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正“钻石模型”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

摘 要：基于修正的波特钻石模型，以省际为研究范围将政府支持力作为主要因素进行分析，运用AHP法构建有四个

层次的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对象选取旅游特色小镇发展较好的浙江省和旅游资源丰富的黑龙江省

两个省份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浙江省整体竞争力优于黑龙江省。最后，从强化各类生产要素资源建设、促进小镇形态多样

化、优化特色产业空间布局、推动市场化运作、将小镇发展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整体布局等加强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

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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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特色小镇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多个

因素协同作用。我国的一些省域，例如黑龙江省，虽然旅游资

源禀赋优越，但旅游特色小镇的核心竞争力却不强。而浙江

省，却能充分发挥旅游特色小镇的核心竞争力，使之成为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如何从系统角度评价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

竞争力，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结论建议，从而有效提升省际旅游

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需要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努力。

一、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研究综述

核心竞争力最早由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和加里·哈默尔[1]

两位教授提出，主要指能够为企业或区域带来竞争优势的资

源以及这些资源的配置与整合方式。旅游特色小镇虽然也含

有某一区域的概念，但是这一“区域”是指那些并非传统意义

行政区划上的“镇”，因此对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进行定

义实属必要。目前学界对此并没有提出相关概念，本研究在

部分接受了温燕、金平斌[2]对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的定义基础

上，融入了一些与旅游业有关的元素，形成了旅游特色小镇核

心竞争力的定义，即：特色小镇的核心竞争力是相对于其他小

镇具有开发或吸引、配置和转化有限资源，创造社会价值，优

化自然环境，为小镇辐射的区域提供更可持续的特色产业，为

居民提供不断提升的生活品质，为从业者提供高品质的就业、

创业环境，为游客提供休闲旅游氛围的能力。

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开发建设旅游特色小镇的优势条件

赵 亮 1 张忠根 2 曹梦桐 2

∗ ∗ ∗ 第 40 卷第 6 期 绥 化 学 院 学 报 2020 年 6 月

Vol.40 No.6 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 i ty Jun . 2020

收稿日期：2019-07-01
作者简介：赵亮（1995-），男，河北承德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张忠根（1962-），男，

浙江上虞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曹梦桐（1996-），男，辽宁沈阳人，

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文明理论。

——基于黑龙江省与浙江省实践的思考

46



不一，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专属于旅游业态的特色小镇核心竞

争力评价体系确有困难。而某个省内部要素禀赋、历史文化

等相同或相近，因此以行政省为单位构建基于省际层面的旅

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意义重大。本研究鉴于波

特钻石模型涉及的要素全面，尤其是因子容易量化的特点；

同时，加入了政府和机会两要素，可以集中研究省际层面旅

游特色小镇发展的影响因素，是核心竞争力评估分析的基本

框架，也是定量研究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十分合适

的模型。由此，本研究拟基于该模型构建省际旅游特色小镇

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选取我国旅游资源禀赋具有

代表性的黑龙江省和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其实践经验，

系统评价其旅游特色小镇的核心竞争力，并依据评价结果探

求提升的对策建议。

二、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

（一）构建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波特钻石模型认为特

定产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需求条

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与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等

四大基础要素及机会和政府等两大辅助要素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协同作用[1]。
依据黑龙江省和浙江省在探索旅游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

的实践经验表明，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依然主要来自于

市场投资和政府支持力。仅靠市场力量推动旅游特色小镇的

发展尚显力道不足，政府的政策支持力作用甚大，主要是因为

我国特色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有利于调动多种大量的要素进行

快速整合和良性互助。由此，本研究在探讨省际旅游特色小

镇核心竞争力时，对波特钻石模型进行了修改，将政府修改为

政府支持力作为基础要素[2]。根据旅游特色小镇注重特色和

环境的特征将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修改为特色产业发展，将企

业战略与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修改为环境资源（见图1）。

图1 修正的钻石模型

（二）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

研究以修正的钻石模型为研究依据，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对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进行探究。首先基

于所要研究的不同省际之间的旅游特色小镇的特征定性地

构建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再构造成

对比较阵定量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然后，对整理得到的评价

对象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进一步定量计算选取省域

的主要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数值，最终对所得结论进行

系统分析。

本研究构建的省级旅游特色小镇评价体系总共有四个

层次：1.第一层，即目标层A，认定目标为系统评价省际旅游特

色小镇核心竞争力。2.第二层，即准则层，围绕本研究修正的

钻石模型的五大基础要素和一大辅助要素建立省际旅游特色

小镇的六个准则要素B1-B6。3.第三层，即子准侧层，就是依

据准则层的条件进一步细分，包括 18个子要素C1-C18。4.
第四层，即指标层，通过子准则层的内容进一步细分到可以

直接查找、调查和计算可获取的资料和数据，或者对省际旅游

具有显著影响的指标，合计包含43个具体指标D1-D43。省

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本研究运用德尔菲法对省

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判断矩阵进行

评分。对 8名特色小镇管理者、特色小镇专家进行了访谈。

得到A、B、C三级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3]。对判

断矩阵进行求解过程采用和积法[4]：
首先，将判断矩阵的每一列归一化，即有：

Fij = Fij∑k = 1
m Fij

( i, j = 1,2,…,m ) （1）
其次，将每一列经归一化处理后的判断矩阵按行相加，即：

Wi =∑j = 1
m Fij ( i, j = 1,2,…,m ) （2）

再次，将向量W = { }W1,W2,…,Wm 作归一化处理，即：

Wi = Wi∑j = 1
m Wj

( i, j = 1,2,…,m ) （3）
依次所得到的W = { }W1,W2,…,Wm 就为所求权值向量。

最后，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

CI = λmax - n
n - 1 （4）

若CR = CI
RI，若CR0.1时，通过一致性检验。通过以上

方法计算出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各项指标权重的过程

如下：

第一步，根据设立的指标体系运用YAAHP软件 10.3版

构建层次模型，构造成对比较阵进行判断矩阵数据录入，并

输出问卷，采用标度类型为1-9；
第二步，选取特色小镇研究专家、旅游规划专家、金融投

资方面的专家和特色小镇工作人员等进行问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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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问卷输入后，运用群决策的专家数据集结方法，

各专家排序向量加权算术平均;输入数据时的小误差累积导

致判断矩阵不一致，修正前一致性比例为 0.0243，利用最小

改变算法进行自动修正后，一致性比例为 0.0063；λmax 为

2.9102，最终得出核心竞争力各层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表1 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A

生产
要素
B1

环境
资源
B2

需求
条件
B3

特色产
业发展

B4

0.249

0.148

0.041

0.207

基础设施
C1

人力资源
C2

资本资源
C3

土地资源
C4

自然环境
C5

旅游资源
C6

国内需求
C7

国外需求
C8

产业特色
C9

产业带动
C10

产业效益
C11

0.036

0.036

0.071

0.107

0.042

0.106

0.027

0.014

0.087

0.012
0.026

消费者换乘交通工具数（/次）

旅游服务设施齐全度*
省际农村电话用户（万户）

旅游业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等学历
数（人）

旅游业从业人员中属当地居民数
（人）

旅游特色小镇居民数（万人）

全国百强旅游公司拥有量（/个）

镇域外商业投资规模（/亿元）

接受各级政府资金扶持规模
（/亿元）

旅游特色小镇规划面积
（/平方公里）

收入性特色产业用地占比总面积
（%）

生态资源占比小镇规划总面积
（%）

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数（/个）

利用冰雪资源建设旅游特色小镇
数（/个）

利用森林资源建设旅游特色小镇
数（/个）

利用其它资源建设旅游特色小镇
数（/个）

2018年接待国内游客人数
（/万人次）

2018年旅游特色小镇收入（/亿元）

近3年国内游客平均增长率（%）

近3年旅游特色小镇收入平均增
长率

2018年接待外国游客人数（/万
人次）

2018年旅游特色小镇外汇创收（/
万元）

近3年外国游客平均增长率（%）

近3年旅游特色小镇外汇收入平
均增长率

省际内旅游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异
质性*

省际间旅游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异
质性*

特色产业对小镇未来发展的带动
度*

对小镇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
（%）

累计对当地创造的财政收入
（亿元）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0.0112
0.0163
0.0085
0.0072
0.0180
0.0108
0.0213
0.0213
0.0284
0.0424
0.0636
0.0420
0.0318
0.0212
0.0212

0.0318

0.0090
0.0090
0.0045
0.0045
0.0047
0.0047
0.0023
0.0023
0.0381
0.0489
0.0120
0.0104
0.0156

准则层
指标
权重

子准则层
指标
权重

指标层 代码
指标
权重 政府支

持力
B5

机会
B6

0.298

0.057

产业市场
C12

产业创新
C13

政府政策
C14

政府服务
C15

革新能力
C16

经济发展
C17

重大事件
C18

0.028

0.054

0.183

0.069

0.046

0.028

0.028

旅游特色产业的品牌知名度*
相关特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获批专利数（/个）

知识产权转化率（%）

旅游特色小镇认识程度*
旅游特色小镇开发力度*

对小镇特色旅游项目的宣传力度*
对小镇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力度*

社会安全指数*
政府对游客政务服务的简化情况*

2018年小镇劳务人员人均GDP
（/元）

2018年小镇劳务人员人均可支配
收入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指示效
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应*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0.0127
0.0153
0.0324
0.0216
0.0763
0.1067
0.0216
0.0301
0.0173
0.0460
0.0131
0.0149
0.0169
0.0121

准则层
指标
权重

子准则层
指标
权重

指标层 代码
指标
权重

注：*代表软性指标。

由上述过程计算得到各判断矩阵的 λmax、一致性指标

CI、随机一致性指标RI、一致性指标比率CR如表2所示。

表2 判断矩阵值表

判断
矩阵

A-Bi
B1-Ci
B2-Ci
B3-Ci
B4-Ci
B5-Ci
B6-Ci

c1
c2
c3
c4

6.004
4.000
2.000
2.000
5.003
3.000
2.000
3.018
3.000
3.000
2.000

CI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9
0.000
0.000
0.000

RI
1.240
0.900
0.000
0.000
1.120
0.580
0.000
0.580
0.580
0.580
0.000

CR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16
0.014
0.011
0.000

判断
矩阵

c6
c7
c8
c9
c11
c12
c13
c14
c15
c17
c18

4.000
4.000
4.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3.000
2.000
2.000

CI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I
0.900
0.900
0.9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580
0.000
0.000

CR
0.021
0.017
0.02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35
0.000
0.000

三、数据处理与评价结果及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原始数据。为保证核心竞争力评价结

果的准确性，本研究的原始数据力求客观、权威，相关数据来

源如下：官方统计年鉴和公报、网络资源、相关专家访谈。综

上，黑龙江和浙江的省际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各指

标的原始数据如表3所示。

（二）据标准化处理。为统一标准的评价分值以便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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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和比较分析。本研究通过式（5）进行无量纲处理：

PI = 10 Di∑i = 1
n Di

（5）
式中，PI为某省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 i标

准化转换后的无量纲值，Di为该省标准化转换前的指标 i的

原始数值，∑i = 1
n Di为评价指标 i标准化转换前在所有评价省

的总和。

（三）评价结果与分析。分别计算黑龙江省以及浙江省

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值，数学表达式为：

E =∑i = 1
n Wi Pi （6）

其中， 由公式（5）计算而得， 为旅游特色小镇核心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n为评价指标

的总数，计算结果E即为该省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综合

评价值。计算得到黑龙江和浙江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

综合评价值，见表3。
表3 黑龙江省和浙江省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

子准则层

基础设施C1
人力资源C2
资本资源C3
土地资源C4

总得分

自然环境C5
旅游资源C6

总得分

国内需求C7
国外需求C8

总得分

产业特色C9
产业带动C10
产业效益C11
产业市场C12
产业创新C13

总得分

政府政策C14
政府服务C15
革新能力C16

总得分

经济发展C17
重大事件C18

总得分

黑龙江省

48.18
44.93
19.88
59.90
42.56
59.33
59

59.09
38.20
27.54
34.65
85.58
66.89
57.77
58.86
30.32
63.11
72.79
66.59
72.89
71.37
36.60
83.81
60.20

浙江省

57.25
51.57
52.85
39.22
47.50
26.49
63

52.56
64.67
44.81
58.06
70.81
77.69
78.14
83.02
78.56
75.86
94.25
80.05
81.89
89.07
50.43
59.06
54.74

综合优势省份

浙江

黑龙江

浙江

浙江

浙江

黑龙江

1.生产要素竞争力评价中，浙江省整体上更具优势。在

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三个子准则层，浙江省都排

名第一，只有在土地资源方面黑龙江省明显强于浙江省。主

要原因是浙江省经济基础好，民营经济发达，人口长期处于

净流入状态，高级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多，而黑龙江省经济

现状较弱，人口处于长期净流出状态，缺乏高素质劳动力，比

起浙江省土地资源禀赋更优。

2.环境资源竞争力评价中，黑龙江省具有较大优势。在

自然环境子准则层上黑龙江省取得了第一，主要原因是黑龙

江省的旅游特色小镇在规划中充分利用了其自然资源丰富

的特点。但在旅游资源子准则层浙江省高于黑龙江省，主要

原因是浙江省拥有更多的旅游特色小镇数量，并实现了旅游

特色小镇差异化发展，黑龙江省多以冰雪资源和森林资源作

为建设旅游特色小镇的基础，缺乏带有文化的、民族的、历史

的综合建设，导致旅游特色小镇主题同质化严重。

3.需求条件竞争力评价中，浙江省具有明显优势。国内

外需求浙江省都取得了第一，主要原因是：国内需求方面，浙

江省在全国率先建设旅游特色小镇，具备一定规模，实现了

多种类旅游特色小镇共同发展的形势，建成了对国内游客有

较大吸引力的区域品牌。黑龙江省旅游特色小镇建设发展

缓慢，设计趋同、缺乏粘性，很难吸引游客。浙江省是改革开

放的先行地，较之黑龙江省有着吸引国外游客的巨大优势，

因此国外需求也更大。

4.特色产业发展竞争力评价中，浙江省优势明显。产业

特色得分是黑龙江省唯一高于浙江省的指标，主要原因是省

际间旅游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异质性高，黑龙江省的冰雪资

源、森林资源、农业资源等是大多数省份无法复制的，而浙江

省主推的文化创意、历史演义等是可以被其他省份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吸收的。除此以外，浙江省的产业带动度强，产业

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效益高，产业市场广阔，产业实现创新

驱动发展。

5.政府支持力指标评价中，浙江省全方位强于黑龙江

省。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方面，浙江省对旅游特色小镇认

识清晰、规划设计合理，对生态资源注重保护，对历史文化加

强包装，省属各部门针对旅游特色小镇的建设发布了多项指

导性文件。黑龙江省对旅游特色小镇发展的支持性政策较

少，仅有的一些文件也是借鉴外省的建设经验，缺乏政策的

创新性，没有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过度干预小镇建设，对

好的规划设计缺乏后期建设的有效支持。政府服务方面，浙

江省打造了自己专属的特色小镇官网，对优质的旅游特色小

镇进行专题宣传，利用互联网实现了小镇间的融合发展，浙

江省还进一步提升小镇公共服务能力，把贴心的服务做深做

细。黑龙江省由于资本资源和高级旅游从业人员的缺乏，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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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旅游特色小镇进行整合，建成自己的数据库，对乡镇交

通、通信和现代旅游服务业的投资不足。革新能力方面，浙

江省在对游客需求的政务简化方面的革新是需要黑龙江省

学习的。

6.机会要素指标评价中，黑龙江省拥有一定优势。经济

发展方面，浙江省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显著强于黑

龙江省。黑龙江省在机会要素方面获得明显优势，主要原因

是近年来中央对三农工作愈加重视，黑龙江省是农业、林业

大省，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视察黑龙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

针对农村地区发展的意见。黑龙江省还是“一带一路”倡议

北线重要一环，可以利用陆路优势增加俄罗斯游客对旅游特

色小镇的需求。

结果表明：两省在六个准则层中各有优势，但整体上黑

龙江省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总体评分较浙江省低。

四、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提高对策

（一）强化生产要素资源建设。

1.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做到交通便利、通信畅快、服务贴

心、项目特色。2.通过专业培训将当地村民培养为现代旅游

业人才。3.培育优质旅游公司，持续加强面向全社会的招商

引资力度。4.规划注重“精而美”的理念，实现特色旅游资源

集约化发展。

（二）促进小镇旅游形态多样性。任何经验都具有可复

制和不可复制性，要科学把握，合理运用，避免脱离实际的照

搬照抄。为避免“千镇一貌”，要立足区位条件、环境资源禀

赋和地域特征，打造示范型旅游特色小镇。注重发掘特色文

化、特色历史、特色民族情趣的经验，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当

地地域风情的旅游特色小镇。

（三）优化特色产业空间布局。

1.抓住产业特色，放大产业特色，凸显特色产业品牌，坚

持产业建镇、产业兴镇。2.研判特色产业的未来前景，要选

择那些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3.特色产业

可以部分结合原先已有的传统产业，并结合新近发掘的特色

点进行产业转型升级。4.提高创新意识，发扬创新精神，不

断推陈出新，永葆小镇的生命力，不能因为某些产品做得好

就忽视创新工作。

（四）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责任。政府应该制定符合本省

地域特色的旅游特色小镇培育体制机制。坚决不搞面子工

程、政绩工程，维护营商环境，鼓励企业作为旅游特色小镇市

场化的主导，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和人民消费需求。总而言

之，政府只需提供强化政府支持力，注重科学引导，为小镇发

展搭建平台，不搞大包大揽，因势利导地建设旅游特色小镇。

（五）积极把握国家重大战略。

1.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面向

国外需求的旅游业迎来春天，旅游特色小镇是浙江省全域旅

游的重要一环，及时抓住了发展契机。黑龙江省应该充分利

用“龙江丝路带”和“中蒙俄经济走廊”沿边地区便利的陆路

交通，吸引游客，促使特色产品销往海外。2.2019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农业农村要优先发展，政策聚焦深度贫困地区，

建设长效扶贫产业，这为旅游特色小镇实现产业兴旺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支持。

结语

本研究实现了基于黑龙江省和浙江省实践经验的省际

旅游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两省旅游特色

小镇的比较、评价及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研究

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仅以两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

分析，未来将考虑引入更多省份，研究结果将更加客观；二是

旅游特色小镇尚处在培育期，相关影响因素还有很多，未能

全部具体分析，未来的指标体系验证将随着旅游特色小镇的

发展而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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