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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运用综合指标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养老产业与旅游

产业发展水平、耦合度状况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两产业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差

异极化等导致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养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指数均值分别仅为0.33、0.36。②两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

呈上升态势，但各省市耦合协调度等级存在明显差异。③江西、湖南两省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水平，重庆、云

南、贵州处于轻度失调水平，其余省市均处于不同等级的协调阶段。④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能够有效刺激和推

动经济的增长。因此，为提高两产业发展水平和实现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产业

结构调整的“加减法”，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促进两产业协同发展；产业联动融合发展，延长产业

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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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as the research area, the article uses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method,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and their coupling degree and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growth. It's found that: 1)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wo industries is not high due to the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arized development differences,the average value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are only 0.33 and 0.36 respectively. 2) The overal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industries is on the rise, bu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among

provinces(municipalties). 3) The average valu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Jiangxi and Hunan are both at the disorder

level,Chongqing,Yunnan and Guizhou,are at the mild disorder level,the rest of provinces and municipalties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of coordination. 4) The coupling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process of the two

industries,it sh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y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doing th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promo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industrie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trengths and avoiding the weakness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extending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by linking and 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es,and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coupling process to

realiz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wo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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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叠加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的泛滥，导致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

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严重的威胁。面对国

际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矛盾和新挑战，为使我

国经济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必须顺势而为调

整经济发展路径，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

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

持续性”［1］，“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并

非意味着闭关锁国搞发展，而是在继续扩大开放的

同时加强“内循环”，也就是“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

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2］。所以，

“内循环”的实质是发掘和拓展国内市场需求，推动

消费能力释放，使内需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核

心动力，本质上说，就是“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

系”［2］。所谓完整内需体系，“不是简单地讨论内需

是什么，而是要深刻把握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

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

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

富含义”［3］。也就是说，内需体系包含多方面的内

容，扩大内需的路径是多元的。在国际经济环境不

稳定、不确定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构建完整的

内需体系？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无疑对打通国内供

需两端，激活有效需求，促进产业链增值产生积极

效应，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之一［4］。

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从产业链、供应链的视角

看，因其价值链、企业链、物流、商流、信息流等基本

都在国内，不会出现“卡链、断流”现象，产业特征具

有显著的“内需”属性，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

应［5］。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潜力

巨大，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之一。因此，研究养

老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

但是养老与旅游两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也是在

“内循环”背景下，从产业视角回应扩大内需，构建

内需体系，促进国内大循环。

1 研究进展与耦合机理

1.1 研究进展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为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顺

势而为的战略之举，对其相关学术研究是当前的热

点，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系统阐释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科学内涵及落实部署［1］，并
从经济规律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实践的

视域阐释如何构建内需体系，及国内大循环的实质

和内涵［3］；二是从逆全球化所导致的投资和贸易壁

垒等方面，阐释国内大循环的必要性、必然性［6］；三

是从内生增长、产业链、经济循环规律等方面阐释

国内大循环的措施和路径［7］，等等。

关于养老产业的相关研究，因国外进入老龄化

社会较早，相关研究也早于国内。1970年代前，国

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老龄化问题展开，如老龄人需

求、老龄化对社会福利、人力资源的影响等［8-9］，其
后，养老产业的相关研究在产业政策、模式及社会

经济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0］。在国内，养

老产业的相关研究始于 1970年代末，早期研究主

要是对国外相关成果的借鉴与消化。1990年代后

逐渐涉及养老产业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养老模

式［11］、养老政策［12］、养老产业与区域经济及与相关

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13-14］等等。对养老与旅

游产业融合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康养旅游、养老旅

游［15-16］，涉及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增长

关系的相关研究较少。但产业耦合协调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研究，已取得部分研究成果，如张娜等以

中国 31省区市 2008—2016年的数据为例，实证研

究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

系，认为文旅耦合能够有效刺激区域经济的增

长［17］。本研究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长江经济

带为例，通过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耦合

度状况及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为两产业高

质量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进而为从产业视角回

应扩大内需、构建内需体系、促进国内大循环提供

参考。

1.2 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机理分析

作为“朝阳产业”的养老和旅游产业，其产业链

涵盖了一、二、三产业，产业的综合性和辐射性非常

强，不但与其他产业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且两产业

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协调关系［18］。

一方面，养老产业直接或间接地带动旅游业的

发展。养老产业覆盖面较广，涉及的行业领域较

多，能够产生极大的带动效应，促进产业关联提升。

对旅游产业来说，能够促进老年旅游服务、养生及

休闲旅游服务等旅游服务模式的创新，增加旅游消

费群体；以老年人为主要群体的康养旅游、异地养

老等养老新模式，扩大了旅游消费市场；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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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产业提高了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因此，养老产业带动旅游产业发展效应主要体现

在：创新旅游模式（产品效应）、增加旅游消费群体

（规模效应）、扩大旅游市场（市场效应）、提高旅游

资源效率（收入效应）等方面。

另一方面，旅游产业也直接或间接地支撑和促

进养老产业的发展。旅游与养老产业高度的关联

性，决定了两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

相互支撑。对养老产业来说，旅游业相关的食、住、

行、游、娱、购、医等基础及公共设施为养老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支撑；以“旅游+健康、养老”为主题的老

年旅游新业态的产生，促推了健康养老模式的发

展；旅游目的地优良的“硬、软”环境对提高养老业

的品质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全域旅游、游憩带、

“农家乐”等旅游模式，拓展了养老产业的市场空

间，等等。因此，旅游产业支撑和促进养老产业发

展的作用机理所带来的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养老基

础及公共设施的支撑（资源效应）、养老模式创新

（产品效应）、养老品质提升（品牌效应）、养老市场

开拓（市场效应）等方面。

养老与旅游产业的关联性和协调关系为两产

业的耦合协调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耦合原理，养

老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过程就是两者在相

同的时间和空间内相互关联、协调的过程，这个过

程是养老产业系统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作用于旅游

产业系统的过程，也是旅游产业系统发展演变过程

中作用于养老产业系统的过程。两者相互作用、协

调发展。而这种发展，意味着两产业在相同的时间

内、相同的空间上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包括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共9省2市。面积约205万km2，虽然

只占国土面积的 21.38%，但聚集了全国 42.92%的

人口，2020年GDP总量 47.16万亿元，占全国GDP
总量的46.42%，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引擎

作用。作为长江流域最发达地区，其经济实力非常

雄厚。从其经济增长的构成来看，旅游业的发展对

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支撑作用，2020年
旅游总收入达 67 298.79亿元，占 11省市GDP总量

的 14.27%。然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长江经济带

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全经济带总人口数 60 607万人，同比增长

0.01%，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8 831万人，增长率

达38.9%，远大于同期总人口的增长，人口老龄化趋

势明显加快①。利用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的发展来

带动养老产业的发展，实现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的

协调发展，既是缓解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的需要，

同时对经济增长、扩大内需都具有重要的促进

作用。

2.2 构建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度养老产业与旅游

产业的发展水平。按照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完备

性、层次性及数据可获取性原则，借鉴已有相关成

果，结合养老与旅游产业属性及行业特点，选取包

括养老服务机构收入［13］、老年人口养老床位等共11
项指标［14］构建养老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

系［19］；选取包括旅游总收入、国内及入境旅游人次

等共14项指标构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

体系［20-21］，具体指标见表1，本文采用熵值法测算指

标权重。以区域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22］，并通

过对数化处理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记为 lnGDP。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 2012—2021年的《中国

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①以上数据来源于2020—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1 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目标层

旅游产业系统

养老产业系统

准则层

旅游经济效益

旅游服务能力及环境

养老基本服务及产出

养老基本保障

指标层（单位）

旅游总收入（亿元）；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亿元）；国内旅游人次（万人）；入境
旅游人次（万人）；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旅行社数量（个）；星级酒店数量（个）；旅游景区数（个）；旅行社职工人数（人）；星级酒店从业人员
（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养老服务机构收入（万元）；养老服务机构数（个）；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数（人）；养老服务机构床位
数（张）；千老年人口养老床位（张/千人）；社区服务中心数（个）；老年活动站/中心/室数（个）；

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人）；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万人）；卫生技术人员（人/千人）；享受高
龄补贴的老年人数（人）



展统计公报。此外，针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

插值法填充。

为避免主观因素的偏差，借助于熵值法客观确

定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①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以消除样本数据量纲的影响。

xij = xj( )t - xmin
xmax - xmin （1）

式中：xij为第 j项指标第 i个样本的标准化值（i=1，2，
3，…，m；j=1，2，3，…，n）；xj（t）为第 j项指标第 t年的

原始数据；xmin和 xmax分别为第 j项指标的最小值和

最大值。为了消除0和负值的影响在公式（1）后面

加上0.0001得到x'ij。
②计算指标的比重Sij：

Sij = x'ij ∑i = 1
m x'ij （2）

③计算指标的熵值 hj，其中 0 ≤ hj < 1，为消除

取对数过程中带来的负值影响在公式前加负号：

hj = - 1
lnm∑i = 1

m

Sij lnSij （3）
④计算差异性系数aj：

aj = 1 - hj （4）
⑤确定指标权重wj：

wj = aj ∑
j = 1

n

aj （5）
根据所确定的指标权重与标准化后的数据，利

用线性加权法分别对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系统综

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Ui =∑
j = 1

n

wj xij （6）

∑
j = 1

n

wj = 1 （7）
式中：Ui为系统第 i年的综合发展水平；wj为权重；xij
为第 j项指标第 i个样本（i年）的标准化值。

2.4 研究方法

22..44..11 耦合协调度模型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法

“耦合”（Coupling）原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是指

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

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3］。“耦合度”即为相互作用

彼此影响的程度。“耦合”现象存在于社会的各领

域，具有普遍性意义。经济学中的耦合则是指两个

或两个以上经济子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

响以至协同的现象。耦合度即系统或要素彼此相

互作用的程度［24］。就产业而言，产业耦合协调度越

高代表两个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性越好，在发展过程

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也越高；就经济增长而言，产业

耦合协调发展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增长［18］，并产生

“1+1＞2”的“耦合效应”。因此，结合相关研究运用

耦合度修正模型［25］构建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系统

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分析两产业复合系统耦合

协调状态。耦合度模型修正公式如下所示：

C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i > j,j = 1

n ( )Ui - Uj

2

∑
m = 1

n - 1
m

·( )Πn
i = 1

UimaxUi

1
n - 1

（8）

当 n=2时，假定maxUi为U2，得到养老产业与

旅游产业两系统耦合度函数模型：

C = ■
■
|||| ■

■
||||1 - ( )U2 - U1
2 ·U1
U2

= [ ]1 - ( )U2 - U1 ·U1
U2

（9）

式中：U1和U2分别为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系统的

综合发展水平指数；C代表系统的耦合度，C∈［0，
1］，C值越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就越高，表示两系

统耦合越好，就越能促进系统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反之则反。但当两个系统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水

平时，计算结果反而会得到系统间协调度较高的结

果，这与研究初衷相悖。所以，为客观反映研究结

果，在以上基础上构建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

调度模型：

T = αU1 + βU2 （10）
D = C·T （11）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的

综合协调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由于养老产业与

旅游产业在协调发展过程中同等重要，故 α、β均
为0.5。

为相对精准地判断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系统

的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参考已有研究成果［25］，按D
值大小将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为10档，见表2。
22..44..22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法（（PVARPVAR））

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分析养老、

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PVAR模

型最早是由Holtz-Eakin等提出［26］，之后在向量自

回归模型（VAR）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克服了对数

据长度的要求以及减少个体异质性的影响，将所有

变量均视为内生变量，能够真实反映各变量之间的

动态关系，是有效的动态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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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 =∑j = 1
p βj Yit - j + αi + γt + uit （12）

式中：Yit代表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指标

D和经济增长指标 lnPGDP两个内生变量的列向

量；i为不同地区；t为年份；p为滞后阶数；βj为待估

参数矩阵；Yit - j则为Yit的 j阶滞后项，即将内生变量

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αi为个体效应向量；γt为
时间效应向量；uit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养老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分析

基于综合指标评价法及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

数据，由式（6）分别对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2011—
2020年养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

Excel软件绘制指数图，结果如图1和图2。
从经济带整体尺度看，图 1、图 2显示：①综合

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养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指数

均值分别仅为0.33、0.36，只有4个省份达到均值以

上。其中养老产业达到均值以上的省份为江苏、浙

江、湖北、四川；旅游产业达到均值以上的省份为江

苏、浙江、上海、云南，其余省份都处于均值以下。

②产业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旅游产业综合发展

水平明显整体优于养老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前者比

后者均值高出 3个百分点；经济带区域内①下游省

份两产业平均发展水平（0.74）明显高于中游（0.50）
和上游（0.44）省份。③两产业整体发展趋势分化。

养老产业呈稳步上升趋势，只在 2013—2014年出

现较大波动（上升9.53%），这也与2013年长江经济

带GDP总量大幅度增长相吻合，其他年份均是平稳

上升；旅游产业呈整体波动下降趋势。2011—2017
年度波动上升，随后出现拐点，2017年后逐年下降，

从而导致整体发展水平停滞不前。

从省（市）域尺度看，由图2a、2b可知，评价期内

呈现如下特征：①两产业发展现状分化。养老产

业：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

基本维持波动上升趋势，其他省份则呈波动下降趋

势；旅游产业：虽受 2020年疫情影响，部分省份在

①长江经济带按地理位置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区域。上游：重庆、四川、云南、贵州；中游：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下游：上海、浙江、江苏。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Tab.2 Classifica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协调度D
［0，0.1）
［0.1，0.2）
［0.2，0.3）
［0.3，0.4）
［0.4，0.5）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协调度D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协调等级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a. 养老产业发展水平指数 b. 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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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出现较大降幅，但从趋势上看，上

海、江西、湖南、云南、贵州仍为波动上升，而其他省

份则呈波动下降趋势。②发展差异极化。养老产

业：重庆、云南、贵州等省份相对于发展水平较高的

江苏、浙江存在较大差异，以 2019年度为例，浙江

最高0.75，云南最低0.10，相差0.65。产生这一现象

的原因是综合的，除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外，养老

基础设施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如云南省 2011—
2018年养老床位数以及养老机构数一直处于末位。

旅游产业：江苏、浙江在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其发展

水平仍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如江苏省 2018年度为

0.58，而重庆仅为0.15，两者相差0.43。产生这一现

象的原因同样是综合的，但从原始数据上看，相关

产业价值链的不足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是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③发展趋势不稳。养

老产业：虽然大部分省市从整体上看维持上升趋

势，但部分省份上升趋势很不稳定。如贵州省2011
—2015年发展趋势呈逐年上升，但在 2015出现拐

点，转为逐年下降趋势；湖北省 2011—2014年为大

幅上升，而 2014—2018年则转为向下趋势，之后，

2018—2020年又呈上升趋势。旅游产业：江苏、浙

江、上海作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下游省份，

虽然相对于其他省份发展水平不低，但从趋势上看

却很不稳定。浙江省分别在2014与2017年两次出

现向下拐点，出现负增长，且整体趋势向下；江苏省

分别在 2013—2016和 2018—2019年出现负增长，

且整体趋势向下；上海市除 2014、2016、2017、2020
年环比保持增长外，其余年份环比均为负增长。

33..22 长江经济带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分析长江经济带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相关数据，由式（9）~
（11）分别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20年养老

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结果见表3。
①从整体尺度看：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图

1）。由表3可知，2011—2020年经济带养老产业与

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5，0.6）区间内，整体

水平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②从省（市）域尺度看：各省市两产业耦合协调

度等级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表 2）和表 3可知，江西、湖南处于濒临失调水平，

重庆、云南、贵州处于轻度失调水平，其余省市均处

不同等级的协调阶段，其中江苏（0.8301）、浙江

（0.8329）耦合等级最高，均为良好协调。按耦合协

调度变化状况：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四川、贵州

呈稳定向好趋势。其中浙江、江苏除 2020年度受

疫情影响耦合度有所下降，基本保持中级协调向良

好协调的向好趋势，浙江 2018和 2019年度还上升

到优质协调阶段，然而，贵州虽然呈向好趋势，但耦

合等级偏低，处中级失调向轻度失调的发展趋势。

上海、湖南呈波动变化趋势。其中上海在勉强协

调、濒临失调和初级协调之间波动，湖南则在濒临

失调和勉强协调间波动。江西、重庆保持不变趋

势，分别为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云南除 2011年
为勉强协调外，其余年份均为轻度失调。各省市两

产业耦合协调度的静态均值和动态变化状况充分

表明，养老与旅游两产业的融合、协调发展仍然有

较大提升空间。

③从各省市耦合协调度分布特征看：充分反映

了两产业的关联性。根据耦合机理，养老与旅游产

业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取决于两产业系统间良性互

动程度的变化。因此，虽然各省市耦合协调度水平

各异，但并非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系统关联性的原

因，而是受两个系统互动程度的影响。如从图2和
表3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

Tab.3 Coupling degree of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1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省份

上海

浙江

江苏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均值

2011
0.5118
0.7761
0.7672
0.4662
0.4171
0.5040
0.4426
0.3459
0.6218
0.5155
0.2442
0.5102

2012
0.4884
0.7690
0.8221
0.4994
0.4078
0.5409
0.4872
0.3808
0.6129
0.3642
0.2591
0.5120

2013
0.5467
0.7946
0.7976
0.5244
0.4049
0.5472
0.5000
0.3538
0.6838
0.3792
0.2608
0.5266

2014
0.5448
0.8693
0.8190
0.4785
0.4440
0.6350
0.5164
0.3664
0.7635
0.3772
0.2961
0.5555

2015
0.5075
0.8403
0.8558
0.4973
0.4064
0.6138
0.5260
0.3299
0.7246
0.3734
0.3934
0.5517

2016
0.5466
0.8523
0.8491
0.5009
0.4256
0.6176
0.4914
0.3322
0.7506
0.3784
0.3569
0.5547

2017
0.5706
0.8455
0.8553
0.5152
0.4001
0.6105
0.4820
0.3241
0.7895
0.3518
0.3419
0.5533

2018
0.6243
0.9158
0.8747
0.5416
0.4172
0.5851
0.5082
0.3474
0.7565
0.3130
0.3494
0.5667

2019
0.5863
0.9256
0.8894
0.5703
0.4575
0.5989
0.5608
0.3450
0.7203
0.3144
0.3480
0.5742

2020
0.5154
0.8551
0.8012
0.6112
0.4203
0.7044
0.5501
0.3094
0.7696
0.3829
0.3085
0.5662

均值

0.5426
0.8329
0.8301
0.5029
0.4154
0.5818
0.4942
0.3476
0.7129
0.3816
0.3127
0.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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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可知，江苏、浙江养老、旅游产业发展相对均衡

且水平较高，其耦合协调度等级也相对较高；江西、

重庆等省份养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较均衡且稳

定，其耦合协调度等级也较稳定；云南旅游产业发

展水平较高，但因养老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所以其

耦合协调度等级也受到相应影响，充分证明了养老

产业与旅游产业间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3.3 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探讨养老、

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避免

PVAR模型估计中的伪回归，力求计算结果的有效

性，首先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分

别采用LLC、PP、ADF检验对变量D及 lnPGDP进行

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面板单位根检验

Tab.4 Panel unit root test

变量名称

D
lnPGDP
dlnPGDP

LLC检验

-4.25038***
-3.77682*
-4.62009***

PP检验

35.0238**
31.4917
52.2827***

ADF检验

33.8479**
19.3382
47.4995***

平稳性

平稳

不平稳

平稳

注：***、**分别表示1％、5％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4可知，耦合协调度（D）在1%、5%的显著

性水平下平稳，PGDP（lnPGDP）的一阶差分值（dln⁃
PGD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基于AIC、BIC、
HQIC信息准则筛选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结果见表5
所示：三个准则下最优滞后阶数均为 1阶。因此，

可以对变量D和 dlnPGDP进行PVAR模型估计，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以探讨养老、旅游

产业耦合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

响的动态关系。

将影响期设为 8期，使用蒙特卡洛模拟 1 000

次脉冲响应函数得到耦合协调度D与经济增长dln⁃
PGDP两个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图（图 3）。其中上

下两条线所组成的区域为95%的置信区间，中间线

表示脉冲响应曲线，横轴表示冲击发生的滞后期

数，纵轴代表冲击响应程度。

由图3a可知，当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标准化正向

冲击时，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在当期响应为0，第1
期时达到最大之后逐渐降低，并在第8期时逐渐趋

于 0。可见，从趋势上看经济增长对养老与旅游产

业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由图 3b可
知，当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水平受到一个标准

化正向冲击时，经济增长在初期就响应为正值，并

且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在第1期时达到最大，之后

影响作用逐渐减小，并在第8期时逐渐趋于0，但总

的趋势为正向促进。说明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协

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相互促进的动态

关系。

为确定变量之间及其受“自身”的影响程度，即

各影响因素方差贡献率的大小，在脉冲响应分析基

础上，将滞后期设为 11，进行方差分解，结果见表

6，在第 11期时，结果趋于稳定，因此，通过此时的

数据分析相关影响程度：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在第

1期主要受其自身的影响，之后随着期数的增加而

表5 PVAR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Tab.5 PVAR lag order test

滞后阶数

1
2
3
4
5

AIC
-7.09284*
-5.46457
-5.39670
-6.59743
-6.88539

BIC
-6.29548*
-4.46101
-4.14437
-5.04102
-4.96162

HQIC
-6.77417*
-5.06860
-4.91372
-6.02347
-6.24772

注：*代表该准则值对应滞后阶数为最优滞后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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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区域经济脉冲响应图
Fig.3 Impluse response diagram betwee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降低并稳定在 99.9%，说明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主

要受其之前自身发展状况的影响。经济增长对养

老与旅游产业耦合的影响由 0%上升至 0.1%，并在

贡献率为0.1%处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对自身的贡

献程度第 1期的贡献率为 96.5%，随后逐渐下降稳

定于第11期76.4%，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随着滞后期数而增加，由第 1期贡献率

3.5%增加至第11期的23.6%，随后保持稳定。

表6 方差分解结果
Tab.6 Variance decomposition

变量

D
dlnPGDP
D
dlnPGDP
D
dlnPGDP

S
1
1
3
3
5
5

D
1.000
0.035
0.999
0.204
0.999
0.230

dlnPGDP
0.000
0.965
0.001
0.796
0.001
0.770

变量

D
dlnPGDP
D
dlnPGDP
D
dlnPGDP

S
7
7
9
9
11
11

D
0.999
0.235
0.999
0.236
0.999
0.236

dlnPGDP
0.001
0.765
0.001
0.764
0.001
0.764

从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可知，当滞后期稳定在第

11期时，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23.6%，经济增长对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的影响

力为0.1%，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程度远大于经济增长对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的影

响程度，说明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能有效促进经济

的增长。

以上研究结果反映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的实

质。按照凯恩斯乘数理论，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

增减会引起经济总量的变化。也就是说，养老、旅

游产业的增长如果以要素积累来支撑，由于其静态

性会随着经济的转移进程出现持续性地衰退，所以

它是粗放和不可持续的。而内生增长则是在不依

靠外力推动的基础上，实现持续性增长。因此，对

养老、旅游产业来说，通过两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

提高产业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是实现内生增长的重

要手段。所以，在国内大循环战略背景下，基于养

老、旅游产业的“内需”属性，通过两个产业的耦合

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推动内需持续增长，

无疑是构建内需体系的重要路径之一。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对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研究，旨在通

过两产业发展水平、耦合度状况及产业耦合对经济

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为两产业的针对性发展策略

提供理论参考。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

①长江经济带养老与旅游产业整体发展水平

均值分别仅为 0.33和 0.36。影响整体发展水平的

主要原因：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评价期内两产业

的发展水平指数均值，下游省份（0.74）要明显高于

中（0.50）、上游省份（0.44）。二是因区域发展不平

衡导致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如江苏省评价期内两

产业的发展水平指数均值为0.69，而贵州省则仅为

0.16，出现显著性差异。但从整体上看，两产业综

合发展水平呈低位波动向上的趋势，发展态势

良好。

②两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各省

市耦合协调度等级存在明显差异。按耦合协调度

均值：除江西、湖南处于濒临失调，重庆、云南、贵州

处于轻度失调外，其余省市均处不同等级的协调阶

段，其中江苏（0.8301）、浙江（0.8329）耦合等级最

高，处于良好协调阶段，云南（0.3816）、贵州

（0.3127）、重庆（0.3476）耦合等级最低，处于轻度失

调阶段。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其相应的

发展水平偏低。二是养老与旅游两产业间发展水

平的差异。也就是说，两产业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变

化取决于发展水平和产业系统间良性互动程度的

变化。这也证明了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系统间低

内聚高耦合的系统特征。

③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与经济增长呈相互影

响的正向动态关系。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养老与旅

游产业耦合度的提高；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能够有

效刺激和推动经济的增长，且影响程度大于经济增

长对养老与旅游产业耦合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

反映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的本质。所以，提高养老

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缩小两产业的发展差异，实

现两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对创造新的需求、推动内

需增长，构建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

作用。

4.2 对策建议

基于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对如何提高产业发展

水平和两产业发展的协调性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①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区域及两产业

间的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养老产业与旅游产业

因区域及两产业间发展不协调，导致综合发展水平

不高，其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失衡。因此，宏观上

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养老、旅游产业的发

展有机结合起来，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

线，做好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减法”。对耦合协调度

等级相对较低的中、上游省份要针对养老基础设施

薄弱的劣势和旅游资源禀赋的优势，加大养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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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旅游产业的存量优势带动养老

产业的增量，促进两产业的协调发展。同时，针对

养老与旅游业庞大的内需市场，在产业政策、经济

杠杆等调控手段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形成以需求引导供给、以供给刺激需求的高水平良

性动态平衡，实现两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协调

发展。

②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为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及促进产业间的协同发

展，各省市应立足于本区域的实际，因地制宜、扬长

避短，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中、上游

省份要充分利用旅游资源禀赋及人力资源、市场等

优势，在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以旅游

业的发展带动养老业的发展，实现两产业的融合发

展，从而缩小与下游发达省份的差异，实现区域间

的协同发展。如云南、贵州两省，其旅游产业在发

展水平和发展趋势上都相对较好，但养老产业却在

低水平区域徘徊。所以利用旅游产业的优势弥补

养老产业的劣势，通过拓展“康养旅游、养老旅游”

等新业态实现两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但能够提升产

业发展水平，而且是实现两产业协调发展及缩小区

域发展差异的有效路径。

③产业联动融合发展，提升产业耦合水平。养

老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这

就意味着提高耦合协调水平就是促进经济增长。

长江经济带养老、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虽然整体呈

上升态势，但各省市耦合协调度等级差异明显。仅

有江苏和浙江达到良好协调等级，大部分省市耦合

协调度等级都不高。究其原因，除发展水平的影响

外，两产业间联动与融合不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

此，各省市要根据自身的区域特点，发掘和拓展旅

游与养老产业的结合点，通过开发新业态促进价值

链增值，实现产业联动、融合发展，从而推动两产业

的耦合进程。如建设集养老、医疗、休闲、旅游于一

体的旅游养老度假休闲基地，打造酒店式养老公

寓，提供标准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开展连锁化、

品牌化经营等，通过产业融合提升耦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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