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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协调的态势测度
及影响因素

王玉珍1，张启明1，邵玉辉2

摘 要: 为探寻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构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对我国

31 个省市 2013—2020 年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

示: ( 1) 研究期内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且体育产业的发展水

平高于旅游产业，整体属于体育产业发展超前型; ( 2)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关系较

差，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呈现省际差异明显、由东向西阶梯递减的特征; ( 3)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

业耦合协调度形成的标准差椭圆基本覆盖华东、华中、华北地区，中心位于华中地区，呈现由东

向西集聚性逐渐增强的特征; ( 4)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由

大及小依次为: 经济基础、消费能力、交通条件、生活水平、顶层设计、产业结构、城市发展。研

究从增强消费韧性激活市场潜力、完善交通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强化政府推动保障统筹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均衡发展 4 个方面提出优化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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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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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buil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entropy value method，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model，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etc．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 During the study period，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 ＇ s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on the rise，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tourism industry，which
is the overall leading type of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2 )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poor，and it is in a moderate imbalance stage，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vious inter provincial differences and decreasing steps from east to west． 3) The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formed
by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basically covers East China，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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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North China，and the center is located in Central China，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lly increasing
agglomeration from east to west． 4)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urn is as follows: economic foundation，consumption capacity，traffic
conditions，living standards，top － level design，industrial structure，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optimizing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from four aspects: enhancing consumption flexibility to activate market potential，improving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service level，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 ＇s promotion and guarantee of overall development，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industry; tourism industry; coupling coordination; situation measurement

自 2016 年《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
颁布 以 来，尤 其 是 在《全 民 健 身 计 划 ( 2021—2025
年)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擘画下，体育

与旅游的融合迎来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市场驱动发展

的新契机。体旅融合对体育产业转型、旅游消费升级、
经济提质增效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凸显。在新时代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探讨体育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

样态，是中国体育与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繁荣新时代体育与旅游事业的重要命题。学界有

关体育产业的研究开展较早，主要涉及产业发展趋

势［1］、内在逻辑［2］、治理模式与优化策略［3］ 等方面。
而有关旅游产业的研究主要涉及评价体系构建［4］、竞
争力因子评估［5］、发展潜力测评［6］、集聚与扩散的效

应评价［7］等方面。在产业融合层面，体育产业多聚焦

于与健康产业［8］，旅游产业多聚焦于与文化产业［9］之

间的研究。有关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关系的研究近几

年才被逐渐重视，主要涉及两个产业融合的时代价

值［10］、作用机制［11］、协同效应［12］等。现有成果存在以

下不足: ( 1) 在研究范畴上，有关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较少; ( 2)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

定性讨论为主，缺乏运用数学模型的定量分析; ( 3) 在

研究内容上，有关两个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

研究较少，且鲜有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相关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从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耦

合关系出发，在横向对比两个产业关联度的基础上，通

过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标准差椭圆对 2013—2020
年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运用 Stata14
软件中的 OLS 回归方程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

行研究。

1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1．1 研究方法

1．1．1 灰色关联分析法

灰色关联分析法常用于衡量不同产业指标在年度

曲线空间中的接近程度，计算结果越大表明不同产业

的关联性越强。运用此方法对与体育相关的产业进行

测度并排序，从微观的角度判断体育与旅游的关联程

度。计算步骤如下:

( 1) 设: X0 = { x0( k) | k = 1，2，…，n} 为参考序列，

X1 = { x0( k) | k = 1，2，…，n} 为比较序列，则关联

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ΔX= X0－X1 ( 1．1)

m1 = max ( ΔX) ( 1．2)

m2 = min ( ΔX) ( 1．3)

ε = m1 +
ρ m2

ΔX
+ ρ m2 ( 1．4)

( 2) 关联度的计算公式为:

ri =
1
n∑

n

i = 1
ξ( i) ( 1．5)

式中，ρ 为分辨系数，取值 0．5。
1．1．2 熵值法

为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准确、科学，采用熵值法

计算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综合指数，并通过划

分发展类型评价两个产业的发展水平( 见表 1) 。计算

步骤如下:

( 1) 标准化处理:

Zij =
Xij － min ( Xij )

max ( Xij ) － min ( Xij )
+ 0．001 ( 1．6)

( 2) 计算比重:

Pij = Zij /∑
n

j = 1
Zij ( 1．7)

( 3) 计算熵值:

ej = －
1
lnn∑

n

j－1
Pij ln Pij ( 1．8)

( 4) 计算差异系数:

gi = 1 － ej ( 1．9)

( 5) 计算权重:

wi = gi /∑
n

j－1
gj (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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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j 为原始数据，min Xij( ) 和 max ( Xij ) 分别

表示原始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表 1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关系类型表

综合发展水平 发展类型

体育产业得分=旅游产业得分 同步型

体育产业得分＞旅游产业得分 体育产业发展超前型

体育产业得分＜旅游产业得分 旅游产业发展超前型

1．1．3 耦合协调模型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计算耦合协调度，可以度量产

业之间或产业内部相关要素协调配合与良性循环的关

系，借此反映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作用水平的高

低。同时，通过耦合协调度等级与区间的划分，全面反

映两个产业耦合协调水平［13］( 见表 2) 。计算步骤如

下:

( 6) 计算耦合度:

C =
U1 × U2

U1 + U2( ) /2[ ] 2{ }
1 /2

( 1．11)

( 7) 计算协调度:

D = C × T( ) 2 ( 1．12)

T = α U1 + β U2 ( 1．13)

式中，C 为耦合度，D 为协调度，T 为 2 个产业的

综合评价值，α、β 为待定系数，分别赋值为 0．6、0．4。

表 2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表

得分 0～0．09 0．1～0．19 0．2～0．29 0．3～0．39 0．4～0．49 0．5～0．59 0．6～0．69 0．7～0．79 0．8～0．89 0．9～1

等级
极度 严重 中度 轻度 濒临 勉强 初级 中级 良好 优质

失调 失调 失调 失调 失调 协调 协调 协调 协调 协调

1．1．4 标准差椭圆

通过软件 ArcGIS10．8 中的标准差椭圆( SDE) ，从

中心趋势、聚集与离散、方向趋势分析我国体育产业与

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在标准差椭

圆的构成要素中，长半轴代表分布方向，其差距越大表

示数据的方向性越明显，反之则不明显; 短半轴代表分

布范围，越短则说明向心力越明显，反之则为离散。
1．1．5 OLS 回归方程

OLS 回归方程是将横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结

合起来，对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进行连续观测并得到

数据集，反映耦合协调度发展的影响因素。计算公式

如下:

yit = α + β1 x1，i + β2 x2，i + β3 x3，i + … + βn xn，i

( 1．14)

式中: yit 为耦合协调度，x1，x2 ．．．xn 为所选取的测

度指标，i，t 分别为横截面和时间维度。
1．2 指标体系

考虑到 数 据 的 准 确 性、可 获 得 性，本 研 究 采 用

2013—2020 年我国 31 个省份两个产业的面板数据作

为分析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旅游统计年鉴》、中国财政部网站、国家体育总局网

站、各个省市的体育会议公布，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

法补充完善。
1．2．1 耦合协调发展指标

遵循可靠性、相关性、有效性、可获得性原则，采用

频度分析、理论探讨、德尔菲法依次筛选指标和确定指

标体系。首先，以体育产业指标体系、旅游产业指标体

系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文献，分别获得 126 篇、

188 篇相关文献，通过频度统计，选择出现频度高的指

标形成第一轮指标。其次，采用理论分析法阐释体育

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内涵与要素，并对初选指标进行查

漏补缺，确定第二轮指标。如，借鉴姚松伯采用文化、
体育、娱乐业指标作为体育产业评价体系的内容［13］，

原因在于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统计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

不完善性，无法获得各个省市的体育产业相关指标，而

体育产业隶属于文化、体育、娱乐业，且体育产业的文

化内涵与娱乐性较强。最后，采用德尔菲法对体育旅

游、旅游和体育领域专家进行 3 轮咨询，最终确定包含

8 个二级指标、18 个三级指标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3) 。
1．2．2 影响因素指标

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对影响体育产业和旅游

产业发展的因素持不同态度［14－18］。本研究从经济基

础、产业结构、交通条件、城市发展等 7 个方面选取解

释变量、测度指标及含义( 见表 4) 。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2．1．1 关联度

筛选近十年国家政策中大力支持的产业融合发展

内容，选择旅游、文化、医疗、教育、传媒、科技、居民消

费水平与体育产业进行关联测度。故参考序列为体育

产业总规模( Y) ，比较序列为旅游产业总规模( X1 ) 、规
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 ( X2 ) 、卫生总费用

( X3 ) 、教育经费总投入 ( X4 ) 、传媒产业总规模 ( X5 ) 、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X6 ) 、科技成果登记数( X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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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类型

体

育

产

业

体育产业环境

体育产业效能

体育市场需求

体育社会建设

体育产业总规模( 亿元) 0．113 5 +
财政拨款( 亿元) 0．103 0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数( 个) 0．140 3 +
运动员获世界冠军数量( 个) 0．115 4 +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万人) 0．100 9 +
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数量( 个) 0．108 1 +
马拉松等级赛事数量( 个) 0．118 9 +
体育彩票销售额( 亿元) 0．102 7 +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m2 ) 0．097 2 +

旅

游

产

业

旅游产业规模

旅游发展环境

旅游社会建设

旅游产业效能

国内外旅游收入( 亿元) 0．094 5 +
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次( 万人次) 0．093 7 +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 ) 0．093 3 +
A 级景区密度( 个 /万 km2 ) 0．106 1 +
旅游搜索率( ) 0．129 3 +

旅行社密度( 个 /万 km2 ) 0．133 1 +

星级酒店密度( 个 /万 km2 ) 0．119 7 +

公共厕所密度( 个 /万 km2 ) 0．132 2 +
旅行社从业人数( 万人) 0．098 1 +

表 4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指标表

解释变量 测度指标 含义 预期影响

经济基础 人均 GDP( 元) 经济发展水平 +
消费能力 人均消费支出( 元) 居民消费能力 +
生活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居民生活水平 +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经济发展阶段 +
交通条件 旅客运输周转量( 亿人公里) 交通承载能力 +
城市发展 城镇化率( ) 城市发展水平 +
顶层设计 体育旅游政策数量( 件) 政府支持力度 +

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 见表 5) ，我国体育产

业与所选取指标的灰色关联度由大到小排序为: X7 ＞
X2＞X4＞X6 ＞X3 ＞X5 ＞X1，即体育与其他业态的融合度从

高到低排序为: 科技＞文化＞教育＞消费＞卫生＞传媒＞
旅游。其中，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度( 0．581 0)

位居 所 测 度 指 标 之 末，距 离 平 均 值 ( 0． 685 2 ) 相 差

0．104 2，数据表明体育、旅游两大业态的融合度较低。
源于体旅融合的口号虽已提出多年，却并没有真正走

入人们的生活中，财政拨款多用于运动员争金而较少

惠及体旅融合，且居民对体育旅游这一新兴产业知之

甚少。与之相反，科技产品在体育赛场、日常锻炼中频

繁亮相，通过文体结合发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已被有关

部门落到实处［19］，我国“体教融合”的口号提出后大量

的特色运动学校也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因此，相关

部门应积极探索促进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模式与优

化路径，并逐步加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

努力推动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达成以旅强体、以
体促旅。

表 5 我国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的灰色关联度表

X1 X2 X3 X4 X5 X6 X7

灰色关联度 0．581 0 0．716 8 0．624 3 0．712 3 0．601 6 0．712 1 0．848 6

2．1．2 综合发展水平

根据熵值法计算结果( 见表 6、表 7) ，我国体育产

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 1) 整体上，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呈上

升态势( 2020 年除外)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1．44 和

10．17 ，属于体育产业发展超前型。进一步分析发

现，2013 年两个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相差 0．003 4，但在

2014 年后差值逐渐拉大( 见图 1) ，源于 2014 年国家颁

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等相关政策，通过体制创新、多元主体培育、产业

布局改善等措施为体育产业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

图 1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对比图

( 2) 从省域视角看，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

龙江、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
广西、海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0 个省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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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及排名表

省份
得 分 排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3—2020 年

江苏 0．249 4 0．350 7 0．367 9 0．411 4 0．498 2 0．488 9 0．554 9 0．353 1 1
广东 0．291 1 0．275 3 0．306 8 0．328 0 0．389 8 0．433 0 0．459 2 0．320 5 2
北京 0．239 8 0．269 0 0．248 2 0．306 4 0．281 7 0．353 1 0．348 2 0．259 8 3
山东 0．157 8 0．211 1 0．222 9 0．237 1 0．355 5 0．349 1 0．370 7 0．273 2 4
浙江 0．167 0 0．161 3 0．202 4 0．215 4 0．250 6 0．364 7 0．369 9 0．243 4 5
福建 0．155 3 0．188 2 0．222 3 0．230 0 0．243 9 0．293 9 0．385 1 0．245 1 6
上海 0．169 7 0．191 0 0．201 5 0．275 1 0．280 7 0．274 1 0．274 6 0．163 7 7
陕西 0．156 6 0．150 7 0．180 2 0．189 3 0．209 0 0．273 7 0．287 7 0．252 2 8
河南 0．120 5 0．180 8 0．174 2 0．207 5 0．205 9 0．284 5 0．298 8 0．225 1 9
河北 0．131 2 0．171 2 0．180 1 0．185 1 0．194 8 0．232 8 0．271 0 0．159 9 10
湖北 0．132 7 0．158 3 0．140 6 0．181 4 0．188 8 0．248 2 0．256 5 0．183 6 11
辽宁 0．153 0 0．124 0 0．161 8 0．167 5 0．176 9 0．189 1 0．226 0 0．121 0 12
安徽 0．120 0 0．158 6 0．152 4 0．131 3 0．151 3 0．193 0 0．214 8 0．155 8 13
四川 0．072 9 0．104 5 0．105 9 0．119 4 0．139 8 0．176 2 0．227 5 0．183 2 14
甘肃 0．068 5 0．106 2 0．142 0 0．130 1 0．156 7 0．163 8 0．151 7 0．142 3 15
海南 0．108 0 0．127 9 0．122 8 0．123 6 0．138 5 0．136 9 0．141 8 0．143 3 16
云南 0．059 8 0．064 7 0．115 4 0．150 6 0．156 9 0．174 1 0．174 8 0．134 6 17
江西 0．077 0 0．083 6 0．094 8 0．128 9 0．141 8 0．166 6 0．188 0 0．142 8 18
新疆 0．063 7 0．094 2 0．086 7 0．141 2 0．142 7 0．163 1 0．159 7 0．167 7 19
山西 0．104 3 0．121 7 0．184 8 0．102 8 0．120 2 0．132 9 0．145 0 0．102 5 20
湖南 0．099 0 0．112 0 0．132 3 0．114 8 0．122 5 0．167 6 0．166 8 0．097 7 21
天津 0．092 4 0．090 9 0．110 6 0．117 3 0．116 3 0．123 7 0．122 8 0．125 7 22
贵州 0．098 0 0．102 2 0．090 6 0．110 6 0．118 2 0．114 9 0．123 7 0．126 8 23

内蒙古 0．113 5 0．094 5 0．093 5 0．107 6 0．130 7 0．121 9 0．131 9 0．089 9 24
青海 0．053 7 0．075 5 0．143 4 0．100 6 0．107 9 0．121 3 0．113 4 0．126 4 25
广西 0．058 3 0．060 1 0．079 8 0．128 0 0．113 8 0．141 1 0．158 7 0．099 3 26

黑龙江 0．096 4 0．126 5 0．080 0 0．108 5 0．125 9 0．110 8 0．106 5 0．080 9 27
吉林 0．062 4 0．074 9 0．086 2 0．073 7 0．160 1 0．112 6 0．160 3 0．080 1 28
宁夏 0．055 0 0．057 0 0．064 9 0．075 8 0．103 5 0．088 9 0．140 2 0．114 2 29
重庆 0．046 0 0．052 8 0．057 5 0．077 1 0．084 9 0．089 9 0．110 9 0．058 8 30
西藏 0．018 2 0．024 2 0．027 2 0．030 5 0．034 3 0．043 7 0．035 0 0．048 2 31
全国 0．115 8 0．134 3 0．147 7 0．161 5 0．182 0 0．204 1 0．221 8 0．162 0

体育产 业 发 展 超 前 型。北 京、天 津、山 西、上 海、江

西、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11 个省份为

旅游产业发展超前型。体育产业方面，江苏 ( 0．353
1) 、广东( 0．320 5 ) 力推体育强省建设，发展水平位

居前二位，而西藏虽在登山运动方面发展势头较好，

但体育产 业 整 体 有 待 进 一 步 发 展，得 分 位 居 尾 位。
旅游产业方面，上海 ( 0．543 0) 、北京 ( 0．352 9 ) 分别

是经济与政治中心，多元旅游消费市场并发，发展水

平位居前二，青海 ( 0．021 9) 、宁夏 ( 0．020 0) 虽坐拥

青海湖、沙坡头等特色景区，但囿于地理偏僻、经济

薄弱、设施落后等，吸引游客能力受限，得分处于倒

数后二位。
( 3) 部分省市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均处于较高发

展水 平，以 沿 海 地 区 和 一 线 城 市 最 为 突 出。对 比

2013、2020 年全国 31 个省份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发展

水平与 GDP 总量的排名可知( 见表 8) ，GDP 总量排名

靠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其体育产业、旅游产

业发展水平同样居于高位。由此可知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是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经济增

长可升级居民消费方式、扩大消费市场，助力产业高质

量发展。
( 4) 除去 2020 年( 受疫情影响) ，各省份旅游产业

发展水平 相 对 稳 定，而 体 育 产 业 波 动 较 为 明 显，在

2015、2016 年分别有 8 个、6 个省份呈下降态势。推测

是受我国部分地区近些年推行减少体育固定资产投资

政策的内部环境影响，加之 2015 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的外部环境牵制，部分省份体育产业发展出现逆增长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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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得分及排名表

省份
得 分 排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3—2020 年

上海 0．503 9 0．502 8 0．516 2 0．537 4 0．559 2 0．572 9 0．581 0 0．543 0 1
北京 0．374 3 0．377 7 0．398 4 0．371 6 0．390 6 0．385 8 0．450 1 0．352 9 2
江苏 0．208 2 0．222 2 0．233 2 0．275 4 0．278 5 0．299 0 0．311 9 0．213 9 3
广东 0．242 9 0．258 0 0．270 3 0．227 2 0．242 0 0．265 8 0．288 8 0．166 6 4
浙江 0．200 4 0．212 3 0．217 8 0．197 7 0．256 1 0．274 6 0．286 7 0．225 9 5
山东 0．167 1 0．181 5 0．204 2 0．220 6 0．233 7 0．258 1 0．271 0 0．184 7 6
云南 0．089 8 0．099 6 0．108 6 0．135 0 0．176 7 0．231 3 0．356 9 0．159 2 7
贵州 0．089 4 0．100 6 0．106 9 0．144 4 0．191 2 0．245 3 0．295 6 0．153 9 8
天津 0．137 2 0．146 3 0．151 2 0．160 3 0．168 0 0．182 0 0．185 4 0．133 2 9
安徽 0．111 8 0．119 8 0．135 1 0．148 3 0．166 2 0．186 6 0．214 0 0．140 2 10
湖南 0．095 0 0．100 7 0．113 4 0．134 6 0．170 2 0．192 9 0．214 6 0．185 2 11
四川 0．104 1 0．113 1 0．131 7 0．147 6 0．180 9 0．177 2 0．198 9 0．124 8 12
河南 0．105 9 0．110 8 0．126 5 0．138 1 0．152 8 0．184 1 0．209 7 0．132 8 13
湖北 0．119 5 0．129 6 0．134 4 0．148 3 0．151 9 0．172 1 0．168 2 0．117 8 14
广西 0．074 1 0．086 3 0．096 8 0．119 6 0．143 9 0．185 6 0．236 7 0．175 0 15
江西 0．075 9 0．092 6 0．114 6 0．131 3 0．156 4 0．186 7 0．210 3 0．138 4 16
福建 0．088 0 0．097 9 0．108 3 0．123 6 0．139 5 0．164 4 0．183 2 0．132 8 17
山西 0．083 0 0．094 7 0．110 1 0．132 5 0．150 5 0．174 7 0．200 9 0．086 7 18
辽宁 0．094 6 0．103 6 0．107 9 0．127 3 0．140 3 0．151 8 0．170 8 0．098 3 19
河北 0．078 0 0．089 0 0．095 2 0．120 9 0．140 1 0．166 6 0．194 4 0．099 2 20
重庆 0．093 4 0．100 3 0．105 0 0．108 6 0．122 6 0．146 9 0．173 9 0．126 9 21
陕西 0．077 5 0．086 0 0．102 0 0．117 8 0．130 3 0．155 5 0．174 0 0．092 3 22
吉林 0．046 5 0．051 1 0．062 0 0．073 3 0．082 7 0．097 0 0．123 1 0．068 3 23
海南 0．057 8 0．057 5 0．057 9 0．058 0 0．062 4 0．068 7 0．074 0 0．067 9 24
甘肃 0．028 3 0．033 8 0．044 4 0．054 2 0．066 6 0．079 2 0．098 7 0．056 5 25

内蒙古 0．031 0 0．036 8 0．047 7 0．053 8 0．068 7 0．076 4 0．090 4 0．050 1 26
黑龙江 0．035 6 0．034 9 0．042 2 0．046 3 0．051 9 0．058 2 0．070 9 0．045 4 27

西藏 0．028 3 0．030 3 0．041 6 0．045 1 0．039 9 0．047 7 0．053 4 0．029 1 28
新疆 0．021 6 0．018 7 0．028 5 0．039 1 0．041 9 0．057 5 0．077 3 0．029 0 29
青海 0．010 0 0．012 4 0．014 9 0．018 6 0．032 2 0．034 5 0．037 9 0．021 9 30
宁夏 0．012 2 0．014 6 0．017 8 0．020 3 0．025 7 0．025 0 0．027 5 0．020 0 31
全国 0．112 4 0．119 9 0．130 5 0．141 2 0．158 5 0．177 6 0．201 0 0．134 6

表 8 GDP 总量与两个产业发展水平对比表

年份 GDP 总量 体育产业 旅游产业

2013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
辽宁、四川、湖北、湖南

江苏、广东、北京、山东、浙江、福建、
上海、陕西、河南、河北

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天津、湖北、安徽、河南

2020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
福建、湖北、湖南、上海

江苏、广东、山东、北京、陕西、福建、
浙江、河南、湖北、四川

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湖南、山东、
广西、广东、云南、贵州

2．1．3 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出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

业耦合协调度得分( 见表 9) 。整体而言，两个产业耦

合协调度从 2013 年 ( 0．182 6) 严重失调阶段演化至

2020 年( 0．220 3) 中度失调阶段，年均增长率为 2．38
。考虑到 2020 年疫情对服务业的严重打击，排除

2020 年重新观测结果，发现两个产业耦合协调关系

( 0．294 8) 仍处在中度失调阶段，但与轻度失调非常接

近，反映疫情对两个产业的耦合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也

说明两个产业呈关联水平不断提高、耦合协调程度向

更高水平演化的趋势。
从耦合协调度与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来看，

耦合协调等级较高的省份如北京、浙江、江苏等，体育

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也同样位居前列，而等级较低的

省份如宁夏、西藏等，两个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源

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具有一定的发展交互作用: 一

方面，体育赛事、地标性体育场馆( 博物馆) 、民族民俗

体育表演等已经成为满足游客需求、塑造旅游形象、增
强景区吸引力的重要旅游吸引物; 另一方面，自然资

源、人文景观与体育的结合可提升旅游吸引力。如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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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演化表

地 域
得 分 耦合协调最高等级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3—2020 年

华北地区 北京 0．418 6 0．435 1 0．435 0 0．449 1 0．447 9 0．476 7 0．508 7 0．417 6 勉强协调

天津 0．200 2 0．205 1 0．220 7 0．230 7 0．235 0 0．248 1 0．249 7 0．216 7 中度失调

河北 0．172 3 0．197 9 0．207 1 0．232 8 0．252 7 0．288 2 0．323 3 0．203 8 轻度失调

山西 0．165 6 0．184 0 0．223 0 0．203 5 0．225 9 0．248 9 0．272 1 0．168 0 中度失调

内蒙古 0．107 9 0．110 9 0．124 7 0．137 1 0．162 4 0．167 0 0．184 6 0．126 0 严重失调

东北地区 辽宁 0．196 8 0．192 7 0．212 5 0．231 3 0．245 7 0．259 7 0．288 9 0．186 9 中度失调

吉林 0．109 3 0．120 5 0．137 1 0．141 1 0．187 6 0．181 7 0．224 9 0．140 1 中度失调

黑龙江 0．109 9 0．117 5 0．112 5 0．128 4 0．141 2 0．143 5 0．155 2 0．116 8 严重失调

华东地区 上海 0．432 4 0．447 2 0．459 8 0．513 5 0．526 0 0．528 0 0．531 6 0．442 9 勉强协调

江苏 0．325 3 0．370 8 0．384 4 0．428 5 0．455 7 0．468 1 0．495 3 0．365 2 濒临失调

安徽 0．197 5 0．221 5 0．231 1 0．230 4 0．253 0 0．286 8 0．315 0 0．236 5 轻度失调

浙江 0．283 5 0．288 0 0．311 9 0．304 2 0．357 7 0．412 9 0．422 9 0．335 1 濒临失调

福建 0．191 3 0．212 5 0．233 6 0．250 7 0．269 5 0．306 8 0．348 9 0．263 9 轻度失调

江西 0．145 3 0．162 8 0．186 0 0．216 9 0．241 5 0．274 5 0．300 3 0．229 0 轻度失调

山东 0．256 9 0．291 0 0．311 9 0．328 9 0．380 9 0．396 3 0．412 5 0．316 7 濒临失调

华中地区 河南 0．193 0 0．222 2 0．233 4 0．255 8 0．267 2 0．320 0 0．344 4 0．257 4 轻度失调

湖北 0．209 7 0．229 4 0．225 0 0．253 9 0．259 6 0．298 1 0．297 9 0．229 5 中度失调

湖南 0．173 3 0．184 5 0．204 6 0．211 9 0．240 1 0．279 0 0．292 3 0．233 0 中度失调

华南地区 广东 0．365 2 0．369 1 0．389 4 0．367 2 0．397 7 0．428 1 0．452 4 0．316 7 濒临失调

广西 0．132 1 0．142 8 0．163 8 0．207 6 0．217 7 0．260 4 0．301 0 0．228 3 轻度失调

海南 0．142 0 0．148 8 0．147 5 0．147 9 0．158 1 0．164 7 0．172 1 0．165 9 严重失调

西南地区 重庆 0．136 6 0．147 0 0．154 0 0．170 7 0．185 6 0．204 8 0．235 3 0．168 8 中度失调

四川 0．164 7 0．190 5 0．204 8 0．223 4 0．256 8 0．272 7 0．310 0 0．235 5 轻度失调

贵州 0．168 1 0．179 5 0．177 9 0．216 2 0．250 3 0．277 7 0．309 0 0．231 8 轻度失调

云南 0．145 2 0．155 8 0．192 6 0．230 2 0．263 0 0．306 3 0．372 8 0．239 7 轻度失调

西藏 0．060 4 0．067 9 0．081 1 0．087 0 0．085 3 0．099 4 0．097 9 0．081 9 极度失调

西北地区 陕西 0．181 0 0．187 7 0．213 8 0．231 6 0．249 7 0．293 0 0．312 9 0．225 1 轻度失调

甘肃 0．089 6 0．110 2 0．135 9 0．145 4 0．168 8 0．185 1 0．200 2 0．152 2 中度失调

青海 0．051 4 0．062 5 0．081 1 0．081 8 0．108 3 0．115 5 0．118 5 0．094 2 严重失调

宁夏 0．056 7 0．062 4 0．071 1 0．079 0 0．096 2 0．091 1 0．108 0 0．087 8 严重失调

新疆 0．077 4 0．080 7 0．096 2 0．127 9 0．132 5 0．159 5 0．181 8 0．116 5 严重失调

全国 0．182 6 0．196 7 0．211 7 0．227 9 0．249 0 0．272 3 0．294 8 0．220 3 中度失调

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将自然景观与攀岩、水上竞赛等项

目相结合，赋予旅游以新的表现形式，进一步增强了旅

游胜地的竞争力。
从行政区划看，耦合协调度整体呈自东向西阶梯

递减的特征: ( 1) 华东地区在 7 个行政区中整体耦合

协调度最好。源于该地区经济基础厚实、交通可达性

强、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等，而这些要素是体育与旅游产

业市场的支点、耦合协调发展的依托。其中上海、江苏

耦合协调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于 2016 年分别迈入勉强

协调、濒临失调状态。山东、浙江处于中等水平，均于

2019 年达到濒临失调状态。安徽、福建、江西耦合协

调度有待进一步发展，处于中度失调状态。( 2) 华北

地区耦合协调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北京于 2008
年奥运会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于 2019 年达到勉强协

调状态; 河北于 2019 年步入轻度失调状态。其他省份

由于对两个产业的融合发展支持力度不足，8 年间一

直处于中度失调、严重失调状态。( 3) 华中地区整体

耦合协调水平较为均衡，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在空间上

呈块状集聚。( 4) 华南地区因不同省份经济本底为两

个产业耦合发展提供的动力相差较大，导致耦合协调

度差异显著，其 3 个省份广东( 轻度失调) 、广西( 中度

失调) 、海南( 严重失调) 分别处于 3 种状态。( 5) 东北

地区耦合协调程度较低。主要因为该地区侧重将资

金、人力等投入至原材料与粮食发展，使得两个产业发

展动力不足、耦合效果不佳。其中黑龙江在 8 年间一

直处于严重失调状态; 辽宁、吉林分别在 2015、2019 年

从严重失调迈入中度失调状态。( 6) 西南地区目前虽

无耦合状态较好的省份，但部分省份已将体育旅游作

为经济新增长点，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潜力巨大。其中

四川、贵州、云南 3 省在 2019 年由严重失调步入轻度

失调状态，且该年度云南以 21．71 的年均增长率高居

榜首。( 7) 西北地区受区位、经济、人才等制约，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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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产业市场状况不佳、竞争力较弱，其耦合协调程度

落后于其他地区。其中青海、宁夏处于严重失调阶段，

甘肃、新疆处于极度失调阶段，仅陕西曾进入轻度失调

状态。
2．1．4 重心迁移轨迹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形成的标准

差椭圆基本覆盖了华东、华中、华北地区( 见图 2) ，具

体包括经济发展较好的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长江下

游综合经济区、黄河中下游经济区、长江中上游经济区

等区域，而发展相对滞后的东北、西北地区则偏离于标

准差椭圆之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

较好地区的政府部门通过设立体育类与旅游类政府专

项债券、体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等，为两个产业的耦合

协调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资金支撑，从而缓解了原材

料、土地、薪水等压力。从旋转角度看，耦合协调度标

准差椭圆沿顺时针方向旋转、向西转动。从标准差椭

圆迁移轨迹看，呈以华中地区为核心，向西南方向迁移

之势，源于云南、四川等省在“十三五”期间聚焦于服

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为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

奠定了良好发展基础。

图 2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标准差椭圆空间转移图

从各参数计算结果看( 见表 10) ，两个产业耦合协

调度形成的标准差椭圆总体变化幅度较大。其中，标

准差椭圆的转角 θ 从 2013 年的 42．586 6°上升至 2020
年的 75．433 0°，空间格局呈“东部—西南”方向演化现

象。此外，标准差椭圆长轴与短轴间的差距在 2013 年

最小，此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向心力强、方向性明

显。此后长半轴的间距从 2013 年的 907．241 km 扩大

至 2020 年的 915．306 km，说明耦合协调度发展的方向

性特征基本未变。但短半轴差距逐步扩大、方向性逐

渐 减 弱，从 2013 年 984． 477 km 扩 大 至 2020 年

1 291．329 km，说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范围逐步

扩大，尤其自东向西方向的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究

其原因是青海持续发展马拉松、自行车等体育旅游活

动，推动了两个产业的发展与耦合协调演化; 而四川服

务业发展势头同样迅猛，是我国第一个喊出万亿体育

产业发展目标的省份［20］。
表 10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标准差椭圆参数表

时间( 年) 中心经度( 度) 中心维度( 度) 长半轴( km) 短半轴( km) 转角( °)

2013 112．48 33．26 907．241 984．477 42．586 6
2020 111．10 32．41 915．306 1 291．329 75．433 0

2．2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影响因素分

析

OLS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见表 11) ，两个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解释力由大到小的排序为: 经

济基础＞消费能力＞交通条件＞生活水平＞顶层设计＞产

业结构＞城市发展。
2．2．1 经济基础

人均 GDP 的系数为 0．285 6，在 1 水平下显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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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的 OLS 回归结果表

经济基础 生活水平 产业结构 消费能力 交通条件 城市发展 顶层设计

系数
P

0．285 57＊＊＊

( 0．000)
0．077 21*

( 0．072)

0．069 01
( 0．283)

0．169 94＊＊＊

( 0．000)
0．002 83＊＊＊

( 0．000)

－0．003 40＊＊＊

( 0．000)
0．013 25*

( 0．087)

注: * 、＊＊和＊＊＊分别代表 P 值在 0．10、0．05、0．01 水平上显著。

正，表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该地区两个产业的耦合

协调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

展阶段不同，人均生产总值存在差异，对体育旅游的市

场认知和消费需求也有很大差异。人均 GDP 越高，意

味着经济水平越高，人们有更多的可能参与休闲、旅

游、运动，进而带动两个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提高［21］。
良好的经济基础也可以为两个产业耦合所需的基础设

施提供更多的支撑与帮助，如社会资本通常投向经济

基础雄厚的地方，这有利于加快地方体育产业与旅游

产业耦合发展进程。
2．2．2 民生发展

人均可支配收入系数为 0．077 2，在 10 水平下呈

正相关，而人均消费支出系数为 0．170 0，在 5%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这两个方面均可带动两个产业的耦合

协调发展。其中人均消费支出对体育与旅游耦合进程

的决定性作用更突出，源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服务业演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消费［22］。游客的消费

能力和消费结构会对体育与旅游的服务内容、服务水

平产生直接影响。体育旅游不仅涉及游客出行所需的

基本旅游费用，还涵盖参与体育活动带来的额外支出，

对游客的消费水平要求较高。在《完善促进消费体制

机制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 》《关于进一步释放消

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等政策赋能下，人

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为两个产

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了契机。
2．2．3 交通条件

旅客运输周转量的系数为 0．002 8，在 1 水平下

显著为正，说明交通状况是促进两个产业耦合的重要

条件。体育产业、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石是交通设施: 一

方面便捷的交通为企业整合资源、开拓市场提供保障，

进而引发企业集聚，服务效能提升; 另一方面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也离不开高水平的交通辐射网络、高可达度

的边缘地区交通网络建设［23］。当前阶段国家推行交

通一体化战略，提倡全国各地合力打造“轨道上的都

市圈”，这一举措将有效提高我国各省份之间的互通

互联度，为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
2．2．4 顶层设计

体育旅游政策数量系数为 0．013 25，在 10 水平

下为正，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体育旅游政策对两个产

业耦合协调关系的演进起重要作用。部分体育产品、
旅游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其发展的重要命脉便是

政府承担财政拨款，而且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助于两个

产业进入国家、省市的“产业重点支持名录”，享受贴

息贷款、税费减免、现金奖励等多种便利条件，进而降

低二者耦合的成本与风险。影响效果之所以稍逊于其

他指标，一方面是国家虽在多项政策中提及体旅融合，

但鲜有体旅融合专项政策为产业耦合保驾护航; 另一

方面与政策效应的时滞性有关。
2．2．5 产业结构

体育与旅游属于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的转型与

升级可以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效率的提升，激

活体育和旅游两个产业内部新的链条，优化两个产业

的服务业态与服务需求。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其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2013 年的 46．1 上升至 2020 年的 54．5 ，为两个产业

耦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OLS 方程回归结果表

明，产业结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源于我国第三产业发

展势头虽迅猛，但体育产业、旅游产业的总增加值占第

三产业比重较低、增速偏慢，从 2013 年的 2．74 上升

至 2020 年的 8．51 ［24］。此外，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

依托于消费，而体育产业的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有待

进一步发展［25］。
2．2．6 城市发展

城镇化率的系数为－0．003 4，在 1 水平下显著为

负，表明其对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影响尚未体现，在一

定程度上会抑制两个产业的耦合进程。城镇化为两个

产业提供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城镇服务设施建设、交通网络完善，是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城镇化的持续发展

创造经济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为产业耦合提供

经济基础。之所以产生负面影响，可能源于城镇化的

快速发展导致城市经济增长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

进而使城乡差距拉大、发展失衡［26］。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 1) 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呈上

升态势，其中，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低于体育产业，

研究期内我国属于体育产业发展超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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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3—2020 年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

水平省际差异显著，江苏、浙江、福建等 20 个省份为体

育产业发展超前型。北京、天津、山西等 11 个省份为

旅游产业发展超前型。
( 3)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程度整体较

低，由 2013 年的严重失调状态演化至 2020 年中度失

调，而不同省份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由东向西

阶梯递减的规律。
( 4)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形成的标准

差椭圆基本覆盖华东、华中、华北地区，中心位于华中

地区，空间格局呈由东向西集聚性逐渐增强的特征。
( 5) 按照影响程度由大及小排序，体育产业与旅

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依次为: 经济基础、消费

能力、交通条件、生活水平、顶层设计、产业结构、城市

发展。
3．2 建 议

3．2．1 增强消费韧性，激活体育与旅游市场潜力

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基础、生活水平与消费能力对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均具有较强影响。
因此通过创新产品供给内容与方式、提升居民经济水

平、推行体育与旅游消费惠民措施等激活消费市场，是

促进体育与旅游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一，创新体

育与旅游供给内容与方式。培育消费增长点。针对个

性化、小众化需求，为个人、家庭、团体提供定制式休闲

度假产品，使游客获得独特体验。利用球迷心理与明

星效应，增加大型赛事活动中观众与体育明星互动环

节，提高赛事活动吸引力。第二，提升居民经济发展水

平。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提升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所

占比例，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大创业补贴、中小企

业税收优惠力度，通过“保市场主体”促进居民就业，

实现人均 GDP 的增长。同时辅以降医疗、稳物价、固

教育等措施缓解居民消费压力，相对扩大可支配收入

中的体育、旅游消费支出。第三，推出体育与旅游消费

惠民措施。如发放体育旅游消费券、实施旅行社带团

奖励、景区门票优惠等，“助燃”体育与旅游消费市场，

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同时以市场导向为前提，制定层

次有别的体育旅游产品价格，包括较高消费的深度体

验游价位，以及较低消费的休闲度假游价格。
3．2．2 完善交通设施，提升体育与旅游服务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交通设施对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

影响显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交通服务水平是

推动两个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第一，完善

偏远地区交通网路，建立衔接合理的交通体系。受制

于地理区位、资金投入以及建设时长等，部分偏远地区

存在较明显的交通短板。应以偏远地区省会城市为中

心、地级市为轴线，建立起“十字型”“几字型”交通网

路，并以此为根基不断扩大交通网络覆盖范围。第二，

推动交通与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深化体育、旅游与交

通部门之间合作，通过扩建道路与开通专用交通线路

提高城市周边旅游景点、体育场馆( 展馆) 的可达性，

为体育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交通便利。第三，提升交

通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智慧交通优势，如通过 GPS 定

位系统、近程影像识别技术动态监测道路堵塞程度并

预测路段车流量，缓解交通拥堵现状，提升出游效率。
通过体育运动、旅游出行数据化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和

互动体验，为体育与旅游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3．2．3 强化政府推动，保障体育与旅游统筹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顶层设计对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实现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

调发展，离不开政府战略规划、顶层指引、统筹协调等

方面的综合作用。第一，研制体育与旅游融合中长期

发展战略，将其纳入各省体育与旅游发展规划。积极

推动体育、旅游部门与发改委、国土、财政等部门沟通，

联合出台推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的配套政

策，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争取更多的资金、土地、税收

优惠等要素支持。第二，加大对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金融、人才、技术支持力度，在努力提高两个产业综合

发展水平基础上，保障两个产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确保

两个产业同步、有序、可持续发展。第三，建立区域协

调发展机制，推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跨省联动发展。
构建省际互联、产业协同、机制共建的体育与旅游融合

发展体系。各省主动作为，联合周边省份加强资源整

合，合力打造体育旅游产品，不断扩大区域联动发展的

“朋友圈”，形成“省内—省际—全国”的多层次、立体

化通力合作格局，有针对性的推进体育产业与旅游产

业协调发展。
3．2．4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体育与旅游均衡发展

研究结果显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

平呈非均衡性，加之产业结构对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耦合协调的影响不显著，为此，应重视体育与旅游产业

协同发展，合理布局其发展路径，不断优化两个产业的

结构体系。第一，开拓体育与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方

式。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方式，坚持体育与旅游的服务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相

应调整体育与旅游产品、服务、品牌等，推动体育与旅

游融合发展。第二，弥补体育和旅游产业发展短板，以

需求导向为依托，推动二者均衡发展。因区位条件、经
济基础、资源禀赋的差异，我国不同省份体育与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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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不同，西北、东北省份明显滞后于华东、华北省

份。因此要发掘各省要素禀赋优势，以国家级中心城

市为核心，以区域城市群为辅助，推动各地体育与旅游

产业间合作，逐步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体育与旅游协

同发展体系。第三，以城镇化赋能两个产业的结构升

级。由城镇化引致的产业集聚与分工为体育和旅游产

业结构优化带来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因此应

对城镇化发展进行合理规划，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及功

能布局，完善城市服务功能，促进体育、旅游与城市融

合，不断推动体育与旅游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进而实现两个产业优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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