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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辛方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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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水利风景区发展现状,采用层次分析法及综合指数评价法,构建包含安全感、获得感、幸
福感等 3 项一级指标,工程安全、生态安全、旅游安全等 16 项二级指标的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

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以浙江省 10 个国家水利风景区为例,通过资料收集、数据分析、专家打分等方

法对二级指标赋值,结果表明,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等级均为优,
其一级指标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分值逐层递减,表明其可达性的难度逐层加大,符合安全感、
获得感、幸福感可达性的一般规律,验证了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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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water
 

conservancy
 

scenic
 

spots,
 

this
 

paper
 

use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method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tourism
 

industry’ s
 

integration,
 

including
 

3
 

first-level
 

indicators
 

such
 

as
 

sense
 

of
 

security,
 

sense
 

of
 

gain
 

and
 

happiness,
 

and
 

16
 

second-level
 

indicators
 

such
 

as
 

engineering
 

safety,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tourism
 

safety.
 

Taking
 

10
 

na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scenic
 

spots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secondary
 

indicators
 

were
 

assigned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data
 

analysis,
 

and
 

expert
 

scor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tourism
 

industry’ s
 

integration
 

in
 

all
 

national
 

water
 

conservancy
 

scenic
 

spots
 

was
 

excellent,
 

and
 

the
 

scores
 

of
 

the
 

first-level
 

indicators
 

of
 

sense
 

of
 

security,
 

sense
 

of
 

gain
 

and
 

sense
 

of
 

happiness
 

decreased
 

layer
 

by
 

layer,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iculty
 

of
 

accessibility
 

increased
 

layer
 

by
 

layer,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law
 

of
 

accessibility
 

of
 

sense
 

of
 

security,
 

sense
 

of
 

gain
 

and
 

sense
 

of
 

happines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tourism
 

industry’ s
 

integration
 

was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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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明确提出高质量发

展要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目标

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

展是指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实现高质量、高
效率、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其目的在于提升发展质

量及效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
高质量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是实现经济持

续化、环境生态化、社会分配公平化的重要路径[1-2] 。
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旅游业发展

规划》,提出要 “ 促进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8 月,水利部在印发的《关于推动水利风景

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推动新阶段

水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并明确要“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多文化、休闲、游憩空间,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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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安全感”。 目前,水利已从供水发电、防治

水灾等单一民生功能向民生+水文化、水景观、水旅

游等多元化功能融合发展。
相关学者从不同方面提出了新产业高质量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 吴兆丹等[3] 从工程建设、资源配

置、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出发,构建了水

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石燕

等[4]从文旅融合的角度,构建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指标体系,并分析了江苏省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趋

势及其影响因素。 姜大川等[5] 从水利经济、人水和

谐的角度出发,构建了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并分析了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特征要求。 彭淑贞

等[6]构建了包含效益、结构、环境在内的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水旅融合是水利工程产业、水文化产业与旅游

资源之间的深度融合,是水利风景区与旅游业相关

联而形成的新型模式;同时,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重要举措,也是弘扬中国水文化的重要手段。 水旅

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加快幸福河湖的建设,促
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鉴于目前尚无水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相关的评价研究,本文将水旅产业视为一

种新兴服务产业,构建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

数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实际案例进行应用分析。

1　 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方法

常见的评价方法包括综合指数评价法[7] 、熵值

法[8]等。 杨雪[9] 利用综合指数评价法对中国乡村

振兴综合指数进行了评价,分析了乡村振兴实施效

果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李萌等[10] 采用熵值法

评价了城市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娄本军等[11] 运用综

合指数评价法开展了黑河市地质环境质量评价。
通过分析不同评价方法的优缺点,并考虑水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标多为定性指标,
且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动态变化过程,受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较大,最终选用综合指数

评价法开展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评价。
综合指数评价法属于传统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

法,即通过实际测量、估算和调查获取每个水利融合

高质量发展二级指标当前值,并根据极差法对指标

当前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标准值。 结合二级指

标的标准值及权重,计算一级指标的标准值:

R i = ∑
m

j = 1
w ijrij (1)

式中:R i 为第 i 个一级指标的标准值;w ij 为第 i 个一

级指标内第 j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rij 为第 i 个一级

指标内第 j 个二级指标的标准值;m 为第 i 个一级指

标的二级指标数量。 则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

数评价结果为

R = ∑
n

i = 1
WiR i (2)

式中:R 为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Wi 为第 i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n 为一级指标的数量。

参照 SL / T
 

300—2023《水利风景区评价规范》
的等级标准,咨询相关专家并参考贾叶子等[12] 的研

究成果,将水利风景区水旅融合情况分为 5 级:优
[85,100]、良[70,85)、中[55,70)、较差[40,55)和

差[0,40)。

2　 指标量化处理标准及赋值

在构建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标

体系时,需要对选取的指标实现量化,以便开展评价

计算。 对于无法直接定量的指标,要先对其进行定

性分析,并根据定性结果实现指标值的量化。 考虑

到本文评价体系中的评价指标多以定性为主,为此,
参考 SL / T

 

300—2023《水利风景区评价规范》,高质

量发展相关政策,生态文明、美丽河湖及幸福河湖建

设的相关要求,以及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等,结合专

家意见,对指标进行定性描述,并结合定性结果按百

分制进行赋分。
2. 1　 量化处理标准

a.
 

工程安全。 结合相关设计规范赋分:①防洪

排涝设计标准大于 50 年一遇,赋 100 分;②防洪排

涝设计标准大于 20 年小于等于 50 年一遇,赋[75,
100)分;③防洪排涝设计标准大于 5 年小于等于

20 年一遇,赋[50,75)分;④防洪排涝设计标准小于

等于 5 年一遇,赋[0,50)分。
b.

 

生态安全。 ① 水质: Ⅱ 类以上水质, 赋

60 分;Ⅲ类水质赋 40 分;Ⅳ类水质赋 20 分。 ②生

物多样性:水生生物种类丰富、完整性高,赋 40 分;
水生生物状态良好,采取了生态保护及补偿措施,赋
[20,40) 分; 水生生物完整性状况一般, 赋 [ 0,
20)分。

c.
 

旅游安全。 区域内的安全救生设施、消防设

施警告标志、救护及医疗服务完善,赋[80,
 

100]分,
设施及服务等较为完善,赋[60,80)分;不完善,赋
[0,60)分。

d.
 

卫生安全。 区域卫生管理有序,赋[80,100]
分,管理较有序, 赋 [ 60, 80 ) 分; 管 理 混 乱, 赋

[0,60)分。
e.

 

安全处置。 应急预案及应急处理措施完善、
治安机构设置合理,赋[80,100] 分,预案及措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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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治安机构设置较合理,赋[60,80)分;预案

及措施不完善、治安机构设置不合理,赋[0,60)分。
f.

 

自然景观。 ①水文景观:区域内利用水体形

成的景观种类,包括湿地、湖泊、江河、瀑布等,每项

5 分,最高赋 25 分。 ②地文景观:区域内地形地貌

的种类,包括岸滩、岛屿、岩壁等,每项 5 分,最高赋

25 分,低于水土保持率的,赋 0 分。 ③岸线景观:按
岸线风貌进行赋分,岸线优美、人工痕迹少的,赋

25 分,岸线进行生态修复,但景观及亲水功能良好

的,赋[10,
 

20] 分;岸线人为痕迹大,景观差的,赋
[0,10)分。 ④生物景观:区域内利用动植物形成的

景观,每项 5 分,最高赋 25 分。
g.

 

工程景观。 ①规模:按主体水利设施规模赋

分,分值 25 分。 大型(含一、二级堤防)水利工程赋

[20,25]分;中型(含三、四级堤防)水利工程赋[10,
 

15]分;小型(含五级堤防)水利工程赋 5 分。 ②代

表性:以景区依托的水利设施种类赋分,每项 5 分,
最高赋 25 分。 ③建筑艺术效果。 根据水利工程主

体建筑所体现的艺术效果赋分,分值 25 分。 获得世

界级称号或荣誉的赋 25 分;获得国家级称号或荣誉

的赋 20 分;其他赋[5,15]分。 ④文化体现:对水利

工程与地方特色文化的融入度进行评价。 充分融入

地方特色文化,赋[15,25]分;工程设施在外观上与

周围环境相协调,赋[5,
 

10]分。
h.

 

人文景观。 主要是历史形成的、与人类活动

有关的景观,每项 20 分,最高赋 100 分。
i.

 

政府支持度。 受中央财政支持或国家政策

倾斜的,赋[80,100] 分;受省财政支持或省政策倾

斜的,赋[60,
 

80) 分;受市财政支持或市政策倾斜

的,赋[40,60)分;受县级财政支持、自筹或县级及

以下政策倾斜的,赋[0,
 

40)分。
j.

 

文创产品开发。 以景区为依托创建的产品

种类,如纪念册、折扇、衣服等,每项 10 分,最高赋

100 分。
k.

 

交通条件。 分为区外交通和区内交通。
①区外交通:根据到达区域交通方式的种类,每项

10 分,最高赋 40 分。 ②区内交通:根据区域内道路

类别、便捷程度进行赋分,每一类别道路赋 10 分,最
高赋 60 分。

l.
 

经济带动。 因区域内景观而带动的民宿、餐
饮及其他产业的数量,每项 5 分,最高赋 100 分。

m.
 

水旅融合。 根据区域内盈利性设施,每年

开展水文化科普建设、承办体育赛事、演出展览等大

型公众活动的频率,赋[0,100]分。
n.

 

宣传推广。 在国内电视台、媒体、报纸等播

报、宣传,赋[80,100]分;在省内电视台、媒体、报纸

等播报、宣传,赋[60,80)分;在县市电视台、媒体、
报纸等播报、宣传,赋[30,60)分;其他小众宣传[0,

 

30)分。
o.

 

服务管理。 主要是对服务设施、环境卫生及

咨询服务的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赋分,问卷内容涉

及服务设施的便利性、景区内环境卫生维护的满意

度、景区内咨询服务站的布局合理性以及对咨询服

务人员的满意度,调查对象为风景区内随机游客,赋
[0,

 

100]分。
p.

 

数字化水平。 区域内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

情况,如沿线智能灯光、智能监控、变形监测、水位监

测、防洪监测、监测数据存储与分析等,每项 10 分,
最高赋 100 分。
2. 2　 赋值

结合各二级指标的量化处理标准,采用不同方

法对指标进行赋分。 赋分时,可采用隶属度赋值法

进行量化处理。 对于递增型和递减型指标,可分别

采用式(3)和式(4)进行计算:

r =
fmax - fmin

bmax - bmin
(x - bmin) + fmin (3)

r = fmax -
fmax - fmin

bmax - bmin
(x - bmin) (4)

式中:r 为二级指标量化赋分值;x 为二级指标量化

值;fmax、fmin 为二级指标量化处理标准中对应的赋分

最大值和最小值;bmax、bmin 为指标量化处理标准中

参考标准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　 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

3. 1　 构建原则

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既

是对水利风景区发展现状的评价,也是对区域旅游

产业链及其相关保障措施的评价,更是对高质量发

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评价,因此其指标构建应考

虑以下原则。
a.

 

评价指标应与高质量发展相一致。 评价指

标要有效反映水利风景区建设及管控新理念、水旅

融合所滋生的新型经济体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等高质量发展理念。
b.

 

评价指标应具有一定的弹性。 评价指标应

不仅能反映当前的融合综合指数特征,还能够反映

随着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不断加深而表现的新

特征。
c.

 

评价指标应全面、实用、可操作、可量化,不
仅要涵盖水利风景区的特征,而且要与高质量发展

的新理念相一致;各项指标选择要合理,相互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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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相关指标信息易获取且可量化处理。
3. 2　 确定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3. 2. 1　 指标体系

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不仅要

满足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的等级要求,也需要综合

考虑水利风景区的发展现状及趋势、面临的问题,并
能够反映水利工程的功能性建设、水文化建设、旅游

业建设等相关属性,同时能够体现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的需求。 参考 SL / T
 

300—2023《水利风景

区评价规范》 的相关要求,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确定一

级指标为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13] 。 结合张青

卫[14]的研究成果及水利风景区的特征,分析各一级

指标的内涵。

表 1　 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含义

安全感 R1 0. 500 9

获得感 R2 0. 295 6

幸福感 R3 0. 203 5

工程安全 r11 0. 260 1 堤岸、防洪排涝

生态安全 r12 0. 226 0 水生态环境质量、生物多样性

旅游安全 r13 0. 208 1 安全救生设施、消防设施警告标志、救护服务、医疗服务

卫生安全 r14 0. 171 4 环境卫生、废弃物管理、餐饮服务、厕所卫生

安全处置 r15 0. 134 4 预案制度、应急处理、治安机构

自然景观 r21 0. 226 0 水文景观、地文景观、岸线景观、生物景观

工程景观 r22 0. 206 1 主体工程的规模及代表性、建筑艺术效果及文化体现

人文景观 r2 0. 175 5 景观多样性、知名度、独特性

支持度 r24 0. 138 7 政策、资金补助

文创产品开发 r25 0. 120 9 产品种类、影响力

交通条件 r26 0. 132 8 进出口贸易便利性、路线合理性、停车便利性

经济带动 r31 0. 247 5 民宿、农家乐等以及可带动就业的产业

水旅融合 r32 0. 274 1 水文化科普建设、承办体育赛事、演出展览等大型公众活动、滨水绿道、娱乐设施

宣传推广 r33 0. 157 0 宣传内容、宣传形式、宣传范围

服务管理 r34 0. 191 0 满意度调查

数字化水平 r35 0. 130 4 数字化应用量、景区智能化水平

a.
 

安全感:指人们借助外界的保护,避免发生

危险而获取的安全感受,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条

件。 在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中,表示群众及游客对

水利风景区防洪标准、水质安全标准等的感受。
b.

 

获得感:指人们在获得某些东西或情感时产

生拥有它的感觉,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关键因素。 在

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中,其表示群众及游客在体验

水利风景区时获得的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充实度。
c.

 

幸福感:指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是人们在达

到目标、实现梦想后一种心满意足的心态,是追求美

好生活的价值体现。 在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中,其
表示群众及游客在体验水利风景区后主观、长久的

感受。

在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中,安全感、获得感、幸
福感揭示了人们对水旅融合的切身感受,表达了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体现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

过程。 参照 SL / T
 

300—2023 《水利风景区评价规

范》,并结合水利风景区建设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
通过征求水利工程、水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专家意

见,最终提出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指

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3. 2. 2　 指标权重

采用层次分析法[15] ,对同一层的指标进行两两

比较,结合德尔菲九级标度法,判定不同情况下指标

的重要性,并予以赋值,形成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C、
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C1、C2、C3:

C =
1 5 / 3 5 / 2

3 / 5 1 10 / 7
2 / 5 7 / 10 1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5)

C1 =

1 20 / 17 5 / 4 7 / 10 2
17 / 20 1 10 / 9 4 / 3 5 / 3
4 / 5 9 / 10 1 5 / 4 20 / 13
7 / 10 3 / 4 4 / 5 1 5 / 4
1 / 2 3 / 5 13 / 20 4 / 5 1

é

ë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ú

(6)

C2 =

1 20 / 19 5 / 4 5 / 3 2 5 / 3
19 / 20 1 10 / 9 10 / 7 5 / 3 5 / 3

4 / 5 9 / 10 1 5 / 4 10 / 7 5 / 4
3 / 5 7 / 10 4 / 5 1 10 / 9 20 / 19
1 / 2 3 / 5 7 / 10 9 / 10 1 10 / 11
3 / 5 3 / 5 4 / 5 19 / 20 11 / 10 1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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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

1 10 / 11 20 / 13 5 / 4 2
11 / 10 1 5 / 3 10 / 7 20 / 9
13 / 20 3 / 5 1 5 / 6 10 / 9
4 / 5 7 / 10 6 / 5 1 10 / 7
1 / 2 9 / 20 9 / 10 7 / 10 1

é

ë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ú

(8)

　 　 通过计算获取判断矩阵 C、C1、C2、C3 的最大特

征值及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检验公式进行一致性

检验。 在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其最大特征值对应的

特征向量即为指标的权重,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中权重可知:
a.

 

从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角度分析,
安全感的权重最大,其次为获得感,幸福感的权重最

小。 考虑到在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工程安全

仍是第一位,是人民群众最切身的感受,是水旅融合

的核心,也是人民群众获取获得感、幸福感的基础,
因此其权重最大,是合理的。 而获得感和幸福感是

体验水旅融合过程中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感受,由于

获得感更可具体化,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心情与感

受,因此其权重略大。
b.

 

安全感的二级指标中,工程安全、生态安全、
旅游安全指标的权重较大,主要是由于这 3 项指标

分别包括了水利风景区基础建设的安全程度、生态

环境完整度以及水利风景区与旅游的融合度,是水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卫生安全、安全处置属于保障措施,指标相对

重要性较低。
c.

 

获得感的二级指标中,自然景观、工程景观、
人文景观是组成水利风景区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

水旅融合的物质基础,因此其权重值比政府支持度、
文创产品开发、交通条件大是合理的。

d.
 

幸福感的二级指标中,经济带动、水旅融合

是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体现了融合效

果,因此其相关指标权重较大。

4　 案例应用

4. 1　 案例差异性调查

以浙江省马金溪、信安湖、建德新安江 富春江、
德清洛舍漾、金华梅溪、缙云好溪、龙泉 龙泉溪、桐
庐富春江、吴兴太湖溇港、吴兴西山漾等 10 个国家

级水利风景区为例,开展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

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根据 2023 年《浙江省统

计年鉴》以及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所在县市的统计年

鉴和统计公报,收集省内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水

利工程建设、运行及旅游等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
遥感核查、专家打分、问卷调查等手段,开展各区域

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

结合 SL / T300—2023《水利风景区评价规范》的

相关要求,对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案例的安全

设施及服务设施、应急预案及治安机构设置、卫生管

理、数字化及智慧化建设都基本完善;案例交通便

利,外有高速联通,内有公交线相连,且景区内设有

绿道、漫步道、骑行道等;案例的文创产品多以纪念

册、书画、服饰、丝绸、茶等为主。 综上,案例的旅游

安全、卫生安全、安全处置、文创产品开发、交通条

件、数字化水平等指标量化分值差异性小。 各案例

具有差异性的其他二级指标调查结果如下。
a.

 

马金溪。 景区受国有资金、省及地方资金支

持;10 ~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水质Ⅱ类以上,动植物

丰富;景区内有 15 个 3A 级景区村、1 个 4A 级乡镇,
20 多个滨水公园,徽式建筑、霞山古村落、包山书

院、灵山寺等历史文化遗产;景区周边有农家乐、休
闲农业等产业;目莲戏、三角戏等演出及水文化科普

园;在中国网上宣传。
b.

 

信安湖。 景区受国有资金、省级地方资金支

持;20 ~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水质Ⅱ类以上,动植物

丰富;景区内有古樟树、三江口等自然景观,千亩大

草坪、鹿鸣公园等人工景点,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
文昌阁与天皇塔等人文景观;景区周边有农家乐、水
产业等产业;承办了中国滑水巡回大奖赛、马拉松等

赛事;在中国网、省市主流频道上宣传。
c.

 

建德新安江 富春江。 景区受国有资金、省
及地方资金支持;干流堤防达到 100 年一遇防洪标

准;水质Ⅱ类,白额雁等动植物丰富,景区内有江滩

洲岛、千岛百湾、灵洞奇岩等自然胜境,中国大坝、下
涯黄饶半岛、梅城古镇等工程景观,千年古府、唐诗

之路、严州文化等人文景观;景区周边有农家乐、
“农夫山泉” “青岛啤酒” “致中和” 等产业;组织承

办夏日冬泳、新安江旅游节、龙舟运动、亲水科普课

等系列活动;在中国网、省市主流频道上宣传。
d.

 

德清洛舍漾。 景区受省及地方资金支持;
20 ~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水质为Ⅲ类,白鹭等生物多

样性丰富;景区内有芦花飞雪、粉黛乱子草、古柏树

等自然景观,古码头、老河埠、古民居等特色建筑,东
苕溪碑记、德武桥、下潮古渡等人文景观;景区周边

有餐饮、观光、渔船农家乐等产业;承办了划龙舟、赶
庙会、唱大戏等传统活动;在中国网、浙江日报上

宣传。
e.

 

金华梅溪。 景区受国有资金、省及地方资金

支持;50 年一遇防洪标准;水质Ⅱ类以上,动植物丰

富;景区内有湖光山色、梅溪印象等自然景观,鱼形

堰、铁堰、十景桥、主题公园等人工景观,三叠塔亭、
诸葛八卦村等人文景观;景区周边有农家乐、民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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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承办了半程马拉松、燕语湖音乐节、摄影大赛

等活动;在腾讯视频、中国网上宣传。
f.

 

缙云好溪。 景区受中央资金、省及地方资金

支持;50 年一遇防洪标准;水质Ⅲ类以上,动植物丰

富,景区内有百丈龙潭、仙风玉柱、跌水岩瀑布等自

然景观,滨江公园、小赤壁、朱潭山等人工景观,王羲

之题字石、九进厅、百廿间等人文景观;景区周边有

农家乐、民宿、生态种植等产业;景区承办了鹤山好

溪美术展、好溪论法等活动;在腾讯视频、中国网上

宣传。
g.

 

龙泉 龙泉溪。 景区受中央资金、省及地方

资金支持;20 ~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水质Ⅱ类以上,
动植物丰富;景区内有瓯江源、叠水飞雪、黄岙瀑等

自然景观,金村埠头、炉田绿道、红旗水路文化馆等

人工景观,古窑址、天师庙等人文景观;景区周边有

上茶街、一号码头夜游瓯江、竹垟泼水节等水生态经

济;设有红旗水路文化馆、留槎洲、三江口、西街历史

文化街区等水旅平台;在中国网、浙江日报上宣传。
h.

 

桐庐富春江。 景区受中央资金、省及地方资

金支持;20 ~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水质Ⅱ类,鲈鱼等

动植物丰富;景区内有荷花池、绿地、桐君山、中心水

景等自然景观,前溪爱情跑道、东门码头、富春江大

坝、七里扬帆等人工景观,红色壶源江、隐逸芦茨等

人文景观;景区周边有特色民宿、农家乐等产业;承
办了中国桐庐富春江诗歌节、马拉松、桐庐抢渡富春

江挑战赛等活动;在中国网、浙江日报上宣传。

表 2　 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二级指标赋分结果

国家级
水利风景区

工程
安全

生态
安全

旅游
安全

卫生
安全

安全
处置

自然
景观

工程
景观

人文
景观

政府支
持度

文创产
品开发

交通
条件

经济
带动

水旅
融合

宣传
推广

服务
管理

数字化
水平

马金溪 65 100 93 92 98 80 70 100 100 100 100 100 80 30 90 95
信安湖 90 100 92 93 95 85 85 80 100 100 100 100 95 30 90 95

建德新安
江 富春江

100 100 92 93 96 90 90 80 100 100 100 100 90 30 90 94

德清洛舍漾 90 80 94 95 95 75 85 80 80 100 100 100 80 80 90 96
金华梅溪 100 100 92 95 98 70 90 60 100 100 100 95 95 80 90 95
缙云好溪 100 80 95 92 95 80 90 60 100 100 100 90 70 80 92 92

龙泉 龙泉溪 90 100 92 92 95 90 80 100 100 100 100 100 80 80 90 94
桐庐富春江 90 100 93 91 96 90 85 100 100 100 100 100 95 80 95 96

吴兴太湖溇港 90 80 95 92 95 65 75 80 100 100 100 90 70 80 90 95
吴兴西山漾 90 80 90 95 95 75 85 80 100 100 100 90 60 80 90 92

i.
 

吴兴太湖溇港。 景区受中央资金、省及地方

资金支持;20 ~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水质Ⅲ类以上,
动植物丰富;景区内有溇港菊花等自然景观,溇港、
堤防、涵闸、斗门、驳岸、埠头等人工景观,古村、古
桥、碑刻、祠庙、农舍等人文景观;景区周边有民宿、
农家乐等产业;境内设有太湖溇港文化展示馆、水生

态法制馆、湖镜馆、崇义馆等水旅平台;在中国网、浙
江日报上宣传。

j.
 

吴兴西山漾。 景区受中央资金、省及地方资

金支持;20 ~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水质Ⅲ类以上,动
植物丰富;景区内有湿地、吴兴田园等自然景观,吴
兴西山漾水景观公园、水利公园等人工景观,吴兴书

画院、潘季驯纪念馆等人文景观;景区周边有民宿、
农家乐等产业;承办了全国青少年皮划艇公开赛等

水上运动赛事;在中国网、浙江日报上宣传。
结合高质量发展现状及其演变情况,根据各二

级指标的量化处理标准及相关调研成果,通过专家

打分及分值核算,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服务管理进

行量化处理,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指标量化值见

表 2。
4. 2　 综合指数评价结果及分析

根据表 2 并结合式(1) (2)计算不同案例一级

指标及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分值,确定其

评价等级,结果如表 3 所示。
根据表 3 可知:①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的水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一级指标中,安全感指标

分数皆大于 85 分,等级均为优;获得感指标分数皆

大于 80 分,其中等级为优的占比 70%,其余为良;幸
福感指标分数皆大于 80 分,其中等级为优的占比

50%,其余为良。 ②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水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结果均为优,且分值介于

85 ~ 95 分。
由此表明,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在与旅游融合过

程中,安全感指标最易达到,其次是获得感,最后是

幸福感。 3 个一级指标具有逐层递进的内在联系,
其可达性的难度逐层加大,符合安全感、获得感、幸
福感可达性的一般规律,表明该评价指标体系能反

映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中循序渐进的特征;同时也

表明,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已初

见成效,能够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但目前水旅融合仍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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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利风景区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等级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一级指标

安全感 安全感等级 获得感 获得感等级 幸福感 幸福感等级
水旅融合 水旅融合等级

马金溪 87. 80 优 89. 30 优 80. 97 良 86. 85 优

信安湖 93. 86 优 90. 01 优 85. 08 优 90. 94 优

建德新安江 富春江 96. 60 优 92. 17 优 83. 58 良 92. 64 优

德清洛舍漾 90. 10 优 84. 97 良 88. 95 优 88. 35 优

金华梅溪 97. 21 优 84. 14 良 91. 69 优 92. 22 优

缙云好溪 92. 40 优 86. 40 优 83. 59 良 88. 83 优

龙泉 龙泉溪 93. 69 优 93. 62 优 88. 69 优 92. 65 优

桐庐富春江 93. 86 优 94. 65 优 94. 01 优 94. 13 优

吴兴太湖溇港 89. 80 优 83. 43 良 83. 60 良 86. 65 优

吴兴西山漾 89. 27 优 87. 75 优 80. 47 良 87. 03 优

5　 结　 论

水利风景区不仅具有水利工程的功能属性,而
且还因其附有的风景及文化内涵而具有旅游属性。
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直接关系到水利风景

区运行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本文以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为目标,

通过分析制定了以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为一级指

标,工程安全、生态安全、旅游安全、卫生安全、安全

处置、自然景观、工程景观、人文景观、政府支持度、
文创产品开发、交通条件、经济带动、水旅融合、宣传

推广、服务管理、数字化水平等为二级指标的评价指

标体系;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水旅融合综合指数评

价指标权重值,并根据综合指数法确定评价结果,进
而建立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评价模型。 以

浙江省 10 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为例,通过资料收

集、数据分析、专家打分等确定其二级指标的标准

值。 分析表明,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水旅融合指数

等级均为优,且水旅融合一级评价指标安全感、获得

感、幸福感的可达性整体符合高质量发展趋势下 3
项指标的内在逻辑。 结合评价结果及分析,验证了

该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
考虑到本文各二级指标的选定均从安全感、获

得感、幸福感的角度出发,并参照相关规范而获得,
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主观性,未来可综合考虑

相关创新举措、创新成效等指标,进一步提高评价指

标体系的科学性、适用性。 此外,浙江省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水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已初见成效,可较好地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其融合度仍

需进一步提高。 建议在水旅融合实施过程中,重视

获得感、幸福感的相关建设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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