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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修正的引力模型为基础，对黄河沿线河南段８个节点城市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的旅游
经济联系强度进行测算，借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密度、核心－边缘模型、中心度三个方面衡量黄河沿线河
南段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网络结构．研究发现：１）沿线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旅游经
济联系越来越密切．２）沿线节点城市旅游经济网络密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区域合作意识不断加强．节点城市核
心区与边缘区处于稳定状态，但旅游发展程度相差较大，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处于不均衡状态．３）沿线节点城市形
成了以郑州市、洛阳市、开封市、焦作市为核心的旅游经济网络格局，随着开封市、新乡市、焦作市旅游经济的发

展，沿线节点城市不均衡发展态势正在逐渐改善．根据研究结果，从加强区域合作、整合旅游资源、完善交通网络
等角度提出建议，以便促进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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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区域旅游协作背景下，综合把握区域内旅游经

济空间结构特征是加强区域内旅游经济合作与共

享，推动区域旅游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黄河旅游带
的发展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务院印发的《“十

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打造国家精品

旅游带———黄河华夏文明旅游带，黄河沿线九省也

在不断探索黄河旅游带发展的新路径．
学术界关于黄河旅游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目

前主要集中在黄河沿线旅游资源、旅游规划、主要

城市旅游竞争力三个方面．１）黄河沿线旅游资源
方面，主要是对资源整合、开发模式等进行研究．如
张志强［１］探讨了陕西沿黄公路对沿线旅游资源的

整合作用；顾金梅［２］对黄河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进行了总结，并根据其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

了具体的建议．２）黄河沿线旅游规划方面，张如
霞［３］以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例，在阐述黄

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问题的基础上，从宏观、中

观、微观三种空间尺度对其进行了规划设计；任慧

妍［４］以黄河沉沙池区这一特殊景观水域为研究对

象，在综合了解其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了五位一体的黄河沉沙池区湿地公园景观规划设

计策略．３）黄河沿线主要城市旅游竞争力方面，高
敏［５］从旅游基础设施、旅游发展现状、旅游生态环境

三个方面选取相应指标，探讨了沿黄河３０个主要城
市的旅游竞争力；宋亮凯［６］应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法，对
黄河金三角４市和西安市的综合旅游竞争力进行了
分析．

随着旅游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充分发挥协作、

联动效应，提升区域旅游发展综合实力成为大势所

趋．在此背景下，充分了解黄河沿线节点城市的旅
游经济空间结构，促进沿线城市旅游经济的协调发

展显得尤为重要，然学术界对于此方面的研究成果

相对较少．因而，以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为研
究对象，深入分析沿线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空间结

构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为黄河沿线河南

段节点城市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

１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黄河沿线河南段全长 ７１１ｋｍ，贯穿河南省 ８

个省辖市，节点城市包括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

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三门峡市、济源市，沿线城

市自然风光独特、文化资源丰富．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９
月，沿线节点城市共有５Ａ级景区７个，４Ａ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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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个，星级酒店１４７个．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节点城市
共接待游客量５５８９３．７４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５６４４．５６亿元，占２０１８年河南省全省旅游总收入
的７３．４６％，旅游业基础完善，发展潜力巨大．
１．２　数据来源

所用旅游经济统计数据来自《河南统计年鉴

２０１１》《河南统计年鉴 ２０１５》《河南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其中，旅游总收入由国内旅游收入和入境
旅游收入组成，为保证单位统一，将入境旅游收入

按照当年汇率由美元转化成人民币．节点城市间的
距离借用“百度地图”测算最短公路里程数．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修正的引力模型

为深入了解黄河沿线河南段８个节点城市之
间的旅游经济关系，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７］对其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进行分析，考虑到各市旅游发展

规模不同导致引力贡献不一，引入修正系数 α．公
式如下：

Ｆｉｊ＝α
ｐｉｑ槡 ｉ× ｐｊｑ槡 ｊ

Ｄ２ｉｊ
，α＝

ｐｉ
ｐｉ＋ｐｊ

， （１）

Ｃｉ＝∑Ｆｉｊ， （２）

式中：Ｆｉｊ为 ｉ，ｊ两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ｐｉ，ｑｉ
和ｐｊ，ｑｊ分别为ｉ，ｊ两市的旅游总收入、旅游人次；
Ｄｉｊ为ｉ，ｊ两市之间的最短公路距离；Ｃｉ为ｉ市的旅
游经济联系量．
１．３．２　社会网络分析法

学术界广泛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结构

网络中行动者及相互之间的关系［８］．笔者借助社
会网络分析软件Ｕｃｉｎｅｔ６．０，采用网络密度、核心－
边缘模型衡量黄河沿线河南段８个节点城市整体
的网络结构分析，采用中心度相关指标衡量个体城

市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
１）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指网络图中节点城市间联系的紧

密程度［９］，密度值越大，表明区域内节点城市间的

旅游经济联系越紧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Ｄ＝∑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ｄ（ｋｉ，ｋｊ）ｎ（ｎ－１）， （３）

式中：Ｄ为网络密度值，取值范围为［０，１］；ｎ为黄
河沿线节点城市数量；若城市 ｉ和 ｊ之间有联系则
ｄ（ｋｉ，ｋｊ）的值为１，否则为０．
２）核心 －边缘模型
通过核心 －边缘模型得出黄河沿线河南段８

个节点城市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核心区与边缘区，

进一步发现沿线各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

３）中心度
中心度分析能够衡量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地

位和作用［１０］，衡量指标包括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

度、中间中心度．点度中心度代表着网络结构中节
点城市与其他节点城市的交往密切程度，该指标越

大，说明该节点城市对其他城市的影响性越大，中

心性越强；接近中心度是一个节点到其他节点的距

离总和，接近中心度越高，距离总和越小，说明这个

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距离越近，在空间上也体现出中

心性；中间中心度用来表示在连接整个网络结构中

所起到的作用，其值越大，表明在连接整个社会网

络中的作用越突出．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
间中心度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ＣＲＤ（ｉ） ＝
ＣＡＤ（ｉ）
ｎ－１， （４）

Ｃ－１ＲＰ（ｉ） ＝
∑
ｎ

ｊ＝１
ｄｉｊ

ｎ－１， （５）

ＣＲＢ（ｉ） ＝
２∑

ｎ

ｊ
∑
ｎ

ｋ
ｇｊｋ（ｉ）ｇｊｋ

（ｎ２－３ｎ＋２）
， （６）

式中：ＣＲＤ（ｉ）为节点ｉ的点度中心度，ＣＡＤ（ｉ）为网络中
与ｉ相连的点的个数，ｎ为黄河沿线节点城市数量．
Ｃ－１ＲＰ（ｉ）为节点ｉ的接近中心度，ｄｉｊ为ｉ和ｊ之间的捷
径距离．ＣＲＢ（ｉ）为节点ｉ的中间中心度；ｇｊｋ为 ｊ，ｋ间
的捷径数目；ｇｊｋ（ｉ）为 ｊ，ｋ间存在的经过 ｉ的捷径
数量．

２　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分析

　　根据公式（１）和公式（２）计算出黄河沿线河南
段８个节点城市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的旅游
经济联系量，结果如表１所示．从８个节点城市的
旅游经济联系总量来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旅游经济
联系总量总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表明黄河沿

线河南段节点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越来越密

切，这与沿线８个节点城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政
府对旅游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及交通网络的不断

延伸密切相关．
从各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来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沿线８个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均保持上升趋
势，各节点城市与其他节点城市的联系程度不断加

深．沿线城市中，郑州市、洛阳市、开封市、焦作市四
个城市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的旅游经济联
系量一直位于沿线节点城市的前四位，主要是因为

这四个城市位居沿线城市的中心地带，与周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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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较近，交通优势较为突出，同时旅游资源较

为丰富，具有较高的旅游接待水平；而新乡市、三门

峡市、濮阳市、济源市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的
旅游经济联系量处于沿线８市的后四位，旅游经济
联系量较低，四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程度较

弱，特别是三门峡市、濮阳市和济源市的旅游经济

联系量与其他几个城市相差较大．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８年三门峡市、濮阳市和济源市旅游经济联
系量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在沿线８市中的占比变化
不大，与周围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较弱，主要

是因为３市处于河南省的边缘地区，旅游交通设施
不完善，与其他节点城市相距较远．

表１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旅游经济联系量

城市
２０１０年

旅游经济联系量 比例／％ 排序

２０１４年

旅游经济联系量 比例／％ 排序

２０１８年

旅游经济联系量 比例／％ 排序

郑州市 ８５８．０４ ６４．９０ １ ２５５２．３８ ６３．１７ １ ９０００．２５ ６３．７１ １
开封市 １２７．３６ ９．６３ ３ ３０４．６１ ７．５４ ４ １２１３．９０ ８．５９ ３
洛阳市 １６０．１２ １２．１１ ２ ６００．０４ １４．８５ ２ １９３２．６８ １３．６８ ２
新乡市 ６０．４４ ４．５７ ５ １８４．６２ ４．５７ ５ ７１７．４２ ５．０８ ５
焦作市 ９９．５９ ７．５３ ４ ３３０．７０ ８．１８ ３ １０３０．５０ ７．２９ ４
濮阳市 ４．９４ ０．３７ ７ １９．０８ ０．４７ ７ ６２．３２ ０．４４ ７
三门峡市 ９．３５ ０．７１ ６ ３７．３２ ０．９２ ６ １２９．３２ ０．９２ ６
济源市 ２．２８ ０．１７ ８ １２．００ ０．３０ ８ ４０．２１ ０．２８ ８

３　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分析

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计算出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８年３个时间截面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值，
得到３个８×８的初始矩阵，为便于软件分析，将旅
游联系强度值的中位数１０．８１作为旅游经济网络
的切分值，即大于等于１０．８１取值为１，小于１０．８１
的取值为０，形成由０和１组成的黄河沿线河南段
节点城市旅游经济联系二分矩阵．
３．１　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可视化分析

整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
段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值形成的３个８×
８的矩阵，依次输入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运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
功能结合河南省行政区划，调整节点的相对位置，

最终绘制出黄河沿线河南段８个节点城市的旅游
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图，如图１所示．

由图１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段
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变化较大，由

２０１０年的松散到２０１８年的紧密，表明节点城市的
旅游经济联系不断增多．
２０１０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的旅游经

济联系网络结构较为松散，其中，洛阳市、郑州市与

其他节点城市联系相对较多；开封市、新乡市、焦作

市次之；济源市、三门峡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非常

疏松，只与洛阳市有联系；濮阳市出现孤立现象．济
源市、三门峡市、濮阳市与其他城市联系较少，主要

原因还是在于３市旅游业发展有限且处于河南省
边缘区域，与其他城市的距离较远．２０１４年，沿线

图１　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

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走向复杂，洛阳市、郑州市

仍为整个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中心，开封市、

焦作市次之，新乡市、济源市、三门峡市、濮阳市与

其他城市的联系有所增强，单个城市被孤立的现象

消失，各节点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趋于频繁．２０１８
年，各节点城市与其他节点城市的联系普遍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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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开封市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不断完善的

旅游设施及交通网络，在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

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的地位愈加突出，成为沿线节

点城市新增中心点．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基本
形成以郑州市、洛阳市、焦作市、开封市为核心，各

节点城市普遍参与的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结构．
３．２　旅游经济整体网络结构分析
３．２．１　网络密度分析

根据所得数据，借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运用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计算出黄河沿线河南
段节点城市的网络密度，结果如表２所示．由表２
可知，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
点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密度整体呈现出稳步上

升的趋势．２０１０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间的
有效关系线仅有１０条，网络密度较低，仅为０．２９；
２０１４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间的有效关系线
增加了７条，网络密度为０．４８，增长了６５．５２％，然
而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沿线节点城市旅游经济网络密度
始终低于０．５，表明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间对
旅游经济发展要素的共享程度较低，旅游经济联系

较弱；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间的有效
关系线又增加了７条，沿线节点城市旅游经济网络
密度持续上升，增长了５２．０８％，增速较快，表明沿
线各节点城市对于旅游业的发展重视程度不断提

升，区域旅游的合作与协调意识不断加强．
３．２．２　旅游经济空间核心－边缘模型分析

根据所得数据，借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运用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测度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

和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旅游经济联系
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

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密度

结果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８年
网络密度 ０．２９ ０．４８ ０．７３
增长率／％ ６５．５２ ５２．０８
关系数／条 １０ １７ ２４
表３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旅游经济

联系网络核心－边缘结构

分区
城市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８年

核心区

郑州市 洛阳市

开封市 焦作市

新乡市

郑州市 洛阳市

开封市 焦作市

新乡市

郑州市 洛阳市

开封市 焦作市

新乡市

边缘区
濮阳市 三门峡

市 济源市

濮阳市 三门峡

市 济源市

濮阳市 三门峡

市 济源市

　　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黄河
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处于稳定

状态．核心区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区位优越，旅游经
济发展能力较强，旅游影响力较大；边缘区城市距

离核心区相对较远，旅游基础薄弱，与其他节点城

市的联系相对较少．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核心
区与边缘区旅游发展程度相差较大，旅游经济网络

结构处于不均衡状态．
３．３　旅游经济个体网络结构分析

根据所得数据，运用Ｕｃｉｎｅｔ６．０软件中的“ｎｅｔ
ｗｏｒｋ－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计算出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８
年黄河沿线河南段８个节点城市的点度中心度、接
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具体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中心度分析

城市
点度中心度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８年

接近中心度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８年

中间中心度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８年

郑州市 ４．００ ７．００ ７．００ ４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８３ ５．１７ １．５８
开封市 ３．００ ５．００ ７．００ ３５．００ ７７．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３ ２．３３ ３．２５
洛阳市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４６．６７ ８７．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０ ７．３３ ４．０８
新乡市 ３．００ ４．００ ６．００ ３５．００ ６３．６４ ８７．５０ ０．５０ ０．００ ２．００
焦作市 ３．００ ５．００ ７．００ ４１．１８ ７７．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３ １．１７ ４．０８
濮阳市 ０．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５８．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三门峡市 １．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２．５０ ５０．００ ６３．６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济源市 １．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５８．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１　点度中心度分析
点度中心度越高，表明与该节点城市直接联系

的城市越多．由表 ４可知，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
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的点度中心度不断增

加，表明与各节点有直接联系的城市不断增多．
２０１０年，洛阳市、郑州市的点度中心度较高，与周

围其他城市的联系较多，在沿线节点城市中的影响

度较大，处于中心位置；开封市、新乡市、焦作市次

之，其影响力相对较弱，这些城市旅游资源丰富，距

离郑州市、洛阳市较近，交通较为方便；濮阳市、三

门峡市、济源市点度中心度较低，处于边缘地带，影

响力较弱，尤其是濮阳市，点度中心度最低，旅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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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较低，与其他城市的联系最弱．２０１４年，郑
州市的点度中心度超过洛阳市，位居８个节点城市
第一，这与郑州市河南省省会城市、国家重要的综

合交通枢纽、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地位不可分

离；其次为洛阳市，之后排序依次为开封市、焦作

市、新乡市、济源市、濮阳市、三门峡市．２０１８年黄
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的点度中心度整体较高，表

明沿线旅游经济发展较快，区域间的旅游合作与发

展不断加强．其中开封市、焦作市旅游发展较快，点
度中心度与郑州市、洛阳市持平，成为黄河沿线河

南段节点城市中新的中心点；其他几个城市的点度

中心度相对较低，在整个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

中处于相对弱势，但旅游发展速度较快，与其他城

市的联系也在不断加强．
３．３．２　接近中心度分析

接近中心度越高，说明该节点城市与其他节点

城市的距离越近，中心性越强；反之，中心性越弱．
由表４可知，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
南段８个节点城市的接近中心度整体呈现出上升
趋势，表明各节点城市的旅游发展独立性越来越

强，对其他城市的依赖性不断减弱．２０１０年，８个节
点城市的接近中心度整体较低，区域内旅游经济联

系较弱．其中，洛阳市、郑州市相对较高，在旅游经
济网络处于中心地位，但接近中心度整体较低，所

占优势不明显．２０１４年，郑州市接近中心度超过洛
阳市，在整个旅游经济空间网络中处于绝对的中心

地位；濮阳市、济源市接近中心度最低，旅游经济发

展中对其他城市的依赖性较强．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
８个节点城市的接近中心度均有所增长，表明随着
旅游业的发展、交通网络的完善，各节点城市的旅

游地位不断提高．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郑州市绝
对的中心地位被打破，开封市、洛阳市、焦作市的接

近中心度都达到１００．００，与郑州市的接近中心度
持平，表明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基本形成以多

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分布的格局．
３．３．３　中间中心度分析

节点的中间中心度代表的是该节点对于资源

控制的程度，中间中心度越高，表明该节点对资源

控制的能力越强．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的中间中心度如表４所示．自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濮阳市、三门峡市、济源市的中间
中心度为０．００，表明这３个城市不能控制其他任
何节点，处于边缘位置；郑州市、洛阳市的中间中心

度大幅度下降；开封市、新乡市、焦作市的中间中心

度呈现整体上升趋势．说明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
市的旅游经济差距缩短，开封市、新乡市、焦作市的

影响力增强，分解了郑州市、洛阳市的影响力，表明

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不

均衡发展态势正在逐渐改善．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笔者借用修正的引力模型进行旅游经济联系

强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空间网络矩

阵，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网络密度、核心 －边
缘模型、中心度三个方面衡量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

城市旅游经济整体和个体网络结构．所得结果如下：
第一，从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

联系总量来看，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沿线８市
总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节点城市之间的旅游

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从各市的旅游经济联系量来
看，沿线城市中，郑州市、洛阳市、开封市、焦作市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的旅游经济联系量一直
位于沿线节点城市的前四位；三门峡市、濮阳市和

济源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旅游设施不完善等

原因使得旅游经济联系量一直处于后三位，与周围

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较弱．
第二，旅游经济整体网络结构方面．就网络密

度来看，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旅游经济网络密

度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沿线各节点城市对于旅

游业的发展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区域旅游的合作与

协调意识不断加强．核心 －边缘模型方面，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的核
心区与边缘区处于稳定状态．核心区包括郑州市、
洛阳市、开封市、焦作市、新乡市；边缘区包括濮阳

市、三门峡市、济源市３个城市，沿线核心区与边缘
区旅游发展程度相差较大，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处于

不均衡状态．
第三，旅游经济个体网络结构方面．点度中心

度方面，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
的点度中心度不断增加，与各节点城市有直接联系

的城市不断增多，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形成了

多核心的旅游经济网络格局．接近中心度方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黄河沿线河南段８个节点城市的接
近中心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各节点城市的旅游发展

独立性越来越强，对其他城市的依赖性不断减弱，

２０１８年基本形成以多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
分布的格局．中间中心度方面，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郑州
市、洛阳市的中间中心度大幅度下降，开封市、新乡

市、焦作市整体上升，濮阳市、三门峡市、济源市中

间中心度为０．００，在整个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处
于边缘位置，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处于不均衡状态．
由于开封市、新乡市、焦作市的崛起分解了郑州市、

洛阳市的影响力，沿线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网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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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均衡发展态势正在逐渐改善．
４．２　建议

研究发现，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的旅游经

济不断发展，旅游合作与协调意识不断增强，但仍

存在着旅游经济网络结构失衡的问题．为促进沿线
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沿线节点城市旅游经

济协调发展，黄河沿线河南段节点城市可从以下几

个角度出发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区域合作，提升沿线旅游的整体竞

争力．黄河沿线河南段的旅游发展一方面需要进一
步提升郑州市、洛阳市、开封市、焦作市等核心区的

旅游知名度、旅游影响力等，进而带动沿线其他城市

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提升三门峡市、濮阳

市、济源市等边缘区的旅游吸引力，加强与核心区城

市的合作，逐步缩小与核心区城市的差距．通过加强
核心区与边缘区城市旅游经济的优势互补，互联互

通，提升黄河沿线河南段旅游的整体竞争力．
第二，完善交通网络，助力沿线旅游经济均衡

发展．交通是完成旅游的必要条件，是连接旅游目
的地和客源地的纽带．在今后沿线旅游的发展中，
需重点完善三门峡市、濮阳市、济源市的对内交通

和对外交通，提高其可进入性，改善其与其他节点

城市联系较弱的现状．与此同时，还需突破行政区
的分割，进一步完善节点城市间的旅游交通网络，

为沿线节点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
第三，整合旅游资源，推动沿线旅游的高质量

发展．黄河沿线河南段具有极其丰富的自然和文化
旅游资源，但资源潜力挖掘不足、旅游产品创新不

够等问题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因而需要突破行

政区域，系统调查沿线旅游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凝

练旅游主题，整合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出新的符合

市场需要的旅游产品，进而拓展黄河沿线河南段旅

游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沿线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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