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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全域旅游”是当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全域旅游的乡村

振兴响应度进行测度和分析。结合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构建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综合评价系统，采用均方差决策法计

算指标权重，运用综合指数模型和响应度模型，测度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探寻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二者

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4~2018年黄冈市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两大系统成完全契合的三次函数。乡村振兴对全

域旅游发展的响应指数表现为“负-正-负”的变化，响应度表现为先升后降。黄冈市需要整合全域旅游资源以进一步提

升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实现两大系统协同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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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and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rural revital⁃
ization strategy in our countr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measures and analyzes the responsiven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global tourism.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 comprehensive evalua⁃
tion system for glob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index weight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average variance decision, and then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model and response model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
iz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2014~2018 glob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Huanggang these two
systems are all into a complete match of three functions. The response index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global tourism
development is“negative-positive-negative”, and the response is first up and then down. Huanggang City faces the
urgent ne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achieve
the two systems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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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是大众旅游时代我国旅游业发展战

略的一次新提升，是从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整合

区域旅游资源的全新构想，是满足新时代旅游消

费升级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旅游局出台了

一系列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政策文件，在一定程

度上呼应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如

何将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形成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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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应，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

问题。

长期以来，乡村旅游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理论界的普遍认同，形成

共识：认为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二者间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发展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伟大战略的有效措施和途

径 [1-2]；另一方面，乡村振兴可为乡村旅游的发展

提供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坚实的经济社会支

持，对于旅游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

作用 [3]，少数研究还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解析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 [4-5]。
部分学者突出研究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逻

辑机理、驱动机制、模式和路径 [6-10]。作为一种突

破传统“景区旅游”的全新模式，全域旅游打破了

地域的局限，在全区域范围内整合旅游产业优势

资源，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最大限度地激

活乡村各类资源要素的活力。新时代乡村要以全

域旅游为抓手，全域优化资源配置，全力推进业

态创新，全面拓宽融资渠道，全新构建管理体制，

全域美化旅游环境，全链打造特色亮点，实现全

民共享发展成果，从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1]。本

文在借鉴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构建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系统评价指标体

系，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黄冈市为研究对象进

行实证分析，探讨全域旅游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作用机理及发展对策，从而为更好地通过乡

村旅游产业提质增效促进乡村全面发展提供理论

指导。

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1 指标选取

为能科学系统分析“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

两大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在遵循相关性、代表

性和可得性原则的基础上，围绕“全域旅游”和

“乡村振兴”概念和内涵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的解

读，结合旅游产业、乡村发展实际，并借鉴相关研

究成果 [4-5,12-13]，构建了“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

两大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全域旅游发展水平

的综合测评，选择 4个方面 19个指标来衡量；对

于乡村振兴总体发展情况的评价，选择 5个方面

22个指标来反映（表 1）。

表1 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名称

全域旅游系

统（45.79）

准则层

资源开发

（12.78）

产业贡献

（11.72）

要素发展

（11.83）

社会支持

（9.45）

指标层

资源密度

资源丰度

AAA级以上景区比重（%）
旅游强县（个）

旅游名镇名村（个）

旅游总收入（亿元）

旅游者总数（万人次）

旅游产值密度（万元/km2）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旅游从业人员数量（万人）

三星级以上酒店比重（%）
公路总里程（万km）
A级景区总数（个）

限额以上企业旅游接待床位数（个）

限额以上企业旅游餐位数（个）

区域总人口（万人）

GDP总量（亿元）

人均GDP（元）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指标向度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2.75
2.63
2.30
2.62
2.48
2.37
2.37
2.37
2.29
2.32
2.45
2.26
2.28
2.41
2.42
2.52
2.42
2.38
2.13



6期 陈丽军等：全域旅游的乡村振兴响应度评价及对策研究 99

1.2 数据来源

以大别山革命老区的黄冈市为研究对象，研

究区间为 2016年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年为中心

点的前后五年，即 2014~2018年。全域旅游、乡村

振兴两大系统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4~2018年黄

冈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 2014~
2018年的《黄冈统计年鉴》，对个别缺失数据进行

人工调查加以补充，人工调查仍未能获得的则利

用插值法进行处理。

2 研究方法和模型

2.1 基于均方差决策的综合评价指数模型

均方差决策法 [15]是确定权重系数的一种客观

赋权法 [16]，能避免主观赋权法的人为干扰；因其能

较好利用指标数据的均方差获取权重系数，更适

合用于横向比较研究。均方差反映随机变量离散

程度，离散程度的大小决定权重大小 [17]。具体步

骤和公式为：

xij ' =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xij - min ( )xj
max ( )xj - min ( )xj 正向指标采用

max ( )xj - xij
max ( )xj - min ( )xj 负向指标采用

…（1）

E ( )xij ' = 1n∑i = 1
n

xij ' …………………………（2）

σ ( )xij ' = ∑
i = 1

n

[ ]xij ' - E ( )xij '
2
……………（3）

wj = σ ( )xij '

∑
j = 1

m

σ ( )xij '
……………………………（4）

其中，xij为第 i个评价对象第 j项指标的原始值，

xij'为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max(xj)、min(xj)分别是

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E(xij')、σ(xij')分别代

表第 j项指标的均值和均方差，wj为第 j项指标权重。

m和 n分别是评价指标和样本的总数。指标体系及

其权重见表 1，为便于观测和分析，将结果均扩大

100倍，计算结果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续表1

系统名称

乡村振兴系

统（54.21）

注：采用比重法分别对森林公园、湿地公园、A级景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绝对数量、人均数量和地均数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者之和即为旅游资源密度指数，以此衡量资源密度。借鉴参考文献 [14]的方法，将国家级和非国家级旅游资源的数量分别

乘以 10和 5，求和所得数值即为资源丰度评价值

准则层

生活富裕

（9.77）

乡风文明

（7.39）

环境宜居

（7.71）

产业发展

（17.74）

治理有效

（11.60）

指标层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恩格尔系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农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标准农家书屋（个）

书屋藏书量（万册）

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率（%）
森林覆盖率（%）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美丽乡村试点（个）

农业总产值（亿元）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亿元）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总数（个）

家庭农场（家）

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万亩）

城镇化率（%）
累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万人）

贫困发生率（%）
累计脱贫人口（万人）

累计出列贫困村（个）

指标向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2.31
2.52
2.43
2.51
2.54
2.57
2.28
2.32
2.19
3.21
2.52
2.45
2.52
2.80
2.65
2.40
2.39
2.32
2.34
2.26
2.3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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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指标权重 wj后，继而采用线性加权法

计算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U1、U2分别为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系统的综合评

价指数。公式如下：

Ui = 1,2 =∑
j = 1

m

wj ⋅ xij ' …………………………（5）
2.2 响应度模型

全域旅游的乡村振兴响应度是指乡村振兴对

于全域旅游发展的适应性及其反馈程度，反映了

两大系统在发展进程调适、响应行动协调的规律

性。为揭示乡村振兴对全域旅游的响应程度，在

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18-19]，构建响应度模型：

C ( )i = || θ ( )i =
|

|

|

|
|
||
|

|

||

|

|

|
|
||
|

|

| d ( )U 2
i

d ( )U 1
i

⋅ ( )U 1
i

( )U 2
i

…………（6）

式中，C(i)为 i年份乡村振兴对全域旅游的响

应度，该值越大表明全域旅游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θ(i)为 i个样本（此处为年

份）全域旅游的乡村振兴响应指数，利用经济学

中点弹性的定义公式计算获得，
d ( )U 2

i

d ( )U 1
i

为 i年份

全域旅游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导数，(U1)i、(U2)i分别

代表由公式（5）计算获得的 i年份全域旅游与乡

村振兴的综合评价指数。

3 实证研究

3.1 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测度

通过计算得到黄冈市 2014~2018年全域旅游

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见图 1。由图 1可知，

2014~2018年黄冈市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综合发

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具体而言，从全域旅游

系统分析，黄冈市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均保持高

速 增 长 趋 势 ，2014~2018 年 均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20.43%和 15.15%。2016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黄冈的红安

县、麻城市和罗田县为国家级创建单位，英山县

为省级创建单位。2018年 11月，黄冈市制定了

《黄冈市全域旅游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扩大了

全域旅游覆盖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动力。

随着全市旅游业的发展，以及面临的 2019年
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考核压力，2016年起黄

冈市全域旅游推进步伐明显加快。乡村振兴系统

发展大致经历了“慢-快-慢”的阶段：2015年以前

乡村振兴进展较慢，随着美丽乡村、精准扶贫等

中央政策效应的逐渐显现，尤其是在 2015年“大

别山革命老区振兴”提升为国家战略以后，黄冈

市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广大农村地区的人财物投

入，乡村振兴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2017年乡村

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农村一二三产融合进程不断

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益壮大，乡村文化和

娱乐设施逐步完善；2018年，黄冈各县市脱贫任

务基本完成，乡村各项事业进入内涵式发展阶

段，因此全市乡村发展高位增长，但增速趋缓。

3.2 全域旅游的乡村振兴响应度分析

基于 2014~2018年黄冈市全域旅游与乡村振

兴系统综合评价值计算结果，进行两大系统曲线

拟合，得到二者间三次响应函数及方程（图 2）。

该函数方程的决定系数 R2=1，且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说明两大系统数据模型完全契合。

对上述函数求导并综合运用公式（3），得到黄

冈市全域旅游发展的乡村振兴响应指数 θ(i)的计

算公式为：

θ ( )i = -0.008 67U 1 3 + 0.394 8U 1 2 - 2.388 3U 1
U 2

…（7）
最后，将 U1、U2的综合评价值代入公式（4），

分别得到 2014~2018年黄冈市乡村振兴对全域旅

游的响应度与响应指数（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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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值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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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来看，2014年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发

展呈负响应，表明伴随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振兴

水平呈“逆向”变化，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系统之

间呈相反的发展状态，表明 2014年以前全域旅游

对乡村振兴的作用还未显现，驱动效应未有效发

挥。2015~2017年是全域旅游的乡村振兴正响应

期，二者呈协同发展状态，全域旅游的发展为乡

村振兴的实现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二者的响应详

情在黄冈市的具体表现为：（1）全域旅游促进了

乡村产业振兴。2010年以来，黄冈整合“红色土

地”“名人故里”“将军故乡”等名片，打造以文化

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黄冈样本”，实现了农村一

二三产业的有效融合，激活了农村各类生产要

素，发挥了旅游产业的综合带动效应，促进了乡

村产业的提档升级。（2）全域旅游带来了乡村人

才振兴。近年来，黄冈市积极响应湖北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三乡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实施能

人回乡创业的计划，从土地利用、资金奖补、项目

安排等方面量身定制了 19条支持政策，把回乡能

人纳入招商引资、“双创”、人才引智支持范畴，取

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2018年底，全市共签约能人

回乡创业项目 1 314个，协议投资额 1 115亿元。

根据调查，回乡创业项目 60%以上集中在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项目。目前，回乡能人已经成为推

动黄冈乡村发展的生力军。（3）全域旅游实现了

乡村文化振兴。优秀的乡土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

魂。自 2007年黄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

发展旅游经济的决定》以来，各级政府大力推动

乡村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有效增强了旅游

目的地的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了乡村社会

文明程度。目前，全市入围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项目共计 9项，获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1个、

中国传统村落 26个。（4）全域旅游推动了乡村生

态振兴。黄冈市把“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与

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有

效改善。目前，全市 54个村落入围 2019年全省美

丽乡村建设试点范围，建成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

示范项目 2个，省级美丽宜居乡村示范项目 10
个，省级宜居村庄 111个 [20]。（5）全域旅游加快了

乡村组织振兴。全域旅游通过社区居民、自治机

构、游客等为主体的“全社会”参与模式，发挥政

府的导向引领作用，打造自治为主、法治为要、德

治为基的“三治合一”治理体系 [21]，在一定程度上

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从图 3中可以看到，2015年以后乡村振兴对

全域旅游的响应指数逐步下降，至 2018年下降为

负数，表明乡村振兴对全域旅游发展的响应敏感

程度逐渐减弱，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二者之间的

发展未达到协同互动，乡村振兴的进程跟不上全

域旅游的发展速率。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是现阶段我国两个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二者互动关系的研究

还是与高质量发展、精准扶贫等时代背景和国家

战略相关联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构建全域旅游

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评价体系以及响应度模

型，对我国著名革命老区—黄冈市的全域旅游发

展乡村振兴响应状况进行了探讨，总体来看，以

2016年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年为中心点的前后

五年内，乡村振兴对全域旅游发展的响应指数表

现为“负-正-负”的变化，响应度表现为先升后

降。负响应期内响应强度较低，说明乡村振兴对

全域旅游发展的“逆向”反应并不强。正响应期

内响应强度逐渐下降，表明当前黄冈市全域旅游

与乡村振兴之间发展不协调，需要进一步从内涵

上提升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而达到二者协同发

展的理想状态。

4.2 建议

依据黄冈市全域旅游发展的乡村振兴响应度

分析结论，并结合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

质量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时代背景，为革命老

区的全域旅游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之间实现良性

互动，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以建设“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

机，系统梳理并深度挖掘黄冈市旅游资源，紧紧

围绕红色文化、名人文化、医药文化、戏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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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亲文化、禅宗文化、东坡文化和生态文化“八大

名片”，统筹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机遇与全域

旅游开发和建设之间的关系，做好顶层设计。

第二，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创新全域旅游

综合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把全域旅游与乡村振

兴、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大别

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有机结合，做好各类不同规

划之间的衔接，充分发挥全域旅游的示范带动作

用，促进城乡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

第三，以提升发展质量为目标，立足革命老区

资源优势和文化特色，走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以

黄冈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

手，推动乡土文化和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增强

全域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切实提高全域旅游

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第四，以基本条件建设为支撑，进一步完善与

旅游服务相关的住宿、餐饮、通讯、购物等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全域旅游的承载

力，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在乡村

的集聚、扩散，激活乡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为

黄冈市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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