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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适逢山东工商学院建校三十周年，山东省半岛经济研究基地研究成果汇

编第六辑、第七辑出版面世了。  

作为一所财经类高等院校，山东工商学院的科研、教学一向关注地方

经济、区域发展的研究探讨。建校三十年来，广大教师、学者、科研人员

紧紧围绕山东省特别是胶东半岛区域有关市县经济、社会发展，先后开展

了胶东制造业基地建设、区域资源与生态保护、半岛城市群建设、生态省

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低碳经济发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人

口老龄化与社会发展、胶东文化与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研究，彰显了学校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目标、研究特色和整体优势。据不完全统计，

自 1988 年以来，学校先后承担涉及山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金项目 110

余项；承担相关纵、横向研究课题 320 余项；出版相关专著 33 余部，发

表论文 2100 余篇；获得各级各类奖励 80 余项。其中《山东生态省建设进

程监测评价体系研究》《山东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烟台城



 

 

市竞 争力 与山 东其 他区 域中 心城 市的 比较 与分 析》《烟 台地 区战 略 性产 业

选择 研究 》《 烟台 北 部沿 海产 业带 发展 规划 》等 一批 研究 课题 得到 省、 市

领导的批示并引起有关决策部门、地方政府的重视，为政府决策起到了重

要的参考作用。  

基于半岛经济研究上的特色和优势，2006 年 11 月，山东省社科规划办

公室发文（鲁社规字〔2006〕10号），决定建立山东省半岛经济研究基地，

挂靠 在山东工商学院。山东工商学院半岛经济研究院作为基地的工作协调

和专职研究机构，对近年来全校涉及半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成果进

行了系统梳理。此前，已编辑印刷了《半岛经济社会与文化强省研究》（第

一辑）、《半岛论坛学术报告》（第二辑）、《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研究》（第

三辑）、《半岛产业结构调整与管理创新研究》（第四辑）、《半岛生态与社会

文化发展研究》（第五辑）五部研究成果，本次出版的第六辑、第七辑的内

容，是从基地依托单位专、兼职科研人员自 2012 年至 2015 年上半年发表

的散见于各类期刊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中精选出来的。在此，向收录到本书

的各位文章的作者深表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成果收录过程中肯定会有所遗漏，对我

们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缺憾，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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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旅游管理 

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 

李 伟   郭 晶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4 年 8 月第 4 期  

一、问题的提出 

海洋文化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通过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全方位、

立体化地呈现海洋文化。“文化”是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核心要素，作为社会

及产品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资本要素对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优化起着重

要作用。目前，发展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是旅游业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Mclntosh 和  Goeldner、Zeppel将文化旅游产品定位于特色旅游产品或

称旅游吸引物。Richards认为文化旅游产品是可以为旅游者提供文化体验和

文化审美的旅游产品。董志文、张广海认为在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中一定要

重视文化因素，强调海洋文化。高怡、袁书琪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分类体系

的构建进行了探究。李飞构建了人文旅游产品的生态性评价与规划体系。程

超功对文化旅游产品分析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国内外学者在海洋文化旅游



 

 

和文化旅游产品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个分支的单独研究或某类具体的文

化旅游产品。Bourdieu首次提出了由文化能力、文化产品以及文化体制构成

的文化资本概念。Throsby认为文化资本是通过货币财富所反映的文化价值

积累。高波、张志鹏提出了文化资本是可以为人们提供预期收益的特定价值

观体系的观点，他们还认为文化资本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金相郁、武鹏认

为文化资本是通过财富所体现的文化资源的总和，而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文化

能力、文化产品以及文化制度。另外，金相郁、武鹏、徐明生等还对文化资

本进行了具体的实证评价。国内外学者对于文化资本的概念和作用进行了深

入分析，但对于文化资本的形成机制及作用机制的分析不够深入和具体，从

文化资本角度分析文化与旅游发展关系的研究则更为薄弱。  

实际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中对“文化”变量的遗漏及宽泛化的处理，使得

研究者过多地着眼于“文化”在产品要素中的外化体现，而忽略了内在的作用

机理，由此导致模型解释效能的降低。本文着重分析研究海洋文化资本的构

成及其影响作用机制，重点探析海洋文化资本对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优化的工

具性价值。  

蓬莱市位于山东半岛的北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港口和近代四大对外通

商口岸之一，蓬莱拥有悠久的历史、较高的知名度、厚实的文化积淀、丰富



 

 

的文化资源。具体而言，蓬莱的人文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本主要包括有形和无

形两种形式：其有形的文化资本包括古船文物、港口、历史文化名城、海防

和海战遗迹，而无形的文化资本则包括口头与非物质的文化资源、节庆活动

等。而在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本中，蓬莱文化的灵魂体现于“一阁一城一名人一

传说”。其中，“阁”是指蓬莱阁；“城”是指蓬莱水城；“名人”是指戚继光；“传

说”是指八仙传说。虽然近年来蓬莱的海洋文化旅游发展迅速，但在发展过程

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这就要求我们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对海洋

文化旅游产品进行科学评价。本文运用综合归纳法构建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

价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蓬莱市的蓬莱阁、蓬莱海洋极地世界、登州博物

馆、三仙山景区、八仙过海景区以及戚继光故居六个代表性海洋文化旅游产

品进行评价，这不仅有利于深刻认识文化与文化旅游产品的关系和揭示海洋

文化资本对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优化作用，而且有利于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

产品的健康发展，同时能够对现有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范畴加以延伸，是对

海洋经济发展相应理论的一种补充。  

基于文化资本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的具体步骤如下：首先，采用综

合归纳法对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归纳，确定海洋文化旅游

产品评价体系；其次，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体系中各



 

 

评价指标的权重；最后，根据各评价指标的评价标准，采用综合评分模型，

计算各文化旅游产品的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  

二、文化旅游产品评价体系的构建 

根据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应具备的条件和应遵循的设计原则，以相关学者

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运用综合归纳法，从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

文化价值四个维度出发，将影响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众多因素进行归纳，确

定了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体系。如表 1所示，本文构建的海洋文化旅游

产品评价体系包含总目标层、评价综合层、评价项目层和评价因子层 4个层

次，13个评价项目指标，共包含 36个评价因子指标。  

文化载体作为体现文化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物质形式，具有丰富的艺术

表达手段，将其分解为新颖性、观赏性和体验性 3个评价项目层。其中，新

颖性包括地方性、民族性、稀缺程度和可替代性 4个评价因子；观赏性包括

优美度、新奇度和和谐度 3个评价因子；体验性包括趣味性、参与度和多样

性3个评价因子。  

文化内容作为文化旅游产品的各种不同的文化载体所承载的文化主题，可

以分解为真实性、积极性和广泛性3个评价项目层。其中，真实性包括历史记



 

 

载、文化渊源和广为人知3个评价因子；积极性包括增长见识、开阔视野和净

化心灵3个评价因子；广泛性包括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3个评价因子。 

文化精神作为文化旅游产品通过文化载体对文化内容的演绎所期望体现

的精神境界或价值观念，可以分解为道德性、激励性、先进性和融合性 4个

评价项目层。其中，道德性包括言行习惯、公德意识和法规意识 3个评价因

子；激励性包括振奋人心和陶冶情操 2个评价因子；先进性包括与时俱进和

符合心理需求程度 2个评价因子；融合性包括地方融合性和中外融合性 2个

评价因子。  

文化价值作为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传承作用和市场价值，可以分解为传

承性、教化性和资源价值 3个评价项目层。其中，传承性包括文化传承、可

持续性和文化创新 3个评价因子；教化性包括人生观和价值观 2个评价因

子；资源价值包括文化保护、文化积累和市场前景 3个评价因子。  

三、评价因子权重的确定 

为确定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体系各层次评价因子的权重，首先，请文化

资本与旅游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旅游产品的经营管理者以及游客，

采用 1～9标度法，对位于同一层次的各因子间相对于其上一层次的评价因



 

 

子的相对重要性进行问卷评分，并构建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判断矩阵；然后，

用数学方法得出每个层次判断矩阵中各因子的权重；最后，通过各层次权重

的组合，得到全部因子相对于目标的权重。问卷调查期间从 2012年4月到9

月，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290份，收回调查问卷 226份（回收率为 77.93%），

其中有效问卷 179份（有效率为 79.20%）。  

具体的评价因子权重如表 1所示：在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

文 化 价 值 四 个 因 素 中 ， 文 化 载 体 的 权 重 为 0.0318 ， 文 化 内 容 的 权 重 为

0.1230，文化精神的权重为 0.3689，文化价值的权重为 0.4763。这说明在

文化资本的四层次模型中，由于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

四个因素之间的由表及里关系，使得其重要性也依次递增。因此，文化价值

作为文化资本的核心是至关重要的。  

表 1  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的因子权重表 

评价
综合
层 B 

权重  排序  
评价项

目层 C 
权重  排序  评价因子层 D 权重  排序  

文  

化  

载  

体  

B1 

0.0318 4 

新颖性

C1 
0.1390 2 

地方性  D1 0.052 1 3 

民族性  D2 0.156 3 2 

稀缺程度  D3 0.781 2 1 

可替代性  D4 0.010 4 4 

观赏性

C2 
0.1390 2 

优美度  D5 0.692 3 1 

新奇度  D6 0.076 9 3 

和谐度  D7 0.230 8 2 



 

 

体验性

C3 
0.7221 1 

趣味性  D8 0.075 9 2 

参与度  D9 0.848 3 1 

多样性  D10 0.075 9 2 

文  

化  

内  

容  

B2 

0.1230 3 

真实性

C4 
0.2308 2 

历史记载  D11 0.042 8 3 

文化渊源  D12 0.128 4 2 

广为人知  D13 0.828 8 1 

积极性

C5 
0.6923 1 

增长见识  D14 0.456 1 1 

开阔视野  D15 0.087 8 3 

净化心灵  D16 0.456 1 1 

广泛性

C6 
0.0769 3 

知名度  D17 0.456 1 1 

美誉度  D18 0.456 1 1 

市场占有率  D19 0.087 8 3 

文  

化  

精  

神  

B3 

0.3689 2 

道德性

C7 
0.2768 2 

言行习惯  D20 0. 076 9 3 

公德意识  D21 0.692 3 1 

法规意识  D22 0.230 8 2 

激励性

C8 
0.3020 1 

振奋人心  D23 0.250 0 2 

陶冶情操  D24 0.750 0 1 

与时俱进  D25 0.205 2 2 

续表    

评价
综合
层 B 

权重  排序  
评价项

目层 C 
权重  排序  评价因子层 D 权重  排序  

文  

化  

精  

神  

B3 

0.3689 2 

先进性

C9 
0.2653 3 

符合心理需求程

度  D26 
0.794 8 1 

融合性

C10 
0.1559 4 

地区融合性  

（国内）D27 
0.750 0 1 

中外融合性  D28 0.250 0 2 

文  

化  

价  

值  

B4 

0.4763 1 

传承性

C11 
0.4561 1 

文化继承  D29 0.456 1 1 

可持续性  D30 0.456 1 1 

教化性

C12 
0.4561 1 

文化创新  D31 0.087 8 3 

人生观  D32 0.500 0 1 



 

 

资源价

值 C13 
0.0878 3 

价值观  D33 0.500 0 1 

文化保护  D34 0.754 8 1 

文化积累  D35 0.194 9 2 

市场前景  D36 0.0503 3 

（一）文化载体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载体的权重层中，新颖性和观赏性的权重都是 0.1390，而体验

性的权重是 0.7221。数据表明在文化载体的构成因素中，体验性是最重要

的。这意味着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上一定要强化体验性，这是使得

文化能够真正成为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之灵魂的关键。具体的，在新颖性的

权重层中，地方性的权重是 0.0521，民族性的权重是 0.1563，稀缺程度的

权重是 0.7812，可替代性的权重是 0.0104。数据表明在新颖性的构成因素

中，按其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稀缺程度、民族性、地方性和可替代性。在

观赏性的权重层中，优美度的权重是 0.6923，新奇度的权重是 0.0769，和

谐度的权重是 0.2308。数据表明在观赏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优美

度 。 在 体 验 性 的 权 重 层 中 ， 趣 味 性 的 权 重 是 0.0759 ， 参 与 度 的 权 重 是

0.8483，多样性的权重是 0.0759。数据表明在体验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

要的是参与度。  



 

 

（二）文化内容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 文 化 内 容 的 权 重 层 中 ， 真 实 性 的 权 重 是 0.2308， 积 极 性 的 权 重 是

0.6923，广泛性的权重是 0.0769。数据表明在文化载体的构成因素中，积

极性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的文化主题的定位上

要强化积极性。具体的，在真实性的权重层中，历史记载的权重是 0.0428，

文化渊源的权重是 0.1284，广为人知的权重是 0.8288。数据表明在真实性

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广为人知。在积极性的权重层中，增长见识的权

重是 0.4561，开阔视野的权重是 0.0878，净化心灵的权重是 0.4561。数据

表明在积极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净化心灵。在广泛性的权重层中，

知 名 度 的 权 重 是 0.4561， 美 誉 度 的 权 重 是 0.4561， 市 场 占 有 率 的 权 重 是

0.0878。数据表明在广泛性的构成因素中，知名度和美誉度居于同样重要的

地位。  

（三）文化精神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 文 化 精 神 的 权 重 层 中 ， 道 德 性 的 权 重 是 0.2768， 激 励 性 的 权 重 是

0.302，先进性的权重是 0.2653，融合性的权重是 0.1559。数据表明在文化

精神的构成因素中，激励性是最重要的、之后依次是道德性、先进性和融合



 

 

性。具体的，在道德性的权重层中，言行习惯的权重是 0.0769，公德意识的

权重是 0.6923，法规意识的权重是 0.2308。数据表明在道德性的构成因素

中，最重要的是公德意识。在激励性的权重层中，振奋人心的权重是 0.2500，

陶冶情操的权重是 0.7500。数据表明在激励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陶

冶情操。在先进性的权重层中，与时俱进的权重是 0.2052，符合心理需求程

度的权重是 0.7948。数据表明在先进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符合心理

需求程度。在融合性的权重层中，地区融合性（国内）的权重是 0.7500，中

外融合性的权重是 0.2500。数据表明在融合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地

区融合性。  

（四）文化价值各构成要素的权重 

在文化价值的权重层中，传承性和教化性的权重是 0.4561，而资源价值

的权重是 0.0878。这说明在基于文化资本的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文

化的传承和教化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是根本。具体的，在传承性的权重层中，

文化传承的权重是 0.4561，可持续性的权重是 0.4561，文化创新的权重是

0.0878。数据表明在传承性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与可持续性。

在教化性的权重层中，人生观的权重是 0.5000，价值观的权重是 0.5000。



 

 

数据表明在教化性的构成因素中，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样重要。在资源价值的

权重层中，文化保护的权重是 0.7548，文化积累的权重是 0.1949，市场前

景的权重是 0.0503。数据表明在资源价值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文化

保护。  

四、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单项指标，都是海洋文化旅

游产品状况不同方面或侧面的反映，为了对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状况进行综合

评价，下面以多目标线性加权法为基础，结合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实际状况，

构建了综合评价模型。具体的函数表达式为：  

31 2

1 1 1

{ [ ( )]} 10
nn n

k kj ji i

k j i

E B C D P
  

        

其中，E代表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的综合得分值；Bk表示评价综合层 k

的权重；Ckj 表示评价综合层 k中评价项目 j的权重；Dji表示评价项目 j中

评价因子 i的权重；Pi表示评价因子 i的评分；n1表示评价综合层中评价指

标的数目；n2表示评价项目层评价指标的数目；n3表示评价因子层中评价

指标的数目。  



 

 

由于综合评价模型的满分是50分，所以，可据具体得分将海洋文化旅游

产品划分为五个评价等级：得分如果高于 40，为 I 级；得分如果在 30到40

之间，为Ⅱ级；得分如果在 20 到30之间，属Ⅲ级；得分如果在 10到20之间，

属Ⅳ级；得分如果低于 10，属Ⅴ级。  

五、对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定量评价 

蓬莱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最佳休闲旅游城市，拥有众多的旅游景

点和旅游产品，其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主要包括蓬莱阁、蓬莱海洋极地世界、

登州博物馆、三仙山景区、八仙过海景区以及戚继光故居等。因此，本文在

进行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具体评价中，选取了六个代表性海洋文化旅

游产品。评价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调查期间从 2012年 4月到 9月，

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378份，收回调查问卷 298份（回收率为 78.84%），其中

有效问卷 253份（有效率为 84.90%）。调查对象涉及蓬莱市普通市民、旅游

产品经营者、来蓬莱旅游的游客、各类专家学者。  

根据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指标体系和我国海岛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值（表 1），结合蓬莱阁、蓬莱海洋极地世界、登州博物馆、三仙山景区、八

仙过海景区以及戚继光故居的各评价因子数据所对应的评分，代入综合评价



 

 

模型，得到了蓬莱市五个代表性景点的综合得分，结果见表 2。  

表 2  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结果 

地   区  蓬莱阁  登州博物馆  极地海洋世界 八仙过海景区 三仙山景区戚继光故居  

文化载体  5.462 3 4.454 1 6.016 2 5.151 7 4.965 8 4.047 4 

文化内容  5.753 0 4.620 7 5.836 6 5.326 6 5.032 1 4.291 3 

文化精神  10.074 9 8.672 6 8.472 6 10.134 4 9.758 5 8.517 5 

文化价值  15.429 4 12.790 1 12.717 5 14.377 4 14.026 8 13.051 3 

综合得分  36.719 6 30.537 5 33.042 9 34.990 1 33.783 2 29.907 5 

排   名  1 5 4 2 3 6 

从表 2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其一，蓬莱市五个代表性景点的海洋文化旅

游产品评价的综合得分为：蓬莱阁为 36.7196、登州博物馆为 30.5375、海

洋极地世界为 33.0429、八仙过海景区为 34.9901、三仙山景区为 33.7832、

戚继光故居为 29.9075。这意味着，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最好的是蓬莱

阁，之后依次是八仙过海景区、三仙山景区、蓬莱海洋极地世界、登州博物

馆和戚继光故居。  

其二，就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综合得分的级别而言，蓬莱阁、八仙过海景

区、三仙山景区、蓬莱海洋极地世界和登州博物馆得分在 30～40，属于Ⅱ级，

而戚继光故居的得分在 20～30属于Ⅲ级。  

其三，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综合得分最高的蓬莱阁也只有 36.7196



 

 

分，刚刚“及格”，说明总体而言，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发展水平仍然

偏低。  

其四，文化载体方面，得分最高的是极地海洋世界，之后依次是蓬莱阁、

八仙过海景区、三仙山景区、登州博物馆和戚继光故居。文化内容方面，得

分最高的是极地海洋世界，之后依次是蓬莱阁、八仙过海景区、三仙山景区、

登州博物馆和戚继光故居。文化精神方面，得分最高的是八仙过海景区，之

后依次是蓬莱阁、三仙山景区、登州博物馆、戚继光故居和极地海洋世界。

文化价值方面，得分最高的是蓬莱阁，之后依次是八仙过海景区、三仙山景

区、戚继光故居、登州博物馆和极地海洋世界。  

上述研究结果与蓬莱市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发展状况基本符合，这意味

着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