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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协调视角下旅游效率与经济

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

———以江苏省为例

轩　 源１ꎬ２ꎬ周年兴１ꎬ２ꎬ杨虹霓１ꎬ２

(１.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 　 基于耦合协调视角ꎬ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 １３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ꎬ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探索性空

间数据分析等方法ꎬ研究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两系统间时空耦合协调特征与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旅游效

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具有相似的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ꎬ但在时间路径背后经济发展呈两极分化的态势ꎬ旅
游效率南部地区存在空间溢出现象ꎬ北部地区弹性波动. ②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耦合协调关系ꎬ并通过

其耦合协调特征划分出Ⅰ、Ⅱ、Ⅲ、Ⅳ ４ 级子群类型. ③在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中ꎬ经济因素作用力相对

较强ꎬ旅游效率因素主要受规模效率影响ꎬ而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发挥最大影响力ꎬ并结合以上分析对 ４ 类子群

提出对策建议. 通过对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研究ꎬ以期为提升地区旅游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ꎬ推
进全域旅游进程提供科学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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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　 源ꎬ等:耦合协调视角下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以江苏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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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发挥着促就业、惠民生ꎬ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作

用[１]ꎬ而旅游效率是衡量旅游经济主体利用资源能力及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得到总剩余最大化的重要标

尺[２] . 目前ꎬ国内外学者围绕旅游与经济发展开展了丰富研究. 在研究内容上ꎬ主要关注旅游产业结构[３－６]、
旅游消费类型[７－９]、旅游专业化程度[１０－１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二者之间的关系[１３－１９]ꎬ而在亟需旅游业提质增

效的历史时期ꎬ关于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仍较为匮乏. 在研究尺度上ꎬ多以单一时间序列[１６]

或空间截面[１８]等一维尺度研究旅游业与经济发展ꎬ以二维立体的时空尺度为视角的研究较少. 在研究方法

上ꎬ以向量自回归模型[９]、协整与因果检验[８]、动态面板模型[１０] 等模型建构ꎬ以及以相关系数[１６]、弹性系

数[１７]、灰色关联度等[１８－１９]等计量分析方法为主ꎬ而将揭示元素内在关联机理的耦合协调模型与表现时空动

态特征的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相结合进行旅游业与经济发展研究较少. 基于以上认识ꎬ本研究以江苏省

为例ꎬ采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其 １３ 个地级市的旅游与经济相关数据ꎬ构建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ꎬ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综合探究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特征ꎬ揭示当

前旅游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状态及模式ꎬ针对发展阶段特征提出对策建议ꎬ为新时期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

水平的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结合有关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成果[２０－２１]ꎬ基于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可比性

等原则ꎬ分别构建了国内旅游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ꎬ旅游效率系统包含

旅游投入与旅游产出 ２ 个要素层[２１－２２]ꎬ经济发展水平系统包含发展规模、发展结构和发展层次 ３ 个要素

层[２０ꎬ２３] . 通过参考相关研究及主成分分析对指标进行筛选ꎬ最终形成的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为避免年际

价格间的误差引起结果的偏差ꎬ使旅游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测算具有可比性[２４]ꎬ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通过价

格平减指数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文中涉及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与

统计年鉴ꎬ地图数据为江苏省行政区划矢量图.
表 １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旅游效率

经济发展水平

旅游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额 / 万元
　 　 旅行社数量 / 个
　 　 酒店数量 / 个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 万人

旅游产出
　 　 旅游总收入 / 亿元
　 　 旅游总人数 / 万人

发展规模
　 　 人均 ＧＤＰ / 元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 元

发展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 ％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 / 元

发展层次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１.２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首先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ＤＥＡ)进行投入产出的效率评价ꎬ根据 ＤＥＡ
模型方法可知ꎬ其中得出的的旅游综合效率反映的是江苏省旅游资源配置、利用和规模集聚等效率ꎬ数学

公式详见文献[２５－２６]ꎻ其次ꎬ通过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计算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ꎬ通过熵权法确

定评价指标的权重ꎻ再次ꎬ通过 ＴＯＰＳＩＳ 法利用逼近理想解的技术确定评价对象的排序ꎬ数学公式详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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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２７－２８]ꎻ最后借鉴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ꎬ将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

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ꎬ定义为旅游效率－经济发展水平耦合ꎬ并引进协调性元素进一步表征两个系

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性ꎬ以反映在耦合基础上协调状况的优劣程度ꎬ计算公式详见文献[１８] . 江苏省作为经

济大省和旅游强省ꎬ旅游效率的提高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协调并进ꎬ故本文的待定参数取 α＝β＝ ０.５.
１.３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ꎬ揭示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等特征ꎬ主要分为全局自

相关和局部自相关两种. 其中ꎬ全局空间自相关从整体上刻画区域间的空间分布模式ꎬ反映空间邻接或空

间邻近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性[２９]ꎬ局部空间自相关则从总体上衡量区域间的空间关联性ꎬ验证局部

区域存在的空间异质性. 本研究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度量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整个研究区域

的空间分布特征ꎬ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系数探索这二者在子区域上与其邻近位置同一属性元素的相关程

度ꎬ并通过空间关联局域指标(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ＬＩＳＡ)、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等进行表示ꎬ计算

公式详见相关文献[２９] .
１.４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可用于识别不同因素对空间分异决定力大小的工具ꎬ前提制约条件少ꎬ使用于地理

学、环境科学等学科领域ꎬ其模型如下[３０－３１]:

ＰＤꎬＵ ＝ １－ １
ｎσ２

Ｕ
∑
ｍ

ｉ ＝ １
ｎＤꎬｉσ２

ＵＤꎬｉꎬ

式中ꎬＰＤꎬＵ是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影响因子 Ｄ的探测力值ꎬ值越大说明该因素对耦合协调空

间分异的影响越大ꎻｎ为研究区域样本数ꎻｍ为次级区域个数ꎻσ２
Ｕ 为整个区域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

合协调度的方差ꎻσ２
ＵＤꎬｉ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

２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法ꎬ分别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旅游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

度(表 ２)ꎬ旅游效率基于自然间断点的分类方式划分出低效型、中低效型、中高效型和高效型ꎬ经济发展水

平则划分出低水平型、中低水平型、中高水平型和高水平型.
表 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旅游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７

市域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经济发展水平
综合评价指数

南京市 ０.９２９ ０.９９６ ０.９３３ ０.７３４
无锡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１７
徐州市 ０.５７５ ０.６２７ ０.９１３ ０.１９７
常州市 ０.７９９ ０.８２３ ０.９７１ ０.６６２
苏州市 ０.９７３ １.０００ ０.９７３ ０.７８８
南通市 ０.４６４ ０.４８２ ０.９６３ ０.３６３

连云港市 ０.５９６ ０.７４４ ０.８３４ ０.１３９
淮安市 ０.５２６ ０.６３４ ０.８４８ ０.１４３
盐城市 ０.３８７ ０.４１５ ０.９４２ ０.１７７
扬州市 ０.８５８ ０.９０４ ０.９４９ ０.３４４
镇江市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１１
泰州市 ０.５２１ ０.７２０ ０.７３５ ０.２６９
宿迁市 ０.３８５ １.０００ ０.３８５ ０.０１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 １３ 个地级市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处于中上水平ꎬ其中无锡市和镇

江市各项均为 ＤＥＡ 有效. 综合效率中南京市、常州市、苏州市、扬州市的值均在 ０.７００ 以上ꎬ属高效型ꎬ徐
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泰州市和宿迁市的值均在 ０.６００ 以下ꎬ其中宿迁市的综合效率最

低. 技术效率中ꎬ南京市、徐州市、常州市、连云港市、淮安市、扬州市、泰州市和宿迁市技术效率值均在

０.６００ 以上ꎬ仅南通市和盐城市位于 ０.５００ 以下ꎬ属技术效率低效型. 规模效率中ꎬ大多数均为高效型ꎬ仅宿

迁市远低于其他地级市.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 １３ 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两极分化明显ꎬ
—２７—





轩　 源ꎬ等:耦合协调视角下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以江苏省为例

其中无锡市、苏州市、南京市和常州市均在 ０.６００ 以上ꎬ镇江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介于 ０.５００
至 ０.６００ 间ꎬ属中等水平ꎬ其余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较低ꎬ其中宿迁市的指数为 ０.０１７ꎬ远低于

其他地级市.
２.１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

江苏省旅游综合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南高北低状态. 具体来看ꎬ旅游效率以南部地区的苏州

市、无锡市、常州市、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为主ꎬ逐渐形成集聚规模效应ꎬ北部地区的旅游效率值较低ꎬ但
未形成集聚趋势. 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以南部地区的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南京市为核心ꎬ高效

型集聚且形成规模效应ꎬ而北部地区以宿迁市、连云港市和淮安市为核心ꎬ徐州市、盐城市和泰州市为外围

形成低效型集聚.
２.２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间路径

２.２.１　 时间路径上空间关联特征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空间正相关. 借助 ＧｅｏＤａ 软件对江苏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旅游效率与

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进行测度ꎬ并进行显著性检验(图 １) .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全

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均为正值ꎬ说明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ꎬ即邻域城市间呈现高值或低

值集聚ꎬ且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各年度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正态统计值分别在 １％与 ０.１％条件下显著.
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强度大于旅游效率且集聚趋势逐年加强.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旅游效率的全

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在 ０.３００ 至 ０.６００ 的区间范围内宽幅震荡ꎬ而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分布在

０.６００ 至 ０.７５０ 区间内ꎬ空间关联强度均大于旅游效率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此可见ꎬ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

水平虽均呈空间正相关ꎬ但旅游效率在时间路径上并没有较强的趋势性ꎬ相较之下经济发展水平则展现出

更强的邻域空间集聚趋势.

图 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

Ｆｉｇ 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７

２.２.２　 时间路径上空间跃迁分析

本研究选取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７ 年两个时间节点上的江苏省旅游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为指标进行局部空

间自相关分析ꎬ运用空间可视化和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表现时间路径上的空间跃迁[３２] .
旅游效率高值区与低值区时空跃迁特征不同ꎬ高值区呈现溢出效应ꎬ低值区则为水平波动. 结合图 ２(ａ)

和图 ２(ｂ)可以看出ꎬ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常州市受邻近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ꎬ开始融入江苏省南部旅游效率

高值区ꎬ而江苏省中部与北部城市的旅游效率则在低、中低、中高等值域范围变换徘徊. 通过图 ２(ｅ)可以发

现仅有泰州市与扬州市位于第二、四象限ꎬ与邻域单元反向增长ꎬ江苏省南部地区则集中在正向协同增长的

第一象限ꎬ而北部地区集中在负向协同增长的第三象限. 此外ꎬ在跃迁过程中没有一个城市脱离所在象限ꎬ也
说明江苏省旅游效率的区域结构较为稳定ꎬ但从路径移动趋势来看ꎬ第一象限各市数值提升且向高值集聚ꎬ
第三象限各市横向波动ꎬ移动方向不一ꎬ也印证了图 ２(ａ)与图 ２(ｂ)的现象.

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空间极化发展特征ꎬ高值区与低值区在空间集聚作用下往两极发展. 结合图 ２(ｃ)
和图 ２(ｄ)所示ꎬ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ꎬ经济发展水平高值区集中在江苏省南部且较为稳定ꎬ而江苏省北部低值

区慢慢集聚且范围逐渐扩大. 通过图 ２(ｆ)可以发现仅有泰州市与邻域单元反向增长ꎬ正向协同增长集中出现

在江苏省南部地区ꎬ而负向协同增长现象集中出现在江苏省北部地区. 此外ꎬ从路径移动趋势来看ꎬ经济发展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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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正向协同增长的第一象限各市具有明显互相带动提升趋势ꎬ而负向协同增长的第三象限各市则具有明

显互相带动走低现象.

图 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及时空跃迁路径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７

２.３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从江苏省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来看(图 ３)ꎬ总体上江苏省南部地区的耦

合协调度较高且呈集聚扩散态势ꎬ江苏省北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但呈波动上升. ２００５ 年耦合协调度为

优良的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呈双核结构分布在南部地区ꎬ至 ２０１１ 年南部开始出现集聚现象ꎬ双核逐渐通

过“传帮带”向外扩散ꎬ镇江市和常州市加入优良耦合协调行列ꎬ至 ２０１７ 年耦合协调度优良的城市明显集聚

在南部地区ꎬ中部和北部地区耦合协调度虽然较低但波动上升ꎬ唯有宿迁一直处于低耦合协调状态.

图 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

Ｆｉｇ ３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７

参考相关研究[３３－３４]并结合组间差距大、组内差距小的原则构建四级子群的评定标准对江苏省旅游效

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进行分类(表 ３)ꎬ其中Ⅰ级子群为优良协调ꎬⅡ级子群为基本协调ꎬⅢ级子

群为濒临失调ꎬⅣ级子群重度失调. 通过比较整理 ２００５ 年与 ２０１７ 年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数值及所属等

级ꎬ可以发现Ⅰ级子群成熟稳定ꎬ达到Ⅰ级子群的城市能够实现旅游效率与经济的累积循环ꎬ不易迅速下

降和衰退ꎬ２００５ 年位于Ⅰ级子群的南京市、无锡市和苏州市至 ２０１７ 年仍保留在Ⅰ级子群内ꎻⅡ级子群较

易突破ꎬ一旦找到时机起飞ꎬ旅游或经济就可自动持续增长走向成熟ꎬ２００５ 年位于Ⅱ级子群的常州市和镇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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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市均借力区位优势和后天发展实现了飞跃突破ꎬ至 ２０１７ 年加入Ⅰ级子群ꎻⅢ级子群富有弹性ꎬ需要寻求

新的增长点ꎬ２００５ 年位于Ⅲ级子群的众多城市中仅有扬州市把握机会积极发展旅游产业ꎬ经济发展水平

也逐年提高ꎬ成功进入Ⅱ级子群ꎻⅣ级子群底端波动ꎬ此类城市有一定旅游资源和投入ꎬ但未能较好带动经

济的协同发展ꎬ宿迁市的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都始终位于Ⅳ级子群ꎬ
陷于发展困境而难以突破.

表 ３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等级标准及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市域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ｇｒａｄ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７

子群类型 等级 耦合协调度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Ⅰ级子群 优良协调 ０.６~１.０ 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 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镇江市

Ⅱ级子群 基本协调 ０.５~０.６ 常州市、镇江市 扬州市

Ⅲ级子群 濒临失调 ０.３~０.５ 徐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扬州
市、盐城市、泰州市

徐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
市、泰州市

Ⅳ级子群 重度失调 ０.０~０.３ 宿迁市 宿迁市

　 　 注:加下划线市域为发生等级跨越的城市.

３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３.１　 影响因素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ꎬ结合江苏省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

平的实际情况ꎬ选取旅游技术效率、旅游规模效率、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发展结构、经济发展层次作为探测

因素. 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探测因子进行空间分类并对自变量进行分层ꎬ运用地理探测器计算出各探测因

子对耦合协调度影响能力值及主导交互因子(表 ４) .
由表 ４ 可知ꎬ从单因素角度来看ꎬ经济发展规模(０.９０６)、经济发展结构(０.９２９)和经济发展层次

(０.８３８)等经济发展因素是影响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发展的主导因素. 而旅游效率层面的旅游

技术效率(０.３２８)与旅游规模效率(０.６４２)对二者的耦合协调的影响力相对较弱ꎬ其中旅游规模效率的影

响能力大于旅游技术效率ꎬ说明在提升旅游效率上更应注重旅游规模的适度性ꎬ在合理发挥旅游规模效应

的同时防止规模过大、发展冗余. 从交互因素角度来看ꎬ两两交互因素对二者耦合协调的决定力最大ꎬ其
中ꎬ主导交互因子为旅游技术效率∩经济发展层次(０.９９８)、旅游规模效率∩经济发展规模(０.９９６)ꎬ说明

经济与旅游效率的叠加发展是促进二者耦合协调的最优选择.
表 ４　 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旅游技术效率 旅游规模效率 经济发展规模 经济发展结构 经济发展层次

旅游技术效率 ０.３２８
旅游规模效率 ０.９５１ ０.６４２
经济发展规模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６ ０.９０６
经济发展结构 ０.９８４ ０.９３５ ０.９８２ ０.９２９
经济发展层次 ０.９９８ ０.８９４ ０.９３１ ０.９３８ ０.８３８

３.２　 对策分析

结合江苏省旅游效率、经济发展水平及此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ꎬ针对特征

各异的 ４ 级子群ꎬ提出科学适宜的对策. 对于Ⅰ级子群城市ꎬ如南京市、苏州市和无锡市等ꎬ其自身旅游效

率与经济发展已处于良性累积循环的自组织状态ꎬ应基于高值区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作用与经济发展的

空间集聚效应ꎬ辐射带动周边地区ꎬ以提高周边县市的综合发展水平. 对于Ⅱ级子群城市ꎬ应借力打力ꎬ把
握时机起飞ꎬ进入到Ⅰ级子群ꎬ如通过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的镇江市ꎬ以及通过经济带动旅游发展的常州

市. 但由影响因素分析可知ꎬ经济层面因素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的作用更大ꎬ常州市以发达的制造业经济

为基础ꎬ打造环球恐龙城等高质量旅游项目ꎬ以经济实力带动旅游发展并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ꎬ比镇江市

更早进入Ⅰ级子群且耦合协调程度也更佳ꎬ故Ⅱ级子群应积极借力自身的经济优势. 对于Ⅲ级子群城市ꎬ
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ꎬ且与经济高值区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ꎬ难以从传统产业中找寻带动经济发展的

增长点ꎬ而旅游产业不同于一般传统产业ꎬ时间路径上其低值区呈现波动发展特征ꎬ不会受限于经济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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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窠臼ꎬ富有弹性ꎬ是经济劣势区的最易弥补的产业短板. Ⅲ级子群城市应借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的

政策东风ꎬ从旅游产业中寻求带动耦合协调发展的可能ꎬ侧重提升旅游的规模效率ꎬ同时注意防止旅游盲

目开发、冗余发展带来的规模效率递减. 对于Ⅳ级子群城市ꎬ其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失调ꎬ始终处于

低水平位置波动徘徊ꎬ故应更注重旅游效率与经济的耦合发展ꎬ找寻两者之间的切合点ꎬ发挥旅游与经济

交互作用的最大影响力. 如宿迁市的旅游效率处于波动上升趋势ꎬ但经济水平却始终没有实现质的突破ꎬ
应把旅游发展的优势巧妙投入经济ꎬ相互扶持实现耦合ꎬ促进两者间的协同健康发展.

４　 结论

(１)在空间上江苏省的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似的南高北低格局ꎬ在时间路径背后经济发

展呈两极分化的态势ꎬ旅游效率则存在高值区集聚和空间溢出现象ꎬ低值区存在弹性波动的现象. 而旅游

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耦合协调关系且模式多样ꎬ江苏省存在优良协调、基本协调、濒临失调和重度失

调 ４ 类耦合协调关系模式.
(２)在影响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单因素层面ꎬ经济因素较旅游因素对二者的耦合协

调决定力更大ꎬ旅游效率中规模效率相对技术效率更为重要ꎬ当考虑交互作用时ꎬ经济与旅游效率的要素

叠加是促进二者耦合协调的最优选择.
(３)根据旅游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可将研究单元划分为 ４ 级子群. 成熟稳定的Ⅰ级

子群已处于良性累积循环ꎬ应加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ꎬ较易突破的Ⅱ级子群需积极发挥自身的经济优

势ꎬ借力打力实现起飞ꎬ富有弹性的Ⅲ级子群应乘政策东风ꎬ寻求旅游发展的可能性ꎬ提升规模效率ꎬ底端

波动的Ⅳ级子群应寻找旅游与经济发展的切合点ꎬ发挥旅游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最大影响力ꎬ实现耦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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