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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指标体系

1. 项目背景和意义

工业旅游作为城市旅游产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产物。将现有生产资源或已废旧闲置的工业资源就地转换为旅游资源，

不但能整合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品、扩大旅游供给，更是转型升级阶段扩大工

业和旅游业发展空间与内涵，促进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优化的重要方式。

我国目前有 262个资源型城市、145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 219家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旅游发展空间广阔、潜力巨大。自 2001年文化和旅游

部（原国家旅游局）把推进工业旅游列入旅游工作要点，正式启动“全国工业旅

游示范点”以来，工业旅游得到快速发展。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

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进一步提出，要“推动旅游业发展

与新型工业化相结合”。2016年 11月，国家旅游局发布《国家级工业旅游区(点)

规范与评定》行业标准以及《全国工业旅游发展纲要(2016-2025年)》(征求意

见稿)，提出“到 2025年，创建 1000个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100个工业旅游

基地、10个工业旅游城市”的发展目标。2016年 12月，国家工信部和财政部联

合发布《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6〕446号)，

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业旅游”。我国迎来工业旅游全面加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上海工业文明底蕴丰厚，工业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工业发

祥地、民族品牌发源地，也是现代工业的集聚地和先进制造业的抢滩地。2017

年 12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明确提出要全力打响上海制造等四大品牌。2018年

8月，上海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上海旅游高品质发展加快建成世界著名旅游城

市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8〕33号)，提出要“着力建设中国工业旅游示范

城市”。2018年 9月，上海市旅游局、市经信委、市教委联合发布《上海市工

业旅游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沪旅发〔2018〕23 号)。上海工业

旅游迎来高品质发展新阶段。

在目前尚无国家层面的工业旅游示范城市评价标准的背景下，为更好地贯彻

《全国工业旅游发展纲要(2016-2025年)》(征求意见稿)，加强地区层面工业旅

游发展的政策指导，发挥标准化对提升城市工业旅游发展质量的引导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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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到 2025年，创建 10个工业旅游城市”的目标，构建工业旅游示范城市评

价标准工作迫在眉睫。由上海市提出并牵头编制《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指标体

系》，不仅有助于上海更好地担当全国工业旅游排头兵、先行者的使命，更有助

于发挥上海工业文明底蕴丰厚、工业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进一步打响“上海制

造”品牌，实现《关于促进上海旅游高品质发展加快建成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若

干意见》(沪府发〔2018〕33号)提出的“着力建设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的

目标。

2. 评价对象和内容

2.1 评价对象

本指标的适用评价对象为国内所有工业旅游城市。前提是城市有参评意愿，

并主动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参与工业旅游示范城市评价工作。

2.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主要是申请城市上一年度工业旅游的发展水平。为体现工业旅游城

市的发展内涵，重点从工业旅游发展基础、工业旅游发展效益、工业旅游服务效

益、工业旅游质量效益等四个方面展开评价。

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评价指标体系编制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以《国务院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 号)、《国家级工业旅游区(点)规

范与评定》行业标准、《全国工业旅游发展纲要(2016-2025 年)》(征求意见稿)、

《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2016〕446 号)等文件精

神为依据，针对现阶段各城市工业旅游的发展情况，遵循以下原则:

3.1.1客观性原则

工业旅游示范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应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其评价体系和

评价结果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本指标体系在深入实际调

研的基础上，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设计而成，不带有任何主观倾向，符合客观性原

则。

3.1.2 系统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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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旅游示范城市建设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个指标都应独立地

反映工业旅游城市的某一方面或不同层面的水平，各个指标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

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3.1.3 科学性原则

具体指标的选取应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意义明确、测算方法科学，统

计方法规范，指标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工业旅游城市的本质特征，也能满足城

市的规划建设要求。

3.1.4 可操作原则

不同城市的指标数据通过简单的统计方法或查阅资料均可获得。如果个别指

标的数据在城市层面不能普遍获得，考虑其重要性纳入指标体系，需要各个城市

按照国家要求尽快建立起统计和监测系统。

3.2 结构变量及观测变量的选取

3.2.1 工业旅游发展基础

工业旅游发展基础主要由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交通基础

设施水平、机构与资金支持和人才支持等五个方面来体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

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则体现了该城当前的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交通设施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旅游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机构、资金和人

才支持则是工业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

3.2.2 工业旅游发展效益

本级指标主要测评城市工业旅游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经济效益和人数效益

等经济指标，此外还包括政策制度和研究培训等制度指标。

3.2.3 工业旅游服务效益

工业旅游服务效益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两个方面。其中公共服务主

要指为社会公众参与工业旅游活动提供的各项保障措施的完善程度；社会服务主

要指为改善和发展社会公众生活福利而提供的工业旅游服务类别与质量。

3.2.4 工业旅游质量效益

本级指标主要包括工业旅游发展产业支撑和发展质量两个方面。产业支撑主

要是指城市的工业发展基础；发展质量主要指城市工业旅游景区（点）数量、A

级景区中工业旅游区（点）数量、工业旅游品类占比，以及各类国家级示范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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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数量等。其中，工业旅游品类占比指城市现有工业旅游品类与工业旅游所

有品类之比，代表了城市工业旅游产品的丰富程度。

3.3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城市、工业旅游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的构建理念，工业旅游示范城市指标

体系共包含 4个层次指标项目。其中目标层为工业旅游示范城市指标体系，二级

指标 4个，三级指标 13个，四级指标 48个（见表 1）。随着城市经济和工业旅

游的发展，四级指标可进行适当调整。

表 1 工业旅游示范城市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目标层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指标代

码
指标权重

工业旅

游示范

城市指

标体系

F1：工业旅游

发展基础

（0.2976）

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

人均 GDP A11 0.691

近五年 GDP平均增长率 A12 0.687

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A13 0.760

旅游产业

发展水平

旅游接待总人数 A21 0.503

旅游总收入 A22 0.499

交通基础

设施水平

高速公路总里程 A31 0.692

每年机场吞吐量 A32 0.799

铁路营运总里程 A33 0.768

地铁和轻轨总里程 A34 0.760

机构与资金

支持

推进工业旅游发展的职能部门或社

会组织

A41
0.515

专项资金扶持 A42 0.523

人才支持 旅游从业人员数量 A51 0.519

F2 ：工业旅游

发展效益

(0.2476)

经济效益

工业旅游年收入 B11 0.776

工业旅游国内旅游收入 B12 0.756

工业旅游入境旅游收入 B13 0.823

工业旅游纪念品消费 B14 0.707

工业旅游 GDP与城市 GDP之比 B15 0.516

人数效益

工业旅游年接待人数 B21 0.626

工业旅游国内接待人数 B22 0.678

工业旅游入境旅游人数 B23 0.777

工业旅游过夜游客量 B24 0.768

工业旅游一日游游客量 B25 0.689

政策制度

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行业标准、发

展规划等相关文件数量
B31

0.535

对工业旅游点（区）的奖惩制度 B32 0.544

完善的旅游统计报表制度 B33 0.577

工业旅游游客满意度调查机制 B34 0.502

研究培训 工业旅游研究专题立项数目 B41 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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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业旅游专项培训次数 B42 0.587

F3：工业旅游

服务效益

(0.2358)

公共服务

提供完善、准确的工业旅游信息 C11 0.637

工业旅游公共信息发布渠道数量 C12 0.621

工业旅游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C13 0.647

工业旅游安全指引和警示系统 C14 0.640

投诉与处理渠道 C15 0.635

社会服务

接待中小学生参观量 C21 0.659

工业旅游企业开展专题讲座场次 C22 0.422

免费工业旅游景区（点）数量占比 C23 0.578

企业发展工业旅游意愿度 C24 0.671

F4：工业旅游

质量效益

(0.2190)

产业支撑

国家级工业技术开发区数量 D11 0.661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数量 D12 0.726

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 D13 0.441

驰名商标企业数量 D14 0.541

发展质量

工业旅游景区（点）数量 D21 0.563

A级景区中工业旅游区（点）数量 D22 0.537

工业旅游品类占比 D23 0.574

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数量 D24 0.598

国家工业遗产数量 D25 0.608

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数量 D26 0.684

国家工业旅游创新单位数量 D27 0.707

4. 工作方式和流程

4.1 评价机构

为推进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受国家工业信息部和文化旅游部委托，成立专

门的“工业旅游示范城市评定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工业旅游相关方面专家组

成，原则上要求具有副高以上职称。评定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委员会会议，并负责每年度的工业旅游示范城市评定工作。

4.2 评价方法

评价工作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文化旅游

部统一组织，每年定期开展。申报城市在规定期限内向评定委员会提交评审材料，

评定委员会根据材料及评分标准和指标权重进行综合评分。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

每年对评分标准和指标体系进行适时调整。

4.3 评价流程

4.3.1 数据采集

评价系统所需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数据自报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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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数据自报

数据自报由申请城市的工信部和旅游局自报城市相关数据。

4.3.1.2 数据查找

工业旅游示范城市评价体系的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 4个方面：统计年鉴、部

门资料、企业调查、其他相关指标体系。

4.3.2 数据整理

工业旅游示范城市评价体系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两方面，在第三方评价机构获

取自报数据与查找的数据之后，统一进行整理、输入，并计算得分。

4.3.3 权重确定

工业旅游示范城市各层次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因子分析法确

定。

4.3.4 计算结果

本评价系统共计 100分。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城市工业旅游发展情况进

行评价，即将各级指标得分乘以其所对应的权重得出其综合成绩。

4.3.5 结果运用

首先，本指标评价体系可用于不同地区间的横向比较或者同一地区不同年度

的纵向比较，衡量城市工业旅游发展状况，客观反映发展进程、发现薄弱环节，

为提升城市的工业旅游提供科学指导。

其次，可基于本指标体系对申报城市进行打分。然后根据分数多少对各申报

城市进行排序，并向社会公布该排名。

此外，该分数还可作为“工业旅游示范城市”品牌认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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