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2 卷 第 10 期

2022 年 10 月

Vol.42，No.10

Oct.，2022

热 带 地 理
TROPICAL GEOGRAPHY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及其时空特征

田卡吨 a，邹泽铎 a，彭宝玉 a,b，卢荣旺 a

（河南大学 a. 地理与环境学院；b. 环境与规划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

2011—2019年中国 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

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

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

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

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

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

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

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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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

旅游业因其综合性、带动性、支柱性和全民性等功

能，成为扩大内需、挖掘消费潜力与畅通“双循

环”的重要载体。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旅游业将从

量的扩张迈入质的提升的关键阶段；在2017年全国

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

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

融的宗旨”（朱凯，2018），金融业在助力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合作呈不断

深化的趋势。旅游业与金融业同属第三产业，具备

融合的基础条件和共同需求（龚艳，2015），两者

融合发展可延伸旅游业与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产业

链、重塑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并对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为推动两者融合发展，自2009年以来政

府部门先后出台系列文件，如《关于加快发展旅游

业的意见》（国务院，2009）和《关于促进服务业

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家发展改

革委，2022），为旅游业和金融业融合发展提供方

向指导和政策支持，包括鼓励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

上市，加强债券市场对旅游企业的支持力度，确保

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获得方便与快捷的信贷服务，

推动设立旅游产业基金以及发展旅游项目资产证券

化产品等。总之，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融合协调发展

可促进两者优势资源互补、共享，打造兼具两者优

势的产品，提升游客的需求和体验，也是转变旅游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和扩宽金融市场的重要支

撑，更是实现两大产业之间效益叠加和互利共赢的

必然选择。

已有涉及旅游业与金融业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

于金融业支持旅游业发展，以及旅游业与金融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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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协调发展等方面。其中，金融业支持旅游业发展

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扶贫，不同金融机构对旅游发

展的作用，金融业对不同地区的旅游支持等，如国

外学者Carrillo-Hidalgo等（2020）认为世界银行对

旅游业的资助可增加其对金融包容性的关注，这将

提高减贫和发展的效率和效力；Dar等（2018）发

现金融机构的金融计划对克什米尔地区旅游业发展

至关重要。国内学者张洪昌等（2017）利用DEA模

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发现广西民族地区旅游业

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不足，并提出金融支持旅游业

发展的效率优化路径；杨建春等（2014）运用方差

分解等方法对比研究贵州与浙江 2省金融支持旅游

产业发展的动态效应，并提出贵州旅游业发展的金

融支持策略。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协调发展的研究

则集中于两者间的成长关系与互动作用、两者协调

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Katircioglu 等 （2018）

指出土耳其旅游增长与金融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和

强化的互动关系；Ohlan （2017）通过分析 1960—

2014年印度金融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发现旅游业、

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廖凯诚等

（2019）用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发现张家界在旅

游产业成长的发展期，旅游产业与金融发展相互促

进与协调发展；龚艳等 （2017） 采用耦合评价模

型，分析江苏省2001—2013年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

发展的差异特征，并认为其耦合过程促进了实体经

济与虚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此外，国内学者还关

注旅游金融（杨复兴 等，2012；夏蜀，2017）、旅

游金融效率（穆学青 等，2020；李静 等，2022）、

金融对乡村旅游的支持 （华萍， 2019；梁勤，

2021），以及两者融合的路径探索 （任朝旺 等，

2021）等。

综上，对旅游业与金融业关系的研究成果显

著，但有待对其耦合作用机理进行深化探讨，且从

研究尺度看，较为缺乏全中国省域尺度层面的研

究；从方法看，则缺少从空间视角的分析方法，以

及缺乏对其进行影响因素实证。鉴于此，本文探讨

了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的耦合作用机理，运用耦合

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分析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耦

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与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水平；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从空间视角分析中国

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相关性和空间

集聚效应；运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探讨旅游业

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

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作用机理

旅游业与金融业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存在紧密的动态耦合互馈关系。已有研究（龚

艳 等，2017；王亚芳，2019）指出，旅游业与金融

业在外部和内部作用力共同作用下向高度协调化方

向发展（图1）。

1.1 外部作用机理

外部作用力主要分为虚实经济结合力、市场推

动力、科技创新力和政策支持力。1）虚实经济结

合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对立统一但又相互依

存、彼此促进，因此作为实体经济的旅游业和作为

虚拟经济的金融业，以旅游业为本、金融工具为

用，通过旅游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两者的

融合发展并形成旅游金融（杨复兴 等，2012）。2）

市场推动力：随着中国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消

费需求迅速增长，旅游方式与类型多样化。为了应

对这种变化，需要强化金融业优势地位，扩大金融

业市场份额。同时，金融业在旅游支付、旅游信

贷、旅游投融资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发展，这也进一

步扩大了旅游市场规模。3）科技创新力：科技创

新是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媒介和纽带，其中

图1 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发展作用机理
Fig.1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tourism and financial industry

coupl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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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是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直接推

动力和重要引擎；金融科技广泛应用于旅游项目开

发、旅游市场开拓、旅游咨询服务等领域，可推动

旅游业全面变革以及旅游产品、管理、市场等方面

的创新，加速两大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4）政

策支持力：各级政府部门高度关注“旅游+金融”

的融合发展，相继出台各种政策支持金融在旅游业

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国家政策包括《关于加

强金融支持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的通知》《关于提

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等（银监

会，2017；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等，2021），地方政

策包括《江苏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关于用好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中小微文化企业和旅

游企业繁荣发展的若干措施（湖北）》等（江苏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2021；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2021），这些文件均强调加强和改进旅游业金融服

务，建立两者间的互动合作机制，探索新的业务合

作模式，以推动其互动协调发展。

1.2 内部作用机理

内部作用力主要分为旅游业对金融业的带动发

展和金融业助推旅游业发展2个方面。1）旅游业带

动金融业发展：旅游业因其综合性、关联性和拉动

性强的特点，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可带动金融业

发展，如扩宽包括旅游金融服务电子化（如网上银

行业务）、金融旅游卡（如郑州银行金融 IC卡加载

旅游年卡业务）、旅游保险（如平安保险公司推出

的“平安官方境内旅游险”业务）、旅游消费信贷

（如京东金融推出的“京东旅游白条”业务）等金

融业务范围；同时增加包括产品类（如国内首次发

行的旅游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华侨城欢乐谷

18.5亿元ABS产品）、理财类（如途牛旅游网推出

的“途牛宝”“月月赢”等）等旅游金融衍生品种

类。2）金融业助推旅游业：金融业通过金融科技

创新，为旅游业提供资金支持、优化资产配置、推

动产业结构调整、注入发展新活力，是旅游业发展

的助推器。首先，金融业通过金融机构制定旅游贷

款资金计划、创新旅游投资信贷方式等，支持旅游

企业信贷；其次，金融业通过成立相互持股的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融资或成立旅游产业基金进行旅

游资源开发，以及通过旅游企业发售旅游投资基金

券、债券和股票等融资方式吸纳闲散资本，助推旅

游业发展；再次，金融业通过“线上+线下”“人

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旅游企业的结算和旅行

者的支付服务；最后，金融业通过商业银行、消费

金融公司、大型涉旅企业和在线涉旅电商等途径提

供旅游消费信贷服务。

近年来，旅游业通过构建数字旅游金融平台，

实现数据资源的互补与共享，并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平台数据、第三方数据和实

地尽职调查数据整合、标准化、模型化后，突破平

台自身闭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开始为整条旅游

产业链上的供应商提供金融服务，实现融资的智能

化撮合。金融业则以金融数字平台为载体，通过搭

建“旅游+金融”的生态场景，拓展线上预定、分

期付款等业务，并提供自助售票系统、线上产品销

售等智慧化服务场景，为旅游业提供适销对路、个

性化、智能化和定制化的金融服务。在数字化时

代，旅游业与金融业通过对内外部作用力的渗透，

对数字资源进行高度整合，以实现其深度融合。由

此可见，在内外部作用力的共同作用下，旅游业与

金融业将进一步相互影响、推动和融合，最终达到

耦合协调发展的优化状态，实现两大产业融合发展

的共赢目标。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及数据可得性等原则，对

旅游业发展水平指标选取主要参考张爱平（2015）、

王冠孝（2016）、耿娜娜（2022）、甘畅（2022）等

的研究，共14项指标，金融业发展水平指标选取参

考龚艳（2017）、王亚芳（2019）、高一铭（2020）、

储雪俭（2019）等的研究，共15项指标；共咨询了

6名专家，经过3次讨论，最后根据专家的反馈意见

并结合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情况，确定从旅游要素

结构、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经济效益 3个维度评价

旅游业发展水平，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 2个维度

评价金融业发展水平，并筛选出8项旅游业和10项

金融业评价指标（表1）。

2.2 研究方法

2.2.1 修正后的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 为了指标的

可比性，首先，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各项指标进行

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间屏蔽效应和量纲差异；

其次，为了避免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采用熵权法

确定各指标权重；最后，运用线性加权法综合评价

旅游业与金融业两大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计算过程

参考文献（耿娜娜 等，2022；王兆峰 等，2022）。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参考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

系统模型以及相关研究（赵建吉 等，2022），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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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度模型，表达式为：

C =
U1 × U2

( )U1 + U2

2

2 （1）

式中：C为耦合度，且0 ≤ C ≤ 1；U1、U2分别为旅

游业、金融业发展水平。对U1、U2进行相关性分析

得出，相关系数高达 0.836，说明旅游业与金融业

发展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两者存在耦合互动的发展

关系。

由于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都有其

交错、动态和不平衡的特性，因此，需在耦合度的

基础上构建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

二者协调程度的时空演变，表达式为（董文静 等，

2020）：

■
■
■

D = C × T

T = aU1 + bU2

（2）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且 0 ≤ D ≤ 1；T为协调发

展指数，反映旅游业与金融业的整体协同效应或贡

献；a和b为待定系数，近年来，金融业通过扩大旅

游项目、企业融资渠道等帮扶手段，助力旅游业复

苏、乃至高质量发展，因此取a=0.4，b=0.6。

2.2.3 空间自相关分析 仅依靠耦合协调模型分析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间关联与相互影响程度并不能

有效识别空间因素的作用（朱丽娟 等，2021），因

此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索旅游业与金融业在空间

上的相关性和集聚特征。运用Stata14.0软件计算全

局Moran's I指数、局部Moran's I指数以及Lisa图，

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分析，并运

用ArcGIS10.8对Lisa图进行可视化显示。

2.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 31个省（区、市）（不含

港澳台地区）。“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旅游业成

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金融业则在此期间

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其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层出

不穷（巫云仙，2019），实现金融业迅速发展，但

受数据获取的限制，研究时段选定为 2011—2019

年。旅游业与金融业系统评价指标以及影响因素指

标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2012—2020年《中国统计年

鉴》（国家统计局，2012―2020），《中国旅游统计

年鉴》（国家旅游局，2012―2020），《中国金融年

鉴》（《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12—2020），以

及各省（区、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等，并经过整理计算所得，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

插值法等方法补齐。金融业系统中全部A股总市值

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①中的全部A股总市值（证券

会算法），根据郭峰等（2020）研究，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数字化程度影响因素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

融研究中心官网②。

① https://www.wind.com.cn/

② https://idf.pku.edu.cn/index.htm

表1 旅游业与金融业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le 1 Systematic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s of tourism and financial industry

目标层

旅游业
发展水平
（U1）

金融业
发展水平
（U2）

系统层

旅游要素结构（X1）

旅游市场规模
（X2）

旅游经济效益
（X3）

金融规模
（X4）

金融效率
（X5）

准则层

A级景区数量（X11）

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X12）

接待国内外游客总人数（X21）

国内旅游收入（X22）

入境旅游收入（X23）

旅游业从业人员总数（X31）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例（X32）

游客人均旅游花费（X33）

银行业金融机构数（X41）

年末存款余额（X42）

年末贷款余额（X43）

全部A股总市值（X44）

金融业增加值（X45）

保费收入（X46）

保险深度（X51）

保险密度（X52）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53）

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X54）

单位

家

家

万人次

万元

万美元

人

%

元/人

个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

元/人

%

万人

指标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056 6

0.056 5

0.056 0

0.055 5

0.051 8

0.056 0

0.056 9

0.056 1

0.056 6

0.054 9

0.055 6

0.049 0

0.054 6

0.055 2

0.058 3

0.056 4

0.057 8

0.05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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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

3.1 旅游业与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分析

3.1.1 旅游业的发展水平 由图 2 可知，2011—

2019年中国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均值由 0.064 4上升

到 0.144 4，年均增长率 10.61%，表明随着国民经

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政府

旅游政策帮扶，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参照王凯等

（2022）的研究，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和东北 4大区域，其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年均值依次

为 0.128 7、 0.104 1、 0.071 2 和 0.076 7，呈“东

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异格局；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 7.19%、 12.25%、 15.52% 和 8.41%，呈

“东慢西快”空间分布特征，即年均增长率东部增

速慢于西部，说明旅游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图 3显

示，东部旅游业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但区域内旅游

业发展不均衡，海南因其南海局势、天津因其滨海

新区爆炸事故、福建因台海局势变动等原因，旅游

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东部省份旅游收入占比较

小，旅游发展水平位居第一的广东，2019年的旅游

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65%；加之东部沿海省

份较为注重金融业、新兴高新技术产业等，这些产

业挤占了旅游业发展所需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放缓

了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中部 6省旅游业发展速度较

快，且发展水平较均衡，旅游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安

徽（年均值0.118 2）与最低的山西（0.089 4）之差

仅为0.028 8；该地区深厚的人文历史旅游资源、连

通四方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等要

素，助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

年均增长率第一，主要是由于该地区旅游开发价值

较高，自然、人文景观均具有独特性，旅游优势凸

显；同时受“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等的推

动，旅游业发展势头较足。其中，云南、贵州、四

川和广西等省域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较快，如云南因

其独特的热带风光和边境民族风情，旅游业成为支

柱产业，年均增长率达 17.62%，2019 年旅游总收

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01%。随着“东北振兴”战

略的实施以及冰雪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东北地

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也得以提高。总体上，中国旅

游业发展水平得以优化，区域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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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1—2019年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

Fig.2 Annual average of tourism and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levels in China during 20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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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金融业的发展水平 由图 2 可知，2011―

2019年中国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均值由 0.087 1上升

到0.207 2，年均增长率11.44%，始终高于旅游业发

展水平；该时期是金融业快速发展时期，金融业借

助金融科技力量，实现了供给侧改革和创新发展，

移动支付延伸到生活缴费、智慧交通、移动电商和

市政服务等多个领域。这 9年间东、中、西和东北

的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年均值分别为 0.210 6、0.146

8、0.106 8和 0.134 3，呈“东部―中部―东北―西

部”依次递减格局；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1.08%、

11.27%、11.95%和 12.20%，增速也呈“东慢西快”

空间分布格局（见图3）。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开放

程度高、经济发达，金融科技创新多发生在此地

区，如“余额宝”“百度金融中心理财”等新型金

融业态；国内金融业改革政策也首选东部省份作为

政策试验地，如民营银行首批试点 5个试点银行的

选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等，这 9

年间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每年均占全国总

数的40%，金融业增加值每年均占全国金融业增加

值的60%，可见东部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较高，但

因考虑到自身的金融发展安全问题，东部地区发展

速度一直较为稳健。中部 6省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为

平衡，6个省份年均值为0.117 2~0.184 6，变化幅度

较小，年均增长率为 9.71%~13.00%，发展速度也

较为平稳，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与全面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

末位，仅四川为金融业发展高地；但随着“一带一

路”等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全面建立，西部地区边境区域金融发展迅速，各

省也纷纷制定符合本省发展的金融策略，如贵州的

大数据中心建设、陕西的普惠金融建设等，金融业

发展速度实现“弯道超车”。东北地区金融业发展

水平较低，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东北地区因

其工业基础雄厚、城镇化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等

工业化、信息化条件，实现了金融业年均增长率

领先。

3.2 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由耦合协调度模型可得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

协调度（表2）。时间上，2011―2019年全国旅游业

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 0.265 8~0.409 7，从

低度协调发展到中度协调，处于不断优化的发展状

态，这表明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发展在中低协调状

态下不断提高，但与极度协调仍存在较大差距。各

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 0.175 1~

0.521 7，包括低度协调到高度协调 3种类型。2011

―2019年，海南、西藏、青海和宁夏在低度协调中

不断优化，辽宁、上海、河南和四川也在中度协调

状态下不断优化，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

5省（市）则从中度协调跃升至高度协调状态，其

余18个省域从低度协调跃升至中度协调状态，实现

质的发展。其中，2011 年各省域耦合协调度为

0.121 4~0.430 1，包括2种耦合协调度类型，约71%

省域为低度协调，约 29%省域为中度协调，这表

明 2011 年各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普遍处于中低水

平的基本协调状态；2019 年各省域耦合协调度为

0.221 4~0.621 1，包括 3种耦合协调度类型，海南、

西藏、青海和宁夏 4省为低度协调，约 71%的省域

为中度协调，仅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 5

省（市）实现高度协调，表明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

的协调发展在不断优化并取得显著效果。

空间上，2011―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及东

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 0.401 7、0.352 7、

0.286 4和 0.321 1，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

梯度递减格局。东部地区各省域有低度、中度和高

度协调 3种耦合协调类型，其中广东年均值为高度

协调、天津和海南为低度协调，其余 7省为中度协

调；东部地区 9 年间耦合协调度自 0.326 9 上升到

0.471 6，在中度协调状态下渐趋优化，这得益于其

金融科技领先、开放程度高、居民旅游消费水平高

和需求多样化，进而推动旅游业和金融业融合发

展。中部 6省均为中度协调，东北地区仅吉林为低

度协调，两大区域耦合协调度自 2011年的 0.275 7、

0.254 7 分别跃升至 2019 年的 0.429 8、0.385 3，这

可能得益于人文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客源地和旅游

目的地相近；但金融效率不高且规模不大，制约了

旅游业和金融业的协调发展。西部地区各省域有 2

种耦合协调度类型，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分别占

42%和 58%；西部地区从 2011 年低度协调（0.212

7）缓慢上升到2019年中度协调（0.354 0），这主要

是由于研究期内西部地区金融投资发展相对不足且

旅游业人才流失严重，难以支撑旅游业和金融业的

良性互动发展，故主要表现为低度协调状态。整体

上，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渐趋优

化，但还处于中度协调状态，需持续加大力度进行

深度融合发展。

3.3 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分析

由表 3可得，2011—2019年中国旅游业和金融

业耦合协调度的全局Moran's I指数均 > 0，且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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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旅游业与金融业

耦合协调度持续呈空间集聚状态，且耦合协调度的

集聚强度随时间变化呈波动增长趋势。2011—2015

年，全局 Moran's I 指数由 0.277 轻微波动上升到

0.281，空间集聚特征逐渐增强；至 2016年达到峰

顶，之后到 2019 年全局 Moran's I 指数缓慢下降，

总体上则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 0.31%。但

2015―2016 年全局 Moran's I 指数年均增长率为

60.5%，2018―2019年则为−47%，属于骤增骤降的

状态。前者可能缘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众旅游消

费旺盛，致使旅游投融资增强，耦合协调度集聚程

度得到加强。后者可能是因为该时期在金融去杠

杆、防风险背景下，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遏制；

同时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金融多投资于制造

业，金融业和旅游业两者融合步伐放缓，空间集聚

程度减弱，但空间集聚状态仍在。

运用 Stata14.0 软件计算 2011、2015、2019 年

旅游业和金融业耦合协调度的局部Moran's I指数，

并用 ArcGIS 10.8、AI软件将其可视化，绘制耦合

协调度LISA集聚图，由图4可知：1）“H-H”集聚

类型的省域数量呈“V”型变化，由 2011年上海、

江苏、浙江、湖北和福建等 10 个省域，变化为

表2 2011―2019年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

Table 2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finance in China during 2011-2019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全国平均值

省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福建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

海南

均值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均值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均值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均值

2011年

0.388 5

0.221 1

0.298 6

0.268 3

0.347 1

0.388 7

0.377 2

0.373 8

0.430 1

0.175 9

0.326 9

0.264 4

0.282 6

0.232 5

0.316 5

0.280 3

0.277 8

0.275 7

0.221 6

0.231 0

0.246 3

0.317 8

0.222 1

0.251 2

0.123 6

0.258 8

0.203 8

0.134 3

0.121 4

0.220 5

0.212 7

0.306 4

0.209 4

0.248 4

0.254 7

0.265 8

2012年

0.406 6

0.243 9

0.314 6

0.292 6

0.368 9

0.413 7

0.401 0

0.390 8

0.449 5

0.195 0

0.347 7

0.284 1

0.299 5

0.251 5

0.327 3

0.302 0

0.295 5

0.293 3

0.246 4

0.252 5

0.262 5

0.338 9

0.244 1

0.272 1

0.168 1

0.276 0

0.224 7

0.144 4

0.136 6

0.241 7

0.234 0

0.321 5

0.231 0

0.263 4

0.272 0

0.285 8

2013年

0.419 8

0.264 6

0.335 0

0.315 3

0.374 9

0.431 9

0.425 7

0.415 9

0.474 4

0.214 9

0.367 2

0.303 2

0.321 8

0.276 8

0.345 4

0.323 8

0.314 5

0.314 2

0.268 3

0.275 7

0.286 7

0.361 2

0.266 7

0.299 1

0.183 8

0.299 1

0.242 9

0.166 7

0.150 4

0.260 7

0.255 1

0.350 7

0.255 6

0.272 9

0.293 1

0.306 4

2014年

0.441 5

0.277 3

0.348 5

0.329 6

0.380 8

0.451 1

0.436 3

0.430 5

0.490 8

0.219 3

0.380 6

0.311 8

0.338 5

0.301 0

0.355 9

0.343 1

0.324 9

0.329 2

0.284 6

0.290 2

0.298 0

0.372 5

0.284 1

0.308 8

0.188 8

0.313 4

0.255 2

0.181 3

0.162 6

0.273 2

0.267 7

0.360 0

0.265 1

0.285 1

0.303 4

0.319 5

2015年

0.465 1

0.303 4

0.376 8

0.352 9

0.405 4

0.479 2

0.463 6

0.457 1

0.525 8

0.245 0

0.407 4

0.341 8

0.365 6

0.325 2

0.381 5

0.365 5

0.353 1

0.355 5

0.315 3

0.329 6

0.318 5

0.405 2

0.311 3

0.338 0

0.219 1

0.326 1

0.283 6

0.207 2

0.182 0

0.293 4

0.294 1

0.373 2

0.302 2

0.305 9

0.327 1

0.345 7

2016年

0.474 1

0.314 7

0.394 1

0.360 9

0.423 3

0.499 3

0.467 3

0.472 6

0.545 5

0.239 7

0.419 1

0.359 4

0.376 4

0.345 1

0.400 9

0.375 6

0.363 5

0.370 2

0.321 4

0.336 8

0.325 6

0.422 6

0.329 5

0.350 8

0.222 2

0.332 4

0.289 5

0.198 2

0.181 1

0.296 3

0.300 5

0.386 0

0.311 9

0.311 3

0.336 4

0.355 7

2017年

0.488 0

0.325 6

0.423 4

0.379 3

0.433 0

0.527 3

0.496 1

0.505 1

0.568 2

0.251 2

0.439 7

0.373 2

0.403 6

0.366 3

0.423 2

0.396 4

0.399 2

0.393 7

0.340 7

0.355 7

0.339 8

0.452 1

0.352 8

0.372 3

0.226 9

0.351 4

0.306 3

0.218 3

0.206 9

0.314 8

0.319 8

0.405 8

0.321 1

0.328 3

0.351 7

0.375 9

2018年

0.503 5

0.326 5

0.442 7

0.402 2

0.441 8

0.539 7

0.511 6

0.523 6

0.589 3

0.267 3

0.454 8

0.388 6

0.422 7

0.391 8

0.445 1

0.408 6

0.416 9

0.412 3

0.352 1

0.381 1

0.380 2

0.466 6

0.379 9

0.393 2

0.246 0

0.370 6

0.323 7

0.230 9

0.213 1

0.335 2

0.339 4

0.415 7

0.337 1

0.344 5

0.365 8

0.393 3

2019年

0.521 0

0.349 6

0.447 2

0.419 2

0.458 9

0.555 7

0.531 5

0.537 3

0.621 1

0.275 0

0.471 6

0.418 5

0.433 7

0.403 9

0.460 2

0.421 0

0.441 9

0.429 8

0.368 1

0.403 4

0.378 0

0.487 6

0.402 3

0.416 0

0.243 2

0.388 5

0.332 0

0.259 8

0.221 4

0.347 9

0.354 0

0.430 8

0.362 2

0.362 9

0.385 3

0.409 7

均值

0.456 4

0.291 9

0.375 6

0.346 7

0.403 8

0.476 3

0.456 7

0.456 3

0.521 7

0.231 5

0.401 7

0.338 3

0.360 5

0.321 6

0.384 0

0.357 4

0.354 1

0.352 7

0.302 0

0.317 3

0.315 1

0.402 7

0.310 3

0.333 5

0.202 4

0.324 0

0.273 5

0.193 5

0.175 1

0.287 1

0.286 4

0.372 2

0.288 4

0.302 5

0.321 1

0.339 8

注：参考赵建吉等（2020）对耦合协调度的划分标准，将其划分为 4 个等级：［0，0.3］为低度协调、（0.3，0.5］为中度协调、（0.5，

0.8］为高度协调和（0.8，1］为极度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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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上海、江苏、河北、山东和湖南等 9 个省

域，再扩大到2019年上海、江苏、广东、湖南和湖

北等11个省域，这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邻省域两

大产业形成了优势互补的耦合发展联动区域，“空

间溢出效应”明显。2）“H-L”集聚类型的省域零

星分布于 4大区域，2011年有北京、辽宁、广东和

四川 4个省（市），2015年增加到湖北、北京、辽

宁、广东和四川 5 个省 （市），2019 年则为北京、

山西、辽宁、四川和云南 5个省（市）；该类型省

域旅游业和金融业耦合协调度较高，优于周边省

域，出现极化效应，因而难以和周边省域形成集聚

（接上栏)

图4 2011—2019年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

耦合协调度LISA集聚特征

Fig.4 LISA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and finance in China during 2011-2019

注：1）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 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2）不包括港

澳台数据（图4未完，转下栏）

表3 2011—2019年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的

全局Moran's I指数

Table 3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finance in China duing 2011-2019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Moran's I指数

0.277

0.280

0.275

0.279

0.281

0.298

0.297

0.298

0.284

Z得分

2.646

2.674

2.636

2.672

2.699

2.844

2.827

2.84

2.728

P值

0.008

0.007

0.008

0.008

0.007

0.004

0.005

0.005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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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3）“L-L”集聚类型的省域分布在西部和东

北地区，由2011年贵州、云南、吉林、黑龙江和西

藏等12个省区，增长到2015年重庆、山西、吉林、

黑龙江和西藏等 14个省（区、市），2019年下降到

10 个，减幅为 28.57%；西部和东北地区旅游业和

金融业由于自然条件和发展历史等因素的限制，耦

合协调度较低，是亟待发展的重点区域。4）“L-H”

集聚类型的省域数量变化呈“V”型，先由 2011年

天津、山西、江西、广西和重庆 5个省（区、市）

下降到2015年天津、江西和广西3个省（区、市），

再增长到2019年的天津、江西、广西、重庆和贵州

5 个省 （区、市）；这些省市基本上被“H-H”或

“L-L”集聚类型的省（区、市）包围，但没有得到

耦合协调度较高省域的正向辐射作用，反而因虹吸

效应导致本地客源市场以及部分金融资本、金融人

才等资源的流失。

综上，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呈局部

正向空间集聚关联特性的省域数量呈倒“V”型变

化，但变化幅度较小。由 2011年的 70.97%（其中

32.26%的省域呈现“H-H”集聚类型，38.71%的省

域呈现“L-L”类型）增长到2015年的74.19%（其

中“H-H”占比 29.03%，“L-L”占比 45.16%），再

减 小 到 2019 年 的 67.74% （其 中 “H-H” 占 比

35.48%，“L-L”占比 32.26%）。同时，各空间集聚

区的所属省域变化不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表明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

3.4 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3.4.1 变量的选取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

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根据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

作用机理并结合实际情况，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市

场规模、地区开放程度、交通发展水平、产业结

构、数字化程度、区域创新能力、政府支持等构建

指标体系（表4），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考虑到数据

量级，对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地区开放程

度、数字化程度、区域创新能力、政府支持等 6个

指标取对数值。为了避免面板数据分析时出现伪回

归，利用 Stata14.0 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

验；LLC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

验，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值是介于 0~1

的离散截断值，为避免耦合协调度值的离散与参数

估计的偏差情况，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回归模型

进行分析。模型为（赵建吉 等，2020）：
Dit = cons + β1 lnPGDP it + β2 lnMAR it +

β3 lnOPEN it + β4TRA it + β5STR it + β6 lnDIG it +

β7 lnTEC it + β8 lnGOVE it + ε it （3）

式中：Dit 为耦合协调度，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cons是常数项；lnPGDP是经济发展水平；lnMAR

是市场规模；lnOPEN是地区开放程度；TRA是交

通发展水平；STR是产业结构；lnDIG是数字化程

度；lnTEC是区域创新能力；lnGOVE是政府支持；

ε it是随机扰动项。运用Stata14.0软件进行随机效应

面板 Tobit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其中，LR 检验

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存在个体效应，使用随

机效应面板Tobit回归是合理的，Prob＞chi2=0.000，

说明模型拟合良好。

3.4.2 影响因素分析 正向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

平、地区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

府支持，除地区开放程度外，其他变量均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

为产业结构、政府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

能力、地区开放程度。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表明

虚实经济结合力较平衡，地区发展环境优越，有助

于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发展；政府支持在两大

表4 Tobit回归模型指标体系

Table 4 Index system of tobit regression model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耦合协调度

经济发展水平

市场规模

地区开放程度

交通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数字化程度

区域创新能力

政府支持

变量符号

D

lnPGDP

lnMAR

lnOPEN

TRA

STR

lnDIG

lnTEC

lnGOVE

变量说明

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结果

各地区人均GDP

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外商投资总额

铁路、公路总里程/地区总面积

第一产业比重×1+ 第二产业比重×2+第三产业比重×3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化程度

各地区R&D经费支出

各地区财政支出

单位

―

元

亿元

亿美元

km/km2

―

―

万元

亿元

LLC检验

−4.057 1***

−3.114 5***

−3.529 2***

−6.515 8***

−5.433 4***

−3.011 1***

−54.826 1***

−12.523 8***

−7.368 9***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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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耦合发展中发挥着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市场

缺失之处，提供政策支持与指明方向，进而缩小区

域发展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是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

的基础动力，通过深化内外部作用力，推动两者走

向耦合协调发展；区域创新能力越强，可创造出新

的金融产品种类、发展模式和服务方式，同时也能

扩大旅游空间与延长旅游产品生命周期，进而提高

旅游业和金融业的利用效率；地区开放程度可促进

各地区与外部资金、信息和人力资源的互动，对旅

游业与金融业跨区域合作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但该指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中国

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尚未突显。

负向因素包括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

化程度，三者分别在 5%、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通过检验，且负向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交通

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数字化程度。其中，交通发

展水平变量系数为负，说明各区域之间的交通基础

设施发展水平不均衡，未能实现对旅游金融要素流

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阻碍了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融

合发展；市场规模变量系数为负，表明旅游业与金

融业作为综合性产业，在市场惯性的作用下，排斥

旅游金融新产品、新业态，其耦合发展效应并未扩

散至各行各业和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数字化程度

变量系数为负，说明在旅游业与金融业的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尚有阻碍，其原因可能是数字化基础设施

建设较为薄弱，数字化平台应用未能得到有效推

广，导致其与两大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脱节，未来需

加强数字化建设与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综合运用修正后的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耦合

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和随机效应面板Tobit

模型等，在测算 2011—2019年中国 31个省域旅游

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变化的基础上，探索其耦

合协调度时空分异与空间关联格局特征，并分析其

影响因素。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

1） 2011―2019年，中国旅游业和金融业发展

水平总体保持上升态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

于旅游业发展水平；两大产业发展水平差距悬殊，

年均值均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的空间分

异特征，且年均增长率均表现为“东慢西快”的空

间特征。

2） 2011―2019年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

协调度年均值从低度协调发展到中度协调，处于不

断优化状态；其耦合协调度均值呈“东部―中部―

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但各省域耦合协调度

值均有所上升。

3）中国旅游业和金融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

正向空间自相关，2011―2019年空间集聚强度呈现

波动增长的态势；“H-H”类型的省域主要分布在东

部和中部地区，“L-L”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

区，“H-L”和“L-H”则零星分布于各地；各省域

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旅游

业与金融业耦合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

程度、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 5个因

素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值有正向影响，但

地区开放程度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市场规模、

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 3 个因素则具有负向

效应。

本文探讨了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机理作

用，并利用专家打分法构建指标体系，在省域层面

测度了旅游业与金融业空间分布格局，以及耦合协

调度特征，发现两者耦合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

创新性地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

素，这为其融合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但

仍存在一些需继续深化之处：1）本文仅从旅游要

素结构、旅游市场规模、旅游经济效益、金融规

模、金融效率等方面选取指标，构建旅游业与金融

业耦合评价指标体系，但两大产业耦合发展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进一步优化指标体系；2）

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后

续研究可考虑节庆活动、金融危机、疫情等因素；

3）本文只从省域尺度分析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

协调发展，后期可扩展至市域、县域等小尺度，有

助于更精准地把握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

表5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Table 5 Analysis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

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and financial industry in China

解释变量

lnPGDP

lnMAR

lnOPEN

TRA

Wald

LR

Log Likelihood

系数

0.041 1

−0.020 6

0.003 3

−0.028 2

862.40

181.34

718.093 3

P值

0.001***

0.028**

0.417

0.031**

解释变量

STR

lnDIG

lnTEC

lnGOVE

Prob＞chi2

Prob≥chibar2

系数

0.166 9

−0.011 9

0.022 9

0.060 3

0.000

0.000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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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特征与影响因素。

4.2 建议

基于本文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加大对旅

游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从加强金融对旅游企业支持

的角度看，结合区域实际，全国与各省域的金融机

构应创新信贷管理模式，推出适合旅游企业发展的

信贷服务产品和方式，并建立定期的银企洽谈会制

度，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旅游企业投融资不到位；

目前中国有33家旅游上市公司，发展后劲充足，应

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上市融资，对中小微

型旅游企业应给予信贷服务支持，并争取通过债券

市场筹集资金；设立旅游产业投资发展基金，对目

前较为火热的全域旅游、智慧旅游、红色旅游等旅

游项目提前布局谋划。从金融服务旅游者的角度

看，金融机构要完善各景区的线上线下支付、消费

等旅游数字化服务，推广跨区域、多功能的旅游信

用卡；在为旅游者提供提前消费的旅游贷款产品的

基础上，更要完善保障旅游者安全的旅游保险

制度。

2）推进旅游业自身优化升级，实现旅游业向

金融业的主动融合。从培育旅游业的有效信贷需求

看，应围绕核心旅游资源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片

区，并依托片区内旅游业集聚效应，推动旅游业与

金融业的深度融合；同时搭建增信平台，强化旅游

信用再造，且对片区内的旅游项目进行包装与策

划，以增加旅游项目的有效资金投入与提升获贷能

力。从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强化“旅游+”

的融合带动机制，开发旅游金融新产品新业态，发

挥“旅游+”引导能力，把旅游业发展融入乡村振

兴、红色教育，延长其产业链，形成旅游业与第

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通过“旅游+互

联网+金融”模式，探索创新旅游业宣传营销新模

式，完善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形象体系，塑造耳目

一新的旅游品牌形象。从旅游企业的角度看，旅游

企业应提高经济效率和效果，完善内部控制体制，

积极探索旅游项目的投融资路径；旅游企业的帮扶

者（政府）应完善旅游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

能力，打击不法行为，并搭建旅游业与金融业互联

互通的平台，打造健康的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

环境。

3）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应继续扩

大开放，吸纳国外游客与投资，积极推动区域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区域创新研发投入力度，保持

两大产业发展的活力和持续动力。继续加大对交

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尤其是中西部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挖掘国

内旅游市场消费潜力，扩大国内旅游市场规模与质

量；应用数字技术，加强旅游资源整合，通过尝试

“数字+旅游+金融”的创新模式，开发金融新产品，

促进智慧旅游发展，满足旅游需求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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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and Finance in China

Tian Kaduna, Zou Zeduob, Peng Baoyub and Lu Rongwan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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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and finance industries

can extend a high-quality industry-development chain, reshaping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both industrie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and finance industries has been driven mainly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both industries are

currently developing in the direction of digitalization. After consult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researcher

consulted five relevant experts to construct a model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ourism and finance

industries. Next, the entropy-weight and linear-weight methods were coupled with the coordination-degree

model, 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carry out an analysis. The analysis explor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tourism and finance industries in

31 provinces in China between 2011 and 2019, together with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the spatial-correlation pattern. The random effects panel

Tobit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1) China's tourism and finance

industries have generally maintained an upward development trend; the finance industry's development level has

always been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2) The annual average valu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finance in China between 2011 and 2019 remains in a state of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Coordination levels range from low to moderate, without achieving the ideal state of optimal coordination.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industries in China's four major regions shows a

gradient decreasing East-Central-West pattern, wherea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each province has improved.

(3)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major industries shows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tensity shows a trend of fluctuating growth.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elong to the "H-H" agglomeration typ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to the "L-L" agglomeration

type, and "H-L" and "L-H" spatial-agglomeration-type provinces are scattered everywhere. Changes i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each province are stable, indicating that the two major industries in each province are

characterized by path dependence or lock-in. Fourth,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government suppor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ffect o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ourism and financial industries; market

size,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d digitalization degree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The degree of

openness in the region does not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In view of this, we propose to increase financial-service

support for tourism,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support other

development proposals,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dustries.

Keywords: tourism industry; financial industry;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obit

mode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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