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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广西 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旅游产
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评价，考查系统时空分布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
（1）2010—2018年期间，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水平偏
低，层级向上跃迁进程相对缓慢；（2）多数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同步，旅游业发
展相对滞后；（3）桂南、桂北、桂东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高于桂中、桂西地区，并呈现出从桂南、桂
北、桂东地区向桂中、桂西地区优化扩散的空间分布特征；（4）广西城市间耦合协调度存在空
间集聚特征，高值集聚区位于桂北和桂南地区，且空间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低值集聚区则经历
从桂南向桂西地区扩散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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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旅游产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
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为
旅游产业壮大以及生态环境优化提供了资金、物资以及技术支持；旅游产业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
贡献的同时，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将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区域生态环境为旅游业和
经济发展提供自然资源和能源动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更是优化了区域旅游和经济发展的投资环
境。反之，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恶性关系则制约三者的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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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发展、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与旅游产
业［1-3］、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4-6］、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7-10］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方面。随着研究的深
入，经济发展、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耦合协调评价的理论和
方法，现有研究主要从省域和市域的空间尺度进行耦合协调的定量评价。刘定惠等（2011）［11］的研
究表明，1990—2008 年期间，安徽省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呈上升状态，属于中等水平的
勉强协调类型；李永平（2020）［12］对山西省 2010—2017 年期间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
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周成等（2016）［13-14］分别对中国 31个省区市以及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区的经
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省际空间差异评价和预测分析；郭伟 等（2021）［15］

定量分析了京津冀 13市 2011—2018 年期间区域经济、人居环境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动
态格局与空间溢出效应；李悦铮等（2016）［16］、吴清等（2021）［17］、苏智杰等（2021）［18］分别对山东
省 17个地市、广东省 21个地市、安徽省 16个地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
时空演化分析；张燕 等（2008）［19］、张玉萍 等（2014）［20］、杜湘红（2014）［21］分别对桂林、吐鲁番、张
家界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分析。现有研究主要从时间维度对区域经
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演化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对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仍
相对薄弱。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有必要在
对区域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时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空间格
局演化特征的研究。

广西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是自治区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肩负旅游强
区的历史使命，有力促进了广西的经济发展。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广西历来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于 2005 年作出建设生态广西的重大决策，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加大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力度。2019 年，广西森林覆盖率达 62.45%，居全国前位，全区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1.7%，生态环境优势明显，“山清水秀生态美”成为广西的金字招牌①。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广西大
力发展生态产业，培育壮大绿色经济。广西旅游业强调与生态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生态体
验、健康养生等新兴旅游产品。由此可见，广西经济和旅游产业发展都对生态环境具有高度依赖
性，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强力推进，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之间耦合协调发展的作
用已经不容忽视，如何使三者相辅相成、耦合协同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及生态文明建
设成败的关键。广西包括 14个地级市，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发展不均衡，三
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在城市之间也存在异质性。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新征程
中，通过对广西 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的系统探讨，以期为实
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广西旅游业以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二、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不同地区统计数据口径存在一定差异，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经济发展—旅游产

① http://sthjt.gxzf.gov.cn/zfxxgk/zfxxgkgl/fdzdgknr/hjzljc/hjzkgb/P0202006045712418896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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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环境指标体系。本着科学性、系统性、数据可得性、可操作性原则，同时参考相关研究成
果［11-21］，构建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2011—2019）、《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2011—2019）以及历年的《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研究期间为 2010—
2018 年。

表 1 广西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子系统 评价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熵值权重

经济发展子系统（U1）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正向 0.091

人均 GDP 元 正向 0.091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正向 0.114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正向 0.088

财政收入 亿元 正向 0.09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正向 0.099

第二产业比重 % 正向 0.091

第三产业比重 % 正向 0.13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0.10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正向 0.096

旅游产业子系统（U2）

入境旅游者人数 人次 正向 0.108

国际旅游收入 万元 正向 0.109

国内游客人数 万人次 正向 0.118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正向 0.122

旅游总收入占 GDP比重 % 正向 0.125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 正向 0.113

旅行社数量 家 正向 0.087

星级饭店数量 家 正向 0.098

A级景区数量 家 正向 0.120

生态环境子系统（U3）

绿化覆盖面积 公顷 正向 0.100

园林绿地面积 公顷 正向 0.097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万平方米 正向 0.133

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万吨 正向 0.110

公共厕所座数 座 正向 0.17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 0.074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正向 0.098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逆向 0.07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逆向 0.058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吨 逆向 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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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系统综合评价模型
运用熵值法进行系统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系统综合评价模型设定如下：

（1）

式（1）中，Uz为第 z个系统的综合评价值，uij为第 z个系统第 i项指标在第 j年的标准化值。
由于系统原始指标存在不同量纲，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为避免零值出现，进一步对极差法进行改良，指标标准化过程如下：

（2）

（3）

其中，xnax和 xnin分别为指标 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采用熵值法确定式（1）中指标权重 λi的取值，步骤如下：

计算熵值， ，一般取 ，则有 0≤Et≤1；

2.耦合协调度模型
首先构建系统耦合度模型对广西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程度进行

测量，即：

（4）

在（4）式中，U1、U2、U3分别为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子系统。C为系统耦合度，取值介
于［0，1］，值越大，说明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影响力越大，系统耦合度越高；反之，系统耦合度越低。
为了反映系统之间良性协调发展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22］，需要在耦合度模型基础上

建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

（5）

在式（5）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系统评价综合值。α、β、δ分别为经济发展、旅游
产业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权重，借鉴已有研究成果［11，14，16，18 ]，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旅游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α、β、δ分别取值 0.4、0.2、0.4。0≤D≤1，根据 D值的大小，可
以把耦合协调度分为 10种类型［16，18］，如表 2所示。

确定第 i项指标的信息权重：

叶 莉，夏惟怡，钟 璇：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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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间自相关检验
空间自相关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可用来测度和判断研究区域空间单元的

某一属性与其临近空间单元属性的空间关联性与异质性特征。全局自相关主要从区域整体测度区
域某一属性的空间集聚程度，局部自相关可探索具体集聚中心的空间位置以及分析是否存在空间
异质性特征（曾冰，2018［23］）。这里运用莫兰指数（Moran’s I）来衡量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全局
Moran’s I 的计算公式如下：

（6）

式（5）中，n为空间位置的个数，xi、xj为空间位置 i和 j的属性值，x为所有空间位置属性值的
平均值，S2为属性值的样本方差，wij为空间权重，表示空间位置 i和 j的邻近关系。全局 Moran’s I
取值范围为［-1，1］，当为正值且取值越大，表明区域属性因相似而集聚的程度越高；为负值且取值
越小，区域属性因相异而分散程度越高；取值为零时意味着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可通过标准化统
计量 Z检验空间自相关性的显著性水平，其中：

（7）

式（6）中，E（I）和 VAR（I）分别为 Moran’s I的期望值和方差。
为了识别局部空间自相关，空间位置为 i的局部 Moran’s I的计算公式为：

（8）

同样可根据式（6）进行局部 Moran’s I显著性检验。根据局部 Moran’s I的取值，把区域空间单
元与其相邻空间单元的局域空间联系形式分为四种类型：HH表示高观测值的空间单元被高值空
间单元所包围；HL表示高值空间单元被低值空间单元包围；LH表示低值区域被高值区域所包围；
LL表示低值区域被低值区域所包围。

序号 耦合协调度 D值 耦合协调度等级 序号 耦合协调度 D值 耦合协调度等级

1 0.00~0.09 极度失调 6 0.50~0.59 勉强协调

2 0.10~0.19 严重失调 7 0.60~0.69 初级协调

3 0.20~0.29 中度失调 8 0.70~0.79 中级协调

4 0.30~0.39 轻度失调 9 0.80~0.89 良好协调

5 0.40~0.49 濒临失调 10 0.90~1.00 优质协调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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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评价综合值时序变化特征

分别计算出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评价值以及三系统综合值，如图 1所示。
2010—2018 年期间，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总体呈现波动中保持较为平稳发展的特征。其中，南宁、柳
州、桂林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尤其南宁持续保持遥遥领先的优势地位；贵港、来宾、百色、贺
州、河池等市的经济发展则处于末端水平。在旅游子系统方面，桂林、钦州、玉林、来宾、崇左等市在

叶 莉，夏惟怡，钟 璇：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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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综合值（2010—2018年）

2016 年前后增长较快，其他城市则主要呈现出增减波动的发展特征。桂林和南宁保持着旅游产业
发展领先的优势，桂林凭借山水甲天下的旅游资源优势，其旅游产业以 0.8以上的得分稳居广西旅
游业的龙头地位，南宁则以接近 0.6 的分值排名第二，显示了较强的旅游产业发展实力；梧州、防城
港、钦州、贵港、玉林、来宾等市的旅游业发展则相对落后，分值在 0.2以内。生态环境子系统方面，
南宁依旧保持生态环境竞争力领先的绝对优势，桂林和北海紧随其后；多数城市生态环境得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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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之间，其中，贵港、百色、河池、来宾相对处于劣势地位，但近年来也获得较大改善。总体而言，
广西 14个地级市的生态环境综合值呈现波动增长的态势。根据式（4）得出广西地级市三个子系统的
评价综合值如图 1所示。2010—2018 年期间，广西 14个地级市三个子系统的综合值处于略微波动
平稳发展的状态。从三系统的综合水平看，南宁、桂林和柳州三市的经济、旅游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
较高，表现出较为强劲的综合竞争力；而贵港、百色、河池、来宾、崇左等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偏低。

（二）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特征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如图 2所
示。2010—2018 年期间，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现出波动
式发展特征，且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偏低。其中，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和防城港的耦合协调
度一直维持在 0.5（勉强协调）以上，南宁、桂林、柳州和北海分列高分值的前四名，这几个城市经
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且耦合协调性较好；钦州、玉林、贺州、崇左在 2010—2018
年期间实现从 0.4（濒临失调）到 0.5（勉强协调）的突破，表明这四个城市经济、旅游和生态环境的
协调关系得到一定的改善，逐渐往良性方向发展；贵港、百色、河池和来宾的耦合协调度则基本处
于 0.5以下，经济、旅游、生态环境水平较为落后，三者协调性有待提高。

如表 3所示，根据广西城市历年经济发展、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大小的比较，同时
结合图 1 的结果，在 2010—2018 年期间，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三者的协调关系中，广西
城市又进一步体现出如下特征：2015 年以前，南宁生态环境优势明显，旅游发展相对滞后，2015 年
起转变为经济发展优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发展持续滞后；柳州和防城港两市的经济发展优于生
态环境，旅游业发展滞后；桂林依托山水甲天下的资源优势体现出旅游产业强势领先而经济发展

图 2 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2010—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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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的特点，河池除了个别年份生态环境优先而经济发展滞后外，总体也具有旅游产业发展优先
而经济发展滞后的特征；梧州、钦州和玉林三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先于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相对滞
后；北海在 2010 年和 2011 年两年均是生态环境领先发展，经济发展滞后，2012 年起，经济发展总
体情况好于旅游业发展；来宾从 2011 年起也同样具有生态环境优先而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特
征；百色和贺州两市生态环境优于旅游业发展，经济欠发达；贵港和崇左两市在研究期间内，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交替领先，旅游业是发展的弱项。
从三个子系统综合评价值时序变化看，广西多数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较为接

近，体现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同步而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时间演化特征。

根据耦合协调度数值和表 2耦合协调度类型的划分标准，进一步对 2010 年、2013 年、2016 年
以及 2018 年的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考查其空间格局
演化特征（见表 4）。2010 年，广西城市耦合协调度分为 6个层级，从高到低依次为：良好协调（南
宁）、中级协调（桂林）、初级协调（柳州、北海）、勉强协调（梧州、玉林、防城港和崇左）、濒临失调（贺
州、贵港、钦州、百色、河池）、中度失调（来宾）。2013 年，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表现为：贺
州从 2010 年的濒临失调升至勉强协调层级，来宾从中度失调升至轻度失调级别，而河池则从濒临
失调后退至轻度失调层级。2016 年，随着河池和来宾的耦合协调度由轻度失调进迁至濒临失调层
级，百色和钦州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进阶，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
协调度空间布局进一步得到优化。2018 年，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出现的变化是：玉林由勉强协调跃

表 3 广西城市经济发展（U1）、旅游产业（U2）、生态环境（U3）关系（2010—2018年）

城市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南宁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柳州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桂林 U2>U3>U1 U2>U3>U1 U2>U3>U1 U2>U3>U1 U2>U3>U1 U2>U3>U1 U2>U3>U1 U2>U3>U1 U2>U3>U1

梧州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北海 U3>U2>U1 U3>U2>U1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防城港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钦州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贵港 U3>U1>U2 U3>U1>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1>U3>U2 U3>U1>U2 U3>U1>U2

玉林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百色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贺州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U3>U2>U1

河池 U3>U2>U1 U3>U2>U1 U2>U3>U1 U2>U3>U1 U2>U3>U1 U2>U3>U1 U2>U3>U1 U2>U3>U1 U3>U2>U1

来宾 U1>U3>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U3>U1>U2

崇左 U3>U1>U2 U3>U1>U2 U1>U3>U2 U1>U3>U2 U3>U1>U2 U3>U1>U2 U1>U3>U2 U1>U3>U2 U1>U3>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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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至初级协调，而百色则从勉强协调退至濒临失调。从时空演化看，2010—2018 年期间，存在 4条
演化路径：其一为耦合协调度类型不变路径，包括南宁、桂林、柳州、北海、梧州、防城港、贵港、崇左
等市；其二为跃迁至更高级类型路径，包括贺州、玉林、钦州和来宾等市。其中，贺州由 2010 年的濒
临失调升至 2013 年的勉强协调并持续保持该状态，维持数年勉强协调类型的玉林在 2018 年跃升
至初级协调层级，钦州在 2016 年实现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的优化，来宾则实现了从“中度失
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的协调度提升；其三为倒 U型演化路径，即百色经历了“濒临失调—勉
强协调—濒临失调”的演化；其四为 U型演化路径，即河池表现为“濒临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
调”的演化特征。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桂南、桂北、桂东地区高于桂中、桂西的空间分布特征，且具有
从桂南、桂北、桂东逐步向桂中、桂西优化的空间分布格局。
总体而言，广西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关系随着时

间演化向良性方向发展，从低层级向高层级跃迁的城市空间范围在不断扩大，呈现出系统耦合协
调度空间优化扩散效应的空间特征。

（三）耦合协调系统空间相关性分析

通过ArcGIS10.2软件进一步分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特征。2010—2018 年期间，广
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全局 Moran’s I如表 5所示。全局 Moran’s I、
Z值和 P值表明广西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呈
现空间集聚特征，即较高系统耦合协调度城市与较高系统耦合协调度城市相邻，或者较低系统耦
合协调度城市与较低系统耦合协调度城市相邻。
进一步通过局部 Moran’s I考察具体城市间的空间集聚特征，2010 年、2013 年、2016 年以及

2018 年的测算结果如图 3所示。2010 年、2013 年和 2016 年，桂林和北海一直属于高—高值区域，
表明这两个城市不仅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较高，且同时与较高耦合协调度
城市相邻。2018 年，高耦合协调度区域在桂林、北海两市的基础上，增加了玉林，表明桂林、北海和
玉林作为广西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经济发

表 4 广西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类型空间演化

类型 2010 年 2013 年 2016 年 2018 年

中度失调 来宾

轻度失调 来宾、河池

濒临失调
钦州、贵港、贺州、河池、
百色

钦州、贵港、百色 来宾、贵港、河池 来宾、贵港、百色、河池

勉强协调 玉林、梧州、防城港、崇左
玉林、梧州、贺州、防城
港、崇左

玉林、梧州、贺州、钦州、
防城港、崇左、百色

梧州、贺州、钦州、防城
港、崇左

初级协调 柳州、北海 柳州、北海 柳州、北海 柳州、北海、玉林

中级协调 桂林 桂林 桂林 桂林

良好协调 南宁 南宁 南宁 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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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高值集聚区域范围进一步扩
大。2013 年，低—低值区域为钦州，2016 年双低值区转移到防城港，2018 年双低值区为防城港和百
色，表明这些城市耦合协调度较低，且同时与低耦合协调度城市相邻，由此阻碍了这些城市经济发
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2010 年，来宾由于耦合协调度最低，属于低—高值区域，

表 5 广西 14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全局 Moran’s I（2010—2018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Moran’s I 0.428 0.508 0.553 0.601 0.596 0.599 0.517 0.505 0.493

Z得分 6.908 8.127 8.789 9.514 9.476 9.523 8.365 8.142 7.957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图 3 局部Moran’s I结果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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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来宾作为低协调度水平城市，被较高协调度水平的城市所包围，此后来宾协调度空间相关性特
征不明显。值得关注的是，南宁一直位于高—低区域，南宁作为广西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城市，相邻的
城市以低水平耦合协调度为主，表明南宁凭借首府优势，汇聚各类资源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在广西处
于首位，旅游业发展势头好，生态环境优越，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三者关系良性、协调发
展，但南宁对周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虹吸效应为主要特征，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的
协调发展优势并未扩散到周边城市并带动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总体来看，广西经济发展—旅游产
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高值区空间范围大于低值区；高值城市集中在桂北和桂南地区，空间分布
有所扩大，但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有限；低值城市经历了从桂南地区向桂西扩散的过程。

四、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对广西 14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评
价，并分析其空间分布演化特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 2010—2018 年期间，广西城市在经济发展、
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中均体现出波动式缓慢发展的特点。其中，南宁、桂林和柳州三市
的经济、旅游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实力较强，而贵港、百色、河池、来宾等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偏低；除
了桂林和河池的旅游业领先外，其他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同步，而旅游业发
展相对滞后。2. 广西城市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偏低，亦具有层级
向上跃迁进程缓慢的特征。其中，南宁、柳州、桂林和北海的耦合协调度保持在初级协调层级以上，
梧州和防城港位于勉强协调层级，钦州、玉林、贺州、崇左实现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的提升，贵
港、百色、河池和来宾则基本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从空间分布看，桂南、桂北、桂东地区的耦合协调
度高于桂中、桂西地区，耦合协调度具有从桂南、桂北、桂东逐步向桂中、桂西优化的空间扩散效应
特征。3. 全局 Moran’s I表明广西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存在显著的空间
集聚特征，即较高耦合协调度城市与较高耦合协调度城市相邻，或者较低耦合协调度城市与较低
耦合协调度城市相邻。局部 Moran’s I表明桂林、北海、玉林属于双高值区域，对周边城市的经济
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具有示范带动效应，南宁属于高—低值区域，本身的高协调
度并未对周边城市产生带动作用，钦州、防城港、百色属于双低值区域，协调度发展受到抑制。广西
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高值城市集中在桂北和桂南地区，且空间分布范围有
所扩大，但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有限；低值城市经历了从桂南向桂西地区扩散的过程。

（二）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的主要结论，建议采取的主要对策包括：1.加大经济建设投入，为旅游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保驾护航。广西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下，优化产业布局，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流向旅游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耦合系统向更高层
级协同发展。2.强化生态环境优势地位。“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加强广西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在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依托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绿色经济，为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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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生态环境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3. 大力支持旅游业发展。
广西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尤其拥有优质的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同步抓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广西各市旅游资源优势支持旅游业发展，改善旅游业发展现状，旅游业
的发展反过来也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4.根据各市耦合协调特征有针
对性地采取促进协调发展措施。广西各市的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各不相同，应
该根据各市情况采取差异化的措施。对于南宁、柳州、防城港、崇左等市，在保证生态环境资源优势
基础上，更应大力发展旅游业，改变旅游业发展滞后的局面；桂林和河池两市应继续发挥旅游业领
跑作用，同时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梧州、北海、钦州、玉林、贵港、来宾等市应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
业，依托生态优势促经济发展，尤其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百色和贺州则要持续保持生态环境领先优
势，进一步深挖生态环境资源，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改变经济落后局面。5.以核心增长极建设推动
广西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协同优化发展。广西经济水平相对落后，难以做到均衡
发展。首先以强首府战略为指导，持续推动首府南宁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
协调度向更高层级跃进，在提高南宁首位度的基础上发挥扩散效应，从而引领全区经济发展—旅
游产业—生态系统的高质量协同发展；其次，以桂林、柳州、北海、玉林为第二层级核心城市，充分
发挥这些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优势，进而带动周边更多城市向高层次协同层级跃进。6. 重
视落后地区的发展。对于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桂西地区城市，要给予更多政策扶持和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大力发展当地特色经济，依托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发展康养旅游产业，力争经济发展—旅
游产业—生态环境系统向协调层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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