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随着新一轮的社会改革，我国的第三产业支柱即

旅游产业已经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逐
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进程，从短期看，有利于拉动当期需求，顶住经济下行
压力；从中长期看，有助于改善经济发展基础、优化居
民扩大消费的环境，进而推动经济结构和城乡区域结
构的优化，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城镇化可以创造
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南平市推进新型城镇化
既要遵循传统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更要注重提升城镇
化的质量和水平，使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的长远动力。
所以旅游化与城镇化的发展机制研究将为南平市促进
经济增长、旅游产业及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升市民
的生活品质，优化城镇设施，增加市民收入提供一个新
的方向，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在分析南平市旅游化和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度模型分析了南平市旅游化与城
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并探索了南平市旅游化与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路径，为推动城镇化建设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1.1 城镇化研究进展
1.1.1 国外城镇化研究现状。国外对城镇化的研究较
早，西班牙工程师赛达在 1867 年发表著作《城镇化的
基本理论》中首次提出城镇化的概念。查阅相关文献可
知，国外学者对城镇化的研究主要有关于城镇化理论
的研究、城镇化发展机制的研究、以及其他理论在城镇
化中应用的研究。英国学者帕乔内认为城镇化包含三
个方面：一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二是城镇
用地面积、数量以及人口的增加；三是城镇生活方式的
变化。钱纳里（1957）在探究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均
GDP 与新型城镇化和城镇化水平的相关生产性服务
业聚集发展机制时，其认为当地人均 GDP 随着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而增加。Henderson通过运用不同国家的数
据，得出城镇化的稳健发展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
转移，从而产生聚集效应。另有学者开始研究发展中国
家城镇化的建设，并且认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建
设进程的是经济的二元结构。
1.1.2 国内城镇化研究现状。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
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化的理论研究成果也日益丰
富。对于城镇化的概念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基于人
口视角的城镇化概念，二是基于经济活动视角的城镇
化概念，三是综合视角的城镇化概念，四是基于地域
视角的城镇化概念，五是基于生活方式视角的城镇化
概念。比如胡日东[1]认为城镇化是指乡村人口变为城镇
人口，农业人口变成非农业人口的过程；赵力 [2]认为城
镇化是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农村人
口向城镇聚集转移的过程；张超 [3]认为城镇化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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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在技术的作用下重新配置的
过程；石卿 [4]认为城镇化实质是指人类进入工业社会
时代，城镇化的“发动机”就是工业化。所以城镇化理
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城镇化
只能解释城镇化的某一个方面的内容。
1.2 旅游化研究进展
1.2.1 国外旅游化研究现状。早期旅游活动出现较
少，在世界环境相对和平时，全球经济、科技、交通、教
育等发展迅速，此时旅游活动达到一定规模产生了旅
游产业，当旅游成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部分时，
旅游业出现迅猛发展。20世纪 80 年代初，加拿大罗瑞
尔大学的 Bruce Young 于 1983 年在研究旅游化对乡
村景观影响时第一次使用“旅游化”一词，创造了词汇
Touristization，实际是指用旅游化改变乡村面貌。此后，
比利时学者简森 - 非贝克在研究旅游化对文化资源
的影响时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概述了旅游化这一词。
2009 年 Myriam 也使用了“旅游化”这个词，用来研究
旅游发展对文化景观利用产生的影响，认为文化景观
的旅游化过程就是文化景观向旅游景观的转变过程。
ZhangJ等学者在 2007 年对丹麦的旅游经济效应进行
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具有推动作用。由
此可以得出，国外学者是围绕旅游发展对其他领域的
影响来进行旅游化问题的研究。
1.2.2 国内旅游化研究现状。我国学者滞后于国外学
者，对于旅游化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首先使用城市
旅游化一词的是我国学者朱竑等于 2006 年在其论文
中分析旅游城市化，并且对旅游城市化和城市旅游化
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辨析。陈志钢等[5]于 2007 年在对
乡村旅游化效应及其意义进行研究时提出较之其他
形式的城镇化，旅游化的最大效应并不在其经济效
应，而在其社会效应，旅游化是乡村发展过程中有别
于工业化的一种形式。钱磊[6]于 2012 年在对中国旅游
业发展的省区差异及变化分析中认为旅游化是区域
产业结构升级、三大文明遗产与资源、生态资源游憩
化及其居民生活方式转型等的一个复合变化过程。
2013 年，张广海等 [7]学者通过构建中国沿海地区旅游
化程度与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指标体系，运用 TOPSIS
法和耦合模型预测旅游化水平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度。
总之，国内已经有一部分学者对旅游化在城市化、乡
村旅游开发、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旅游、区域产业结构
等方面有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8—2018 年的《南平
统计年鉴》，2008—2018 年《南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南平统计月报》等。首先对旅游化和城
镇化两个系统的原始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用
熵权法计算每个系统的权重。
2 模型选取与构建
2.1 旅游化与城镇化耦合模型的构建

耦合是引用物理学中的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系统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耦合度模型具有融合客
观数据、主观赋值等优点，适合用于研究旅游化与城镇
化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机制，其是借鉴容量耦合
理念和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来构造旅游化和城镇化的耦
合度模型，定量分析南平市旅游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关
系。其模型为：
C=[F1×F2/(F1/2+F2/2)2]1/k

式中，F1 为旅游化数值；F2 为城镇化数值；k 是调
节系数，因为是两个系统所以取值为 2；C 是耦合度，
取值在 0~1 之间，取值越大耦合度越好，旅游化和城
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也就越好 [8]。参考康爽、杨霞等学
者关于南充市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系研
究中所用旅游化与城镇化的指标，本文对于南平市旅
游化选取一级指标旅游收入和旅游市场，国内旅游收
入、国际旅游收入、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接待入
境游客、接待国内游客为二级指标；选取人口效应、社
会效应、经济效应为城镇化的一级指标，城镇人口、第
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全社会就业人数、城镇化率、固
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 为
二级指标。

数据标准化处理。根据表 1中的指标体系建立 m个
评价对象，n个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矩阵为：X=（xij）mxn，
其中，i=1,2,3,…,m;j=1,2,3,…,n，按照以下方法对矩阵
X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 fij[9]：

fij=

xij-minxij
maxxij-minxij
maxxij-xij
maxxij-minx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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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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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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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ax 为样本数据最大值；min 为样本数据最
小值；xij 是原始数据；fij表示第 i 个系统的第 j 个指标
标准化后的数值，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指标量纲
和数量级不同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指标权重赋值。为避免主观赋权带来的片面性，本
文采用信息熵赋值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9]：

Ej=- 1lnn

m

i = 1
Σfijlnfij

fij= xij
n

i = 1
Σxij

, ej= 1-Ej
n

i = 1
Σ(1-Pj)

Fi=1,2=
n

j = 1
Σeijfij,

n

j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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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j表示在 m 个评价对象的 n 个评价指标中
第 j 个指标的熵值；ej为第 j 个指标的熵权重值；F1、F2
分别为旅游化和城镇化的综合数值，如表 1所示。
2.2 旅游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

由于耦合度只是衡量系统之间相互程度的强弱，
不能很好地反映出旅游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程
度，即就是不能表征出旅游化和城镇化之间是低水平
上的相互制约还是高水平上的相互促进；而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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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指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大小，体现了协调状
况的好坏，可以表征出功能之间是高水平上的相互促
进还是低水平上的相互制约 [10]。所以本文还需构建南
平市旅游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即耦合度和
协调度相结合的模型来反映二者的发展水平。其模型
为：
M=(C×D)1/2 D=aF1+bF2

表 1 南平市旅游化与城镇化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权重

项目 一级指标 一级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权重

旅游化 F1
旅游收入 0.750 3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X11
旅游收入占 GDP比重（%）X12
国际旅游收入（亿美元）X13

0.178 1
0.258 1
0.314 1

旅游市场 0.249 7 接待入境游客（万人次）X14
接待国内游客（万人次）X15

0.095 6
0.154 2

城镇化 F2

人口效应 0.477 7
城镇人口数（万人）X21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X22
全社会就业人数（万人）X23

0.214 5
0.141 3
0.121 9

社会效应 0.246 3 城镇化率（%）X24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25

0.083 6
0.162 7

经济效应 0.276 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26
人均 GDP（元）X27

0.143 9
0.132 1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区间 协调状态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区间 协调状态
1
2
3
4
5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6
7
8
9
10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式中，C是耦合发展度；M是旅游化和城镇化的耦
合协调度，M 的取值在 0~1 之间，M 值越大，旅游化和
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越好；a和 b为待定数值，
表示旅游化和城镇化的贡献程度，因为旅游化和城镇
化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所以取 a=0.5，b=0.5[8]。本文
借鉴学术界所通用的耦合协调度发展类型的划分，来
反映旅游化和城镇化的耦合等级，其类型划分见表 2。

3 南平市耦合发展分析
由表 3和图 1 可知，南平市从 2008 年到 2018 年，

旅游化综合评价指数从 0.035 2 上升到 0.769 4，城镇
化综合评价指数从 0.011 0 增加到 1.000 0。由此可以
得出南平市旅游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是动态的，
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城镇化体系已经达到最优
状态。由表 3 和图 2 可以看出，耦合度由 2008 年的
0.851 8 上升到 2018 年的 0.991 5，整体呈现稳步上升
的状态，基本处于高度耦合；耦合协调度从 2008 年的
0.140 3 上升到 2018 年的 0.936 6，由严重失调到优质
协调，这表明南平市旅游化和城镇化相互作用，协调发
展。2008 年到 2010 年旅游化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处
于严重失调和中度失调，说明这段时期二者基本处于
独立状态，相互不关联，独立发展；2011 年到 2012 年
发展为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这表明旅游化和城镇化
开始有关联，逐渐变为相互协调发展的趋势；2013 年
到 2014 年成为勉强协调，二者的协同关系越来越明

显；2015 年到 2017 年由初级协调到良好协调，2018 年
旅游化和城镇化达到优质协调，耦合协调度为 0.936 6，
二者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曲线已经基本达到最大值 1
的状态。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南平市发展旅游时贯彻乡
村振兴战略打造“全福游有全福”的旅游工作，并且注
重宣传、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招商引资、开展智慧旅游
等。此外，南平市拥有很多 A级风景区，如武夷山、邵
武云灵山、武夷山茶博园、南平邵武和平古镇景区等，
吸引大量游客，带动餐饮住宿服务行业的发展，就业
人员增加，城镇人口增加，促进城镇化；另一方面，由
图 1 可知南平市城镇化水平高于旅游化水平，为旅游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交通等基础设施，南平市公
路通车里程 104 7公里，位居全省第一。人均受教育程
度高，保护文物资源，自然资源的意识、技术偏高，为
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优质的环境。
4 南平市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建议

由于南平市属于互动发展型中的城镇驱动型，所

晏燕等 南平市旅游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机制研究 ·95·



以可以通过景区打造、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打造海
陆空交通体系、利用名人加强对外宣传和注重人才培
养等措施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提高旅游化水平发展
指数从而与城镇化系统更好的耦合协调发展。

南平市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注重保护现有生态
资源和生态环境，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开发
新的旅游项目，打造出具有南平市特色的旅游品牌，
提高南平市旅游业的知名度。同时要扩大对外交流，
使南平市旅游产业国际化更强，提高旅游化水平来让
旅游化和城镇化之间协调程度更好、共同发展。

目前南平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第二
产业，所以南平市要加强政府主导、制度创新，提出旅
游产业规划、吸引投资、积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及
完善食、住、行、娱、购等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以此
提高旅游业水平，和城镇化更好的相互协调促进，带
动南平市经济发展，使南平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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