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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态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渠 兴 勤，殷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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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实施，康养旅游备受关注，康旅耦合协调已成为产业发展重点。借助耦合协调度模

型、标准差椭圆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讨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态势与演化特征，并借

助面板回归模型探索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１）我国大部分区域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处于较低水平，但二者耦合协

调态势趋好，耦合协调度呈上升特征；２）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向南北和东西方向收缩态势，重心一直位于河南

省，且呈现向西南移动趋势；３）康旅耦合协调的“高—高”关联区呈现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地区移动趋势，“低—低”关

联区则表现出由西部区域向东北地区转移趋向；４）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受多元因素的耦合作用，经济支撑力、政府调

控力和人才助推力对其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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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１世纪健康产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成为产

业融合发展的新“蓝海”［１］。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指出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

支持有条件地区发展医疗健康旅游；２０１６年原国家

旅游局颁布《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极大促

进了旅游业和健康产业的协调发展；《“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强调“积极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

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融合”；《“十四五”文化和旅

游发展规划》也强调“发展康养旅游”，康旅耦合协调

发展迎来黄金期。此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健康是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

基础，旅游是体验美好生活的重要形式，因此，科学

识别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探索高质量推进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实施路径已成

为科学研究和产业实践的重点。

产业融合与协调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旋

律［２］，已有研究对旅游业与文化［３，４］、经济［５－７］、交

通［８，９］、生态环境［１０－１２］等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态势

与演化规律展开探讨，而关于旅游业与健康产业的

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主要集中在：

１）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潜力评估，如构建森林康养

旅游开发潜力评估指标［１３］，通过抓取网络相关数据

构建康养旅游产业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１４］，基于改

进层次分析法构建健康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１５］；

２）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模式与路径，如结合康养需

求提出康养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推广模式［１６］、发展

策略［１７－１９］，并梳理了我国康养旅游产业的演进规律

和特色经验［２０］；３）康养旅游地空间结构与发展，如研

究发现我国康养旅游地呈现“沿线、环城、傍景”分布

规律［２１］，且受交通、经济、人口和自然资源等多重因

素影响［２２］。此外，也关注康养旅游小镇规划选址、项

目建设、产品引入等问题［２３，２４］。综上所述，尽管学界

对康旅耦合协调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多集中于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模式、路径与策略探索，缺乏对

二者耦合协调态势与时空特征的系统研判，而测度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态势、揭示其时空特征有助于因

时因地制宜地差异化推进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另

外，目前仍鲜见关于识别影响康旅耦合协调效度关

键要素的研究，而探索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影

响因素有助于抓准高质量推进康旅耦合协调的关键

要点，促进其耦合协调发展。鉴于此，本研究利用耦

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态势，采用空

间分析技术揭示其时空演化规律，并利用面板回归

模型识别影响二者耦合协调效度的关键要素，以期

为我国康旅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奠定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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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设计

１．１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析

耦合是指两个及以上的系统通过相互影响、作

用而彼此协调发展的现象［２５］，耦合协调则是系统间

协调配合、良性循环的关系［６］，是测度两个及以上系

统耦合发展的程度。旅游业产业链长，涉及行业多，

耦合带动效应明显，能与健康产业形成良好的相互

作用、相互促进的耦合协调关系（图１）。一方面，健

康产业的健康设施、健康产品、健康服务和健康环境

作为特色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能丰富原有旅游产

品与旅游吸引物，促进旅游业发展。健康设施可为

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设备支撑，丰富旅游体

验；健康产品、健康服务为游客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旅

游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体验，如中医药资源与观光

旅游结合，推出中医药保健养生、康养旅游产品［２６］；

健康环境则为游客营造了健康、安全和养生的游览

环境。此外，健康产业一般不受季节影响，一定程度

上能弥补旅游业淡旺季分明的缺陷。另一方面，旅

游活动的全民性和大众性为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充

足的客源市场和消费潜能。旅游业中的旅行社、酒

店、景区等业态为健康产业延伸提供了广阔的消费

空间。旅行社是游客与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的沟

通桥梁，是健康设施、健康产品、健康服务与健康环

境的重要营销者，是将健康产业推向广阔旅游市场

的重要力量；酒店能提供健康服务空间、建设健康设

施、设计健康产品、营造健康环境，如温泉度假酒店

除保留传统的酒店住宿功能，还依托温泉资源开发

康体保健等旅游模式［２７］；景区则拥有更多的资源条

件，积极发展自身旅游资源，带动健康产业发展［２８］。

综上所述，健康产业为旅游业提供了有效的产品供

给，而旅游业为健康产业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需求，

二者供需互促能有效强化产业间的资源互享、客源

互送、淡旺互补、效益互分，最终实现康旅耦合协调

发展。

图１　健康产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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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指标体系

参考前人研究，考虑指标的科学性、代表性及数

据的可获得性，结合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从健康设施、健康产品、健康服务和健康环境四方面

选取１４个指标衡量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表１）。其

中，健康设施利用中医机构医疗卫生财政拨款、医疗

卫生机构数两个指标衡量，健康产品利用医药制造

业主营收入、医药制造业平均用工人数、健康检查人

数、孕产妇建卡率４个指标衡量，健康服务则由卫生

总费用、每千人口卫生人数、妇幼保健院（所、站）人

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人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人数、卫生监督所（中心）人数反映，健康环境由人均

森林面积和人均湿地面积衡量［２９－３２］。此外，本研究

从消费市场和消费空间两方面选取１２个指标测度

旅游业发展水平（表１）。其中，消费市场考虑国内旅

游收入、国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国际旅游人

数４个指标，消费空间主要通过旅行社数、星级饭店

数、Ａ级景区数、自然保护区数、森林公园总数、旅行

社就业人数、星级饭店就业人数、Ａ级景区从业人数

８个指标衡量
［３３－３５］。鉴于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

法，已在地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３６］，本

研究运用熵值法确定健康产业与旅游业２６个指标

的权重（表１）。

表１　健康产业与旅游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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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健康

产业

旅游业

健康

设施

健康

产品

健康

服务

健康

环境

消费

市场

消费

空间

中医机构医疗卫生财政拨款／亿元

医疗卫生机构数／个

医药制造业主营收入／亿元

医药制造业平均用工人数／万人

健康检查人数／人

孕产妇建卡率／％

卫生总费用／亿元

每千人口卫生人数／人

妇幼保健院（所、站）人数／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人数／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数／人

卫生监督所（中心）人数／人

人均森林面积／（ｈｍ２／人）

人均湿地面积／（ｈｍ２／人）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国际旅游收入／亿美元

国内旅游人数／百万人次

国际旅游人数／万人次

旅行社数／个

星级饭店数／个

Ａ级景区数／个

自然保护区数／个

森林公园总数／个

旅行社就业人数／人

星级饭店就业人数／人

Ａ级景区从业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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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３．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

型、标准差椭圆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面板回归模

型探讨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态势、时空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

（１）耦合协调度用于衡量两个及以上事物之间

耦合的协调程度，本研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

健康产业与旅游业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计算公

式［３，３７，３８］为：

犆＝
犝１×犝２
（犝１＋犝２）槡 ２

（１）

犜＝α犝１＋β犝２ （２）

犇＝ 犆×槡 犜 （３）

式中：犆为健康产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度；犝１、犝２分别

为健康产业与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值，若犝１＞犝２则

为旅游业发展滞后，若犝１＜犝２则为健康产业发展滞

后，若犝１＝犝２ 则为健康产业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相

当［３９］；犜为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权重，二者之和为

１，考虑到健康产业与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发展同等重

要，二者均取０．５
［２９，４０］；犇为健康产业、旅游业两大

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０，１］，参考文献

［３，３９］划分等级：０．０００～０．０９９为极度失调，０．１００

～０．１９９为严重失调，０．２００～０．２９９为中度失调，

０．３００～０．３９９为轻度失调，０．４００～０．４９９为濒临失

调，０．５００～０．５９９为勉强协调，０．６００～０．６９９为初

步协调，０．７００～０．７９９为中级协调，０．８００～０．８９９

为良好协调，０．９００～０．９９９为优质协调。

（２）标准差椭圆分析通过重心坐标、旋转角、沿

长轴（短轴）的标准差等指标衡量空间分布情况［４１］，

本研究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康

旅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化特征。

（３）空间自相关方法包括全域型和局域型，本研

究运用Ｍｏｒａｎ′ｓ犐指数（式（４））探究康旅耦合协调

发展的空间关联程度总体特征，用局域空间自相关

进一步分析各地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关联特征，反

映区域空间关联程度。

犐＝
狀
犛０

∑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犠犻，犼犣犻犣犼

∑
狀

犻＝１
犣犻
２

（４）

犛０＝∑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犠犻，犼 （５）

式中：犣犻为要素犻的属性与其平均值的偏差；犠犻，犼为

要素犻和犼之间的空间权重；狀为要素总数；犛０为所

有空间权重的总和。

（４）面板回归模型是重要的计量经济学理论方

法之一［４２］，其同时包含截面和时间两个维度，本研究

用该模型探索影响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设犻（犻＝１，２，３，…，犖）表示截面个体（省域），狋（狋＝１，

２，３，…，犜）表示时间（年），模型如下：

狔犻，狋＝α犻＋β犻狓犻，狋＋ε犻，狋 （６）

式中：狔犻，狋为被解释变量；狓犻，狋为解释变量；α犻为个体效

应；β犻为待估计参数；ε犻，狋为模型误差项。

１．３．２　数据来源　每千人口卫生人数、国际旅游收

入、国际旅游人数、自然保护区数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医药制造业主营收入、医药制

造业平均用工人数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健康检查人数、孕产妇建卡率、卫生

总费用、医疗卫生机构数、妇幼保健院（所、站）人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人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

数、卫生监督所（中心）人数来源于《中国卫生健康统

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中医机构医疗卫生财政拨款

来源于《中国中医药年鉴（行政卷）》（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湿地面积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

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和《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森林公园总数来源于《中国林业和草原统计

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旅行社数、星级饭店数、Ａ级景

区数、旅行社就业人数、星级饭店就业人数、Ａ级景

区从业人数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和《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２０１９），国

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来源于各省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统计年鉴及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研究期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研究靶区覆盖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不含港、澳、

台），采用平均增长率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全。

２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

２．１　总体态势

康旅产业整体呈现良好的耦合协调发展态势，

耦合协调等级由２００９年的中度失调演变为２０１８年

的初步协调（表２）。尽管康旅产业耦合协调度呈现

稳步上升态势，但其耦合协调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

大部分省域处于初步协调状态，个别省域处于勉强

协调水平。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健康产业滞后和旅游业滞

后均有发生，２０１３年及以后一直呈旅游业滞后发展

状态，这可能是因为大健康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近

年来发展势头强劲。

２．２　时间演化特征

由表３可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康旅耦合协调等级

有所提高，由初期的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



表２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狔狆犲狊犪狀犱犾犲狏犲犾狊狅犳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狅犳犺犲犪犾狋犺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犪狀犱狋狅狌狉犻狊犿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年份 犝１ 犝２ 犇 耦合协调类型 耦合协调等级

２００９ ０．０９０ ０．１５２ ０．２４２ 健康产业滞后型 中度失调

２０１０ ０．１８９ ０．１６９ ０．２９９ 旅游业滞后型 中度失调

２０１１ ０．２４９ ０．２５５ ０．３５５ 健康产业滞后型 轻度失调

２０１２ ０．２９７ ０．３０９ ０．３８９ 健康产业滞后型 轻度失调

２０１３ ０．５７４ ０．３５４ ０．４７５ 旅游业滞后型 濒临失调

２０１４ ０．５９１ ０．５０２ ０．５２２ 旅游业滞后型 勉强协调

２０１５ ０．６７０ ０．６３９ ０．５７２ 旅游业滞后型 勉强协调

２０１６ ０．７４１ ０．６９０ ０．５９８ 旅游业滞后型 勉强协调

２０１７ ０．７９８ ０．７４５ ０．６２１ 旅游业滞后型 初步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８６９ ０．８６４ ０．６５８ 旅游业滞后型 初步协调

和濒临失调逐步发展成为勉强协调与初步协调，表

明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天津、辽宁、上海、

福建和甘肃的康旅耦合协调等级在２０１３年为勉强

协调，是最早进入协调行列的省域。这主要是由于

天津是近代工业的起源地，工业发展迅速，经济基础

良好，可以为健康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完备的

资金支持；辽宁是中国９个边境省域之一，健康和旅

游资源丰富，为健康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上海的医疗旅游产品在２００９年起步，２０１０年相

应的平台开始问世［４３］，健康产业发展迅速；福建森林

覆盖率居全国前列，森林康养旅游发展起步较早；甘

肃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迹与建筑类旅游资

源丰富，旅游业发展基础良好。然而，天津、辽宁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由初步协调下降到勉强协调，可能是

天津工业污染问题显现，由《天津统计年鉴》可知，集

中治理设施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影

响了环境治理水平，进而影响到健康产业和旅游业

的发展；辽宁是边境省域，后续投资力度不足，仍处

于由小产业转变成大产业的过程中［４４］。另外，我国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呈明显的空间移动性，高耦合协

调区域由东部沿海向西部转移。

２．３　空间演化特征

标准差椭圆分析（表４）显示，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我

国康旅耦合协调的标准差椭圆重心变化不规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位于河南省洛阳市，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位

于河南省南阳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７年重心均呈现向西南偏移趋势，一定程度上说

明我国康旅耦合协调趋势正从东部向西南扩张，这

可能缘于西南地区拥有优质的康旅资源，如广西巴

马的优质健康环境、云南独具特色的林下种养和高

原特色农业、贵州的地热温泉等。另外，康旅耦合协

调发展的标准差椭圆长轴、短轴均缩短，旋转角由

５１．５０２°变为５５．２５０°，表示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态势

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收缩。

空间自相关测度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布

态势（表５）表明，除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外，其他年份均通

表３　不同耦合协调等级的区域分布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犵犻狅狀犪犾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狊

耦合协调等级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

严重失调 贵（１）

中度失调
内蒙古、苏、皖、闽、赣、豫、鄂、粤、桂、
渝、川、云、陕、甘、青、宁、新（１７）

轻度失调
京、冀、晋、辽、吉、黑、沪、浙、

鲁、湘、琼、藏（１２）
内蒙古、鄂、粤、渝、贵、云、藏、

陕、青、宁（１０）

濒临失调 津（１）
京、津、冀、晋、辽、吉、黑、沪、
苏、浙、皖、闽、赣、鲁、豫、湘、
桂、琼、川、甘、新（２１）

晋、辽、宁（３）

勉强协调

京、津、冀、内蒙古、吉、黑、沪、
苏、浙、皖、闽、赣、鲁、豫、鄂、
湘、粤、桂、琼、渝、川、贵、云、
藏、陕、甘、青、新（２８）

津、辽、黑、浙、藏（５）

初步协调
京、冀、晋、内蒙古、吉、沪、苏、皖、闽、
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川、
贵、云、陕、甘、青、宁、新（２６）

表４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标准差椭圆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犲犾犾犻狆狊犲狅犳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狊狅犳犺犲犪犾狋犺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犪狀犱狋狅狌狉犻狊犿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年份 重心坐标 犢轴／ｋｍ 犡轴／ｋｍ 旋转角／° 偏移距离／ｋｍ 偏移方向

２００９ １１２．０８７°Ｅ，３４．２６０°Ｎ １２４７．４８８ １０９７．３０１ ５１．５０２

２０１０ １１１．９１４°Ｅ，３４．１３９°Ｎ １２４３．５８４ １０８５．１５２ ５２．７４１ ２０．８１２ 西南

２０１１ １１１．７４６°Ｅ，３４．１０５°Ｎ １２３６．１５２ １０９０．４９１ ５５．５０９ １５．７２０ 西南

２０１２ １１１．７９８°Ｅ，３４．０３８°Ｎ １２２８．２３５ １０９０．９４９ ５２．０４５ ８．９２４ 东南

２０１３ １１１．６０２°Ｅ，３３．８４２°Ｎ １２２０．７８９ １０９５．０４６ ５４．１２５ ２８．３８３ 西南

２０１４ １１１．５４３°Ｅ，３３．７５４°Ｎ １２１７．９９７ １０９２．７８０ ５５．５４０ １１．３０５ 西南

２０１５ １１１．３７１°Ｅ，３３．６８８°Ｎ １２２０．０３５ １０９４．０５５ ５７．３６８ １７．４０５ 西南

２０１６ １１１．３８９°Ｅ，３３．６９８°Ｎ １２１６．７２９ １０９１．２７９ ５６．３５３ １．９９７ 东北

２０１７ １１１．１５５°Ｅ，３３．６９６°Ｎ １２１４．１０５ １０９１．８５３ ５５．９１６ ６．９５７ 西南

２０１８ １１１．０９２°Ｅ，３３．７３３°Ｎ １２１３．２６８ １０９４．２７１ ５５．２５０ ５．９７６ 西北

  



过显著性检验（犘≤０．０５），表明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呈

现一定的空间自相关，即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在空间

上呈现集聚状态，但由于康旅耦合协调发展仍处于

起步阶段，各省域对其发展的投入不一，造成各省域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发展速度不同，不具备时空

稳定性，导致多数省域局域空间自相关不显著。

表５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Ｍｏｒａｎ′ｓ犐指数
犜犪犫犾犲５　犕狅狉犪狀′狊犐犳狅狉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狊狅犳犺犲犪犾狋犺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犪狀犱狋狅狌狉犻狊犿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Ｍｏｒａｎ′ｓ犐 ０．３１１ ０．１７５ ０．２５９ ０．２２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２ ０．１８０ ０．１２１

犘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９０３ ０．９４３ ０．７３８ ０．２４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７

　　“高—高”关联省域由２００９年的３个减至２０１８

年的１个，且在空间上发生明显变化，由东部沿海地

区向西部地区转移，２００９年包括天津、辽宁和山东，３

省域形成相互毗邻、彼此促进的联动区域，溢出效应

明显，是拉动其他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山东一直位于“高—高”关联区，康养旅游在

山东拥有广阔的发展市场，且山东有康养旅游所需

的充足人力资源；２０１８年则只包含四川，可能是因为

其温泉旅游发展迅速。“高—低”关联省域在２００９

年为０，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均只包含

１个不固定的省域。“低—高”关联省域只在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包含湖南，湖南在２０１０年位于“高—低”关联

区，这种转变可能是因为康旅耦合协调的重心逐渐

由东部沿海向西部转移，湖南的康旅耦合协调水平

相比周边省域先高后低。“低—低”关联省域在２００９

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这５个省域康

养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由于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导

致康养旅游发展水平较低，但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西部地

区全部退出“低—低”关联区，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水

平逐渐好转。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辽宁一直处于“低—低”

关联区，２０１７年增加了吉林和黑龙江，可能是由于东

北地区康养旅游资源开发较早，但后续投资力度不

足，造成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逐渐落后。

表６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局部空间自相关
犜犪犫犾犲６　犔狅犮犪犾狊狆犪狋犻犪犾犪狌狋狅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犾犲狏犲犾狊狅犳犺犲犪犾狋犺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犪狀犱狋狅狌狉犻狊犿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年份 高—高 高—低 低—高 低—低

２００９ 津、辽、鲁 渝、川、贵、云、桂

２０１０ 鲁 湘 渝、川、贵

２０１１ 津、鲁 渝、贵、云、桂

２０１２ 辽、鲁 云

２０１３ 甘

２０１４ 闽 津 湘

２０１５ 陕 湘 辽

２０１６ 渝 辽

２０１７ 川 内蒙古 辽、吉、黑

２０１８ 川 辽

３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３．１　影响因素选取

自然资源差异性是影响康养旅游地发展的内驱

力，交通、经济基础和人口密度则属于外驱力［２２］；资

源、环境、市场、交通、经济发展与旅游投资等因素是

我国康养旅游地发展的关键因素［２１］，政策制度、经济

发展、市场需求、产业发展、技术、服务、资源和功能

等多要素共同作用推进康旅耦合［２７］。综上，本研究

在已有研究［４５－４９］基础上，解释变量选取经济支撑力

犡１、消费拉动力犡２、产业带动力犡３、政府调控力

犡４、需求引导力犡５、投资驱动力犡６、技术支撑力

犡７、人才助推力犡８、交通保障力犡９共９个因素，测

度其对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

通常地区人均ＧＤＰ越高，经济越发达，越能为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提供经济支撑，故用人均ＧＤＰ衡

量经济支撑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消费

水平则越高，其在健康产业和旅游业上消费的可能

性就越大，故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消费

拉动力；第三产业能为健康产业和旅游业营造良好

的发展环境，故用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表示产业

带动力，其值越大，表明地区第三产业越发达；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越多，表明政府越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则公共基础设施越完善，健康产业与旅游业可依赖

的基础设施越多，故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代表政府

调控力；人口老龄化是康养旅游发展的主要原因［５０］，

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康养需求越多，故用老年人口

抚养比代表需求引导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越高，

用于健康产业和旅游业的投资可能越多，故用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投资驱动力；公有经济企事业

单位卫生技术人员越多，则能为健康产业与旅游业

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支持，故用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

卫生技术人数代表技术支撑力；高等学校在校生越

多，表明为健康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培养的专业人才

越多，故用每１０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代表

人才助推力；旅客周转量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交通发

达程度，交通通达度越高，能为健康产业与旅游业输

送更多客源，故用旅客周转量代表交通保障力。

３．２　结果分析

在面板回归模型中，当面板数据的时间序列较

长时，需要验证数据的平稳性［５１］。本研究使用的面

板数据时间序列较短，故不需要处理平稳性问题。

  



此外，面板数据可弥补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样本量

不足的问题，降低变量的共线性［５２］。面板数据建立

的回归模型通常有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

随机效应模型３种，因此，需先确定最适宜模型。本

研究运用犉统计量检验和Ｅｖｉｅｗｓ８．０软件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得出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最好，故选

择该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及影响因素分析（表

７、图２）显示：

表７　模型估计结果
犜犪犫犾犲７　犈狊狋犻犿犪狋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犿狅犱犲犾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犜值

犆 截距 －１１．６４９ ０．９２５ －１２．５８８

ｌｎ犡１ 经济支撑力 ０．６２２ ０．０９４ ６．６１８

ｌｎ犡２ 消费拉动力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４ ０．８３６

ｌｎ犡３ 产业带动力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１ １．２１９

ｌｎ犡４ 政府调控力 ０．１７４ ０．０６９ ２．５２６

ｌｎ犡５ 需求引导力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７ －０．５７８

ｌｎＸ６ 投资驱动力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１．２４０

ｌｎ犡７ 技术支撑力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６ ０．４２０

ｌｎ犡８ 人才助推力 ０．２６９ ０．０８１ ３．３１９

ｌｎ犡９ 交通保障力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３ －０．３３７

　　注：模型的犚２＝０．９２，Ａｄｊ．犚２＝０．９１，犉＝８２．１９，犘＝０．０００；、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的犘＜０．１、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图２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犉犻犵．２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犻狀犵犳犪犮狋狅狉狊狅犳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犮狅狅狉犱犻狀犪狋犻狅狀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狅犳犺犲犪犾狋犺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犪狀犱狋狅狌狉犻狊犿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注：蓝色圈内的动力因素起推动作用，红色圈内的动力因素起抑

制作用；蓝色粗圈表示影响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１）经济支撑力回归系数为０．６２２，并通过１％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其能正向影响康旅耦合协调发

展水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效

果越好。经济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人均

ＧＤＰ的增加能提升经济基础，为产业耦合发展营造

良好氛围，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从而促进康旅耦合

协调发展。

（２）消费拉动力回归系数为０．０４５，表明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有正向作

用，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消费拉动力对康旅耦

合协调发展的促进效应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中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加

之房价上涨造成消费倾向下降［５３］，其在健康产业和

旅游业上的花费较少，故对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拉

动效果不明显。

（３）产业带动力回归系数为０．０９９，表明第三产

业占ＧＤＰ比重对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但该促进作用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

健康产业与旅游业仍属于第三产业中的新兴业态，

虽然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处于上升阶段［５４］，但目前

所占比重仍较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未能明显带

动和促进康旅耦合协调发展。

（４）政府调控力回归系数为０．１７４，通过５％的

显著性检验，表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显著正向影响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即一个地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越多，该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越完善，则对健康产

业和旅游业的预算支出越多，其越能高质量提升康

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５）需求引导力回归系数为－０．０３３，具有负向

作用，但其作用效果并不显著。一般老年群体是康

养旅游的重要消费群体，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市场

需求越大，则康旅耦合协调效果越好。《中国人口和

就业统计年鉴》显示，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全国城市老年人

口抚养比低于乡村老年人口抚养比，乡村老年群体

增速较快，但乡村老年群体一般没有固定的经济来

源，康养旅游需求较弱，故其对康旅耦合协调的影响

并不显著。

（６）投资驱动力回归系数仅为－０．０３１，表明其

能负向影响康旅耦合协调发展，但其影响并不显著。

一般情况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越多，康旅基础设

施投入资金可能越高，康旅活动开展的环境保障越

好，能有效促进康旅耦合协调发展，但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中旅游业和健康产业投资的占比相对较低，

使其无法显著正向促进康旅耦合协调发展。

（７）技术支撑力回归系数为０．０３２，表示其能推

进康旅耦合协调发展，但其作用效果并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一般而言，健康产业和旅游业的技术支持

越丰富、发展越快，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越高，但

目前对康旅产品多关注资源和产品［１９］，对专业技术

服务关注较少，故技术支撑力尚未对康旅耦合协调

形成显著的推进作用。

  



（８）人才助推力回归系数为０．２６９，并通过１％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人才是助推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重

要动力源［５５］，专业人才数量越多，越能推动康旅耦合

协调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当前健康产业和旅游业

专业人才缺乏，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才并发挥人才对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助推效应将是未来重点探索的

话题。

（９）交通保障力回归系数为－０．０１４，表明其对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基础交通越发达，旅客流通性越高，能有效促进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升，但目前康旅场所往往

处于环境优良的偏远地区，基础交通得不到有效保

障［５６］，导致其无法显著促进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提升。

４　结论与启示

“健康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康旅耦合协调

发展也成为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本研究

在构建康旅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分析、空间自相关

等方法探讨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康旅耦合协调发展

的时空态势与演化特征，并借助面板回归模型检验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１）全国层面，康旅耦合协调发

展态势较好，呈现初步协调状态，该结论印证了前人

关于康旅产业目前实现了初步融合的观点［５７］。省域

层面，各省域康旅耦合协调呈现向好态势，但多数地

区处于勉强协调和初步协调阶段，该结论也印证了

在康养旅游产业整体向好的背后仍存在不可忽略的

问题［５８］。２）康旅耦合协调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特

征，初期表现为东部高、中／西部低，后期则呈现中部

高、东部低，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也具有明显的空间集

聚性。２００９年天津、辽宁和山东形成相互毗邻、彼此

促进的“高—高”联动区域，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

广西则位于“低—低”联动区域，但空间集聚性也具

有转移性，２０１８年仅四川位于“高—高”关联区，辽宁

为“低—低”关联区。两大产业联动发展的区域集聚

性也可从康养旅游地的集聚分布特征上得以体

现［２１，２２］。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存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

向收缩态势，标准差椭圆重心从河南省洛阳市移至

河南省南阳市，多数年份有向西南移动趋势。３）康

旅耦合协调发展受多要素的共同作用，且经济支撑

力、政府调控力和人才助推力能显著促进康旅耦合

协调发展。

结合康旅耦合协调发展态势、时空特征与影响

因素，本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推进康旅耦合协调发

展：１）强化溢出作用，发挥辐射效应。四川在２０１８

年处于“高—高”联动区域，且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

重心向西南转移。建议通过建立区域合作联盟方

式，积极发挥耦合热点区域的带动示范效应，实现康

旅资源互用、客源市场互通、发展区域互联、专业人

才互派、发展经验互享等共建、共治、共享的康旅耦

合协调区域发展模式，辐射并促进周边区域协调发

展。２）强化动力效果，发挥促进效应。经济支撑力、

政府调控力和人才助推力对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应挖掘康旅资源，积极加

强健康产业、旅游业的项目投资，打造高品质的康旅

项目，利用项目投资，盘活市场，带动产业耦合发展；

另一方面，应做好康旅人才梯队培养工作，康旅耦合

协调发展的资源开发、项目打造与运营、业态升级、

市场营销、品牌建设等工作均离不开人才助力，强化

不同层次的康旅人才培养，提升其对康旅耦合协调

发展的助推效应。３）强化政策引导，发挥调控效应。

政府调控力对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推进作用，因

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与产业规划，加强

政策引导，尝试加大对康旅耦合协调发展的经费、资

源投入，发挥调控效应，助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

本研究只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康旅耦合协调发展

态势、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今后可

重点关注康旅耦合协调的驱动机制，优选推进康旅

耦合协调发展的路径，提升高质量发展速度。此外，

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部分指标暂未纳入研究范

畴，如影响因素中选择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卫生技

术人数代表技术支撑力，而非公有技术发展也特别

迅速，但因无法获得其连续年份的省域数据而未纳

入分析。因此，未来可借助众源数据继续扩充、完善

康旅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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