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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的盲目规划、无序开发引起了一系列

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破坏等负面问题，进而对旅

游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阻碍。国外学者们最早在

1920年从生物学视角探究了旅游活动对生态系统

产生的影响［1，2］。国内在旅游与环境关系研究上起

步较晚。部分学者们对旅游和环境协调关系进行了

研究［3-5］。在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大多数学者考量旅

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6-12］，还有很多学

者从旅游流、城镇化、旅游交通等方面考量其与环境

的耦合协调度［13-18］。这些研究都为本研究提供了理

论基础。

陕西省商洛市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具有“八山

一水一分田”之称，辖区内森林、湿地等资源为发展

旅游产业提供了优异的天然条件，商南金丝峡、柞水

牛背梁、山阳天竺山等景区成为了商洛市旅游经济

的热门景点。但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生态带来

了负面影响。如何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经济发

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对商洛市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构建旅游与生态相结合

的复合评价分析模型，对商洛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

境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分析二者耦合度

及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对促进商洛市旅游资源

商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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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陕西省商洛市为研究区域，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耦合度与耦

合协调度模型对商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商洛市旅游经济-生
态环境复合系统在 2005—2017年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一般协调的转变路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

境子系统间的相互影响及协调状况逐年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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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hangluo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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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Shangluo 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as the study area，based on the index weights determin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of the composite system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de⁃
gree of the tourism economy-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osite system in Shangluo C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urism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lex system in Shangluo City had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path from moderate maladjustment，barely
coordination to general coordination from 2005 to 2017，and the 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ubsystems were improving year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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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1 数据来源、研究理论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 2005—2017年为研究样本区间，部分指标原

始数据来源于 2005—2017年《陕西省统计年鉴》及

商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指标

原始数据来源于商洛市旅游业发展贡献率研究项目

组调研。

1.2 耦合理论

耦合度是指各系统或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

互关联的程度。系统或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的程度可用耦合度表示。协调度是指各系统或各要

素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程度。基于这两个概

念，耦合协调度是指各系统或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

协调一致的程度。

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包含经济、社

会、环境等各因素的复合系统。区域具有的生态资

源以及与其有所联系的生态产业为旅游经济提供了

优质的旅游吸引物，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根基。同时，

合理的旅游经济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动力。

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具有天

然的耦合性。本研究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各

自系统包含的各指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联协

调关系定义为耦合度，将二者子系统协调发展的互

动关系定义为耦合协调度。通过构建耦合度及耦合

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二者的耦合度及耦合协

调度，反映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契合度及二者

各自的综合水平。

1.3 耦合模型

1.3.1 区域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指标体

系 区域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

复合系统，影响生态环境效益和旅游经济效益两部

分协调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选择相关指标构

建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其

中体现商洛市旅游经济发展状况选取国内旅游人

数、星级宾馆数等 10项评价指标，体现商洛市生态

环境发展状况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废水治理投

资等 10项评价指标，具体指标如表 1所示。因评价

指标有正有逆，为了避免正逆取向不同对最终结果的

影响，将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其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t'i =(ti - min ti )/(max ti - min ti ) （1）
逆向：t'i =(max ti - ti )/(max ti - min ti ) （2）
式中，ti、t'i 分别为旅游经济子系统各指标的原

始值和标准化值；max ti和min ti分别为相应指标的

上、下限值，也就是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应的生态系

统子系统各指标标准化值（e'j）也按此方法计算。

1.3.2 权重确定 运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

分析，选取特征值大于 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 85%的

主成分，求出两部分效益系统评价指标数据的权重

（表 1）。

表 1 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评价指标权重

耦合

系统

旅

游

经

济

系

统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评价指标

旅游总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

国内旅游人数

国际旅游收入

入境旅游人数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星级宾馆数

国内旅游人均总花费

旅客周转量

全年客运量

废气治理投资

废水治理投资

工业 SO2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工业固体废物产出量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森林覆盖率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单位

亿元

亿元

万人次

万美元

万人次

%
个

元

万人千米

万人

万元

万元

t
万 t
万 t
%
%

万m2
%

分贝

指标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106 5
0.106 5
0.107 4
0.107 6
0.082 2
0.108 5
0.108 5
0.108 5
0.050 2
0.114 1
0.150 2
0.087 3
0.114 3
0.013 0
0.008 4
0.114 8
0.196 4
0.103 8
0.160 9
0.050 9

1.3.3 功效函数 设 t1，t2，…，tm 为描述区域旅游经

济发展功效的m个指标，e1，e2，…，en为商洛市目前生

态环境发展功效的 n个指标。

f (t)=∑
i= 1

m

ai t'i ，∑
i= 1

m

ai = 1 （3）
g(e)=∑

j = 1

n

bj e'j ，∑
j = 1

n

bj = 1 （4）
其中，f ( t )、g ( e )分别为旅游经济效益指数和生

态环境效益指数，可以判断当前旅游经济和生态环

境的发展水平；ai、bj分别为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

境系统各评价指标权重，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

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指标计算得出；t'i、e'j
为描述两项目指标的标准化值。

1.3.4 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度模型 依据物理

学容量耦合系统模型，建立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复

合系统耦合度模型。

C = { }f (t)g(e)/ ■
■
|

■
■
|

f (t)+ g(e)
2

2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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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表示复合系统的耦合度。C取值在 0~
1，C越小，说明两部分指标数据的关联度越低，两个

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越差，耦合系统趋向于无序发

展；C越大，说明两个系统指标数据的关联度越高，

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越好，耦合系统趋向于有序发

展。

1.4 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

只计算耦合度模型不能完全表示出复合系统的

综合效益，因此继续进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耦合

协调度计算公式如下。

T = αf (t)+ βg(e) （6）
D = C × T （7）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其取值在 0~1，D越高，

反映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效益越好；C
为耦合度；T为区域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

综合效益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因旅游经济与生态

环境两个子系统对商洛市发展旅游产业同等重要，

故这里 α、β均取 0.5。
根据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

对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状况进行等级

划分，划分标准：D为 0~0.2时，严重失调；D为 0.2~
0.4时，中度失调；D为 0.4~0.6时，勉强协调；D为

0.6~0.8时，一般协调；D为 0.8~1.0时，良好协调。协

调度等级越高，代表区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系统

良性互动越多，协作能力越强。

2 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已构建的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评

价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根据旅游经

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等级分类，得出耦合协调度评

价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各子系统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与评价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旅游经济

效益指数

0.213
0.261
0.269
0.164
0.563
0.927
1.156
1.634
1.827
1.939
2.087
2.048
2.257

生态环境

效益指数

0.211
0.254
0.364
0.311
0.407
0.482
0.566
0.577
0.617
0.501
0.604
0.576
0.718

耦合度

0.999 99
0.999 91
0.988 67
0.950 91
0.986 98
0.948 82
0.939 47
0.878 32
0.868 84
0.807 88
0.834 44
0.827 83
0.855 80

耦合协

调度

0.326
0.359
0.395
0.336
0.489
0.578
0.636
0.697
0.729
0.702
0.749
0.737
0.798

评价结果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中度失调

勉强协调

勉强协调

一般协调

一般协调

一般协调

一般协调

一般协调

一般协调

一般协调

2.1 旅游经济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时序

演变分析

旅游经济子系统中，商洛市旅游经济效益指数

2005—2017年总体一直持续增长（2008年出现小幅

下降主要是受到大规模雪灾的影响），从 2005年的

0.213提高到 2017年的 2.257，并且旅游经济效益指

数从 2009年开始一直大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说明

近年来商洛市旅游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子

系统中，虽然 2005—2017年商洛市生态环境效益指

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增涨速度相对平缓，从

2005年的 0.211增长到 2017年的 0.718，且存在一定

的波动。其中，仅 2007年、2008年生态环境效益指

数大于旅游经济效益指数，且自 2009年开始，生态

环境效益指数与旅游经济效益指数之间的差距在逐

年增大。这表明商洛市生态环境状况整体逐年好

转，但仍因旅游经济的发展而承受着一些压力，影响

着复合系统耦合度的提高。

总体上，2005—2017年商洛市旅游经济效益指

数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数均处于逐年上升趋势，且旅

游经济效益指数增长速度逐步高过生态环境效益指

数，目前旅游经济已经处于适度超前期。

2.2 耦合度时序演变分析

2005—2017年商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

耦合度总体呈先下降态势。 2005—2007年、2009年
耦合度均超过 0.98，其余年份耦合度均超过 0.80，说
明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之间关联性高，协调发展能

力强。

2.3 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将商洛市旅游

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分为 3个发展阶段：2005—
2008年属中度失调，2009—2010年属勉强协调，

2011—2017年属一般协调。整体上旅游经济-生态

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5
—2017年商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

度从 0.326增长到 0.798，说明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

之间能够很好地相互带动。

3 结论

生态环境是区域旅游经济的根基，旅游经济为

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动力。旅游经济子系统与生态

环境子系统相互影响和协作程度对区域经济、社会、

生态会产生巨大影响。通过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

境复合系统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客观赋权，

结合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得出 2005—
2017年商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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