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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效应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三生”功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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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福建 泉州 362400; 2.福建省茶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福州 350000） 

摘  要：农旅产业融合是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渠道。新发展理念背景下，福建生态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在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选取 2009—2019 年福建省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依据“三生”

理论采用组合赋权法构建农旅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 ArcGIS、Geoda 和 STATA 软件从时空角度分析农旅产业耦合发展水平、

空间相关及空间聚集特征并探讨影响农旅产业耦合因素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旅耦合协调度总体曲折向好发展，实现从“轻

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的六级逐步跨越；福建省各地级市农旅产业融合效应存在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空间莫兰指数呈现“W”字形的波动变化，聚集类型由“低-低”聚集向“低-高”聚集再向“高-高”聚集后呈“高-低”聚集变

化，最后由进入“低-低”状态，开始新一轮循环；从影响农旅产业融合效应的因素来看，资源供给、人才要素、科学技术、政府支持、

产业带动、生活水平及需求升级均对农旅产业融合存在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在推动农旅产业融合过程中，可以通过平衡好农旅产业

协调，重视现代化农业建设、统筹好农旅空间规划，促进要素资源相融合和发挥好农旅融合机制，加强内外部正向因素等措施来加以

推进。 

关键词：农旅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分析；福建省；“三生”功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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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the “Production-Production-Production” func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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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xi College of Tea Scienc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Quanzhou 362400, China; 2. Fujian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uzhou 3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s important for transforming and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revitalizing the rural economy. In terms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ujian leads the country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it has a certain 

representativeness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relevant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of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9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Production-Production-Production" function theory, this paper adopted 

the combination weighting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integrating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nd ArcGIS, Geoda, and 

STATA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level,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ri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spatiotemporally as well as explore the coupling factor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e–tourism coupling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development in a zigzag 

direction and gradually followed the six levels of "mildly dissonance - nearly dissonance - barely coordinated - slightly coordinated - 

intermediately coordinated - well coordinated." The integration effect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exists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local space Moran index shows a "W" shape fluctuation change. In addition, the 

aggregation type changed from a low-low to low-high aggregation, then to a high-high aggregation, and finally to the low-low state, after which 

a new cycle began. In term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resources supply, talent facto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ment support, industry drive, living standards, and demand upgrades al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balancing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properly coordin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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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lanning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the integration of element resources can be promoted an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can well coordinated, thereby strengthe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sitive factors and allow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ppropriate 

measures.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ies;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model; spatial analysis; Fujian Province; 

“Production-Production-Production” Function Theory 

 

 

农业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农村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农业实现产业融合是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突破口。随着我国消费的升级以及需求的多样化转变，农业需要进行转型升级与产业融合，而农业与旅游业

的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减贫被认为是农旅融合的最主要经济效应，通过提升农产

品附加价值，增加个人收入等又为当地脱贫提供动力[1-2]。农旅融合使得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禀赋传递使得农业

社会化服务发展，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3]。虽然围绕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逐渐成熟，但过去以经济效益为导向

的农旅产业融合评价不再适用于我国新发展阶段提出的绿色生态发展要求。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的发挥，被认为是

农旅产业融合不可忽视的功能价值。农旅产业融合使得农户增收、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的完善[4]。而生态效应方面，农旅产业融合使得乡土景观保护与开发，景观农业资源与旅游资源得以实现有效结

合[5]。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外发展先进的示范区域，以探索其发展经验为目的[6]，或以国

内全域为对象，梳理总结出中国实践。少部分研究对个别省市或区域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实证[7]，且较缺乏对农业

与旅游业的融合状况、融合动因方向的深入研究。因而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重视角对农旅产业融合效应评价及

其影响因素分析就愈发重要。而福建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建设区域，其

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以福建省各地级市农旅产业融合效应为研究对象，结合产

业融合理论构建农旅产业融合效应评价系统，利用综合发展水平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来检测系统融合效应的耦合协

调度，运用 ArcGIS、Geoda 技术从空间地理上探析福建省 9 个地级市农旅产业融合效应的空间关系，探究其农旅产

业融合影响因素，以期对我国其他省份发展特色农旅产业融合提供思路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指标体系 

1.1.1 农旅产业融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农旅产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进一步剖析系统内部的组成，借助系统理论从“要素－结构－功能”

视角分析农旅产业融合系统。首先，将农旅产业融合系统视为由农业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组成的体系，在单个系统中

要素、结构与功能层层递进。要素作为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各要素之间存在联系，并且具备层次性，不同要素对

系统影响作用不同；要素与要素之间，依照一定的划分依据组合形成了结构，要素组合方式不同将导致结构发生改

变；结构组成的变化会影响系统整体功能，即结构改变后，系统所呈现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结构为功能而服务。

要素因结构而体现一定功能，系统功能变化反之也会使要素与结构发生变化[8]。为此，在构建农旅产业融合体系前，

需要先明确系统的功能目标。 

2020 年，习总书记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

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又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简称为“三生”空间）是

一个整体，“三生”理论成为优化空间规划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目标。生产空间强调其土地的经济生产能力和经

济功能，生活空间强调区域居民经济收入、就业和公共福利等社会发展功能，生态空间强调自然生态景观保护与绿

色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功能。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方式，使得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遭受破坏与割裂，工业

化进程带来物质丰富与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发了“三生空间”的冲突与混乱[9]。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更强调社会、

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三生空间”的协调共存[10]。此外，“三生”空间也体现在功能作用的发挥与互相影

响方面。通过协调生产、生活与生态三者平衡，使得其功能的协调性最优与负效应最小[11]。“三生”理论中农业所

体现的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与农旅产业融合所体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相契合。旅游业与农业产业融合需要

紧紧围绕农民生产主体、农业产业基础以及农村空间载体，切实考虑“三生”发展的实际需要。从农业多功能理论视

角上分析，农业转型升级路径可视为由多功能性呈现弱表现向强表现转变的过程，转变过程以生产主义实践与非生

产主义实践为区别点。农业除了具备生产服务的基础功能，还包括了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服务功能的拓展

功能[12]。“三生”理论不仅对国土空间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综上，本文将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环境生态作为农业系统结构。在旅游业系统的构建中，同样围绕经济、社会与



生态功能，并以系统间要素相融、结构相近为组建旅游业系统结构的依据，对应构造产业支撑、民生保障与供给环

境结构。以“三生”理论为指导，构建农旅产业融合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能较为全面的体现农旅产业融合在经济、

社会和生态多维度功能，其指标具有全面性和普适性兼顾特点。 

在农业系统中，经济功能指农业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兴旺等方面的贡献，选用经济带动、生产效益、

生产效率 3 个方面作为反映农业生产功能。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农业在提供就业、促进收入、改善生活方面的作用，

因而本文以就业支持、生活质量以及收入水平 3 个方面来衡量农村生活水平。生态功能可分为生态基础与生态质量

两部分，生态基础体现在农业在气候调节与水土涵养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生态质量包括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

然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因而本文以环境净化、资源消耗、资源供给 3 个方面反映生态功能。 

旅游业与农业融合主要以资源融入的方式开始，旅游资源通过外延得以拓展，旅游资源更加丰富。在农业旅游、

乡村旅游中则以农业生产、农村自然风光以及农村生活场景为主要的吸引物，相关配套设施的补全与完善，产业融

合要素的健全是农旅产业融合的前提条件。在构建旅游业系统时，应注重农业对旅游业的资源供给和旅游业发展相

关要素的融合对应关系。旅游业的经济功能除了包括产业经济效益，还需测度旅游市场规模以及旅游资源禀赋，因

此以产业带动、市场吸引、资源富集 3 个方面反映旅游业对农旅产业融合的产业支撑。乡村的基础设施、配套公共

设施与旅游服务的短缺会成为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短板，以旅游业为驱动，要发挥“旅游+”乡村的提升与协调机

制[13]。旅游业的社会功能体现在农村农民生活改善，且农旅产业融合的主要社会效益在农村，因而以就业机会、医

疗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情况 3 个方面反映旅游业民生保障。农旅产业融合过程不能脱离文化内涵，要全面释放乡村发

展活力，需要激活乡村文化对农旅产业融合的助推力量[14]。因而在旅游业的供给环境中，以承载环境、文化服务和

文化氛围 3 个方面反映农旅产业融合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生态和文化功能。 

考虑指标面板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代表的有效性与科学性，针对福建省区域农业产业和旅游产业特点，构建

农旅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1 个农旅产业融合目标层，2 个系统层，6 个结构层，18 个要素层，如表 1 所示。 

表 1 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1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Fujian Province 

系统层 

System 

结构层 

Construction  

要素层 

Element 

指标层 

Indicator 

单位 

Unit 

类型 

Property 

权重 

Weight 

农业 

a 

农业生产 a1 

经济带动 a11 第一产业贡献率[15] % ﹢ 0.157 

生产效益 a12 第一产业产值[15] 元 ﹢ 0.156 

生产效率 a13 粮食单产[16]  ﹢ 0.152 

农村生活 a2 

就业支持 a21 农村从事农业人口[17] 人 ﹢ 0.104 

生活质量 a22 农村恩格尔系数[18]  ﹣ 0.099 

收入水平 a23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5] 元 ﹢ 0.103 

环境生态 a3 

环境净化 a31 化肥施用量[18]  ﹣ 0.075 

资源消耗 a32 农村用电量[19]  ﹣ 0.077 

资源供给 a33 农作物播种面积[20]  ﹢ 0.077 

旅游业 

b 

产业支撑 b1 

产业带动 b11 旅游创汇收入[21]  ﹢ 0.134 

市场吸引 b12 旅游接待入境游客数[21]  ﹢ 0.135 

资源富集 b13 
每万人拥有 4A 级以上景区数量、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量[22] 
 ﹢ 0.137 

民生保障 b2 

就业机会 b21 农村从业人口[23]  ﹢ 0.108 

医疗水平 b22 卫生技术人员[23]  ﹢ 0.111 

基础设施 b23 公路通车里程[21]  ﹢ 0.107 

供给环境 b3 

承载环境 b31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4]  ﹢ 0.091 

文化服务 b32 每万人占有图书馆、博物馆量[21]  ﹢ 0.089 

文化氛围 b33 每万人占有群众文化场所数量[21]  ﹢ 0.088 

1.1.2 农旅产业融合效应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影响农旅产业融合的因素众多，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现状及 2009—2019 年福建省农旅产

业融合耦合协调分析结果，梳理并归纳出影响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效应的主要 7 个影响因素。结合现有关于产业融

合、农旅产业融合的路径、机理、动因等相关研究，进一步选取用以进行定量实证的指标变量（表 2）。 

 



表 2 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影响因素选择 

Table 2 Selec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o-tourism convergence in Fujian Province 

影响因素 

Factor influence 

指标 

Indicator 

选取依据 

Selection basis 

类型 

Property 

资源供给 zy 农业产业区位商 

产业间的融合可以发生在产业集群的内部，当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的产业融合条件满足后，将不断

强化产业集群内外产业关联，使得所产生效益不断扩散。区位商作为衡量某一特定区域产业的专

业化水平方法，能够较好衡量区域产业聚集度[25]。 

﹢ 

人才要素 rc 
平均每一高校教师

负担学生数量 

要促使农村产业的融合，关键在人才。农村产业发展需要抓住人才支撑重点，人才的培育是助力

乡村农业产业的融合与振兴基础[26]。 
﹢ 

科学技术 kx R&D 经费情况 
产业融合最早发生在电子信息产业，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使得产业间边界更快被打破，降低了

产业融合门槛。借鉴国际的经验，要实现农村三产融合发展，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持[27]。 
﹢ 

政府支持 zf 
农林水支出占总财

政支出 

政府在为农旅产业融合提供政策支撑与引导建立良好市场环境起主导作用。通过完善基层基础设

施、对农旅产业融合项目给予政策优惠和激励、帮扶业主继续推进产业升级等方式，发挥财政支

持的资金支助作用[28]。 

﹢ 

产业带动 cy 第三产业产值 

若乡镇企业的兴起是乡村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融合结果的现实表现之一，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

融合结果的现实体现则是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换言之，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与旅游业

产业融合[29]。 

﹢ 

生活水平 sh 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实际生活中，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具体表现为收入水平的提高[30]。要促使人们对精神生活方面

追求与消费意愿提升，则需要有更多富余的、可供消费的资金。 
﹢ 

需求升级 xq 人均文娱支出 
人们消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将呈现个性化与多样化的趋势，消费需求升级是旅游产业融合的

动力，旅游消费升级能够进一步为乡村旅游带来巨大市场需求[31]。 
﹢ 

 

1.2 数据来源 

2007 年后，依据新农普标准福建省统计年鉴中部分指标数据计算结果进行调整。为尽可能保持原始数据统计依

据一致性，选取 2009—2019 年福建省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因至 2013 年平潭综合实验区才获得行使设区市的管理权

限，本文仅以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宁德 9 个地级市的数据构建指标数据库。研究

数据源自福建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2010—2020 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2019 年），

福建省各地级市生态环境局的环境状况公报（2008—2019 年），福建省各地级市交通运输局的交通运输行业统计公

报（2008—2019 年）。对于个别数据丢失的地市，采用线性插补方法填补数据。 

1.3 研究方法 

1.3.1 组合赋权法 

目前评价指标体系的赋权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种方法。主观赋权法的权重确定被专家主观因素干

扰程度较大，而客观赋权法则过多参照客观数据。为综合主客观的赋权结果，本文选择组合赋权法 AHP－熵值赋权

法并得到权重。因指标体系涉及多种计量单位，对要素层中（a11-b33）原有数据通过极差标准化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为避免极差法所造成部分数值为 0 或 1，导致后续计算数据丢失，在高楠等[32]修正后的极差标准法上，利用 Stata

对数据标准化处理，标准化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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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为正向指标标准化公式。Xбij为第 б 个城市的第 i 年中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xбij为第 б 个城市第 i 年

的第 j 项指标原始数值，min{xj}为第 j 项指标最小值，max{xj}为第 j 项指标最大值。式（2）为负向指标标准化公

式。 

1.3.2 农旅产业融合效应评价模型 

在数据标准化与权重确认后，以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概念以及耦合模型为基础，以 2009—2019 年福建省相关指

标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福建省农旅耦合协调量化评价。为使得耦合度能够实现[0,1]之间更均匀地分布，提高模

型的效度，本文采用王淑佳等人提出的修正后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耦合协调度测度[33] （表 3）。 

 

 



表 3 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Table 3 Coupling degree mod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名称 

Name 

模型公式 

Model formula 

释义 

Paraphrase 

系统功效指数 U ijXU
r

j
ji   


1

 
Uбi 指计算第 б 个城市的第 i 年的系统功效指数，Uбi∈[0,1]，记农业系统功效指数为

Ua，旅游系统功效指数为 Ub 

综合发展水平指

数 T 
iii UT   ba U  

α 和 β 分别代表农业系统与旅游业系统的权重，在农旅产业融合中，两者发挥的作用

同样重要，因此 α 和 β 均取值 0.5 

耦合度 C 
max

min
minmax ]-(1[

i

i
iii

U

U
UUC




 ）

 

耦合度 Cбi 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主要部分，用以衡量系统之间耦合关系的强弱。Uбimax

为第 б 个市的第 i 年中农业、旅游业系统功效指数两者对比数值大的一方，Uбimin为第

б 个市的第 i 年中农业、旅游业系统发展水平指数两者对比数值大的一方 

耦合协调度 D iii TCD    Dбi 为耦合协调度，取值在[0,1]，且 Dбi 数值越高，耦合协调状况越佳 

 

1.3.3 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 

为了探究耦合协调度在研究区域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进一步利用空间自相关系数，研究各地级市之间农

旅产业融合的相关性。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为不存在相关性，意为检验指标在空间上随机分布。空间自相关分析包

括了全局和局部的空间自相关分析，通常而言，全局空间自相关针对的是研究区域整体上是否存在联系，可采用全

局莫兰指数进行分析，对应公式如（3）。除此之外，研究区域内可能存在局部的空间相关特征，需要进一步检验

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对应公式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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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地级市的总数，Xi 和 Xj 分别代表市与市耦合协调度指数，是变量 X 的平均值，Wij 为衡量空间权重

矩阵，无论是全局莫兰指数亦是局部莫兰指数，当 Moran’s I 越接近 0，则意为 i 市和相邻地区的农旅产业融合的耦

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越弱，而当 Moran’s I 接近 1 时，同属性指标的聚集性分布越强，即说明 i 市与相邻市的农旅产

业融合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越高度空间正相关，当 Moran’s I 接近-1 时，说明 i 市与相邻地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高度的

空间负相关，离散性强。 

2 结果与讨论 

2.1 农旅产业融合效应时序变化 

根据廖重斌[34]和翁异静等[35]提出的耦合系统协调等级及耦合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明确耦合协调度指标反映的

融合类型（表 4），得出不同耦合协调度数值所对应的发展阶段。2009—2019 年福建省各市农旅耦合协调度总体曲

折向好发展，大致实现了从“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的六级逐步跨越。 

表 4 2009 年、2014 年、2019 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农旅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及类型 

Table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types of agro-tourism convergence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Fujian Province in 2009, 2014 and 2019 

城市 2009 年 2014 年 2019 年 

City D 
类型 

Property 
D 

类型 

Property 
D 

类型 

Property 

福州 0.546 勉强协调农业发展受阻型 0.646 初级协调农业发展受阻型 0.811 良好协调旅游业发展受阻型 

厦门 0.510 勉强协调同步受阻型 0.596 勉强协调农业发展受阻型 0.888 良好协调同步受阻型 

莆田 0.469 濒临失调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0.725 中级协调同步受阻型 0.849 良好协调同步受阻性 

三明 0.327 轻度失调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0.754 中级协调同步受阻型 0.873 良好协调旅游业发展受阻型 

泉州 0.351 轻度失调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0.720 中级协调旅游业发展受阻型 0.716 中级协调旅游业发展受阻型 

漳州 0.411 濒临失调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0.726 中级协调同步受阻型 0.842 良好协调旅游业发展受阻型 

南平 0.380 轻度失调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0.605 初级协调旅游业发展受阻型 0.891 良好协调同步受阻性 



龙岩 0.323 轻度失调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0.763 中级协调同步受阻型 0.824 良好协调旅游业发展受阻型 

宁德 0.440 濒临失调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0.720 中级协调同步受阻型 0.848 良好协调同步受阻型 

 

总体而言，2009 年至 2019 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农旅产业融合耦合协调类型从以旅游业发展滞后为主演变为以

农业发展滞后为主。2009 年末，中国城市化率均已突破 45%，现代化都市社会的出现以及都市人口数量的攀升使得

公园、绿地等休闲空间的需求愈发显得迫切。与此同时，人均经济收入的增加、消费等级的提升以及闲暇时间的增

加使得居民亲近自然、返回乡村的愿望愈加强烈。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域的自然优势为游客重返自然提供了条件，

农业的休闲观光等功能引起农户、农企等涉农行业人员更高的关注，农业生产功能逐渐减弱。2014 年大部分地级市

农旅产业融合水平已经达到中级协调，同时农业与旅游业处于发展同步受阻。根据《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指数报告》

统计结果，以 2016 年为里程碑，中国乡村旅游进入了大旅游时代，乡村旅游人次占全国旅游者约达三分之一。乡

村旅游的内涵更为丰富，并不拘泥于农事活动，乡村旅游的空间扩大，成为与城市空间相对应的旅游空间概念。乡

村旅游逐渐成为新兴大产业，并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至 2019 年，大多地级市农旅产业融合水平达到良好协调，

同时相比旅游业，农业发展滞后较为明显。 

为从空间上更好地观测不同设区市农旅产业融合效应演变情况，利用 ArcGIS 软件绘制出 2009—2019 年福建省

9 地级市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等级划分结果的空间分布图。因篇幅有限，选取 2009 年、2014 年与 2019 年 3 个年

份福建省各地级市的农旅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2009 年-2019 年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情况 

Figure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gro-tourism convergence in Fujian Province,2009—2019 

从图 1 可直观看出 2009—2019 年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变化情况。福州市作为福建省的

省会，厦门市作为直辖市，早期就拥有较好的人才、基础设施等要素投入，因而 2009 年福州市和厦门市的农旅产

业融合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级市，沿海地级市的农旅产业融合情况大体上优于非沿海地级市。但到 2014 年，除了

厦门其他地级市都达到了农旅产业融合初级协调以上，全省范围内中级协调的地级市占据多数。是因在福建省“十

三五”规划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有所提升，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达到 15%，区域创新能力加强，农业科技

整体实力明显提升。到 2019 年除了泉州市，其他地级市均实现了农旅产业融合良好协调，追溯其原因是泉州农旅

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系统发展不足阻碍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农旅产业融合综合发展水平指数最低，进一步

影响了农旅耦合协调。 

2.2 农旅产业融合效应空间相关分析 

2.2.1 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通过 ArcGIS 软件，利用 Morans' I 指数检验全局空间自相关，在 2009—2019 年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并未通过

显著性检验，没有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其莫兰指数从 2009 年的接近为 0 的正数逐渐转变为负值，并且负值的绝

对值呈现“W”字形。此处负值代表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存在相邻互斥的情况，同时可能存在高耦合协调度周围有

低数值耦合协调度围绕，或是低数值耦合协调周围有高数值耦合协调围绕。这说明从省域空间来看，每一个时间截

面下福建省乡村旅游发展是在各地级市的分布并非高－高集中或者低－低集中，而是在波动中逐渐高－低相间发展，

各个地级市的农旅产业融合呈现均匀分布，各有长处。因此需要进一步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寻找可能被掩盖的局

部空间自相关。 

2.2.2 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 

基于 Geoda 软件的局部单变量莫兰指数结果，得到 2009—2019 年福建省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指数



以及存在局部空间自相关的聚集区域，如表 5 所示。聚集类型包括了“高高”聚集类型（HH）即为本身与周边相

连区域的耦合协调均为度高数值；“高低”聚集类型（HL）即为本身耦合协调度高但周边相连区域的数值低；“低

低”聚集类型（LL）即为本身与周边相连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均为低数值；“低高”聚集类型（LH）即为本身耦合

协调度低但周边相连区域的数值高。其中，本文将空间权重设置为相邻区域存在共同边或者共同点的为 1，其余为

0。 

表 5 2009—2019 年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局部 Moran’I 指数 

Table5 Moran’I index of agro-tourism convergence bureau of Fujian Province, 2009—2019 

年份 

Year 

局部 

Moran's I 指数 

Part Moran's I  

index 

聚集类型 

Aggregation 

type 

涉及区域 

Involved area 

置信 

水平 

confidence 

level 

2009 年 0.026 低低 龙岩（低）－三明、泉州、漳州（低） 95% 

2010 年 -0.142 低低 厦门（低）－泉州、漳州（低） 95% 

2011 年 -0.258 — — — 

2012 年 -0.105 低高 福州（低）－宁德、南平、三明、莆田、泉州（高） 95% 

2013 年 -0.034 — — — 

2014 年 -0.139 高高 龙岩（高）－三明、泉州、漳州（高） 95% 

2015 年 -0.216 高低 宁德（高）－福州、南平（低） 99.9% 

2016 年 -0.189 高低 厦门（高）－泉州、漳州（低） 95% 

2017 年 0.215 
低低 

高低 

龙岩（低）－三明、泉州、漳州（低） 

泉州（低）－福州、莆田、厦门、漳州、三明、龙岩（低） 

厦门（高）－泉州、漳州（低） 

95% 

2018 年 -0.186 
低高 

低低 

南平（低）－宁德、福州、三明（高） 

漳州（低）－厦门、泉州、龙岩（低） 

99% 

95% 

2019 年 -0.231 高低 莆田（高）－福州、泉州（低） 99.9% 

 

从表 5 可看出，局部莫兰指数与全局莫兰指数相似，呈现“W”字形的波动变化趋势。其中 2011 年与 2013 年

局部空间自相关未显著，其余年份都存在至少一个聚集区域。根据 2011 年与 2013 年各地级市的农旅产业融合耦合

协调度分布情况分析，在 2011 年，宁德市与厦门市的农旅产业融合处于勉强协调，南平市和莆田市的农旅产业融

合发展较好处于中级协调，其余地级市均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因此在空间上并无明显的聚集，而是呈现出高低相间

的均匀分布。同理，在 2013 年厦门市农旅产业融合处于勉强协调，南平市、宁德市、福州市与泉州市处于初级协

调，其余地级市均处于中级协调，从空间上高低耦合协调度相互交错分布。根据蒋辉等[36]对产业融合过程中局域莫

兰指数分析，当高于 90%显著性水平基础上存在局部空间自相关时，“高高”聚集意为地区本身融合水平高同时与

周边融合水平高的地区相互推动；“高低”聚集意为地区本身融合水平高，但阻碍了周边地区融合水平的提高；“低

低”聚集意为地区本身融合水平低同时与周边地区相互制约的情况；“低高”聚集意为虽然地区本身融合水平不高

但是对周边融合程度高的地区有促进作用。根据结果分析，在 2009—2019 年实证时间段内，农旅产业融合大致经

历了耦合协调度低并相互阻碍的拮抗阶段，到耦合协调度低的地区促进周边耦合协调度高的地区发展阶段，并逐渐

实现相互促进后耦合协调度高的地区阻碍周边地区发展的磨合阶段。起初由于人才、技术、需求等多种要素条件不

够成熟，因此区域间各自区域为了争取到市场与资源，相互竞争。在 2012 年以福州为核心形成了“低高”聚集，

福州虽然自身农旅产业融合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是福州市作为乡村旅游的客源地，拥有大量需求升级并且有富余

消费能力的省会城市，能够促进周边地区农旅产业融合。2014 年在龙岩、三明、泉州与漳州形成了相互推动、促进

的“高高”聚类，这与福建省“十二五”期间为实现沿海与非沿海地区联动发展，促进统筹协调的目标相一致，并且

在该时期，全省各个地级市农旅产业融合以实现基本的协调。随后，各地区农旅产业融合过程中为了持续发展，再

次进行新一轮的竞争，向更高级、更优化的结构转型。在此过程中出现“高低”类型的局部空间聚集，位高者吸收

发展要素，进而影响到了周围地区的发展，此间由量变积累到质变，再次引起“低低”类型的局部空间聚集，并重

复之前的发展过程，呈现螺旋上升之态。 

 

 



2.3 农旅产业融合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2.3.1 模型设定与稳健性检验 

经过上文空间自相关检验，在观测时间段内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均为不显著。虽在部分年份检验结果显示存在

局部空间自相关，但为确保模型稳定性与科学性，因此在实证检验中不选择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而选择构建双向固

定效应的面板计量经济模型： 

ittiit xqshzfkxrczyD   lnlnlncyln 76543210

       

（5） 

式中：被解释变量 Dit 是指农旅产业融合的耦合协调度；αi 为待估计参数；μi 表示地区效应；θt 为时间效应；εit

为随机效应；i 代表地级市；t 代表年份。 

当一组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时，变量构造的回归模型可能会出现伪回归，因此在回归之前进

行单位根检验。本文用 Stata 软件，利用 LLC 检验，IPS 检验、Fisher-ADF 检验以及 Fisher-PP 检验方法进行单位根

检验。结果得出被解释变量 Dit 和 7 个解释变量不能同时通过检验。变量的原始数值序列都不平稳，需要进一步对

非平稳序列进行差分后处理。在一阶差分处理数据后序列平稳，即各序列为一阶单整变量。该序列原数值非平稳，

虽然在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但差分后数据的意义与差分前的不同。进一部检验序列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显示，

序列通过了 Pedroni 检验与 Westerlund 检验。而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参考 Juodis 等[37]所研发的面板数据格兰杰

因果检验 Stata 命令，所得结果为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资源供给、人才要素、科学技术、政府支持、产业带动、

生活水平及需求升级是农旅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的格兰杰原因。 

2.3.2 回归结果分析 

经检验，序列存在组内自相关、组间异方差以及截面相关问题，因此使用 FGLS 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并就存在

的自相关、异方差以及截面相关问题进行修正，同时加入时间趋势项并控制个体效应后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6： 

表 6 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回归估计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gro-tourism convergence in Fujian Province 

D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zy 0.0085616 0.0435758 0.20 0.844 -0.0768455 0.0939687 

rc 0.0043365 0.0014207 3.05 0.002 0.0015521 0.007121 

lnkx 0.0323807 0.0162787 1.99 0.047 0.0004751 0.0642863 

zf 0.0079324 0.0014737 5.38 0.000 0.0050439 0.0108208 

lncy 0.0318701 0.0681578 0.47 0.640 -0.1017168 0.165457 

lnsh 0.4030625 0.0789022 5.11 0.000 0.248417 0.557708 

lnxq -0.0109428 0.0260931 -0.42 0.675 -0.0620844 0.0401987 

 

根据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人才要素（rc）、科学技术（kx）、政府支持（zf）、生活水平（sh）均通过了

显著性水平检验，而资源供给（zy）、产业带动（cy）以及需求升级（xq）并未通过检验。因上述检验中，原始面

板数据为一阶单整变量，则原始模型变为： 

itti76543210it lnxqlnshlncyzflnkxrczy  D
  

（6）
 

对该一阶单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即农旅产业融合的耦合协调度变化量与资

源供给、人才要素、科学技术、政府支持、产业带动、生活水平及需求升级的变化量构成因果关系。经进一步检验，

一阶单整序列存在异方差问题，对模型进行修正后，对差分后序列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表 7。根据面板回归模型

估计结果，资源供给（zy）、产业带动（cy）以及需求升级（xq）增量与耦合协调度增量有显著影响。 

表 7 一阶单整序列回归估计结果 

Table7 Results of first order uni-integral sequence regression estimation 

d_D Coef. Std. Err. z P>z [95% Conf. Interval] 

d_zy 0.2342414 0.0613101 3.82 0.000 0.1140759 0.3544069 

d_rc 0.0038516 0.0009434 4.08 0.000 0.0020026 0.0057006 

d_lnkx 0.0143408 0.0051326 2.79 0.005 0.0042811 0.0244005 



d_zf 0.0066089 0.0008126 8.13 0.000 0.0050162 0.0082015 

d_lncy 0.4381416 0.0225574 19.42 0.000 0.3939298 0.4823534 

d_lnsh 0.0939079 0.0204202 4.60 0.000 0.053885 0.1339308 

d_lnxq 0.0485643 0.0089781 5.41 0.000 0.0309675 0.066161 

 

 

在原序列回归模型结果中，资源供给、产业带动与需求升级与农旅产业融合并未构成显著相关。但在面板数据

的一阶差分回归结果中，资源供给、产业带动、需求升级的增速与农旅产业融合增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造成

以上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源供给与农旅产业融合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研究时间区间内福建省虽开始着力建

设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等农旅产业集群，但其发展仍偏向于农业产业化或旅游产业化发展，未能有效促进

农旅产业融合。同时，区域与行业的发展不平衡、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关联度较低难以形成集群的网络效应，创新力

度不足与业态较为单一，未能为农旅产业融合提供有利环境与基本条件。从产业带动来讲，第三产业发展并未能对

农旅产业融合形成显著的影响，限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福建以山地、丘陵地形为主的地貌特点，其第三产业仍主要集

中在城市区域，对农业服务业等产业带动作用不够显著，同时随着交通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改善，其带动作用正逐步

凸显。需求升级对农旅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影响并不显著，且常数项负值。农旅融合模式和业态较为单一是限制需求

升级对农旅产业融合推动作用的重要因素。当下的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的转型升级还并未能满足旅游者已经快速升

级的需求。当旅游者有高层次消费需求，但市场现有的业态模式并不能达到期待值，会导致乡村旅游将失去吸引力。 

但在差分回归结果中，资源供给、产业带动与需求升级的增速对农旅产业融合增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即忽略当下时间的影响，从变化速度的角度而言，资源供给丰度增长愈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愈快，以及消费群

体需求幅度对于农旅产业融合向好发展的更替速度有着促进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从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效应的时序变化情况来看：为实现福建省农业、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农旅产业

融合实有必要。2009—2019 年福建省 9 个地级市的农旅产业融合综合发展水平虽上下浮动不稳定，但总体而言随着

时间趋势向好发展。相比沿海地区，起初非沿海地区的农旅产业融合综合水平表现稍微落后，但在良好发展自然基

础与政策支持下实现反超。2009—2019 年福建省各地级市的农旅耦合协调度总体曲折向好发展，实现从“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的六级逐步跨越。整体而言，大多地级市由旅游业滞后影响

农旅产业融合，转变为农业滞后阻碍农旅产业融合。 

（2）福建省各地级市农旅产业融合效应存在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莫兰指数呈现“W”字形的波动变化，

聚集类型由“低-低”聚集向“低-高”聚集再向“高-高”聚集后呈“高-低”聚集变化，最后由进入“低-低”状

态，开始新一轮循环。 

（3）资源供给、人才要素、科学技术、政府支持、产业带动、生活水平及需求升级是农旅产业融合耦合协调

度的格兰杰原因。在加入时间趋势项并控制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中，人才投入、科技进步、政策引导

与生活水平因素正向影响福建省农旅产业融合效应；在面板数据的差分回归结果中，资源供给、产业带动与消费升

级的增速对农旅产业融合增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3.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期对福建及其同类型区域提高农旅融合效应和推动农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提供相关依据。 

（1）平衡好农旅产业协调，重视现代化农业建设。农旅融合的基础是“农”，重点在“旅”，要实现“以农

促旅、以旅兴农、农旅并举”的农旅融合协调发展，不仅要做到“旅游+”还要抓好“农业+”。应积极整合农业内

部资源，推进农业生态化。逐步强化现代技术渗透，推进农业数字化。挖掘农业特色文化支撑，推进农业特色化； 

（2）统筹好农旅空间规划，促进要素资源相融合。重点加强项目专业人才培养，实行内培外引的多元人才政

策，推动人才复合型、交叉性发展。健全区域产业协同规划机制，因地制宜挖掘产业特色，构建以产业融合为目标

的农旅一体化发展规划。健全农业利益协调机制，打破壁垒，构建区域间、体系内利益协调机制，强化政府部门外

部跨区域、内部跨部门的沟通合作，妥善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农民、企业与农民以及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多层级

利益关系； 

（3）发挥好农旅融合机制，加强内外部正向因素。发挥统筹调控引领作用，借助社会资本、支农财政等，引



导资金、技术与人才要素向乡村聚集。增强经营主体综合能力，多渠道全方位地提升农民素养水平，引导返乡创业

的青年劳动力并参与农民培训活动。引导群众绿色旅游消费，以市场需求的转变促进农旅产业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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