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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层次分析法分析水族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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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水族民族文化传承现状进

行评价，将当前水族文化传承所面临的困难提出并进行分析，得

出影响民族文化传承原因的权重排序，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解决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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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水族民族文化传承现状为着眼点，对影响水族民族文

化传承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水族民族

文化传承现状进行评价，将当前水族文化传承所面临的困难提出

并进行分析，得出影响民族文化传承原因的权重排序，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解决措施。

一、研究方法

（一）评价方法的选取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建立在系统理论基础上可以有效

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通过判断矩阵标度将准则层与准则层、准

则层内部各因子之间引用合适的标度判断定量化，可以用来确定

影响水族民族文化传承因素的权重排序。将层次分析法用于研究

水族传承现状，对水族民族文化传承现状分析的研究层次化。根

据研究的特殊性和所要达成的目标，在对水族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的分析应用过程中，主要包括评价指标的选取与层次结构的建立、

层次结构表的构建、各因素相对权重计算及一致性检验、排序和

结果分析。

（二）指标选取与评价层次结构的建立

根据调查当地水族人民对文化传承的所思所想，结合当前水

族民族文化传承的现状，主要从外来文化冲击、经济方面、民族

文化自身方面和相关单位影响 4 个方面选用 12 个指标因素建立了

水族民族文化传承现状评价层次结构：目标层（A），即水族民族

文化传承现状评定量价体；准则层（B），包括外来文化冲击（B1）、

经济方面（B2）、民族文化自身影响（B3）以及（B4）相关单位影响；

指标层（C），选用了 12 个因素（C1-C12）为具体的评价指标。

二、数据分析

（一）标度及层次结构表

1. 标度

引用标度方法，将两个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其中标度及含义

为 1 说明两者同等重要、3 说明其中一者略微重要、5 说明其中一

者明显重要、7 说明其中一者强烈重要、9 说明其中一者极端重要，

而 2、4、6、8 分别为上述 1 和 3、3 和 5、5 和 7、7 和 9 判定值

的中间值。

2. 根据评价指标构建层次结构表

分析可能影响水族民族文化传承的指标，构建评价层次结构

表，其中目标层为 A 水族民族文化传承现状；准则层有 B1 外来文（包

含因素 C1 汉化、C2 潮流服饰、C3 先进思想）、B2 经济（包含因

素 C4 人口流失、C5 地理位置、C6 无相关特色产业）、B3 民族文

化自身影响（包含因素有 C7 民族节日氛围淡薄、C8 民族文化认同感、

C9 传统工艺面临断层）、B4 相关单位方面（包含因素有 C10 政策影响、

C11 执行力、C12 关注度）。其中此次分析最高矩阵阶数只有四阶，

因此矩阵阶数为 3、4 的 R*I 分别为 0.52、0.89，根据相应的判断

矩阵阶数，确定相应矩阵的 R*I 值。

（二）各因素相对权重计算

1. 构造判断矩阵

引用标度方法构造判断矩阵得到表 2-1。

表 2-1　B-B 判断矩阵

目标层 B1 B2 B3 B4

B1 1 3 5 2

B2 1/3 1 5/3 2/3

B3 1/5 3/5 1 2/5

B4 1/2 3/2 5/2 1

2. 准则层因素（B1-B4）对目标层 A 的重要程度

选择方根法求评价因素权重向量近似值 ω′i
ω′i= （ ）1/n（i=1，2，…，n）

则：ω′1=2.340，ω′2=0.780，ω′3=0.468，ω′4=1.170

3. 将评价因素权重向量近似值 ω′i，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评

价因素权重向量 ωi。，

ωi= （1，2，…，n）

则：ω1=0.4918，ω2=0.1639，ω3=0.0984，

ω4=0.2459

4.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λmax

λmax=

（Aω）1=1.9673，（Aω）2=0.6558，

（Aω）3=0.3935，（Aω）4=0.9837，

则 λmax=4.0002，

W=（0.4918，0.1639，0.0984，0.2459），

一致性指标为：  C*I= =6.67×10-5

查得 R*I=0.89，则 C*R= = =7.49×10-5 ﹤ 0.1，
满足一致性。

5. 指标层各因素（C1-C12）对所属准则层因素（B1-B4）的相

对重要度

引用标度方法得四组判断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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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判断矩阵

B1-P 判断矩阵 B2-P 判断矩阵

B1 P1 P2 P3 B2 P4 P5 P6

P1 1 4 1 P4 1 3 5

P2 1/4 1 1/4 P5 1/3 1 5/3

P3 1 4 1 P6 1/5 3/5 1

B3-P 判断矩阵 B4-P 判断矩阵

B3 P7 P8 P9 B4 P10 P11 P12

P7 1 4 6 P10 1 1 3

P8 1/4 1 3/2 P11 1 1 3

P9 1/6 2/3 1 P12 1/3 1/3 1

由 表 2-2 的 四 组 判 断 矩 阵 数 据 计 算 可 得， 四 组 判 断 矩 阵

λmax 均为 3，四组判断矩阵 W 分别为：

W1=（0.4444，0.1111，0.4444），C*R=0 ＜ 0.1，满足一致性。

W2=（0.6522，0.2174，0.1304），C*R=0 ＜ 0.1，满足一致性。

W3=（0.7059，0.1765，0.1176），C*R=0 ＜ 0.1，满足一致性。

W4=（0.4286，0.4286，0.1428），C*R=0 ＜ 0.1，满足一致性。

6. 排序

B1 对 A 权重：0.4918*（0.4444，0.1111，0.4444）=（0.2186，

0.0546，0.2186）

B2 对 A 的权重为：0.1639*（0.6522，0.2174，0.1304）=（0.1069，

0.0356，0.0214）

B3 对 A 的权重为 0.0984*（0.7059，0.1765，0.1176）=（0.0695，

0.0174，0.0115）

B4 对 A 的权重为 0.2459*（0.4286，0.4286，0.1428）=（0.1054，

0.1054，0.0351）

由数据得各因素的权重排序，见下表 2-3。

表 2-3　水族民族文化传承现状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排序
分层 权重

A 水族民

族文化传

承现状

B1 外来文化

C1 汉化 0.2186 1

C2 潮流服饰 0.0546 7

C3 先进思想 0.2186 2

B2 经济

C4 人口流失 0.1069 3

C5 地理位置 0.0356 8

C6 无相关特色产业 0.0214 10

B3 民族文化自

身影响

C7 民族节日氛围淡薄 0.0695 6

C8 民族文化认同感 0.0174 11

C9 传统工艺面临断层 0.0115 12

B4 相关单位方

面

C10 政策影响 0.1054 4

C11 执行力 0.1054 5

C12 关注度 0.0351 9

三、结果分析

结合水族文化传承现状，通过权重排序可知：

影响因素 C1 汉化与 C2 先进思想对于水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影

响占权重的 49.72％。根据实地调查得知水族人民知道有水文的存

在但大部分的人却不会书写，另外受外来先进思想影响的年轻人

更愿意接受外来文化，如 C2 的潮流服饰等，对此应整合资源，在

学校、图书馆等机构开设相关民族文化知识的课程，同时让有意

愿了解的游客也有机会进行学习，在促进水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

了解度的同时也能将水族文化传播出去。

针对 B2 经济可以建设线上线下的文化传播途径，线上的数字

博物馆可以运用（VR）技术让人们对水族文化产生兴趣从而到实

地进行参观体验，从而起到促进水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线下

文化传播的途径则是发展民族特色景区文化，并开展景区讲解民

族文化的站点，新增的岗位可优先供给本民族的人员从而缓解人

口流失。 

B3 民族文化自身影响与 B4 相关单位方面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的，相关单位方面可以加大对民族文化的宣传和对民族特色节日

的支持，增加民族节日的互动性使得游客能够参与其中，让游客

深入了解本民族节日的特点。将文化宣传与民族生活中结合起来，

利用信息的便利性将民族特色文化传出去，通过打造专属于本民

族的文化品牌增强游客前来参观游玩的意愿。地区经济的提高也

可以加大民族文化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力度，从而更好地发展民

族特色产业和避免特色工艺面临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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