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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王镜，赛妍嫣，王敬恩

（郑州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省区市作为研究对象，从数字经济基础、数字经济产业、数

字经济业态创新 3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旅游市场规模、主要旅游企业、旅游

人力资本 3个维度构建旅游经济发展评价体系，进而构建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评价

指标体系，选取 2010—2019年的统计数据测算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研究

结果表明（1）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子系统整体呈现波动上升

的发展特征，且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略低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2）2010—2019年间丝

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省区市整体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等级属于勉强协调，总体呈

“M”型的增长态势；（3）四川、陕西和重庆属于协调等级且旅游经济滞后，云南、广西属

于协调等级且数字经济滞后，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属于失调等级。该研究对持续推进“数

字丝绸之路”倡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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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旅游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十四五”文化和旅

游发展规划中明确要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发展，加强文化和旅游数据资源

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强化数据挖掘应用，不断提升文化和

旅游行业监测、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以信息化推动行业治理现代化。事实

上，旅游发展中对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越来越重要和关键，旅游业和数字技术的

分离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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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7年提出要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

成 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倡

议的结合，是将数字经济引入丝绸之路发展的新战略选择。本研究通过分析丝绸

之路经济带沿线九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这对于客观认识各地

区现阶段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差异情况，进一步采取有效的优化措

施，缩小各地区差异，推进丝绸之路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发展，进而推动数

字丝绸之路倡议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在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相互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信息技

术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数字经济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路径等方面。研究发现，数

字技术在促进旅游业的供给与需求方面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数字技术的积极运用

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游客满意度[1]、促进旅游需求的增加[2]、强化旅游产品的价

价值共创[3]，对旅游业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4]。数字技术能改变旅游业的营销模

式，为旅游产业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发展战略[5、6]，创新旅游应用场景，使旅

游业形成去中心化、平台化和柔性化的全新组织结构，全面提升旅游产业效率[7]，

推动旅游业实现组织变革[8]。同时，数字技术也为旅游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冲击提供重要途径 9]，比如线上办公、虚拟导游[10]、虚拟旅游[11]等等。数字经

济发展对于旅游发展模式转变既是机会也是挑战[12]，数字技术的运用也会加速消

极评价和负面口碑的传播，对目的地旅游形象产生负面影响[13]。数字经济时代下，

以往学者总结了城市文旅融合[14]、旅游产业数字化[15]、、红色旅游资源数字化

保护[16]、智慧旅游[17]、文旅金融服务[18]、乡村旅游[19]等的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对乡村旅游影响的研究主题多为数字技术主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转

型，以及数字经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路径方面[20-22]。

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而直接将数

字经济发展与旅游经济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其耦合协调情况的研究较少，且缺乏使

用连续多年和多地区数据定量分析二者融合空间差异的研究。因此，研究数字经

济与旅游经济之间的耦合协同发展关系，对促进数字经济、旅游经济、以及二者

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作为研究对

象，测算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既能够丰富旅游数字化的研究视

角，又能在实践层面助力“数字丝绸之路”的战略建设。

1 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的耦合机理

作为目前极为重要的两种经济形式，数字经济和旅游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关

联、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



1.1 数字经济推动旅游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助推器”

首先，数字经济极大平衡了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供求问题。数字信息技术

和数字互动平台使得各种旅游资源、信息、反馈等突破时空的局限，即时、灵活

和共享的特点在旅游供求对接中逐渐凸显。旅游经济交易活动中，以旅游者为代

表的旅游需求方主导地位逐步建立，从以往的“供给主导”发展到当前的“需求主

导”，旅游需求得到更加精准、优质、个性化的满足。第二，数字经济从资源要

素配置方面改变了旅游经济产业链特征。数字经济背景下，旅游经济传统六大部

门之间各生产要素流通更加高效与智能，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更即时迅速，生

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旅游经济产业组织结构实现变革。同时旅游经济供给主

体通过大数据挖掘旅游需求者各类信息，有效运用在提升供给质量、做出精准的

经营决策等方面。第三，新型数字技术加速文旅产业融合新发展。数字技术的为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间的资源信息共享创造渠道，产业间壁垒被打破，融合效率

上升。数字技术也为文旅产品融合创新提供了支持，有效地刺激了文旅融合产品

需求的产生，丰富的产品内涵、传播渠道和表现方式被创造出来，提升了文旅融

合市场整体的供给质量。

1.2 旅游经济助力实现数字经济的融合可持续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中提到，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

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升，数据集成、平台赋能成为推动产业数

字化发展的关键。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规模约为 28.8万亿元，产业数

字化加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旅游产业所在的服务业一直

是产业数字化发展最快领域，2019年服务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

为 37.8%，同比提升 1.9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旅游经济发展带

来配套的基础设施，通信、网络等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基建逐步完善起来。同时，

旅游经济数字化发展作为数字产业化的推力之一，创造出虚拟旅游、“云旅游”、

旅游电子商务等一众新业态，旅游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

迅猛，都对数字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关系可以概括为，数字经济是旅游经

济产业组织结构变革、数字化转型发展、文旅进一步融合升级的“助推器”；旅游

经济则是渗透数字经济，通过各种新业态促进数字产业化发展，从而助力数字经

济发展，二者互为依托，协同发展。



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选取

2020年的《中国信息年鉴》中，对目前国内外数字经济测算方法进行了整

理，将较为官方的测算方法列出并分为了增加值测算和指数法两大类，见表 1。

表 1 国内外数字经济测度方法对比

国际机构的研究成果中，在数字经济的概念界定和理论体系构建方面较为成

熟，有大量相关的调查，为统计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国内机构的研究成

国内外数字经济增加值测度方法比较

机构 核算口径

国

际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OECD
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社会推进；创新性释放；增长和就业

美国商务部经

济分析局

BEA

数字媒体；电子商务；数字化基础设施

国

内

腾讯研究院 数字经济活动；数字政务活动；数字生活活动；数字文化活动

中国信通院

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制

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通信交换设备制造、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移动通信及终端设备制造、其他通信设备制造、广电节目制作及发射

设备制作、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公共软件服务、其他软件

服务；网络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中的数字部分。

国内外数字经济增长指数法比较

机构 指数名称 指标体系

国

际

世界经济论坛

WEF
网络就绪指数(NRI)

市场环境；政治环境；基础设施投入；个人

信息化；企业信息化；政务信息化；经济影

响度；社会影响度

国际电信联盟

ITU
ICT发展指数(IDI) ICT接入程度；ICT使用率；ICT人力投入

欧盟

EU

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

(DESI)

宽带使用状况；人力资本；互联网应用度；

数字技术应用度；公共服务数字化

国

内

中国信通院 数字经济指数(DEI) 先行指标；一致指标；滞后指标

赛迪顾问 数字经济指数(DEDI)
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产业指标；融合指标；

环境指标



果更有具体性，有一定创新性且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但缺点是缺少完善的理论框

架，指标间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和科学依据，有些指标虽是当下的热点，但并非具

备长期观测的可持续性和代表性，数据来源稳定性差。增加值的测算虽可以有效

测度数字经济发展体量，但操作性较差，在现有的宏观统计体系下，很难评估出

数字经济渗透传统产业所产生的增加值，测算较为困难。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在国内外已有方法和国内统计

分类的基础上，参照上述分析，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解为数字经济基础、数字

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业态创新 3个一级指标，进而分解为 26个二级指标。借鉴

旅游经济发展评价、旅游经济耦合相关研究基础上[23-29]，将旅游经济发展分解为

旅游市场规模、主要旅游企业、旅游人力资本 3个一级指标，进而分解为 13个

二级指标。最后构建出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

2.2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广西），研究时段为 2010—2019

年。三级指标的数据直接获取于 2011—202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家统计年

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局发布的地方统计年鉴和旅游统计年鉴、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国信息产业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年鉴》、国家

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信息年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等，对于部分缺失的样本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3 研究方法

3.1 熵值权重法

熵权法的核心原理是以指标中样本数据的无序性程度为依据，对评价变量进

行非主观性的赋权方式。由于各指标的差异系数可以通过信息熵进行客观度量，

从而可以有效避免主观赋权法的认知片面和主观随意等缺点[30]。首先，采用极差

法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第二步，采用熵值法依次算出该评价体系中各个变量下

的信息熵值；第三步，计算差异系数；最后，计算出各个评价指标相应的信息熵

权值。最终构建出的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各评价指标

的权重值见表 2。



表 2 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熵值权重

数

字

经

济

数字经济基础指标

电话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 部/百人 0.0203

移动电话基站 万个 0.0274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公里 0.0195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万个 0.0269

互联网普及率 % 0.0201

移动互联网用户 万户 0.0267

网页数 万个 0.0483

域名数 万个 0.0442

Ipv4地址数 万个 0.0315

数字经济产业指标

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数量 家 0.0604

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亿元 0.0713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0.0256

电信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0.0256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数量 家 0.0264

软件企业数量 家 0.0513

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0.0721

软件研发人员 人 0.0686

数字经济业态创新

指标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0.0139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占比 % 0.0164

企业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0.0353

企业电子商务采购额 亿元 0.0280

R&D研发机构数 家 0.0268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人年 0.0483

R&D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0.0588

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0.0619

专利授权数 件 0.0444

旅

游

经

济

旅游市场规模指标

国内旅游人数 万人次 0.0769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0.0789

入境旅游人数 万人次 0.0877

入境旅游收入 百万美元 0.0948

主要旅游企业指标
A级景区数量 家 0.0466

A级景区营业收入 亿元 0.1007



旅行社数量 家 0.0381

旅行社营业收入 亿元 0.0958

星级饭店数量 个 0.0474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 亿元 0.0613

旅游人力资本指标

旅游从业人员数量 人 0.0606

旅游院校数 所 0.1010

旅游专业学生数量 人 0.1102

3.2 综合评价指数

采用权重和指标加权求和[31]的方法，计算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两子系统的综

合评价指数。

3.3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度所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及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关联程度，而协

调度侧重衡量系统及要素间均衡发展、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关系状态。耦合度

只是系统间相互影响程度的反映，无法体现出不同体系间的协调水平[31]。因此需

要建立耦合协调模型来计算数字经济和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度，采用廖重斌[32]

的分布函数来确定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见表 3。

表 3 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32]

序号 协调度 协调等级 序号 协调度 协调等级

1 0—0.1 极度失调 6 0.5001—0.6 勉强协调

2 0.1001—0.2 严重失调 7 0.6001—0.7 初级协调

3 0.2001—0.3 中度失调 8 0.7001—0.8 中级协调

4 0.3001—0.4 轻度失调 9 0.8001—0.9 良好协调

5 0.4001—0.5 濒临失调 10 0.9001—1.0 优质协调

4 实证分析

4.1 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分析

使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出九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见图 1）和旅

游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见图 2）。



图 1 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均值

图 2 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水平

4.1.1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分析

通过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法计算出 2010—2019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数字经

济发展综合评价均值。由图 1 可知，2010—2019 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地

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保持在 0.31-0.35之间，呈现波动上升的总体趋势。

（1）根据阶段性变化特点可划分为三个时期：2010—2014年发展变化较小，

2014—2017年数字经济整体水平快速上升，2017—2019 出现小幅下降后继续缓

慢上升。

（2）四川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重庆数字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由图 2可

知，2010—2019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省区市呈现稳定发展的趋势，大部分

地区出现小幅度波动。重庆增速最快，呈现显著的持续上升趋势。九地区中四川

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数均值保持在 0.9以上，遥遥

领先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其他地区，且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这主要得益于四川经

济基础扎实，数字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信息产业优势明显，同时四川是传统重工



业大省，在政策明确引导下数字经济融合部分蓬勃发展。

丝绸之路九省区市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陕西和重庆的指数均值保持在 0.5

以上，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方面有一定基础，但在数字产业和业态创新方面与领先

的四川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云南和广西的指数均值介于 0.2-0.3之间，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四个地区的指数均值低于 0.2，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础

设施建设和政策导向等有很大关系。可以看出九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值差距大，地区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数字鸿沟。

4.1.2旅游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分析

由图 3 可知，2010—2019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省区市的旅游经济发

展综合评价值维持在 0.37-0.43的范围内，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有明显的

阶段性变化。

（1）根据阶段性变化特点可划分为三个时期：2010—2013年旅游经济快速

发展，2013—2014年出现明显的下降，2014—2018旅游经济恢复蓬勃发展，2018

—2019再次出现明显下降。

2010—2013年区域旅游处于起步阶段，各省份出台相应政策推动旅游发展，

旅游经济水平总体呈明显的上升态势。2013—2014年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是由

于 2013 年全国环境污染，尤其是雾霾问题严重，4 月 20日雅安地震以及 2013

年发现的禽流感，都给当年的全国旅游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打击。2014—2018年

智慧旅游持续推进，全国各地积极推动旅游在线服务、网络营销、网上预订、网

上支付等智慧旅游服务，旅游电子商务规模扩大，乡村旅游、全域旅游、旅游扶

贫、“旅游+”等开始成为热点，加上国家政策带动旅游供给侧改革，这一阶段的

旅游经济蓬勃发展。2019年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

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不少景区依赖的门票经济收入大幅下降，A级景区

整体收入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受到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大环境以及行业竞争和评定

标准的影响，2019年全国 8920家星级饭店全年营业收入达 1907.77亿元，同比

下降 8.75%。上述原因共同导致 2019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下滑。



图 3 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旅游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均值

（2）九地区中四川和云南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重庆、广西和陕西次之，

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较落后。

从图 4地区变化来看，四川和云南的旅游经济综合水平在 0.7左右，且整体

呈现上升态势。重庆 2014年前维持在 0.6以上，在此后波动幅度较大，有下降

的趋势，这可能与统计数据口径变化有关。陕西和广西的发展态势基本一致，旅

游经济评价值维持在 0.5左右。新疆、甘肃和青海的综合水平都低于 0.3，2010

—2019年间发展状态较稳定，宁夏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九省区市中最低，这

和该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致。

（3）总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之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且

这种不平衡随着时间推进有扩大的趋势，说明旅游经济当前发展情况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仍有很大距离。

图 4 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旅游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水平

4.2 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分析

4.2.1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时间演化分析

从图 5 耦合协调度均值来看，2010—2019 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数字经



济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保持在 0.5001-0.6的区间，耦合协调等级属于勉强协

调，总体呈“M”型增长态势。

（1）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使得

2010—2013 年耦合协调度明显上升，数值从 0.52 上升了 2.3%至 0.54，在 2013

年达到研究时段的第一个最高点。

（2）2014—2015 年耦合协调度较前几年有明显的下降，数值上下降了

1.97%。这主要是由于该时期全国环境污染、雾霾问题严重、地震及禽流感等给

当年全国旅游发展造成了巨大打击，2014 年的旅游发展水平较 2013 年下降了

2%，导致耦合协调度有所降低，2015年有所回升。

（3）2016—2018年三年间数字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飞速上升，二者耦

合协调度持续上升，数值上较 2013年上升了 3%，并保持稳定，达到 10年间的

最大值。表明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持续优化，这主要是缘于我国

“十二五”时期的旅游接待能力大幅提升，且更加重视旅游发展质量优化和数字化

转型融合发展。

（4）2019年由于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在数据上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数字经

济处于稳定状态，使得二者耦合协调度略有下降，但总体来看两大子系统的耦合

协调水平仍保持稳步发展趋势。

图 5 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

4.2.2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分析

表 4 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及滞后系统

省区
2010年 2019年

耦合协调度 协调类型 滞后系统 耦合协调度 协调类型 滞后系统

陕西 0.7166 中度协调 旅游经济 0.7184 中度协调 旅游经济

甘肃 0.3813 轻度失调 数字经济 0.3888 轻度失调 数字经济



青海 0.2426 中度失调 数字经济 0.2404 中度失调 数字经济

宁夏 0.1525 严重失调 旅游经济 0.1289 严重失调 旅游经济

新疆 0.4551 濒临失调 数字经济 0.4167 濒临失调 数字经济

重庆 0.6692 初级协调 数字经济 0.7377 中级协调 旅游经济

四川 0.8920 良好协调 旅游经济 0.9314 优质协调 旅游经济

云南 0.6278 初级协调 数字经济 0.6539 初级协调 数字经济

广西 0.6126 初级协调 数字经济 0.6431 初级协调 数字经济

从空间差异来看，表 4列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九个地区 2010年和 2019

年的耦合协调度、协调类型以及滞后系统。

（1）2010—2019年有 2个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等级类型在该时期内出现变化。

四川和重庆的耦合协调类型在该时期内上升至上一级耦合区间，四川的耦合协调

度从 2010 年的 0.8920上升至 2019 年的 0.9314，等级从良好协调上升至优质协

调。重庆的耦合协调度从 2010年的 0.6692上升至 2019年的 0.7377，等级从初

级协调上升至中级协调。

（2）其余 7 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等级类型在该时期内保持不变，2010—

2019年云南、广西始终处于初级协调状态，陕西始终处于中度协调状态，新疆

始终处于濒临失调状态，甘肃始终处于轻度失调状态，青海始终处于中度失调状

态，宁夏始终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

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五省区相对滞后，西南四省区市相对良好，这与数字经济、

旅游经济子系统发展的空间格局相吻合。

（3）在耦合协调发展进程中，若 U1>U2，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滞后于旅游经

济发展；若 U1=U2，表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较为同步；若 U1<U2，表明

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于旅游产业。通过耦合协调等级和滞后类型可以将样本地区分

为三大类：

第一类，处于协调等级且旅游经济滞后，包括四川、陕西和重庆。该类地区

数字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展基础完善，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达到了较高水平，

而旅游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今后应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的良好条件，充分

利用数字产业带动作用，促进旅游产业和数字经济的互动融合。

第二类，处于协调等级且数字经济滞后，包括云南、广西。该类地区旅游起

步较早，旅游经济发展较为成熟，数字经济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起步较晚，

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资源投入和数字化融合发展等方面不足。因此今后应重点从

加强旅游业对数字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加强相关政策扶持，增加数字资源投入

等方面提高数字经济水平。

第三类，处于失调等级，包括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这类地区数字经济



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最低水平，且样本期内四个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有

小幅度的下降。因此未来应对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发展赋予同等的重视程度，在

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市场拓展、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进行优化。同时加强跨区

域合作，积极引进丝绸之路其他先进地区的技术、资金、设备、人才和经验等优

势资源来促进自身的旅游经济发展和数字经济建设。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深入分析 2010—2019年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线九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

分析，主要总结出三大结论。

（1）从数字经济和旅游经济两大子系统各自发展情况来看，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九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子系统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特征，并

且数字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略低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这主要与数字经济发展起步

较晚有关。四川是沿线九省区市中数字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丝

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西南四省市基于经济基础、信息化建设、政策扶持、旅游资源

等方面的优势，数字经济和旅游经济各子系统发展处于较高水平，而西北五省区

市除陕西外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地区差距仍然很大。

（2）2010—2019年间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度保持在 0.5001-0.6

的区间，耦合协调等级属于勉强协调，总体呈“M”型增长态势，总体来看两大子

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仍保持稳步发展的趋势，未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陕西、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的耦合协调达到协调等级，青海、甘

肃、宁夏和新疆的耦合协调处于失调等级。除四川、重庆两地区的数字经济与旅

游经济耦合协调度等级在样本期内出现提高外，其余七个地区耦合协调等级未发

生法变化。陕西、宁夏、重庆和四川四个地区属于旅游经济滞后型，甘肃、青海、

新疆、云南和广西五个地区属于数字经济滞后型。

5.2 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九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缩小区域差距，提出以下四方面建议。

（1）针对云南、广西此类处于协调等级且数字经济滞后型的地区，应该加

强顶层设计，从升级信息基础设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扶持数字产业建设等方

面总体提升数字经济水平。同时数字产业要进行不断地技术突破与创新，提高数

字企业发展绩效，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等旅游业相关主体在践行国家战略时结



合当地资源优势形成区域发展特色，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从资金、

市场、人才等方面带动数字经济建设，形成数字经济与旅游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

机制。

（2）针对四川、陕西和重庆此类处于协调等级且旅游经济滞后型的地区，

要重点推进旅游数字化建设，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精准匹配旅游供需、提升旅游跨

界融合效率、助推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要争取实现数字

产业多渠道向旅游产业的功能转化，同时旅游业要高效地对接数字产业的建设成

果，通过旅游数字化实践来提高两产业的发展水平，继而进一步提高其耦合协调

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效益，形成良性的产业循环发展体系。

（3）针对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此类处于失调等级的地区，存在着数字

基础落后，旅游保障系统不够完善，产业处于粗放式发展，对于旅游经济和数字

经济融合发展还没有成熟的数字化平台。这些地区旅游资源开发都有一定的基

础，仍需进一步加大投资旅游地设施配套，提高交通便利性，吸引国内外的投资

注入，在优惠政策方面放大力度。同时要加大力度建设地区数字化网络，加大该

地区网络资源供给投入等来开发的保障体系。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在资金和政策方

面给予失调地区帮助，确保数字经济、旅游经济以及两系统融合协调发展有坚实

的物质支持和明确的发展方向。

（4）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发展理念，注重推进地区协同发展。九省区

市的政府相关部门要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积极制定推动产业发展的条例政

策，鼓励并扶持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对未达到协调等级的甘肃、青

海、宁夏和新疆四个地区进行政策扶持和导向，对已经达到协调等级但未实现两

系统同步发展的地区进行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支持。四川和重庆应借助数字经济的

发展优势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内新型的旅游方式和数字型旅游产品，在区

域内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从技术、设备、人才、经验等各方面带动失调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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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ourism Economy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ANG Jing，SAI Yanyan，WANG Jingen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nine provinces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digital economy foundation,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and

digital economy business form innovation, and the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tourism market scale, main

tourism enterprises and tourism human capital. Then,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ourism economy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10 to 2019 were selected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ubsyst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ub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ourism economy of the nine provinces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how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fluctuation and rise,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is slightly

lower than that of tourism economy; (2) From 2010 to 2019,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ourism economy of the nine provinces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s barely coordinated, and the overall growth trend

is "M". (3) Sichuan, Shaanxi and Chongqing belong to the coordination level with

lagging tourism economy, Yunnan and Guangxi belong to the coordination level with

lagging digital economy, and Gansu, Qinghai, Ningxia and Xinjiang belong to the

imbalance level. The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digital economy; tourism economy;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