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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及障碍因子研究

崔茂森,刘荣庆

(青岛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266109)

摘 要: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剖析2011-2021年黄河

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演化特征及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存在空间异质性特征,

均呈现出“上游低下游高”的分布格局.2)2011-2021年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态势,耦合协调类型实现了由勉强协调

向初级协调的转变.在空间格局上,耦合协调度上游低下游高.3)生态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环境是制约其耦合协调度提

升的主要因素.黄河流域不同地区的障碍因子存在较大差异,且各障碍因子对不同地区的制约作用也有一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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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旅游方式,能有效地推进乡村发展,推动农业转型,促
进农民增收,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增长极[1].黄河流经9个省区,流域内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但是,由于滥垦滥伐、超载放牧以及掠夺式的资源开发,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再加上黄河流

域旅游业的不断发展,生活垃圾、汽车尾气排放等问题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短板[2].如何协调生态旅游与乡

村振兴的关系,实现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良性协同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当前,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指导下,学术界开

展了大量关于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学术成果主要涉及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3]、旅游

效率[4]耦合协调测度以及生态旅游与传统文化观[5]、生态文明建设[6]、“两山”兼得[7]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对

于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关系的探讨比较缺乏.从研究区域和尺度看,研究多以中观和微观尺度为主.涉
及中观区域如北京[8]、山东[9]、四川[10];微观区域如湖南凤凰县[11]、山东房干生态旅游区[12]等.对于黄河流

域省级行政单元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看,薛龙飞等[13]利用熵值法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吴俊

等[14]借助层次分析法对小城镇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黄葵[15]借助Pearson相关系数对旅游资源与乡村

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已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究视角多以中观和微观尺度为主,而对于黄河流域省级行政单元

的研究实在缺少.二是关于定量剖析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机制以及阻碍两者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的研

究比较缺乏.鉴于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黄河流域9个省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

法测度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状况,最后

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阻碍两者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以期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

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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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耦合机理

乡村振兴反映的是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5个方面的发展情况.生态旅游则是依托于森

林、沙漠和湿地公园等生态旅游目的地,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绿色旅游方式.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

两者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图1),生态旅游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而乡村振兴是生态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不竭动力.

生态旅游的发展与推进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第一,生态旅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人才返乡创业和就业,为
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此外,外来企业的生态旅游投资收益还会通过某种形式返还给当地农民,拓宽

了农民的获利渠道,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第二,生态旅游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更突出对于资源和环境

的保护,对于农村卫生厕所普及,落实厕所管理责任,健全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改善村庄公共环境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第三,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要与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深度融合.一方面,建
立生态旅游数据库,根据各地生态旅游的游客数量以及逗留时长,及时调整景区服务人员数量,保证景区安

全运营,提高了农村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加强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生态文化旅游中的应用,让美景

与文物“活”过来,游客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参与其中,丰富游客体验,增进游客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从而使农村

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弘扬.此外,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调整了产业结构,推进了农村三产的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第一,正是依托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各类农村生产要素得到

一定程度的激活.此外,在双碳目标驱动下,人才、资金和土地等要素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有助于生态旅游

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第二,建设生态宜居的村庄不可避免的涉及传承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提高农民参

与环境保护意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后期运营维护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提升生态旅游文化内涵,
改善生态环境以及生态旅游配套服务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只有解决了农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让农民

富起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才能让农民更好地参与到生态旅游中,促进生态旅游消费的持续增长.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充分考虑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遵循时代性、科学性原则,借鉴相关研究

成果[6,16-17],构建包含生态旅游资源、生态旅游环境、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和生态旅游发展基础4个准则层和

15个指标的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体系.此外,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要求出发,构建包含5个准则层和22个指

标的乡村振兴指标体系,如附录表S1所示.
2.2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是一种基于样本数据的客观评价方法,能够充分考虑各指标间的差异程度,从而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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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因素的干扰[18].本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作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的赋权方

法,评价函数

yi(tk)=∑
m

j=1
wjxij(tk)(k=1,2,…,T;i=1,2,…,n;j=1,2,…,m),

其中,wj 是第j个指标的权重;xij(tk)是第i省份在tk 时刻的第j个标准化指标值.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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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Xij(tk)}-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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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tk)}),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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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计算实对称矩阵H =∑

T

k=1
Hk 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W.最后,将特

征向量W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最终权重.
根据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评价函数得到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数yi(tk).

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系统间的协同程度,根据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评价结果,构建研究黄河流域生

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C=
y1+y2

(y1+y2)
2
,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综合协调指数T=αy1+

βy2,耦合协调度D= CT.式中,y1、y2 是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设定α=β=0.5.参考相关研究成

果,将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0,1]平均划分为10个等级,协调类型由低到高依次为极度失调、严
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19-20].
2.4 障碍度模型

为提升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对阻碍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

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计算公式Iij=1-xij,Zij=(
Iijwj

∑
n

j=1
Ijwj

).式中,Iij 是指标偏离度;Zij

是障碍度.
2.5 数据来源

相关数据来源于2012-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和A级景区名单,其中,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

进行补齐.此外,土地生产率以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值表示.

3 实证分析

3.1 生态旅游发展指数

由附录表S2可知,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指数均值由2011年的0.268上升到2019年的0.392,在2020年

下降至0.381,之后继续上升至0.401,年均增长率为4.096%,这表明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指数主要呈现上

升趋势,发展态势良好.2020年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疫情限制了大规模的人员流

动,导致旅游收入明显减少.此外,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省际平均生态旅游发展指数仅为0.342,这表明黄河流

域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分地区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黄河下游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指数均值最高(0.418),中游地区生态旅游发

展指数均值居中(0.327),上游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指数均值最低(0.316).由此可见,黄河流域生态旅游发展水

平在空间上呈现“上游低下游高”的分布格局.从省域层面来看,2011-2021年,山东的生态旅游发展指数均

值最高(0.489),甘肃的生态旅游发展指数均值最低(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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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乡村振兴发展指数

由附录表S3可知,研究期内黄河流域乡村振兴发展指数的均值持续上升,由2011年的0.331上升到

2021年的0.557,年均增长率达到5.345%.这说明黄河流域的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显著效果,乡村振兴水平明

显提高.分地区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黄河下游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最高(0.545),始终位于黄河流

域的领先水平,中游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居中(0.434),上游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最低

(0.387),这表明黄河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空间上也呈现出“上游低下游高”的分布格局.从省际层面来

看,2011-2021年,山东的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最高(0.578),宁夏的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最低(0.355).
此外,黄河流域各省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呈现出不同的增长趋势,其中年均增长率最大的省区为宁夏,其
年均增长率为7.769%.宁夏表现出较强的追赶效应,这得益于宁夏坚持围绕枸杞、葡萄酒、滩羊等特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并将发展目标任务明确到各个乡镇,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3.3 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分析

在分析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黄河流域各省区2011年、

2016年和2021年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表1).由表1可知,2011年、2016年和2021年黄河流

域省际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分别为0.534、0.617、0.681.这表明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

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系统间的作用明显增强,耦合协调类型实现了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

调的转变.
分地区来看,黄河下游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0.679),中游地区的耦合协调

度均值居中(0.605),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最低(0.583).此外,研究期内黄河上中下游地区生态旅游与

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下游地区耦合协调类型由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转变,中游地区

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上游地区耦合协调类型由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在空间格局

上,耦合协调度上游低下游高.
  从省域层面来看,2011年

只有山东达到初级协调阶段,
其余省区均属于濒临失调或勉

强协调阶段.2016年黄河流域

各省区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了不

同程度的增长,山东达到中级

协调阶段,四川、内蒙古、山西、
河南等省区均升至初级协调阶

段,其余省区仍保持勉强协调

阶段.2021年黄河流域各省区

耦合协调度持续增长,山东、河
南、四川、内蒙古达到中级协调

阶段,其余省区均保持初级协

调阶段.总体来看,黄河流域

各省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

的耦合协调度均没有达到良

好协调或优质协调阶段,两系

统耦合协调度仍有较大的上

升空间.

表1 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

Tab.1 Couplingandcoordinationgradeofeco-tourismandrural
revitalizationineachprovinceoftheYellowRiverBasin

地区 省区 2011年 2016年 2021年 时间均值

上游 青海 0.492 0.563 0.652 0.570

四川 0.580 0.654 0.744 0.658

甘肃 0.467 0.549 0.617 0.545

宁夏 0.469 0.571 0.624 0.558

地区均值 0.502 0.584 0.659 0.583

中游 内蒙古 0.528 0.639 0.712 0.630

陕西 0.513 0.597 0.658 0.591

山西 0.538 0.619 0.642 0.593

地区均值 0.526 0.618 0.671 0.605

下游 河南 0.563 0.638 0.713 0.639

山东 0.658 0.721 0.771 0.719

地区均值 0.611 0.680 0.742 0.679

全流域 地区均值 0.534 0.617 0.681 0.611

3.4 耦合协调的障碍因素分析

为精确识别影响黄河流域各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制约因素,本文采用障碍

度模型对2011年、2016年和2021年黄河流域各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子进行计

算,并筛选出障碍度排序前5位障碍因子(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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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1年、2016年和2021年黄河流域各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排序前5位障碍因子

Tab.2 Rankingoftop5obstaclefactorsinthecoordinationdegreeofecotourismandrural

revitalizationinvariousregionsoftheYellowRiverBasinin2011,2016,and2021

地区 年份
障碍因子j(障碍度/%)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第4名 第5名

上游 2011 35(4.25) 17(3.75) 1(3.67) 14(3.57) 15(3.50)

2016 35(4.31) 15(4.14) 12(3.98) 14(3.96) 1(3.85)

2021 35(5.19) 15(4.65) 14(4.30) 1(4.09) 2(4.06)

中游 2011 6(4.42) 2(4.11) 8(3.98) 20(3.74) 10(3.72)

2016 10(4.89) 8(4.85) 2(4.78) 6(4.38) 13(4.03)

2021 10(5.66) 2(5.53) 8(4.92) 13(4.84) 6(4.30)

下游 2011 30(5.20) 2(5.12) 8(4.82) 20(4.31) 5(4.23)

2016 2(5.94) 30(5.85) 8(5.70) 5(4.85) 20(4.81)

2021 10(5.98) 30(5.87) 20(5.26) 2(5.06) 8(4.92)

  频数超过5的障碍因子有2个,分别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2)和地表水资源量(8),其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面积(2)出现的次数最多,达到7次,覆盖面为77.78%.进一步观察,以上2个障碍因子分别来源于生

态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环境这2个一级指标,这说明生态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环境是制约黄河流域生态旅

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
此外,黄河流域各地区排名前5的障碍因子存在较大差异,且各障碍因子对不同地区的制约作用也有一

定的区别.分地区来看,黄河上游地区排名前5的障碍因子比较集中,主要涉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旅
游总收入(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5)、A级旅游景区量(1),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的障碍度

在研究期内始终居于首位,且障碍度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是阻碍黄河上游地区生

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制约作用进一步强化.对于黄河中游地区而言,主要障碍因子包

括空气污染物(6)、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2)、地表水资源量(8)、旅游院校学生数(10).进一步观察,空气污

染物(6)的障碍度呈现下降趋势,而旅游院校学生数(10)的障碍度呈现上升趋势,到2016年已跃升至第

1位,说明空气污染物对于黄河中游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明显下降,旅游人才的匮

乏对于黄河中游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明显加强,如何创新旅游人才队伍的建设机

制以及防止旅游人才的流失,是黄河中游地区下一步急需攻克的难题.对于黄河下游地区而言,主要障碍因

子包括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20)、美丽乡村覆盖率 (30)、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2)、地表水资

源量(8).因此,加强美丽乡村建设,稳步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和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元化保障体

系,多渠道对地表水资源进行开发和保护是下一阶段黄河下游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障碍度模型,通过构建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

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对黄河流域9个省区2011-2021年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演化特征及障

碍因子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2011-2021年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持续上升,发展态

势良好.此外,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均呈现出“上游低下游高”的分布格局.研究

期内,山东的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均值均为最高,甘肃的生态旅游发展指数均值最低,宁夏的乡村

振兴发展指数均值最低,山东拥有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2)
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态势,耦合协调类型实现了由勉强协调向初

级协调的转变,黄河流域各地区全面落实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在乡村生态环境改善以及乡村生态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是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空间格局上,耦合协调度上游低下游高.3)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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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生态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环境是制约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分地

区来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旅游院校学生数是制约黄河上游和中游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

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美丽乡村覆盖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地表水资

源量是黄河下游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4.2 建议

第一,要重视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距问题,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黄河流域是一个整体,各地区要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积极推进协商合作机制,可通过建立

信息共享平台、定期召开会议、设立专家论坛等方式加强各省区间的合作交流,从而缩小地区间协调发展差

距,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第二,各地区要立足于自身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因地制

宜,统筹推进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协调发展.就黄河上游地区而言,政府可以通过组织引导农村剩余劳

动力外出就业,吸纳低收入人口到公益岗位就业,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

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推动黄河上游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黄河中游地区应为旅游人才提供具有

竞争力的薪资和福利待遇以及通过与高校、研究机构、专业协会等开展联合培训、科研合作和实习等项目,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前来就业,从而提高生态旅游产品质量,促进黄河中游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黄河下游地区应通过加强美丽乡村建设,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元化保障体系,多渠道对地表水资源进行

开发和保护以及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制度和推动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措施,提高农村治理能力、丰富生

态旅游资源,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动黄河下游地区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附录见电子版(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3.08.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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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couplingcoordinationandobstaclefactorsofecotourism
andruralrevitalizationintheYellowRiverBasin

CuiMaosen,LiuRongqi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QingdaoAgriculturalUniversity,Qingdao266109,China)

Abstract:TakingtheYellowRiverBasinastheresearchobject,the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obstaclefactorsofthe
couplingcoordinationbetweenecologicaltourismandruralrevitalizationintheYellowRiverBasinfrom2011to2021wereana-
lyzedbyusingtheverticalandhorizontallevelingmethod,couplingcoordinationmodel,andobstaclemodel.Theresultsindi-
catethat:1)Thelevelofecotourismandruralrevitalizationdevelop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continuestorise,butthere
isspatialheterogeneity,showingadistributionpatternof"lowerupstreamandhigherdownstream".2)From2011to2021,

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ecologicaltourismandruralrevitalizationintheYellowRiverBasincontinuedtorise,

andthecouplingcoordinationtypeachievedatransformationfrombarelycoordinatedtoprimarycoordinated.Intermsofspatial

pattern,thecouplingcoordinationbetweenecologicaltourismandruralrevitalizationintheYellowRiverBasinshowsadistri-
butionpatternof"lowerupstreamandhigherdownstream".3)Theecologicaltourismresourcesandenvironmentarethemain
factorsthatconstraintheimprovementof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betweenecologicaltourismandruralrevitalizationin
theYellowRiverBasin.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obstaclefactorsindifferentregionsoftheYellowRiverBasin,

andtheconstrainingeffectsofeachobstaclefactorondifferentregionsalsohavecertaindifferences.

Keywords:YellowRiverBasin;ecotourism;ruralrevitalization;couplingcoordination
[责任编校 杨浦 刘洋]

7第2期          崔茂森,等:黄河流域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及障碍因子研究



  附 录

表S1 生态旅游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Tab.S1 Evaluationindexsystemofeco-tourismandruralrevitalization

系统 准则 指标(j) 权重 单位 指标属性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资源 A级旅游景区数(1) 0.072 个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2) 0.078 万hm2 +

森林覆盖率(3) 0.065 %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4) 0.065 m2 +

生态旅游环境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5) 0.071 % +

空气污染物(6) 0.053 万t -

地质灾害数(7) 0.038 处 -

地表水资源量(8) 0.078 亿m3 +

生态旅游发展潜力 人均村庄道路面积(9) 0.066 m2 +

旅游院校学生数(10) 0.078 人 +

城镇化率(11) 0.056 % +

生态旅游发展基础 旅行社数(12) 0.070 个 +

旅游业从业人员(13) 0.070 万人 +

旅游总收入(14) 0.071 亿元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5) 0.069 亿元 +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农业机械总动力(16) 0.049 万kW +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7) 0.050 元 +

土地生产率(18) 0.046 %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9) 0.044 % +

生态宜居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20) 0.050 % +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21) 0.042 % +

万人乡村卫生室数(22) 0.045 个 +

农村绿化覆盖率(23) 0.045 % +

用水普及率(24) 0.039 % +

乡风文明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25) 0.042 a +

农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26) 0.042 % +

全国文明村镇数(27) 0.048 个 +

乡镇文化站数(28) 0.050 个 +

治理有效 城乡居民消费比(29) 0.044 % +

美丽乡村覆盖率(30) 0.053 % +

除涝、水土流失治理面积(31) 0.047 万hm2 +

离婚率(32) 0.045 % -

生活富裕 农民人均住房面积(33) 0.048 m2 +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34) 0.044 % +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 0.046 元 +

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36) 0.041 人 -

农村恩格尔系数(37) 0.038 % -



表S2 2011-2021年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旅游发展指数

Tab.S2 Eco-tourismdevelopmentindexoftheYellowRiverBasinprovincesin2011-2021

地区 省区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时间均值

上游 青海 0.242 0.242 0.258 0.262 0.266 0.290 0.298 0.313 0.335 0.334 0.338 0.289

四川 0.358 0.382 0.361 0.378 0.387 0.430 0.457 0.506 0.537 0.507 0.536 0.440

甘肃 0.197 0.227 0.219 0.252 0.257 0.268 0.260 0.274 0.280 0.279 0.310 0.257

宁夏 0.228 0.237 0.265 0.268 0.286 0.298 0.290 0.295 0.294 0.294 0.302 0.278

地区均值 0.256 0.272 0.276 0.290 0.299 0.322 0.326 0.347 0.361 0.353 0.372 0.316

中游 内蒙古 0.281 0.306 0.350 0.367 0.384 0.400 0.415 0.424 0.421 0.415 0.436 0.382

陕西 0.221 0.238 0.266 0.284 0.297 0.327 0.344 0.365 0.380 0.362 0.378 0.315

山西 0.244 0.263 0.262 0.257 0.266 0.329 0.282 0.302 0.312 0.291 0.315 0.284

地区均值 0.249 0.269 0.293 0.303 0.316 0.352 0.347 0.364 0.371 0.356 0.376 0.327

下游 河南 0.249 0.264 0.277 0.297 0.322 0.346 0.387 0.413 0.429 0.413 0.433 0.348

山东 0.395 0.420 0.451 0.448 0.477 0.493 0.519 0.539 0.544 0.530 0.559 0.489

地区均值 0.322 0.342 0.364 0.372 0.399 0.419 0.453 0.476 0.487 0.471 0.496 0.418

全流域 地区均值 0.268 0.287 0.301 0.312 0.327 0.353 0.361 0.381 0.392 0.381 0.401 0.342

表S3 2011-2021年黄河流域各省区乡村振兴发展指数

Tab.S3 RuralrevitalizationdevelopmentindexoftheYellowRiverBasinprovincesin2011-2021

地区 省区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时间均值

上游 青海 0.257 0.268 0.326 0.339 0.346 0.353 0.380 0.416 0.446 0.492 0.518 0.376

四川 0.333 0.341 0.382 0.415 0.437 0.449 0.477 0.500 0.505 0.559 0.595 0.454

甘肃 0.254 0.270 0.317 0.330 0.353 0.355 0.372 0.390 0.418 0.451 0.480 0.363

宁夏 0.224 0.241 0.301 0.337 0.363 0.362 0.380 0.376 0.397 0.451 0.474 0.355

地区均值 0.267 0.280 0.332 0.355 0.374 0.380 0.402 0.421 0.442 0.488 0.517 0.387

中游 内蒙古 0.293 0.299 0.360 0.384 0.418 0.434 0.467 0.482 0.508 0.556 0.602 0.437

陕西 0.331 0.344 0.373 0.381 0.396 0.407 0.414 0.421 0.430 0.483 0.506 0.408

山西 0.361 0.381 0.421 0.455 0.463 0.469 0.461 0.470 0.483 0.516 0.557 0.458

地区均值 0.328 0.342 0.385 0.407 0.426 0.437 0.448 0.458 0.474 0.519 0.555 0.434

下游 河南 0.426 0.433 0.456 0.494 0.500 0.506 0.510 0.533 0.555 0.590 0.623 0.511

山东 0.502 0.514 0.539 0.570 0.591 0.578 0.586 0.595 0.602 0.625 0.661 0.578

地区均值 0.464 0.473 0.498 0.532 0.546 0.542 0.548 0.564 0.578 0.608 0.642 0.545

全流域 地区均值 0.331 0.343 0.386 0.412 0.430 0.435 0.450 0.465 0.483 0.525 0.557 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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