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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产业融合理论构建区域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以成都市

为例，对其2015年至2019年的乡村旅游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正处

于提质升级阶段，乡村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的趋势。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是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的基础，在社会经济稳定运行的情况下，提升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水平、变革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推进乡村

社会现代化发展、做好乡村人才建设、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等措施对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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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in-
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
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engdu from 2015 to 2019 by taking the city as an example through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engdu is in 
the stage of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will become 
the trend in the future. In the fu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re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t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oper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dustry to improve the rural tourism product supply level, change the r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ways,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development, perfect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of 
rural talents and impro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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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发展乡村旅游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路径，此过程中旅游与其他产业

及区域特色文化的融合也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基于乡村旅游所形成的产业融合形式正处于不断的创新发

展中，促使产业融合度深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进一步明晰其中具体因素作用机制，是提升产业融合

水平的重要前提。成都市乡村旅游发展处于全国上游水平，近年来成就斐然。当前成都市乡村旅游呈现

产、学、研等协同创新发展的趋势，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正处于新的时期，因此，探究影响乡村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展现因素与系统的关联程度，本研究立

足前人基础，科学选取影响因素，以产业融合理论为指导设计评价指标模型，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加

以分析，以期明确相关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并针对性提出发展建议。 

2. 研究综述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综述 

当前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已经逐步展开，乡村旅游产业从形成机制上看是由农业与旅游业结

合形成的交叉型产业，是要以农业为基础的[1]。在新的技术和管理环境下，产业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而

形成新的产业融合发展的形式[2]，乡村旅游的产业融合也是基于此进行的。乡村旅游产业融合能够形成

网络链接，将旅游活动与当地产业和文化等联系起来，促进乡村体系的可持续发展[3]。在此过程中将原

有的产业发展形式与旅游的六要素结合，不断延长产业链，以提升产品价值[4]，同时也可以在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中融合不同产业的发展元素，形成互相补充的状态[5]。乡村地区的文化和产业是融合发展的基

础，厚重且多样的文化可以形成多种形式的乡村文化旅游产品[6] [7]，而农业与旅游的融合则能够形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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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实的基础[8]。 
深入了解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状态，要以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为基础，结合融合发展的

路径和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究。宏观上注重于乡村旅游与其他旅游形式的融合，中观上从产业链上入手，

微观上研究产业产品形式[9]。总体而言，对乡村旅游产业的研究逐步在向产业融合方面深入，但基于融

合发展状态测评的研究还有待丰富。为此，本研究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入手，结合前人研究经验和产

业融合发展相关理论，选取影响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的关键因素，采取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加以测算分析，

对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2.2. 灰色关联分析法 

在一个系统中的因素与因素之间，随着某些变量的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情况称为关联度。若在

变化过程中，因素与因素之间变化呈现一致性则关联度高，反之关联度低，因素之间的变化所呈现的相

似程度则为“灰色关联度”[10]。 
该方法对数据要求不高，相关计算量较少，能够以数值关系展现因素之间的联系情况，适合系统动

态变化历程的分析。与其他产业广泛联系是旅游业的基础特征，乡村旅游与农业、文化以及地方其他特

色产业联系度紧密，该方法可以较好地适用于乡村旅游产业之间的发展情况研究。 
在计算时应选定参考数列，从而形成新的参考矩阵，设该参考矩阵为 Y (n, m)，此矩阵值均为最优值。

对已经进行收集数据后形成的矩阵设为 X (n, m)，并利用均值法将该矩阵无量纲化。之后逐个计算参考矩

阵元素 y (n, m)与无量纲化后的元素 x (n, m)的绝对差值，确定两极最小差和最大差，并在通常条件下，

取 ρ值为 0.5 的条件下计算关联系数 ζ，根据计算出的 ζ值进一步计算 ri值，对 ri进行大小判断可确定所

对应的指标与系统的关联度。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概况 

成都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地貌环境多样，平原、丘陵、山地约各占三分之一，气候差异显著，区

域内乡村旅游发展有着极其优越的条件。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逐步兴起，

成为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排头兵，在其发展水平、规模、经济总量及增速上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近年

来，其乡村旅游逐步实现了从单一的休闲观光到集农业体验、科普研学、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特色运

动、美食旅游等多种方式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的转变。2019 年成都市乡村旅游人数达到 1.32 亿次，收入

489 亿元，保持多年持续增长，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乡村地区在餐饮服务、农产品加工、交

通运输等方面都实现了联动发展，带动相关就业人数达到 200 万人以上，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加深，促

进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乡村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11]。当前成都市乡村旅游正处于融合发展

阶段，将进一步实现乡村旅游品质化和文创化发展，加深与文化、康养、教育、体育等方面融合，强化

旅游体验，打造国际化旅游品牌。 

3.2. 评价设计 

产业融合是一种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发展的过程，产业融合会使得

不同产业之间的边界逐步消失并形成新的业态和产业增长点[12]。乡村旅游天然地具有产业融合的特性，

乡村地区特色产业和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旅游业是乡村地区特色资源的应用表达。乡村旅游在

强调旅游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作出反应，其中涉及整体发展环境、产业基础状态、

产品供给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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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旅游在产业融合的社会经济条件、发展基础环境、发展产品供给、发展保障

支持四个方面着手，进一步细化形成较为完善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准则层和指标要素层组成，其

中准则层指标 4 个，指标要素层指标 15 个。该指标体系是基于产业融合理论对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

内在逻辑提出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符合产业融合的一般判断，具体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of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表 1. 乡村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 

准则层 指标要素层 指标意义 

融合社会经济条件 

C1 地区 GDP 影响乡村旅游基础市场环境，是首要因素 

C2 城镇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支出 影响到乡村旅游人均消费水平 

C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影响到乡村旅游消费的上限 

融合发展基础环境 

C4 人均道路面积 

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设施、乡村地区 
产业水平等造成影响 

C5 城镇化率 

C6 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C7 通宽带村数 

C8 乡村地区用电量 

融合发展产品供给 

C9 市本级相关规划数量 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引导造成影响 

C10 乡村 A 级旅游景区数量 

影响乡村旅游产品供给和服务保障 C11 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较上年增长 

C12 旅行社数量 

融合发展保障支持 

C13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乡村地区受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及反馈 

C14 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 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影响到乡村旅游 
产业的发展 

C15 农村地区从业人员数量 旅游产业融合的参与主体和直接受益者 
[13]，影响乡村旅游人力资源状况 

3.3. 数据收集 

2020 年以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旅游业发展明显不符合常规年份状态，本研究基于现实情况选

取 2015 年至 2019 年成都市乡村旅游数据。相关数据以成都市当年统计年鉴、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统计

公报、成都市文化和广电旅游局工作总结、成都市本级财政决算报告、成都市相关政府部门公告信息等

相关统计数据、信息公告等文件中所公开披露数据为准，数据来源真实可靠，可有效支撑本研究的过程

和结论。按照指标内容进行数据收集后形成相应的原始数据表，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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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Original data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in Chengdu 
表 2. 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原始数据表 

指标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C1 地区 GDP(亿元) 10,801.2 12,170.2 13,889.39 15,698.94 17013 

C2 城镇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支出(元) 2175.30 2392.03 2750.19 2908.76 3213.98 

C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3,476 35,902 38,918 42,128 45,878 

C4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14.78 14.62 13.89 14.06 14.2 

C5 城镇化率(百分比) 71.47 70.62 71.85 73.12 74.41 

C6 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元) 2305.5 2542.1 2697.1 1427.5 1271.91 

C7 通宽带村数(个) 2379 2950 3084 3112 3160 

C8 乡村地区用电量(万千瓦/时) 321,190 363,262 366,457 371,510 380,265 

C9 市本级相关规划数量(个) 1 1 1 1 1 

C10 乡村 A 级旅游景区数量(个) 44 46 54 58 64 

C11 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较上年增长(个) 8 13 10 0 4 

C12 旅行社数量(个) 406 466 527 628 648 

C13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7,690 18,605 20,298 22135 24,357 

C14 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元) 5438 6062 6202 6536 6743 

C15 农村地区从业人员数量(万人) 375.94 377.42 427.61 427.16 410.17 

4. 实证分析与结论 

4.1. 灰色关联度数据计算 

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时需要设置参考数列和对比数列。选取对应年份的成都市乡村旅游总收入(单位：

亿元)为参考数列设为 x0，作为参考数列；原指标 C1~C15 分别设为 X1~X15，作为比较数列，以此形成成

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见表 3。 
 

Table 3. Reference series and comparison series of r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engdu 
表 3. 成都市乡村旅游融合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表 

指标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X0 200.06 206.91 327.69 393.9 489 

X1 10,801.2 12,170.2 13,889.39 15,698.94 17,013 

X2 2175.30 2392.03 2750.19 2908.76 3213.98 

X3 33,476 35,902 38,918 42,128 45,878 

X4 14.78 14.62 13.89 14.06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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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X5 71.47 70.62 71.85 73.12 74.41 

X6 2305.5 2542.1 2697.1 1427.5 1271.91 

X7 2379 2950 3084 3112 3160 

X8 321,190 363,262 366,457 371,510 380,265 

X9 1 1 1 1 1 

X10 44 46 54 58 64 

X11 8 13 10 0 4 

X12 406 466 527 628 648 

X13 17,690 18,605 20,298 22,135 24,357 

X14 5438 6062 6202 6536 6743 

X15 375.94 377.42 427.61 427.16 410.17 

 
设表 3 数据表格为矩阵 X，并对矩阵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 
根据公式： ( )0x x xi∆ = − ，求得初始值矩阵中 X1~X15行与 X0行个元素对应绝对差值，以此形成新

的灰色关联绝对值序列矩阵，见表 4。 
 

Table 4. Absolute value sequence matrix of Chengdu rural tourism fusion grey correlation 
表 4. 成都市乡村旅游融合灰色关联绝对值序列矩阵 

X1 0 0.0925 0.3520 0.5155 0.8692 

X2 0 0.0654 0.3520 0.6317 0.9668 

X3 0 0.0382 0.4754 0.7105 0.9668 

X4 0 0.0451 0.6982 1.0176 1.4835 

X5 0 0.0461 0.6982 0.9458 1.4031 

X6 0 0.0684 0.4681 1.3497 1.8926 

X7 0 0.2058 0.3416 0.6608 1.1160 

X8 0 0.0967 0.3416 0.8122 1.2603 

X9 0 0.0342 0.6380 0.9689 1.2603 

X10 0 0.1946 0.4107 0.6507 0.9897 

X11 0 0.5908 0.2273 1.0000 1.9443 

X12 0 0.1135 0.3399 0.4221 1.9443 

X13 0 0.0175 0.4905 0.7176 1.0674 

X14 0 0.0805 0.4905 0.7670 1.2043 

X15 0 0.0303 0.5005 0.8327 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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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两极最大差 M 为 1.9443，最小差 m 为 0。 
根据公式： ( ) ( )0k ix m M x x Mρ ρ= + × − + × ，通常情况取 ρ值为 0.5 计算，进一步求得各指标的关

联系数，见表 5。 
 

Table 5. Gre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engdu 
表 5. 成都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灰色关联系数矩阵 

X1 1 0.9131 0.7342 0.6535 0.5280 

X2 1 0.9370 0.7342 0.6061 0.5014 

X3 1 0.9622 0.6716 0.5777 0.5014 

X4 1 0.9557 0.5820 0.4886 0.3959 

X5 1 0.9547 0.5820 0.5069 0.4093 

X6 1 0.9343 0.6750 0.4187 0.3393 

X7 1 0.8253 0.7400 0.5953 0.4656 

X8 1 0.9095 0.7400 0.5448 0.4355 

X9 1 0.9660 0.6038 0.5008 0.4355 

X10 1 0.8332 0.7030 0.5990 0.4955 

X11 1 0.6220 0.8105 0.4929 0.3333 

X12 1 0.8955 0.7409 0.6973 0.3333 

X13 1 0.9823 0.6646 0.5753 0.4766 

X14 1 0.9235 0.6646 0.5590 0.4467 

X15 1 0.9698 0.6601 0.5386 0.4467 

 
根据公式： ( ) ( )11 ,k in x xγ = ∑ ，计算出各指标对应的灰色关联度，并做出灰色关联度排序，见表 6。 
 

Table 6.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and ranking result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engdu 
表 6. 成都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灰色关联度与排序结果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关联度 0.7657 0.7557 0.7426 0.6844 0.6906 0.6735 0.7252 0.7260 

排序 1 2 3 13 12 14 8 7 

指标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关联度 0.7012 0.7262 0.6518 0.7334 0.7398 0.7188 0.7230  

排序 11 6 15 5 4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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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果分析 

通过对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后的结果表明(表 6)，该评价模型指标关联度均

大于 0.5，说明所选取的指标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其中关联度大于 0.7 的因素有 10 项，其余因素关联

度也在 0.65 之上，各项因素均能对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地区 GDP、城镇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项融合发展的社会经

济条件因素最为显著，说明地区经济水平发展状况对产业融合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农村人均可支

配收入紧随其后，进一步佐证了该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的融合度将进一步提升。 
旅行社数量、乡村 A 级旅游景区数量两项影响因素属于融合发展的产品供给内容，说明近年来成都

市乡村旅游产品供给能力在不断地提升。市本级相关规划数量、乡村旅游示范点数量较上年增长个数在

统计数据中显示变化较为平稳，说明对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引导以及在品牌创建方面已经较为成

熟，所产生的影响效果有限。 
乡村地区用电量、通宽带村数两项因素旨在说明乡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对乡村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乡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会影响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情况，表明了推进乡

村现代化发展的必要性。城镇化率、人均道路面积两项影响因素的关联度系数均小于 0.7，说明成都市大

部分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能够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乡村旅游发展的物质基础

已经实现进一步夯实。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在统计数据中显示处于下降的趋势，说明乡村地区传统

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在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即是产业融合带来的，也能够反向作用于产业融合。 
农村地区从业人员数量、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两项因素是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力支撑条件的

表现。两项影响因素的排名处于基础设施类影响因素和产品供给类影响因素之间，说明成都市乡村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正处于软件升级阶段，人力资源和相关基础农业产业的发展状况在硬件条件满足的基础上，

未来影响力将进一步凸显，保障乡村人才供给、推进乡村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未来提升乡村旅游融

合发展水平的重点工作内容。 

5. 发展建议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对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社会

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未来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会进一步提升。同时根据分析结果，提

出以下相关发展建议。 

5.1. 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强化产业融合发展环境 

产业发展状况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在社会经

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未来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较长时间的新冠疫情

影响下已经逐步摸索出相应的应对模式，立足于当前发展环境，积极根据现实情况调整应对政策，保障

社会经济稳定运行和发展，逐步推进旅游业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依托“三城三都”建设，从文化创新、

消费引领、行业优化等多方面稳步提升成都市城市发展水平，借力重点项目和品牌建设推动资源有效流

动，打造美好生活的城市样本。着眼于乡村地区发展环境上，强化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乡

村地区治理工作，鼓励社会资源向乡村地区流动，构建乡村服务保障机制，完善乡村社会经济运行机制，

落实好撤乡并镇“活化工程”推进工作，做好乡村地区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十四五”期间，乡

村发展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根据成都市实际情况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做好“三农

工作”，保持乡村社会稳定，不断强化乡村地区发展基础，为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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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5.2. 深入挖掘地区特色资源，提升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当前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正处于提质升级阶段，重点在于提升乡村旅游产

品的供给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快对高品质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一是依托于成都市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

工作成果，以优质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为基础，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品质化乡村旅游产品，形成完善

健全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同时依托于高品质山水、林盘、特色街区、公园、绿道、园区、蓝网等优质

资源，打造全新的乡村旅游消费场景和融合发展模式，进一步推进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二是做好地区

特色化旅游开发，做好“十四五”期间旅游发展顶层设计，打造品质化旅游景区，大力发展夜间消费，

依托优质资源打造乡村旅游夜间消费集聚区，并积极按照省级乡村旅游品牌标准积极提升和申报，持续

扩大成都市乡村旅游地区影响力。三是加强旅游服务供给，做好旅游公共服务提升工作，打造好乡村旅

游消费新空间，不断强化智慧旅游、旅游管理系统建设，以及开发面向游客端的旅游服务 APP 及微信小

程序等，提升乡村旅游供给水平。 

5.3. 引导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提升乡村现代化发展水平 

研究表明乡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能够对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起到正向刺激。乡村社会现代

化发展是一项长期工作，重点在于引导城市资源向乡村地区流动，践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打破

城乡二元壁垒，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深入乡村社会调研，针对当前成都市乡村发展的薄弱点，有针对

性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改造，做好乡村地区生产生活用水供给改造、道路建

设、垃圾转运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依托“十四五”规划，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和县域基础设施

补短板专项行动、乡村广播电视和网络覆盖工程，推进“四好公路”建设，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持

续扩大电子商务覆盖面，构建乡村地区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及加快推广绿色能源等方式，积极鼓励有条件

的区域培育新型小城镇综合体、川西林盘等特色乡村发展形态，进一步推进乡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

革。引导城市产业资源向乡村地区转移，在城乡结合地区和有条件乡村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形成新的乡

村地区产业发展带动点和增长点，推进现代化产业生产方式与乡村地区的融合发展，为乡村旅游发展提

供更为深厚的基础。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依托成都市旅游轨道交通环线、市域快速路网体系、

跨区域旅游交通网、游客服务中心、景区道路等建设，提升市域内居民及游客出行便捷度，夯实农村现

代化发展基础。 

5.4.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人才是乡村发展的动能，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农业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基础。从上述分析可知，

当前成都市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硬件基础已经实现初步夯实与提升，建设复合型乡村建设人才队伍、

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将成为未来工作重点。一方面要做好乡村人才供给，加快引进高水平乡村发展

人才，联合高校和相关机构进行人才培养，激活乡村人才内生机制，构建起服务于乡村旅游产业，亦能

支持乡村地区管理的懂乡村、懂农业、爱农民、会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人才队伍，推进新乡贤文化

建设，持续培养本土人才，引进符合区域发展定位的“新村民”。另一方面需要做好农业现代化建设，

利用数字技术、互利网、物联网等技术赋能农业发展，强化相关经营管理人才的现代化生产和管理技能

培养，以人为本，变革农业经营管理方式。依托人才与相关硬软件升级，积极发展智慧农业、智慧乡村

旅游、智慧乡村文化等，优化乡村地区产业发展环境，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天府建设。通过人才和产

业两方面的强化，夯实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基础，为乡村旅游产业融合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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