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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与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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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黄河流域沿线11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旅游相对优先度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以及地理

探测器等方法,对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据此构建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的影

响机制.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整体滞后于文化产业发展,上中下游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发展较为不平

衡.2)济南市、烟台市、青岛市、郑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晋中市、洛阳市等8个城市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在文旅

协调发展中起到核心增长极作用;此外,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呈现“两极化”分布状态,中下游城市属“高 高”集

聚类型,上游城市属“低 低”聚集型.3)黄河流域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受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公共预算支

出、GDP、普通高等在校生人数、专利授权数、公路里程数等因素共同影响,驱动因子协同效应呈现双因子增强和非

线性增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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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37%的旅游活动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15%的幅度增长[1],文旅融合已成为必然趋

势、时代要义.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中明确提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游带.黄河流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对进一步强化国

民文化认同、增进人民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从最初的“重文轻旅”“重旅轻文”的文旅两分家,到后来 “灵魂载体”“诗与远方”的文旅一体、互融共通

的探讨,文化与旅游逐步构建起“共生 共建 共享”的递进关系网络[2].学者们从产业关联性[3]、协同创新理

念[4]、文旅历时态演变[5]等不同视角切入,基于全国、省、市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6]、西北地区[7]、长三角地

区[8]等不同地域,融合了BP神经网络[9]、计量模型构建[10]、空间回归分析[11]、扎根理论[12]等方法,不断拓展

了协调发展动力、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等内容的研究.与此同时黄河流域文旅融合的探讨逐步深入:立足黄

河流域承载生态屏障的重要地位,探究黄河流域旅游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13];基于线性文化空间视角,
分析黄河流域各省份文化资源禀赋与旅游发展水平的耦合状况[14];此外,学者采用回归模型来探究黄河流

域九省区文旅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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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黄河文旅发展的研究多聚焦于全国大尺度范围以及省、市区域等个案案例区,而从地级市视角探讨

黄河流域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的成果则相对较少.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

背景下,研究以黄河流域9省(区)的11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协调度、旅游相对优先度、探索性空间

数据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模型与方法,分析黄河流域内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特

征并构建影响机制,以期为推动黄河流域区域城市文旅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尽可能保持行政区划单位的完整性以及文旅发展的关联性,以黄河流域涉及的115个市划为研究

区域.具体特征如下:1)景观资源丰富独特.黄河流域跨越三大地形区,流域内有高级别景区1010处,国家级

公园、国家生态功能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优质资源充裕[16].2)文化资源禀赋

突显.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黄河流域灿烂多样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海洋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非遗

文化、民俗文化等价值独特.3)旅游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据2019年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旅
游经济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旅游总收入中,青海561.33亿元、宁夏340.03亿元,均低于600亿元.山东

11087.3亿元,旅游总收入最高,约为宁夏的32倍.黄河流域独特的文化资源禀赋与其区域旅游发展存在不

均衡现象,促进文旅协调发展成为必要.

2 指标体系构建、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黄河流域浓郁的区域文化对促进区域旅游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区域旅游业发展又能反馈文化资

源,实现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增值[16].参考已有成果[8,17-18],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区域产业经济理论,遵
循可得性、科学性、合理性等原则,考虑到文化的孕育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因此,在选取文化资源指标

时,增设了生态文化指标,最终构建了包含23个指标的黄河文旅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指标类型

均为正向).
表1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evaluationindexofcultureresourceandtourismindustry

系统层 准测层 指标层 权重

文化资源 物质文化 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 0.0851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0.0433

历史文化名城数量 0.1167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量 0.1379

博物馆数量 0.0485

公共图书馆数量 0.0125

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数量 0.0529

艺术表演团体数量 0.1025

文化资源 非物质文化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0.0509

文化资源 生态文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 0.1313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数量 0.1035

系统层 准测层 指标层 权重

文化资源 生态文化 国家地质公园数量 0.0639

国家森林公园数量 0.0509

旅游产业 旅游要素 旅行社总数 0.2190

星级酒店总数 0.1010

A级景区数量 0.0926

4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 0.0779

旅游产业 旅游绩效 旅游总人数/万人 0.1175

旅游总收入/亿元 0.1689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0.1258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 0.0972

2.2 数据获取

研究采用数据来自2019年传统村落网、各地市(州)文物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
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国家地质公园名单、国家级森林公园名单;其他数据来自2020年各省、市(州)
统计年鉴,不足数据则通过市(州)的A级景区名录、星级饭店名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各类

公开数据进行补充.由于数据来自各省、市(州)年鉴,因此采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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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系统耦合度C=2
U1U2

(U1+U2)
2
,其中,U1文化资源综合评价指数,U2为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数(C,U1,

U2∈[0.1]).耦合协调度反应耦合协调水平D= CT,T=aU1+bU2,其中,T为综合评价指数,a=0.4,b=
0.6为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所占权重[9].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4个层级[8](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2 Typesofcouplingdegreeand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

C 值区间 耦合度类型 D 值区间 耦合协调度类型

0⩽C⩽0.3 恶性耦合 0<D⩽0.3 低耦合协调

0.3<C⩽0.5 拮抗阶段 0.3<D⩽0.5 中耦合协调

0.5<C⩽0.8 磨合阶段 0.5<D⩽0.8 高耦合协调

0.8<C⩽1 良性耦合 0.8<D⩽1 极耦合协调

  旅游发展相对优先度P=
U2

U1

是指区域旅游相对于文化资源超前或滞后的发展程度的测量.0<P ⩽

0.8,为旅游业发展滞后于文化资源;0.8<P⩽1.2,为旅游发展与文化资源同步;P>1.2,旅游业发展超前.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用于测量区域内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性,包

括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GlobalMoran'sI)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LocalMoran'sI).GlobalMoran'sI测量

协调发展的整体空间关联模式,LocalMoran'sI则进一步测度局部空间集聚程度,包含“高 高”“高 低”
“低 高”“低 低”4种模式.

地理探测器为识别因变量的影响因子的重要工具.其核心为探测空间分异性.其前提假设为若某个自变

量对某个因变量存在重要影响,则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也具有相似性[19].研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

影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

3 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空间差异与影响机制

3.1 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异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评价指数空间分异.黄河流域文化资源禀赋整体呈现阶梯状.晋中、烟台、洛阳、南
阳、成都、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安、延安评价指数在0.3~0.5间,位于第一梯队,处于领先地位,文化资源

丰厚.内蒙古的赤峰、呼伦贝尔,四川的广元、宜宾、甘孜藏族自治州,山西的长治、晋城、运城、忻州、临汾、吕
梁,陕西的渭南、汉中、天水、酒泉,河南的郑州、焦作,山东的济南、淄博、潍坊、济宁等城市位于第二梯队,评
价指数总体位于0.2~0.3之间.第三梯队城市的评价指数介于0.1~0.2,包括太原、大同、阳泉、呼和浩特、鄂
尔多斯、青岛、泰安、开封、平顶山、安阳、三门峡、信阳、周口、驻马店、自贡、泸州、乐山、南充、巴中、宝鸡、咸
阳、榆林、安康、兰州、武威、张掖、平凉、甘南藏族自治州、海东、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银川、吴忠

等市.其余城市则处于第四梯队,多分布于内蒙古、青海、宁夏等区域.
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区域差距明显.青岛、郑州、成都、西安的旅游评价指数在0.3~0.8间,遥遥领

先.其次是太原、呼伦贝尔、济南、烟台、潍坊、济宁、临沂、洛阳、西宁,旅游评价指数在0.2~0.3间.紧接着是

山西的大同、长治、晋中、运城、忻州、临汾、吕梁,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赤峰、鄂尔多斯,山东的淄博、泰
安、威海、日照、德州、聊城,河南的焦作、许昌、南阳、信阳,四川的泸州、绵阳、广元、乐山、南充、宜宾、雅安、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陕西的宝鸡、咸阳、渭南、汉中,甘肃的兰州、张掖、银
川,分布较散,旅游评价指数则介于0.1~0.2.其余城市的旅游评价指数则低于0.1.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度区域分异.黄河流域城市中处于磨合阶段占比9.6%,包含乌海市、德州市、
内江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庆阳市、西宁市、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石嘴山市,
其他处于良性耦合阶段.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旅游优先度空间分布.整体而言,黄河流域沿线城市大多处于中等及

01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年



以下耦合协调类型,且旅游产业滞后的城市占据较大比例.具体而论,高度耦合协调阶段的城市包含晋中、洛
阳、郑州、济南、烟台、青岛、成都、西安8个城市,占城市数量的7%,且旅游业多属于超前发展;中度耦合协

调城市占比44.3%,低度耦合协调城市占比48.7%,旅游业发展水平均滞后.
就不同区域而言,黄河流域协调度各区域整体处于低度耦合状态(附录图S1).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平均

发展水平分别为0.2855、0.2590、0.3512,下游耦合度平均水平最高,中游最低.上游城市中,平均协调度水

平由高到低为四川、青海、宁夏、甘肃.中游城市平均协调度水平上,由高到低为山西、陕西、内蒙古.下游城市

中,涌现出济南、青岛、烟台、郑州、洛阳等协调度处于高水平阶段的城市.
3.2 耦合协调的空间关联格局特征

借助OpenGeoda软件,测度黄河流域协调的的全局 Moran'sI值和标准化的Z 值,结果表明p 值为

0.006,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Z 检验.局部 Moran'sI值为0.153,Z 值为2.6965,表明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

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的局部空间关联性,发现黄河流域各地市呈正向集聚特征分布,这与

全局空间特征分析结果相一致.“低 低”型城市主要包括阿拉善盟、武威、中卫、固原、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仅阿拉善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受限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影

响,协调发展仍需要资金、技术等要素支持.“低 高”型城市主要包括阳泉、日照、济源、三门峡、商洛、雅安,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些城市呈分散化分布,靠近“高 高”城市,受其“虹吸效应”影响,反而流失了资本、技术等

资源.“高 低”型城市中,兰州、张掖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受限于周边邻近区域发展水平,无
法实现新突破,因此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的合作与协助.“高 高”型城市主要包括吕梁、临汾、泰安、济南、淄博、
潍坊、烟台、威海,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显著性检验.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
文旅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成为带动黄河流域文化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是拉动区域其

他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3.3 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识别

文化与旅游两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研究从经济发展、产业发

展、政府调控、创新驱动、人才资源、基础设施6个方面入手,选取6个影响因子进行分析(表3).按照自然断

点分级法将自变量因子划分为7个等级,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寻求耦合协调度与6个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为
进一步促进黄河流域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融合提供一定参考.结果显示,所有影响因子均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影响力排序由大到小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公共预算支出、GDP、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专利授

权数、公路里程.
表3 黄河流域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分析

Tab.3 Impactfactoranalysisof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degreeofculturalresources
andtourismindustryintheYellowRiverBasin

符号 影响因子 解释变量 指标含义 q(p) 梯度

X1 经济发展[20] GDP/亿元 旅游市场条件 0.514436(0.000) 第一梯度

X2 产业发展[21]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产业发展水平 0.530663(0.000) 第一梯度

X6 政府调控[2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政策引导支持 0.527165(0.000) 第一梯度

X3 创新驱动[18] 专利授权数 科技创新水平 0.410847(0.008) 第二梯度

X5 人才资源[9] 普通高等在校生人数 人力资本支撑度 0.479875(0.000) 第二梯度

X4 基础设施[9] 公路里程/km 可进入性 0.263257(0.000) 第三梯度

  各影响因子对协调度的解释力上呈现梯度分布特征.第一梯度上,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政府调控对耦合

协调度的解释力度大于50%.产业发展为首要驱动力.旅游业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产业的发展促

进旅游业在资源、技术、市场、功能上实现多途径融合;其次为政府调控.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加之沿线多个城

市文旅发展政策不一,因此文旅协调发展中,政策调控在统一发展理念、协调统筹资源、调控监管市场等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供给层面来说,丰富增加新业态,促进供给提质升级,
刺激市场需求.从需求层面来说,社会矛盾的转变意味着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加,越来越注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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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层次方面的消费.同时,文旅消费推动市场供给的调整优化.人才资源、创新驱动位于第二梯度上,对文

旅协调发展的解释力为40%~50%.高校持续不断地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推动创新融入文旅业态创

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过程,为区域获得竞争优势提供源源动力.第三梯度则为基础设施,解释力度为

26%.基础设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的地的可进入性,进一步拓展了文化旅游的市场空间,从而带

动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
交互探测可以识别出两个因素叠加对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力度(附录表S1),6个因素

对协调度的影响都不是独立的,而是共同作用,联合影响,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q值要强于各影响因素的单

独作用.其中,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经济驱动∩基础设施、创新驱动∩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政府调控,其交

互解释力度>70%,意味着黄河流域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产业发展型.
3.4 耦合协调的影响机制分析

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受多因素协同驱动作用影响(图1)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需求.一方面,城
市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才会吸引投资者争相投入旅游资源的开发中,进而促进市场主体合作,搭建利益主

体网络,谋求更高程度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最终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另一方面,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论,经济发展利于推动文旅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对更高层次的精神与情感需求增加,从而加大对文旅产

品的品质化、价值性内容的消费.2)产业发展完善要素配置.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意味着低碳经济渗入产业链

的程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皆有“绿色产业”、“幸福产业”之称,具有互动共生的强关联性.文化的内涵优势

与旅游的产品和市场优势等共融互促,推动资本、科技、人才、设施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利于建立文旅一体

化的绿色发展产业体系.3)基础设施优化游客体验.区域旅游发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基础设施的便捷

程度以及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市场范围,而旅游地交通的通达度又影响着游客体验.4)创新驱动产业竞争.
将创新嵌入到文化旅游价值链的重组、拓展、延长等,推动成果转化,利于抢占市场份额,赢得产业竞争的主

导权,增强产业竞争力.5)人才资源提供智力保障.文旅人才在区域规划、线路开发、品牌建构、营销宣传等内

容作用重大,更多的创意人才、高端人才、复合人才为文旅协调发展提供人力保障与智力支持.6)政府调控弥

补市场失灵.旅游产业对外部环境以及政策依赖较强,而政府干预与调控可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情况.区域

政策整合为文旅市场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整体战略规划为跨区域资源配置提供依据与遵循;市场监管

与调控落实协调发展实践.

4 结论、建议与讨论

4.1 结论

研究以黄河流域11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旅游优先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模型方法,对115个城市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影响机制进

行了探讨.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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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河流域旅游业滞后城市占据较大比例,区域产业发展不均衡.整体来看,黄河流域城市旅游优先发

展上,旅游滞后城市占比49.6%,同步发展城市占比20.9%,旅游超前城市占比29.5%,旅游业发展滞后城市

比例较大.上游、中游、下游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发展不平衡,上中游旅游滞后占比大于下游.上游城市中,旅
游滞后城市占比54.1%,同步发展城市占比12.5%,旅游超前城市占比15.6%;中游城市旅游滞后占比

56.3%,同步发展城市占比28.1%,旅游超前城市占比15.6%;下游城市旅游滞后占比41.2%,同步发展城市

占比23.5%,旅游超前城市占比为35.3%.
2)黄河流域沿线城市整体处于中度协调发展水平,核心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突显.此外,城市文旅协调发

展空间集聚出现“两极化”分布.黄河流域的平均耦合协调度为0.3225,其中,济南市、烟台市、青岛市、郑州

市、成都市、西安市、晋中市、洛阳市等8个城市,属于高水平耦合协调城市,在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中起到

核心增长极作用.不同区域范围中,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协调度平均发展水平分别为0.2855、0.2590、0.3512,
总体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下游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上游、中游.从空间关联格局特

征来看,黄河流域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呈现“两极化”分布状态,中下游城市属“高 高”集聚类型,上
游城市属“低 低”聚集型,区域集聚差异特征明显.
3)6个因素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各影响因素对文旅协调发展的解释力出现层级化特征.产业发展、政府

调控、经济发展、人才资源、创新驱动、基础设施均对协调发展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其中产业发展、政府调控、
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更为强烈,人才资源、创新驱动的影响作用有待强化.基础设施仍是黄河流域城市协调

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
4.2 建议

首先,强化地域合作交流.1)强化系统协调发展意识,将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看作国家文旅融合发展

整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依据上下游不同区域城市资源禀赋的差异,做好战略发展定位,建立统一市场文

化旅游监督管理条例;2)深化重点城市合作交流,畅通区域内部平台往来,设立智库联盟、专项课题组、旅游

机构协会等平台,开展跨区域、跨部门、跨机构、跨学科的协作,实现政策协同、产业对接、人才共建;3)加大区

域外部协作.强化河江联动、河海联动、河陆联动,构建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外贸港口、陆地交通网络紧密

互补、合作共赢的联系,实现各区域优势资源互补,共谋发展.
其次,加大文旅资源开发.一方面,大力挖掘文化资源,在注重黄河生态文化保护的同时,深度挖掘黄河

流域独特的地脉、文脉、水脉等要素,将治黄故事、名胜遗迹、民俗风情等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黄河

主题线路、黄河游乐项目、黄河名创优品、数字黄河课堂等项目与活动;另一方面,注重对上中游旅游景区景

点的宣传推广,同时积极推动下游城市文化资源的创新性转化,促进产业价值链的重构,打造独具特色品牌

的文化旅游市场,以避免同质化低水平竞争,促进旅游业提质升级.
最后,发挥核心城市辐射作用.在济南市、烟台市、青岛市、郑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晋中市、洛阳市等

8大城市中建立黄河旅游联盟,放大核心城市的资源溢出效应[22],打造黄河文旅协调新样板,充分发挥重要

核心城市连点串线、以线带面的联合带动作用,促进上中下游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助力打造知名国际黄河

文化旅游带.
4.3 讨论

研究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旅游相对优先度、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模型方法,在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

展水平的基础上,证实了核心城市在促进黄河流域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的增长极作用,明确了区域

协调发展的“两极化”特征,验证了6个因素对协调发展的驱动作用.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牵涉多个区域,
受多种因素影响.研究囿于数据可得性、完整性,仅采用了截面数据,动态展示协调发展的过程不足.未来可

深挖数据来源,增加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不同阶段的对比分析与演化进程,也可立足于黄河流域文

旅协调发展中的核心城市,进一步探讨如何发挥核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以点带线、带面,整体推动黄河流

域文化旅游协调发展.

  附录见电子版(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2.09.23.0005).

31第2期         刘凯霞,等:黄河流域文旅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与影响机制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UNWTO.ReportonTourismandCultureSynergies[R].Madrid:UNWTO,2018.
[2] 陆明明,石培华.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网络及其融合路径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1,37(3):340-348.

LUM M,SHIPH.Relationshipnetworkandindustryconvergencepathofcultureandtourism[J].ResourceDevelopment& Market,

2021,37(3):340-348.
[3] 王琪延,徐玲.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北京市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35(11):80-86.

WANGQY,XUL.ConvergenceofBeijingtourismandcultureindustry:basedontheperspectiveofindustrialrelevance[J].Researchon

EconomicsandManagement,2014,35(11):80-86.
[4] 周春波.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动力机制与协同效应[J].社会科学家,2018(2):99-103.

ZHOUCB.Dynamicmechanismandsynergeticeffectofcultureandtourismindustryintegration[J].SocialScientist,2018(2):99-103.
[5] 张朝枝,朱敏敏.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J].旅游学刊,2020,35(3):62-71.

ZHANGCZ,ZHUM M.Theintegrationofcultureandtourism:multi-understandings,variouschallengesandapproaches[J].Tourism

Tribune,2020,35(3):62-71.
[6] 袁俊,高智.珠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1):108-112.

YUANJ,GAOZ.MeasurementofintegrationdevelopmentofcultureindustryandtourismindustryinPearlRiverDelta[J].ResourceDe-

velopment& Market,2018,34(1):108-112.
[7] 汪永臻,曾刚.西北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20,40(3):234-240.

WANGYZ,ZENGG.CouplingdevelopmentofculturalindustryandtourismindustryinnorthwestChina[J].EconomicGeography,

2020,40(3):234-240.
[8] 洪学婷,黄震方,于逢荷,等.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及补偿机制[J].经济地理,2020,40(9):222-232.

HONGXT,HUANGZF,YUFH,etal.CouplingcoordinationbetweenurbanculturalresourcesandtourismindustryintheYangtze

RiverDeltaandculturalcompensation[J].EconomicGeography,2020,40(9):222-232.
[9] 孙剑锋,李世泰,纪晓萌,等.山东省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评价与优化[J].经济地理,2019,39(8):207-215.

SUNJF,LIST,JIX M,etal.Couplinganalysisandoptimizationmeasuresofculturalresourcesendowmentandtourismindustryin

Shandong[J].EconomicGeography,2019,39(8):207-215.
[10] 张琰飞,朱海英.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2,26(10):54-59.

ZHANGYF,ZHUHY.Regionaldifferencesresearchoncouplingdevelopmentoftheculturalindustriesandtourismindustry—basedon

empiricalresearchthoughprovincialpaneldata[J].EastChinaEconomicManagement,2012,26(10):54-59.
[11] 刘安乐,杨承玥,明庆忠,等.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态势及其驱动力[J].经济地理,2020,40(6):203-213.

LIUAL,YANGCY,MINGQZ,etal.Spatial-temporalcoordinationanddrivingforcesofprovincialcultureindustryandtourismindus-

tryinChina[J].EconomicGeography,2020,40(6):203-213.
[12] 赵书虹,陈婷婷.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动力解析及机理研究[J].旅游学刊,2020,35(8):81-93.

ZHAOSH,CHENTT.Dynamicanalysisandmechanismresearchoftheintergrationofculturalindustryandtourismindustryinethnic

areas[J].TourismTribune,2020,35(8):81-93.
[13] 田磊,孙凤芝,张宗斌,等.黄河流域旅游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证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1,35(7):196-202.

TIANL,SUNFZ,ZHANGZB,etal.Anempiricalstudyon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ourismandresourcesenvironmentinthe

YellowRiverBasin[J].JournalofAridLand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21,35(7):196-202.
[14] 胡炜霞,赵萍萍.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资源禀赋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研究:黄河流域沿线九省区域角度[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

37(1):177-184.

HU WX,ZHAOPP.CouplingbetweentheculturalresourceendowmentandtourismdevelopmentlevelinYellowRiverNationalCultur-

alPark[J].JournalofAridLand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23,37(1):177-184.
[15] 李月,吴贵华,冯萍.黄河流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4(1):

69-80.

LIY,WUGH,FENGP.CouplingcoordinationassessmentandinfluencingfactorsofcultureindustryandtourismindustryintheYellow

RiverBasin[J].Journalof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2021,24(1):69-80.
[16] 李冬花,张晓瑶,陆林,等.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0,40(5):70-80.

LIDH,ZHANGXY,LUL,etal.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ingfactorsofhigh-leveltouristattractionsintheYellow

RiverBasin[J].EconomicGeography,2020,40(5):70-80.
[17] 梁留科,王伟,李峰,等.河南省城市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时空变化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46(1):1-8.

LIANGLK,WANGW,LIF,etal.Developmentofspatio-temporal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ofurbanizationandtourismindustryin

Henan[J].JournalofHenanUniversity(NaturalScience),2016,46(1):1-8.

41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年



[18] 姜奎,郑群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及响应关系[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2(4):88-98.

JIANGK,ZHENGQM.CouplingcoordinationandresponserelationshipbetweentourismindustryandregionaleconomyintheYangtze

Rivereconomicbelt[J].JournalofFujianAgricultureandForestry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2019,22(4):88-98.
[19] 王劲峰,徐成东.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地理学报,2017,72(1):116-134.

WANGJF,XUCD.Geodetector:principleandprospective[J].ActaGeographicaSinica,2017,72(1):116-134.
[20] 龚熊波,杨波,黄钦,等.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旅游经济收入驱动力探析:以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湖南)为例[J].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

学学报,2021,44(6):1-9.

GONGXB,YANGB,HUANGQ,etal.Analysisonthedrivingforceofeconomicbenefitsoftourismbasedongeographicdetector:tak-

ingtheconcentratedandcontiguousdestituteareasofWulingMountaininHunanProvinceasanexample[J].JournalofNaturalScience

ofHunanNormalUniversity,2021,44(6):1-9.
[21] 覃小华,李星明,时朋飞,等.中国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J].资源科学,2022,44(1):143-155.

QINXH,LIXM,SHIPF,etal.Spatial-temporaldifferentia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tourismenvironmentalefficiencyinWestern

China[J].ResourcesScience,2022,44(1):143-155.
[22] 蒋桂莉.高铁网络视域下旅游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旅游论坛,2022,15(1):37-49.

JIANGGL.Studyonthespatialpatternoftourismeconomicrelationsanditsinfluencingfactorsfromtheperspectiveofhigh-speedrail-

waynetwork—acasestudyofZhejiangProvince[J].TourismForum,2022,15(1):37-49.

Spatialdifferentiationandinfluencingmechanismofintegrationbetween
cultureandtourismoncouplingcoordinationintheYellowRiverBasin

LiuKaixia1,2a,WangWei2a,b,ChengJinlong3,HuYujie2b

(1.CollegeofResourceEnvironmentandTourism,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2.a.CollegeofCultureIndustry

andTourism Management;b.College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alScience,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na;

3.CollegeofLandandTourism,LuoyangNormalUniversity,Luoyang471934,China)

  Abstract: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theculturalindustryandthetourismindustryisanimportantwaytopromote
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thetwoindustriestoimprovequalityandefficiency.Taking115citiesalongtheYellow
RiverBasinasexamples,theresearchusedthemethodssuchascouplingcoordinationmodel,tourismrelativeprioritymodel,

exploratoryspatialanalysisandgeographicaldetectors,tomeasur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levelofculturalresourcesand
tourismindustryintheYellowRiverBasin.Thisstudyanalyzedthespatialcorrelationcharacteristicsandspatialdifferentiation
driversleadingto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Theresultsindicatethat:1)Eightcities,includingJi-
nan,Yantai,Qingdao,Zhengzhou,Chengdu,Xi'an,JinzhongandLuoyangareinthestageofhigh-levelcouplingandcoordina-
tion,andplayacoregrowthrolein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culturaltourismintheYellowRiverBasin.Thelevelofco-
ordinateddevelopmentindifferentregionsisnotobvious,butthelevelofcoordinateddevelopmentofdownstreamculturalre-
sourcesandtourismindustryis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upstreamandmiddlereaches.2)Theoverallleveloftourismde-
velop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lagsbehindthelevelofculturalindustrydevelopment,andtheregionalupper,middleand
lowerreachesofculturalresourcesandtourismindustrydevelopmentlevelsarerelativelyunbalanced.3)Thecoordinateddevel-
opmentofculturalresourcesandtourismindustryintheYellowRiverBasinshowsa"polarized"distributionstate,withthe
middleandlowerreachesofthecitybelongingtothe"high-high"agglomerationtype,andtheupstreamcitiesbelongingtothe
"low-low"agglomerationtype,andtheregionalagglomerationdifferencecharacteristicsareobvious.4)Factorssuchasthe

grossdomesticproductofthetertiaryindustry,publicbudgetexpenditure,GDP,thenumberofordinaryhighereducation
students,thenumberofpatentsgranted,andthenumberofhighwaymileshaveasignificantimpactonthecoordinateddevel-
opmentlevel.

Keywords:integrationofcultureandtourism;couplingcoordination;spatialdifferentiation;influencingmechanism;
YellowRiver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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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表S1 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Tab.S1 Theinteractionoftwoinfluencingfactorsonthedegreeofcouplingcoordination

交互变量 交互值 对比值 交互结果

X1∩X2 0.576615 >max(X1,X2)=0.530663 双因子增强

X1∩X3 0.610797 >max(X1,X3)=0.514436 双因子增强

X1∩X4 0.737872 >max(X1,X4)=0.514436 双因子增强

X1∩X5 0.621486 >max(X1,X5)=0.514436 双因子增强

X1∩X6 0.677983 >max(X1,X6)=0.527165 双因子增强

X2∩X3 0.583442 >max(X2,X3)=0.514436 双因子增强

X2∩X4 0.765233 >max(X2,X4)=0.530663 双因子增强

X2∩X5 0.637182 >max(X2,X5)=0.530663 双因子增强

X2∩X6 0.662164 >max(X2,X6)=0.530663 双因子增强

X3∩X4 0.733952 >max(X3,X4)=0.410847 双因子增强

X3∩X5 0.613643 >max(X3,X4)=0.479875 双因子增强

X3∩X6 0.648969 >max(X3,X6)=0.527165 双因子增强

X4∩X5 0.698002 >max(X4,X5)=0.479875 双因子增强

X4∩X6 0.717719 >max(X4,X6)=0.527165 双因子增强

X5∩X6 0.682713 >max(X5,X6)=0.527165 双因子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