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4 . 2

总第152期

DOI:10. 13666 / j. cnki. jnlc. 2024. 0207

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评价

　 ——— 以湖南省为例∗

尹
 

娇　 完颜邓邓

摘　 要　 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测评,可以反映两者的发展差异与融合现状,从而为促进两

者有机融合提供依据。 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利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14—2020 年湖南省及其 14 个市州的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进行测评。 研究结果发现湖南

省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的融合存在整体耦合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提升缓慢、协调发展稳定性不强、旅游

业发展缺乏动力、省内耦合协调度差距较大等问题,并据此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图 4。 表 6。 参考文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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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8 年 3 月我国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合

并为文化和旅游部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

融合发展越来越受到政策支持与各方重视。

2021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 “十四五”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肯定了大众旅游对

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动作用,并提出了开展文化旅

游示范区、打造乡村旅游线路、融合文化和旅游

公共服务机构功能等措施,以促进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繁荣发展[1] 。 2023 年 4 月,湖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印发《湖南促进文旅业复苏振兴若干

措施》 ,提出了推动旅游与文化融合、举办特色

主题群众文化活动、支持文化文物单位数字化建

设等措施,以促进全省文旅业高质量发展[2] 。

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融合,既是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繁荣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旅游业振兴

的新动能。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现

有研究大致可以梳理为四个方面:一是两者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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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

的可行性探讨。 已有研究分析了图书馆、博物馆

等公共文化场馆的设施设备、藏品、信息资源、服

务人员具有的旅游基础,以及文旅融合可能面临

的挑战[3-7] 。 二是两者融合的模式与路径分析。

不少学者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景区 / 民宿 / 酒

店 / 专题旅游 / 文创项目 / 智慧场景体验”等模式

的实践方式[8-11] 。 三是两者融合的功能拓展。

在价值功能上,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融合有助

于推 动 文 化 保 护 与 继 承[12] 、 使 游 客 心 情 愉

悦[13] 、促进相关机构提升经济效益[14] ;在旅游

功能上,公共文化场所的吃、住、行、游、购、娱等

功能将被进一步开发[15] 。 四是两者融合的测

评。 已有研究多通过访谈、问卷等方式调查和测

评游客对融合过程中的设施设备、活动、服务等

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16-17] 。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

业融合有较多关注,却鲜有聚焦于两者相互影响

程度、相互作用协调度的测评;已有耦合协调度

评价多以文旅产业的融合为研究对象,而缺乏针

对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融合的研究。 然而若

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融合处于极不协调的状

态,那么或是贫乏的公共文化服务难以承载旅游

业快速发展所需的资源与服务要求,或是基础薄

弱的旅游业难以有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宣传

与利用,任一方的发展滞后都会成为制约两者融

合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18] 。 因此,对两者协

调程度的调查测度亟须开展,以发现融合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协调程度的对策。

耦合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间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的现象,耦合协调则是指在科学的指导思

想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多个系统或系统内的

各要素,使之形成一个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

高级的动态平衡,进而达到预期目标。 耦合协调

度可阐释系统间的相互关系,综合评价系统在耦

合发展中的协调程度[19] 。 当系统间或系统内部

要素间通过耦合协调形成良性互动时,即实现了

有机融合[20] ,耦合协调度能够显示系统间的耦

合进程,明晰融合情况。 以往的实践经验与理论

研究证实了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有显著的耦

合关联特征,因而两者具备进行耦合协调度测评

的条件。 湖南省历史底蕴深厚,城市特色鲜明,

近年来全省大力创新文旅模式、举办旅游发展大

会以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21] 。 丰富的文旅资源

和一系列推动文旅融合的政策使得该省具有良

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基础,将其作为

研究对象可为全国其他省市提供有效借鉴。 故

本文以湖南省为例,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来分

析其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以了解

两者的发展差异与融合现状,从而为促进两者有

机融合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设计

1. 1　 研究方法

(1)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研究采用线性加权平均法来计算各子系

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公式如下:

u i = ∑
p

j = 1
λ iju ij,∑

p

j = 1
λ ij = 1 公式(1)

其中,u i 是指第 i 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值;p 为第 i 个子系统包含的指标数;λ ij 为第 i 个

子系统中的第 j 项指标的权重;u ij 是第 i 个子系

统中的第 j 项指标对系统的贡献大小的功效系

数,其确定主要依据指标的属性采用极差标准法

予以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当 u ij 为正向指标时:

uij =
xij - min(xij)

max(xij) - min(xij)
× 0. 99 + 0. 01

 

公式(2)

当 uij 为负向指标时:

uij =
max(xij) - xij

max(xij) - min(xij)
× 0. 99 + 0. 01 公式(3)

公式(2)、公式( 3)中,xij 表示第 i 个子系统

中第 j 项指标数值,max(xij)、min(xij)为指标的最

大值与最小值。 权重 λij 通过熵值法进行赋权:

比重变换: sij =
uij

∑
n

i = 1
uij

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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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项指标的熵值: hj = - 1
lnn∑

n

i = 1
sij lnsij 公式(5)

j 项指标的差异度: ∂j = 1 - hj 公式(6)

j 项指标的权重: ωj =
∂j

∑
p

j = 1
∂j

公式(7)

其中,n 与 p 分别为样本个数和指标个数。
(2)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

根据物理学中的耦合协调模型,公共文化服

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C = (u1 × u2) ÷ [(u1 + u2) × (u1 + u2)] 公式(8)

D = C × (αu1 + βu2 ) 公式(9)
公式(8)、公式( 9)中,C 为公共文化服务与

旅游业的耦合度,且 0≤C≤1;u1 为公共文化服务

的综合发展水平,u2 为旅游业的综合发展水平;D
为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度;α 和 β
为待定系数,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建设均

衡,两者发展同等重要,故借鉴已有研究[22,23] 将 α
和 β 均定为 0. 5。

(3)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根据耦合协调度指数,耦合协调度可分为 10
个等级(见表 1) [24] 。

表 1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0. 00—0. 09 极度失调

0. 10—0. 19 严重失调

0. 20—0. 29 中度失调

0. 30—0. 39 轻度失调

0. 40—0. 49 濒临失调

0. 50—0. 59 勉强协调

0. 60—0. 69 初级协调

0. 70—0. 79 中级协调

0. 80—0. 89 良好协调

0. 90—1. 00 优质协调

1. 2　 指标体系构建

近年来,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耦合协调度测

量对象之一的研究中,学者大多从公共文化财政

投入、公共文化产品与活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公共文化机构从业人员等方面建立公共文化服

务评价指标[22,25-27] 。 在旅游业与其他系统耦合

协调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从旅游收入、旅游人数、
游客来源、旅游设施、旅游从业人员等方面建立了

旅游业评价指标[23,28-31] 。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成

果,依据科学性、可获得性、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等

指标设计原则,从绩效和要素层面构建公共文化

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其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 12 个三级指标

构成,旅游业体系由 8 个三级指标构成。

1. 3　 数据来源

为确保研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本文主要从

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官方网站、
相关年鉴获取数据。 相关数据主要来自 2014—
2020 年间的《湖南统计年鉴》《湖南省文化和旅游

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省 14 个市州各自的统计年

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2　 结果分析

利用 1. 1 部分的公式对数据进行计算,确定

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

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见表 2),这些权重可较为

客观地反映各项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 通

过进一步计算与分析,得到湖南省及其 14 个市州

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水平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关数据及发

展趋势(见表 3 至表 6、图 1 至图 4)。

2. 1　 湖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

协调度
　 　 由表 3 可知,2014—2020 年湖南省公共文化

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D)从轻度失调提升到

了中级协调水平,除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外,
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 由图 1 可见,2014—2018
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 U1)低于旅游业发展

水平 ( U2), 属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滞后型;
2019—2020 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 U1)高于

旅游业发展水平( U2),属于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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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 2020 年的耦合协调度与发展水平相较于

2014 年均有所改善,但 2018 年公共文化服务发

展水平增速为 4. 8%,比上年下降了 89 个百分

点,进而导致当年耦合协调度增长减缓。 2020 年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旅游业发展水平数值大致跌

落到 2017 年水平,但公共文化服务的下降幅度相

较于旅游业较小,使得耦合协调度仅下降 1 个

等级。

表 2　 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xij )
权重

(ωi )

公共文化服务

绩效水平

要素水平

文化事业费用(万元) 0. 056

文化事业费用占财政支出比重(%) 0. 051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本) 0. 071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平方米) 0. 073

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平方米) 0. 059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场次(万场次) 0. 253

群众文化机构组织文艺活动次数(万次) 0. 072

公共图书馆机构数量(个) 0. 072

博物馆机构数量(个) 0. 046

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量(个) 0. 072

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数量(人) 0. 075

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人) 0. 099

旅游业

绩效水平

要素水平

旅游业总收入(亿元) 0. 137

旅游创汇收入(亿美元) 0. 094

国内游客人数(万人) 0. 115

境外游客人数(万人) 0. 082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万元) 0. 162

星级饭店总数(个) 0. 158

限额以上住宿从业人员数量(人) 0. 089

限额以上餐饮从业人员数量(人) 0. 163

表 3　 2014—2020 年湖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情况

　 　 　 　 　 年份

湖南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U1) 0. 047 0. 123 0. 227 0. 440 0. 461 0. 792 0. 641

旅游业发展水平(U2) 0. 329 0. 314 0. 387 0. 524 0. 657 0. 759 0. 518

耦合协调度(D)
0. 353 0. 443 0. 544 0. 693 0. 742 0. 880 0. 759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中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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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4—2020 年湖南省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2. 2　 湖南省 14 个市州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水平
　 　 由表 4 和图 2 可知,2014—2020 年间湖南省

多数市州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有所上升,特
别是常德、益阳、娄底,与 2014 年相比,2020 年增

长幅度均超 40%。 但也存在部分市州的公共文

化服务发展水平甚至低于 2014 年的情况,例如

2020 年岳阳、衡阳、湘潭的发展水平相比于 2014
年,分别下降了 6%、4%、3%。 从各市州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水平的排名来看,2014—2019 年长沙发

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市,排名持续保持首位,

但其 2017—2020 年发展水平有下降趋势,直到

2020 年被常德超过,下降到全省第 2 位。 张家

界、益阳、娄底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一直处

于全省末尾,虽然益阳、娄底的发展水平有所提

升,但仍与其他市州有差距。 永州、郴州、邵阳、湘
西的发展水平排名波动较大,其中永州在 2014 年

排名全省第 6 位,在 2017 年下降到第 9 位,而后

又在 2019 年上升到第 2 位;郴州在 2014 年排名

全省第 7 位,在 2017 年下降到第 11 位,而后又在

2020 年上升到第 5 位。

表 4　 2014—2020 年湖南省 14 个市州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

　 　 年份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长沙 0. 497 0. 527 0. 574 0. 587 0. 575 0. 544 0. 522

株洲 0. 272 0. 294 0. 311 0. 381 0. 383 0. 407 0. 374

湘潭 0. 250 0. 228 0. 384 0. 385 0. 345 0. 261 0. 243

衡阳 0. 446 0. 396 0. 386 0. 417 0. 410 0. 424 0. 428

邵阳 0. 375 0. 368 0. 407 0. 434 0. 427 0. 432 0. 380

岳阳 0. 497 0. 463 0. 412 0. 426 0. 416 0. 458 0. 465

常德 0. 398 0. 456 0. 454 0. 436 0. 433 0. 445 0. 578

张家界 0. 085 0. 092 0. 126 0. 149 0. 159 0. 142 0. 103

益阳 0. 147 0. 150 0. 166 0. 179 0. 158 0. 174 0.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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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郴州 0. 387 0. 380 0. 376 0. 369 0. 379 0. 399 0. 438

永州 0. 389 0. 379 0. 400 0. 380 0. 409 0. 493 0. 482

怀化 0. 326 0. 327 0. 342 0. 369 0. 369 0. 382 0. 400

娄底 0. 154 0. 162 0. 169 0. 213 0. 224 0. 230 0. 221

湘西 0. 421 0. 450 0. 424 0. 446 0. 473 0. 465 0. 417

图 2　 2014—2020 年湖南省 14 个市州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

2. 3　 湖南省 14 个市州旅游业发展水平
相较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湖南省旅游

业的波动要小得多。 如表 5 和图 3 所示,2014—
2020 年长沙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各

市州,岳阳、郴州、株洲、张家界、衡阳的旅游业发

展水平较靠前,邵阳、常德、怀化、湘潭、永州、湘
西、娄底的发展水平次之,而益阳的发展水平一

直处于全省末位。 具体而言,张家界旅游业发展

水平波动最大,排名从 2014 年的全省第 6 位上升

至 2019 年的全省第 2 位,而后直降至 2020 年的

全省第 12 位。 相比 2014 年,2020 年永州、长沙旅

游业发展水平进步最大,综合水平增长量分别为

0. 078、0. 047,张家界、常德稍有退步,综合水平减

少量分别为 0. 040、0. 036。 另外,2020 年受新冠

疫情影响最大的市州为张家界、郴州、长沙,2020
年它们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分别同比降低了 67%、
31%、23%。

表 5　 2014—2020 年湖南省 14 个市州旅游业发展水平

　 　 年份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长沙 0. 620 0. 603 0. 619 0. 782 0. 836 0. 869 0. 667

株洲 0. 166 0. 164 0. 173 0. 172 0. 164 0. 165 0.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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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湘潭 0. 082 0. 086 0. 105 0. 131 0. 134 0. 138 0. 112

衡阳 0. 143 0. 143 0. 153 0. 174 0. 195 0. 191 0. 165

邵阳 0. 144 0. 136 0. 133 0. 155 0. 173 0. 168 0. 145

岳阳 0. 183 0. 193 0. 210 0. 196 0. 217 0. 220 0. 191

常德 0. 168 0. 158 0. 152 0. 168 0. 177 0. 160 0. 132

张家界 0. 147 0. 152 0. 190 0. 177 0. 178 0. 327 0. 107

益阳 0. 062 0. 064 0. 063 0. 064 0. 070 0. 077 0. 061

郴州 0. 164 0. 171 0. 176 0. 212 0. 239 0. 257 0. 177

永州 0. 063 0. 068 0. 083 0. 119 0. 153 0. 152 0. 142

怀化 0. 135 0. 130 0. 130 0. 136 0. 147 0. 144 0. 131

娄底 0. 108 0. 089 0. 091 0. 081 0. 094 0. 099 0. 108

湘西 0. 107 0. 092 0. 081 0. 101 0. 130 0. 129 0. 106

图 3　 2014—2020 年湖南省 14 个市州旅游业发展水平

2. 4　 湖南省 14 个市州公共文化服务与旅

游业耦合协调度
　 　 由表 6 和图 4 可知,2014—2020 年耦合协调

度最高的是长沙,各年数值均大于 0. 7,持续处于

中级协调或良好协调状态。 但全省大部分市州

仍处于勉强协调或濒临失调状态,特别是娄底与

益阳一直处于轻度失调水平,虽然耦合协调度有

所增长,却仍持续低于其他市州。 2014—2019 年

全省各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均有所上升,但 2020 年

除常德、娄底外,其他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均同比下

降。 具体而言,永州在 2014—2020 年间进步最

大,相比较 2014 年,2020 年永州耦合协调度增加

了 29%。 另外, 张家界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大,
2014—2019 年共增加了 0. 130,但在 2020 年仅一

年时间就下降了 0. 140,导致耦合协调程度降低

到了 2014 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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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4—2020 年湖南省 14 个市州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及等级

　 　 年份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长沙
0. 745 0. 751 0. 772 0. 823 0. 833 0. 829 0. 768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中级协调

株洲
0. 461 0. 468 0. 482 0. 506 0. 500 0. 509 0. 493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湘潭
0. 378 0. 374 0. 448 0. 474 0. 464 0. 436 0. 406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衡阳
0. 502 0. 488 0. 493 0. 519 0. 532 0. 533 0. 515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邵阳
0. 482 0. 473 0. 482 0. 509 0. 522 0. 519 0. 484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岳阳
0. 549 0. 547 0. 543 0. 537 0. 548 0. 563 0. 546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常德
0. 509 0. 518 0. 513 0. 520 0. 526 0. 516 0. 526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张家界
0. 334 0. 344 0. 393 0. 403 0. 411 0. 464 0. 324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益阳
0. 309 0. 313 0. 319 0. 328 0. 324 0. 340 0. 336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郴州
0. 502 0. 505 0. 507 0. 529 0. 548 0. 566 0. 528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永州
0. 396 0. 401 0. 427 0. 461 0. 500 0. 523 0. 511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怀化
0. 458 0. 454 0. 459 0. 474 0. 482 0. 484 0. 478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娄底
0. 359 0. 347 0. 352 0. 363 0. 381 0. 389 0. 394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湘西
0. 461 0. 451 0. 430 0. 461 0. 498 0. 494 0. 458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图 4　 2014—2020 年湖南省 14 个市州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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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3. 1　 存在的问题

3. 1. 1　 整体耦合协调度不高

2020 年湖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

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水平,但与优质协调还有较

大差距。 2014—2020 年,全省各市州仅长沙达到

中级协调水平, 其他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均在

0. 309—0. 566 之间,处于轻度失调、濒临失调或

勉强协调的范围,与初级协调还有较大差距,因
此全省的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 而若要提高整

体耦合协调度,不能只推动一项产业发展,例如

郴州 2020 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同比上升

10%,但旅游业同比下降 31%,导致耦合协调度

下降 7%,由此可见只有两者同步提升,才能实

现优质协调。 可是,目前多数市州的文旅配套产

业仍不全,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的发展相对独

立,公共文化机构旁的餐饮小食、酒店住宿,以及

旅游景点旁的图书资源、文化服务等尚未形成规

模。 且文旅基础设施设备总量较少,例如 2020
年衡阳市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仅为

43. 18 平方米,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仅

为 187. 98 平方米,娄底的星级饭店和旅行社都

仅有 15 家[32] 。 这些问题既制约着公共文化服

务和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不利于夯实文旅

融合基础。 对此,要想使两者同步发展,需要扩

大两者间的“相交面” ,加强文旅业间的融合配

套、设施设备间的互联,通过相互赋能,才能发挥

更大效益。
3. 1. 2　 耦合协调度提升缓慢

2014—2020 年,湖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

业耦合协调度虽然整体来看有所提升,但通过表 6
可知,与 2014 年相比,2020 年除永州外,其他市州

的耦合协调度增长率均在 10%以下。 因此,虽然

全省趋势向好,但融合水平的提升速度较为缓慢,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湖南省大部分市州在旅游业上

的发展缓慢,多项旅游业评价指标数值常年变化

小,此时绩效水平对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强影响。
而且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受政府主导,全省拥有的

公共文化设施设备数量以及举办的公共文化活动

次数、从业人员数量等相对稳定并平稳增加,因而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水平的提升也较为缓慢。 另一

方面,不少市州存在“偏科”现象,例如张家界的旅

游业发展水平一度居于全省第二,但其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水平属于全省末尾,导致张家界的耦合

协调度常常处于全省倒数第三位左右,并且在

2020 年急速下降。 由此可见,耦合协调度的提升

不仅需要发展优势产业,还需要弥补劣势。
3. 1. 3　 协调发展稳定性不强

2020 年湖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的耦合

协调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
此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波及了各行各业,也
让提升产业稳定性、抗风险能力受到更多关注。
从图 1 可见,2019 年湖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

业的发展水平大致持平,而 2020 年旅游业发展水

平的下降数值是公共文化服务的 1. 6 倍,这可能说

明旅游业的抗风险能力要弱于公共文化服务。 另

一方面,由表 3、表 5 可知,2020 年全省旅游业发展

水平下降幅度为 32%,张家界、郴州、长沙分别为

67%、31%、23%,其他各市均低于 20%,所以 2020
年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大幅下降,主要受少部分市

州影响。 由此可见,少数市州的较差表现,容易导

致全省发展水平的大幅降低,进而迅速反映在全

省的耦合协调进展中。 因此,湖南省文旅融合的

发展稳定性、抗风险性亟待增强。
3. 1. 4　 旅游业发展缺乏动力

虽然 2014 年旅游业发展水平远高于公共文

化服务,且两者在 2014—2019 年间均呈上升趋

势,但公共文化服务在此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

76%,而旅游业仅有 18%,这使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水平在 2019 年反超旅游业,2019—2020 年全省转

变为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全省旅游业发展水平增

长缓慢,反映其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另外,从图

3 可见,除长沙、张家界外,各市州的旅游业发展

水平变化波动小,增长趋势不明显,且长沙以外的

市州旅游业发展差距也较小,各数值较为接近,变
化特征不突出,这也反映出湖南省大部分市州旅

游业发展缺乏动力。 究其原因,主要是旅游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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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影响大,发展水平与市场运营息息相关。 而

目前湖南省各地文旅部门对旅游业的市场运营

能力不高,在对旅游景点的宣传推广上投资、策
划不足,在旅游品牌建设上未打造出较高的知名

度,在旅游产品销售上缺乏拓展渠道、提高效益

的有益策略,湖南省多数市州需要加强对旅游业

的市场运营以激发旅游业发展活力。 同时,2020
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湖南省旅游创汇收入大

大下降,国外游客数量急剧减少,未来发展还应

重视跨国旅游业的恢复与发展。
3. 1. 5　 省内耦合协调度差距较大

湖南省内各市州间的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

业耦合协调度差距较大,协同合作待加强。 无论

是公共文化服务、旅游业的发展水平,还是两者

的耦合协调度,长沙的表现都远远优于省内其他

市州。 这主要是由于长沙作为湖南省会有着较

好的经济基础,其具备的城市潜力使招商引商难

度小,因而长沙的文旅基础设施投资较多、建设

较完善。 同时,完善的城市功能、丰富的成长机会

促使大批省内外人员来长沙就业,推动各行各业

繁荣发展,这又促进了文旅配套产业、设施的不

断健全。 由此可见,长沙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

耦合协调有着良性循环的机制。 但需要注意的

是,有限的资源在市场配置过程中向一方倾斜的

程度越大,其他各方的发展受到的影响可能越

大,湖南省内的文旅发展也是如此。 长沙将投资、
人才等要素吸引过去的同时,其他市州若未发展

自身优势,则只会与长沙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

利于省内文旅市场结构优化。 因此,未来应思考

如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保持省内协调

发展,实现各市州合作共赢。

3. 2　 对策建议

3. 2. 1　 加强设施设备互联,完善产业配套

提升全省整体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

协调度,需要加强设施设备互联,完善产业配套,
从而实现两者同步发展,相互赋能。 一方面,促进

文旅设施设备互联,能够提升文旅设施覆盖率,
增加文旅设备使用人次,对此可以在公共文化机

构与旅游景区的设施设备安装兼具文旅功能的

软硬件,实现特色资源共享。 同时应在共建联通

规则基础上,提升各类软硬件对于文旅设施设备

的适配性,加强文旅功能开发与延伸,提升用户体

验感。 例如,山东省青州市部分基层文化站在设

备中增加具有旅游功能的应用,使之从公共文化

机构变为了文旅服务点,增加了访客人次,有效扩

大了旅游服务覆盖面,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与旅

游业的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33] 。 另一方面,完
善文旅配套产业,能够推动文旅消费,同步扩大效

益。 对此各级文旅部门应协同交通部门、工商部

门、相关经营主体等,统一规划城市文旅发展蓝

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过程中交通、
餐饮、住宿等的完备性、便利性。 同时,还应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的信息共享,将文旅配套

服务信息如公交车站点、饭店位置、酒店空房数据

等,通过文旅数字平台予以共享,从而提高公共文

化服务与旅游业的融合质量,促进整体耦合水平

的提升。
3. 2. 2　 提高耦合绩效水平,促进以优补劣

推动耦合协调进程、加速有机融合的重点在

于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的绩效水平,以及

促进优势产业向外赋能。 在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

体系中,相比于绩效水平,要素水平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实现设施与人员数量的显著增加,因而通过

提高产品供给、游客人数、资金投入等绩效水平能

够更有效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程

度。 基于此,一方面,各市州应丰富文旅产品供

给,借助娱乐、美术、动漫等行业特色,推出更多主

题与形式的符合公众需求的文旅活动、文艺演出、
文创产品等,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到访,增加旅游

收入。 同时,政府部门也需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与

旅游业耦合的财政保障,营造良好的文旅营商环

境,提高文旅及其相关产业的销售总额。 另一方

面,针对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过程中的

“偏科”现象,各市州在发展优势产业的同时,也
需要借助优势产业推动劣势产业的发展,在产业

融合中加快文旅融合提升速度。 例如张家界

2023 年一季度旅游总收入达到 99. 8 亿元,同比

07



2 0 2 4 . 2

总第152期

增长 187. 6%;住宿餐饮业增加 5. 9 亿元,同比增

长 20. 1% [34] 。 可见其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好、复
苏快,可考虑试点推广“图书馆 +酒店 / 民宿 / 景
点”等模式,或在各景点的游客中心设立公共文

化服务站点,从而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范围,
改善其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落后的状况。
3. 2. 3　 探索多元耦合模式,打造竞争优势

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

展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保障两者融合

的既得成果,可借鉴企业管理中的多元化发展战

略,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的多元耦合模

式。 对此,首先需要多主体的参与,除了图书馆、
博物馆、城乡文化服务中心、景点、旅行社等传统

耦合主体外,还可推动智慧技术提供商、服务志

愿者、演出从业者、交通餐饮住宿经营者等多主

体合作打造多种耦合模式。 其次需要在多元市

场中创新产品供给模式和内容,例如,针对动漫

市场可利用公共文化实体场所举办动漫展览,为
游客提供与当地文化结合的周边产品;针对农村

市场,贵州省提供了良好示范,即由乡政府牵头

农村文化中心、体育组织、新媒体服务站等合作

举办“村超”“村 BA”等活动,在体育赛事期间,通
过民族歌舞表演、民俗展演等形式推广当地传统

文化,并借助新媒体宣传吸引更多外地游客[35] 。
与此同时,各市州应突出自身公共文化服务与旅

游业耦合的竞争优势,在探索多元耦合模式时,
深入挖掘与利用各自的特色文化资源与旅游资

源。 例如,湖南省汨罗市作为屈原文化的主要宣

传地,创新研发“旱地龙舟” “端午故事礼盒” “楚

辞香囊”等产品,并举办端午主题系列旅游活动,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36] 。
3. 2. 4　 优化旅游市场运营,推动文化赋能

改善旅游业的市场运营能力有利于解决其

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进而能够更有力地发挥旅

游业在耦合中的赋能作用,提升旅游业与公共文

化服务的融合质量。 为此,各市州的旅游机构可

借助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平台等新媒体加强景

点的宣传推广,根据政策要求将特色文化融入旅

游活动。 在旅游品牌建设上,应精准定位文旅品

牌形象、品牌文化以吸引对应的游客群体。 例如

郴州市以“走遍五大洲,最美有郴州”为旅游总体

形象品牌,定位世界旅游目的地,吸引了众多入境

游客[37] 。 在旅游产品销售上,可与公共文化机构

共同研发文旅产品,借助公共文化服务广泛的群

众基础拓宽销售渠道;也可推动文旅与民宿特产、
非遗体验、智慧科技等相结合,不断延伸旅游产业

销售链,增加文旅消费。 此外,相关部门应积极与

国外旅游部门、公共文化机构进行合作,在各自的

官方网站、社交平台上将对方的优质文旅资源进

行专栏展示,这有助于提升国外游客对旅游景点

的信任与好感;也可结合国外游客的文化偏好、旅
游喜好开发针对性旅游产品,从而实现旅游产品

精准供给,增加旅游创汇。
3. 2. 5　 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优化合作机制

各市州间耦合协调度的平衡,有助于推动全

省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的均衡融合。 为加强省

内协同,文旅部门需要做好发展规划,在战略高度

建立起跨区域的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联动机

制,推动文旅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跨区域

流动;同时需加强各地特色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

业综合体的建设,在全省范围内打造多核心的文

旅空间格局。 而且各市州要加强协作意识,探索

多层次多方位的共建共享,将各自的优势产业予

以整合,以形成高质量的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与旅

游业耦合产业链。 例如,酒产业是湘西的特色支

柱产业,其本土品牌“酒鬼”酒与湖南省博物馆合

作进行展馆共建、文创开发,有效地宣传了湘西文

化遗产,推动了湖湘旅游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湘

西酒产业的销售, 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合作机

制[38] 。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发力,各
市州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业的各类经营组织、行
业协会、服务机构、生产厂家等之间的合作交流也

非常重要,能够激发省内文旅发展活力,推动各地

需求、经验、资源更有效率地流动。 因此,各市州

有关部门应注重加强各类文旅主体间的协作,主
动牵头组织开展协商会议、文旅活动等;同时各文

旅组织也应积极跨市跨省参与文旅项目、分享经

验、推介产品、寻求合作,推动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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