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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结构与集聚：耦合机理与演化特征

——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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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沿海地区是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地带，认清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交互的耦

合关系，对培育并形成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产业集聚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旅游

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体系、灰色关联模型、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以及灰色GM（1，1）模型，从时空演化角度揭示了中

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产业集聚之间互动关联和耦合协调的特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旅游产

业集聚发展和空间合理布局的新契机。研究表明，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之间存在

互动耦合、协调促进的作用关系，并表现为波动增长、稳定下滑和良性发展三个动态发展阶段，经历了相互适应、相

互作用与不断增强的耦合作用过程，而有效改变二者之间的协同模式和发展路径是推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

业效率提升和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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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经济

发展的重心和要点。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主攻

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改善需求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重点结构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

提出“调结构、促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旅游产业结构是区域旅游业发展进行资源配置，实

现旅游资源增殖的重要载体，其结构优化与转型升

级是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长期以

来，我国旅游产业在实现快速发展、规模集聚、产业

地位提升的同时出现了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效

益不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

展。因此，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将是

我国旅游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重大课

题。产业集聚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普遍现象和主要

形态，近年来我国许多省市将集聚发展作为旅游业

的重要发展战略，纷纷提出促进旅游产业集聚、增

强旅游产业集聚的区域竞争力，通过建立旅游产业

园、旅游产业集聚示范区，加快旅游景区、酒店等旅

游产业集聚区项目建设。如广东省早在 2006 年提

出“像发展工业园一样发展旅游产业园，推动旅游

产业集聚发展”，重点打造了梅州客天下旅游产业

园、湛江东海岛旅游产业园、佛山南海旅游产业园

等项目；2010年海南省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开局之

年提出建设精品旅游景区、主题公园、风情小镇等

旅游新产品，打造国际知名的旅游产业集群；2011
年福建省提出依托福州、厦门、武夷山等旅游中心

城市，构建四大旅游产业集群；2013 年江苏盐城加

快旅游景区、酒店集聚区项目建设，打造文化旅游

产业集聚区等等。实践证实，旅游产业集聚一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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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会带来集聚地及周边地区旅游经济的持续增

长、旅游投资的繁荣及产业的扩张，实现与旅游相

关产业的关联和协同，从而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优化。由此可知，旅游产业集聚发展是推动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

伴随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实践，学界关于旅游

产业集聚理论探讨及应用研究逐步深入和丰富。

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集聚的形成条件和

竞争优势［1］、竞争与合作关系［2］、旅游企业网络［3］和

旅游产业集聚合理性［4］等方面。以此为基础，国内

学者主要从旅游产业集聚的概念界定［5］、形成条件

和集聚机制［6］、结构类型［7］和竞争优势［8］等方面展

开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然而，从理论上梳理旅游

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相

对较为匮乏。王兆峰（2009）［9］将旅游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升级与竞争力评价纳入了产业集群的框

架，并在旅游产业集群概念的界定和旅游产业集群

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动力机制两方面实

现了较大的理论创新［10］。刘佳（2013）［11］提出旅游

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产业集聚提升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各自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

性，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在空间上带动旅游产业的集

聚发展，而旅游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对其产业结构

的优化和提升发挥着促进作用。总体来看，基于旅

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关系视角上的研究尚

有较大拓展空间，二者的耦合关系与协调模式等方

面的研究尚待深入展开。

沿海地区是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核

心地带，2013年沿海 11个省市区旅游总收入已超过

43000 亿 元 ，占 其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高 达

30.38%，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3.2%，旅游

产业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支

撑作用。同时，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

集群效应日趋显著，由 53个沿海城市构成的旅游产

业集聚带，其旅游总收入占沿海地区总量的比重高

达 60%以上，旅游外汇收入所占比重高达 70%以

上，并已形成沿环渤海、长三角和泛珠三角旅游产

业空间集聚格局。然而，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过

程中仍伴随着诸多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因此，认清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集聚之间的交互耦合关

系，对培育并形成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产业集

聚的良性互动、协调耦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

导意义。本文基于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

互动关联的视角，全面构建衡量旅游产业结构水平

和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

调发展度以及灰色关联、灰色GM（1，1）模型等理论

与方法，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系统研

究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产业集聚的要素关联、系统

耦合及其发展态势，从时空演化角度揭示旅游产业

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的互动关联与耦合协调

特征，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旅游产业集聚

发展和空间合理布局的新契机，有效把握二者之间

的协调关系和作用机制，为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

产业空间集聚发展和合理布局、旅游产业结构优化

与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耦合

协调发展的理论阐释

（一）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交互耦合

关系

旅游产业结构是指旅游经济各部门、各地区、

各种经济成分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构成与相互

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12］结构状况反映一个区域

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制约着旅游经济

发展的速度和水平。［13］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就是对处

在不同发展阶段旅游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之实现

产业的静态协调与动态均衡，提高产业素质，最终

达到能够合理地利用各生产要素，促进旅游产业的

发展目的，旅游产业的优化过程是产业结构合理化

与高级化的发展过程。［14］其中，合理化是指在现有

技术基础上旅游产业内各行业之间保持符合产业

发展要求的比例关系，即旅游产业内各行业之间有

较强的协调性、互补性及和谐的配合，从而实现整

个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15］；高度化则是指在旅游产

业结构合理化基础上，以技术进步为标志，充分利

用科技进步和社会分工的优势，使旅游产业结构不

断向资源深度开发、产出高附加值化的方向发展，

从而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的技术构成、旅游生产要素

的综合利用率和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旅游产业

与相关行业具有高度关联性，产业内部行业之间关

联作用更为突出，这决定了旅游产业集聚现象的客

观存在。旅游产业集聚是在特定地域空间内，以旅

游核心吸引物为基础，围绕旅游活动的六大要素所

形成的旅游企业及与旅游相关的支持企业和机构

彼此竞争与合作的具有创新力的产业发展模式［16］。

江汉学术·“都市（城市）圈与经济带效应”经济专题

··98



2015 年第 3 期 刘 佳，赵金金：旅游产业结构与集聚：耦合机理与演化特征

旅游产业集聚是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和旅游产业结

构调整的主要力量，由于旅游供给具有本地化刚性

的特点，其供给价值的实现高度黏附于空间维度和

时间维度，旅游业更依赖于本地市场容量［17］，因而

具有更强的集聚效应，具体表现为实现较强的规模

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是一种能够获得提高劳动生

产率和降低长期平均成本的系统力量，反映的是要

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一定地域空间上形成的

旅游企事业集聚体，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它们之间

能够进行优势互补，实现聚集的规模经济效应，产

生“1+1>2”的效果［18］；规模经济作用下产生降低成

本效应。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能够减少单个企事业

的市场拓展成本，信息索取成本将大大降低；易产

生区域旅游产业约定俗成的商业惯例，从而减小市

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19］，突出区域旅游竞争效

应。旅游企事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加剧了市场竞争，

在起激励作用的同时，增加区域旅游产业需求，提

高区域旅游知名度；提升区域品牌效应。旅游业不

是垂直型产业联系，而是横向性很强的产业联系，

客户系统的联系特别是口碑效应与品牌的传播对

旅游产业集聚和发展壮大非常重要。［20］大量的旅游

企事业集聚于一定的空间地域，植根于同一性、特

色性的地方文化，将逐步形成具有某一区域特色的

旅游产业，从而形成区域旅游产业集聚的品牌优

势，加强综合性网络联系效应。在旅游产业要素空

间集聚过程中，各类旅游企事业间的网络联系表现

旅游产业结构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 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

耦合：

旅游产业各部门比例关系协调、联系加强，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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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的交互耦合关系

为旅游产业链的纵向分工协作和横向联合。旅游

产业集聚为组建和延伸产业链以及促进旅游合作

提供了空间载体，激发产业创新和知识溢出效应。

旅游集聚使得旅游企事业通过基础创新和组织管

理创新，形成创新效应，并且旅游企事业间的紧密

联系使创新成果通过各种渠道溢出，从而整体获

益。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和旅游产业集聚最终

均使得旅游产业各部门比例关系协调、联系加强，

旅游产业竞争力得以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旅游产

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如图 1
所示：

（二）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协调发展

内涵

1. 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

自主创新是旅游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推动

着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演进和升级。［21］旅游产业

集聚所形成的创新效应，能够通过产品和技术、管

理模式和营销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在满足旅游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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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持续变化的同时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优

化。其中旅游产品和技术创新是集聚协同和知识

溢出的产物，在旅游产业集聚过程中，旅游企业可

以利用集聚区内特有的网络化优势，发挥其协同效

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使旅游产品和技术得到创

新，并保持集聚区域对外部关联的开放性，形成内

外合力推动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旅游产业的管理

模式创新通过改变旅游产业的产权经营模式，使得

旅游资源和环境得到保护，使产权主体利益得到保

护，旅游创新得以实现并扩散，从而促进旅游产业

结构的优化。旅游产业的营销模式创新通过改变

旅游产业的经营环境，优化旅游企业竞争环境，提

升游客满意度，促进旅游产业经营实力的提升和产

业优势的保持。旅游产业集聚能充分发挥区域品

牌效应、网络联系效应和降低成本效应，有利于旅

游业实现低成本市场拓展和整合营销，进而促进旅

游产业结构优化。

2. 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产业集聚快速发

展的推动

旅游产业结构在趋向合理化的过程中，各产业

部门的比例重新调整，以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内在

联系，结构合理化的重点在于明确主导旅游产业部

门，并通过加快旅游产业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

作，增强旅游产业链的关联度，使得旅游产业规模

迅速扩大，并在一定空间区域内形成高度集聚。由

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开发基础和开发环境存在差

异，在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过程中，形成了具

有不同功能定位、开发方向和发展重点的旅游开发

功能集聚区。同时，在旅游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

中，与旅游产业相关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也会进

一步影响旅游产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以及创新路径

的选择，从而加快旅游产业集聚发展。

3. 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

发展

旅游产业集聚是旅游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

一种地缘现象，也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高级

形式。同时，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能够进一

步促进旅游产业集聚的合理健康发展。协调发展

是系统或系统内要素之间在和谐一致、配合得当、

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

由无序到有序的总体深化过程。［22］协调发展度强调

的是整体性和综合性，结果是系统多个要素在和谐

一致、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的聚合协调发展程度。这

里的“发展”是系统运动的方向，“协调”则是系统对

这种行为趋势的有效约束和规定。［23］旅游产业结构

与旅游产业集聚构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旅游产业

经济运行系统，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的耦

合协调就是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和社会调控机

制，推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交叉融合与协同互

动，实现旅游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升级、旅游产业集

聚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统一。

三、评价体系、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可比

目标层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A

旅游产业集聚程度 B

准则层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A1

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A2

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A3

旅游产业规模集聚度 B1

旅游企业集中度 B2

旅游产业链关联系数 B3

旅游产业创新集中度 B4

权重

0. 3047

0. 2977

0. 3976

0. 4437

0. 3150

0. 1198
0. 1216

指标层

旅游企业个数A11

旅游人均收入A12

结构效果指数A21

高档饭店个数合理度A22

高弹性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A31

旅游创新能力A32

入境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A33

旅游产业固定资产区位商 B11

旅游产业就业人数区位商 B12

旅游总收入区位商 B13

旅游企业密度 B21

旅游企业多度 B22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 B31

旅游产业创新人员比例 B41

权重

0. 5059
0. 4941
0. 5107
0. 4893
0. 3202
0. 3388
0. 3411
0. 2929
0. 3747
0. 3324
0. 4753
0. 5247
1. 0000
1. 0000

表 1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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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获得性原则，这里分别构建旅游产业结构水

平（A）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B）的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1.旅游产业结构水平采用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A1）、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A2）、旅游产业结构高

度化（A3）三大准则层指标共同表征。其中，A1用旅

游企业个数（A11）和旅游人均收入（A12）加以反映，

A11 代表旅游企业规模，A12 为旅游总收入与旅游总

人次之比，反映旅游经济发展水平。A2用结构效果

指数（A21）和高档饭店合理度个数（A22）来反映，考

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A21运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

对入境旅游行业部门结构偏离状况加以反映，计算

过程为：依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上的分类标准，

将入境旅游划分为交通、住宿、餐饮、游览、购物、娱

乐、邮电通讯、其他服务等八大产业部门，设区域第

j个产业部门在基年期的入境旅游经济总量为 bj0，终

年期为 bjt（j=1，2，…，8）。同时，以 Bj0和 Bjt表示上级

区域基年期和终年期第 j个产业部门的入境旅游经

济总量，则结构效果指数 W =∑j = 1
n Kj0Bjt

∑j = 1
n Kj0Bj0

÷∑j = 1
n Bjt

∑j = 1
n Bj0

。

其中，Kj0=bj0/Bj0，为区域基年期第 j 个产业部门的入

境旅游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W越大，表示入境

旅游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越大，

入境旅游总体结构越好，结构对于入境经济增长的

贡献越大。A22反映区域星级饭店的等级结构，其基

本原则可参照国际上旅游发达国家的饭店结构比

例，即城市高、中、低档饭店分布基本保持在 1∶4∶5
的合理范围，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四、五星级高档

饭店个数占星级饭店总数这一比例与 1/10 差值的

绝对值来加以表征，它为负向指标，即其值越大，高

档饭店个数越不合理。A3 用高弹性收入占旅游总

收入比重（A31）、旅游创新能力（A32）、入境旅游收入

占旅游总收入比重（A33）来反映，A31为游、购、娱、邮

电通讯、其他服务等高级要素部门国际旅游收入之

和占国际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其值越大，旅游产业

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A32用区域旅游专利个数加

以表征，反映旅游技术进步。A33反映区域旅游创汇

能力。

2.旅游产业集聚程度（B）采用旅游产业规模集

聚度（B1）、旅游企业集中度（B2）、旅游产业链关联

系数（B3）、旅游产业创新集中度（B4）四大准则层指

标共同表征。其中，B1用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区位商

（B11）、旅游产业就业人数区位商（B12）、旅游总收入

区位商（B13）来反映，B11=（xij/xj）/（xi/x），xij表示第 j个
区域旅游产业固定资产，xi表示中国沿海地区旅游

产业固定资产，xj表示第 j个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x 表示我国沿海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额。B12=（yij/yj）/（yi/y），yij表示第 j个区域旅游产业就

业人数，yi表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就业人数，yj表示

第 j 个区域就业总人数，y 表示沿海地区就业总人

数。B13=（zij/zj）/（zi/z），zij表示第 j个区域旅游产业总

收入，zi表示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总收入，zj表示第 j个
区域国内生产总值，z 表示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

值。B2用旅游企业密度（B21）和旅游企业多度（B22）

来反映，B21=（aj/sj）/（a/s），aj 为区域 j 的旅游企业个

数，sj为区域 j的面积，a为沿海地区旅游企业个数，s
为沿海地区面积。B22=（bj/gj）/（b/g），bj为区域 j的旅

游企业个数，gj 为区域 j 总人口数，b 为沿海地区旅

游企业个数，g为沿海地区总人口数。B31为区域旅

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重，其值越大，旅

游产业链关联程度越高。B41=（cij/lij）/（ci/li），cij 为区

域 j旅游院校学生数，lij为区域 j旅游从业人数，ci为

沿海地区旅游院校学生数，li为沿海地区旅游从业

人数。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

1.综合指数评价模型

采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模型对我国沿海地区旅

游产业结构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进行量化测

算，计算公式为：

T =∑l = 1
q
β1∑i = 1

m WiZij （1）
式（1）中，T 为目标层指标指数值；βl为准则层

指标权重；l 为目标层所包含的准则层指标个数；

∑i = 1
q
WiZij 为准则层的指标指数值；m 为准则层 i 指

标所包含指标层的指标个数；zij为第 i个指标第 j个
样本的标准化值；wi为指标层的指标权重。

其中，在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之前，为消除

数据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对于正向指标，即越大越好型指标和逆向指标，

即越小越好型指标的处理公式分别为：

Zij = Xij -Ximin
Ximax -Ximin

（正向指标） （2）

Zij = Ximax -Xij

Ximax -Ximin
（负向指标） （3）

式（2）（3）中，xij 为第 i 个指标、第 j 个样本的

原始值，ximax、ximin分别为第 i个指标 2000—2011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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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此外，为保证指标权重确定的客观性和科学

性，本文拟采用均方差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具体

步骤如下：①计算随机变量均值：Pi = 1
n∑j = 1

n Zij ；②
计算均方差：σi = ∑j = 1

n (Zij -Pi)2 ；③计算指标 xi 权

重：Wi = σi∑i = 1
n σi

。根据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出旅游产

业结构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指标的权重（见

表 1）。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构建旅游产业结

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公式：

C ={ }(A ⋅B) ∕ [ ](A +B) ∕ 22 1 ∕ 2
（4）

其中，0≤C≤1，其值越大，两系统的耦合度越

大，即相互作用程度越强。但耦合度难以反映两系

统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尤其是在进行时空比较的

情况下，因此，进一步定义耦合协调发展度为：

D = C ⋅ T ，T = a ∗ A + b ∗ B （5）

表 2 耦合协调发展度的分级标准

式（5）中，D为耦合协调发展度，C为耦合度，T
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的综合评价指数，

a、b为待定系数，在此均取值为 0. 5。同时，采用均

匀分布函数法［24］来确定其分级标准（见表 2）。

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0—2011年我国沿海地区 11 个省

市区（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广东、广西、海南）的数据样本进行研究，各省

市区相关旅游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

鉴》（2001—2012 年）。各省市区土地面积、总人口

数、全社会就业人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第

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2001—2012年）。“旅游专利个数”指标数据来自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平台”，其以

“旅游”为“摘要”，以“某地”（如山东）为“地址”，以

“某时间”（如 2010年）为“公开（公告）日”，对已公布

的旅游专利信息进行检索。同时，受数据获取限制，

旅游企业个数、固定资产、就业人数分别仅选取了

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个数、固定资产、就业人数之和。

四、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

耦合特征及演化态势

1.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集聚各要

素关联特征

灰色关联模型常用来确定多个因子之间的影

响程度，或若干个因子对某一主因子的影响或贡献

的大小［25］。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两系统

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关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ξi( j)(t) =
minmin
i j ||Zx

i -ZY
j (t) + ρmaxmax

i j ||Zx
j (t)-ZY

j (t)
||Zx

i -ZY
j (t) + ρmaxmax

i j ||Zx
i (t)-ZY

j (t) （6）
式（6）中，ZiX（t）、ZiY（t）分别为 t 时间旅游产业

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各指标层指标的标准化值；ρ
为标准化系数，一般取值为 0.5；ξi（j）（t）为 t时间的

关联系数。将关联系数按样本数 k（在此，k=12）求

其平均值可以得到一个关联度矩阵，它们中数值的

大小可以反映出旅游产业结构中哪些因素与旅游

产业集聚中哪些因素有密切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rij = 1
k∑i = 1

k ξi( j)(t) （7）
一般规定，当 0 < rij ≤ 0. 35 时，关联度为弱，两

个指标间耦合作用弱；当 0.35 < rij ≤0. 65时，关联度

为中，两个指标耦合作用中等；当 0. 65 < rij≤ 0. 85
时，关联度较强，两个指标间耦合作用较强；当

0. 85 < rij ≤ 1时，关联度极强，两个指标相互作用的

规律几乎一样，耦合作用极强。［26］在关联度矩阵基

础 上 分 别 按 行 或 列 求 其 平 均 值 ，即 公 式 为 ：

di = 1
l∑j = 1

1 rij ；dj = 1
m∑i = 1

m rij ，（i=1，2，…，l；j=1，2，…，

m）。根据 di 和 dj 大小可以选出旅游产业结构对旅

游产业集聚最主要的胁迫因素和旅游产业集聚对

旅游产业结构最主要的约束因素。

由表 3 可知，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

产业集聚各个指标之间的关联度绝大部分处于中

D
协调等级

D
协调等级

0-0. 09
极度失调

0. 50-0. 59
勉强协调

0. 10-0. 19
严重失调

0. 60-0. 69
初级协调

0. 20-0. 29
中度失调

0. 70-0. 79
中级协调

0. 30-0. 39
轻度失调

0. 80-0. 89
良好协调

0. 40-0. 49
濒临失调

0. 90-1. 00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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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至较强的等级。其中，最小值为 0. 470，表明沿

海地区旅游收入中高弹性收入比重与旅游产业创

新人员比例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最大值为 0. 795，
表明沿海地区结构效果指数与旅游企业多度关

联作用最强。此外，根据各指标关联度的均值可

知，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各指标与旅游

产业集聚程度系统的关联作用程度较均匀，处于

0. 590—0. 690 之间，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耦合

作用为中等或较强，其中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与

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关联作用最强；而沿海地区

沿海地区 rij
A11

A12

A21

A22

A31

A32

A33

均值

B11

0. 7449
0. 7658
0. 6017
0. 7630
0. 6372
0. 5005
0. 7051
0. 6740

B12

0. 5574
0. 6911
0. 7044
0. 5550
0. 7049
0. 6126
0. 6269
0. 6360

B13

0. 5733
0. 5432
0. 7167
0. 5261
0. 6658
0. 5532
0. 7576
0. 6194

B21

0. 5112
0. 6007
0. 7375
0. 5285
0. 7561
0. 6159
0. 5849
0. 6193

B22

0. 5442
0. 5032
0. 7951
0. 5632
0. 7483
0. 6401
0. 6526
0. 6352

B31

0. 6438
0. 6029
0. 6530
0. 6208
0. 6976
0. 6640
0. 7053
0. 6554

B41

0. 6636
0. 6829
0. 6211
0. 6860
0. 4695
0. 5416
0. 7132
0. 6254

均值

0. 6055
0. 6271
0. 6899
0. 6061
0. 6685
0. 5897
0. 6779
0. 6378

沿海 C
沿海D

2000
0. 908
0. 660

2001
0. 974
0. 782

2002
0. 985
0. 754

2003
0. 998
0. 730

2004
0. 992
0. 743

2005
0. 998
0. 700

2006
0. 993
0. 673

2007
0. 962
0. 661

2008
0. 982
0. 636

2009
0. 971
0. 548

2010
0. 934
0. 593

2011
0. 947
0. 587

表 4 2000-2011年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发展度

表 3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各指标的关联度矩阵

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各指标与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系

统的关联系数处在 0. 619—0. 674 之间，与旅游产

业结构水平的耦合作用也为中等或较强，其中与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关联度最大的指标为旅游产业

规模集聚度。

2.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耦

合协调的演化特征

由表 4 可知，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

游产业集聚的耦合度 C 值均在 0. 9 以上，表明两大

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较强，这里进一步引入耦

合协调发展度对二者作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2000年以来，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呈现动态

波动变化态势，总体上表现为小程度下降的趋势，

耦合协调发展度类型经历了 2000年初级协调、2005
年中级协调，以及 2010年、2011年的勉强协调，表明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的协调发

展态势并不稳定。究其原因，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

构水平和集聚程度呈现反向变化特征，结构水平由

2000 年的 0. 279 波动上升至 2011 年的 0. 480，集聚

程度则由 2000年的 0. 680下降到了 2011年的 0. 247，

可知在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集聚发

展水平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能力，旅游产业集聚程

度有待大力提升。同时，根据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度指数，将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

聚的耦合协调关系具体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

一，波动增长期（2000—2004 年）。2001 年，二者之

间耦合协调发展度达到高峰，为 0. 782，处于中级协

调状态，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沿

海地区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机遇。2001 年沿海地区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值为 0. 4860，旅游产业集聚程度

值为 0. 7684，二者均处于极值点。2003年突如其来

的“非典”，使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影

响，旅游产业结构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呈

现下滑现象。但沿海地区积极落实国家有关扶持

旅游业的各项规定和政策，并且采取了一系列适合

当地实情的措施，2004 年旅游业发展开始复苏，旅

游产业结构与集聚的耦合协调发展度也比上年有

所提高。第二，下滑期（2004—2009年）。2005年禽

流感疫情的爆发和国际油价上涨，以及 2008年的国

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业发展产生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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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对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旅游产业集聚

程度的提高，以及两者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

的负面影响。第三，良性发展期（2009—2011 年）。

2009 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及各省市相继出台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系列相关政策。2010年“全国

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年”全面启动，中国旅游商品博

览会在浙江义乌隆重召开，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

中国旅游产业节在天津举办，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

的举行等，这些均为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一些沿海省份

和地区积极探索推进旅游产业集聚区的建立和发

展，如福建三明市泰宁县的“海峡旅游（泰宁）产业

园”、浙江宁波的“梁祝文化产业园”、江苏无锡灵山

的“佛教文化产业园区”等。因此，该阶段沿海地区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产业集聚程度均有所回升，二

者之间的耦合协调进入了良性发展时期。

就沿海地区各省市而言，如表 4 和图 2 所示，

2000—2011 年 间 ，耦 合 协 调 发 展 度 的 最 大 值 是

0.841，为良好协调状态，而最小值是 0. 493，为濒临

失调状态。河北、江苏、浙江、山东旅游产业结构与

旅游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发展度逐年上升，发展势

头较好；天津、上海、广东、海南旅游产业结构与旅

游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则呈逐年递减的趋

势；辽宁、福建、广西则处于波动变化中。

图 2 沿海各省市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

的耦合协调发展度

3.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耦

合协调的发展态势

本文进一步采用 GM（1，1）灰色预测模型，以

2000—2011 年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

集聚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指数为样本，对二者之间的

耦合协调态势进行预测和分析。首先，设原始数列

为：X
(0) ={ }X

(0)(1), X (0)(2), ⋯, X (0)(n) ，对原始数列做一次

累加生成，生成新序列为：

X
(1) ={ }X

(1)(1), X (1)(2), ⋯, X (1)(n) ，

其中 X
(1)(K) =∑i = 1

k X
(0)(k) ，（k=1，2，…，n），则 GM

（1，1）模型相应的微分方程为：dx
(1)

dt
+ αx(1) = u ，其中

α 为发展系数，u为内生控制系数。其次，利用最小

二乘法求出参数 α 与 u的值：[ ]α，u
T = ( )BTB

-1
BTYn ，

其中，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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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而 求 解 微 分 方 程 ，得 GM（1，1）预 测 模 型 为 ：

x̂
(1)(k + 1)= é

ë
ù
û

X
(0)(1)- u

α
e-αk + u

a
，（k=0，1，2，…，n）；（6）

建立原始序列模型：x̂
(0)(k + 1)= x̂(1)(k + 1)- x̂(1)(k) ，（k=1，

2，…，n）。当 k=1，2，…，n 时，x̂
(0)(k) 是原始数据序

列 x
(0)(k) 的拟合值；当 k>n时，x̂

(0)(k) 原始序列的预测

值。再次，对灰色预测模型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

检验等，判断检验模型是否具有可行性，若检验均

能通过，则可以用所建立的模型进行预测，否则进

行残差修正。

根据预测模型的检验与结果可知，预测模型参数

为：a=0. 032581，b=0. 822447，x（k+1）=-24. 583443exp
（-0. 032581*k）+25. 243384，对当前模型的评价为：

平均相对误差（ Δ̄）值为 2.4079，达标；均方差比值

（c）为 0.2958，预测精度为好；小误差概率（p）值为

0.9167，预测精度为合格。由此可知，灰色 GM（1，
1）预测结果均通过模型检验，即所建模型可以用来

对后期进行预测。由图 3 可知，未来 4 个时刻预

测值分别为 0. 5507（2012 年）、0. 5330（2013 年）、

0. 5159（2014 年）、0. 4994（2015 年），表明中国大陆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的耦合协

调发展度出现了下滑态势，两者由 2011年的勉强协

调，到 2015年将面临濒临失调状态。因此，沿海地

区应采取有力措施，改变旅游产业结构系统与旅游

产业集聚系统的耦合路径，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江汉学术·“都市（城市）圈与经济带效应”经济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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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耦合

协调发展趋势

五、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

聚耦合与协同发展对策

1. 基于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促进旅游产业结构

升级优化

首先，充分利用旅游产业集聚网络，联合开发

旅游产品，打造旅游产品体系，发挥其规模经济效

应和降低成本效应，逐步推进旅游产品开发的模块

化。2000—2011年间，沿海地区旅游产业创新人员

比例与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系统的关联系数为0. 6254，
为中等强度的耦合作用，应抓住旅游产业集聚为旅

游产业技术创新提供重要的支撑这一条件，推动旅

游创意产品的开发，提高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加

快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经营的信息化建设，挖掘旅游

产业集聚网络的产业创新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沿

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其次，引导旅游

产业集聚的管理和营销模式创新，促进旅游产业结

构升级优化。沿海地区应利用旅游产业集聚中激

烈竞争与密切合作相结合的独特结构，推进沿海地

区多方参与的旅游产权经营模式，使旅游产业集聚

的竞争效应得以有效发挥。2000—2011 年间，沿海

地区旅游产业链关联系数与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系

统的关联系数为 0. 6554，关联作用较强，应推动旅

游产业发展的网络合作，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集聚的

网络联系效应，推进旅游产业链延伸，优化旅游产

业部门组织结构，创新管理模式。同时，沿海各区域

应对外统一旅游形象，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联合营

销，加强旅游营销手段与策略的创新，打造区域旅

游品牌，促进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2. 依托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引导旅游产业集聚

健康发展

首先，明确旅游产业区域定位，打造功能清晰、

分工明确的沿海旅游产业集聚区域。旅游产业结

构在升级优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旅游市场需求

的变化，带动新的旅游产业链，因此沿海地区应调

整策略，打破产业界限，构建高度分工、密切合作的

一体化生产体系，进行旅游资源整合、要素整合和

市场整合，重点打造三大沿海旅游产业集聚区。环

渤海滨海旅游区通过整合区内资源，大力发展以滨

海观光、休闲度假、避暑疗养、文物古迹、体育、民

俗、会展等滨海旅游产品为主导的旅游产业；长三

角地区应依托发达的区域经济和城市化水平，重点

开发以滨海都市、商务会展、海岛度假、休闲渔业、

邮轮、游艇等综合性滨海旅游产品为主导的旅游产

业；泛珠三角地区则应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大力

发展以滨海度假、主题公园、海峡旅游、风景观光、

生态旅游等滨海旅游产品为主导的旅游产业。其

次，依托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形成整合开发、功

能互补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依托旅游产业结构

合理化和高度化带来的优势，沿海地区应整合旅游

产业区域要素，实现功能互补；打破行政区划，以旅

游交通为廊道，旅游区（点）为节点，构建旅游资源

区域体系。按照沿海城市不同的旅游功能组合，对

各滨海旅游区进行开发定位：环渤海地区构建辽东

半岛滨海休闲旅游区、环渤海西岸滨海港口与休闲

度假旅游区、山东半岛滨海风景旅游区、长山群岛

岛屿休闲度假旅游区；长三角地区构建北部滨海生

态旅游区、中部滨海都市旅游区、南部滨海风景旅

游区、舟山群岛岛屿休闲度假旅游区；泛珠三角地

区构建东部滨海休闲文化旅游区、中部滨海文化与

都市旅游区、西部滨海生态与休闲旅游区、海南岛

休闲度假旅游区。以天津、上海、广东为三大核心

增长极，统筹协调环渤海、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

层次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构建“一带、三

圈、多极”的旅游产业总体空间格局，促进了沿海地

区旅游产业集聚区的合理健康发展。

3. 加快推进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耦

合协同发展

首先，发挥沿海区位优势，完善市场调节机

制。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长

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

的地区之一，泛珠三角地区是我国外向依存度最高

的经济区域，即我国沿海各地区均具有良好的区位

优势。因此，沿海地区应借助良好的地理区位，形

成“大旅游”环境，推动旅游大资源、大产业链、大产

业带、大市场发展；加强旅游企业的主体意识，即旅

游企业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积极主动应对局

势；培养沿海地区多元化市场需求，沿海旅游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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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开发荒岛及海底探险旅游、体育健身旅游、

生态旅游、深海垂钓旅游、游艇旅游等新型产品，以

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旅游需求，重点发展游艇休闲

和邮轮旅游，丰富和优化我国沿海地区旅游产品与

结构。其次，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构建多元调

控机制。沿海地区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产业政

策引导，促进旅游产业集聚及其升级；应积极开展

旅游项目的深度开发，加速沿海旅游产业集聚的融

合发展；应充分运用价格等杠杆机制，促进沿海旅

游产业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应完善旅游精品标准，

推进其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同时，创新沿海地区

旅游人才引进政策，建立良好的旅游人才机制，重

视旅游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旅游专业人才结构。旅

游基础设施在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与旅游产业结构

优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应积极推进旅游交通体系

建设，依托沿海港口群，形成海上交通走廊；以同三

高速公路和沿海铁路干线等为主体，结合区内高速

公路与铁路支线，构建陆上交通走廊；以大连、青

岛、上海、杭州、广州、厦门、深圳、三亚等国际机场

为枢纽，形成空中交通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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