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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对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构建了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接着测度了京杭大运河城市带20个城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

水平，并计算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发展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各城市之间差异明显；文旅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整体协调程度

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文旅融合发展的矛盾由文化产业滞后逐渐转变为旅游产业滞后。今后，要进一

步推动京杭大运河城市带的文旅融合发展，发挥增长极城市的示范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合作，共建京

杭大运河文化品牌，促进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旅产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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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20 cities along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city belt, and calculates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
ment level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urban belt of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is increasing,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are obvious;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creases, but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de-
gree is low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unbalanced; the contradictio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gradually changes from cultural industry lag to tourism industry lag.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city belt, give play to the exemplary role of growth pole citie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ities, jointly build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cultural brand,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 city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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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加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结合，有助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并推动中华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世界上里程

最长的古代运河，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京杭大运河途经浙江、

江苏、山东、河北 4 省及天津、北京 2 市，沿线 6 省市是我国经济社会最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发展

动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大运河是流

动的文化，要统筹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文旅产业融合已经成为国家对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制

度性安排，各地政府纷纷重视文旅融合的重要价值，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目前，京杭大运河文化和旅游

产业的融合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跨区域合作困难等问题，同时学术界针对全

国层面的研究较为全面，对京杭大运河的分析还不够深入，本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京杭大运河文化

和旅游产业科学测度，探讨其内在协调机制，对推动该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文旅融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互动机制研究。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有天然的内在关联性和价值相容性，文旅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其资源、市场的边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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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模糊，两者具有一定的融合性(王建芹，2020) [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

始改变，更倾向于从具体的事物和景色中感受“精神食粮”，消费不断升级，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功能(周建标，2017) [2]。近年来，社会各界对文化和旅游产业的

定义和融合发展讨论越来越多，但是要更深入理解二者关系达到促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从多个维度

去探究，例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视角以及政治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等方面(宋瑞，2019) [3]。2) 对文旅

融合模式和实现路径的研究，包括资源融合、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功能融合(徐菲菲等，2023) [4]以及

基于空间视角的区域协作，从而构建共生共荣的互动格局(许春晓等，2018) [5]。3) 文旅融合发展政策体

系研究。文旅产业的融合需要国家和政府创新文旅融合的体制机制，从而推动文旅融合的发展，发挥其

优势(于帆等，2023) [6]。人力资源储备和培养是发展文旅融合的核心问题(张建宏，2015) [7]，4) 文旅融

合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研究，认为人才和创新(李丽等，2020) [8]、消费需求(刘安乐等，2020) [9]、政

策导向(吴丽等，2021) [10]等因素都是文化和旅游协调的重要驱动力。文旅融合的发展可以带动文化和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范周，2019) [11]。5) 对文旅融合的定量研究，

侯兵等通过建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评价指标和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文旅融合协调水平(侯兵

等，2015) [12]。洪学婷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文旅融合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洪学婷等，2020) [13]。
于秋阳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发现文旅融合发展在区域上具有空间集聚性(于秋阳等，2022) [14]。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结果，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

建议和措施，为本研究提高了很好的参考借鉴，但是目前关于京杭大运河沿线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的研究尚未见到。本文以京杭大运河沿线 20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2010~2020 年的面板数据，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两大产业的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其融合发展水平，为推动京杭大

运河沿线文化和旅游共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3.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 

3.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距离最长的古运河，它不仅充当了贯穿南北的交通要道，提供重要的运输功能，

而且成为中国南北文化与经济沟通的桥梁，大大加强了沿线城市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由不同等级、

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众多城市组成的带状的城市集群，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本文称之

为京杭大运河城市带。京杭大运河城市带一共包括 20 个地级以上城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沧州

市、衡水市，山东省的德州市、聊城市、济宁市、泰安市、枣庄市，江苏省的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

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镇江市、徐州市，浙江省的湖州市、嘉兴市和杭州市。本文选取这 20 个城市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2010~2020 年的数据，原始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的统计

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个别指标缺失值采用移动平均法补齐。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可获得性原则，构建文化和旅游两大产业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见表 1)。 

3.3. 评价模型 

3.3.1. 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本文采用综合评价模型测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公式如下： 

1,2 1
n

ij ijjU w X
=

′= ∑                                     (1)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61


林珊珊，谢守红 
 

 

DOI: 10.12677/orf.2023.136661 6708 运筹与模糊学 
 

1,2U 表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综合指数， ijw 表示系统内部各指标权重， ijX ′表示各指标评价值。

其中各指标评价值通过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重通过熵值法确定(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表 1.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 万人 0.44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 % 0.105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万册 0.179 

博物(纪念)馆数 个 0.118 

文化体育娱乐固定投资 亿元 0.108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元 0.047 

旅游产业发展 

旅游总收入 亿元 0.142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 % 0.047 

国内旅游人数 亿人次 0.233 

入境过夜旅游人数 万人次 0.235 

星级饭店数 座 0.177 

旅行社数 个 0.166 

3.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

实现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关系，可以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程度。协调度指耦合相互作用关

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它可体现出协调状况的好坏。公式如下： 

( ) ( )1 2 1 2iC U U U U= × +                                (2) 

1 2,i i i iD C T T U Uα β= × = +其中                             (3) 

在上式中， iC 为耦合度， iD 为耦合协调度， iT 为文化和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α 和 β 分别

表示为两大系统的权重系数，且 1α β+ = 。本文将文化和旅游两个系统的权重都赋值为 0.5，并且采用如

下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见表 2)。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standards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标准划分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耦合协调程度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D 值区间 耦合协调程度 

1 [0.0~0.1) 极度失调 6 [0.5~0.6) 勉强协调 

2 [0.1~0.2) 严重失调 7 [0.6~0.7) 初级协调 

3 [0.2~0.3) 中度失调 8 [0.7~0.8) 中级协调 

4 [0.3~0.4) 轻度失调 9 [0.8~0.9) 良好协调 

5 [0.4~0.5) 濒临失调 10 [0.9~1.0)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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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 

4.1.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评价 

本文使用 Matlab.R2020a 软件，计算了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指数。因为

篇幅有限，仅选取了 2010 年、2015 年和 2020 年三年的数据制作柱状图，以更加直观地表现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的变化特征(见图 1、图 2)。 
 

 
Figure 1.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urban belt of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图 1. 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Figure 2.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urban belt of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图 2. 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旅游产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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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看出，2010~2020 年大多数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都有所上升。从具体城市来看，差距很

大。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始终处于首位，2020 年的评分高达 0.971，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杭州

市次之，2020 年文化产业最高评分为 0.213。其他得分较高的还有天津市、苏州市、常州市、无锡市、

嘉兴市、湖州市、徐州市、镇江市、扬州市和济宁市，而宿迁、枣庄、聊城、德州、衡水、沧州等城市

得分很低。从省市层面来看，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和江苏省所辖城市的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而山东

省和河北省所辖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较为落后，总体评分较低。 
从图 2 看出，2010~2020 年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差异也非常显著。北京是我国的政

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旅游基础设施成熟，旅游市场规模巨大，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最高。杭州次之，

其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有天津市、苏州市、常州市、无锡市、嘉兴市、湖州市、泰安市、徐州市、镇

江市、扬州市和济宁市，而宿迁、枣庄、聊城、德州、衡水、沧州等城市发展水平很低。从纵向来看，

2010 年到 2015 年大多数城市的旅游产业综合指数是稳定上升的，而在 2020 年由于疫情爆发，旅游人数

锐减，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部分城市旅游产业综合指数有所下降。 

4.2.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评价 

接着计算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并进行阶段分类(见表 3、表 4)。由

表 3可知，2010~2020年，京杭大运河城市带 20个城市中，北京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十年的平均值为 0.775；
杭州次之，为 0.504；天津、苏州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 0.437、0.414；济宁市、泰安市、无锡市、常

州市、扬州市、镇江市、徐州市、湖州市、嘉兴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 0.2~0.4 之间，占全部城市的 45%。

而沧州、衡水、德州、聊城、枣庄、宿迁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 0.2 之下，处于严重失调状态。 
 

Table 3.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belt of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表 3. 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均值 

北京 0.718 0.729 0.749 0.758 0.754 0.766 0.782 0.774 0.778 0.827 0.893 0.775 

天津 0.391 0.384 0.398 0.421 0.414 0.429 0.443 0.469 0.460 0.542 0.459 0.437 

沧州 0.116 0.129 0.141 0.157 0.157 0.164 0.169 0.186 0.198 0.217 0.194 0.166 

衡水 0.094 0.105 0.109 0.127 0.128 0.134 0.148 0.167 0.174 0.193 0.164 0.140 

德州 0.113 0.114 0.130 0.142 0.146 0.134 0.149 0.162 0.179 0.191 0.164 0.148 

聊城 0.128 0.132 0.141 0.155 0.166 0.159 0.159 0.178 0.167 0.179 0.154 0.156 

济宁 0.208 0.211 0.232 0.242 0.235 0.267 0.251 0.276 0.298 0.314 0.266 0.255 

泰安 0.215 0.210 0.222 0.245 0.252 0.241 0.266 0.290 0.297 0.313 0.263 0.256 

枣庄 0.130 0.125 0.151 0.154 0.156 0.157 0.167 0.180 0.167 0.186 0.156 0.157 

无锡 0.292 0.313 0.332 0.316 0.314 0.319 0.333 0.346 0.357 0.357 0.296 0.325 

常州 0.241 0.247 0.275 0.274 0.280 0.288 0.297 0.299 0.307 0.317 0.291 0.283 

苏州 0.355 0.370 0.417 0.400 0.410 0.410 0.442 0.435 0.452 0.466 0.401 0.414 

淮安 0.177 0.174 0.184 0.176 0.191 0.193 0.198 0.209 0.218 0.228 0.200 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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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扬州 0.220 0.228 0.246 0.236 0.237 0.244 0.258 0.258 0.259 0.277 0.248 0.246 

镇江 0.218 0.239 0.252 0.235 0.248 0.258 0.255 0.270 0.263 0.287 0.266 0.254 

宿迁 0.106 0.116 0.147 0.137 0.145 0.139 0.151 0.164 0.168 0.191 0.170 0.149 

徐州 0.222 0.249 0.261 0.253 0.249 0.236 0.241 0.250 0.259 0.268 0.263 0.250 

杭州 0.448 0.466 0.489 0.492 0.499 0.511 0.526 0.543 0.560 0.528 0.480 0.504 

湖州 0.206 0.235 0.234 0.227 0.252 0.298 0.314 0.333 0.318 0.311 0.298 0.275 

嘉兴 0.242 0.241 0.264 0.274 0.274 0.296 0.307 0.321 0.319 0.326 0.283 0.286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urban belt 
of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表 4. 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分类 

融合等级 2010 年 2019 年 

良好协调 / 北京 

中级协调 北京 / 

勉强协调 / 天津、杭州 

濒临失调 杭州 苏州 

轻度失调 天津、苏州 济宁、泰安、无锡、常州、湖州、嘉兴 

中度失调 济宁、泰安、无锡、常州、扬州、镇江、 
徐州、湖州、嘉兴 沧州、淮安、扬州、镇江、徐州 

严重失调 沧州、德州、聊城、枣庄、宿迁 衡水、德州、聊城、枣庄、宿迁 

极度失调 衡水、淮安 / 

 
从时间趋势来看(见图 3、图 4)，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整体耦合协调度从 2010 年的 0.242 提高至 2020

年的 0.295，在 11 年内上升幅度为 22%，平均每年上升 0.4%，说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进展较

为缓慢。从单个城市来看，北京市、湖州市、天津市、沧州市、衡水市、宿迁的耦合协调度上升较快，

聊城、枣庄、无锡、淮安、扬州、杭州等城市耦合协调度上升幅度很小。 
自 2014 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为促进文旅融合，沿线各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积极建设文化带和

国家文化公园，寻求地方特色文化要素，创新文旅融合的方式，深化文旅融合的内涵，使得文化产业和

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度上升较快。但是 2019 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对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均造成了重大冲击，

除北京以外，其他城市 2020 年的耦合协调度比 2019 年都出现了下降。因此，本文分别选择 2010 年和

2019 年对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分类。可以发现，北京的耦合

协调等级从 2010 年的中级协调发展阶段上升为 2019 年的良好协调阶段，耦合协调程度遥遥领先其他城

市。其次，天津、杭州则分别由 2010 年的轻度失调、濒临失调上升到 2019 年的勉强协调。接着，苏州

由轻度失调上升到濒临失调。而其他大多数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近 10 年来尽管有所上升，但是还处于轻度

失调、中度失调、重度失调的阶段。其中，衡水、德州、聊城、枣庄、宿迁 2019 年的耦合协调度仍处于

重度失调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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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scheduling changes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urban belt of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图 3. 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变化 

 

 
Figure 4. The averag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coupling in the urban belt of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from 2010 to 2020 
图 4. 2010~2020 年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均值 

 
根据产业融合分析模型，比较各城市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综合指数并进行分类。其中 U1 表示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U2 表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当 U1 > U2 时，则表示旅游产业较滞后；当 U1 = U2，
则表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同步；若 U1 < U2，则代表文化产业发展较滞后。据此，将各城市归纳

分类并制图(图 5)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的文旅融合发展的矛盾由文化产业滞后逐渐转

变为旅游产业滞后。文化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各地重视开发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同时带动文化资源整合和文化品牌建设。而在旅游产

业方面，在与文化结合上没有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同时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旅游产业规模萎缩，旅游

需求减少，加剧了旅游供需结构的矛盾。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6661


林珊珊，谢守红 
 

 

DOI: 10.12677/orf.2023.136661 6713 运筹与模糊学 
 

 
Figure 5.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urban belt of the Beijing Hangzhou Grand 
Canal 
图 5. 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差异状况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京杭大运河城市带为研究样本，测度了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文旅产业

的耦合协调度，得出如下结论：1) 2010~2020 年京杭大运河城市带大多数城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都有

所上升，但差距很大。北京市、杭州市、天津市、苏州市、常州市、无锡市、嘉兴市等得分较高，而宿

迁、枣庄、聊城、德州、衡水、沧州等城市得分很低。2) 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现上升

趋势，但各市之间差异也非常显著，北京、杭州、天津市、苏州市、常州市、无锡市、嘉兴市等发展水

平高，而宿迁、枣庄、聊城、德州、衡水、沧州等落后。3) 近年来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整体耦合协调度有

所上升，差距同样很大，其中北京、杭州、天津、苏州、济宁市、泰安市、无锡市等耦合协调度较高，

而沧州、衡水、德州、聊城、枣庄、宿迁的耦合协调度低，处于严重失调状态。4) 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

旅融合发展的矛盾由文化产业滞后逐渐转变为旅游产业滞后。 

5.2. 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 推动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文旅融合的基础是资源

的融合，在文旅融合过程中，需要对现有的文化资源类型进行调查和整理，合理规划文化资源开发的时

间和空间秩序，而非盲目地开发。在文化开发上，应该因地制宜，挖掘本地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联

合周边城市优势互补，共同打造特色区域文化品牌，创造更高的文化附加值，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2) 发
挥增长极城市的示范作用。京杭大运河城市带在文旅产业融合上存在“增长极”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

带动周边区域的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虹吸”效应，且大部分地区的虹吸效应是大于

积极的辐射效应的。因此，要充分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北京、天津、杭州、苏州等城市应该加强与周边

城市联动和合作，共建京杭大运河文化品牌，共享文旅消费市场。合理利用增长极城市的优质资源，例

如人才、资本、信息等资源，推进文旅体系的深度融合，基于市场需求创新文旅产品，探索文旅产业融

合新业态，共同促进京杭大运河城市带文旅产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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