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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法的河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分析
*

安 传 艳

(河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要:本文从资源产品、市场竞争力、基础设施水平和经济、社会环境保障4个方面选取指标,采用熵权法赋予权重,对河南省18
个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影响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因素按权重大小排列依次为市场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资

源产品竞争力和设施竞争力;河南省18个城市中,旅游竞争力最强的城市依次为郑州、洛阳、焦作、开封和南阳,排名靠后的城市

依次为商丘、漯河、周口和鹤壁。最后通过对具体城市旅游竞争力特点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提升竞争力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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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的正式出台,河南省18个地市旅游业面临

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对各城市旅游发展环境、设施水平、市场状况和资源产品进行竞争力分析,能够进一步促进

城市旅游的发展,加速河南省向旅游强省迈进的步伐。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熵权法是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各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信息论认为熵是系统无序程度

的一个度量,若系统处于多种不同的状态,而每种状态出现的概率为Pi(i=1,2,…,m)时,则该系统的熵就定义

为

e=∑
m

i=1
pi·lnpi

某个指标的熵值ei越小,说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该指标起的作用越

大,权重也应越大。反之,权重应越小。

rij具体计算为:如果有m 个待评项目,n个评价指标,形成原始数据矩阵为R=(rij)m×n是第j个是指标下第

i个项目的评价值。然后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项目的指标值的比重pij和第j个指标的熵值ej,最终确定第j
个指标的熵权wj。

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方法,熵权法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确定权重的研究中。如侯国林对旅游地社区参与度进

行了评价分析[1],曹芳东等对城市旅游竞争潜力时空格局演化及结构合理性进行了评价[2],丁蕾等对城市旅游

竞争力进行了评价[3],以及在生态系统健康评估[4]、项目风险评估[5]、决策方案、项目管理、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价

等方面广泛应用[6-9]。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旅游局网站和河南省文物局网站公布数据,以及河南省

各地市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及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2.1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1)资源产品因素。旅游资源和产品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前提,旅游资源和产品的丰度、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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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和非物质遗产等资源的数量和级别。

2)基础设施因素。城市旅游要满足游客游、购、娱、吃、住、行及信息沟通等方面的需求,需要强大的基础设

施支撑。因此,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构成了城市旅游竞争力的一部分。主要表现在旅游地信息业从业人员数

量、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住宿宾馆数量、旅行社数量、餐饮单位数量、公厕数量、万人均拥有道路公里数、年客运量

总量和民用汽车拥有量等。

3)市场现状。城市旅游的市场规模和拓展现状反映了一个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成熟程度和发展实力。市场

的强弱主要表现在接待游客总人数、国内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总花费、国内旅游人均花费、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外

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等方面。

4)环境保障因素。城市旅游发展需要优美的自然环境、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强大的经济环境支持。因

此,城市旅游竞争力的环境保障因素主要表现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人均GDP、
城市知名度、每万人拥有高校学生数、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地方人均生产总值等方面。

2.2河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系统的构建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文献资料[10-14],把河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的要素分成了4大部分,选取指标如表1。

表1 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A) 要素层(B) 指标层(C)

城市竞争力

(A)

资 源 产 品 竞 争 力

(B1)

C1(4A级以上景区数量)、C2(A级以上景区数量)、C3(国家级森林/地质公园数量)、

C4(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数量)、C5(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数量)、C6(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数量)、C7(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设施竞争力(B2)
C8(信息业从业人员数量)、C9(住宿宾馆数量)、C10(旅行社数量)、C11(公厕数量)、

C12(餐饮单位数量)、C13(人均邮电业务总量)、C14(万人均拥有道路公里数)、C15(年

客运量总量)、C16(民用汽车拥有量)

市场竞争力(B3)
C17(接待游客总人数)、C18(国内旅游人数)、C19(国内旅游总花费)、C20(国内旅游人

均花费)、C21(入境旅游人数)、C22(旅游外汇收入)、C23(旅游总收入)

环境竞争力(B4)

C2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C2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C26(污水处理率)、C27(生活垃圾

处理率)、C28(人均GDP)、C29(进出口总额)、C30(利用外资额)、C31(城市知名度)、

C32(每万人拥有高校学生数)、C33(第三产业人员比重)、C34(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

收入)、C35(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C36(地方人均生产总值)

3河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

3.1数据处理

第一步,根据数据,构建X=(Xij)36×18矩阵,应用下列公式对数据矩阵进行无量纲处理。

Yij=
Xij-minjXij

maxjXij-minjXij

第二步,根据公式,算出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项目的指标值的比重pij

pij =Yij/∑
m

i=1
Yij

第三步,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

其中,k=1/lnm ej=-k∑
m

i=1
pij·1npij

第四步,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权wj

wj=(1-ei)/∑
m

j=1

(1-ej)

其中,gj=1-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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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影响城市旅游竞争力各指标的权重值(表2)。对旅游竞争力影响较大的指标有C3、C4、C5、C17、

C18、C19、C21、C22、C23、C30和C32,这几项的指标权重之和为0.5185。从影响因素分析,对旅游竞争力影响

的指标权重分别为市场竞争力0.2828、环境竞争力0.2759、资源产品竞争力0.2591和设施竞争力0.1822。
前3项对城市旅游竞争力影响程度相当,设施竞争力影响较小。

表2 城市旅游竞争力各个指标的熵权值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C) e g w

城市竞争力

资源产品竞争力(B1)

0.2591

设施竞争力(B2)

0.1822

市场竞争力(B3)

0.2828

环境竞争力(B4)

0.2759

C1(4A级以上景区数量) 0.8829 0.1171 0.0191
C2(A级以上景区数量) 0.8704 0.1296 0.0212
C3(国家级森林/地质公园数量) 0.6839 0.3161 0.0517
C4(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数量) 0.6861 0.3139 0.0513
C5(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数量) 0.6570 0.3430 0.0561
C6(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0.8270 0.1730 0.0283
C7(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0.8084 0.1916 0.0313

C8(信息业从业人员数) 0.8338 0.1662 0.0272
C9(住宿宾馆数量) 0.8949 0.1051 0.0172
C10(旅行社数量) 0.8749 0.1251 0.0205
C11(公厕数量) 0.8797 0.1203 0.0197
C12(餐饮单位数量) 0.9048 0.0952 0.0156
C13(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0.8881 0.1119 0.0183
C14(万人均拥有道路公里数) 0.8644 0.1356 0.0222
C15(年客运量总量) 0.8747 0.1253 0.0205
C16(民用汽车拥有量) 0.8707 0.1293 0.0211

C17(接待游客总人数) 0.7809 0.2191 0.0358
C18(国内旅游人数) 0.7815 0.2185 0.0357
C19(国内旅游总花费) 0.7571 0.2429 0.0397
C20(国内旅游人均花费) 0.9140 0.0860 0.0141
C21(入境旅游人数) 0.6157 0.3843 0.0628
C22(旅游外汇收入) 0.6184 0.3816 0.0624
C23(旅游总收入) 0.8028 0.1972 0.0323

C2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9337 0.0663 0.0108
C2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9693 0.0307 0.0050
C26(污水处理率) 0.9590 0.0410 0.0067
C27(生活垃圾处理率) 0.9434 0.0566 0.0093
C28(人均GDP) 0.8914 0.1086 0.0178
C29(进出口总额) 0.6217 0.3783 0.0619
C30(利用外资额) 0.6888 0.3112 0.0509
C31(城市知名度) 0.8767 0.1233 0.0202
C32(每万人拥有高校学生数) 0.7568 0.2432 0.0398
C33(第三产业人员比重) 0.8500 0.1500 0.0245
C34(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0.9342 0.0658 0.0108
C35(农村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0.9077 0.0923 0.0151
C36(地方人均生产总值) 0.9800 0.0200 0.0033

3.2计算结果

根据下列公式,运用计算机计算,即可得出各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值(表3)。

Sj=∑
m

i=1
WiY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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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河南省18个城市旅游竞争力值

地市 总竞争力得分 排名 资源产品竞争力 排名 市场竞争力 排名 环境竞争力 排名 设施竞争力 排名

郑 州 0.815334 1 0.144579 2 0.259880 1 0.257424 1 0.153451 1
洛 阳 0.552625 2 0.144651 1 0.224342 2 0.107528 2 0.076103 3
焦 作 0.324076 3 0.096725 5 0.107826 3 0.082204 5 0.037320 13
开 封 0.275768 4 0.086897 6 0.100254 4 0.041479 14 0.047138 9
南 阳 0.271985 5 0.113337 3 0.029028 8 0.037459 16 0.092160 2
安 阳 0.221243 6 0.051437 8 0.047240 5 0.074192 6 0.048375 5
信 阳 0.214572 7 0.098885 4 0.017292 10 0.050953 13 0.047442 8
新 乡 0.187996 8 0.045167 10 0.030002 7 0.069723 7 0.043104 10
三门峡 0.182477 9 0.033226 11 0.032529 6 0.069249 8 0.047473 7
平顶山 0.168972 10 0.031646 12 0.025874 9 0.058072 11 0.053379 4
许 昌 0.160917 11 0.030613 13 0.008506 15 0.083515 4 0.038283 12
濮 阳 0.149588 12 0.047625 9 0.015518 13 0.063406 10 0.023040 16
驻马店 0.142609 13 0.051836 7 0.015949 11 0.026730 17 0.048094 6
济 源 0.140597 14 0.005302 18 0.001348 18 0.101429 3 0.032517 15
商 丘 0.105018 15 0.016314 15 0.010519 14 0.038364 15 0.039821 11
漯 河 0.098794 16 0.006540 16 0.005751 16 0.064792 9 0.021711 17
周 口 0.093094 17 0.025562 14 0.015671 12 0.018171 18 0.033690 14
鹤 壁 0.085798 18 0.005594 17 0.005432 17 0.057130 12 0.017642 18

由表3可见,河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排名依次为郑州、洛阳、焦作、开封、南阳、安阳、信阳、新乡、三门峡、平
顶山、许昌、濮阳、驻马店、济源、商丘、漯河、周口和鹤壁。郑州得分遥遥领先,核心地位凸显,洛阳排在第二,在
得分上比焦作高出许多。焦作、开封和南阳得分处在0.2~0.35之间,这3个城市在旅游竞争力的评价分析中,
分别出现了设施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较弱的现象。新乡、三门峡、平顶山、许昌、濮阳、驻马店、济源和商丘的综

合竞争力值在0.1~0.2之间。其中,新乡和三门峡,平顶山和许昌,濮阳、驻马店和济源实力分别相当,商丘、漯
河、周口和鹤壁竞争实力较低。

4河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结果分析

根据计算分值,得出图1、图2。

图1 河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结果分析图

4.1资源产品竞争力分析

  资源、产品竞争力较强的地市有洛

阳、郑州、南阳、信阳、焦作和开封,排名

靠后的有周口、商丘、漯河、鹤壁和济源

(图1)。洛阳、郑州竞争力最强,远远

领先于其他城市;焦作、开封、南阳和信

阳实力较强;驻马店、安阳、濮阳、新乡

表现较弱,其他的更弱。导致这些地市

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是景区数量少、质
量低,尤其缺乏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质量较高的资源。

4.2市场竞争力分析

旅游市场竞争力排名前五的有郑州、洛阳、焦作、开封和安阳(图1)。这几个城市凭借知名景区,每年迎来大

量游客。处在市场竞争力第一梯队的是郑州和洛阳,得分分别为0.2599、0.2243。2011年,河南省接待游客总

人数32868.22万人次,其中国内旅游人数32699.93万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68.2865万人,旅游总收入2
122.54亿元,其中外汇收入54902.03万美元。郑州、洛阳在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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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旅游总收入以及外汇收入方面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了39.2%、39.14%、54.3%、55.2%、44.2%,远远领先于

其他地市。处在第二梯队的是焦作和开封,市场竞争力得分分别为0.1078、0.1003,在2011年全省接待游客总

人数、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旅游总收入以及外汇收入方面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了15.39%、15.32%、

28.79%、28.66%、15.41%,比处在第五名的安阳得分高出许多。市场竞争力排名靠后的地市为商丘、许昌、漯
河、鹤壁和济源。漯河和鹤壁的旅游外汇收入在全省18个城市中排名最后,济源旅游业刚刚起步,市场较小。

4.3环境竞争力分析

旅游环境竞争力强的城市为郑州、洛阳、济源、许昌和焦作(图1)。郑州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较好的社会、
自然环境处在环境竞争力中遥遥领先的地位,尤其是郑东新区的发展,使郑州整体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总体实力较强。济源城市面积小,人口少,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高,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率

高,自然环境优美,经济实力强劲,城市名片较多,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产总值高,发展旅游业的自然、社会

和经济环境优越。环境竞争力较弱、排名靠后的城市为开封、商丘、南阳、驻马店和周口。开封的环境竞争力弱

主要表现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较少,污水处理率低,经济落后,利用外资额度小;南阳在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污水处理率方面在全省靠后,极大地影响了自然环境质量;驻马店在城市知名度指标中,缺少

相应的城市名片,在城市的环境建设、园林绿化和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的创建中,成绩较差,同时缺少高校,在每

万人拥有高校学生数方面得分也较低,城市发展旅游的社会环境较差,周口在经济实力、社会环境以及城市名片

的打造上都比较落后。

4.4设施竞争力分析

设施竞争力排名靠前的有郑州、南阳、洛阳、平顶山和安阳(图1)。其中,郑州总体力量雄厚,但在万人均拥

有道路公里数方面表现较弱,城市道路拥挤的现象凸显。南阳地域广大,人口众多,随着外出人口的不断增多,
年客运总量很大。再加上,最近几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餐饮、住宿单位越来越多,城乡道路建设力度加大,南阳

市发展旅游业的基础设施条件越来越好。洛阳的设施竞争力在郑州和南阳之后,主要体现在餐饮单位少,民用

汽车总量和年客运总量与二者相比较弱。焦作在设施竞争力方面短板明显,信息业从业人员数量较少,住宿宾

馆和餐饮单位数量有限,年客运总量较小,基础设施的不足会限制焦作整体旅游业的发展,与焦作强大的市场竞

争力不相适应。排名靠后的城市为周口、济源、濮阳、漯河、鹤壁。其中,济源市信息业从业人员、住宿宾馆和餐

饮单位数量较少,万人均拥有道路公里数和年客运量总量也在全省排名靠后,发展旅游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其他

地市相比较弱,接纳游客数量有限。而鹤壁的旅行社、公厕数量较少,濮阳、漯河、周口在设施建设方面的各个指

标都较落后。

4.5旅游竞争力总体实力分析及建议

图2 河南省各城市旅游总体竞争力图

  河南省18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很大(图2),得
分最高的郑州是最低值鹤壁的10倍,处在遥遥

领先的位置,洛阳的次中心位置也很突出,而焦

作、开封、南阳的差距较小,可以归为第三梯队,
处在第四梯队的为安阳、信阳、新乡、三门峡、平
顶山、许昌、濮阳、驻马店、济源、商丘、漯河、周口

和鹤壁。
郑州、洛阳的资源产品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

几乎相当。郑州的环境竞争力和设施竞争力远

远大于洛阳,表现在旅游保障和服务设施方面的

巨大优势,但郑州的交通拥堵现象严重,交通状

况需要改善;洛阳应该在环境保障和设施保障方

面提高水平,增加旅游发展的保障能力,与旅游业的市场、产品相匹配。
焦作、开封、南阳和信阳在资源产品方面的竞争实力相当,但总体实力却差别甚大。焦作需要在旅游基础设

施方面加大投入,以满足强大的市场需求。开封虽然市场竞争力强,旅游资源产品丰富、优良,但环境竞争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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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较弱,尤其是在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方面表现较差。即使城市的景点很好,文物古迹众多,历史文化厚重,值
得一游,但开封脏乱差的城市形象让游客大为感慨。因此,开封需要在环境建设方面加大治理力度,增加城市绿

化面积,改善市容市貌。
南阳资源产品和设施竞争力较强,但旅游业发展较晚,市场竞争力表现较弱。需要加大投入和宣传,把自身

良好的资源产品优势宣传出去,不断地加大市场拓展投入,扩大营销力度,更好地打好旅游牌。同时还需加大城

市绿化,加强城市污水的治理,进一步提高城市的自然环境质量。信阳具有优质的旅游资源和产品,但在旅游设

施、环境保障方面较弱,尤其是旅游市场的开拓不够,需要加大力度,开拓旅游市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安阳、三门峡和平顶山在旅游竞争力的各个因素方面都处于中等水平,需要全面提升。而鹤壁、商丘、周口

和漯河旅游竞争力的各方面都较弱,需要根据中原经济区发展规划进行合理的功能和市场定位。许昌和济源的

市场竞争力表现较弱,需要扩大市场,加大旅游业的宣传。
濮阳、驻马店和新乡等资源产品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具有发展旅游业的良好基础。但驻马店环境竞争力较

弱,主要体现在经济环境方面,在人均GDP、进出口总额和利用外资额这3个指标上得分较少,城市旅游总体竞

争力的提高需要提高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利用外资能力,同时要加强城市名片打造,注重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宣

传。濮阳、新乡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旅游发展的设施保障能力。尤其是新乡,因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和良

好的发展环境,如果基础设施跟上,提高服务水平,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旅游资源、产品的不足。

5结论及不足

本文采用熵权法对河南省18个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1)影响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因素按权

重大小排列依次为市场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资源产品竞争力和设施竞争力;2)河南省18个城市中,旅游竞争力

强的城市依次为郑州、洛阳、焦作、开封和南阳,排名靠后的城市依次为商丘、漯河、周口和鹤壁;3)河南省城市旅

游竞争力的提升,应根据各个城市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存在的不足:1)研究仅限于对2011年数据的整理和分

析,从时间截面上来看,仅靠1年的数据就断定某个城市旅游总体实力的强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采用熵权

法虽然使指标的赋值较为客观,但指标的选取是主观确定的。这些问题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的分析和论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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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ities’TourismCompetitivenessinHenanBasedonEntropyWeightTheory

ANChuan-yan
(CollegeofTourist,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Henan453007,China)

Abstract:Afterathoroughselectingindexesfromthefollowingfouraspects:resourceproducts,marketcompetitiveness,qualityof

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andeconomic&socialenvironmentsecurity,aswellasentrustingweightbytheentropy-weightmethod,

wedidaquantitativeanalysisofthetourismcompetitivenessof18citiesinHenanprovince.Researchshowsthatthefactorsaffect-
ingcities’tourismcompetitivenessarefromthemarket,environment,resourceproductsandfacilitiesaccordingtotheirweights.

Amongthese18cities,thetopfivecitieswhichhavethestrongestcompetitivenessareZhengzhou,Luoyang,Jiaozuo,Kaifengand

Nanyang,whilecitieswhichfallbehindothersareShangqiu,Luohe,ZhoukouandHebi.Atlast,byanalyzingthecharacteristicsof

specificcity’stourismcompetitiveness,thispaperputsforwardthestrategiesofenhancingitscompetitiveability.

Keywords:entropyweighttheory;tourismcompetitiveness;urbancities;Hen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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