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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吉林省旅游发展现状，加快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构

建了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两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测算

出 2015—2019 年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吉林

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旅游环境发展水平显著下降;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

游环境发展不协调，2015—2016 年发展类型为旅游产业滞后型，耦合协调等级为濒临失调; 2017—

2019 年发展类型为旅游环境滞后型，耦合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转向严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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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指出，突出发展冰雪及生态旅游，构建产品特色鲜明、具备多元
化体验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利用 5 至 10 年时间打造旅游产业高地。相关政策的出台给吉林省旅游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优质旅游目的地的打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良性运行既需要对旅
游产业的发展潜力进行不断挖掘，同时也需要对旅游环境状况进行不断改善［1］。旅游产业形成的巨大消费
市场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经济效益为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优化和旅游服务升级提供了重要保
障。旅游环境是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态服务环境的综合体现，关系到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的提升［2 － 4］。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相互依存的同时也相互制约，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依赖于旅
游目的地的资源与环境基础，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限度又约束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认为，相关
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出台能够更好地应对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挑战［5 － 6］，如何在适
宜的环境容量下对区域资源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提升［7 － 9］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由此可见，旅游产业
和旅游环境的有效融合直接影响到旅游目的地系统的良性运行［1，10 － 11］，准确了解、评价区域旅游产业与旅游
环境的协调关系，有助于缓解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两者间协调关系的改善是促进旅游
产业与社会经济环境、生态服务环境健康发展的有效方式［12］。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打造优质旅游目的地是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重要一环，如何协调旅游产业发
展和旅游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以吉林省
2015—2019 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对旅游产业和旅游环境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初步分析，以期为吉
林省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
1． 1 研究区概况

吉林省现有231家A级旅游景区，2019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4 833． 01万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4 920． 38亿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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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国家生态建设试点省份之一，省内自然资源禀赋优越，东部有长白山地区搭建
的生态屏障，中部有肥沃的黑土筑牢耕地根基，西部有森林、草原、湿地紧密连通的特色景观，全省森林覆盖率
为 45． 04%，森林蓄积量达到 10． 96 亿立方米［14］，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持续加快。
1．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决定着本文的探究视角与内涵，因此，要注重各系统内
每项指标选取时的科学性、代表性、准确性以及易获取性。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吉林省旅游产
业、旅游环境的影响因素，以先前的相关研究为参考［1 － 2，10，12］，构建出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两大系统共
计 18 个要素的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

表 1 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值

系统层 指标层 权重

旅游产业 旅游总收入占 GDP比重 /% 0． 195 94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 0． 208 45

入境游客人次与常住人口数量比 /% 0． 154 32

入境游客日均花费 /美元 0． 221 33

国内游客日均花费 /元 0． 219 95

旅游环境 人均生产总值 /元 0． 082 17

第三产业比重 /% 0． 088 63

邮政业务总量 /亿元 0． 077 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0． 061 02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 089 6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0． 084 39

建成区绿地率 /% 0． 094 68

清扫保洁面积 /万平方米 0． 057 61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 0． 055 82

生活垃圾清运量 /万吨 0． 068 75

公厕数量 /座 0． 056 28

用水普及率 /% 0． 096 09

卫生机构数量 /个 0． 087 80

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初始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计算公式为:

x'ij =
xij － xmin
xmax － xmin

， ( 1)

其中，x'ij为标准化值; xij表示吉林省第 i年的第 j项评价指标; i表示年份的个数，i = 1，2，3，…，m; j表示评价指
标的个数，j = 1，2，3，…，n。
1． 3 数据来源

本文的初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吉林省统计局公布的 2016—2020 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各市( 州) 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政府官网。各市( 州) 矢量边界下载自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http: / /bzdt． ch． mnr． gov．
cn / index． html) ，审图号为 GS ( 2019) 1822。
2 研究方法
2． 1 熵值法

运用熵值法进行赋权可以获得较为客观的权重值，具体计算公式为

Sij = x'ij ∑
m

i = 1
x'ij， ( 2a)

hj = － 1
lnm∑

m

i = 1
Sij lnSij， ( 2b)

αj = 1 － hj， (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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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j = αj ∑
n

j = 1
αj， ( 2d)

其中，Sij为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后所占的比重; hj为第 j 项评价指标的熵值; αj为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ω j为
第 j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2． 2 发展指数评价法

本文运用发展指数评价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的发展状况，通过加权计算可以得到吉林省旅游产业或旅游
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Zi = ∑
n

j = 1
ω j x'ij， ( 3)

其中，ω j为第 j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x' 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i 表示年份的个数，i = 1，2，3，…，m; j 表示评
价指标的个数，j = 1，2，3，…，n。
2． 3 耦合协调度评价法

耦合协调度用于判断系统间耦合协调水平的高低［2］。具体计算公式为
T = βZF + γZE， ( 4a)

C =
ZF × ZE

( ZF + ZE )■ 2， ( 4b)

D = T ×■ C， ( 4c)
其中，ZF和 ZE分别表示旅游产业或旅游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 β和 γ为待定系数，因两系统的参考价值相同，
故 β = γ = 0． 5; T、C、D分别为两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3 结果与分析

通过公式( 1) 对各项指标的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代入公式( 2a) ～ ( 2d) 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
( 表 1) 。通过公式( 3) 分别计算得到旅游产业、旅游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对二者的数值大小进行比较，从而
确定 2015—2019 年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的耦合类型。通过公式( 4a) ～ ( 4c) 计算得到 2015—2019 年
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的综合协调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将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以 0． 1 为间
隔进行划分，采用“十分法”［4］评定等级。

结果表明，吉林省旅游产业和旅游环境发展水平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表 2、图 1) ，旅游产业发
展水平稳中向好，从 2015 年的 0． 347 26 上升到 2019 年的 0． 368 55，相较之下，旅游环境发展水平变化显著，
从 2015 年的 0． 422 56 下降到 2019 年的 0． 033 40，并且上升趋势极其微弱。从发展类型来看，2015—2016
年，ZF小于 ZE，表明吉林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类型为旅游产业滞后型; 2017—2019 年，ZF大于 ZE，
表明吉林省旅游环境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类型为旅游环境滞后型。从中可以看出，吉林省依托丰裕的旅游资
源优势和文旅融合等相关政策的提出，在大力开发旅游产品、获得旅游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生态文明建
设，改善全省旅游环境状况的任务迫在眉睫。从耦合协调程度来看，5 年间( 2015—2019 年) 吉林省旅游产业
与旅游环境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数值均小于 0． 5，一直处在失调阶段，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图 2) ，2015—
2016 年耦合协调等级为濒临失调，2017—2019 年耦合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转向严重失调( 表 2 ) 。此结果进
一步说明吉林省旅游产业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明显，旅游环境没有得到
有效改善，旅游业带动之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

表 2 2015—2019 年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类型及耦合协调等级

年份 ZF ZE 发展类型 T C D 耦合协调等级

2015 0． 347 26 0． 422 56 旅游产业滞后型 0． 384 91 0． 487 92 0． 417 20 濒临失调

2016 0． 340 78 0． 400 82 旅游产业滞后型 0． 370 80 0． 480 08 0． 406 39 濒临失调

2017 0． 334 39 0． 035 18 旅游环境滞后型 0． 184 79 0． 273 72 0． 200 25 中度失调

2018 0． 362 30 0． 032 69 旅游环境滞后型 0． 197 49 0． 255 72 0． 201 53 中度失调

2019 0． 368 55 0． 033 40 旅游环境滞后型 0． 200 97 0． 200 85 0． 188 75 严重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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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19 年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发展指数

图 2 2015—2019 年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

以计算结果为基础，运用 ArcGIS 10． 2 软件直观呈现 2015 年和 2019 年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
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状况( 图 3、图 4) 。

图 3 2015 年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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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9 年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从图中可以看出，5 年间( 2015—2019 年) 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等级变化明显，整体由
濒临失调转变为严重失调。从各市( 州) 的情况来看，长春市、吉林市分别由初级协调、基本协调转变为轻度
失调，尽管其耦合协调度与省内其他城市相比等级较高，对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环境建设的关系把控较好，但
仍存在两个系统轻度失调的危机。通化市、辽源市由轻度失调分别转变为中度失调、极度失调，两地之间没有
依托各自的优势条件形成“资源－交通”互补［15］，对旅游产业升级和环境建设的全面规划有待完善。白山市
和白城市均由轻度失调转变为严重失调，下降程度十分明显，两地在自身优质资源禀赋的基础上旅游产业发
展迅速，但对生态文明建设有所松懈，给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松原市和延边州分别由濒
临失调、基本协调转变为中度失调，两地的文化特色突出，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自然
资源的损耗，但旅游者数量的增多仍会对城市旅游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四平市由中度失调转变为极度失调，
该地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始终处于全省最低等级，亟需探寻一条旅游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利共赢的新
道路。
4 结论及建议
4． 1 结论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法，初步分析吉林省 9 个市( 州)
2015—2019 年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 吉林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中向
好的趋势，旅游环境发展水平显著下降;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发展不协调，2015—2016 年发展类型为
旅游产业滞后型，耦合协调等级为濒临失调; 2017—2019 年发展类型为旅游环境滞后型，耦合协调等级由中
度失调转向严重失调。
4． 2 建议

随着吉林省旅游产业的深入发展，旅游环境的综合水平显著下降且上升趋势微弱，全省旅游环境保护问
题突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威胁，城市生态环境亟需改善。首先，吉林省应当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引，
依托东部地区的长白山生态环境系统和沿边优势，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深度融入共建东北东部绿色经济带。
与此同时，要加大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保护力度，其良好的生境状况直接关系到周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
恢复与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应当大力加强防沙治碱、草原保护、湿地功能修复等工程建设，打造以“林草湿
生态连通”为依托的特色旅游产品，全面融入共建东北西部生态经济带。其次，要加快推进吉林省旅游产业
与旅游环境的协调发展。冰雪旅游产业作为吉林省极具竞争潜力的优势产业，资源禀赋较高且市场前景广
阔，可以通过冰雪旅游的丰富性、综合性体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吉林省应当打造特色鲜明的冰雪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以“冬奥在北京，体验在吉林”为契机，把握好冰雪旅游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未来，吉林省需
要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通过“一带一路”进一步优化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旅游功能布局，拓宽
旅游发展空间，提倡跨省、跨国旅游协作，推动东北亚旅游片区一体化发展［15］。力争在环境质量稳步提升的
约束下合理开发旅游产品，全面促进吉林省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协调关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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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Environment in Jilin Province

SHAO Zhi－ying，ZHANG Mei

(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3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Jilin Province and accelerat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

ization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Jilin in the new era，this study constructs two system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environment in Jilin Province． The entropy method is used to assign weights to each indicator，and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environment in Jilin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in Jilin Province shows a stable trend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environment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environment in Jilin Province is not

coordinated． From 2015 to 2016，the development type of tourism industry is lagging，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is near imbal-

ance． From 2017 to 2019，the development type is tourism environment lag，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changes from moderate

imbalance to severe imbalance．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environment; level of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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