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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

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

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

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

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

“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

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

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

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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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是21世纪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对延长

产业链、重塑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具

有重要意义[1]。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作为中国国民

经济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融合发展将为产业

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区域经济韧性提

升赋能[2-4]。2009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颁布

了《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

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进一步

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政策[5]，并

于 2018 年组建文化和旅游部，2019 年该部门陆续

发布了《关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

意见》《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化

和旅游规划管理办法》等政策，切实通过文化金

融、文化消费、产业监督、资源优化、人才培养等政

策扶持和保障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2021年

4月，《“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指出现阶段

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面临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存在

诸多挑战，如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城乡与区域差距依然存在，产

品供需不完全匹配，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存在一定

差距 [6]。因此，促进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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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课题。

当前，学界围绕“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也展

开了相应的研究。国外有关研究起步较早，20 世

纪末就有学者关注文化与旅游之间的相关性 [7-8]。

近年来，国外有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2个方面：一

是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地方文化有

利于强化旅游地的形象，从而吸引不同动机驱动下

的旅游者前往 [9-10]；二是“文—旅”融合型产品与服

务，包括创意旅游[11]、影视旅游[12]、节事活动[13]、主题

公园[14]等多种形式。国内有关研究虽起步较晚，但

文化与旅游产业的相关性[15]、“文—旅”产业协调关

系[16]、“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路径[17]等理论成果不

断涌现；实证研究方面，关于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

协调发展[18]、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19]、文化

与旅游产业融合度评价[20]等内容的探讨也在不断

开展，研究尺度涉及全国、省域[21-22]等空间单元，相

关文献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内涵和规律认知

的不断深化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总体来看：

① 以“文旅融合”为主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既有定量研究多聚焦于省际差异，鲜有涉及城市

群尺度、市级差异的研究成果；② 现有研究关于“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探讨中，多采取文化产业或

文化资源、旅游产业单独建立指标体系，单独测算

其产业发展水平后进行耦合或对比分析，从“文—

旅”产业融合内在联系的视角来看，二元独立的评

价方式存在忽视“文—旅”产业内在联系的缺陷。

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实施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美

丽中国的重点区域，并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和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的主要空间 [23]。中国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疏密有致、分工协

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成多中心、多层

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并明确指出长江中游

城市群未来5年处于优化提升的发展阶段。城市群

的发展具有极化、扩散等空间效应，且城市群内不

同层级的城市城镇化阶段、产业结构、“文—旅”产

业发展水平等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文以长江中

游城市群为案例地，探讨城市群地区“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问题，提出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的内涵，并进一步探析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演变特征、空间效应及驱动机

制，以期揭示典型地域“文—旅”产业融合关系特

征，并为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地方经济高

质量绿色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以及推动区域

经济一体化战略实施提供实际参考。

1 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内
涵解析

文化产业、旅游产业都有“朝阳产业”的美称，

二者的融合发展具有天然的优势[24-25]。梳理文献发

现，当前“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界定较为模

糊，具体到城市群尺度的研究更少，难以系统、完整

地体现出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内涵[17-22]。

因此，本文结合前人研究基础重新梳理构建了城市

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图 1)。

该理论框架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

而成。

(1) 宏观维度是指在各要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这一宏观的概念。

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一个涉及面广、动

态的复杂巨系统。具体来看：一方面，它是指文化

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要素的互相渗透、交叉汇合

或整合重组，使得原有的产业边界或要素领域收

缩、模糊甚至消失，逐渐形成新“文—旅”产业体系

的过程；另一方面，它是指基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

间的密切联系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逐渐凸显，并逐渐

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城市群“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空间格局，从而使得城市群整体“文—

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图1 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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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观维度是在明确宏观城市群“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概念的基础上，强调文化与旅游产业各

要素之间的融合关系，具体通过构建产业融合资源

本底、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规模 3大子系统，计

算其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其中，产业融合资源本

底子系统是指产业融合过程中的“文—旅”资源禀

赋；产业融合支撑子系统是指除“文—旅”资源禀赋

外直接或间接推动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的多种支撑要素组团；产业融合规模子系统表征城

市群“文—旅”产业融合产生的规模效应。基于前

文所述，现有研究多以二元独立的评价视角进行

“文旅产业融合”探讨，通常分别构建文化产业、旅

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再分析二者的耦合

协调程度[18-23]。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忽视文化与旅游

产业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结果难以准确

反映“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这一巨系统。同时考

虑到一个区域若呈现出“文—旅”资源的高度融合，

而产业融合支撑和规模中某一系统远低于资源本

底系统得分，则通过综合指数法计算出的最终结果

仍可能较高，这会导致评价结果不够客观。故本文

认为，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中观层面上

表征为 3个子系统融合推进、协调发展的良性发展

状态，即子系统内部高度融合的同时，各子系统之

间的融合发展程度也达到较高的水平。

(3) 微观维度是具体到某一案例区的深入剖

析，中观尺度的 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共生关系表

现为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遴选具体指标要素，探

析城市群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及其空

间效应，剖析其驱动机制，深入挖掘城市群地区“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首先，不同的城市群

地区，3个子系统内部的变量要素存在差异，需根据

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指标，为进一步计算地区“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奠定基础。其次，中国的

城镇化发展已进入城市群主导的新阶段[26]，城市群

的快速成长保留了不同地区间产业发展数量规模

及质量效益的差异，根据缪尔达尔的“回波—扩散”

理论和赫希曼的“极化—涓滴”理论，不均衡的“势

差”使得城市群区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等空间效

应逐渐凸显，极化效应使各要素向条件相对较好的

高梯度集中，扩散效应则使各要素向条件相对较差

的低梯度扩散[27-29]，在此效应下，城市群内“核心—

外围”的二元空间结构逐渐明显，高梯度地区和低

梯度地区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城市群内部各城

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也存在“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梯度，进而存在城市群尺度的空间效应。再

次，基于不同的子系统具体指标、产业融合发展程

度及空间效应，不同的案例地区其“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的驱动机制也存在差异。

中国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与

理论需求已成为研究的焦点与重点。基于上述理

论分析，本文借助耦合协调方法、构建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指标体系测度其耦合协调状态，

探究其空间效应，同时探析城市群“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的驱动机制，以期为“文—旅”产业融合领域

的科学研究提供新思路，为城市群区域经济高质量

转型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新视角。

2 研究区域、数据及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根据 2015年 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是

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

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域，界定的空间范围为

3省31市，包括：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黄

冈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襄

阳市、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湖南省长沙市、株洲

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阳市、娄底

市，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鹰潭市、新余

市、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及抚州市、吉安市的部

分县(区)。一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国内具有较

强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既具有名山大川、秀美江

湖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又有江南3大名楼、红安

麻城、江西井冈山等多姿多彩的人文旅游资源；同

时，楚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共同的文化之源，同

宗同源的文化属性也为区域内“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提供了价值根基。另一方面，基于长江中游城

市群文化与旅游等的合作基础，近年来 3省积极签

署加强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有关合作协

议，联手开发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融合新产

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面临着区域内各市

发展差距较大、供需发展不匹配等问题。面对中国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优化提

升阶段的发展定位，“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已

成为该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另外，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城市群“文—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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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发展的案例区对于促进中部全面崛起、探索

新型城镇化道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区域

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包括 2 个方面：① 统计数

据。主要来源于2010—2019年《湖北统计年鉴》《湖

南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各地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及相关政府工作报告等。其中，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2个指标

数据来源于各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和政府门户

网站，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数量、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A级旅游景区数量

来源于各省市文化和旅游局门户网站。② 空间矢

量数据。来源于1∶400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https://www.resdc.cn)。此外，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

值法或趋势外推法计算得到。

2.3 研究方法

2.3.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遵循科学性、动态性、层次性、可比性、可

操作性等原则，构建一个由目标层(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层(产业融合资源本底、产

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规模)及具体指标层(26个具

体指标)共同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基于上述

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以及现有指

标体系把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割裂开进行评价的

现状，本文在构建产业融合资源本底、产业融合支

撑、产业融合规模3个系统层的基础上，遴选适合评

表1 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目标层

城市群“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

系统层

产业融合资源本底

产业融合支撑

产业融合规模

指标层

X1非物质文化遗产指数

X2文物保护单位指数

X3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个)

X4星级旅游景区指数

X5博物馆数量(个)

X6图书馆数量(个)

X7剧场、影剧院数量(个)

X8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万m2)

X9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

X10有效专利数(个)

X11移动电话普及率(%)

X12人均消费支出(元)

X13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X14人均GDP(元)

X1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X16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X17星级饭店数量(个)

X18旅行社数量(个)

X19图书馆总流通人次(千人次)

X20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数(千人次)

X21剧场、影剧院总流通人数(千人次)

X22国内游客人数(万人次)

X23入境游客人数(人次)

X24文化产业增加值(万元)

X25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X26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指标含义与性质

表征区域非物质型文旅资源(+)

表征区域物质型文旅资源(+)

表征区域物质型文旅资源(+)

表征区域物质型文旅资源(+)

表征区域文旅资源载体(+)

表征区域文旅资源载体(+)

表征区域文旅资源载体(+)

表征区域交通通达度(+)

表征区域人才储备水平(+)

表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表征区域信息化水平(+)

表征区域居民消费潜在能力(+)

表征区域社会投资能力(+)

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表征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状况(+)

表征区域城市环境状态(+)

表征产业融合机构规模(+)

表征产业融合机构规模(+)

表征产业融合接待规模(+)

表征产业融合接待规模(+)

表征产业融合接待规模(+)

表征产业融合接待规模(+)

表征产业融合接待规模(+)

表征产业融合效益规模(+)

表征产业融合效益规模(+)

表征产业融合效益规模(+)

权重

0.020

0.027

0.075

0.037

0.034

0.031

0.042

0.041

0.077

0.065

0.013

0.006

0.028

0.019

0.011

0.009

0.017

0.037

0.030

0.029

0.034

0.034

0.080

0.048

0.047

0.109

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指数、文物保护单位指数按照级别进行赋值累加(国家级、省级分别对应5、2.5分)；星级旅游景区指数按照各星级旅

游景区级别赋值累加(5A、4A、3A、2A、1A分别对应5、3、2、1、0.5分)；移动电话普及率=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年末总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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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案例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指标，以便

进一步对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具体来看，随着文化

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不断融合发展，二者之间界限愈

发模糊。近年来涌现的博物馆旅游、演艺旅游等已

成为旅游发展的新业态，星级旅游景区已逐渐成为

多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窗口[30-31]。子系

统各要素层面指标参考文化与旅游产业评价、“文

旅融合”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的有关研究成果[18-22]

作进一步筛选与取舍。产业融合资源本底子系统

在广泛使用的“非物质文旅资源”和“物质型文旅资

源”的基础上，增加“文旅资源载体”这一要素层面

遴选指标；产业融合支撑子系统选择交通通达性、

人才储备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等与文化和旅游产业

均关系密切的要素层面遴选指标；产业融合规模子

系统则基于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的机构规模、

接待规模和效益规模3大规模效应层面遴选指标。

2.3.2 评价模型建立

(1) 评价指标赋权。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法

对原始数据进行统一处理以消除量纲；其次，运用

熵权法客观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请参考

相关研究 [32]，本文借助 MATLAB R2020b 软件进行

操作。

(2) 耦合协调模型。结合权重和标准化值，采

用耦合协调模型分别计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

“文—旅”产业融合的产业融合资源本底水平、产业

融合支撑水平、产业融合规模水平、系统耦合度和

耦合协调度。本文认为 3个子系统同等重要，具体

计算过程参考有关文献[33-34]。

此外，为更直接地划分各研究单元“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的协调发展等级，本文参考相关分类方

法[18,22]，将耦合度划分为 4个等级，耦合协调度划分

为5个等级，具体划分标准见表2。

2.3.3 极化指数模型

极化的概念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逐渐消失的

“中产阶级”现象有关。Wolfson[35]、孙平军等[36]、叶

磊等 [37]认为区域极化是区域不均衡的一种特例。

1994年，Esteban等[38]提出了一种区域极化的测度理

论，并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推演出适用于测度收入

和财富分布极化的度量方法，即 Esteban-Ray 指数

(简称ER指数)；TsuiKai-yuen等[39]利用增加的两极

化与扩散(increased bipolarity and increased spread)

2个部分排序公理推导出一组新的极化测度指数，

即Tsui-Wang指数(简称TW指数)。具体公式如下：

ER = A∑
i = 1

N∑
j = 1

N

Pi
1 + αPj || xi - xj (1)

式中：N为区域数；xi 和 xj 分别为被测度区域 i和 j

的“文—旅”耦合协调度；Pi 和 Pj 分别为区域 i和 j

的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权重；A和α分别为标准化系

数和极化敏感度系数，在本文中，A取1，α取1.5[36]。

TW = θ
p∑i = 1

N

φi

|

|
||

|

|
||
xi -mr

m
(2)

式中：N为区域数；p和 φi 分别为所有区域总人口数

和第 i个区域人口数；xi 为被测度的区域“文—旅”

耦合协调度；m为所有区域“文—旅”耦合协调度的

中间值；θ为正的常数标量；r为敏感度系数，取值范

围为0~1。在本文中，θ和 r均取0.5[37]。

3 结果与分析

3.1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

效应分析

基于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结

合前文由产业融合资源本底、产业融合支撑、产业

融合规模3大子系统构建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围绕长江中游城市群这

一案例区进行深入剖析。首先，本文运用上述耦合

协调度的计算方法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合耦合协

调度划分标准得到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统计特征及其分布区间占比

(表3)。其次，为探讨微观层面长江中游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的空间效应，借助前文所述极化指

数模型进行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再次，为进一步

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 2010—2019年“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效应，本文选取研

表2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Tab.2 Standard for classifying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耦合度

数值

(0, 0.30]

(0.30, 0.50]

(0.50, 0.80]

(0.80, 1.00]

类型

恶性耦合

拮抗阶段

磨合阶段

良性耦合

耦合协调度

数值

(0, 0.20]

(0.20, 0.30]

(0.30, 0.50]

(0.50, 0.80]

(0.80, 1.00]

类型

低度耦合协调

较低度耦合协调

中度耦合协调

高度耦合协调

极度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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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样本期内前、中、后3个时间截面的长江中游城市

群市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数据，借

助ArcGIS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状况进行可视化表达(图3)。

(1)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暂

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各子系统之间具有较强的互

动关系，多数城市产业融合的协调状况虽不断提升

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表 3，从耦合度计算结果

来看，2010—2019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31 市“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度基本稳定在(0.80, 1.00]

之间，分布较为集中，且处于良性耦合阶段。耦合

度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其结果表明长江

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3个子系统之间

表3 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统计特征及其分布区间占比

Tab.3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interval of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2010-2019

指标

耦合度等级

区间

耦合协调度

等级区间

耦合度统计

特征

耦合协调度

统计特征

数值

(0.50, 0.80]

(0.80, 1.00]

(0, 0.20]

(0.20, 0.30]

(0.30, 0.50]

(0.50, 0.80]

平均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极差

2010年

0.10

0.90

0.90

0.06

0.03

0

0.93

0.74

0.14

0

0.04

0.30

2011年

0.10

0.90

0.87

0.10

0.03

0

0.93

0.75

0.14

0

0.05

0.31

2012年

0.06

0.94

0.87

0.10

0.03

0

0.94

0.77

0.15

0

0.05

0.33

2013年

0

1.00

0.87

0.06

0.06

0

0.95

0.82

0.17

0

0.06

0.36

2014年

0

1.00

0.77

0.16

0.06

0

0.95

0.83

0.18

0.01

0.07

0.37

2015年

0

1.00

0.68

0.26

0.06

0

0.95

0.84

0.19

0.01

0.07

0.39

2016年

0

1.00

0.58

0.35

0.06

0

0.95

0.84

0.20

0.01

0.08

0.39

2017年

0

1.00

0.48

0.42

0.10

0

0.95

0.85

0.21

0.01

0.08

0.40

2018年

0

1.00

0.42

0.48

0.06

0.03

0.95

0.86

0.22

0.01

0.09

0.41

2019年

0

1.00

0.35

0.55

0.06

0.03

0.95

0.86

0.23

0.01

0.09

0.43

图2 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极化趋势

Fig.2 Trend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olarization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2010-2019

图3 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等级分异

Fig.3 Differenti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2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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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从耦合协调度来看 (图 3)，

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多位于(0, 0.30]区间，处于低度

和较低度耦合协调阶段，中度和高度耦合协调的城

市极少。耦合协调度能反映系统内各城市的耦合

协调水平，其结果表明区域内“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并呈现

不断协调的发展态势。

(2) 2010—2019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呈现出“极化效应”显著、

“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状态。具体来看，

① 如图 2 所示，TW 指数和 ER 指数所测度的

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极化趋势基本一致，即整个研究样本期内，长

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极化趋势

不断增强，TW 指数和 ER 指数分别从 2010 年的

0.620和0.466增加到2019年的0.736和0.568，分别

绝对增加了 0.116和 0.102，年均增长约 1.92和 2.22

个百分点。② 结合表3进一步分析，2010—2019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耦合协调度大多处于低或较

低水平，但最小值、平均值均有所提高，极差不断扩

大，但方差波动较小，说明各市耦合协调度差距扩

大，整体耦合协调发展较不稳定，高度耦合协调发

展趋势较明显。

(3)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呈

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

结构。根据图3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的空间演变特征，具体来看：① 从整体时

空演化特征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市“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武汉市、长

沙市、南昌市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优势不断凸

显，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

结构特征明显。② 从局部时空演化特征来看，武汉

城市圈片区内各城市耦合协调度极差不断扩大，至

2019 年，武汉市“文—旅”产业各子系统指数均较

高，耦合协调发展良好，但仙桃、潜江、天门、鄂州、

黄石、荆门6个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片区呈现显著

的以武汉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环长株潭城

市群片区耦合协调度极差也在不断扩大，扩大程度

略低于武汉城市圈片区，至 2019年，该片区内长沙

市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仅益阳、娄

底 2 市的耦合协调发展虽有进步但仍处于较低水

平；环鄱阳湖城市群片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

空间不平衡性逐渐凸显，呈现出以南昌市为核心的

“核心—边缘”结构，但与其他片区相比，2019年该

片区内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的耦合协调度数值相差较小。③ 结合前文所述

的“极化效应”，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仍处于较低阶段，区域内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

不断增强，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的“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更加不平衡，区内差距不断扩大。

3.2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

机制分析

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涉及面广、动

态的、复杂的巨系统，其融合发展过程表现为各城

市内部受到产业融合资源本底、产业融合支撑、产

业融合规模 3大子系统相关要素的互相渗透、交融

汇合或整合重组，并在城市群内部逐渐形成一定的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梯度，呈现一定的空间效应

(极化效应等)，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又带动城市群整

体的“文—旅”产业融合迈向全域发展。长江中游

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是在其

空间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对案例区城市群“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原因的深入剖析，它是指驱动长江中

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系统内各要素相

互作用、系统演化的动力体系及运行规则。通过前

文分析可知，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的极化效应凸显，核心城市不断吸引周

边生产要素向其集聚，区域内核心和边缘城市间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差距不断扩大，长江中游城

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有待逐渐从极化效应

占主导过渡到扩散效应占主导，进而推动长江中游

城市群“文—旅”产业全区域发展。

具体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的融

合发展离不开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

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

力、经济发展拉动力 6种驱动力的共同影响(图 4)。

① 资源禀赋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的基础力(权重0.266)，也是文化与旅游产业发

展的源动力。各地区通过对物质型和非物质型“文

—旅”资源(权重0.159)的整合，建设星级旅游景区、

博物馆、图书馆、剧场、影剧院等“文—旅”资源载体

(权重0.107)，2010—2019年，在类型多样、各具特色

文化与旅游资源禀赋不断得到开发的带动下，长江

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迅速提

升。② 居民消费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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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的需求力(权重0.213)。人均消费支出(权

重0.006)和产业融合接待规模(0.207)体现了市场需

求的决定性力量，研究期内，地方居民消费能力得

到提高，“文—旅”相关产业接待规模稳步提升，并

基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长江中游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极化效应愈发显著。③ 基础设

施保障力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权重0.182)。交通通达度(权

重 0.041)、信息化水平(权重 0.013)、科技创新能力

(权重 0.065)、城市环境(权重 0.009)、文化与旅游产

业有关机构数量(权重 0.054)等均是区域“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④ 规模效益催动力是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导动

力之一(权重 0.204)。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

业融合效益高的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速

度也越快，随着各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效益

提高速度的差异化，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的极化效应更为突出。⑤ 人力资源是长

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潜在力(权

重 0.077)。伴随着人们消费需求的提高，“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资源禀赋的挖掘、“文—旅”产

品的开发、配套设施的完善等诸多方面均需要各类

人才作为储备。⑥ 经济发展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拉动力(权重0.058)。不同区

域产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各

地区进行社会投资的能力也有很大不同，良好的经

济基础、优化的产业结构可以满足较大的社会资金

投入，加快推动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时经济基

础优越的地区居民消费潜力也更大，这有利于加快

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4 结论、讨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本文解析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的内涵，重新梳理构建了由“宏观—中观—微观”复

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分析框

架。具体来看，宏观维是指对城市群“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是一个涉及面广的、动态的、复杂巨系统

的概念认知；中观维是在明确宏观概念的基础上，

形成以产业融合资源本底、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

合规模 3个子系统融合推进、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

良性发展状态；微观维是具体到某一案例区的深入

剖析，涉及中观维提及的 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共

生关系、案例城市群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程

度及其空间效应，以及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等

问题。

(2) 本文构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其“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的空间效应。首先，长江中游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各子系

统之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多数城市产业融合的

协调状况虽不断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次，

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的空间效应呈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

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再次，长江中游城

图4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

Fig.4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urban agglomeration

792



第5期 朱媛媛 等：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呈现以“武汉—长沙—

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

(3) 本文初步阐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城市群“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系统是涉及面广的、动态的、复杂的巨系

统，其融合发展过程表现为各城市内部受到产业融

合资源本底、产业融合支撑、产业融合规模3大子系

统相关要素的互相渗透、交融汇合或整合重组，并

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研究期内，长江

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极化效应凸

显，这与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

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

发展拉动力6种驱动力的影响密切相关。

4.2 讨论与建议

当前，中国进入了“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新

时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地理学、旅游学、经

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研究方向，其学术体

系和研究框架尚未成熟。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提出

了由“宏观—中观—微观”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长江中

游城市群这一研究区，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进

行剖析。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分析城市群尺度“文

—旅”产业的融合发展，也给长江中游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提供一定借鉴与指导，从而推动“双

碳”目标下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值

得注意的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仍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极化效应”较为显著，

为此，如何推进区域内“极化效应”为主向“扩散效

应”为主的转变仍有待探讨，避免过度极化而对城

市群“文—旅”产业融合造成潜在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研

究选用政府颁布数据，其时效性和全面性均有待加

强；另一方面，本文虽然提出了城市群“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了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空间效应，但研究时间尺度

仍相对较短，在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仅表现出极化效应，未来还需要

进一步构建更具兼容性和更全面的城市群“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在不同城市群

区域、更长时间尺度下，加强影响要素对空间效应

作用程度的分析，深入研究城市群“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

随着文化与旅游产业之间边界的不断模糊、政

府对“文—旅”产业融合的有序引导，文化与旅游产

业将会迎来进一步发展。在“推动文化和旅游更广

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

下，针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现阶段“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强化区域联动，助推全域高质量发展。长

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集

聚态势较为明显，呈现区域内以“武汉—长沙—南

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且近年来表现出

极化效应逐渐加强的趋势。一方面，城市群涉及的

省份在各自省内先行，关注核心区域的辐射带动作

用，增强省内一体化合作先行区的建设，推进设施

共建、政策共享、产业共兴、品牌共创；另一方面，城

市群内跨省联动，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

业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完善跨省合作机制，推进

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全域提升、顶层设计，形成推

动区域网络化发展的整体合力。

(2) 瞄准核心驱动力，加快“文—旅”产业融合

进程。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受

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在推进二者融合发展

的过程中，应当瞄准核心驱动力，坚持问题导向，有

针对性地推动区域“文—旅”产业融合。一是坚持

资源整合，推进“文—旅”项目建设，突出融合发展

的路径创新；二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如推进道路

交通立体化建设、旅游接待能力提升、智慧平台建

设等；三是坚持示范引领，突出试点城市的带动性，

推进全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四是持续推进人

才培养与保障工作，为“文—旅”产业融合持续稳定

发展提供保障；五是加大金融支持，完善财政投入

持续增长机制，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六是通过市场

化过程进行资源配置，以吸引客商、扩大就业和满

足当地居民与游客的需要，进而保障“文—旅”产业

融合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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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ffect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urban agglomeration

ZHU Yuanyuan1,2, ZHOU Xiaoqi1,2, GU Jiang1,2, CHEN Jing1,2*

(1.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 of Hubei Provi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Academ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Hubei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ourism industries enables the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overall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ourism industr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corporating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scale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ourism industri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polarization

index model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0 to 2019, and the spatial effect was analyze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tourism industries was also explored. Four highlighted results are unveiled: 1) There is a

strong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system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Most cities have not reached a benign development state. 2)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spatial effec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polarization, while the "return effect" and "diffusion effect" were weak. 3) A core- periphery

structure with Wuhan-Changsha-Nanchang as the cores was present. 4)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was jointly driven by six factors: Resource endowment, consumption demand,

infrastructure support, scale efficien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resource potential.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of strengthening regional linkage and targeting the core driving factors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in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urban agglomeration.

Keyword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tourism industries;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effect; driving

mechanism;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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