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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未确知测度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研究

——以湖北恩施自治州为例
1

詹 丽，张小月

（三峡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从预防监测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和善后处理能力三个方面，遴选 10项二级指标构建旅游应急管理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未确知数学方法、专家咨询法，从各项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和能力表现两个方面构建了旅游应

急管理能力评价模型，并对湖北省恩施自治州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恩施州的旅游应急管

理能力综合评价值为 3.670，即该州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总体水平介于“一般”到“强”之间；所有 10项二级指标

的评价值均介于 3-4分之间，表明恩施州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旅游风险预警、旅游应急保

障、道路交通应急机制和公众及游客自救能力提升等方面，对恩施州旅游应急管理能力提升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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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业巨大的消费市场、强劲的经济拉动作用以及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对发展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宏观政策

导向，使各地政府和投资者们都对旅游开发和旅游项目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旅游

业往往被当作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和引擎产业。然而，作为对风险尤为敏感的产业，旅游业极易受到内外部风险

事件的影响，如旅游基础设施遭到损坏、目的地形象受损等［1］。这些不利因素会引起旅游者的旅游愿望、出游行为的调整，致

使旅游供给与需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原本均衡稳定发展的旅游市场可能进入危机或衰退状态％。如美国 2001 年“9·11”恐

怖袭击使美国旅游产业呈现出了长时间的倒退趋势，2003年 SARS危机和近年来各地频频出现的各类突发事件，也使我国多年来

塑造的安全旅游目的地形象在国际市场上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地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就变得尤为迫切。就旅游地的应急管理而言，应急管理能力的评价则是一项

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它是对突发事件预防、救援、处置等工作的基础。应急管理能力的评价主要包括三个维度：时间维、地域

维和方法维[2］。从时间维度来看，一般根据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将其划分为事前的减缓准备、监测预警，事中的应急处置和事

后的恢复重建等三个或四个阶段，进而从这三个或四个方面分别遴选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3-8］。从地域维度来看，就是

根据目的地地域范围或风险事件影响范围的大小来构建不同的评价模型，具体包括景区层次的［7，9］、城市级别的［10］以及城市圈

（群）层次［11，12］。从方法维度来看，评价指标的选取主要依靠定性分析，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或熵权法［15，16］，

评价模型的建立则涉及到模糊综合评价、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2，17，18］。应该说，学者们在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领域已

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整体而言，在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方法的创新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拓展空间。例如，近些年

                                                       
1[收稿日期]：2017-11-17；[修订日期]：2017-12-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旅游风险管理：形成机理、评价模型与治理对策”（编号=71203123）；湖北省

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编号：17D020）；三峡大学研究生培优基金项目（编号：2015YP050）。

[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简介]：詹丽（1980-），女，湖北省蕲春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管理。



2

来在自然灾害风险评价、城市危机管理等研究领域取得良好应用效果的未确知数学方法就是一个可能的拓展方向［19］。从未确知

数学理论的角度看，旅游应急管理能力水平也属于不同于随机性、模糊性、灰色信息的未确知信息。在目的地旅游应急管理能

力评价中，如何将这些不确定的信息考虑在内并进行分析，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旅游风险管理主体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未确知数学方法和专家咨询法

构建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模型，并对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进行案例研究。本研究将未确知数学方法运用到目的地

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中，较好地解决了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从而提高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可靠性和

应用价值。本文的研究成果对包括案例地在内的各类旅游风险管理主体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所称的“旅游应急管理”是指地方政府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企业等在旅游风险事件的事前预警、

事发响应与事后处理阶段中建立旅游风险事件应急机制，采取必要的方法措施，以保障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促进旅游业以及

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突发事件发展的生命周期，本文按照“系统、科学、易操作”的原则［20］，从预防监测能力、

应急响应能力和善后处理能力三个方面共遴选了 10项二级评价指标构建了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1）。

表 1 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预防监测能力 A1

信息管理能力 A11

风险预警能力 A12

应急预案 A13

应急决策指挥能力 A14

应急响应能力 A2

应急救援能力 A22

应急保障能力 A23

危机公关能力 A24

善后处理能力 A3

恢复重建能力 A31

灾情评估能力 A32

总结完善能力 A33

预防监测能力是指发现风险和预防风险的能力，这是应急管理必需的前提。在此阶段，信息收集、管理是最基础的工作，

而风险预警、应急预案都是本阶段的重要工作。因此，本文遴选了信息管理能力（A11）、风险预警能力（A12）、应急预案（A13）

等 3 项具体的应急管理能力要素作为事前阶段的评价指标。应急响应能力则是风险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处置能力，主要是

指针对正在发生或已发生的风险进行控制和降低其危害的能力。除了应急决策指挥能力（A21）、应急救援能力（A22）、应急保

障能力（A23）等此阶段常见的评价指标外，本文增加了危机公关能力（A24）作为评价指标。这是因为风险事件发生后得当的危

机公关能降低事件的影响、削弱事件的危害，而错误的危机公关则会适得其反地扩大风险事件的不利影响。善后处理能力是指

对风险事件带来的后果进行评估，并在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恢复重建处理的能力。本文遴选了恢复重建能力（A31）、灾情评估能

力（A32）、总结完善能力（A33）等 3项具体应急管理能力要素作为评价指标。

2、基于未确知测度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模型

2.1总体建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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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的评价，既要考虑到各项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又要结合待评对象实际的能力表现，进行综合评价。总

体建模思路为：首先，运用未确知测度理论，构造未确知测度函数和每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程度专家评价矩阵、能力表现专家

评价矩阵；其次，构造专家权重向量，以各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程度专家评价矩阵、能力表现专家评价矩阵和专家权重向量为

依据，计算各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程度未确知测度值和能力表现未确知测度值；第三以各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程度未确知测度

值和能力表现未确知测度值为观测值，求取各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向量和能力表现评价矩阵。在此基础上，以各项一级指标的能

力表现评价矩阵和权重向量为依据，构建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综合评价模型。

2.2二级指标的未确知测度值确定

用 A1，A2，A3表示评价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的三个一级指标，记为 A=（A1，A2，A3）；设第 i项一级指标 Ai（Ai∈R；i=1，2，3），

下属 m 项二级指标 Ai1，Ai1，…，Aim，记为 Aij={Ai1，Ai2，…，Aim}（j=1，2，…，m）。用 bij表示二级指标 Aij的重要性程度观测

值；用 bij表示 Aij的能力表现观测值。设 C=（cl，c2，…，cK）为评价空间，其中 ck（k=l，2，…，K）为第 k个评语等级。

关于 Aij的重要性程度和实际的能力表现共有 G位专家参与评价，设 G位专家关于 Aij的重要性程度评分情况见表 2。eijg（j=1，

2，…，m；g=1，2，…，G）表示专家 g关于 Aij的重要性程度评分，且 eijg∈C：，即 eijg位于 C=（cl，c2，…，cK）内。

表 2 专家评分

二级指专家打分
评分

专家 1 专家 2 … 专家 g

ai1 ei11 cil2 … ei1G

ai2 ei21 ci22 … ei2G

… … … … …

aim eiml eim2 … eimG

每位专家对 Aij重要性程度的评分不尽相同，即每位专家使 Aij的重要性程度处于各评语等级的程度有所差异。设专家 g 使

Aij的重要性程度处于第 k 个评语等级 ck的程度为σjjgk=σ（cijg∈ck），则σijgk为专家 g 对 Aij的重要性程度的未确知测度，专家

g对 Aij的重要性程度的未确知测度向量为：

那么：

以上为 Aij的重要性程度专家评价矩阵。

设 G位专家的综合可信度为 ，那么 G位专家在评价 Aij的重要性程度和实际能力表现时的专家权重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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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若关于 Aij的重要性程度的专家评价矩阵 已知，关于 Aij重要性程度的专家权重向量为 aij，则令：

那么，Aij的重要性程度未确知测度值由下式计算：

类似地，可得到 Aij的能力表现未确知测度值：

式中， 为 Aij的能力表现评价向量， 。显然，对越大，说明该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实际能力

表现）越高（好）。

2.3一级指标 Ai的评价矩阵和权重向量构建

一级指标 Ai下属各项二级指标 Aij的重要性程度未确知测度值 bij、能力表现未确知测度值 的观测值不同时，使 Ai处于各

评语等级的程度也不相同。设 bij使 Ai的重要性程度、 使 Ai的能力表现处于第 k 个评语等级 ck的程度分别为、 （其中，

i=1，2，…，6；j=1，2，…，m；k=1，2，…，K），则 和 分别为 Ai的重要性程度和能力表现的未确知测度。

Ai的重要性程度未确知测度向量为：

Ai的能力表现未确知测度向量为：

那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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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0）为一级指标人的重要性程度评价矩阵。

式（11）为一级指标 Ai的能力表现评价矩阵。

以 Ai的重要性程度的未确知测度 为依据，运用嫡权法计算 Aij对于 Ai的权重 ：

那么，Ai1，Ai2，…，Aim对 Ai的权重向量 Wi为：

2.4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

关于 Ai的能力表现评价矩阵 已知，Ai关于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的权重向量也已知。令：

式中， 为 Ai的综合评价向量；Ai的综合未确知测度值由下式计算：

式中，Mi表示旅游应急管理能力一级指标 Ai的评价值。Mi值越大，表示评价对象的该项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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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的综合评价

一级指标 Ai的综合未确知测度值 Mi已知，当 Mi的观测值不同时，旅游应急管理能力 A 处于各评语等级的程度也不相同。设

Mi风使 A处于第 k个评语等级 ck的程度为θik（其中，i=1，2，…，6；j=1，2，…，m；k=1，2，…，K），则θik为旅游应急管

理能力 A的未确知测度。

A的未确知测度向量为：

称：

式（18）为 A的评价矩阵。

以θik为依据，运用熵权法计算人对于 Ai的权重λi：

那么，一级指标 Ai对于 A的权重向量λ为：

令：

式中，θ为旅游应急管理能力 A的综合评价向量，A的综合未确知测度值由下式计算：

式中，Qi表示旅游应急管理能力 A的评价值。Qi值越大，表明评价对象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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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恩施自治州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

3.1恩施自治州地方政府旅游发展概况

恩施州地处鄂西南，是一个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近年来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两圈一带”

等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使恩施州的旅游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2016 年全州接待游客 436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00.48

亿元，占全州总 GDP的比重达 40.8%[21]。然而，风险与发展并存。本文选择以恩施自治州为案例研究对象，对其旅游应急管理能

力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期为该州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借鉴。

3.2数据采集与专家权重

本文从重要性程度和能力表现两个方面，设计了针对上述指标体系的调查问卷。其中，重要性程度的评语为五个级度，分

别为一般、较重要、重要、很重要、极其重要；能力表现评语为五个级度，分别为很差、差、一般、强、很强。在前期调研过

程中，向恩施州旅游委员会正科级以上领导职务工作人员发放问卷 13 份（具体包括旅游委主任 1 人、副主任 3 人、纪检组长 1

人、副调研员 1人、各科室负责人 7人），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13份。

对每位参评专家的权重，本文根据职务、学历和旅游行业管理任职年限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由于 13位专家在学历方

面差异较小（均为大专或本科学历），同时职位较低的正科级专家的行业任职年限长而职位较高的副处级以上专家的行业任职

年限反而较短。因此，每位专家的专家综合可信度确定为参评专家人数的倒数 ，从而每项指标的专家权重向量均为

。

3.3未确知测度函数构建

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和能力表现评价均采用五级量化法，即两者评价集均为{cl，c2，c3，c4，c5}，即 I、II、III、IV、V 级，

分别表示重要性为一般、较重要、重要、很重要、极其重要；能力表现很差、差、一般、强、很强（表 3）。根据单指标测度函

数的定义和表 4中对旅游应急管理能力指标重要性和能力表现评分分级与赋值情况，构建单指标测度函数（图 1），以便求取各

类旅游应急管理能力一级指标的测度值。

图 1 二级指标重要性程度、能力表现单指标测度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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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二级指标重要性程度和能力表现评价分级与赋值

分级
赋值

重要性程度 赋值 能力表现 赋值

I级(c1) 一般 1 很差 1

II级(c2) 较重要 2 差 2

III级(c3) 重要 3 一般 3

IV级(c4) 很重要 4 强 4

V级(c5) 极其重要 5 很强 5

3.4各级指标未确知测度值确定

根据单指标测度函数（图 1）和式（1）-（7）求得每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和能力表现的未确知测度值见表 4。将表 4

中所确定的各二级指标的未确知测度值输入单指标测度函数（图 1）和式（8）-（11），得到各项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矩阵；根

据式（12）-（13），求得各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向量。在此基础上，根据式（14）-（16），得到了各项一级指标的未确知测度

向量和综合评价值（表 5）。将表 4中所确定的各二级指标的未确知测度值输入单指标测度函数（图 1）和式（8）-（11），得

到各项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矩阵；根据式（12）-（13），求得各项一级指标的权重向量。在此基础上，根据式（14）-（16），

得到了各项一级指标的未确知测度向量和综合评价值（表 5）。从表 5可见，在三方面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上，能力由弱到强依

次为：A3＜A1＜A2。

表 4 二级指标专家未确知测度值

指标 重要性程度 能力表现

A11 3.308 3.462

A12 3.769 3.615

A13 3.923 3.846

A21 3.923 3.846

A22 4.077 3.769

A23 4.154 3.615

A24 3.923 3.692

A31 3.615 3.462

A32 3.692 3.538

A33 3.846 3.769

平均值 3.823 3.661

表 5 恩施自治州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结果

一级指标
未确知测度向量

综合未确知测度值 排序
c1 c2 c3 c4 c5

A1 0 0 0.339 0.661 0 3.661 2

A2 0 0 0.266 0.734 0 3.73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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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0 0 0.397 0.603 0 3.603 3

3.5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综合评价

通过表 5中已知的各项一级指标的综合未确知测度值，

根据式（17）-（22），求得恩施州地方政府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综合评价值为 3.670，即该州地方政府的旅游应急管理能

力处于“一般”和“强”之间。

3.6评价结果分析

从 10项二级指标的评价结果来看，对恩施州地方政府重要性程度较高的二级指标依次为：A23、A22、A21、A24、A13，即应急保

障能力（4.154）、应急救援能力（4.077）、应急决策指挥能力（3.923）、危机公关能力（3.923）和应急预案（3.923）。由

表 4可知，应急保障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两项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评价值远高于平均值 3.823，处于“很重要”和“极度重要”两

个评价级度之间，可见该两项指标对于恩施州地方政府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非常重要。此外，应急决策指挥能力、危机公关能

力和应急预案这三项指标的评价值相同，均大于平均值，三者重要性程度相当，处于“重要”和“很重要”两个评价级度之间。

在能力表现方面，恩施州地方政府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的 10 项二级指标的评价值均在 3-4 之间，即均处在“一般”和“强”

评价级度之间，表明该地区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表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由表 4 可知，A11、A31、A32、A23、Al2，即信息管理能

力（3.462）、恢复重建能力（3.462）、灾情评估能力（3.583）、应急保障能力（3.615）和风险预警能力（3.615），这五项

指标的能力表现评价值均低于平均值 3.661，所以恩施州地方政府在这五项二级指标上的实际能力表现相对较弱，需要加强。

综合来看，10项二级指标中应急保障能力 A23，重要性程度最高，但实际能力表现却相对较弱。可见，恩施州政府需要加强

在旅游应急保障能力，以便在风险来临时能够提供有力的保障。从一级指标的评价结果来看，由弱到强依次为：A3＜A1＜A2，即

在面临旅游风险时，能力最弱的为善后处置能力（3.603），其次是预防监测能力（3.661），能力最强的是应急响应能力（3.734）。

就综合评价结果而言，该州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综合评价值为 3.670，即总体水平介于“一般”到“强”评价级度之间，可见该州

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还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本研究针对预防监测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善后处理能力三方面，遴选了共 10项二级指标，建立了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并采用未确知数学方法，从各项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和实际能力表现两个方面，构造了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模型。

采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湖北恩施州地方政府旅游应急管理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总体上看，该州的

旅游应急管理能力介于“一般”到“强”之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10 项二级指标中，应急保障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重要性

程度最高，而该州相对较弱的能力分别为信息管理能力、恢复重建能力、灾情评估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风险预警能力。其中，

表现较弱的应急保障能力重要性程度最高，应予以格外重视。在旅游产业成为该州重要支柱产业并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恩施州

旅游发展中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因素也不断增加。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面提升该州的旅游应急管理能力，有效防

控各类旅游风险，保障广大游客的切身利益，促进该州旅游业和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2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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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恩施州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现状，必须建立全过程的旅游应急管理体系，全面提升提高其旅游应急管理能力。同时，针

对该州旅游应急管理能力的薄弱之处，如应急保障能力，加大投入力度。首先，应完善旅游风险预警体系，提高应急预案的针

对性，切实增强预防监测能力。根据不同的旅游风险类型，综合运用科学和技术手段，预先设定旅游风险预警指标，并通过捕

捉收集相关预警信息，判断旅游风险可能发生的时期以及造成的危害等，为相关部门有效开展先期处置、发布相关预警信息提

供有力保障。同时，恩施州地方政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等更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变动情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及时修订、更改和完善应急预案，进一步提高旅游风险应急预案的针对性，提出针对何种旅游风险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预案措

施，使之能够指导具体的旅游风险应急实践。其次，加强相关组织间合作互动，抓好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切实提高旅游应急保

障能力。应建立起全民动员、积极参与的旅游应急处置立体网络。鼓励非政府机构、志愿单位、志愿者等的加入，给予下级县

市级政府部门财力、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做好组织内的协调、与公众的协调和与媒体的协调工作。恩施州政府及各县市政府

应把旅游风险应对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设立针对不同旅游风险的专项准备金，并按照“县市政府筹资为主、上级补助投资

为辅、部门全力支持、社会各界捐助”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强化旅游应急投入保障，切实提高旅游应急保障能力。第三，结合地

方实际，构建山区道路交通应急机制，提高公众及游客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恩施州境内道路崎岖、山高坡陡，国道省道及乡

村道路的交通条件都十分复杂，沪渝高速公路恩施段具有桥梁多、隧道多、长下坡多、地质情况复杂，极易因山体滑坡、危岩

体崩塌或客货车违章驾驶酿成翻覆、坠毁等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恩施州针对这一特殊地形位置，应在平时加强道路防护墙、

反光凹凸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建立覆盖县、乡、村的不定期日常巡查网络和交通事故应急处置网络。应将加强公众和游

客的安全教育作为应急工作的重点，可利用全州主流媒体和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体开设公共安全知识专栏，并积极在景区内宣传

应急救援基础知识，将防灾应急知识印成手册免费发放到公众和游客手中，并积极开展“5·12”防灾减灾宣传日等活动开展现

场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汝亮，杜军平.多 Agent的旅游突发事件预警系统[J].智能系统学报，2009，4（5）：441-445.

[2]陈 安，周 丹.应急管理中的评价研究综述[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5）：66-70.

[3]魏淑艳，尚 蕾.辽宁省社会风险管理能力评价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07，（6）：72-75.

[4]郝 琪，贾元华.公路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J].交通工程与安全，2010，（220）：189-192.

[5]许振宇.基于盲数的信息混沌条件下应急管理能力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1，（22）：52-55.

[6]韩 颖，岳贤平，崔维军.气象灾害应急管理能力评价[J].气象科技，2011，39（2）：242-246.

[7]周 威.旅游风景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价研究[D].武汉：湖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8]王 伟.我国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模型的构建[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5，11（9）：120-125.

[9]刘 涛.主题公园旅游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研究[D].厦门：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0]何雅琴，李 杰.城市突发公共事件交通应急响应级别评价指标体系[J].公路交通科技，2012，29（6）：116-121.

[11]冯领香，冯振环.京津冀都市圈地震灾害脆弱性评价及城际差异分析[J].自然灾害学报，2013，22（3）：160-167.



11

[12]莫靖龙，夏卫生，李景保，等.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灾害应急能力管理评价[J].灾害学，2009，24（3）：137-140.

[13]耿松涛，陈文玲.旅游业面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32（1）：96-103.

[14]刘刚.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社区灾害风险脆弱性评价[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4）：102-108.

[15]徐选华，李 芳.重大冰雪灾害应急管理能力的评价——以湖南省为例[J].灾害学，2011，26（2）：130-137.

[16]宋英华.基于熵权模糊法的公众应急能力评价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12）：183-188.

[17]张苑秋，田 军，冯耕中.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的应急物资供应能力评价模型[J].管理学报，2015，12（12）：1853-1859.

[18]毕小玉，张靖岩，王佳.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建筑综合防灾能力评估体系[J].自然灾害学报，2014，23（4）：257-262.

[19]詹丽，张小月，阚如良.基于未确知测度的区域旅游风险危险性评价——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J].地域

研究与开发，2017，36（2）：68-73.

[20]田依林，杨 青.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建模研究[J].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2008，16（2）：200-208.

[21]恩施州统计局.2016年恩施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http：//www.esz.gov.cn/2017/0505/55428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