅游总收入增量得分较高表明文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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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幅相较于文游收入总值更能体现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潜力；限额以上住宿

和餐饮企业营业额则能反映出文旅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效益和带动

发展能力；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额得分较高表明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中文化资源的挖掘打造和文化产品的开发销售对于文旅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表 5.14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相关因素指数化得分及省（区）内排名

省区
接待游客总人次 旅游景区营业收入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山东 99.57 5 95.63 18 65.38 31

河南 99.68 9 95.53 19 90.26 24

山西 99.11 8 97.84 12 61.76 31

四川 99.86 3 76.27 27 88.18 24

内蒙古 94.47 16 89.12 21 63.06 31

陕西 99.02 11 99.49 5 72.63 31

甘肃 99.66 5 96.61 18 73.51 30

青海 99.11 9 87.88 23 92.63 21

宁夏 99.22 7 65.95 27 64.05 29

省区
限额以上餐饮和住宿企业营业额增加值 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收入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山东 67.91 29 94.98 19

河南 67.98 31 94.32 20

山西 70.04 27 79.06 24

四川 76.50 26 96.54 17

内蒙古 66.35 30 80.52 25

陕西 79.06 29 91.17 21

甘肃 67.26 33 98.71 11

青海 72.83 27 94.99 19

宁夏 70.95 25 82.0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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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研发与推广环节影响因素分析

以实证结果（表 5.15）可知，该环节影响因素整体排名跨度较大且排名较

低。从该环节影响因素在各省区具体排名情况可知，山东该环节相关影响因素排

名分布较为分散，除广告经营单位数（99.82）和普通高等学校数（97.79）外，

其余影响因素排名均明显靠后。河南和陕西两省该环节影响因素分布差异较为明

显，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数和研究与实验人员全年当时量排名相对较高且指数化

得分均超过 98 分，反映出两省在推广与研发环节应继续重视相关专业人员和技

术人才等方面的引进和培养。山西和甘肃两省影响因素排名情况相似，影响因素

排名分布差异明显，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数和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排名靠前，

反映出两省份文旅产业在研发和推广方面要以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为主，同时应继

续加强在文化资源方面的投入与开发。四川指标分布较为平均，其中研究与实验

发展人员全年当时量（99.64）与普通高等学校数（98.95）排名较高，反映出在

四川在宣传推广方面对于文旅产业发展的支持度还需进一步提升。内蒙古该环节

影响因素分布出现极化现象，除普通高等学校数（99.52）排名较高外，其余因

素排名均较为靠后。宁夏与其他省份差异较大，该环节影响因素整体排名相对较

高，反映出宁夏在文旅产业建设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视产品研发和宣传推广等方面

工作，且对文旅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较为明显。青海该环节影响因素排名较为靠

后，仅有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96.98）处于中游水平。

综合各省区影响因素结果分析可得，在推广与研发方面，对于黄河流域文化

旅游产业链构建影响较大的因素为普通高等学校数、研发与实验发展人员全年当

时量和广告经营单位数，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数和研发与实验发展人员全年当时量

整体得分较高体现出对于文旅产业发展而言，专业研发人员的培养和相关人员研

究开发能力的提升对于促进文旅产业各方面创新和发展至关重要；广告经营单位

整体得分较高则反映出对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而言，加强相关宣传推广，是

提升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的知名度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必要之举。

表 5.15 研发与推广环节相关因素指数化得分及省（区）内排名

省区 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 普通高等学校数 广告经营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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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山东 84.98 24 97.79 15 99.82 2

河南 61.61 33 98.92 12 86.71 26

山西 99.23 7 99.80 2 90.46 20

四川 93.91 19 99.43 7 98.97 12

内蒙古 94.46 17 99.52 2 86.80 22

陕西 60.00 34 98.95 12 84.71 26

甘肃 96.56 19 98.21 15 87.14 27

青海 - - 96.98 14 92.78 20

宁夏 - - 99.04 8 77.61 24

省区
研究与实验发展人员全年当时量 图书、期刊和报纸出版总印数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指数化得分 省内排名

山东 92.70 22 60.00 34

河南 98.04 13 60.00 34

山西 74.56 26 79.54 23

四川 99.64 4 60.66 33

内蒙古 86.41 23 81.06 24

陕西 98.46 13 63.85 32

甘肃 87.40 26 73.87 29

青海 79.36 26 70.76 29

宁夏 99.26 6 98.06 12

注：宁夏和青海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数部分数据缺失，该指标指数得分及排名用“-”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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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各环节省际合作关系演变研究

黄河流域各省区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各环节中的合作关系演变过程既存在

竞争，也出现互补。对于产业发展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的测度，学者们多采用欧氏

距离进行分析。根据第四章对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的分析发现，在黄

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六大环节中，主导各环节建设的省区存在差异；同时，根据

第五章分析可知，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整体构建中，不同环节中都存在影

响力较大的主导因素。故本章将综合前文分析结果，运用欧式距离在各环节层面

测度沿黄九省区之间的合作关系演变情况，推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

6.1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6.1.1 指标选取

由于影响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的因素具有复杂性，简单的指标并不

能说明沿黄九省区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六大环节间的关系，故本节将以系

统性和重要性为原则，在第四章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前文分析得出的对各环

节影响较大的影响因素指标，在文旅产业六大环节层面，对第四章指标体系进行

进一步筛选，并确定如下 18 个指标（如表 6.1）。

表 6.1 欧式距离指标构成及具体意义

环节 指标 指标构成 指标具体意义

文旅资源

开发环节

文化资源综

合开发情况

A=(博物馆数+公园个数)/

旅游景区总数

A 值越高说明该地区文旅资源开发

多元化程度越高，反之越低

珍贵文物收

藏水平

B=三级以上藏品数/博物

馆藏品总数

B 值越高表明该地区收藏文物珍贵

程度越高，研究价值越大，反之越低

旅游景区建

设能力

C=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数/

旅游景区总数

C 值越大说明该地区文旅景区质量

越高，反之越低

发展与投

资环节

文旅产业整

体发展潜力

D=文化和旅游事业费/财

政支出

D 值越高表明当地政府对于文旅产

业发展支持程度较高，反之则低

人均消费能

力

E=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

E 值越高则该区域人民生活水平越

高，对文旅产业的支撑程度越高，反

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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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劳

动效率

F=第三产业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F 值越大则劳动效率越高，反之越低

交通运转

环节

铁路旅客运

输能力

G=铁路旅客周转量/旅客

总周转量

G 值越高表明该地区铁路客运承载

能力较高，反之较低

城市交通发

展潜力

H=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额/

该地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H 值越高表明该地区城市交通运输

潜力较大，反之则小

航空旅客运

输能力

I=航空旅客吞吐量/总客

运量

I 值越大表示该地区航空旅客承载

力越高，反之越低

生活保障

与服务环

节

旅客接待能

力

J=旅行社从业人员/该地

区第三产业总就业数

J 值越高说明该地区旅客服务承载

能力越高，反之越低

高端服务发

展程度

K=星级饭店营业额/该地

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K 值越高则为旅客提供高端服务能

力越强，反之越低

基层医疗承

载能力

L=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

该地区卫生机构总数

L 值越高则该地区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越强，反之较弱

市场规模

与效益环

节

文旅市场发

展潜力

M=旅游总收入/该地区当

年国内生产总值

M 值越大表示该地区文旅市场发展

潜力较大，反之较小

基础配套产

业发展程度

N=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企

业营业额/该地区当年国

内生产总值

N 值越大表示该地区该类产业发展

效益较高，反之较小

文化市场发

展潜力

O=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

额/该地区当年国内生产

总值

O 值越大则该地区文化市场规模和

效益较高，反之较小

研发与推

广环节

人力资源潜

力

P=高校在校人数/该地区

总人数

P 值越大则该地区人力资源潜力越

大，反之越小

科技化强度
Q=R&D 人员/该地区总就业

人数

Q 值越大反映其科技水平越高，反之

则低

推广能力
R=广告从业人员/该地区

总就业人数

R 值越大则该地区文旅产业市场知

名度提升潜力较大，反之较低

6.1.2 数据处理

本部分选用指标原始数据依旧来源于 2010 年-2019 年《中国文物文化与旅

游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黄河流域各省（自治区）统计公报和统

计年鉴。对原始数据 18 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公式为

iA

ii
i S

AAA



' （6-1）

nAAS iiAi
/

2

 





 



（6-2）

其中，i表示 9个沿黄省区， iA为 A系列初始数据，
_

iA 为 A系列数据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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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iA

S 为 A系列数据的标准差，n为 A系列数据的样本个数，其他指标计算方

法与此相同，类推得到 '
iA、 '

iB 、 '
iC 、 '

iD 、 '
iE 、 '

iF 、 '
iG 、 '

iH 、 '
iI 、

'
iJ 、 '

iK 、 '
iL 、

'
iM 、 '

iN 、 '
iO 、 '

iP 、 '
iQ 、 '

iR 18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6.2 方法介绍

有上文得到的 '
iA、 '

iB、 '
iC 、 '

iD 、 '
iE 、 '

iF 、 '
iG 、 '

iH 、 '
iI 、

'
iJ 、 '

iK 、 '
iL 、 '

iM 、

'
iN 、 '

iO 、 '
iP 、 '

iQ 、 '
iR 的标准化数值后，计算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旅游产业链各

环节的欧式距离，公式为（以文旅资源开发环节为例）：

     2''2''2''
ij jijiji CCBBAAED  （6-3）

在根据 6-3 式计算后，再次根据公式 6-1 和 6-2 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欧

式距离 '
ijED 反映沿黄九省区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各环节中的竞争性

或互补性的发展关系。 '
ijED 为正时表示两省区间存在互补关系，值越大互补性越

强； '
ijED 为负表示两省区间存在竞争关系，数值绝对值越大则竞争性越强。同时，

上述欧式距离计算并未考虑距离关系，而地理距离能够间接地影响在产业链构建

中之间关系的强弱程度，故引入地理位置权数 W，参考张鹏岩等（2015）学者的

研究以省会之间的公里距离为参考，设定权数 W 标准为：500≥D>0,W=2；

1000≥D>500，W=1.5；D>1000,W=1。

根据黄河流域各省区之间欧式距离结果 ijEDw 的大小，借鉴已有学者相关研

究对欧式距离范围的界定，本文将省区间发展关系分为四级：强互补型、一般互

补型、一般竞争型和强竞争型（表 6.2）。

表 6.2 省区间关系分类标准

类型 阈值

强互补型 1.0≥EDW

弱互补型 1.0＜ED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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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竞争型 0≤EDW＜1.0-

强竞争型 -1.0≤EDW

6.3 实证结果分析

6.3.1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从表 6.3 可知，2010 年-2019 年，黄河流域内大部分省区之间维持着较强/

强互补关系或者转向较强/强互补关系，表明在文旅资源开发环节中，黄河流域

大部分省区之间存在着较大合作空间，在未来文旅资源开发过程中可以积极展开

合作，优势互补，促进文旅资源协同开发。其中，四川、河南和山西等省区在该

环节实力较强且与其他省区基本都保持较强/强互补关系，反映出四川、河南和

陕西等省区与其他省区之间合作基础良好，文旅资源合作开发前景广阔。除上述

实力较强省区外，甘肃和青海两省区与域内绝大多数省区保持着较强/强互补关

系，表明甘肃和青海在文旅资源开发时应重视学习其他省区的发展经验，积极保

持与其他省区沟通和交流，这为未来甘肃和青海与其他省区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此外，部分省区之间维持着较强/强竞争关系，例如山东、陕西、宁夏和

内蒙古等省区，表明该类省区与其他省区之间无论是文旅资源开发还是文旅景区

建设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同质竞争，因此，该类省区应立足于自身文旅资源特点，

继续细分市场，与其他省区加强沟通和联系，积极调整本地区文旅资源开发模式，

做到错位竞争；尤其山东作为实力较强且可主导该环节建设的省区，如不能及时

缓解与其他省区之间的强竞争关系，则不利于缓解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影响黄

河流域文旅资源开发的整体性；故山东应加强与其他省区之间的交流，在保持良

性竞争的前提下展开全面合作。

表 6.3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各省区关系发展演变情况

关系 省区

维持较强/强竞争型 蒙-鲁、蒙-陕、蒙-青、蒙-陇

鲁-晋、鲁-蒙、鲁-陕、鲁-青、鲁-宁

川-晋、川-宁

陕-晋、陕-蒙、陕-鲁、陕-川、陕-青、陕-宁

陇-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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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鲁

宁-晋、宁-蒙、宁-鲁、宁-豫、宁-川、宁-陕

维持较强/强互补型 晋-蒙、晋-鲁、晋-豫、晋-川、晋-陕、晋-陇、晋-青、晋-宁

蒙-晋、蒙-豫

豫-蒙、豫-鲁、豫-川

川-豫、川-陕、川-陇、川-青、川-鲁

陇-晋、陇-蒙、陇-鲁、陇-川、陇-陕、陇-青

青-晋、青-豫、青-鲁、青-川、青-陇、青-宁

宁-陇

转向较强/强竞争型 蒙-宁、蒙-川

豫-川

川-蒙

转向较强/强互补型 鲁-豫、鲁-川、鲁-陇

豫-晋、豫-陕、豫-青、豫-宁

陕-豫、陕-陇

转向不明确型 陇-宁

青-陕

宁-青

6.3.2 发展与投资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从表 6.4 可知，2010 年-2019 年间，黄河流域九省区在发展与投资环节合作

关系中维持或转向竞争类和维持或转向互补类关系的省区数量大致相当。其中，

四川作为该环节总体实力较强且可以主导该环节建设的省区之一，近年来在文旅

产业发展方面与黄河流域各省区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与黄河流域部分省区相对

长时间的保持竞争关系，但同时四川与山东、陕西、内蒙古和河南等省区之间的

关系正在转型期，表明四川正在积极融入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的投资与发展之中，

未来与黄河流域其他省区之间的合作前景广阔；而山东和河南两省与大多数省区

之间进步保持着互补型关系，体现出山东和河南等实力较强省区保持着与域内其

他省区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关系。综上可知，在未来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与投资

环节的建设中，实力较强省区与其他省区之间存在协同发展的基础。除上述实力

较强省区外，青海和宁夏两省区与域内大部分省区保持着竞争型关系，这是由于

青海和宁夏作为黄河水源重要补给区和涵养区，需要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

力，同时在文旅产业投资方面更多关注低端投资，与其余省区形成同质化竞争，

故在对文旅产业的投资与发展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生态效益。除上述省区以外，

内蒙古、陕西、山西和甘肃等省区与其他省区之间的关系基本都维持互补型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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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表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在投资与发展环节中各省区之间的联系正在

逐步加强，发展与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

表 6.4 发展与投资环节各省区关系发展演变情况

关系 省区

维持较强/强竞争

型

鲁-蒙、鲁-豫、鲁-陕

川-晋、川-陇、川-青、川-宁

陕-蒙

陇-晋

青-晋、青-蒙、青-川、青-陇、青-宁

宁-晋、宁-蒙、宁-鲁、宁-川、宁-陕、宁-陇、宁-青

维持较强/强互补

型

晋-蒙、晋-鲁

蒙-豫、蒙-陇

鲁-晋、鲁-川、鲁-陇

豫-晋、豫-蒙、豫-川、豫-陕、豫-青、豫-宁

陕-豫、陕-川、陕-宁

陇-蒙、陇-鲁

青-陕

转向较强/强竞争

型

晋-陇

蒙-晋、蒙-鲁、蒙-川、蒙-陕、蒙-青

川-蒙、川-鲁、川-豫、川-陕

陕-鲁

宁-豫

转向较强/强互补

型

晋-豫、晋-川、晋-青、晋-宁、晋-陕

鲁-青

豫-鲁

陕-晋、陕-陇、陕-青

陇-豫、陇-川、陇-陕、陇-宁

转向不明确型 蒙-宁

鲁-宁

豫-陇

陇-青

青-鲁、青-豫

6.3.3 交通运转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从上文分析中可知，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交通运转环节整体实力较强，但

省区间发展差距明显，同时部分省区存在交通运输整体实力较强但客运周转方面

无突出表现的现象。在省区间合作关系演变方面，由表 6.5 可知，省区间差距较

大等问题使（四川和宁夏、山东和宁夏等）部分省区间保持着强竞争关系；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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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山东和四川、山东和河南、河南和四川等部分实力发展相近的省区间也长期维

持强竞争关系，表明黄河流域交通运转环节的发展需要进行统一的交通建设规划

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缓解省区间的强竞争关系。此外，黄河流域大部分省区

之间都保持着较强/强互补关系或者保持着一定的转向关系，其中包括山东、河

南和四川等发展实力较强且可以主导该环节建设的省区，表明在该环节发展实力

较强的省区已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除上述省区外，地处黄河流域中间区位

的山西、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省区，与流域内东西部省区之间基本都保持着互

补或者转向互补的关系，反映出该类省区在黄河流域交通运转环节中起到了一定

的串联作用，为以后黄河流域交通运输协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发展基础。综上，

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交通运转环节中，虽然目前省区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

部分省区的支撑作用明显，同时省区间联系日渐紧密，未来黄河流域文旅产业交

通运输方面的协同建设前景广阔。

表 6.5 交通运转环节各省区关系发展演变情况

关系 省区

维持较强/强竞争

型

蒙-晋、蒙-宁

鲁-豫、鲁-川、鲁-宁

豫-鲁

川-豫、川-宁

陕-晋、陕-蒙、陕-鲁、陕-豫、陕-川、陕-陇、陕-青

青-晋、青-蒙、青-鲁、青-陕、青-陇、青-宁

宁-蒙、宁-川

维持较强/强互补

型

晋-鲁、晋-川、晋-陕、晋-陇、晋-青、晋-宁

蒙-鲁、蒙-豫、蒙-川、蒙-陕、蒙-陇

鲁-陇

豫-蒙、豫-陇、豫-青、豫-宁

川-晋、川-蒙、川-鲁、川-陕、川-陇、川-青

陇-晋、陇-蒙、陇-鲁、陇-豫、陇-川、陇-陕、陇-青、陇-宁

转向较强/强竞争

型

晋-豫

蒙-青

鲁-晋、鲁-蒙、鲁-陕、鲁-青

豫-晋、豫-川、豫-陕

转向较强/强互补

型

陕-宁

宁-晋、宁-鲁、宁-豫、宁-陕、宁-陇、宁-青

转向不明确型 晋-蒙

青-豫、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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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从上文分析中可知，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发展基础较好，

但存在整体发展效率不高的问题。由表 6.6 可知，从沿黄九省区在该环节合作关

系演变情况来看，山西、内蒙古和山东等省区与其他省区之间基本都保持着较强

/强竞争关系，表明上述省区在生活保障和服务环节建设时与其他省区之间缺乏

必要联系，且在餐饮、住宿、娱乐场所等部分关联产业发展中存在一定的同质性

竞争关系；同时，内蒙古和山东两省区在该环节发展实力较强，但在今后发展中

若依然与其余省区之间保持强竞争关系则不利于发挥其对其他省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影响黄河流域整体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此外，河南、四川、青海和宁夏

等省区与其他省区之间保持着较强/强互补关系，其中，河南和四川等省区实力

较强，在未来的发展中更有利于其发挥环节建设中的核心带动能力；而青海和宁

夏等省区实力偏弱，更有利于其加强与其他省区之间的联系，更快的提升自身的

生活保障服务水平，缩小与其余省区之间的差距。总的来看，在黄河流域文旅产

业生活保障和服务环节中实力较强省区较多，但部分省区仍然需要转变自身发展

思路，加强与其余省区发展联系，扩大自身辐射范围，提升自身在黄河流域文旅

产业该环节中的核心带动能力。

表 6.6 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各省区关系发展演变情况

关系 省区

维持较强/强竞争型 晋-蒙、晋-鲁、晋-豫、晋-川、晋-陕、晋-陇、晋-青、晋-宁

蒙-晋、蒙-鲁、蒙-豫、蒙-川、蒙-陕、蒙-青、蒙-宁

鲁-晋、鲁-蒙、鲁-豫、鲁-川、鲁-陕、鲁-青、鲁-宁

豫-川

川-鲁、川-豫

陕-晋、陕-陇、陕-青、陕-宁

宁-晋、宁-陕、宁-陇、宁-青

维持较强/强互补型 豫-晋、豫-蒙、豫-陕、豫-陇、豫-青、豫-宁

川-蒙、川-陕、川-陇、川-青、川-宁

陇-青

青-晋、青-豫、青-川、青-陇、青-宁

宁-蒙、宁-鲁、宁-豫、宁-川

转向较强/强竞争型 豫-鲁

川-晋

陕-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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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较强/强互补型 鲁-陇

陇-晋、陇-蒙、陇-鲁、陇-豫、陇-川、陇-陕

青-鲁、青-陕

转向不明确型 蒙-陇

陕-蒙、陕-鲁、陕-川

陇-宁

青-蒙

6.3.5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从实力方面来看，在文旅市场规模方面黄河流域整体实力偏弱，其中，山东、

四川、内蒙古和陕西等省区在该环节实力相对较强。在省际合作关系演变方面，

由表 6.7 可知，黄河流域多数省区之间维持着较强/强竞争关系，其中，内蒙古

作为该环节实力较强且可以主导该环节建设的省区之一，与其余黄河流域八个省

区之间都维持着竞争型关系，表明内蒙古在文旅产业市场开拓方面与其余省区联

系度较低，有碍于黄河流域文旅市场的协同开发和整体效益的提升。同时，也有

较多的省区之间保持着较强/强互补关系或是转向型关系，其中包括山东、四川

和陕西等实力较强省区，同时包括青海、宁夏、山西等部分实力处于中下水平的

省区，说明黄河流域部分省区之间在市场开拓和效益提升方面有一定的合作基础。

总体来看，黄河流域各省区在文旅产业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整体上存在一定的合

作基础，但想要进一步拓展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的发展市场，沿黄九省区必须转变

发展思维，增强协同发展意识，通力合作，力争实现市场共享，进一步扩大该区

域文旅产业市场规模，提升市场发展效益。

表 6.7 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各省区关系发展演变情况

关系 省区

维持较强/强竞争型 晋-蒙、晋-川

蒙-晋、蒙-鲁、蒙-陕、蒙-豫、蒙-川、蒙-陇、蒙-青、蒙-宁

鲁-蒙、鲁-豫、鲁-陕、鲁-青

豫-晋、豫-蒙、豫-鲁、豫-陕、豫-陇、豫-青、豫-宁

川-晋、川-陕

陕-川

陇-蒙、陇-鲁、陇-豫、陇-川、陇-陕、陇-宁

宁-青

维持较强/强互补型 晋-陇、晋-青、晋-宁

鲁-川

川-蒙、川-鲁、川-豫、川-陇、川-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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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青、陕-宁

青-晋、青-蒙、青-鲁、青-豫、青-川、青-陕、青-陇

宁-晋、宁-蒙、宁-鲁、宁-豫、宁-川、宁-陕

转向较强/强竞争型 鲁-陇、鲁-宁

豫-川

陕-陇

陇-晋

青-宁

转向较强/强互补型 晋-鲁、晋-豫、晋-陕

鲁-晋

川-宁

陕-晋、陕-蒙、陕-鲁、陕-豫

陇-青

宁-陇

转向不明确型 -

6.3.6 推广与研发环节各省区合作关系演变

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推广与研发环节整体实力相对较弱，且省区间发展差距较

为明显。由表 6.8 可知，从沿黄九省区在该环节合作关系演变情况来看，2010

年至 2019 年间，内蒙古、河南、四川和甘肃等省区与其他省区之间大多保持着

较强/强竞争关系，表明上述省区与其余省区无论是在研发方面，还是在推广方

面都缺乏一定的联系，且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因此上述省区应该加强与其他省

区之间的联系，积极调整本区域文旅产业相关研发与推广结构，比如在文旅产业

宣传时以黄河流域文旅产业为前提，再结合自身特点进行相应宣传，而不是以纯

竞争性的目的通过宣传来争夺市场；在研发环节同样也要加强联系，在文旅系列

产品设计和开发方面，避免出现雷同现象。此外，山东、陕西和青海等省区与其

他省区之间保持着较强/强互补关系，表明该类省区与其余省区在该环节有协同

发展的良好基础，其中山东作为实力较强省区，与其余大部分省区之间保持互补

型关系，更有利于主导该环节的建设，也为未来山东在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研发与

推广环节建设中起核心带动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总的来看，黄河流域文旅产

业推广和研发环节中虽然有山东、山西、四川和河南等实力较强省区，但仅仅依

靠上述省区来带动整个流域该环节的发展困难较大，故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推广和

研发环节的建设需要对接实力较强的域外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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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研发和推广环节各省区关系发展演变情况

关系 省区

维持较强/强竞争型 晋-蒙、晋-鲁、晋-陕、晋-青、晋-宁

蒙-晋、蒙-豫、蒙-川、蒙-陇、蒙-青、蒙-宁

鲁-陕

豫-晋、豫-蒙、豫-川、豫-陕、豫-陇

川-晋、川-蒙、川-鲁、川-豫、川-陕、川-陇、川-青、川-宁

陇-晋、陇-蒙、陇-豫、陇-川、陇-青

宁-晋、宁-蒙、宁-鲁

维持较强/强互补型 鲁-晋、鲁-蒙、鲁-豫、鲁-川、鲁-陇、鲁-青

豫-鲁

陕-晋、陕-蒙、陕-鲁、陕-豫、陕-川、陕-陇、陕-青、陕-宁

陇-鲁、陇-陕、陇-宁

青-晋、青-蒙、青-鲁、青-豫、青-陕、青-宁

转向较强/强竞争型 晋-豫、晋-川、晋-陇

豫-宁

宁-豫、宁-川、宁-陕、宁-陇、宁-青

转向较强/强互补型 蒙-鲁、蒙-陕

鲁-宁

豫-青

青-川、青-陇

转向不明确型 -

6.4 各环节建设思路分类梳理

6.4.1 沿黄省区可自建的环节

在某环节建设过程中，若存在实力强劲且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省区，同时，

其他省区发展条件都较为成熟，并且各省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和良好的合

作趋势，则该环节就可以通过以实力较强省区为主导，加强省际协同合作的方式

来自行建设。通过综合上文分析结果可知，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中的

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发展与投资环节、交通运转环节、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和市

场规模与效益环节等环节，黄河流域可自建。

6.4.2 需要域外省区参与建设的环节

各省区之间合作空间较小或在该环节中黄河流域整体实力较差，尽管在黄河

流域内存在实力较强省区，但整体发展基础差异过大或普遍较弱，要建设该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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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建立与域外其他省区之间的联系，并且以其来带动黄河流域文旅产业该环节

的发展。在域外其他实力强劲的省区的支持和帮助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建

设难度，缩短建设时间，有效提升发展水平。综合上文分析结果在黄河流域文化

旅游产业链构建中和研发与推广环节的建设需要域外实力强劲省区协助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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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

7.1 整合现有资源拓展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环节

黄河流域文旅资源存量丰富且分布较广，各省区文旅资源开发环境和开发程

度均有差异，且同质化竞争现象突出。山东、河南、四川和山西等省区在该环节

发展实力较为突出。其中，山东在文旅景区建设数量和文旅资源多元化开发方面

优势相对明显；河南在艺术表演方面一直处于高发展水平，表明河南对于创新文

旅资源开发较为敏感且实力强；山西和四川两省区虽在该环节整体实力不及山东

和河南，但现有文旅资源开发质量较高，高于全国大多数省区，其中山西在文旅

资源开发质量方面排名稳定在全国前 3位。同时，山西、河南和四川三省区与流

域内大部分省区均保持良好合作趋势，而山东与其他省区目前还保持着较强的竞

争关系。故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文旅资源开发环节，可以由河南、山西和四川

等省区为主导构建，甘肃、青海、内蒙古、陕西、宁夏和山东等省区要善于发现

自身文旅资源特点和优势，加强省区联系。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文旅资源开

发环节构建时，不仅要对不同类型的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实施开发，重视文旅资源

保护性开发，推动文旅产业持续性发展；还应建立黄河文旅资源联动开发机制，

实现文旅资源整合开发，缓解省区间的强竞争关系。

7.1.1 重视资源保护性开发和文旅产业持续性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是文旅资源，部分文旅资源具有非再生性，对黄河

流域文旅资源的保护性开发是推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条

件。首先，以河南、陕西和四川等省区为主选调相关专家成立黄河流域文旅资源

普查小组，对于黄河流域境内的文旅资源进行全面、详细、深入的调查，重点对

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等省区的历史文化资源，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等省区的

民族文化和生态脆弱地区自然资源，甘肃和四川的红色文化资源等的勘察，对不

同省区文旅资源特性进行全面把握，提出有效可行的保护开发方案。其次，加强

对于黄河流域文旅资源文化内涵的研究，在现有文化开发基础上，对其进行更加

深入地挖掘，重视对于黄河文化整体进行深层次开发。其中，黄河下游以山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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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两省为主，在发挥泰山、孔庙等文化遗产作用的同时，应加大对于北辛文化、

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等黄河古文化的深入挖掘；黄河中游则以陕西、山西

为主，重视对于黄河神话传说、古商贸文化、农耕文化和宗教文化等的研究；黄

河上游则以四川和内蒙古为主导，支持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共建国家生态旅

游示范区，保护性开发青海、宁夏和内蒙古民族民俗文化，同时依托陕甘宁革命

老区等红色文化资源，重视对于红色文化进一步深入解读。最后，建立健全黄河

流域全域的生态旅游检测系统，黄河流域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区域，因文旅

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也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故应该在黄河流域上中下游

分别设立节点区域，在省会设立省级检测中心，在山东、河南和四川等科技化程

度较高省区设立远程监管中心，利用先进技术对黄河流域整体生态系统进行实时

监测，以便调整黄河流域文旅资源开发方案，加强保护。

7.1.2 建立健全黄河文旅资源联动开发机制

黄河流域文旅资源分布极其广泛，优质资源相对集中，对于游客吸引会产生

极化现象，应建立健全黄河文旅资源联动开发机制，对文旅资源进行整合开发，

缓解省区间的强竞争关系，推动区域文旅产业协同发展。一方面，重视对于文旅

资源差异性开发，在民族文化、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等不同主题中继续细分市场，

对不同省区不同主题中选择相对优势资源进行重点开发，来缓解在文旅资源开发

环节中部分省区的强竞争关系，在民族文化资源方面，青海、宁夏、内蒙古、甘

肃和四川等省区要结合域内少数民族特征，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开发；在自然

环境方面，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结合不同自然资源，对于湿地、山岳、草原和沙漠

等自然景观进行打造开发；在历史文化方面，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

省区应抓住不同历史脉络，针对不同时期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另一方面，省

区间出现强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通畅等原因，故需要建立黄河文

旅资源联动开发机制，应在“沿黄九省（区）黄河之旅旅游联盟”基础上，建立

“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协调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在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分别以四川、

陕西和山东等省区为依托，建立“省域-上、中、下游-全流域”多层次文旅资源

开发信息互动平台，同时在市级层面建立文旅资源开发联席会议制度，对黄河流

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实施动态记录，提升黄河流域文旅资源开发协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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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优化资金利用完善发展与投资环节

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整体存在效率较低和产业关联度弱等问题；同时，文

旅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也导致了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投资整体不均衡，产业发展

受到制约。其中山东、河南和四川在该环节整体实力较强，一方面，表现在山东、

河南和四川文旅产业自身实力强，收益好；另一方面，则是在文旅产业与关联产

业的带动发展能力，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整体发展情况，例如在第三产业产值增

加值、第三产业投资额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山东、河南和四川基

本都维持在较高发展水平。同时，山东、河南和四川与流域内大部分省区均保持

着良好的合作趋势。故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与投资环节中，应以山东、

河南和四川等产业实力较强省区为主导，重点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拓宽融

资渠道，创新投资方式，加大对文旅产业的投资；各省区因根据自身文旅产业发

展水平，因地制宜的运用投资资金，发挥资金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努力调整

黄河流就业文旅产业发展结构，创造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新形态，提升黄河流域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质量。

7.2.1 创新投融资方式，建立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基金

黄河流域文旅产业融资结构较为单一，大多数省区主要依靠财政支持，设立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将有助于整合发展资金，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一

方面，对于该基金的资金来源要针对不同省区有侧重地进行融资，在山东、河南、

四川、陕西、内蒙古和山西等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省区可以将企业资金、个人资

金等社会资金融合该基金中，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主要是政府财政方面的专

项资金进行投入，使整个流域文旅产业投资发展资金得到整合。另一方面，黄河

流域文旅发展基金投资的范围要包括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产业建设等

与文旅相关项目，同时对于不同省区的不同需求，基金设立时也要进行相关分类。

其中，山东、河南和四川等省区文旅产业实力较强，可以加强对于文旅科技等方

面投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省区文旅产业发展实力中等，还需要在住宿餐饮、

景区升级改造和产业效率提升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甘肃、青海和宁夏等省区

文旅产业发展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在文旅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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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等多方面进行投入。

7.2.2 调整产业结构，创造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新形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对于文旅产业的需求也在不断升级，不再拘泥

于简单的“吃、住、行、游、娱、乐、购”，而是追求深层次、便捷化、高科技

的体验式文旅活动，同时，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也日益严苛，以低碳旅游为重点

的文旅业态越来越为游客青睐。一方面，面对游客需求的转变，黄河流域文旅产

业发展要积极与新型数字技术融合，扩展发展思路，打造满足市场要求的深层次、

智慧化旅游产品。在成都、西安、济南、郑州等游客量较大城市建立试点，推广

智能化旅游，调动各级政府主观能动性和市场主体积极性，在旅游线路个性化推

荐、餐饮住宿个性化营销、旅游产品个性化服务等方面积极深入，力求多方面满

足游客需求。另一方面，促进文旅产业低碳化、绿色化发展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

但目前，对于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而言仅依靠现有文旅资源是不够的，应不断

的深挖文旅产业发展的纵深空间，提升发展潜力。要推动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流

域-省域-市域-县域”纵向延伸，除已开发的知名度较高资源外，应大力开拓和

挖掘周边文旅资源，发掘生态游、乡村游、农业游的新模式，拓展黄河流域文旅

含义内涵，开发形式多样，结构多元化的复合型文旅产品，使文旅产业成为黄河

流域稳定的经济增长点。

7.3 依托旅游线路提升交通运转环节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交通运转环节整体实力较强，内蒙古和山西等省区出

现虽交通运输产值在全国层面集中度较高，但在客运方面发展却无明显优势的现

象，同时，山东、河南和四川等省区在该环节发展实力较为突出。其中，山东在

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方面客运能力都在较高发展水平之上，客运交通发展较

为完善；河南则在公路、铁路和城市交通方面更为突出；四川在航空客运方面和

城市交通发展方面较为突出；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区与流域内大部分省区均保

持着良好的合作趋势。总体来看，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交通运转环节的建设应

以山东、河南和四川等产业实力较强省区为主导，重点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

继续坚持黄河流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稳步提升域内整体交通通达性。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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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发和整合基于省际合作的黄河流域文旅路径，深层次提升黄河流域交通运

输能力，挖掘黄河流域整体客运潜力。

7.3.1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区域通达性

旅客在出行时更为注重出行效率和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出行选择较多的交

通方式为铁路和航空；同时，随着旅客群体数量的增长，城市交通通达性也变得

日益重要。故首先要加大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要对流域内的机场、

铁路、高速铁路等设施进行完善，根据旅客运输人次和当地环境承载能力为界限，

合理布局交通节点。加强“济南-郑州-西安-兰州-西宁”的黄河流域东西向大通

道建设，同时提升相邻省区之间铁路、公路交通网络体系的搭建；提升省会城市

的枢纽机场建设，同时完善中上游地区的支线机场布局。另一方面，对于城市交

通的建设也要予以重视，特别是公交系统建设和城市出租车系统的布局，尽量缩

短不同区域景区之间的通行时间，提升旅客体验感。此外，对于不同类型地区应

因地制宜地提升交通承载能力，挖掘潜力，其中，山东、河南等基础水平较高地

区应重视交通集约化发展，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合力打造黄河流域文旅产业

智能化交通平台，为黄河流域整体提供技术支持；四川、内蒙古、青海、宁夏等

地质地貌和生态环境较为特殊的区域，可在现有交通基础之上，寻找合适节点区

域，加强机场等航空交通建设，避免出现因过度交通而出现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甘肃、陕西、山西等省区处于黄河流域交通枢纽节点，应继续将现有交通设施延

伸，起到连接黄河下游与黄河中上交通运输的枢纽作用。

7.3.2 搭建基于省际合作的黄河流域文旅路线

按照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在巩固提升以各自省会为核心的省级旅游客运板

块基础上，加强区域联动，进行跨地区的分工合作，充分调动域内游客积极性，

以旅游路线刺激交通设施的完善，从而提升黄河流域整体交通运输旅客周转承载

力。打通基于省际间联系的黄河文旅线路，可将黄河文旅路线细分为黄河历史文

化之旅、黄河自然风光之旅、黄河民族文化之旅和黄河红色文化之旅，其中，在

黄河历史文化之旅路线中，以济南、开封、洛阳、西安、太原、呼和浩特、包头

和兰州等历史城市为节点串联，展现黄河流域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历史风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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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自然风光之旅路线中，可以以西宁、河西五市、兰州、鄂尔多斯、三门峡、

郑州、济南、东营等以沿黄河城市为节点，穿插各种自然风景区；也可以以石窟

文化、山岳文化等文化与自然相结合的文旅资源为依托进行宣传，让旅客可以完

整的了解黄河流域各类自然风景区；在黄河流域民族文化之旅则主要是在青海、

宁夏、甘肃和内蒙古等省区中寻找节点城市，既可以让游客能够近距离的了解少

数民族生活民俗，又可以加快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黄河流域红色文化

之旅路线中，可以依托陕甘宁革命老区、南梁革命根据地和沂蒙革命老区等打通

红色旅游走廊，也可通过“红军长征路线”加强与其他省区红色文化的联系，打

造黄河流域红色旅游路线图。此外，宗教文化游、神话传说游、美食游等旅游路

线都应积极开发，同时加强整合，使游客有更丰富的旅游路线选择，对于黄河流

域客运交通潜力的开发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7.4 重视保障服务优化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

黄河流域在该环节中实力较强省区众多，其中，陕西在全国层面具有较高的

专业化程度；山东、河南和四川等省区在餐饮住宿、互联网服务场所、卫生机构

和高端服务机构数等方面的实力较为突出；而内蒙古、陕西等省区在公厕数和娱

乐场所数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实力。陕西、河南和四川三省区与流域内大部分省区

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趋势，而山东与其他省区目前还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关系。综

上来看，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生活保障与服务环节的建设可以陕西、四川和河南等

省区为主，一方面，要重视黄河流域整体基础保障性服务体系的构建，保障游客

最基础的生活服务需求，提升游客的整体体验感；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于文旅产

业服务类市场主体监管，保障游客权益。

7.4.1 构建保障性服务体系以满足游客服务需求

必要的生活服务和基层医疗设施不可或缺，无论在交通要道还是景区内部，

都应按照合理区间设置公共卫生间和基层医疗服务点。在食宿方面，一方面要满

足不同层次游客需求的同时，还要突出各地区特色，打造以各种旅游主题为主的

酒店、民宿、客栈为主的立体化住宿服务设施；另一方面，要突出不同地域有代

表性的美食，比如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美食，历史文化传统美食等等，打造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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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旅主题系列餐厅。同时，加强景区及其周边区域的游客服务中心、卫生服务

机构、停车场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布局。针对以自驾游等新型旅游模式为

主的游客群体，规划构建一批可满足其相关需求的便捷服务设施。在满足游客消

费需求方面，各级政府要保持沟通，积极开发所在地区文旅资源周边产品，建设

专门的纪念品购物店；同时，积极与相关企业进行合作，针对黄河流域不同地区

的文旅资源特征研究和开发特色旅游周边产品。

7.4.2 加强文旅市场各方权益监管保障

为了保证游客体验完整舒适的旅游服务和推动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健康发展，

必须建立黄河流域文旅产业诚信管理机制，全建立健全覆盖“食、宿、行、游、

购”等涉及所有文旅产业各环节的经营单位监管制度，并按时向社会公布相关检

查情况。建立文化旅游产业相关从业人员信息数据库和重大违规违法事件统计库，

并对收集和统计到的信息进行及时梳理总结，如有重大事件发生要及时向广大游

客进行解释说明。同时，尽快完善“流域-省域-市域-县域”多层次文旅市场综

合执法工作机制，加强对突出问题和重点地区的监管监察。积极推进以济南、太

原、西安、郑州、呼和浩特、银川、兰州、西宁、成都等省会城市为主的旅游综

合执法改革试点，保持常态化沟通，着力推进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和产业链构

建，提升文旅产业管理规范化。

7.5 稳步开拓市场提升市场规模与效益环节

在文旅产业市场开拓方面，黄河流域整体实力较弱但整体发展趋势向好。山

东、四川、陕西和内蒙古等省区在该环节综合实力较强，其中，内蒙古在文旅产

业国外市场开拓方面实力较强，四川也表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四川和山东两省

在接待游客人次、景区营业收入、高端服务收入和文化产品相关收入方面一直处

于黄河流域较高发展水平以上，陕西在上述方面也具有良好的发展趋势。同时，

陕西、山东和四川三省区与流域内大部分省区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趋势，而内蒙

古与其他省区目前还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关系。故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市场规模

与效益环节，可以由山东、四川和陕西等省区为主导进行相关建设，一方面，利

用内蒙古与四川在国际文旅市场中的知名度和山东、内蒙和陕西等省区在国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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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市场中占有率，加强省域合作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另一方面，加快

文旅产业与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提升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整体效率和效益。

7.5.1 加强省域合作开拓国内外市场

影响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市场规模与效益的因素众多，涉及到文旅产业发

展前景、配套设施建设和旅客旅游意愿等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对于旅游市场和

消费群体意愿的解读和把握。从上文分析中可知，黄河流域内大部分省区的文旅

市场开发程度仅限于本区域或周边地区；同时，黄河流域文旅市场对外整体吸引

力要明显弱于域外区域，对国际市场还有较大拓展空间。故在国内市场开拓方面，

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区要起到串联作用，转变整体发展思路，将自身文旅产业

发展融入黄河流域整体之中，与其他省区积极对接，向游客加强宣传，共享文旅

市场，进而提升黄河流域文旅市场整体规模与效益；在国际市场方面，由于各省

区差距较大，同时实力较强省区数量较少，应与域外地区进行合作，合力拉动黄

河流域文旅产业国际市场的开拓，如域内实力较强省区山东、陕西等省区加强与

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的合作，打造“大黄河流域文旅产业”，依托国际市场

占有率高的省区，以“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为主，加大对黄河流域文旅产业

的宣传，吸引游客，再以山东、陕西、内蒙古等省区为节点，深入打造适合国际

游客的文旅产品，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提升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7.5.2 加快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整体发展效益

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需要与相关产业促进良性互动，形成整体向上发展趋

势，提升收益。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要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市场效益，首先要

在对已有文旅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对周边产品进行创新开发，一方面，利用先进

技术对文化旅游产业科技赋能，另一方面，对关联产业实现文化赋能，提升产品

价值。一是以山东、四川和河南等基础较强省区为主，合理利用现有的现代化信

息技术和科学技术设施开展对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及相关产品的改造升级，着力打

造“新文旅+新技术”的产业发展体系，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

产业进行全新包装，探索黄河文化“保护+传播”的新发展方式，提升产业链价

值，促进产业发展效率，不断增强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能力、开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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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宣传能力，培育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动力。二是以甘肃、内蒙古和山西等

省区为主，继续推进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业与关联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产业整体

发展实力。着力促进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宣传推广机

构等相关机构的交流融合，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促生文旅产业新业态，提升黄河

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整体发展竞争力。

7.6 加强全面合作建设研发与推广环节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研发和推广环节整体实力较弱，且区域差距明显。其

中，山东、四川、河南和山西等省区在该环节中的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高校

数、广告经营单位数和研究与实验发展人员全年当时量等方面发展实力较为突出，

但仅有山东与流域内大部分省区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趋势，而四川、河南和山西

等与其他省区目前还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关系，仅依靠上述省份来带动整个流域该

环节的发展困难较大。故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研发和推广环节，应以北京、

天津、上海和浙江等东部地区合作构建为主，一方面，促进域内省区与域外省区

对接，打造智慧旅游联盟，另一方面，整合传媒资源实现信息互联共享，协同打

造黄河流域文旅推广体系，全面提升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研发和推广环节实力。

7.6.1 促进区域内外省区对接，打造智慧旅游联盟

进入数字化时代，5G、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新思

路，开辟新路径。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在研发和推广领域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存在

明显劣势，个别实力较强的省区在全国层面目前只处于中游阶段，虽研发和推广

能力在逐步提升，但该环节的建设和发展急需域外省区的带动和参与。提升黄河

流域文旅产业研发与推广方面实力，要统筹建设文旅科技创新体系，层次化推进，

培育文旅科技原生动力，其中，山东、四川、河南和陕西等域内实力较强省区要

积极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全国层面实力顶尖省市对接，跨区域建设黄河

流域文旅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共同培育共建创新生态；甘肃、宁夏、青海、内蒙

古等省区首先要转变发展思想，加快文旅产业基础信息化建设，支持文旅产业数

字化、网络化发展，同时，积极与山东、四川和河南等域内实力较强省区对接，

参与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中，提升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科技创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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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整体速度和深度。

7.6.2 健全黄河文旅市场全域宣传机制和推广体系

在推广方面，黄河流域各省区也应积极展开合作，同时加强对外交流，在现

有宣传手段基础之上，对各省区文旅产业特点进行梳理整合，打造黄河流域文化

旅游产业品牌效应，提高国内外知名度。首先，重视对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整

体品牌形象的设计，准确把握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整体发展内涵，并结合相关新闻

媒体对其进行适当宣传推广，运用内蒙古、陕西、四川和山东等省区目前文旅产

业知名度的辐射作用，带动提升其他省区影响力。其次，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准

确把握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客源市场。一方面，在国内市场层面，本区域文旅

市场蕴含着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最大的消费群体，另外京津冀地区、长江流域地区

和广大江南地区也是应进行大力宣传的目标区域；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层面，

应该重点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开发适合该类地区游客的旅游产品，

以扩大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的影响力。再次，黄河流域虽然积聚了全国众多的优秀

人才，拥有众多全国知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但缺乏对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整

体的研究与认识，提升该环节整体实力的当务之急是共同培养文旅产业需要的各

方人才，黄河流域地区必须在旅游人才培养方面与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等实

力强劲地区积极合作，探索专业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最后，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

的当下，应加快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相关信息平台建设进度，推动流域内各省

区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和数据共享，提升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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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对策建议

8.1 建立健全部门协同、层级明晰和覆盖面广的相关体制机制

就目前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黄河流域部分省区文旅产业发展过

程中存在过度竞争和同质化建设现象，该种现象不仅会影响到某一区域文旅产业

发展，同时对于整个黄河流域文旅产业的发展也会造成一定阻碍。故黄河流域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在区域层面统筹产业发展，深化合

作，加强对产业发展的统一指导。整合现有的各层级的文化旅游联盟，在区域层

面成立统一的、涵盖各层级的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关机构，统筹协调发

展，专门负责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的相关事宜，引导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

明确各省区在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中的定位，引导文旅产业与关联产业融合发

展，提升文旅产业的带动效应。同时，协调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各环节发展支

持力度，出台更细致、导向性更强的产业链建设政策，激励各区域文旅产业协调

发展，实现各环节协同建设和各部门协同运作。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相关体制

机制建设除要包括与文化旅游产业直接相关的内容外，还应重视突发事件应急预

警机制的建立，包括对天气预警、公共事件应急预警和相关景区人流量控制预警

等相关内容。

8.2 重视文旅产业相关支持性项目和关联产业建设

从上文分析结果中可知，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相关支持性项目，如基础设

施建设、配套服务体系和品牌建立推广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呈现出

较大的区域内的空间发展差异；同时，在住宿、餐饮和娱乐休闲等方面的关联产

业发展也呈现出类似趋势。上述现象对于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和提升

文旅产业发展整体性上会造成较大阻碍，故应加强文旅产业相关支持性项目和关

联产业建设。合理规划全流域文旅产业相关支持性项目和关联产业建设，统筹推

进黄河流域文旅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项目安排，打造与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相

适应的、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区域旅游标识，推动文化旅游产业与关联产业间相

互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构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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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8.3 优化发展环境，激发文旅产业区域自主发展能力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还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倾斜。

从目前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在全国范围层面，黄河流域文旅产业整

体发展水平保持着一定的相对优势，但是从目前文化旅游产业链各环节整体发展

现状可知，个别环节仍然处于较低发展水平，要着重加强对文旅产业中相对较弱

环节的建设支持，创造良好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激发文旅产业区域

自主发展能力。同时，提升黄河流域文旅产业自主发展能力的前提是推动相关企

业的成长和发展。一方面，龙头企业凭借着自身雄厚实力在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

展和产业链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龙头企业的带动性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度也决

定着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产业发展除了要依靠龙头企

业的带动性以外，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同样是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石，故

在激发黄河流域文旅产业发展区域自主能力时，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

各自作用。政府应给予相关支持性政策，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促进中小企业积极

参与，打造协同发展平台，整合各类闲置资源，提高产业整体发展效率，激发黄

河流域文旅产业自主发展能力。

8.4 重视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

人才队伍是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培养一支全面的高水平的文

旅产业人才队伍是促进黄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链构建的基础。黄河流域文旅产业

链的构建需要对于文旅产业各环节都有深入了解和认知的复合型人才。一方面，

要注重对于本地人才的培养，制定相关培养计划和制度，重视传统文化、新兴技

术、市场开拓与旅游专业人才队伍的融合建设；同时，在培养人才时要注重人才

培养模式，要涉及到文旅产业各个环节的各个方面，注重提升人才队伍的综合素

质能力；在开展社会化培训的同时，也应与高校展开合作，拓展高校人才培养思

路，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另一方面，还要注重人才的引进，可以

借助“一带一路”文旅产业发展平台，加强黄河流域文旅产业人才引进；对于国

内人才的引进可以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对于山东、河南、陕西等已有相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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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存量的优势省区，将相关资金、科技等支持政策进行倾斜，以项目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对于甘肃、宁夏、青海等人才队伍建设相对较弱省区，要突出需求导

向，不盲目追求与发展目标不匹配的高精尖人才，做到人才引进适应与当地文旅

产业发展相，实现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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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与兰财的 7 年之缘将尽，心中不免感慨。回

首过去，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在即将毕业的时刻，除了对校园生活的眷恋，更多

的是对在兰财的所遇、所知、所得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导师—王娟娟老师，在此，我要向我的导师致以最崇

高的敬意，感谢王老师这 7 年来对我的鼓励和指导。无论是在课堂上，对于自身

的严格要求和对学术一丝不苟；还是在生活中，对于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无不

体现着王老师严谨求实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师德。研究生三年来，从小论文写作，

到参与课题项目，再到毕业论文的撰写，王老师都给予了我无私的指导，使我的

综合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今后，我将继续以王老师为榜样，继续保持积极向上、

勇于实践、乐于助人的生活态度，不负老师对我的期望。

其次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家人，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一切都将成空。千言万

语不足以表达我对家人的感谢，我能做的就是在今后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继续

努力，成为他们心中的真正的骄傲。当然，所有经济学院的老师在这 7 年来对我

的帮助我也将铭记于心，不敢忘记。感谢老师们对我的培养，对我的关心。老师

们传授的知识都将伴随我的一生，使我终身受益。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同学、师

兄、师姐、师弟、师妹们，正因为你们的欢声笑语，我的生活更多了几缕阳光，

愿你们的未来星光闪耀，愿你们目光所及之处皆为美好。

最后，回望过去，流年似水；展望未来，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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