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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基于黄河上、中、下游三区段划分，从文化场景演化和游客感知的双视角，解析黄河流域旅游文

化空间的场景表征与文化本底内涵的市场化认知，对空间生产优化和产业差异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方法】本文

嵌合场景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建构出“感知空间场景—构想空间场景—交互空间场景”的递进式认知框架，采用

评价文本预编码的方式提炼场景认知的二级维度，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和组态分析工具，挖掘黄河旅游文化场景差

异化的区段特征和动态化的生产机理。【结果】①三区段的感知空间场景呈现出统一的共性特征，其中，自然生态场

景感知显著一致。而构想空间场景与交互空间场景呈现多元化、叠加式分布。上游构想空间场景表征为奇特性与

娱乐性，主要以产品差异体验为交互反馈；中游构想空间场景表征为知识性，主要以文化原真体验为交互反馈；下

游构想空间场景表征为休闲性，主要以服务品质体验和生态环境体验为交互反馈。②三区段旅游文化空间生产处

于不同的演化发展阶段。上游处于感知空间生产阶段，对构想空间的延伸、交互空间的构建相对缺失；中游处于构

想空间生产阶段，尚未脱离对物质资源的依赖；下游处于交互空间生产阶段，倾向于自然生态和休闲性场景并重的

生产机理。【结论】黄河旅游文化空间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各区段聚合为强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

体系。为此，提出不同区段内部应着力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推动适地性的文化品牌建设，探索差异化的空间发展路

径与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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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河流域横跨中国四大地貌单元、三大地势阶

梯和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既构成中国重要的生态保

护屏障，也是传统文化的集聚彰显区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空间载体。2020年，具有公共旅游文化属

性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首次被纳入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体系 [1,2]。以黄河文化为内核的旅游空间作为

流域内文旅资源的产业载体和旅游主客体互动实

践的呈现场域，具有“区段间多元纷呈，区段内高度

凝聚”的特征属性[3]。因此，分区段挖掘差异化的地

域文化特征、打造多元化主题场景能打破以往黄河

文化场景建设的表征趋同化和模式范式化，是黄河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思路。

场景被视为一种空间要素的识别方式，是区域

空间的功能属性和文化价值融合构建的产物，也是

空间特色挖掘、文化价值呈现的重要视角。21世纪

初，Silver等[4]学者以消费为导向提出的场景理论，

强调文化艺术、消费实践对区域经济增速和空间吸

引力提升的助推作用，构建了空间发展与转型研究

的全新话语体系。该理论赋予文化意识形态可量

化的指标评价框架，启发了文化空间场景内涵的规

律性探究[4-6]。文化空间汇聚了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文

化基因和文化景观，研究者侧重从文化要素识别[5]与

文化特征提炼[7]两个方面，解构人地共生的场景内

收稿日期：2023-03-09；修订日期：2023-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TY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90116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ZR2019BG001）。

作者简介：秦晓楠，女，山东济南人，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空间生产与空间权益。E-mail: sdqinxn@126.com



2023年12月 秦晓楠等：黄河旅游文化空间的场景认知与生产机理

http://www.resci.cn

涵，进而提出文化空间更新[7]、文化价值赋能[8]、文化

认同强化[6]等相关策略建议。黄河旅游文化空间承

载着自然资源、精神文脉、社会生活等场景要素本

底 [1-3]，游客通过互动实践对景观客体的自然本质和

被建构的文化表征对应本文构想空间表征的理论基

础形成场景认知，该场景感知对黄河文化的挖掘与

活化具有指导意义[7]。

空间生产与场景具有共性的理论基础，均是将

空间要素作为区域空间发展、空间特征识别的基础

单元 [5,7]。空间生产理论（Space Production）将空间

视为一种重要的要素资源，强调生产过程的阶段性

与动态性，打破了固定的、不可流动的、被动容纳着

社会关系及资源分配的容器束缚[9-11]，指出空间生产

不是对空间内部事物的生产，而是对空间资源的重

新配置及再生产[12-14]。以往研究主要探讨了空间生

产理论对空间重构研究的启示[15]，提出了流动人口

与移民人口的生计空间[16]、城市空间演变与再造[17]、

旅游空间再造与景观重构[18]、居民空间诉求[19]等研

究主题。该理论强调空间要素识别与演化机制分

析 [15,19]。因此，将空间生产理论引入到文化场景研

究中，一方面，使生产资源与场景表征相结合，能够

将物质空间具象化为文化场景[5]；另一方面，将静态

的场景特征转化到动态的空间演化机制中，能架构

出文化场景的动态演化路径与阶段差异特征[7]。近

年来，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空间生产与场景的理论

结合，以揭示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文化场景建构和文

化价值生成[20,21]。但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客观物质载

体对文化空间进行静态分析与共性提炼，忽视了场

景主体的体验感知和文化空间的演化转向与区域

差异，从而弱化了研究适用性与指导意义。

黄河流域呈现出资源多样性、文化多元性和经

济发展不平衡性，应对架构于共性的黄河文化框架

下的不同文化空间进行识别与区分，强调流域内部

的文化本性与差异特征，促进地方文化传承保护和

空间特色产业建设。游客评论文本记载了对黄河

文化的直观感知，能作为识别黄河旅游文化场景特

征的基础数据[22]。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于：将场

景理论引入空间生产理论中，构建基于旅游者体验

感知的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认知框架，分析黄河

旅游文化空间的场景特征与生产驱动机理，辨析黄

河旅游文化空间建设的倾向与缺失，为差异化的黄

河文化内涵挖掘、旅游产业空间优化提出相关的策

略建议。

2 理论基础
随着旅游产业对黄河流域资源空间的嵌入，黄

河旅游文化空间逐渐形成以空间生产为内驱动力，

本土特色场景表达为外壳的空间元素集合。基于

Lefebvre[9]的“空间三元论”，本文以空间实践（Spa-

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表征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三阶段作为理

论基础对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进行认知解析，将

其解析成以物质场景建设为基础，以情感场景传递

为介质，培育交互性消费空间的生产过程，进而建

构出“物质场景感知—情感场景构想—消费场景交

互”的递进式黄河旅游文化场景认知框架，提出空

间场景认知的一级维度（图 1）。第一，感知空间场

景（Perceptual Space Scene），对应空间生产的第一

阶段“空间实践”。该类型的场景空间主要表现在

物质的、可感知的空间元素上，描述了旅游业对物

质空间实际的、具象化的占有，转向，与改造。第

二，构想空间场景（Concept Space Scene），对应空间

生产的第二阶段“空间表征”。该类型场景是指“空

间实践”所构建的物质空间在游客精神与心理层面

的投射，是旅游产业驱动下的区域空间在游客感知

中的构想与抽象。该类型的空间场景用以描述旅

游产业空间在游客感知中逻辑式、形式化的抽象表

达。第三，交互空间场景（Interactive Space Scene），

用以分析空间生产的第三阶段“表征空间”，是游客

对旅游产业物质空间的利用与体验，对旅游构想空

间场景与感知空间场景的覆盖与融合。该类型空

间是游客依据自我构想对空间场景主观的、自发的

改变与占据。而这种旅游实践行为使游客成为旅

游空间价值共创与场景再生产的参与者。

在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一级维度认知的基

础上，研究小组采用对评价文本预编码的方式提炼

场景认知的二级维度。为提高编码过程的严谨性，

对文本挖掘得到的关键词和关键短语，两个编码小

组独立进行开放性预编码，同时抽取30%的长篇幅

评论文本（≥30字（不包含表情符号））作为参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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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工贴标签和概念化的方式，解析黄河旅游文化

场景表征的二级维度。通过交替比对两组编码结

果的共性和差异性，逐一归纳提炼二级维度的核心

概念，直至不再出现新的范畴和概念，视为理论饱

和。依据编码结果和相关文献，研究提炼出场景表

征的二级维度，建立起各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表1）。①感知空间场景的二级维度。依据游客感

知的预编码，将感知空间场景的外延界定为游客对

具象化旅游产业空间的直接感知与性状表述，是游

客对黄河文化旅游资源物质属性的描述。研究以

自然生态、历史传统、人文艺术、地方本土 4个子维

度，表征旅游业对黄河流域物质空间的改造生产。

②构想空间场景的二级维度。研究将构想空间场

景界定为游客对旅游产业空间的情感感知与精神

反馈。基于情感体验和价值感知，旅游者对感知空

间场景进行接收与解码，完成对旅游空间的认知与

解读。从情感反馈与功能价值两个层面，将黄河旅

游文化空间的构想场景分为奇特性、休闲性、知识

性、娱乐性 4个子维度。③交互空间场景的二级维

度。交互空间场景是旅游者对感知空间场景的交

互与使用，对构想空间场景的反馈与呈现。依据产

品使用与情感体验，游客与旅游产业空间场景进行

消费交互与价值共创，通过自身反馈形成对黄河旅

游文化空间的商品化认知。结合游客评论文本，将

交互空间场景分为4个子维度：文化原真体验、生态

环境体验、服务品质体验、产品差异体验。

表1 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认知维度及指标体系

Table 1 Scene cognitive dimensions and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Yellow River tourism cultural space

一级维度

感知空间场景

构想空间场景

交互空间场景

二级维度

自然生态

历史传统

人文艺术

地方本土

奇特性

休闲性

知识性

娱乐性

文化原真体验

生态环境体验

服务品质体验

产品差异体验

二级维度定义

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以自然为物质基础和存在本源，处于高质量的自然状态[23]

历史文脉资源富集，历史文化具有较强的现实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18]

具有显著时代性和地域性的人文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5]

地方依托独特环境外化而成的，且区别于他者的本土特色[21]

基于独特的自然风景、地形地貌、人文景观等，游客具有打破“常规”的新奇性[22]

游客从契合自身意愿与偏好的休闲活动中，所获取的身心愉悦、自我实现及精神满足[24]

游客在文旅场景中能够获得异质性的文化感知和体验，自身的求知需求得到满足[21]

文旅活动及体验项目能够吸引游客的兴趣和注意力，强调游客在此类活动中的愉悦程度[22]

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现代商业浸染程度和原真文化样态的实践反馈[25]

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自然风貌和生态环境涵育程度的体验感知[7]

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和管理服务质量的交互反馈[5]

旅游产品存在有价值的特殊性，且受自然干扰因素的影响程度较低，促使游客产生偏好和忠诚[26]

图1 黄河旅游文化空间生产机理与场景表达示意图

Figure 1 The space production and scene expression of the Yellow River tourism cultur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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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区、数据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黄河自西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

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于山

东东营注入渤海海域。基于黄河流域自然地理差

异和保护治理需求，国家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将

其分为上（河源至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中（托克

托河口镇至河南桃花峪）、下游（桃花峪至入海口）

三大河段[27,28]。以黄河文化为内核的高等级旅游景

区（4A和5A）作为流域内旅游资源的产业载体和文

化资源的呈现场域，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普遍较强，

并在国家 A 级景区管理制度下形成了较高的规范

性与认可度。本文以 2018中国黄河旅游大会上游

客参与评选的“中国黄河 50 景”为基础，依据 2022

年各省文旅厅公布的A级名录，剔除以济南百里黄

河风景区为代表的 16 个等级不够的景区，补充 20

个以黄河文化为内核的高等级旅游景区（4A 和

5A），最终选取黄河干流直接流经的 54 个高等级

（4A和5A）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图2）。

3.2 数据收集

基于景区创建发展和游客感知的时效性，本文

以携程（https://www.ctrip.com）和去哪儿网（https://

www.qunar.com）为数据源，将黄河划分为上、中、下

游三区段，以前述 54个景区为检索关键词，抓取了

2017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的“用户名称”“游客评

分”“评论时间”“评价内容”4个维度的元数据，评论

文本共计120,516条，剔除基本信息不完善的、重复

的、评论文字较少的、以表情符号、图片等为主的杂

乱数据后，共计 117673 条评论，2824152 字符。同

时，本文通过“贴情感标签”对原始评论进行正负分

类，以区分游客情感体验差异：本文借鉴李春晓等[29]、

史达等[30]的研究方法，将游客评分为1分和2分的合

并为负面评论，5分的划分为正面评论，3分和 4分

的合并为情感区分不大的灰色数据并剔除。

3.3 研究方法

3.3.1 空间场景特征认知

本文采用机器学习算法TF-IDF和TextRank对

评论文本进行分析，构建游客情感细粒语义库[30]，并

在语义库的基础上认知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特

征。从正负面评论层面提炼出游客评论文本的关

键词和关键短语，以此映射出游客情感细粒度的感

知体验结果。①TF-IDF 是无监督关键词抽取算

法。TF指词频，IDF指逆文本频率指数，其核心思

想为：字词的重要性随词频呈正比增加，但同时会

随着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呈反比下降，TF-IDF值

越大，词越关键。②区别于高度依赖语料库的TF-

IDF算法，TextRank算法通过局部词汇之间的关系

（共现窗口）构建网络，然后计算并排序Rank值提炼

关键词，实现对游客评论文本的逐条分析。为弥补

单一算法的局限性和误差性，通过两种算法的结合

使用，进一步提高评论文本关键词和关键短语的精

度和效度。

本文通过Pycharm软件使用Python编程语言读

取评论文本数据并进行预处理与分析，构建游客情

感细粒语义库。具体过程如下：①关键词抽取：利

用 Python 语言中的 Jieba 库实现分词。②利用 TF-

IDF 算法抽取三区段正面评论文本中的前 50 个高

频关键词及TF-IDF值，共计150个。③关键词短语

扩展：利用TF-IDF和TextRank算法抽取 54个景区

的关键共词，并将其扩展成关键短语，共计10800个

（图3）。

图2 研究样本分布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samples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6）1609号标准地图制

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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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空间生产驱动识别

依据游客情感语义库，根据场景理论分析策

略，采用德尔菲法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

CA），对黄河旅游文化空间的场景维度进行评价，并

识别关键场景组合。

本文基于二分类变量采用 csQCA识别黄河旅

游文化空间场景的阶段特征，探究黄河旅游文化空

间生产的作用机理 [31]。csQCA（Crisp-Set Qualita-

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csQCA）基于布尔代数和

集合分析的基本原理，通过多案例之间的比较，试

图寻找条件组态和结果变量间的多重并发因果关

系[31,32]。本文采用韦恩图来表示黄河旅游文化空间

场景驱动的因果模型（图 4），图中描绘的前因变量

代表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驱动的组合条件。

具体研究过程如下：①场景得分矩阵构建。本

文以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认知的维度体系为基

础，采用德尔菲法对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的二级

维度进行打分评价，经加权综合后得到一级维度场

景得分[5,7]。同时，为提升评分结果的客观准确性，

抽取评论文本的正负关键短语、景区场景照片和打

图3 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特征认知过程

Figure 3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ellow River tourism cultural space scenes

图4 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驱动的因果模型

Figure 4 Causal model driven by the Yellow River tourism cultural space scenes

2404



2023年12月 秦晓楠等：黄河旅游文化空间的场景认知与生产机理

http://www.resci.cn

卡短视频向专家进行依次呈现。②得分矩阵的二

值化。本文以场景评分均值为二值划分阈值，场景

维度得分≥均值则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并借助

Tosmana软件进行 csQCA运算，得到布尔组态真值

表[33]（表2）。③基于一致性指标的单因素必要性分

析。若一致性指标高于临界值0.9，则该条件变量是

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即结果的发生必须要有该条

件变量或变量组合的存在[31,33]。④关键场景组合识

表2 布尔组态真值表

Table 2 Bool configuration truth table

研究样本

黄河上游区段

19, 23, 24, 25

18

8, 15

3, 12

9

17

1, 2, 4, 5, 6, 11, 13, 16, 20,21

14

7, 10, 26

22

研究样本

黄河上游区段

3, 8, 23, 26

15

18, 19

14

16

21

17

1, 2, 4, 12, 13, 20

25

10, 22

11, 24

5, 6, 7, 9

研究样本

黄河上游区段

8, 19

3, 11

23

15, 25

20, 21

12

10

26

17

6, 17, 18, 22, 24

1, 2, 4, 5, 7, 9, 13, 14

黄河中游区段

2, 10, 11, 12

4

9, 17

18

1, 3, 5, 6, 8, 13, 15, 16

14

7

黄河中游区段

17

4

11

8, 13, 14

3, 5, 7

16

1, 6, 15

12, 18

2, 9, 10

黄河中游区段

4, 11

12

9

8, 13, 16, 18

1, 7

3, 5, 6, 15

2

10, 14, 17

黄河下游区段

1, 10

9

8

3, 5, 6, 7

4

2

黄河下游区段

1, 3, 4, 5, 6, 8, 9

10

2, 7

黄河下游区段

8

2, 10

1

3, 4, 9

5, 6, 7

自然生态

0

0

0

0

0

1

1

1

1

1

奇特性

0

0

0

1

1

1

0

1

0

1

0

1

文化原真

0

0

0

0

1

1

1

1

0

1

1

0

0

1

1

1

1

1

0

0

1

1

0

1

1

0

0

0

0

0

1

1

1

0

1

0

1

1

1

1

1

0

0

1

0

0

1

1

1

历史传统

0

1

1

1

1

1

1

1

0

0

休闲性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生态环境

0

0

0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1

1

1

0

0

0

0

1

1

1

1

1

0

0

1

1

1

1

1

1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1

1

人文艺术

0

0

1

1

0

0

1

1

0

0

知识性

0

1

1

0

1

1

1

1

0

0

0

0

服务品质

0

1

0

1

0

1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1

1

1

1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1

1

1

0

1

1

0

1

1

1

0

地方本土

0

0

0

1

1

1

1

0

1

0

娱乐性

0

0

1

1

1

0

1

1

1

1

0

0

产品差异

0

0

1

1

1

1

1

0

1

1

0

0

1

0

1

1

1

0

0

0

0

0

0

1

0

1

0

1

1

0

1

0

1

0

0

0

0

1

1

0

1

0

1

1

1

1

1

0

0

感知空间

0

0

0

1

1

1

1

1

1

构想空间

0

0

1

1

1

0

1

1

0

1

0

1

交互空间

0

0

0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1

1

1

0

1

0

1

1

1

1

1

0

0

0

0

1

1

1

0

0

0

1

1

1

1

1

1

0

1

0

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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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将 csQCA的频数阈值设为 1[34]，原始一致性阈

值设为0.8[35]，PRI一致性阈值设为0.7[36,37]，识别黄河

旅游文化空间场景驱动的条件组态，在条件组态表

达式中，“*”表示逻辑“且”，“~”表示逻辑“非”[38]。

4 结果与分析
4.1 黄河旅游文化场景特征分析

本文提取正面评论文本中TF-IDF值倒序排名

前50的词作为关键词[39]，限于篇幅，表3仅展示每区

段的前 20个关键词。研究小组按照黄河旅游文化

场景表征的二级维度对关键词进行了分类汇总和

TF-IDF 值占比统计，并采用桑基图可视化了黄河

上、中、下游三区段游客正面场景感知关键词的特

征类属（图 5），以此揭示黄河旅游文化场景表征的

共性与差异性。

依据表 3 与图 5 进行分析，黄河旅游文化场景

呈现出统一的共性特征与鲜明的区段差异。第一，

场景的共性特征分析：感知空间场景呈现出统一的

共性特征，其中，自然生态场景感知显著一致。如

图 5所示，三区段中自然生态场景维度的关键词占

比均较高。这反映出游客对黄河自然生态场景感

知较为鲜明，尤其是黄河下游的表现最为突出，自

然生态维度占比高达 17.5%，主要集中于“生态环

境”“湿地”“空气”等关键词。以黄河生态本真为主

要特征的旅游空间构成了黄河旅游场景吸引力的

重要核心，这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保护优先、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相协调。第二，场

景的差异化分析：黄河流域三区段中，构想空间场

景与交互空间场景呈现多元化、叠加式分布。构想

空间场景与交互空间场景均呈现出较大差异性，结

合游客评论文本的原始数据分析：①上游构想空间

场景以奇特性与娱乐性为主，交互空间场景以产品

差异体验为主。“沙漠”“羊皮筏子”“趣味性”表现为

旅游业利用原生的黄河生态环境、地方特色生活生

产方式延伸出的特色旅游项目，呈现出更强的本土

化、差异性特点。②中游以知识性构想空间场景和

文化原真体验交互空间场景为主，其中研学体验产

品是典型的购买偏好类型。“道教”“文化”“陕北风

情”“教育”等游客场景感知关键词的高频出现，反

映了旅游业对文化空间的活化与利用。以研学教

育为主的产品项目呈现出较强的知识性特点。③
下游构想空间场景以休闲性为主，交互空间场景以

服务品质体验和生态环境体验为主。值得注意的

是黄河下游旅游文化空间的规划布局高度契合都

市休闲空间的营造设计，其休闲服务项目是对日常

城市休闲的空间延伸，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项目的补

充。“休闲”“本地人”“周末”等关键词展现出下游场

景交互的现代化、都市性特点。黄河下游沿线更多

的是为旅游产品提供空间承载容纳，而专注于融合

与表达黄河文化内涵的空间资源相对较少。

4.2 黄河旅游文化空间驱动识别

黄河旅游文化场景的布尔真值表中不存在矛

盾组态[40]（即同时包含结果值为 1和 0的组态，见表

2），因此直接进入布尔运算，得到复杂解、中间解和

简约解。通过中间解和简约解的嵌套关系对比，识

表3 游客正面感知关键词提取

Table 3 Keyword extraction of tourists’positive perception

上游

关键词

景色

坐船

门票

壮观

沙漠

自驾

趣味性

西北风光

大自然

羊皮筏子

TF-IDF

0.258

0.248

0.210

0.202

0.196

0.177

0.176

0.151

0.132

0.132

关键词

滑沙

黄河

体验

水电站

生态

观景台

文化

民艺

孩子

讲解员

TF-IDF

0.128

0.124

0.121

0.114

0.113

0.107

0.104

0.097

0.096

0.096

中游

关键词

文化

门票

道教

陕北风情

研学

风景

壮观

湿地

服务

教育

TF-IDF

0.220

0.218

0.205

0.187

0.168

0.154

0.145

0.142

0.135

0.129

关键词

黄河

石刻

孩子

趣味性

自驾

休闲

自然

高兴

建筑

大禹

TF-IDF

0.127

0.121

0.120

0.112

0.110

0.103

0.102

0.095

0.094

0.092

下游

关键词

景色

生态环境

服务

休闲

湿地

面积

本地人

交通

空气

贝壳

TF-IDF

0.277

0.253

0.251

0.199

0.163

0.151

0.145

0.131

0.128

0.114

关键词

入海口

芦苇

野生动物

家人

周末

自驾

表演

亲子

鸟类

黄蓝交汇

TF-IDF

0.112

0.110

0.108

0.107

0.104

0.094

0.093

0.090

0.088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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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每个解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最终选取中间

解的条件组态进行解释，以揭示黄河旅游文化空间

场景的特征组合和空间优化路径。

4.2.1 感知空间场景的驱动组合

感知空间场景的关键组合是旅游业对物质空

间演化的核心驱动，对旅游业物质空间的建构特征

与发展趋向具有关键导向作用。依据表 4，对感知

空间场景维度中的驱动组合进行分析，辨识驱动旅

游业物质空间建设的关键要素组合与有效路径。

首先，基于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上游“地方

本土”一致性值为 0.937，中游“历史传统”一致性值

为 0.988，均高于临界值 0.900。因此，上游“地方本

土”和中游“历史传统”是驱动感知空间场景维度的

必要条件，奠定了旅游业物质空间建设的本土特征

与资源依赖趋向。而下游区段不具备一致性显著

的单项因素，其空间建设更加趋向于多元化。其

次，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得到 7条驱动路径（表 4），具

体分析如下：①上游区段关键场景组合为“自然生

态*地方本土”①，该路径原始覆盖率为 0.750。②中

游区段，“自然生态*历史传统*地方本土”是最强有

力的驱动组合。其中，历史传统为核心条件，自然

生态和地方本土为补充条件，该路径能够解释80%

（原始覆盖率 0.800）的场景。这体现了中游文化遗

产资源丰富，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绝对优势。③下

游区段，“自然生态*~历史传统”②构成了该区域的

强力驱动组合，其中以自然生态为核心条件，非历

史传统为补充条件，该路径解释度为80%。黄河下

游大多以生态观光型旅游场景为主，提供休闲娱乐

产品服务于周边市场。而相对地，该区段的儒家文

化体系尚未与黄河文化场景进行融合交互，旅游者

对黄河下游的历史文化感知较弱。

4.2.2 构想空间场景的驱动组合

构想空间的关键场景组合是旅游业对情感空

① 在条件组态表达式中“*”表示逻辑“且”。

② 在条件组态表达式中“~”表示逻辑“非”。

图5 游客正面感知关键词类属

Figure 5 Keyword categories of tourists’positive perception

注：图中数值为分类汇总后的正面评论文本TF-IDF值。

表4 感知空间场景驱动组态

Table 4 Perceptual space scene driven configuration

自然生态

历史传统

人文艺术

地方本土

一致性

原始覆盖率

独特覆盖率

解的覆盖率

解的一致性

上游感知空间场景

路径1

●

●
1

0.750

0.187

路径2

●
⊗
●
1

0.250

0.187

路径3

●
●
●
⊗
1

0.562

0.062

中游感知空间场景

路径4

●

●
⊗

1

0.200

0.100

1

1

路径5

●

●

●

1

0.800

0.345

下游感知空间场景

路径6

●
⊗

1

0.800

0.600

路径7

●

●
●

1

0.400

0.200

注：根据Fiss提出的QCA结果表达方式，表中黑点表示该条件在组态中存在，带圈叉号表示不存在；大的黑点和带圈叉号表示核心条件；

而小的黑点和带圈叉号则表示边缘条件；空白表示无关条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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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演化的核心驱动，对旅游业情感空间的建构特征

与发展趋向具有关键导向作用。依据表 5，揭示构

想空间场景维度中的驱动组合，辨识驱动旅游者对

黄河文化精神感知的关键要素组合与有效路径。

首先，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其一致性

指标均低于临界值0.900，因此构想空间场景不具备

必要条件。其次，构想空间场景的条件组合共生成

8条路径，具体特征如下：①上游区段主要呈现为两

条核心驱动路径：“奇特性*娱乐性”与“知识性*娱

乐性”。第一条路径呈现出更强的感知度与凝聚

力。这反映出以新奇的、地方感为主的娱乐性旅游

产品是上游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优势。②中游区

段“知识性*~娱乐性”路径驱动着构想空间场景的

建设，该路径原始覆盖率为0.769。这反映出中游旅

游空间生产中，文化空间建设对游客黄河文化感知

具有重要的引导支撑作用，但娱乐趣味性的缺失削

弱了旅游者与空间场景的主动交互与价值感知。

③下游区段路径 7和 8形成了参照组，以休闲性为

必备前提，奇特性、知识性和娱乐性构成了一组相

反条件，且在各自路径内同时存在。这反映出下游

构想空间生产以休闲体验为主，叠加奇特性、知识

性、娱乐性等空间属性有利于旅游产品的多元化

发展。

4.2.3 交互空间场景的驱动组合

交互空间场景的关键驱动组合反映了旅游者

对物质空间的占据与使用，对构想空间的实践和呈

现，投射出文旅资源与物质空间相交互融的保障延

申。依据表 6，探究不同区段游客对黄河旅游文化

空间的商品化认知，辨识驱动黄河旅游交互空间场

景的关键要素组合与有效路径。

首先，单因素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其一致性

指标均低于临界值0.900，不足以构成交互空间场景

表6 交互空间场景驱动组态

Table 6 Interactive space scene driven configuration

文化原真体验

生态环境体验

服务品质体验

产品差异体验

一致性

原始覆盖率

独特覆盖率

解的覆盖率

解的一致性

上游交互空间场景

路径1

●

●
1

0.600

0.133

路径2

●
⊗

●
1

0.466

0.133

路径3

⊗
●

●
1

0.200

0.133

路径4

●
●

1

0.200

0.133

中游交互空间场景

路径5

●
●
●

1

0.600

0.200

1

1

路径6

●
●

●
1

0.800

0.400

路径7

●

●

1

0.500

0.133

下游交互空间场景

路径8

●
●
⊗

1

0.750

0.750

路径9

●
●
●

1

0.250

0.250

表5 构想空间场景驱动组态

Table 5 Conceptual space scene driven configuration

奇特性

休闲性

知识性

娱乐性

一致性

原始覆盖率

独特覆盖率

解的覆盖率

解的一致性

上游构想空间场景

路径1

●

●
1

0.562

0.062

路径2

●
●
1

0.500

0.187

路径3

●
●
⊗

1

0.437

0.250

中游构想空间场景

路径4

●
⊗
1

0.769

0.538

路径5

●

●
●

1

0.307

0.076

1

1

路径6

⊗

●
⊗
●
1

0.153

0.153

下游构想空间场景

路径7

⊗
●
⊗
⊗
1

0.666

0.666

路径8

●
●
●
●
1

0.333

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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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必要条件。其次，交互空间场景的条件组合

分析结果共生成9条路径，其特征如下：①上游区段

最显著的场景要素组合为“生态环境体验*产品差

异体验”，该驱动路径能够解释 60%的场景。这表

征了上游旅游业发展更加重视黄河文化的本土性

展示，致力于呈现黄河旅游文化资源的自然生态特

征。而且在这样天然的、排他的物质空间中，上游

旅游产品的独特价值和异质体验更具市场竞争优

势，能有效提升游客的购买偏好和消费忠诚。②在

中游区段，“文化原真体验*生态环境体验*产品差

异体验”构成了最有力的要素组合，其路径原始覆

盖率为 0.800。这反映出区域空间的自然保护和文

化赓续双因并重的生产机理，其丰厚的文化遗产资

源是打造差异化旅游产品体系的核心优势。③在

下游区段，“生态环境体验*服务品质体验*~产品差

异体验”有效驱动了交互空间场景维度，该路径原

始覆盖率为 0.750。这意味着下游旅游空间中生态

保护成效显著，管理服务品质优良。但下游区段主

要以都市休闲产品为主，游客倾向于“亲子”（活

动）、（沿黄）“自驾”等都市周边的休闲娱乐项目。

同时，差异化的生态景观也成为地方特色旅游产

品，例如“黄蓝交汇”、（黄河）“入海口”等部分奇特

生态景观资源。但这类型景观极易受季节气候等

因素的干扰，难以给游客带来持续的、稳定的消费

体验，相对削弱了游客体验效益。

5 机理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文化场景的演化发展和

游客感知的双视角揭示了黄河旅游文化空间的场

景驱动组合和空间生产的阶段表征。具体场景表

征和生产机理如下：

（1）黄河上游呈现出生态性、本土化的场景特

征，形成了以凸显生态环境特色、构建本土化感知

空间生产为核心的特征。而娱乐性为主的构想空

间、产品差异体验为主的交互空间建设则服务于感

知空间的生产。上游属河湟-藏羌文化彰显区，涵

盖着黄河源、沙漠、峡谷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呈

现出农耕、游牧和民族文化交汇相融的黄河文化内

核。这样的旅游空间具有显著的排他性与特色性，

也成为旅游者感知最为强烈的场景特征。如旅游

者的正面感知聚焦于“三江源头”“中国的科罗拉

多”“景色独特”“沙漠和水域”“很奇特”等关键词

语。总之，上游旅游文化空间生产仍是以资源导向

发展、物质空间建设为主，而对人文精神空间的延

伸、消费交互空间的多元化塑造相对较少。

（2）黄河中游呈现出文化性、教育性的场景特

征，形成了地方性空间与构想化空间并重的生产机

理。以西安为典型代表的关中文化区和以伊洛河、

汾河为代表的河洛-三晋文化区是中游黄河文化的

集中展示区。该区段厚重丰富的历史遗存、鲜明稀

缺的陕北风光彰显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土窑

洞”“陕北风光”“多元文化”“教育意义强”“古建筑

多”“历史悠久”也成为游客正面感知的焦点。因

此，中游区段在地方本土空间的基础上，叠加知识

性、教育性的空间属性是旅游产业空间发展的核心

与优势。但中游构想空间的生产仍处于探索阶段，

尚未完全脱离对物质空间的依附与从属，其知识观

念局限于对物质资源的刻板传递，游客容易产生

“历史厚重”而“单一无聊”的感知。

（3）黄河下游呈现出生态游览、休闲观光的场

景特征，形成了以都市休闲空间与体验交互空间为

核心的生产机理。下游是湿地资源富集区，以建设

生态保护、自然景观和城市风貌和谐统一的沿黄生

态廊道为时代使命。限于季节气候因素对下游“黄

河入海”“黄蓝交汇”等奇特景观资源的极大干扰，

以及儒家文化与黄河自然景观在地理空间上的壁

垒等，下游旅游产业发展形成了以生态空间为基

础，都市休闲体验空间为核心驱动的场景表征。因

此，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休闲娱乐的空间载

体，培育多元化、体验性的现代旅游休闲产品是极

为优越的现代化空间生产方式。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文将空间生产的“三阶段”理论与场景认知

理论相融合，构建出“物质场景感知—情感场景构

想—消费场景交互”的递进式旅游文化场景认知框

架，将旅游文化场景演化解析成以物质场景建设为

基础，以情感场景传递为介质，培育交互性消费空

间的生产过程。在实证研究中，本文选取黄河流域

54个典型景区为研究样本，以相关游客评论文本的

研究数据，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和组态分析工具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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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场景差异化的区段特征和动态化的生产

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黄河旅游文化空间场景呈现出统一的共性

特征与鲜明的阶段差异。在感知空间中，三区段呈

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尤其是突显了自然生态的场景

特征。而构想空间场景与交互空间场景呈现出较

强的差异性。上游构想空间场景以奇特性与娱乐

性为主，交互空间场景以产品差异体验为主。中游

以知识性构想空间场景和文化原真体验式交互空

间场景为主，其中研学旅行产品是典型的购买偏好

类型。下游构想空间场景以都市休闲性为主，交互

空间场景依托于优质服务品质体验和生态环境

体验。

（2）黄河旅游文化空间生产处于不同的演化发

展阶段。上游属资源导向型，处于物质感知空间生

产阶段，而对人文精神空间的延伸、消费交互空间

的多元化塑造相对较少。中游属情感导向型，处于

构想空间生产阶段，尚未脱离对物质性感知空间的

依附从属，其知识构念的传递路径固化单一，旅游

者对历史文化的接收和认知相对刻板。下游属体

验交互型，处于交互空间生产阶段，倾向于生态空

间和都市休闲空间的打造，塑造了生态游览、休闲

观光、服务优良的场景特色。

6.2 政策建议

黄河旅游文化空间生产的阶段升级是旅游产

业优化的核心驱动力与主要表征，这对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对建设具有公共旅游

文化属性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等重大国家战略有

探索性的指引意义。因此，基于本文研究，对黄河

旅游文化空间的优化升级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1）营造自然与文化交织共生的原真场景，推

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黄河旅游文化场景

根植于本土性与特色资源，依托地域景观载体和文

化本底内涵，打造奇特性的自然场景和原真性的历

史文化场景是指引人们感知抽象的黄河文化价值、

民族精神意涵，构建集体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之

一。同时，挖掘并活化文旅资源，深化游客感知体

验层次，培育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有助于拓宽旅游

产业空间的发展边界和生产方式，发挥黄河旅游资

源的福音效应[42]，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

（2）挖掘各区段的多元化场景特色，丰富旅游

产品类型，建构动态的空间演化驱动机制。黄河旅

游文化空间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各区段聚合为强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因

此，区段内应集中优势文化资源，统筹规划政策体

系、交通体系、产品体系、营销体系等，推动黄河文

化的品牌建设。区段间应依据不同的场景特色与

空间生产阶段，建立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与驱动机

制。上游区段推动空间生产向知识性构想空间和

服务优质、环境优良的交互空间演化。中游区段重

点关注文化遗产资源的活化与更新，打造知识性和

娱乐性协同共生的构想空间。下游应依附生态性

与都市休闲性，持续培育体验性、差异化的现代旅

游休闲产品，同时加强儒家文化和沿黄生态景观的

互补互构功能，打造多元的旅游产品体系，以期削

弱生态景观资源的季节性干扰，实现旅游地生命周

期的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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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ene cognition and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the
Yellow River tourism cultural space

QIN Xiaonan1, DU Xueting2, WANG Xingkang3, WANG Yue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3. Engineering School,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cene represent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tourism cultural space and

the market-oriented cognition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connotatio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scene evolution and tourist perception, which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ethods] This study

combined the scene theory and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to construct a progressiv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perceptual space scene-conceptual space scene-interactive space scene. The second-

level dimension of scene cognition was refined by evaluating text precod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nd configuration analysis tool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iated se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the Yellow River tourism cultural space

scenes. [Results] (1) The material perceptual space scenes of the three sections showed a unified

common feature, and the percep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scenes was consistently significant. The

conceptual space scene and the interactive space scene present a diversified and superimposed

distribution. The upstream conceptual space scene is characterized by uniqueness and

entertainment value，mainly with product difference experience as the main interactive feedback.

The midstream conceptual space scene is characterized by knowledge value, mainly with cultural

authenticity experience as the main interactive feedback. The downstream conceptual space scene

is characterized by leisure value, mainly taking service quality experienc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perience as interactive feedback. (2)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space in the three

sections i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upstream is in the stage of

perceptual space product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conceptual sp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active space are relatively lacking. The middle reaches are in the stage of conceptual space

production, which has not yet broken away from the dependence on material resources. The

downstream is in the stage of interactive space production, which tends to focus on the produc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and leisure scene. [Conclusion] The Yellow River tourism cultural space is a

multi- level and multi- dimensional cultural complex. Each section is aggregated into a cultural

system with strong identity and orientation. Here, it is proposed that different sections should focus

on excavating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resource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al brands,

and exploring differentiated spatial development path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Key words: tourism culture; space scene; space production; machine learning; configuration analy-

sis;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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