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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东北要把握战略机遇，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借力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新时代东北全方位振兴正如火如

荼的开展着，黑龙江省必须解放思想，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充分借助周边省市力量，形成向前发展的

合力。本文基于协同理论结合黑龙江省实际情况，以旅游产业为切入点分析黑龙江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现状，设计出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性机制，以期为东北经济全面振兴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关键词 

东北振兴，旅游产业，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机制 

 
 

Research on the Synergy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ourism Industry between 
Northeast China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Synergy Theory 

Dongke Lv1, Yuqi Wang1*, Xiaofei Zha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Hebei 
2School of Management, Northeast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Hebei 

 
 
Received: Feb. 9th, 2021; accepted: Mar. 8th, 2021; published: Mar. 16th, 2021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2022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2022
http://www.hanspub.org


吕东珂 等 
 

 

DOI: 10.12677/sd.2021.112022 196 可持续发展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learly pointed out at the 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Symposium that 
the Northeast must seiz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
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is in full swing in the new 
era. Heilongjiang Province must emancipate the mind, seize the opportunity, catch up,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strength of surrounding provinces and cities to form a joint force for forward de-
velopment. Based on the synergy theory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is ar-
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from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designs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for re-
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oping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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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8 年 9 月，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

作为依托，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

的对接和交流合作，使南北互动起来。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成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应

有之义。全域旅游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旅游业成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强化区域协同的重要抓手。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省如何突破地域限制，构建与京津冀地区有效的协同发展机制，

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所带来的辐射效用促进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区域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哈肯的协同理论 

哈肯最早提出协同理论，他根据组织的进化形式，将组织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1]。他组织是指其

运行需要外部指令来实施。与之相对的是自组织，它不需要外部指令，而是依靠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则，

有条不紊地自动地形成运行指令，是高级组织的存在，如生命系统和社会系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自

组织理论开始建立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论。这一理论以复杂的自组织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

研究这些组织如何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自组织理论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耗散结构理论

(Dissipative Structure)、协同学(Synergertios)、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基于协同理论以及旅游产业的

特点，本文认为区域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包含三个层面的协同：一是不同区域间旅游产业的横向协同，

二是同一区域内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横向协同，三是旅游产业内部不同要素的纵向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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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巴纳德的系统组织理论 

巴纳德认为，社会的各级组织包括军事的、宗教的、学术的、企业的等多种类型的组织都是一个协

作的系统，这些协作组织是正式组织，巴纳德认为组织不论大小，其存在和发展都必须具备 3 个条件，

即明确的目标、协作的意愿和良好的沟通。他对组织合作的研究标明，合作共生是实现组织目标和促进

各方行为一致协同的基本活动。联盟的组织共生行为，会形成自组织和他组织主导的内外协同机制，而

这种机制又会促进不同的合作共生生态[2]。联盟协同机制是指在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互动

作用下，所形成促使联盟成员在目标和行为上具有协调性、一致性与连续性的自行运行体系(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表 1. 自组织与他组织及其内外协同机制比较 

组织类型 
差异与联系 

自组织结构与行为 
(内在协同机制) 

他组织结构与行为 
(外在协同机制) 

动力 内力；内在纽带凝聚 外力；外在权利或指令驱动 

结构 平行型结构 层级型结构 

要素 成员；规则；目标 指令；环境；秩序 

特性 自我优化自然型，长期的自发力， 
自循环内部单元间交换 外在约束计划型，相对短期的；内外系统界面交换 

机制 系统机制；协调，拉动型 牵制机制；控制，推动型 

目标 稳定性；组织内目标行为一致 发展性；整体结构协同 

两者联系 

结构上，任何组织相对外界都是个相对独立的自组织，而外界各类组织相对来说都是他组织。组织

功能方面，自组织是组织内力的作用促进组织完善的过程，他组织是组织的外力；在现实中，任何

一个组织的稳定与发展是自组织与他组织交互作用的结果；当自组织与他组织目标与行为一致的时

候，自组织与他组织形成协同合力，形成协同机制。当自组织因素促进组织内要素目标与行为形成

一致，自组织内在协同机制形成，并不断完善组织功能；自组织协同机制形成与维持及其发展，不

仅仅是自组织内力作用结果，同时也存在他组织的资源或信息引导与约束。 

 
从自组织与他组织视角看，联盟的协同包括内在协同与外在协同，内在协同就是联盟组织各成员之

间的自然协同，同时也是由于联盟组织内在要素作用而形成的协同。外在协同是指联盟组织与外部相关

体形成的协同，同时也是由于外在要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协同。联盟组织的建立、成长、发展、成熟和衰

落及终止解散，遵循组织生命体的基本规律而变化，这些运行变化一定是在内外要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图 1)。 
 

 
Figure 1. The internal collaboration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the external 
collaboration of other organizations 
图 1. 自组织内部协同与他组织外部协同关系 

 
联盟所形成的协同包括初级协同，即联盟中一般的基础的活动协作；中级协同，即信用监督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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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形成；高级协同，即协同一体化，形成股份合作集团。协同机制一旦建立起来，联盟也会趋于稳定，

随着协同机制的不断完善，联盟的成长性会得到提升，联盟品牌资产和成员品牌资产会得到增值(图 2)。 
 

 
Figure 2. The consistency and asynchrony of the alliance growth cycle and the collaborative 
symbiosis mechanism 
图 2. 联盟成长周期与协同共生机制的一致性和不同步性 

3. 黑龙江省与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的可行性 

3.1. “互联网+”为区域旅游协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随着“互联网+”的概念深入人心，智慧旅游正在全国各地快速推进。目前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共有

18 个，其他各省市也纷纷启动智慧旅游建设。2019 年 9 月，黑龙江省哈尔滨新区大数据中心正式成立，

大数据中心可以实现信息共享，旅游消费行为特征的识别和分析，为黑龙江省有效对接京津冀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支撑。 
基于“互联网+”的协同理念将大大节约实践和空间成本，推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主

要体现在：一是横向的网络协同，通过智能旅游网络将黑龙江省、东北区域和京津冀地区有效地联系在

一起，实行旅游资源、客流、信息共享，实现同一时间内不同区域的资源利用最大化[3]。二是纵向的网

络协同，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旅游企业、旅行辅助人和游客形成上下游纵向协同闭环，利用大数据不

断获取和学习旅游者消费习惯，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改善旅游产业运行状态。 

3.2. 全域旅游成为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重要契机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全域旅游正式上升为国家

战略，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有效促使东北与京津冀形成共识，开展实质性的协同合作。作

为区域发展的新引擎，全域旅游无疑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展全域旅游，拓展区域旅游

发展空间，构建旅游产业新体系，培育旅游市场新主体和消费新热点，有利于创新金融产品，盘活旅游

资产；有利于按旅游人口需求创新公共服务设施设计和建设规划。有利于统筹域内各类资源，进行高效

配置。 

3.3. 旅游资源的整体性和互补性为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黑龙江省旅游资源最为突出的就是森林和冰雪旅游资源。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达 2128 万 hm2，是全国

最大的天然林区，全省森林覆盖率为 42.39%，是天然的森林氧吧，具有开展森林旅游休闲康养丰富的资

源优势。黑龙江省的冰雪资源总量全国第一，是中国冰雪资源最丰富的省份[4]。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

及多年来的文化积淀拥有丰富的自然冰雪资源和人文冰雪景观，为冰雪旅游的开展提供广阔的空间。除此

之外，中俄边境异域风情、现代化的生态农业、凉爽宜人的气候条件都成为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丰富多彩的龙江旅游资源与京津冀旅游资源形成鲜明的互补，尤其是黑龙江省夏季凉爽的气候条件

和冬季的冰雪旅游对京津冀游客产生强烈吸引，为我省与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提供可能和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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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龙江省与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面临的瓶颈 

4.1. 区域间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被提出后，京津冀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基于政策支持和地缘优势，

发展迅速[5]。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近些年经济发展缓慢，与京津冀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据 2018
年数据显示，京津冀区域总产值高达 85,139.89 亿元，而东北三省区域总产值(56,751.59 亿元)仅为京津冀

的 67%。旅游产业方面，2018 年京津冀旅游总收入为 16396 亿元，黑龙江省旅游收入为 2244 亿元，约

占京津冀的 14%，区域间产业发展差距之大可见一斑[6]。 

4.2. 缺乏产业协同合作的有效政府协调机制 

促进黑龙江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本质上是要形成一个互惠互融的经济圈。黑龙江省充分利用京津

冀强大的辐射效应，依靠先进的互联网、交通网和政府间合作实现协同发展。但现实合作中，由于东北

与京津冀区域旅游市场规模发展不平衡，导致区域互利机制难以有效形成，即京津冀旅游对黑龙江省的

旅游依赖性不强。京津冀旅游企业更愿意将客源在内部市场消化，节省旅游成本，提高旅游企业自身收

入。因此，从政府到企业，没有形成主动的分享动机和供应理念。这是当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4.3. 黑龙江省旅游产业亟待转型升级 

目前黑龙江省旅游产业依然停留在低水平重复建设层面，没有跟上时代步伐。主要表现在：一是旅

游产品缺少特色和文化底蕴。文化是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是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核心竞争

力。黑龙江省拥有大冰雪、大森林、大农业、大湿地等独特的旅游资源，是龙江人世代生活的土壤。厚

重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挖局和包装，特色不够鲜明。二是旅游观念落后，全域旅游观念没

有形成[7]。目前由于利益关系，各地还存在明显的“条块分隔”现象，各旅游区域间缺乏合理规划和联

动。“一锤子买卖”的侥幸心理依然盛行，近年来出现的天价鱼、雪乡等旅游负面事件严重影响力黑龙

江省旅游产业的形象。三是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尽管黑龙江省已经在提升旅游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但是由于黑龙江省山地和农村面积广大，一些景区可进入性和精品特色住宿等方面的

建设上还不能满足京津冀等高端旅游消费者的需要，难以形成有效吸引。 

4.4. 面临其他省份的竞争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北部边陲，相对于其他省份在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上并没有区位优势。京津冀协同

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对周边省份都具有巨大的辐射和提升作用，尤其是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力度不断加

大，对于周边亟待产业升级转型的省市同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首先的竞争来自京津冀内容的河北省，河北

省位于京津复地，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其次是东北其他省份。辽宁紧邻京津冀，滨海资

源独具魅力；吉林与黑龙江省旅游资源重叠度极高；内蒙古有广阔的草原风光和独特的民族风情。除此之外

还有山西、山东、河南等省份积极要求与京津冀对接。这些都为黑龙江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巨大的挑战。 

5. 旅游产业协同机制设计 

5.1. 跨区域协调机制 

区域旅游产业协同必须建立在区域间有效统筹协调的基础上。我们要在构建强有力的区域协调机制

上争取有重大突破，实现跨区域配置资源。要实现这一目标单靠黑龙江省自身无法完成。因为京津冀旅

游一体化已经推进多年，在景区、交通、数字、旅行社等多方面已经初具规模。因此黑龙江省首先要利

用东北区域旅游协同，加强与吉林、辽宁、内蒙古的合作，才能形成与京津冀相当的体量，拥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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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旅游联盟已经趋于成熟，有较好的基础。东北旅游资源与京津冀旅游资源既有差别又能形成有效互

补，能够对京津冀旅游形成核心吸引。然后在东北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基础上，尝试与京津冀区域构建跨

区域协同机制。其次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协调发展委员会，相关省市政府共同参与，构建产业对接、基础

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跨区域协调联动机制，共同建立旅游产业相关领域的对接平台，统筹推进

区域合作重大事项。通过常态化的定期会晤，就东北与京津冀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对接思路、

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等问题进行探讨，对区域重大项目进行表决，形成规范的对话和协商机制。职能部

门建立协调落实机制，保证高层决策事项的落地与执行，统筹规划改善区域内的政府和市场环境。社会

组织积极搭建区域信息共享、企业合作、产业对接平台，促进产业一体化发展(图 3)。 

5.2. 多元利益共享机制 

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用政府行政手段推动东北与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在短期内可能会奏效，但

很难维持长久。因为地方政府也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当前各地发展都以 GDP 为主要衡量标准，财政收入是

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北京、天津的旅游业已经相当成熟，如果要进行协同

势必要进行旅游产业的转移，向其他地区倾斜，必然会打破现有的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格局，导致利益的重

新分配。因此如果没有利益共享机制加以维持，必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我们必须要创新性建立多元利益

协调机制才能够保障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首先对政府主导的转移企业或项目，采用“谁转移，谁受益”原

则，将转移企业或项目的收入按照一定比例提取地方税收纳入到本区收入中，实现利益补偿。其次对于旅游

企业间的项目合作协同或转移，有针对性的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及风险投资等形式对投资企业进行补偿。 
同时我们可以借鉴欧盟旅游一体化相关政策，成立东北与京津冀旅游发展委员会，设置旅游发展基

金，该基金的使用和审批权归旅游发展委员会所有，构建区域协同预算机制，根据区域协商的政策目标

和战略发展方向，在基础设施、景区建设、数字平台等方面优化基金的使用配置，在财政预算和产业规

划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该基金的来源是从东北与京津冀地区每年的旅游年收入中进行一定比例的协同贡

献率，结合地域空间以及常住人口的比例进行加权综合衡量计算得出[8]。这样就可以实现多元利益补偿

机制，使暂时性损失的地区能够从利益补偿中得到有效利益保障，在各方整体利益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把蛋糕做大，提高整体收益，促进区域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5.3. 协同成本分担机制 

黑龙江省要实现与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还要构建成本分担机制。利益和成本是并存的，不能一方

只有享受利益而不承担成本义务，要让成本和红利之间形成对等的关系，对于多方共建共享的项目要在合作

前经过充分的协商，合理划定项目产权以及收益的分割方式。同时，按照受益程度确定费用分摊的原则，并

按照相关的专业标准核定分摊数额。尤其在旅游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各地政府都是付出成本的主体，

就必须要在区域之间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界定好责任和受益者。成本分担机制的好处是一方面将巨额

经济成本细分，减轻各方的经济压力，以较少的投入完成较大的工程，有效化解风险，提高收益率。另一方

面是要让成本付出得到相应的补偿，激发各方积极性。比如京津冀为黑龙江省接入异地保险结算制度，方便

省际间老人异地旅游结算。从长远看，这是对黑龙江省有利的事情，相关部门和企业应在基础设施建设初期

适当增加投入比例。而且笔者认为，如果想有效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黑龙江省应该在合作初期应主动承担

一部分费用，这样有效避免在前期协商谈判师的互相推诿现象，实现项目快速对接。 

5.4. 区域差异化分工机制 

区域旅游产业协同也需要充分考虑旅游资源区域结构的特征。旅游资源区域结构是以旅游资源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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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属性为主得出的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状况及特色，它是以自然资源本身的性质、特点、数量、质量为依

据划分的，是综合旅游经济区域结构的基础。东北地区与京津冀地区旅游资源都十分丰富，同时也存在

明显的差异化。如京津冀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东北地区自然风光旖旎。因此我们还要构建区域差异化分

工机制，突出区域旅游特色和优势，不能够千篇一律，顾大求全，这也是破解区域协同瓶颈的有效手段

之一。根据不同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旅游资源特点合理布局旅游核心经营内容。做到适当取舍。这

一点可以借鉴泰国的旅游经验。泰国主要的旅游城市是曼谷、普吉岛和清迈，这三个城市构成了泰国旅

游的核心吸引力。但是他们三者的定位非常清晰，曼谷作为泰国首都强调多元化的都市吸引，普吉岛则

以美丽的海滨风光为主要吸引，清迈以清新淳朴的小城气息吸引游客，彼此分工明确，形成合力。纵观

东北与京津冀地区我们也可以实现差异化分工。北京是首都，是国际化大都市，旅游业发展程度最高，

发挥它的中心地职能，通过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频繁的国际节事活动对国内外游客形成核心吸引。以此为

中心向周边腹地辐射，其他地区要积极做好承接工作：秦皇岛–葫芦岛–大连一线的滨海旅游；吉林–

黑龙江为主的大农业、大冰雪旅游；京津冀–黑吉辽蒙一脉相承的长城文化旅游，形成有效的优势互补，

区域联动。 

5.5. 旅游信息共享机制 

东北与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还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数字平台，构建旅游信息共享机制。目前京津

冀以及东北各省已经建立自己的大数据网络平台，均涵盖旅游产业，包括旅游目的地信息，入境旅游者

数量、消费偏好、各项消费实时数据等内容。首先黑龙江省与京津冀在旅游大数据、整体营销、区域间

企业合作等方面实现互融互通，才能确保黑龙江省与京津冀协同的步调一致，减少盲目性，提高对接的

有效性。其次我们要建立区域旅游信息中心。该中心的核心职能就是根据大数据统一调控旅游信息，如

旅游目的地营销、旅游淡旺季的游客分流、旅游服务人员信息等，有效配置区域旅游资源，实现智慧旅

游信息无缝合作。第三我们可以借鉴“长三角”无障碍旅游区的网络化发展模式，打造东北与京津冀旅

游一体化战略，创新性建立网上旅游超市，搭建旅游交易平台，从政府招标、企业推广、产品定制、客

户个性化需求发布等实现多元化无障碍对接。最后我们还要充分适应当下消费者的习惯，依托国内优质

在线旅游企业平台开发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专属 APP，使得旅游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查

询到东北与京津冀旅游的相关活动信息，构建网络集散中心，为旅游者出行和旅游提供便利。 
 

 
Figure 3. Innov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图 3. 创新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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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创新是引领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新时代东北全方

位振兴正如火如荼的开展着，黑龙江省必须解放思想，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充分借助周边省市力量，

形成向前发展的合力。本研究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结合黑龙江省实际情况，以旅游产业为切

入点，设计出黑龙江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新性机制和路径，以期为我省经济全面振兴提供重要决策

参考。 
下一步研究要着眼于两方面问题的探讨：第一是东北与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效果评价标准研究。通

过研究成功案例，设计出一套适合于评价不同区域产业协同的评价标准，为黑龙江省产业协同提供参考；

第二是以具体案例为基础，深入研究不同路径的实施情况，重点考察顶层合作意愿、存在的现实障碍和

解决方案，协同后各方的收益效果，可能出现的更好的旅游产业协同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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