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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云南省全域旅游品牌建设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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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新发展阶段，旅游业面临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云南省作为我国旅游大省，旅游作为云南省的

支柱产业，涉及多个关联行业，云南省全域旅游品牌化对旅游产业乃至多个行业的发展愈加重要。通过构建包含

品牌监管、品牌形象、品牌吸引力和品牌资产四个准则层 16 个二级指标的云南省旅游全域旅游品牌的建设评价

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全面系统地评价云南省旅游全域旅游品牌的建设。研究建议通过进一步完善旅游

法律法规制度、提升市场竞争力以及注重游客体验与感知的提升等措施来加快云南省旅游全域旅游品牌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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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tudy on digital enabled tourism destination branding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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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tering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tourism industry face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quality 
development, Yunnan Province as China's major tourism province, tourism as a pillar industry in Yunnan Province, involving 
a number of related industries, Yunnan Province tourism branding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even developing a number of 
industri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we us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AHP)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brand in Yunnan Province by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brand in the whole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which includes 16 secondary indicators at four 
levels of criteria: brand supervision, brand image, brand attraction and brand equit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by further 
improving tourism laws and regulations, enhancing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focusing on improving tourists'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Yunnan's tourism brand can be accel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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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4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

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学习时系统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

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

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

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可见产业加强数字化赋能、智

能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1]。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强调要“以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在

旅游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谋求旅游产业“量质

齐飞”、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

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时代命题[2]。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

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3]。因此文旅发展是事关国家战略发展落实，

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 
为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增效赋能，云南省颁布

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十四五”文化和

旅游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要积极推进以信息技术为

核心引擎的高新技术应用，实施“文旅数字化工程”，

提升文化数字化、旅游智慧化功能[4]。根据云南日报报

道《我省旅游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省文旅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要加强全省文旅系统的建设工作，让“有一

种叫云南的生活”走向世界[5]。由此可见，数字化赋能

不仅是推动云南省经济整体转型的重要驱动力，更是

实现云南省全面推进文化和旅游“双强省”建设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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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能够推动了现代文旅

产业创新发展，也是实现云南省全省文化和旅游“双强

省”建设目标的必经之路。目前，云南省内存在旅游基

础设施不足、市场监督不严、旅游产品业态创新不足等

问题，而云南省内大部分旅游目的地品牌处于品牌创

建的初期阶段。在现有文献中，关于云南省旅游目的地

品牌建设的研究较少。因此，创建云南省全域旅游这块

强势品牌文化、提升全域品牌竞争力十分必要。文章运

用层次分析法（AHP），采用品牌监管、品牌形象、品

牌吸引力和品牌资产潜在要素这 4 个层面共 16 个指标

对云南省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进行评价和研究，以期

为云南省相关部门和企业提出相应的决策依据。 
2 研究区域概况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境，总面积 39.4 万平方公

里，共 16 个州市，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是我国

热门旅游目的地。省域内民族特色凸显，自然风光秀丽，

人文风光独特，根据携程旅游 APP 的数据显示，截止

2024 年，云南省全省共有 562 个旅游景区，其中 5A 级

10 家、4A 级 180 家，这些景区分布在全省各地，涵盖

了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等多种类型，丰富的旅游资源带

动省内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云南省作为我国旅游强

省之一，根据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2023 年云

南全省旅游经济成绩单》显示，2023 年，云南省接待

旅游人次达 10.42 亿，全省旅游总收入达 1.4 万亿元，

恢复到 2019 年的 130%，据不完全统计，在已披露 2023
年度旅游业“成绩单”的 27 个省份和直辖市中，云南

省接待人次排名从 2019年的全国第八位跃升至第二位，

与此同时，“2023 年旅游总收入十强”排名中，云南

省位列第二名[6]。旅游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代表

性，云南省内例如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昆明等旅游

景点知名度较高，这为发挥地域文化优势，共同打造云

南省全域旅游品牌奠定了基础。 
3 云南省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从国内外已有研究文献来看，针对区域旅游品牌

建设评价的指标尚未形成统一观点，但从区域旅游品

牌建设评价指标来看，可分为 2 类：一是从分析各地

域具体情况[7-8]；二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9-10]。本文

通过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从品牌建设相关理论入

手，遵从科学性、整体性、可行性、动态性原则，将云

南省旅游全域旅游品牌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品牌

监管、品牌形象、品牌吸引力和品牌资产这 4 个层面，

构建 3 级评价体系：“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如

表 1。 
4 层次分析法求解过程 
4.1 构建判断矩阵 
根据上述品牌建设递阶层次结构模型，逐层在各

指标之间进行两两比较，指标权重系数主要通过向 10
位旅游及品牌建设研究领域的专家征求意见，用1~9以
及其倒数作为标度，对牛肉品牌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

打分。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建立判断矩阵。借助上述资

料采用 Yaahp 软件和 Excel 软件进行计算，并进行一

致性检验，部分结果见表 2-4。 

表 1  云南省全域旅游品牌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云南省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评价指标 A 

品牌监管 B1 

法律法规遵循度 C1 
安全管理 C2 

环境保护监管 C3 
服务质量监管 C4 

品牌形象 B2 知名度 C5 

 独特性 C6 

 美誉度 C7 

 一致性 C8 

品牌吸引力 B3 旅游资源吸引力 C9 

 文化活动吸引力 C10 

 旅游服务吸引力 C11 

 交通便利性 C12 

品牌资产 B4 游客忠诚度 C13 

 市场竞争力 C14 

 品牌价值 C15 

 可持续发展能力 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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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目标层判断矩阵及演算结果 

目标层 B1 B2 B3 B4 W λmax CI CR 

B1 1 0.5 0.3333 1 0.1411 4.0104 0.0035 0.0039 

B2 2 1 0.5 2 0.263    

B3 1 2 1 3 0.4547    

B4 1 0.5 0.3333 1 0.1411    

表 3  B1 判断矩阵及演算结果 

准则层 C1 C2 C3 C4 W λmax CI CR 

C1 1 0.25 0.25 0.3333 0.0819 4.0207 0.0069 0.0077 

C2 4 1 1 2 0.3589    

C3 4 1 1 2 0.3589    

C4 3 0.5 0.5 1 0.2003    

表 4  B2 判断矩阵及演算结果 

准则层 C5 C6 C7 C8 W λmax CI CR 

C5 1 0.3333 0.2 2 0.1175 4.0492 0.0164 0.0184 

C6 3 1 0.5 3 0.2766    

C7 5 2 1 6 0.5269    

C8 0.5 0.3333 0.1667 1 0.079    

表 5  RI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R 0 0 0.52 0.89 1.12 1.16 1.36 1.41 1.46 

 
4.2 计算最大特征值与特征向量 
层次分析法中计算特征值与特征向量常用的有 2

种方法：一是求和法，二是求根法，研究使用求根法。

求根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4.2.1 将 A 中元素按列归一化，即求： 

aıȷ��� = aij

� akj
n

k

   ，i，j=1，2，3······n 

4.2.2 将归一化后的矩阵的同一行的各列相加，即： 

wı��� = � aıȷ���
n

j=1
   ，i，j=1，2，3······n 

4.2.3 将相加后的向量除以 n 即得权重向量，即： 

wi =
wi

n  

4.2.4 计算最大特征根为 

λmax =
1
n�

(Aw)i
wi

n

i=1

，其中(Aw)i 

表示向量 Aw 的第 i 个向量 

4.3 向量值一致性检验 
在层次分析法中检验一致性问题，检验的对象 是

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与 n 的一致性问题，具体

方法是：CI=（λmax − 𝑛𝑛）/（n−1），CR=CI/RI。注意

RI 是平均随机一致性检验指标，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具体如表 5 所列。 
普遍认为满足 CI<0.1，CR<0.1 时，构造的判断矩

阵里面的数据是合法的、可接受的，否则就需要重新构

造判断矩阵。通过表 2-6 中的值可知，所有数据全部通

过一致性检验，构造的判断矩阵是合法的，特征向量和

最大特征值作为问题因素的权重值是可行有效的。 
4.4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前文层次分析法，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排列

顺序如表 6 所示。从准则层看，品牌形象（B2）与品

牌吸引力（B3）的权重合计为 0.7177，是衡量云南省

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的关键因素，其中品牌吸引力（B3）
权重值最高，说明云南省全域旅游品牌吸引力的提升

云南省区域旅游品牌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品

牌形象（B2）的权重次之，意味全域旅游品牌的建设

必须与其品牌形象相结合，二者相互促进；品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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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和品牌资产（B4）权重居于几乎相等，政府部

门对于云南省全域旅游品牌的良好的品牌监督和品牌

的沉淀的建设对云南省全域旅游品牌的建设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云南省很好的口碑宣传，表明云南

省全域旅游品牌建设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对品牌监

管和品牌资产的提升的关注仍有待加强。 

表 6  云南省全域旅游品牌建设评价指标排序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单排序 总排序 

云南省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评价指标 A 

品牌监管 B1 0.1411 法律法规遵循度 C1 0.0819 0.0116 

  安全管理 C2 0.3589 0.0507 

  环境保护监管 C3 0.3589 0.0507 

  服务质量监管 C4 0.2003 0.0283 

品牌形象 B2 0.2630 知名度 C5 0.1175 0.0309 

  独特性 C6 0.2766 0.0728 

  美誉度 C7 0.5269 0.1386 

  一致性 C8 0.079 0.0208 

品牌吸引力 B3 0.4547 旅游资源吸引力 C9 0.4709 0.2141 

  文化活动吸引力 C10 0.1715 0.0780 

  旅游服务吸引力 C11 0.0736 0.0335 

  交通便利性 C12 0.284 0.1291 

品牌资产 B4 0.1411 游客忠诚度 C13 0.099 0.0140 

  市场竞争力 C14 0.0583 0.0082 

  品牌价值 C15 0.2953 0.0773 

  可持续发展能力 C16 0.0736 0.0417 

 
具体而言，通过表 8 指标层中 16 个评价指标的总

权重排列顺序显示，旅游资源吸引力（C9）所占权重最

高，占总权重的比例为 0.2141，说明旅游资源对云南省

全域旅游品牌建设的重要程度最高；其次是美誉度作用

（C7），说明建设好云南省的旅游品牌建设很大程度上

是依据其品牌形象的美誉度，品牌的美誉度越高，云南

省全域旅游品牌的建设越成功，，在近 10 年来，云南

省旅游接待总量的大幅度提升与云南省常年累积下来

的美誉度有很大关联；位于末尾的是法律法规遵循度

（C1），权重为 0.0116，说明通过建设相关的旅游法律

法规制度促进云南省旅游发展的作用有待加强。 
5 云南省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的对策建议 
基于云南省全域旅游品牌建设评价结果，为加快

云南省全域旅游品牌的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制度，加强法律规

范，为云南省文旅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云南省应进一

步强化旅游法律法规的实施和监督，确保各项规定落

到实处。这包括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监管，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同时也要保障旅游者的权益，提

升旅游服务的质量，增强旅游者的满意度和安全感。通

过法律规范的加强，云南省的文旅产业将更加健康、有

序地发展，为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

保障。 
第二，加强景区的竞争力，打造富有竞争力的云南

省全域旅游品牌。在当前旅游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提升景区的市场竞争力是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的关键。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包括改善

交通、住宿、餐饮等旅游配套服务，可确保游客在旅途

中的舒适度和便利性。此外，积极利用现代营销手段，

如数字化营销、社交媒体推广等，对提高云南省旅游品

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作用积极。 
第三，注重游客体验与感知，发挥景区龙头效应。

游客作为旅游地的消费者，景区的文化活动是加快云

南省全域旅游品牌建设的关键因素，必须注重游客关

于文化活动体验与感知，将传统旅游业培育为人民群

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充分利用游客加大景区品

牌的宣传与推广，进而带动其他景区共同发展，打造成

促进张掖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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