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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超大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
发展效益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北京、广州为例

王细芳
(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在国内超大城市推进旅游业与演艺业的融合发展有着先天的优势

和明显的劣势，通过对二者融合发展效益的量化比较研究，可为国内超大城市制定

下一步融合发展政策、提高融合发展效益提供依据。本文以上海、北京、广州 3 个

超大城市为样本，从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3 个维度，构建了由 3 个一级指标和 12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 3 个样本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

融合发展效益的得分。实证结果表明: 上海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效益不但领

先于另外两个城市，而且 2014 年较 2009 年有大幅改善，与之相反，北京、广州排名

靠后，5 年间融合发展效益下滑，与如火如荼的市场繁荣景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提升国内超大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效益可以从加强政策创新、打造服务

平台、夯实资金后盾、擦亮城市品牌、坚持内容为王、引导游客需求六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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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文化产业之一的演艺业，它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之初就表现出了强劲的生

命力。国内演艺类旅游吸引物的雏形是陕西省歌舞剧院古典艺术团于 1982 年 9
月在西安为了接待来访的国家首脑和政府要员而推出的《仿唐乐舞》，属于行政接

待性质。此后，国内知名度较高的商业性质的演艺类旅游吸引物是深圳华侨城集

团于 1995 年在景区客源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推出的《中华百艺盛会》与《欧洲之

夜》。实践证明，它们对稳定中国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客流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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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之后，得益于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

革，如国有文化单位事改企、国家财政对文化企业注资方式的转变———由看“出

身”转向看“项目”等等，这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不但激发了文化产业本身的活力，还

使旅游业找到了拓宽自身发展空间的平台。2004 年，张艺谋依托阳朔唯美的山水

实景和刘三姐的动人传说成功推出了《印象·刘三姐》，曾经安静的阳朔瞬间变成

了歌山舞水。《印象·刘三姐》开启了国内旅游业与演艺业快速融合发展的先河。
在它的示范作用下，西安的《长恨歌》、深圳的《千古风流》、丽江的《印象·丽江》、
杭州的《印象·西湖》、上海的《时空之旅》、北京的《金面王朝》、广州的《时空魅

影》等被先后推出，这些演艺类旅游吸引物不但成为了城市的新名片，还是旅游业

和演艺业共同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像桂林、丽江、张家界等这类原本就具备独特旅游资源优势的目的地，演

艺类旅游吸引物的推出使得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如虎添翼，二者相得益彰。而对于

像上海、北京、广州等国内超大城市①，挖掘自身文化资源并打造出富有地域特色

的演艺类旅游吸引物，也成为了当地都市旅游的有益补充。与桂林、丽江相比，上

海、北京等超大城市推进旅游业与演艺业的融合发展，有着天生的优势: 其一，它们

都是区域文化中心，拥有独特的文化底蕴与资源，如北京的京派文化，上海的海派

文化，广州的岭南文化，城市本身就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是二者融合发展的核

心优势; 其二，超大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高、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可为本地演艺

类旅游吸引物提供强大的“内需市场”。尽管如此，在国内超大城市，二者融合发

展的劣势也很明显，旅游者在超大城市可选择的旅游消费项目多，在品牌知名度不

够高时，演艺类旅游吸引物很难成为旅游者在超大城市旅游消费的必要组成部分，

可替代性很强。反之，这种状况又会阻碍超大城市演艺类旅游吸引物品牌知名度

的提高。
虽然超大城市推进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劣势明显，但目前国内一些超

大城市的业界和政界都在积极推进二者的融合发展。硬件建设方面，1998 年作为

上海文化地标的上海大剧院揭幕运营②，2007 年国家大剧院在北京落成开业③，

2011 年广州大剧院以璀璨的文化地标身份在广州亮相④。所以，早在 2011 年国内

就已经形成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广州大剧院 3 家国家级剧院三足鼎立的局

面。软件建设方面，2003 年上海只拥有 72 个艺术剧团，2014 年增加至 158 个，翻

了一倍多; 2003 年广州只拥有 18 个艺术剧团，2014 年增加至 58 个，翻了两倍多;

北京缺少艺术剧团近年的相关统计，但从开展文艺活动的场次数目来看，2014 年

是 2003 年的近 4 倍⑤。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肩负着“用客观、理性的理论成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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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根据国务院 2014 年 10 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作为

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目前国内一共有 7 个城市满足条件: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和武汉。
资料来源: http: / /m． sohu． com /a /238930652_210193．
资料来源: https: / /baijiahao． baidu． com /s? id = 1599418341832297806＆wfr = spider＆for = pc．
资料来源: http: / /news． southcn． com /g /2011 － 01 /05 /content_19019020． htm．
数据来源: 根据上海、北京和广州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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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实践”之重任的学界，就亟需弄清国内超大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效益到

底如何，以期解决要不要融合发展，以及如何融合发展等业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

问题。
国外对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多从产品内容、

旅游演艺活动目的等方面进行研究。关于产品内容，Dean( 1976) 探讨了演艺类旅

游吸引物内容真实性的问题; 而 Margaret( 1998 ) 则进一步研究了演艺类旅游吸引

物内容与当地文化的关系。旅游演艺活动目的方面，Bruner 等( 1994) 将文化表演

看成一种向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展示本地文化的交流行为; 类似的，Charassri
( 2004) 认为旅游演艺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向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阐释和演绎某种文

化; 而 Lau( 1998) 则将旅游演艺活动的目的从宽泛的文化传承范畴聚焦至向外国

游客展示国家观念与自我认同感。国内对旅游业和演艺业融合发展的研究起步较

晚，多关注二者融合发展中存在的成本问题、产品内容雷同问题、游客满意度问题

和市场定位问题 ( 汪克会，2010; 赵强生，2010; 廉洁，2010; 罗盛锋 等，2011; 刘晓

璐，2009) 。
综上，国内外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现有研究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且集

中在演艺类旅游吸引物的内容、定位、旅游者满意度等方面，尚无旅游业与演艺业

融合发展效益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在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大张旗鼓地推进二者融合

发展的态势下，对于有着明显的发展优劣势的超大城市而言，二者融合发展效益如

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机制的理论透视

我们将基于一般产业融合理论，从融合发展的动力、路径、效益等方面探讨旅

游业与演艺业的融合发展机制，以期为下文融合发展效益评价指标的筛选、提升发

展效益对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1 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动力

1． 1． 1 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决定了二者融合的必然性

市场经济三大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厉无畏等( 2003 )

认为产业融合是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效率提高的必然要求 ( 体现了竞争规律) 。
于刃刚( 2006) 则认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产业融合的根本动力( 也体现了竞

争规律) 。陈山枝( 2006) 指出用户( 最终消费者) 对企业业务和功能的需求以及运

营商对降低成本、扩大经营规模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产业融合的发展( 体现了供求

规律) 。具体到旅游业，杨颖( 2008) 则把旅游业与其它产业融合的动力归结为旅

游的体验性、闲暇的二重性和经营者对经济性回报的追求( 体现了价值规律) 。国

内超大城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决定了国内

超大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必然性。
1． 1． 2 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是旅游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消耗自然资源和损害环境为代价的。循环经济由美国

经济学家波尔丁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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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

的线性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 杨雨，2007 ) 。演艺资源

具有生态环保、可重复利用、能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和传承

的特点，若为旅游业所利用，将是一种高层次的旅游资源，产生广泛的经济、生态和

社会效益，满足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二者融合可以生成循环经

济，实现绿色发展，开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1． 1． 3 技术创新为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推开了方便之门

Porter( 1985) 认为技术创新或技术融合能够改变传统产业的边界，是产业融合

的主要动力。Sahal( 1985) 则认为在技术关联条件下，某一种技术范式不断向不同

的产业扩散，促使这些产业出现技术创新继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在国内，数字新

媒体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正在推动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并间

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反过来，产业融合又会加速新创技术的扩散。
所以，技术创新既是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动力，也是二者融合发展的结果。
1． 1． 4 旅游业的产业属性决定了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过程中旅游业呈主动姿态

王慧敏( 2007) 认为，旅游业是一种泛产业，其在资源供给、时空维度、驱动要

素、消费需求这 4 个方面都具有无边界特征，这种无边界特征正是旅游产业与其他

产业融合的有利条件。徐虹等( 2008) 认为，旅游产业融合是开放性的旅游产业系

统本身动态演进的结果。旅游业的无边界性和开放性决定了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

过程中，旅游业更加积极主动。
1． 2 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由于旅游业的无边界特性，近年来，“旅游 + 互联网”“旅游 + 农业”“旅游 + 工

业”“旅游 + 演艺”等融合发展态势良好。演艺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市场规模庞大，产品和服务受众广泛，产业融合倾向日趋强烈，近年也出现了

“演艺 + 互联网”“演艺 + 制造业”“演艺 + 休闲旅游”等实践形式。基于旅游业与

演艺业各自的产业属性特征，二者融合可能遵循以下路径:

( 1) 技术融合路径。Gaines ( 1998 ) 认为融合是新技术不断代替旧技术的过

程，并将技术融合的过程分为突破、复制、经验、理论、自动化和成熟这 6 个阶段。
Stieglitz( 2003) 将技术融合路径的类型划分为技术替代融合、技术互补融合和技术

整合融合。
( 2) 产品融合路径。Greenstein 等( 1997) 和张磊( 2001) 认为产业融合过程主

要包括产品互补型融合和替代型融合，其中知识产权、标准等在互补型融合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周振华( 2004) 则认为产品融合还包括结合型融合。
( 3) 价值链上特定环节融合路径。Greenstein 等( 1997 ) 指出产业融合的过程

可以分为采购融合、生产融合、分销融合 3 个阶段，某个阶段出现融合可能也会促

使其它阶段融合的发生。
( 4) 产业结构由横向向纵向转变的融合路径。产业融合过程中，产业结构可能

会从传统的横向结构向纵向结构转变。Collis 等( 1997) 对电视、计算机和电话产业的

实证研究表明，这 3 个产业的融合实现了由 3 个横向产业向 5 个纵向部门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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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数字新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日新月异，旅游

业与演艺业不一定只遵循某一种路径融合发展，以上各种路径可能多举并发。
1． 3 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效益

《投资大辞典》将效益界定为“劳动( 包括物化劳动与活劳动) 占用、劳动消耗与

获得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劳动成果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占用和劳动消耗的代价，

其差额为正效益，即产出多于投入。反之，则为负效益……在可行性研究中，除对本

企业的长远经济效益进行估价外，还应对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作出评价”①。关于产

业融合发展效益，现存文献主要聚集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生态效益( 环境效益)

关注甚少。经济效益方面，产业融合能够提升各自的资源配置效率，为企业节约成

本，继而改善企业的综合绩效( Gambardella et al． ，1998; 马健，2002) 。社会效益方面，

产业融合优化了企业组织结构，促进了产业创新，有利于形成有效竞争与合作的新型

市场结构( Stieglitz，2003; 聂子龙 等，2003)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产业创新能够推

动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植草益，2001) 。
根据《投资大辞典》对效益的界定和当前研究现状，结合党的十九大提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期”的论断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本文从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 3 个方面来评估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效益。本文以国内超大

城市的代表———上海、北京、广州为样本，以 2004 年为起点，比较每经过一个 5 年

的发展，3 个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效益的变化，并探寻导致效益发生变化

的根源，为下一步制定融合发展策略提供事实依据。

2 融合发展效益评价指标选取原则与依据

2． 1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及相互联系的二级指标构成。指标的选取遵

循客观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全面系统性和简明实用性五大原则。降低主观意识

对效益评价的影响力，确保评价指标横向与纵向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指

标体系满足全面系统性的同时，力求简单明了，用较少的指标代表性地表征丰富的

内涵。
2． 2 评价指标选取的依据

为使实证检验得以顺利开展，构建指标时除了遵循以上原则，还应注意把握以

下两点依据。
其一，以生态效益为重心，以社会效益为核心。“重心”原意指物体重力的集

中作用点，不论物体摆放的方法如何改变，物体各组成部分都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才

能保持平衡，偏离重心就会失去平衡;“核心”原意指中心，是事物最主要且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部分，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抽象的，但失去核心就会失去所有。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

展转化，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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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将“美丽中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容之一，

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本质规律，也为旅游业和演艺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毫无疑问，这两个产业在新一轮的经济体系构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在引领绿

色发展、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必须发挥好引擎作用。因此，我们将“重心”
和“核心”这一对物理学上的概念应用到本文中来，就不难理解: 若偏离了生态效

益这个重心，打破人与自然的平衡，必将积重难返，何谈“美丽中国”梦想的实现;

而不以社会效益为核心，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将失去所有已经取得的

成果，何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如图 1 所示，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道路上，三大效益是一个矛

盾统一体。他们相互牵制、相互依存，最终构成一个以生态效益为支点、以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为两端砝码的不等臂天平。社会效益位于短臂端，正如习近平同志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出现冲突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同时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就使得社会效益的投入要比

经济效益高数倍。因为，社会效益涉及的面广，投入与产出之间不像经济效益那样

拥有直接的传导机制，它往往是间接传导，也就是说在努力获取社会效益的过程

中，投入并不一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生态效益借助一个倒三角构成天平的支

点，是天平重心之所在，足见它对整个效益统一体的至关重要性。只要偏离生态效

益这个重心，天平就会失去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便如石沉大海难以挽回。

图 1 三大效益相互作用机理

注: 作者自绘。

其二，演艺业经营目的的特殊性。新时期，包含了演艺业的文化产业是不同于

一般产业的特殊产业，它既具有文化事业的事业性与公益性，也具有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以后的产业性和营利性，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文化

市场体系”这一总方针以后，文化产业的市场特征日益明显，一部分文化产品和服

务既具有公共性，又具有私有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是时代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要求

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有时难免会与“以利润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法则产生冲突，这是演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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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3 融合发展效益评价指标的选取与评价方法

3． 1 基本概念的界定

3． 1． 1 生态效益

综合《农业大辞典》《人口科学辞典》、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等对生态效益

的界定①，我们认为生态效益是指在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货物和服务传

递过程中，生产、生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使用的强度都在预估的地球承载能

力范围之内。对国内超大城市而言，由于常住人口基数大，人均城市生态空间十分有

限，倘若城市管理不当，人们的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容易造成破坏。超大城市中旅游

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产生的生态效益具体体现为: 二者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城市自

然环境的保护，也有利于城市生态空间的优化与再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空间会

大大提升城市宜居指数。
3． 1． 2 社会效益

在综合《社会保障辞典》《党的基本路线知识全书》等对社会效益的界定的基

础上②，我们认为社会效益是指社会经济活动对社会制度、社会福利、社会秩序、社
会组织、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生活方式、价值

观念、人口、劳动等方面的影响。包含两层含义: ( 1 ) 全社会范围内的经济效益。
它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对社会再生产各个领域经济效益的综合考察和全面

权衡，而不是仅仅考虑某个领域、某个企业或部门劳动投入与产出的比例。( 2) 相

对于经济效益来说，它是指社会经济活动对社会领域产生的效益，在社会运转和时

代变迁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对超大城市带来的

社会效益具体体现为: 二者融合发展对城市居民福利水平提升、城市产业结构优

化、城市品牌强化、城市文脉延续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3． 1． 3 经济效益

在综合《中国审计大辞典》《证券投资大辞典》等对经济效益的界定的基础

上③，我们认为经济效益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商品和服务的劳动占用、劳动耗费

与劳动成果的比例关系。在超大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产生的经济效益

具体体现为: 二者融合发展能够帮助旅游企业和演艺企业实现规划的经济愿景和

“产出 /投入 ＞ 1”目标。
3． 2 三种效益评价指标的筛选

依据超大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内涵与外延，

结合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和依据，创设以下一级指标及对应的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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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 http: / /qa． cnki． net /web /query? q = % E7% 94% 9F% E6% 80% 81% E6% 95% 88% E7%
9B%8A．

资料来源: http: / /qa． cnki． net /web /query? q = % E7% A4% BE% E4% BC%9A% E6%95% 88% E7%
9B%8A．

资料来源: http: / /qa． cnki． net /web /query? q = % E7% BB% 8F% E6% B5% 8E% E6% 95% 88% E7%
9B%8A．



Tourism Science 旅游科学

3． 2． 1 生态效益指标( A)

( 1) 城市生态空间优化指数( A1 )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生态空间不足是摆在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面前的

一个突出问题。超大城市生态空间不足，旅游者的旅游休闲体验肯定也不佳。为

了促进旅游业与演艺业快速融合发展，势必重视城市生态空间优化。所以，旅游业

与演艺业的融合发展，是对超大城市生态空间进行重塑的契机，有助于构建更加美

好的城市生态空间。城市生态空间一般由政府部门出资建设。一个重视城市生态

空间构建和改善的超大城市，意味着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文化、体育和娱乐

设施改造和建设的比例较高，故可根据城市文体娱投资在全市固定投资中的占比

来衡量城市生态空间的优化程度。
( 2) 城市环境改善指数( A2 )

旅游业虽然被称为无烟产业，但实际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小，如垃圾积

聚、空气噪音污染等。演艺产业集聚区具有容积率低、公共空间大、绿化率高、交通

工具少等特征。因此，促进旅游业与演艺业的融合发展，将对改善城市环境起到积

极的作用。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用城市绿地面积来衡量城市环境的改善程度。
( 3) 城市污染产业迁移指数( A3 )

由于旅游业的辐射能力和带动效应强，演艺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将使演艺

业也逐步产生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带动效应，其结果就是“1 + 1 ＞ 2”，最终带动城市

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使第二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小，尤其是污染型的工

业企业将慢慢往郊区或其他省市迁移。这是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后带来的一

种远期生态效益。因此，可以根据工业园区或工厂在市区的占比来衡量污染产业

往城市外围迁移的状况。
3． 2． 2 社会效益指标( B)

( 1) 社会福利改善指数( B1 )

旅游业与演艺业通过融合发展实现销售收入增长，这两个产业从业者的整体

福利水平就会得到改善。同时，旅游业与演艺业的融合发展将不断衍生出新的演

艺类旅游吸引物，间接提高超大城市相关产业的附加值率，而相关产业附加值率的

提高又通过工资、租金等方式扩散到全行业，最终普遍提升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改善他们的消费结构。本文采用恩格尔系数测算社会福利改善程度。
( 2) 产业结构优化指数( B2 )

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优化产业结构的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发展

和壮大服务业。演艺业生活型服务特征相对明显，而生产型服务特征相对较弱，旅

游业正好相反，生产型服务特征相对明显①，二者融合发展将有利于完善和加强各

自相对较弱的那个特征。另外，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他产业关联性较强的特

征也将推动超大城市整体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本文根据第三产业在社会生产总值

中的占比来衡量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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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修学旅游等提供专业服务，着力服务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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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指数( B3 )

作为一个辐射能力强的综合性产业，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后，将遵循以

下路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者融合发展将促进超大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

功能的完善，使其成为区域内的经济增长极。超大城市通过发挥极化效应，向邻

近外围扩散和输送技术、资本和人才，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二者融合发展对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作用力的大小，可以依据超大城市公路货运量与铁路货运量

比值的大小来衡量: 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二者的比值就越大，因为随着与

邻近地区经济关联度的提高，超大城市对短程物流的需求将远远多于远程物流，

而公路货运在短程物流中优于铁路货运，故二者比值越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越高。
( 4) 新创技术扩散指数( B4 )

旅游业与演艺业的融合为什么能够促进新创技术的扩散? 首先，演艺类旅游

吸引物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能为旅游与演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其次，二者融合发展为两类企业的协同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第三，旅游业不但

是生活型服务业，更是生产型服务业，它与演艺业的融合，将使会议旅游、修学旅游

等这些原本就有助于新创技术扩散的渠道( 如技术交易博览会、专家咨询会、学术

交流会等) 变得更加通畅。限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同时为了提高不同样本之间数

据的可比性，本文根据参与学术交流大会人次与举办学术交流大会次数比值大小，

来衡量新创技术的扩散速度。
( 5) 城市品牌强化力度指数( B5 )

旅游业与演艺业的融合发展是打造城市品牌和提高城市知名度的良好契机。
品牌知名度高的城市，不但会吸引外地居民前来学习工作，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

国人前来学习、工作和定居。后者人数的增加更能体现城市品牌的知名度和含金

量，因此，可以依据常住人口中外国人口比例来衡量城市品牌的强化力度。
( 6) 城市文脉延续指数( B6 )

延续城市文脉，不但需要有充足的文化休闲娱乐设施和平台，还要有传播、演
绎城市文脉内涵的艺术家、专业团队和人员。后者属于软件建设范畴，既需要时间

的沉淀，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只能根据艺术表演专业

从业人员数量与艺术文化表演场所数量比值，来考察城市文脉的延续状况。
3． 2． 3 经济效益指标( C)

( 1) 经济增长贡献率( C1 )

在超大城市的统计年报中，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查到找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

贡献率，但没有细分的旅游业或演艺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在实证研究中能否直

接用前者替代后者? 本文认为是可以的，由于在后文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全部采用

的是相对指标，所以，是否按一定比例将旅游业和演艺业的贡献率从第三产业中分

离出来，对实证结果没有很大影响。
( 2) 旅游收入乘数( C2 )

旅游收入乘数在实际测算中很难驾驭。通俗地讲，旅游收入乘数就是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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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增加一个单位引起当地社会经济总量增加的单位数。旅游业与演艺业

的融合发展，为两个行业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于提高旅游收入乘数。由

于旅游业的产业边界模糊，要精准地测算旅游收入乘数并不现实。等幅振荡是

一个物理学定理，定理认为在电磁振荡中，如果没有能量损失，振荡电流的振荡

会永远持续下去，且振幅保持不变。若把它借用到经济学中来，可为旅游收入乘

数测算提供一个变通思路: 虽然我们最终是为了测算旅游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

拉动力度的大小，但是，在没有人为干预或环境突变的情况下，这个拉动力度在

每个行业都是一样的，由此，我们想到了小范围的测算，这样操作不但数据易得，

而且能够确保精确度。也就是说，我们以统计年鉴上广义的旅游业为界限，以旅

游业的核心行业———住宿业为起点，计算住宿业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广义旅游

业收入增加的单位数。
( 3) 经济运行效率指数( C3 )

经济运行效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成本的基础上所能获得的经济收益，通常用

单位经济成本的经济收益来表示。单位经济成本的经济收益越高，经济运行效率

就越高。在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二者耦合互动强化了彼此间的关联

度，从而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有效防止资源配置错位，为提高社会经

济运行效率保驾护航。用社会生产总值除以劳动者收入和固定资产折旧之和即为

经济运行效率指数，而通过前后年份指数的对比，即可看出两个产业融合发展后对

当地经济运行效率的改善力度。
上文构建了 3 个一级指标 12 个二级指标，本文要从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3

个层面 12 个维度进行全面的测度，最后综合成一个数值———融合发展效益得分。
从结果上看，如何“综合”是本文实证研究中的又一重大问题。12 个指标值如果只

是简单累加，则不能体现以生态效益为重心、以社会效益为核心，把经济效益放在

其次的指标体系构建依据，因此，需要给评价指标赋权。目前国内外对评价指标权

重的确定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主观赋权法，如德尔菲法，权重会较多地受到人为因

素影响; 另一种是客观赋权法，也就是根据各指标间的相关关系或各项指标数值的

变异程度来确定权重，避免了人为评价带来的偏差，如因子分析法、熵权法等指标

权重的计算方法。本文在综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择熵权法计算权重。用熵权

法确定权重，不但能避免人为因素对权重的干扰，而且，它是根据实际数据所反映

的信息情况，客观地为指标赋值，因此用此方法计算出来的指标权重比主观赋权法

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客观性。

4 实证检验

4． 1 样本选择与指标权重计算

在计算国内超大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效益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

两个问题: 二者是否有融合发展的事实? 二者是什么时候开始融合发展的?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作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尽管 2004 年 3 月在桂林阳

朔出品的《印象·刘三姐》是我国知名度最高的山水实景演艺节目，但国内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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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的发源地却是超大城市。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久负盛誉的

上海杂技团( 中国第一个进行商业演出的文艺院团) 就面向国内外游客推出了各

种演出①。1988 年北京老舍茶馆建成开业，游客可以一边品茶一边欣赏戏曲表

演②。1993 年广州动物园面向游客推出马戏表演③……《印象·刘三姐》的特殊贡

献在于它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并赶上了我国“文化产业振兴”之年④，所以，它

在 2004 年成功开启了我国旅游业与演艺业快速融合发展的先河。随后，各超大城

市都不甘落伍，快速推进旅游业与演艺业的融合发展。上海市 2005 年推出的《时

空之旅》到上海马戏城驻场演出就是一个例证。
综上，本文以 2004 年作为国内超大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快速融合发展的起

点，检验每经过 5 年的量的积累，二者融合发展效益是否出现了质的变化。基于

此，我们选取 2009 年和 2014 年两个时间节点，以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程度较

高的 3 个超大城市———上海、北京和广州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采集自各城市统

计年鉴。运用熵权法计算出 3 个一级指标和 12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见表 1) :

表 1 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生态效益( A) 城市生态空间优化指数( A1 ) 0． 3481

0． 7072 城市环境改善指数( A2 ) 0． 0054

城市污染产业迁移指数( A3 ) 0． 3537

社会效益( B) 社会福利改善指数( B1 ) 0． 0002

0． 2130 产业结构优化指数( B2 ) 0． 0015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指数( B3 ) 0． 1138

新创技术扩散指数( B4 ) 0． 0218

城市品牌强化力度指数( B5 ) 0． 0229

城市文脉延续指数( B6 ) 0． 0528

经济效益( C) 经济增长贡献率( C1 ) 0． 0043

0． 0798 旅游收入乘数( C2 ) 0． 0704

经济运行效率指数( C3 ) 0． 0051

从表 1 可看出，生态效益被赋予了 0． 7072 的权重，是经济效益权重的近 9 倍，体现

了“以生态效益为重心”这一重要依据; 社会效益被赋予了0． 2130 的权重，是经济效益的

近 3 倍，体现了“以社会效益为核心”另一重要依据。采用熵权法赋予的指标权重，与本

文的理论基石不谋而合，进而反证本文的理论基石是成立的。
4． 2 3 个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效益得分

采用表 1 赋予的指标权重计算 3 个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效益得分，

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09

①

②

③

④

资料来源: https: / /baike． baidu． com / item /% E4% B8%8A% E6% B5% B7% E9% A9% AC% E6% 88%
8F%E5%9F%8E /198780? fr = aladdin．

资料来源: http: / /www． takefoto． cn /viewnews-477． html．
资料来源: http: / /news． ifeng． com /a /20170904 /51865313_0． shtml．
2005 年中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我国的一项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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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城市评价得分与排序

年份 城市 总得分 生态效益( A) 得分 社会效益( B) 得分 经济效益( C) 得分

2009 上海 43． 22 27． 47

北京 29． 88 22． 27

广州 23． 40 17． 49

A1 8． 74
A2 0． 17

A3 18． 56

A1 8． 58
A2 0． 19

A3 13． 50

A1 17． 49
A2 0． 18

A3 3． 32

12． 09

5． 18

4． 03

B1 0． 01
B2 0． 05
B3 8． 03
B4 0． 75
B5 0． 75
B6 2． 50

B1 0． 01
B2 0． 05
B3 2． 30
B4 0． 76
B5 1． 15
B6 0． 91

B1 0． 01
B2 0． 05
B3 1． 05
B4 0． 67
B5 0． 38
B6 1． 87

3． 66

2． 43

1． 88

C1 0． 16
C2 3． 32

C3 0． 18

C1 0． 14
C2 2． 13

C3 0． 15

C1 0． 12
C2 1． 58

C3 0． 18

2014 上海 60． 36 44． 78

北京 24． 48 17． 24

广州 16． 17 8． 71

A1 23． 07
A2 0． 16

A3 21． 55

A1 6． 12
A2 0． 19

A3 10． 93

A1 5． 63
A2 0． 19

A3 2． 89

11． 11

4． 97

5． 22

B1 0． 01
B2 0． 05
B3 7． 86
B4 0． 44
B5 0． 92
B6 1． 83

B1 0． 01
B2 0． 06
B3 2． 26
B4 1． 01
B5 0． 95
B6 0． 68

B1 0． 01
B2 0． 04
B3 1． 25
B4 0． 73
B5 0． 42
B6 2． 77

4． 47

2． 27

2． 24

C1 0． 15
C2 3． 15

C3 0． 18

C1 0． 15
C2 1． 96

C3 0． 16

C1 0． 13
C2 1． 93

C3 0． 18

从 2009 年到 2014 年，经过 5 年的发展，上海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效益得

分不但均稳居第一，而且提高了 17． 14 分，是 3 个城市中唯一保持增长势头的城

市。北京位居第二的名次未变，可效益得分不升反降，减少了 5． 40 分。广州也是

如此，减少的幅度比北京还大，减少了 7． 23 分。透过名次与得分，我们不难厘清得

分增减背后的根源:

( 1) 从表面上看，有着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北京，旅游业与演艺业融

合发展得如火如荼，但事实上，北京融合发展效益得分不但远远落后于上海(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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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足上海的一半) ，而且从 2009 年的 29． 88 分减少至 2014 年的 24． 48 分。减少

的 5． 40 分主要来自生态效益这个层面，2014 年生态效益得分比 2009 年减少了

5． 03 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几乎保持不变，各自只减少了 0． 21 分和 0． 16 分。生

态效益是融合发展效益这个统一体的重心，但实践中北京偏离了它，从而导致整体

效益不升反降。北京生态效益得分主要受城市生态空间优化指数和污染产业迁移

指数的影响。相对于 2009 年，北京 2014 年城市生态空间不是优化而是变差了。
2005 年，受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政策鼓舞，北京市文体娱投资在全市固定投资中占

比( 城市生态空间优化指数的度量依据) 高达 5． 48%，此后一路下降，2009 年只有

1． 59%，2014 年更是减少至 1． 21%。随着常住人口基数的增大，外来旅游人次的

激增，北京目前面临的城市生态空间压力越大来越大，只有不断加大文体娱建设资

金投入，城市生态空间才有可能得到改善。另外，我们根据工业园区或工业企业设

立在市区的比例度量污染产业的迁移状况，北京在这 5 年间几乎没什么改观，2009
年占比高达 53． 20%，2014 年只比 2009 年减少了 3． 08 个百分点，仍占到一半以

上。这两个方面上海做得都比较好: 2009 年上海市文体娱投资在全市固定投资中

占比为 16． 20%，2014 年提高至 37． 30% ; 2009 年上海工业园区或工业企业设立在

市区的比例是 26． 83%，2014 年减少至 1． 16%①。由此可见，上海这些年一直都在

着力维系生态效益这个重心。
( 2) 与北京相比，广州更不理想。从 2009 年到 2014 年，广州旅游业与演艺

业融合发展的社会效益得分增加了 1． 19 分，经济效益得分增加了 0． 36 分，但综

合得分却减少了 7． 23 分，这是因为生态效益减少了 8． 78 分。与北京一样，广州

在实践中也偏离了生态效益这个重心，致使整体效益不升反降。广州生态效益

得分减少主要受城市生态空间优化指数下降的影响: 其度量指标———文体娱投

资在全市固定投资中占比由 2009 年的 3． 24% 下降至 2014 年的 0． 91%。作为

一个超大城市，广州同北京一样，随着常住人口基数的增大，外来旅游人次的激

增，广州所面临的城市生态空间压力也与日俱增，只有不断加大文体娱建设资金

的投入才有望得到改善。但实际上这 5 年里，广州的投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

幅减少，减少至 1． 00% 都不到②。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城市生态空

间压力与日俱增时，改善手段弱化将会成倍放大城市生态空间压力，甚至使之变

得难以操控。

5 对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上海在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上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效

益。借鉴上海的发展经验，结合熵权法给各个指标赋予的权重，我们提出以下提升

国内超大城市旅游业与演艺业融合发展效益的对策:

第一，加强政策创新。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励演艺单位事改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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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根据北京和上海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 根据广州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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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演艺作品进入市场的约束。加强税收政策 创 新，充 分 考 虑 演 艺 业 的“事 业

性”，扩大旅游与演艺企业营改增成本抵扣范围，或给予税率优惠。演艺企业

经营成本压力 减 小，有 助 于 管 理 者 在 经 营 目 标 上 更 加 注 重 生 态 效 益 与 社 会

效益。
第二，打造服务平台。政府可以成立专项部门来专门协调、管理和服务那些涉

足融合发展的企业。演艺企业要积极探索国际合作平台，参与国际优秀演艺节目

的制作，使之成为优秀演艺人才成长的摇篮。努力完善演艺企业的旅游服务功能，

使之成为能接待、愿接待旅游团客和散客的平台。
第三，夯实资金后盾。从硬件建设看，政府要继续加大对文体娱设施的建设

资金投入，保证城市生态空间得到持续改善与优化，鼓励民营资本与之合作，保

证旅游与演艺基础设施得到持续地更新改造，为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提供主客

和谐共享的旅游、休闲与娱乐设施和空间。从软件提升看，资金一直是演艺作品

创排的瓶颈，要鼓励社会捐赠与文化基金对旅游和演艺企业注资，大胆尝试基于

移动互联网的现代众筹、PPP 等模式。充足的资金来源是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

坚强后盾。
第四，擦亮城市品牌。注重城市品牌的打造与强化，从城市功能、城市文明等

方面提升城市品牌的知名度和含金量。大型城市要从生产功能、服务功能、管理功

能、协调功能、集散功能和创新功能 6 个方面下功夫，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构建出一种大气、包容、积极、向上并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城市精神，使城

市精神成为城市文明的核心体现。
第五，坚持内容为王。“内容为王”越来越被演艺业业界所认可。目前国产

优秀演艺作品较少，引进国外剧目又会造成外汇收入的漏损，也不利于中华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内容为王”时代，挖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需要

有一支精良、稳定的文艺人才队伍。建立起演艺人才的就地培养模式，帮助演艺

人才深刻地理解当地文化，肩负起传承城市文脉的重任。鼓励演艺节目的原创

和推广，使五千年中华优秀文化从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走出来，走向生活，走

近人民。
第六，引导游客需求。鉴于目前超大型市的游客向观演观众转化的比率较低

这一现实，引导游客需求是当务之急。政府要把演艺节目纳入城市营销范畴，在城

市交通枢纽、官方媒体等扩大宣传，促使游客增加演艺节目消费。文化艺术品味与

欣赏水平是逐步提高的，建议各地方政府加大对公益性演艺节目的扶持力度，让广

大游客得到感受艺术、学习艺术和欣赏艺术的机会，逐步激发和提高游客的观演需

求。旅游与演艺企业要联合起来进行“捆绑销售”，依托互联网，借助 O2O 进行精

准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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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Benefits of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al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Megacitie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Beijing and Guangzhou

WANG Xifang
( Tourism Institut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3，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ies has
congenital advantages and obvious disadvantages in domestic megacities． Comparative empirical studies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benefits can provide ideas for making policies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and provide the basis for enhancing the benefits． Taking Shanghai，Beijing and
Guangzhou as examples，this paper buil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3 1-level indicators and 12
2-level indicators by using Entropy method to calculate their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benefit score
from ecological，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 dimen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 that
Shanghai’s benefits of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ahead of the other two cities but also get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2014 relative to 2009． On the contrary，Beijing and Guangzhou are on the
decline during these 5 years with a huge contrast to the flourishing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markets．
The paper ended with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to promote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high quality and good benefits，from policy innovation，service platform，

capital backing，city brand，product content，as well as demand guide aspects．
Key words: domestic megacities; tourism industry; entertainment industry;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benefit; Entr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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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B-based 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Behavior
Intention of Tourism Volunteer Service

ZHOU Yuan* ，MEI Qiang
( School of Management，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factors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of volunteers’willingness to
take part in tourism volunteer service，this paper applie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by adding
personality trait as a new variable to build a model of tourism-volunteer-service behavioral intention，

took 239 samples and made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est． It was found: ( 1 ) tourism promotion
attitude，personal norms，convenience，and open and responsible personalitie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volunteer service behavior intention; ( 2) self-improvement attitude，social pressure，self-efficacy and
affinity personality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volunteer service behavior intention．
Key words: tourism volunteer service; behavioral will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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