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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态势 

及其影响因素 

黎振强，李嘉莉 
（湖南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摘  要：依据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沿江 11 省市相关数据，在测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

平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别探讨两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高于文化产业，但两产业综合发展水平都不高。长江经济带两产

业耦合协调度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省际差异逐步缩小，但发展速度缓慢；两产业整体协调度等级不高，在

空间格局上呈现“下游—中游—上游”梯度递减分布态势。长江经济带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是经济发展水平、

消费需求、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环境具有较强贡献率，

但科技创新因素的驱动作用尚未发挥。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人力资源因素对本地区文旅耦合发

展存在着显著促进作用，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因素也对邻近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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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发布《“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对“十四五”时期我国

文化以及旅游产业发展形势进行了分析，将坚持

融合发展作为区域重点发展任务之一，同时提到

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

出，区域差距依然存在。因此，要实现文化产业

与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协调发展，需在调查两产

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文化产业与旅游

产业耦合协调态势进行测度评价，深谙文旅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以此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落实

发展举措，推动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进程。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发展潜力最大的核心经

济地带，全流域拥有独特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源远

流长的历史文化资源等禀赋优势，对我国文旅产

业整体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该地区文

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是否存在不平

衡？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有哪

些？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是否受地理位置、经济发

展水平、政策倾向等因素影响？回答这些问题，

将对推动长江经济带以及全国范围的文旅产业融

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从文旅产业发展形态视角分析文化

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势，主要围绕节事旅游、

本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等领

域展开研究。[1-4]国内学者则重点关注文化产业与

旅游产业的内在关联性问题，主要围绕两产业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特定区域两产业耦

合协调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以及如何促进两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定性与定量

研究。在定性研究方面，程晓丽立足安徽省文化产

业与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从政府、产业和市场等

角度提出促进两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5]在

定量研究方面，曲景慧在剖析文化产业与旅游产

业融合机理和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构建文旅融合

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文旅产业融合的时空特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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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定量分析，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6]洪学婷、

黄震方等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长三角城市

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分析了文旅产业时空

分异演变特征以及影响因素。[7]张娜、刘玲等基

于省级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中国文

旅耦合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认为文旅

耦合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经济转型

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8] 

综上，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了丰富的相关理论

成果，但从长江经济带层面实证研究两者耦合协

调发展问题的成果相对较少，因此，结合长江经

济带发展实际，探讨沿江省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

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可

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亦可为推动该地区文化产

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指导。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 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

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因熵值法

较为成熟和囿于篇幅，具体步骤不再详细描述。[9]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文化

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趋势进

行实证分析，以此准确把握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状况。耦合度（C）是用来衡量两系统之间的相

互影响程度，耦合度越高，说明两系统的关联程

度越好。计算公式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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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1)中，C 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U1

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指数，U2 为旅游产业发展水

平指数。C∈[0,1]，当取值为 1 时，说明文化产

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高，相互影响程度强。但由

于耦合度不能完全反映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

展方向是否一致，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D）衡

量两产业耦合协调的平衡程度以及匹配程度，计

算公式为： 

1 2( )D C αU βU= +  。         (2) 

在式(2)中，D 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

度，D∈[0,1]，D 值越大，意味两产业协调状态

越好，反之则反是。α 和 β 为参数，鉴于文旅两

产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将两参数的取值均设定

为 0.5。另外，借鉴相关文献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

分标准，[10]将耦合协调等级划分为协调和失调两

大类，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失  调  协  调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0.00−0.10） [0.10−0.20） [0.20−0.30) [0.30−0.40） [0.40−0.50）  [0.50−0.60） [0.60−0.70） [0.70−0.80） [0.80−0.90） [0.90−1.00] 

 
3. 空间计量模型 
鉴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空间关

联性，本文选择能够考虑空间因素的空间计量模

型来验证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

调度的影响因素。 
（二）评价指标选取 

本文按照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可比较性原则，

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1-12]选择产出绩

效水平和要素水平两个一级指标，文化产业 12
个二级指标和旅游产业 8 个二级指标，构建衡量

两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 
（三）数据来源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 2008—2019 年《中国旅

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和《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

发展水平及时空演化特征 

用熵值法分别测算出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文

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得分，并

从时间（见图 1）和空间（见图 2）两个维度分析

其时空演化特征。 
从时序角度看（见图 1），2008—2019 年长

江经济带文化与旅游产业一方面综合发展水平均

值不高且波动幅度小，区域内两产业整体发展水

平较低。另一方面存在不平衡性，文化产业滞后

于旅游产业且差距有增大趋势，这可能会造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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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进程缓慢。 
 
表 2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文化 
产业发展 
水平综合 
评价指标 

绩效水平 

文化事业费 

群众文化机构组织文艺活动次数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观众人次 

艺术表演团体演出收入 

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 

要素水平 

公共图书馆机构数 

博物馆机构数 

艺术表演团体机构数 

文化馆机构数/个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 

文物业藏品数 

旅游 
产业发展 
水平综合 
评价指标 

绩效水平 

旅游业总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 

国际旅游收入 

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要素水平 

旅行社机构数 

三星级及以上星级饭店数量 

3A 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 

旅行社从业人数 

 
从空间角度看（见图 2），长江经济带内部

空间差异较大，表现为从下游—中游—上游地区

的梯度递减分布态势。位处下游地区的上海、江

苏、浙江 3 省市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

水平，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都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中游、上游地区两产业的发展水

平与下游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无疑也加剧了长

江经济带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和不充分性，导致空间区域内两产业难以同步协

调发展。 
（二）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

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 

1. 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

调度的时序演化特征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数

值，并选取 2008 年、2012 年、2016 年和 2019
年四个年度耦合协调度进行对比（见图 3）。由

图 3 可知，全域均值由 0.354 3 提高到 0.406 5，

省市间相对差值逐渐缩小，表明长江经济带两产

业耦合协调度呈上升势态，协调性得到了提高，

但增长幅度较小，而这正是长江经济带文旅协调

不充分的表征。 
2. 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

调度等级的时空演化特征 

根据表 1 划分标准，统计出四个年度耦合协

调度不同等级所占比重（见表 3）。2008 年，耦

合协调度跨越四个等级，进入勉强协调状态的下

游 3 省市数值差异不大，而失调以下等级所占比

例最高，呈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总体现状不理

想；2012 年、2016 年严重失调、轻度失调等级占

比减少，过渡等级占比得到了增加，协调等级逐

渐向上优化；2019 年，等级结构呈上升态势，严

重失调省市清零，初级协调等级随时间波动增加，

但不可忽略濒临失调、轻度失调等级总占比仍是

最高，说明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依然存在不

平衡性。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融合水

平基本处于初级阶段，耦合协调程度有待加强。 
 

 
图 1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均值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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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均值对比 

 

 
图 3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2008 年、2012 年、2016 年和 2019 年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对比 

 
表 3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2008 年、2012 年、2016 年和         

2019 年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比重      % 

类  型 
年  度 

2008 2012 2016 2019 

初级协调 0.00 9.09 0.00 9.09 

勉强协调 27.27 18.18 27.27 9.09 

濒临失调 0.00 9.09 18.18 27.27 

轻度失调 45.45 36.36 27.27 36.36 

中度失调 9.09 18.18 18.18 18.18 

严重失调 18.18 9.09 9.09 0.00 
 

为了更好地探究耦合协调度等级地区差异特

征，本文利用 ArcGIS 软件绘制了 2008 年、2012
年、2016 年和 2019 年四个年度耦合协调度等级

空间示意图（见图 4）。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耦合

协调度等级分为三级梯队，各年度所属梯队省市

没有太大变化。第一梯队为下游地区的江苏、浙

江、上海 3 省市，这主要缘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优势，协调发展状况较好；

第二梯队的省市主要处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

以湖北、湖南和江西 3 省为代表，处于耦合失调

以下等级，该梯队协调发展状况虽有改善但因产

业耦合能力不足，还未能突破至协调等级；属于

第三梯队的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贵州和重庆

2 省市为代表，其文旅产业自身发展程度不高，

影响到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度，协调发展进程严

重滞后于下游地区省市。概而言之，由于受到经

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和资源禀赋等

因素制约，长江经济带两产业耦合协调度省际空

间差异明显，存在层次性。 
由上文可知，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演化具

有时间和空间特征，分布较为稳定，区域类型基

本保持不变，总体还处于初级集聚阶段，各省市

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发展不协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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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008 年                              (b) 2012 年                             

     
(c) 2016 年                              (d) 2019 年                               

图 4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演化示意 
 

四、影响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

合协调度的因素 

（一）变量选取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状况除受到各

自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还受到经济社会其他因

素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揭示两产业耦合协调度的

影响因素，本文在参阅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以耦合协调度作为被解释变

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消费需求、政策环境、

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六个因素为解释

变量，构建空间计量模型。[13-14]本文将各变量统

计数据取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及可能

存在的量纲问题，具体说明如表 4 所示。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基本模型如下： 
++++= itititit GCDPGD lnlnlnln 321 βββα

4 5 6ln ln lnit it it itI E Tβ β β ε+ + +  。    (3) 
在式(3)中，i 代表地区，t 代表时间，α 表示常数

项，β 表示各解释变量系数，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表 4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

合协调度的影响变量的说明 
变 量 符 号 变量定义与替代变量 

被解释 
变量 

D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 

解释 
变量 

PG 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CD 消费需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G 政策环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I 基础设施：公路里程数 

E 人力资源：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T 科技创新：专利授权数 

 
（三）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上，本文通过检验和

对比选取拟合优度最高的时间固定效应下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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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宾模型，[15]具体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 量 系 数 标准误 Z 值 P>Z 

lnPG 0.213 8 0.074 6 2.87 0.004 

lnCD −0.329 7 0.051 5 −6.40 0.000 

lnG 0.428 4 0.076 0 5.64 0.000 

lnI −0.275 1 0.052 0 −5.29 0.000 

lnE 0.194 8 0.063 3 3.08 0.002 

lnT 0.009 6 0.028 4 0.34 0.735 

R2 0.796 4 
 

从回归显著性看，除了科技创新没有通过显

著性水平检验外，其他变量均通过 1%水平下的

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与两产业耦合协调度

存在着强相关性，驱动作用明显。科技创新未通

过检验，意味着对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影响不明显，

这可能与文旅产业科技创新投入从前期发明到正

式应用存在一定的时滞有关，表现为当期影响效

应弱，给予的即期促进作用有限。 
从回归系数看，经济发展水平（0.213 8）、

政策环境（0.428 4）、人力资源（0.194 8）和科

技创新（0.009 6）均为正数，说明上述因素均对

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具有积极影响，其中政策环境

作为变量中系数最大的影响因素，对文旅两产业

耦合协调度的提高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体现出政

府对文旅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营造适合

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环境至关重要。此外，

消费需求、基础设施因素的相关系数为−0.329 7
和−0.275 1，表明这两因素对文旅耦合协调发展

产生负向抑制作用。 
一个地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状况不仅受到本地区解释变量的影响，还会受到

邻近地区的干扰，为了更精准地对影响长江经济

带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的因素进行分析，下文

将对结果进行空间效应分解，包括直接效应、间

接效应和总效应，具体结果见表 6。直接效应反

映的是某解释变量对本地区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

影响程度，间接效应即溢出效应，衡量该解释变

量对邻近地区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总

效应则为两种效应之和，指的是该解释变量所产

生的总影响。 
从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直

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间接效应系数也为正但未 
通过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可直接促进本地区

文旅耦合协调发展，但对邻近地区无显著影响。

文旅产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因此

可以证实区域自身良好的经济状态会加快本地区

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进程。 
表 6 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PG 0.197 ** 0.154 0.351 ** 

lnCD −0.265 *** −0.597 *** −0.862 *** 

lnG 0.532 *** −0.813 *** −0.281 ** 

lnI −0.248 *** −0.254 *** −0.502 *** 

lnE 0.152 *** 0.387 *** 0.539 *** 

lnT −0.005 44 0.117 *** 0.112* 

注: *** p<0.01, ** p<0.05, * p<0.1。 
 

政策环境因素直接效益显著为正，而间接效

应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政府干预会对本地区的文

旅协调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不利于邻近地

区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人力资源因素三种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且

间接效应系数大于直接效应系数，人力资源的流

动不仅有利于当地文旅耦合水平的提高，也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邻近地区文旅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因素的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不显

著，说明科技创新对文旅耦合发展影响较小，而

其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原因可能是科技水平

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加之其作用的发挥存在一

定的滞后性，因此，当期未能成为本地文旅耦合

发展的驱动因素，但要素流动性对邻近地区产生

积极的隐性影响，存在着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消费需求及基础设施因素的直接、间接效应

以及总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这两个因素对本地

区以及邻近地区的文旅协调发展有抑制作用。可

能的原因是，虽然消费需求的增加是拉动产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但这种消费模式还未能真正转化

为促进文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动力。由于基础设施

建设仍不完善，区域之间缺少互通互联协同性安

排，从而导致文旅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特征扩大，

不利于同步协调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1.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

游产业综合发展程度整体上均不高，发展水平较

低，并呈现出文化滞后发展类型，旅游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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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明显高于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不平衡性。从

空间分异上看，长江经济带内部空间差异较大，

区域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格局具有

相似性，两产业发展水平均大致表现为从沿海到

内陆、下游到中上游的梯度递减规律。 
2. 2008—2019 年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与旅

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呈上升态势，协调性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但区域内协调度增长较为

缓慢且变化幅度小。从耦合协调度等级来看，长

江经济带绝大多数省市处于失调以下阶段，总体

协调等级不理想，意味着两大产业融合水平仍较

低，有待进一步向良好协调方向转变；文化产业

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差异比较明显，

呈现由“下游—中游—上游”梯度递减分布格局，

其中，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

中上游地区。 
3.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是经

济发展水平、消费需求、政策环境、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

证检验表明，政策环境因素有着较强贡献率，经

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因素也对耦合协调度起到

正向影响，但科技创新因素受制于自身的时滞性，

其调控驱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基础设施以及消

费需求因素呈现负向影响，对耦合协调发展产生

抑制作用。 
4. 空间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对本地区而言，

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和人力资源因素均通过

显著性检验，能直接推动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并且促进作用明显。对

邻近地区而言，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因素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且对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

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对其呈现正向驱动

作用但无显著影响。消费水平、政策环境和基础

设施因素则起到了反向抑制作用，不利于邻近地

区文旅产业耦合发展。 
（二）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要健全体制机制，建立规范有序的文旅

融合发展环境。政策环境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沿江省市应

按照《“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的相关

要求，全面加强“一工程、七体系”建设，为两

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同时，要加强区域

政策协调，加快全流域文旅融合协调机制和平台

建设，努力构建规划统一、资源共享、信息沟通

和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激发整体效应，

提高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二是要发挥比较优势，提高整体耦合协调发

展水平。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作为文旅产业发展

的“领头羊”，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建设

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强区域合作，辐射带动周围

省市联动发展。中上游地区需通过积极的政策引

导、科学的产业规划，充分挖掘潜在的文旅资源，

同时，要加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动与邻

近协调度高的省份协同开发文旅资源，促进文旅

两产业融合耦合发展。 
三是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结构优化升

级。技术进步是推动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沿江省市要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发

展以现代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为重点的新模

式，落实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文旅产业

中的应用。要引进现代复合型人才，优化人才结

构，积极引导文旅事业单位加大研发投入，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要推动科技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发

展，转变文旅发展方式，充分释放“科技+文化+
旅游+”的发展潜力，更好实现文化赋能、旅游

带动，从而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更广范围、

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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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LI Zhenqiang, LI Jiali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4140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from 2008 to 2019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u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9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not high, and the development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luctuates slightly and increases, and the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 gradually narrows, but the development speed is slow;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industries is not high, and the coordination level presents a gradient decreas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from downstream to midstream to upstream regi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consumption demand, policy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uman resources and other factors. The policy environment 
has a strong contribution rate, but the driving 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not yet played. In parti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environment and human resources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coupl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is region. Human resource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so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adjacent areas. 

Key words: culture industry; tourism industry;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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