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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WOTＧQSPM 模型的乡村文旅发展战略研究
———以运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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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运用SWOTＧQSPM 模型,以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为研究案例,对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战略选择应采取SO战略为主、ST战略和 WO战略相结

合为辅、WT战略为补充的组合选择.具体措施为:提升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是突破瓶颈的关键点,贯

彻新发展理念,抓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重拾运城特色文化记忆,打造具有“运城印象”的乡村特

色文化品牌;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文化旅游的品牌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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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一号文件”中提出:
加快推进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促进乡村文化

和旅游产业提质升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

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为新发展阶段乡村文化旅游发

展提供重要指导.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新修订的«山
西省旅游条例»明确提出:要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

战略支柱产业,加快建设富有特色和魅力的文化旅

游强省.乡村振兴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

旅游业的发展以及运城市创建知名旅游强市的战

略目标,多重机遇在具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色的运城

汇聚,给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带来弥足珍贵的

战略机遇.
运城地处黄河中游节点,蕴含着悠久的河东文

化和黄河文化元素,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色和深

厚的文化根基,发展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得天独

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取得

长足发展,乡村文旅产业在助力精准扶贫和发展乡

村经济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但是运城市乡村文化

旅游的发展现状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很大差

距,乡村文化旅游与文化旅游强市建设仍有较大差

距,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仍有较

大差距,目前面临着厚重的河东乡土文化底色挖掘

不够与亮色展示不够、文旅融合度不高等问题,难
以满足新时代旅游消费群体的高质量需求,难以为

知名旅游强市提供乡村产业振兴根基.因此,为了

促进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对运城市乡

村文化旅游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全

方位的分析就显得十分紧迫.

１　研究方法:SWOTＧQSPM 模型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SWOT 被视战略管理研究和

战略选择的主要模型,主要包括基本的概念、阐释

和决策模型[１].SWOT 分析模型也被学者称之为

态势分析模型,主要分析战略目标对象的内外部因

素,即优势S(strengths)、劣 W(weaknesses)、机会

O(opportunities)、威 胁 T(threats)４ 项 要 素 分

析[２].１９７１年 Andrews[３]最早提出SWOT分析框

架,主要包括４类战略:优势Ｇ机遇、劣势Ｇ机遇、优势Ｇ
威胁和劣势Ｇ威胁.Weihrich[４]对其进行完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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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SWOT矩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战略目标对象的

内外部环境分析以及战略选择.但是该方法主要

依赖主观性判断,没有与定量分析结合,因此必须

选用定量方法进一步制定目标对象的战略选择.
定量战略计划矩阵(quantitativestrategicplanning
matrix,QSPM)[５],用量化评估优势、劣势、机会和

威胁组成的不同战略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便于战略

决策者做出最优战略选择.QSPM 通常情况下是

作为前一阶段评价因素的补充方法,主要是根据

EFE矩阵、IFE矩阵和 SWOT 矩阵制定的各种战

略逐一评分,评分结果揭示各类备选战略的优先

性.因此,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选择是将SWOT 分析法与 QSPM 联合起来用,以
确定SWOT 矩阵中所获得发展战略的最优备选

方案.
建立 运 城 市 乡 村 文 化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QSPM,主要分为５个步骤,具体如下:第１步,根据

从IFE矩阵和 EFE矩阵中的信息,在 QSPM 的左

二列中分析出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内部优势资源、关键外部机遇与挑战因素及其权

重;第２步,根据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SWOT矩阵得出的备选战略,将这些备选战略置于

QSPM 模型表格的顶端横行中;第３步,数值表示

战略的吸引力分数(attractivenessscores,AS),战
略吸引力分数用专家打分法表示各因素对每个模

式的相对吸引力.吸引力的评分范围及标准是:

１~４分别表示吸引力的程度,具体为没有吸引力

(１分)、一定吸引力(２分)、相当吸引力(３分)和很

有吸引力(４分);第４步,计算吸引力总分(totalatＧ
tractivenessscores,TAS),吸引力总分TAS等于将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部优势资源、
外部发展机遇与挑战的影响因素权重乘以吸引力

分数,吸引力总分高低代表战略吸引力的强度;第５
步,计 算 吸 引 力 总 分 和 (sumtotalattractiveness
scores,STAS),表明战略选择的结果,组合吸引力

计算排名的结果.

２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因素分析

２１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影响

因素EFE矩阵

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xternalfactorevaluation
matrix)即EFE矩阵,指对目标对象的外部环境分

析的一种研究工具.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

发展的EFE矩阵主要是从机遇和威胁两个方面归

纳出影响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因素.主要包括４个步骤:第１步,归纳出运城市乡

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邀请文化旅游

方面的学者、运城市文化旅游局的负责人、乡村文

化旅游的资深从业人员等组成的６０人专家组,对外

部影响因素进行评价筛选,确认运城市乡村文化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１４个外部关键因素;第２步,赋予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因素权重,
数值范围在０(不重要)~１(非常重要)之间,通过专

家组集体讨论确定权重,所有外部关键因素总和必

须等于１;第３步,专家组对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外部关键因素进行评分,评分的依据是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现状对关键因素的有

效反应程度,评分范围１~４,１代表反应很差,２代

表反应平均水平,３代表反应较好,４代表反应很

好;第４步,用每个关键因素的权重乘以评分,即得

到每个因素的加权分数,将所有外部关键因素的加

权分数相加,以得到总加权分数.需要注意的是无

论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EFE矩阵包

括多少关键因素,总加权分数范围必须是１~４,平
均分为２５,高于２５则说明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

高质量发展对外部影响因素能做出反应,关键因素

数量不影响总加权分数的范围,权重总和永远等

于１[６].
根据 运 城 市 乡 村 文 化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EFE矩阵的研究方法步骤,外部评价计算出运城

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机遇关键因

素加权分数为１５０,外部威胁关键影响因素加权

分数之和为１２３,外部关键影响因素总加权分数

为２７３(表１),这表明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

量发展面临的外部机遇大于威胁,但是仅仅略高

于平均分.因此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需要牢牢抓住外部机遇,深一步深耕乡

村文化旅游市场,推动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

量发展.

２２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IFE矩阵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IFE矩阵分

析是指通过对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自身发展的优

势关键因素和劣势关键因素进行评价,主要涉及

运城市独特丰富的资源禀赋、城市定位目标、政策

支持、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基础设施、管理水平和

宣传力度等内部优势和劣势因素逐一评价分析筛

选,邀请文化旅游方面的学者、运城市文化旅游局

的负责人、乡村文化旅游的资深从业人员等６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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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组邀对影响运城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内部环境因素进行筛选,最终专家组集中讨论确

定１６个内部关键因素,并赋予优势关键因素和劣

势关键因素权重,通过权重与对应的分数相乘得

到每一个关键因素的加权分数,并将其相加得到

内部优势关键因素加权分数之和１５３,外部关键

因素加权分数之和为１２８,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内部环境影响因素总加权分数为

２８１(表２).

表１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EFE矩阵

关键影响因素 权重 评分
加权

分数

外部机遇

O１:文旅融合的体制机制改革 ０１０ １ ０１０

O２:文化旅游强省的战略支持 ００５ ３ ０１５

O３:国内外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

经验借鉴
００４ １ ００４

O４: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０１２ ４ ０４８

O５:乡 村 旅 游 消 费 市 场 的 巨 大

潜力
０１５ ３ ０４５

O６:山西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现实要求
００４ ２ ００８

O７:乡村文化旅游的综合贡献度

显著提高
０１０ ２ ０２０

合计 １５０

外部威胁

T１:疫情对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

的冲击
００３ ４ ０１２

T２:逐利心态影响运城乡村特色

文化的深层次开发
０１０ ３ ０３０

T３:外部资本的投入乡村文化旅

游发展力度不够
００５ ２ ０１０

T４:全国高层次旅游人才相对贫

乏的威胁
００２ ３ ００６

T５:周边省市乡村文化旅游的竞

争威胁
００５ １ ００５

T６: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与文化保

护的冲突威胁
００３ ４ ０１２

T７:乡村文化旅游面临可持续发

展的威胁
０１２ ４ ０４８

合计 １２３
总计 １ ２７３

　　通过对表２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运城市乡村文

化旅游发展的内部优势大于劣势,因此要坚定运城

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积极克服运城

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劣势,充分利用

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独特的自身优势,确保运城市乡

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表２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IFE矩阵

关键影响因素 权重 评分
加权

分数

内部优势

S１:城市定位和文旅产业培育成

支柱产业的要求
００８ １ ０１６

S２:运城市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厚

重底色
０１０ ２ ０２０

S３:运城市自然资源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丰富
００８ ４ ０３２

S４:运城市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市

场优势
００６ ２ ０１２

S５: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乡

村文化旅游发展
０１２ ３ ０３６

S６: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的配套

政策支持
００６ ３ ０１８

S７:运 城 市 乡 村 文 化 旅 游 后 发

优势
００５ １ ００５

S８:运城市相对完善乡村交通网

络和高铁、机场等交通优势
００７ ２ ０１４

合计 １５３

内部劣势

W１:运城市的乡村文化旅游基础

设施不完善
０１０ ４ ０４０

W２: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缺乏地

域特色
００２ ３ ００６

W３: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管理水

平不高
００４ ３ ０１２

W４: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产品宣

传不到位
００３ ２ ００６

W５: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的从业

人员素养不高
００３ ２ ００６

W６: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的乡愁

气息体验不足
００７ ４ ０２８

W７: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景点的

集群效应不佳
００３ ２ ００６

W８:运城市的乡村整体环境质量

不高
００６ ４ ０２４

合计 １２８
总计 １ ２８１

３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SWOTＧQSPM 模型分析
通过对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

SWOT分析(表３),把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

内外部环境关键因素形成机遇(opportunities)、威
胁(threats)、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

４个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７],结合专家组的意见归

纳出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可行

战略集合,并尽可能地找出各种可行的战略集合

(表４).具体为:优势Ｇ机遇战略(简称SO战略)、弱
点Ｇ机会战略(简称 WO 战略)、优势Ｇ威胁(简称ST
战略)和弱点Ｇ威胁(简称为ST)(表４),QSPM 模型

的输入信息包括因素评价结果和备选战略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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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战略的SWOT分析

内部关键因素 外部关键因素

优势

１文旅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的发展机遇 １文旅融合的体制机制改革

２运城市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色 ２文化旅游强省的战略支持

３运城市自然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３国内外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经验借鉴

４运城市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 ４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５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文旅融合 ５乡村旅游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

６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的配套政策支持 ６山西省转型发展蹚新路的现实要求

７文化旅游强市的建设机遇 ７乡村文化旅游的综合贡献度显著提高

８运城市的交通十分便利

机遇

劣势

１运城市的乡村文化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１疫情对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的冲击

２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缺乏地域特色 ２逐利心态影响运城乡村特色文化的深层次开发

３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管理水平不高 ３外部资本的投入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力度不够

４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产品宣传不到位 ４全国高层次旅游人才相对贫乏的威胁

５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的从业人员素养不高 ５周边省市乡村文化旅游的竞争威胁

６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的乡愁气息体验不足 ６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冲突威胁

７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景点的集群效应不佳 ７乡村文化旅游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威胁

８运城市的乡村整体环境质量不高

威胁

表４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SWOT矩阵

外部

内部

优势(S) 劣势(W)

丰富文化旅游资源,独特的区位优势,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文化旅游强市的建设

机遇

乡村基础设施不完善,文旅景点缺乏地域特色且

集群效应欠佳,文旅宣传力度不大,文化旅游从业

者的素养不高

机会(O) SO 战略(优化型战略) WO战略(改进型战略)

国家文旅融合体制机制改革,乡村振

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

文旅强省等战略聚合效应,文旅融合的

综合贡献度显著提升

充分利用国家、省、市对文化旅游的政策支

持以及自身厚重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抓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乡

村文化旅游产业

抓住乡村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及文旅强省等战略聚合效应,不断完善文化旅游

的基础设施,加大文旅宣传力度,打造具有乡愁气

息、历史观感、体验深刻的地域特色乡村文化旅游

景点

威胁(T) ST战略(转化型战略) WT战略(破除型战略)

乡村文化旅游的逐利开发心态导致可

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缺乏足够资金支

撑,周边地区的同质性竞争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科学合理开发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建
设具有地域特色、乡愁特色、历史特色、体验

特色的乡村文化旅游景点

加强旅游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完善旅游人才的引

进和激励机制,提升乡村文化旅游管理水平,重点

开发特色旅游,创建具有运城特色的乡村文化旅

游品牌

　　从表５可知,根据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战

略选择的 QSPM 模型矩阵分析计算,在所提供的

４种 备 选 战 略 中,SO 战 略 吸 引 力 最 高,总 分 为

６５８分,表示该战略最有吸引力,SY战略和 WO战

略得分为５８０分和４９８分,WT战略得分最小,得
分为４３５分,因而吸引力最小.

因此,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战略选择应

采取SO 战略为主,ST 战略和 WO 战略相结合为

辅,WT战略为补充的组合选择.

４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建议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的多重战略机遇.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运城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

色与时代元素相结合,强化文旅融合的科技支撑,
用现代的方式创新呈现历史文化元素,形成“破圈

效应”.聚合城乡历史文化景点,打造中华五千年

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乡村历史文化热线,塑造具有

“运城记忆”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创新宣传方式,完
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乡村文化旅游环境,提
升乡村特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助推乡村全面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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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运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战略选择的QSPM矩阵

因素 权重
SO战略 ST战略 WO战略 WT战略

AS TAS AS TAS AS TAS AS TAS

优势

S１ ００８ ４ ０３２ ４ ０３２ ３ ０２４ ３ ０２４
S２ ０１０ ４ ０４０ ３ ０３０ ４ ０４０ １ ０１０
S３ ００８ ４ ０３２ ４ ０３２ ３ ０２４ ３ ０２４
S４ ００６ ３ ０１８ ３ ０１８ ２ ０１２ ２ ０１２
S５ ０１２ ４ ０４８ ４ ０４８ ２ ０２４ ２ ０２４
S６ ００６ ３ ０１８ ３ ０１８ ３ ０１８ ３ ０１８
S７ ００５ ３ ０１５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S８ ００７ ４ ０２８ ４ ０２８ ２ ０１４ ２ ０１４

劣势

W１ ０１０ ２ ０２０ １ ０１０ ２ ０２０ １ ０１０
W２ ００２ ３ ００６ ３ ００６ ２ ００４ ３ ００６
W３ ００４ ３ ０１２ ３ ０１２ ２ ００８ ２ ００８
W４ ００３ ３ ００９ ３ ００９ ３ ００９ ２ ００６
W５ ００３ ３ ００９ ２ ００６ ２ ００６ ２ ００６
W６ ００７ ４ ０２８ ２ ０１４ ３ ０２１ ２ ０１４
W７ ００３ ３ ００９ ２ ００６ ４ ０１２ ４ ０１２
W８ ００６ ４ ０２４ ３ ０１８ ２ ０１２ ２ ０１２

机会

O１ ０１０ ４ ０４０ ４ ０４０ ３ ０３ ２ ０２０
O２ ００５ ３ ０１５ ２ ０１０ ２ ０１０ ３ ０１５
O３ ００４ ４ ０１６ ２ ００８ ３ ０１２ ３ ０１２
O４ ０１２ ４ ０４８ ３ ０３６ ３ ０３６ ３ ０３６
O５ ０１５ ３ ０４５ ３ ０４５ ２ ０３０ ３ ０４５
O６ ００４ ３ ０１２ ３ ０１２ ４ ０１６ ４ ０１６
O７ ０１０ ４ ０４０ ４ ０４０ ２ ０２０ ２ ０２０

威胁

T１ ００３ ４ ０１２ ４ ０１２ ４ ０１２ ２ ００６
T２ ０１０ １ ０１０ １ ０１０ １ ０１０ １ ０１０
T３ ００５ ４ ０２０ ２ ０２０ ４ ０２０ ２ ０１０
T４ ００２ ３ ００６ ３ ００６ ４ ００８ ２ ００４
T５ ００５ ２ ０１０ ２ ０２０ ３ ０１５ ２ ０１０
T６ ００３ ４ ０１２ ２ ０１２ ３ ００９ ３ ００９
T７ ０１２ ２ ０２４ １ ０１２ １ ０１２ １ ０１２

总计 ６５８ ５８０ ４９８ ４３５

４１　抢抓文旅融合的战略机遇,打造乡村文化旅

游发展新业态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党中央新时期回

应人民旅游消费新需求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

策,充分利用国家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文旅融合、乡
村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聚

合效应,抓住山西省重点支持“以关帝庙为核心的

文化产业集群”的政策机遇,深耕关公文化、黄河文

化、河东文化等厚重的文旅资源,强化文旅融合的

科技支撑能力,创新文化传承保护新模式,用智慧

手段推动文化旅游工作各领域、多方位、全链条深

度融合,努力培育利益驱动、需求导向和科技支撑

的全产业链文旅融合新模式.

４２　深挖运城历史文化资源,打造“运城记忆”的
乡村文旅品牌

充分利用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将运城历史文

化的底色转化成具有运城标识的亮色.挖掘华夏

农耕文明发祥地、农业大市等优势,着力发展现代

田园综合体的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创意农业,整
合运城古村古镇的文化旅游资源、民俗文化特色工

艺品等文旅复合型产品,在传承保护的基础上加以

创新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整合历史文

化元素、自然风貌元素、现代农业元素,打造一批既

有“乡土味”,又有“文化味”“休闲味”的乡村文化旅

游产品,建设具有地域特色、乡愁特色、历史特色、
体验特色的乡村文化旅游品牌.

４３　加强文旅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

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文
旅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支持[８].
供给要素是乡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和重点,
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和市场主体作用,通过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建设具有运城标识的乡村旅游公共服

务体系.公共服务是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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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也是体现共建共享的主要内容.要进一

步健全乡村文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抓好乡村休

闲文化体系建设、文化旅游配套工程建设,确保乡

村文化旅游景区各类公共设施设置齐全,运行有

效.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

农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机制,大力保护、传承和发展运城优秀的传统民俗

文化,举办多样化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推动文旅资

源向特色乡村倾斜.健全文旅融合统筹协调机

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落实“宜融则融、能融尽

融”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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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ResearchonRuralCulturalTourismDevelopmentBasedonSWOTＧQSPM Model:
TakingYunchengCityasanexample

SUNBin,WUYanting
(DepartmentofPoliticsandLaw,YunchengCollege,YunchengShanxi０４４０００,China)

Abstract:Promoting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ruralculturaltourismisanimportantstartingpointforcomprehensively,completelyand
accuratelyimplementingthenewdevelopmentconcept,promoting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cultureandtourism,andcomprehensivelyproＧ
motingruralrevitalization．UsingSWOTＧQSPM model,takingthedevelopmentofruralculturaltourisminYunchengCityasaresearchcase,

apanoramicanalysisofthe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facedbythedevelopmentofruralculturaltourisminYunchengCityisconducted．The
researchfindsthatthestrategicchoiceofruralculturaltourismdevelopmentinYunchengCityshouldtakeSOstrategyasthemain,STstrategy
andWOstrategyastheauxiliary,andWTstrategyasthesupplementarycombinationchoice．Thespecificmeasuresareasfollows:enhancing
thecorecompetitivenessofruralculturaltourisminYunchengisthekeypointtobreakthroughthebottleneck,implementthenewdevelopment
concept,andseizetheimportantstrategicopportunitytocomprehensivelypromoteruralrevitalization．Regainingtheuniqueculturalmemoryof
Yuncheng,andcreatingaruralculturalbrandwith“Yunchengimpression”．Improvingtheruralpublicculturalservicesystem,andrealizingthe
brandpromot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ruralculturaltourism．

Keywords:countryside;culturalandtourismintegration;ruralvitalizationQSPMＧSWOTmodel;highqualitydevelopment;EFEmatrix;IFEmaＧ
trix;SWOTanalysis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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