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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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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既可以为旅游经济发展创造直接或

间接的经济效益， 提供适宜的旅游环境和资源， 推动旅游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又是衡量一个城市旅

游经济发展质量、 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 因此， 基于耦合协调理论， 对北京市旅游经

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 并根据耦合协调关系的测度结果， 为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

境耦合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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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旅游经历了持续扩张和多

元变化， 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 旅游

活动的规模之巨大以及旅游活动带给社会、 经济、 环

境等方面的影响之深厚使其受到全世界普遍关注。 旅

游产业是典型的生态环境依托型产业， 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区域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环境的优劣不

仅影响游客旅游体验的质量， 同时也制约着旅游经济

的发展［１］。
北京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城市， 旅游经济发展和

旅游资源开发速度日益加快。 旅游发展在带动首都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发挥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但大规模、 高密度的旅游流在带动北京

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给城市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

影响和压力， 北京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 如大规模旅游需求和旅游资源供给、 生态环

境承载之间的矛盾， 急功近利和持续协调发展的矛盾

等。 加之，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是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

市建设的重要支柱， 未来一段时间北京旅游业将更快

速的发展， 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和影响将继续增加，
因此，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仍将是未来北京

城市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也是专家学者研究

的热点之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各国一直在不断探索旅游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如何协调旅

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学

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２］。 在此背景下， 国内外学术界

就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可持续旅游管理及环境管制、 生态

旅游、 旅游承载力、 旅游与环境伦理、 旅游与环境的

相互影响、 旅游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 协调发展机

理与路径、 耦合协调发展定量研究、 实证研究、 区域

应用研究等方面［３－８］，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总体来看， 国内外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

协调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
鲜有对北京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内

在机理和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 本文运用

耦合协调理论及定量分析方法， 对北京市旅游经济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和分析，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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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探寻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

及变化态势， 以期为北京及其他地区制定旅游业发

展战略、 促进北京旅游持续健康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决策参考。

１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及机理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 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

系统是两个独立的子系统， 这两个系统之间相互联系

和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交互耦合的复合系统———旅游经

济－生态环境系统， 在这一复合系统中， 生态环境系

统是 “根基”， 旅游经济系统是 “枝叶”， 他们之间通

过物质、 能量的循环与转变紧密耦合在一起 （图 １）。
耦合协调过程具有正负两个方向， 不仅存在着生态环

境系统对旅游经济系统的基础和约束效应， 也存在着

旅游经济系统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促进和胁迫效应， 因

此不能过分强调生态环境效益或旅游经济效益， 而要

重视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 以达到整体最优状态， 实

现可持续发展［９－１１］。

图 １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机理

１.１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促进

生态环境是旅游发展的基础， 为旅游发展提供必

需的资源和空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经济发展的

前提， 它可以吸引旅游者、 影响旅游者旅游行为、 增

加旅游经济效益， 促进旅游经济和旅游城市发展。 另

一方面， 旅游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
治理和建设。 在旅游经济发展中能发挥生态环境保护

的宣传、 引导和教育功能， 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并转化为自觉行动。 旅游经济发展可以反哺生态环境

的治理和改善， 提供资金支撑与投入， 促进生态环境

质量的提升。 作为 “无烟” 产业的旅游经济发展还可

以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 优化资源利用结构， 促

进区域生态环境的建设。
１.２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制约

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旅游人口增多和空间范围扩

张会对区域生态环境系统中的水、 动植物、 大气、 噪

声、 土壤等子系统产生影响， 对生态环境系统产生压

力和胁迫效应。 反之， 生态环境系统的各子系统会对

旅游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的反作用， 因为系统的容量

和阈值是有限的， 旅游经济发展必须在生态环境系统

可承受能力的限度内活动， 注重生态环境的制约作用，
否则， 制约作用会导致旅游经济发展停滞、 倒退甚至

崩溃。
１.３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某一特定阶段或某

特定情况下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但从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看， 二者最终应趋向于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关

系， 它们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已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

注， 大量的研究也证实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是

可以耦合协调的。 生态环境为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基础

和空间， 反过来旅游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改善， 两个子系统不断磨合、 相互作用， 促进交

互耦合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不断升级， 资

源配置优化， 达到高级协调共生， 这就是旅游经济与

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２　 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测度

２.１ 方法选取与模型构建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在运行过程中进行

相互关联和作用， 导致系统间出现相互促进、 相互制

约、 交互耦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１２］。 旅游经济与

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机理正好拟合了耦合原理， 因此，
本文采用耦合原理和耦合模型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

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和定量分析。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模型［１３－１５］， 能

够精准测度区域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

协调程度和关系， 测量模型为：

Ｄ＝ Ｃ×Ｔ ， Ｔ＝αｆ （ｘ） ＋βｇ （ｙ）
式中， ｆ （ｘ）、 ｇ （ ｙ） 分别为某一年份的旅游经济综

合效益函数与某一年份的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函数；
α、 β 为待定系数； Ｔ 为旅游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

益的综合发展评价指数； Ｃ 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

合协调度； Ｄ 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

展度。
２.２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为了更好地反映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大系统

自身及其相互关系， 依据科学性、 可操作性、 动态性、
全面性等原则， 在参考多篇文献的基础上， 构建北京

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１６－１８］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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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旅游经济评价指标 ｘ ｉ 生态环境评价指标 ｙ ｉ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
旅游外汇收入（亿美元）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旅游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旅游企业（饭店、旅行社、Ａ 级及

以上景区）数量（家）
旅游饭店营业收入（万元）
旅行社营业收入（万元）
Ａ 级及以上景区营业收入（万元）

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微克 ／
立方米）
二氧化硫（ＳＯ２）排放量（万吨）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分贝）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 人）
城市绿化覆盖率（％）
废水排放总量（亿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同时考虑到 ２００３ 年受 “非典” 的影响， 北京旅游

经济出现了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２００４ 年开始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所以研究时序选择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
通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北京统计年鉴》 《北京

旅游统计便览》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等统计年鉴、 统计公报， 以及北京市环保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ｂｊｅｐｂ. ｇｏｖ. ｃｎ ／ ） 、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ｈｔｔｐ： ∥ｗｈｌｙｊ.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ｏｖ. ｃｎ ／ ） 等相关部门官方网

站收集数据 （见表 ２） ， 数据来源具有权威性和可

靠性。

表 ２　 耦合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标准化值

旅游

经济

指标

入境

旅游人数

（万人次）

国内

旅游人数

（万人次）

旅游

外汇收入

（亿美元）

国内

旅游收入

（亿元）

旅游收入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

旅游企业（饭店、
旅行社、Ａ 级及以

上景区）数量（家）

旅游饭店

营业收入

（万元）

旅行社

营业收入

（万元）

Ａ 级及以上

景区营业

收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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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环境

指标

污水

处理率

（％）

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

理率（％）

可吸入颗粒物

年日均值

（微克 ／ 立方米）

二氧化硫

（ＳＯ２）排放

量（万吨）

区域环境噪

声平均值

（分贝）

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

（平方米 ／ 人）

城市

绿化

覆盖率（％）

废水排放

总量

（亿吨）

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

（万吨）
２００４ ０．５７０ ０．９３８ ０．４５６ ０．０３１ ０．９８９ ０．６９８ ０．８６４ １．０００ ０．４５９
２００５ ０．６６０ ０．９６０ ０．４７９ ０．０３１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２ ０．８６６ ０．９７０ ０．４８７
２００６ ０．７７５ ０．９２５ ０．４２２ ０．０３４ ０．９８７ ０．７３２ ０．８７６ ０．９３３ ０．４４１
２００７ ０．８０６ ０．９５７ ０．４５９ ０．０３９ ０．９８５ ０．７６８ ０．８８７ ０．９０９ ０．４６９
２００８ ０．８３５ ０．９７７ ０．５５７ ０．０４９ ０．９９３ ０．８２９ ０．８９７ ０．８６５ ０．５１７
２００９ ０．８５０ ０．９８２ ０．５６２ ０．０５０ ０．９８３ ０．８８４ ０．９１５ ０．６９６ ０．４８２
２０１０ ０．８５７ ０．９７０ ０．５６２ ０．０５２ ０．９８３ ０．９１５ ０．９２８ ０．７１８ ０．４７２
２０１１ ０．８６８ ０．９８３ ０．５９６ ０．０６１ ０．９９１ ０．９３３ ０．９４０ ０．６７４ ０．５３２
２０１２ ０．８７８ ０．９９１ ０．６２４ ０．０６４ ０．９８５ ０．９４５ ０．９５３ ０．６９９ ０．５４２
２０１３ ０．８９５ ０．９９３ ０．６３０ ０．０６９ ０．９８７ ０．９５７ ０．９６５ ０．６７８ ０．５７３
２０１４ ０．９１１ ０．９９６ ０．５８６ ０．０７６ ０．９９３ ０．９７０ ０．９７７ ０．６５０ ０．５８６
２０１５ ０．９３０ ０．９９８ ０．６６７ ０．０８５ ０．９９８ ０．９７６ ０．９９８ ０．６４６ ０．８４３
２０１６ ０．９５２ ０．９９９ ０．７３９ ０．１８２ ０．９８０ ０．９８２ ０．９９８ ０．５８９ ０．９５１
２０１７ ０．９７８ ０．９９９ ０．８１０ ０．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８８ ０．９９８ ０．７３６ ０．９４９
２０１８ ０．９８８ １．０００ ０．８７２ ０．５４５ ０．９９１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８ ０．７７５ ０．９５２
２０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４３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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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分析

　 　 根据模型、 表 １ 和表 ２ 测度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的北京

市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 测度结果如表

３ 和图 ２ 所示。
第一， 表 ３ 和图 ２ 直观显示了北京市旅游经济综

合效益函数 ｆ （ｘ） 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函数 ｇ （ｙ） 的

变化情况。 总体上看， 北京市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

合发展水平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上升趋势， 且 ｆ （ｘ） 曲线

一直位于 ｇ （ｙ） 曲线上方， 说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始

终快于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发展明显滞后于旅游经济的

发展。 但自 “十三五” 时期开始， 北京 ｇ （ｙ） 曲线快

速上升， 并追赶上旅游经济发展速度， 说明有关部门采

取了有力措施促进了北京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表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分析结果

年份

旅游经济

综合效益

函数 ｆ（ｘ）

生态环境

综合效益

函数 ｇ（ｙ）

综合发展

指数 Ｔ
协调度 Ｃ 协调发展度 Ｄ

ｆ（ｘ）与
ｇ（ｙ）的

对比关系

协调发展类型

２００４ ０．２２０ ８６６ ０．０９９ ４２８ ０．１６０ １４７ ０．７３３ １６２ ０．３４２ ６５６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０５ ０．２４９ ９１４ ０．１０２ ６５８ ０．１７６ ２８６ ０．６８１ ５５０ ０．３４６ ６２３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０６ ０．２８２ ５７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４ ０．１９１ ７８８ ０．６０２ ０７４ ０．３３９ ８１０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０７ ０．３３３ ５４６ ０．１０８ ９４４ ０．２２１ ２４５ ０．５５１ ０９１ ０．３４９ １７９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０８ ０．３３８ ５６９ ０．１２３ ４６７ ０．２３１ ０１８ ０．６１３ ４９９ ０．３７６ ４７０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０９ ０．３６１ ５９３ ０．１２１ ０１７ ０．２４１ ３０５ ０．５６４ ７６５ ０．３６９ １６２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０ ０．４５３ ９７５ ０．１２２ ６４２ ０．２８８ ３０８ ０．４４８ ６５４ ０．３５９ ６５４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１ ０．５３６ ２０２ ０．１３４ ９３５ ０．３３５ ５６９ ０．４１２ ８４０ ０．３７２ ２０５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２ ０．６０６ ２３３ ０．１３９ ４１７ ０．３７２ ８２５ ０．３６９ ７３５ ０．３７１ ２７７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３ ０．６５８ ０４３ ０．１４５ ７９０ ０．４０１ ９１７ ０．３５２ ７１２ ０．３７６ ５１２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４ ０．７１４ ８８２ ０．１５１ ０９６ ０．４３２ ９８９ ０．３３１ ９４６ ０．３７９ １１６ ｆ（ｘ）＞ｇ（ｙ） 中度失调衰退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５ ０．７９９ ４５２ ０．１７６ ６４２ ０．４８８ ０４７ ０．３５１ ５０１ ０．４１４ １８５ ｆ（ｘ）＞ｇ（ｙ） 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６ ０．８４４ ７８１ ０．２６９ ５９８ ０．５５７ １９０ ０．５３８ １５９ ０．５４７ ５９２ ｆ（ｘ）＞ｇ（ｙ） 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７ ０．８７６ ７３９ ０．３７７ ２８２ ０．６２７ ０１１ ０．７０７ ９０３ ０．６６６ ２３０ ｆ（ｘ）＞ｇ（ｙ） 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８ ０．９３３ ７７２ ０．５９３ ８５４ ０．７６３ ８１３ ０．９０３ ４２７ ０．８３０ ６９２ ｆ（ｘ）＞ｇ（ｙ） 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２０１９ ０．９９１ １４８ ０．９９７ ６０２ ０．９９４ ３７５ ０．９９９ ９７９ ０．９９７ １７３ ｆ（ｘ）≈ｇ（ｙ） 良好协调发展类基本同步发展型

图 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化

　 　 第二， 从表 ３、 图 ２ 可以看出， 北京市旅游经济

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指数 （Ｔ） 和协调发展度 （Ｄ）
整体都呈上升趋势， 尤其 “十三五” 期间， 上升趋势

明显， 说明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

在稳定上升。 耦合协调发展等级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的中

度失调、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勉强协调、 到 ２０１７ 年中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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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再到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的良好协调， 二者的耦合协调

关系日渐趋于优化， 达到高级耦合协调阶段。
第三， 从表 ３ 的协调发展类型结果可以看出， 在

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
一直属于生态环境滞后型， 但近几年生态环境发展加

速明显， 到 ２０１９ 年， 已达到基本同步协调发展， 呈良

好耦合协调发展状态。

４　 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通过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耦合机理

进行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北京市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９ 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 结果表

明， 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已进入良好耦合协调

发展阶段， 但需要进一步保持并向更高层级迈进， 同

时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摆脱其滞后发展， 实

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同步发展。 针对以上结论，
提出如下的发展对策和建议：

第一， 保持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已达到高级耦合协调发展

阶段， 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推动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更好发展。 其中， 最重要

的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 发挥监督、 协调和宏观

调控职能， 完善旅游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的联动机制，
建立相互促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打造全国旅游

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首善之区。
第二， 推动旅游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北京的旅

游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快于生态环境， 所以在保持旅游

经济快速而平稳发展的同时， 必须要减少旅游发展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 协调生态环境的保护， 践行旅游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 具体应重点挖掘旅游与文化资源特

色， 发展具有首都特色的文化旅游， 同时也要深入发

展低碳旅游、 绿色旅游、 生态旅游、 休闲旅游和智慧

旅游等， 通过科技和创新［１９］，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建设， 并加强区域合作， 实现全域耦合协调发展［２０］。
尤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更好地保护古都风貌和历史

文化资源， 实现旅游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旅游产业内

涵式发展， 从而促进北京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全面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 加快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２１］。 北京旅游

经济与生态环境在 ２０１９ 年以前一直属于生态环境滞后

型， 所以必须加快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建设。 生态环境

重在保护， 在保护的基础上要加强治理和建设。 首先，
要深化环保重视程度， 提高政府部门、 企业、 旅游者

及市民的环保意识； 其次， 要积极推进生态环境质量

管理体系建设， 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和制度， 减少生

态环境污染； 再次， 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加快推进

和完善空气污染治理， 持续推进能源清洁化战略， 深

入治理排放污染， 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模式， 完善生态

规划合理布局，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最后， 要注重

生态环境建设， 生态环境建设是一场持久战和攻坚战。
目前， 结合北京市 “十四五” 时期城乡生态环境建设

规划， 其生态环境建设要立足首都高质量发展， 积极

推进北京公园绿地、 市容市貌、 基础设施等生态环境

建设， 尤其要加强首都功能核心区、 北京生态副中心、
生态环境建设薄弱区等重点区域的建设。

在旅游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 旅游经济和生态

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 北京在高质量发

展中， 要积极推进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

发展向更高层级迈进， 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

宜居之都和国际一流的旅游生态城市做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　 郭向阳, 穆学青, 丁正山, 等. 城市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效应

及动态关系: 以曲靖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7） : 231⁃240.

[ 2 ]　 贾巨才, 孔伟, 任亮.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冀西北地区旅游经

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

（2） : 167⁃173.

[ 3 ]　 ZHAO J H, WANG Y F, LIU T, et al.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J].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766(1): 766⁃771.

[ 4 ]　 FAN Y P, FANG C L, ZHANG Q, et al.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soci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ese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assess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229): 289⁃298.

[ 5 ]　 程慧, 徐琼, 郭尧琦. 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

展的时空演变[J]. 经济地理, 2019, 39（7） : 233⁃240.

[ 6 ]　 刘遗志, 胡争艳. 基于 PSR 模型的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研究: 基于贵州省的实证分析 [J]. 生态经济, 2020, 36 （ 3） :

132⁃136.

[ 7 ]　 王振波, 梁龙武, 褚昕阳, 等. 青藏高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

效应测度及交互胁迫关系验证[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19, 21

（9） : 1352⁃1366.

[ 8 ]　 TANG C C, WU X F, ZHENG Q Q, et al. Ecological security

evaluation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area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s ECDA［ J］ .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197: 999⁃1010.

[ 9 ]　 詹绍文, 李明悦, 李今今. 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

究: 以陕西省为例[J]. 科学与管理, 2021，41（4） : 81⁃87.

[10]　 宋小龙, 米文宝, 李陇堂, 等. 宁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

调过程与格局[J]. 中国沙漠, 2021, 41（5） : 1⁃10.

[11]　 黎曙. 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D]. 昆明:

５８



　 科学与管理 ２０２２ 年

云南师范大学, 2018.

[12]　 戈冬梅, 陈群利, 赖志柱.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

合协调分析[J]. 生态经济, 2021, 37（4） : 132⁃139.

[13]　 丛小丽, 黄悦, 刘继生. 吉林省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

的时空演化研究[J]. 地理科学, 2019, 39（3） : 496⁃505.

[14]　 丁双英. 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西北五省（区）为例[J].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 2021, 41（10） :

34⁃37, 41.

[15]　 李学.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贵州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研

究[D]. 贵州: 贵州财经大学, 2018.

[16]　 陈长煜, 段树国, 李龙, 等. 西北五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

合协调关系研究[J]. 林业经济, 2020, 42（6） : 73⁃83.

[17]　 王兆峰, 陈青青.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交互胁迫关

系验证及协调效应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11） :

2581⁃2593.

[18]　 王禹婷. 浙湘滇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D]. 北

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20.

[19]　 马月琴, 甘畅, 张淑文, 等. 中国旅游创新能力与旅游环境效率

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 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福建农

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0, 23（3） : 77⁃85.

[20]　 高丽敏, 王丽娟, 周航. 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趋势与对策分析[J].

科学与管理, 2019, 39（4） : 87⁃93.

[21]　 邢淑兰. 基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 环境科学

与管理, 2021, 46（10） : 120⁃123.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ｊｕａｎ， ＧＡＯ Ｌｉｍ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１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 ｃａｎ ｃｒｅａ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ｉ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６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