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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旅游业
（
Ｔｏｕｒ ｉ ｓｍ

）
生 态 环境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
城镇化 （

Ｕｒｂａｎｉｚ ａｔ ｉｏｎ
）

交互影 响渗透 ， 科 学认识 ＴＥＵ 系 统 中各子 系 统互动 关系 和 发展演化规律 ， 对于社会

经 济 的协调持续 发展和建立和 谐共 生 的人地关 系 具有 重要 意义 ． 依据旅游业 生 态

环境 城镇化 系 统 交互耦合作用 机理 ， 构建旅游业 －

生 态环境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

评价指 标体系 ； 建 立基于熵值法 的旅游业 、 生 态环境和 城镇化子 系 统综合发展指 数

评价模型 以及系 统耦合协 调度模型 ． 以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为 例 ， 测度 ２００４ ２０ １ ５ 年旅

游业 、 生 态环境和城镇化 综合发展指 数和 系 统耦合协 调度发展水平 ，
研究表 明 ： 宁

夏旅游业和城镇化 综合发展水平不 断提升 ， 生 态环 境发展整体呈 下 降趋势 ， 表现 出

阶段性 下滑和 时滞性特征 ； 系 统耦合协 调度整体不 断上升 ， 协 调发展水平较 高 ， 但

在 ２０ １ ３ 年 出 现下行 的 拐 点 ； 系 统耦合协调 度和 生 态环境发展水平 呈 高度正相 关 关

系 ， 并隨 生 态 环境质量 同 时下行 的趋势 ． 政府要加强 生 态环 境保护和 修复 改善工作 ，

推 动旅游业生 态环境城镇化 系 统整体进入优质 协调 阶段 ．

关键词 ： 旅游业
；
生 态环境

；
城镇化 ；

耦合协 调度

１ 引言

旅游业作为当今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
“

朝阳产业
”

， 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发展对

于推动旅游 目的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每个区域的旅游资源因其 自然景

观、 历史遗存 、 民族民俗的不同而具有得天独厚的幵发潜力 ， 有利于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

展 ． 城镇化是人 口从分散到聚集于特定地域空 间生产生活的过程 ， 人 口 的聚集伴随着物质 、

能量和信息的高速流动 ， 城镇密集的生产生活对 自 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和未经处理的废弃物大

量排放 ， 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 ． 生态环境由 土地、 水、 大气等要素组成 ， 是人类社会繁

衍发展的基石 ， 但是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 旅游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要在生态环

境容纳能力范 围内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 ． 因此
， 促进旅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系统的协调

发展 ， 既要充分发挥区域生态资源环境优势 ， 发展特色旅游经济 ， 加快城镇化进程 ，
又要保护

生态环境 ， 实现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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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研究较早 ，
Ｍｕｌ ｌ ｉｎｓＰ（

１ ９９ １
） 对旅游和城镇化相关

概念进行了界定 ［

１
１

，Ｇｌａｄ ｓｔｏｎｅＤＬ（
１ ９９８

）
对比美国城市和国外城市的旅游城镇化差异 ， 归

纳 出两种不同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Ｐ １

． 还有部分学者对旅游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 Ｐ １

、 对

旅游 目的地 ［

４ ５
１ 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 ． Ｒａｍ ｌｌｉｏＣＥ

，Ｈ ｏｂｂｓＲＪ
（
２０ １ １

）
强调 以时间动态的观

点研究快速扩张的城市化对城市生态环境 、 土地利用 、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为城市规划管理

提供参考 Ａｍｙ
Ｄｉｅｄｒｉｄｉ

，ＳｈａｎｋａｒＡｓｗ ａｎ ｉ

（

２ ０ １ ６
）
研究了旅游业发展对所罗门群岛当地社

会和生态环境的潜在消极影响 ， 也肯定了旅游业的积极作用 １ 国内研究者在旅游业 、 生态

环境和城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两系统之间协调机理分析界定和协调发展时空分异

以及演化趋势上 ， 高维全等
（

２０ １７
）
对长山群岛 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理进行剖析 ，

指 出 ２０ １ １ 年后长岛群岛 旅游业受生态环境的制约 ， 要推行低碳生态海岛旅游模式 王志

章等
（

２０ １ ５
）
研究了污染物排放对城镇化进程的阻滞作用 Ｐ １

； 彭邦文等
（

２０ １ ６
）
以云南省为例 ，

得出其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水平以昆明为核心在空间上呈 ３ 级圈层结构分布 ，

省域内空间差异明显 ＠ １

． 随着协调发展理念的广泛应用 ， 生态学 、 经济学 、 系统动力学等学

科思想也逐渐渗透到旅游业 － 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和各子系统之 间的数量关系及演变规律

的研究中 ， 刘承 良等 （
２ ０ １ ３

） 利用系统动力学对武汉城市圈经济资源环境系统进行仿真模拟 ，

揭示协调发展路径下经济资源环境可以实现发展共赢 ， 同时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 出和得

到广泛的认可 ，
旅游业 － 生态环境 － 城镇化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

１ １
１

． 耦

合模型 、 计量经济模型等定量模型的构建 ［

１ ２ １ ３
］

，
使得旅游业 － 生态环境 － 城镇化系统间内

在作用机理和演变趋势的研究更加深入． 近期
， 研究视角在地域空间尺度渐趋立体化和层次

化 ， 但是研究区域以中东部和沿海的核心经济带以及省份为主 ， 周＃等
（
２０ １６

）
从宏观尺度分

析了
２０ １ ４年中国各省份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空间发展差异 ［

１４
１

；
许辉云

等
（
２０ １ ７

）
从中观尺度分析了 长江中下游六省旅游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三者耦合协调的时间地

域差异 ， 结果表明 随着旅游产业和城镇化的发展 ， 生态环境的约束效应逐渐明显 ［

１ ５
１

；
张佩佩

等
（

２０ １ ７
）
从微观尺度研究了甘南藏族 自 治州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关系演变趋势 ， 提出要促

进系统内部均衡协调发展 ［

１６
］

．

虽然旅游业、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相关研究 已取得丰富的成果 ， 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 ： 针

对旅游业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三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仍较少
；

现有的旅游业、 生态环

境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 中东部地区和全国重要城市圈 ， 对于西北 内陆

省份的研究很少 ， 本文选取宁夏回族 自 治区作为实证研究对象 ， 为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旅

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２ 旅游业 － 生态环境 － 城镇化系统耦合作用机理

旅游业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存在紧密的耦合性和交互性． 如 图 １ 所示 ， 生态环境是旅游

业和城镇化发展的物质载体． 独特的 自 然景观资源不仅是旅游业赖以发展的天然条件 ， 而且

可以提升旅游 目的地的知名度和 品牌效应． 生态环境在 自然资源的丰度上支撑旅游业和城镇

化的发展 ， 同时在空间上为城镇化的规模扩张和 空间演化创造了条件 ．

一

旦旅游业和城镇化

的发展超越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 ， 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反馈 ， 抑制其良性发展 ， 具体的胁迫作

用表现为水土流失 、 荒漠化 、 自然景观破坏等问题 ，
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 ， 自 然景观的原



２期杨秀平 ．

， 寧 旅游愈
一生态环境 － 城镇化系统綱脅像调度研究 一Ｗｆ夏Ｂ族自 为例３ ７

生态环境

图 １ 旅游业 －生畜环境 － 城镇化交互耦合作用机理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 ，

通过开发旅游资源 ， 吸引游客 ， 游客的集聚又

必然带来交通 、 住宿 、 餐饮 、 娱乐 、 通讯等服务需求的増加 ， 即旅游业的发展会带动大批关联

产业 ，
比如交通运输业， 餐饮业 ， 住宿业等产业的发展 ， 刺激第三：产业的繁荣■ ■ 旅游业作 为高附

加值行业 ， 可以提高Ｋ域经济效益 ， 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
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 旅游业

的诞生和发展主要是满足人的生活娱乐需求
：

为 了有效服务游客 ，
又进一＃刺激生产的专业

化和集约化以及人 口 的集中 ． 同时 ， 旅游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可以増加就业机会 ，
吸纳农村富

余劳动力 ， 促进人 口的集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进Ｗ影响城镇化的进程和地域空间结构的演

化． 然而过度的旅游商业开发会破坏生态■

．自然景观 ，
过多的游客流入既降低游客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 又势必对生态环境造成压九 旅游业的发展为环境治理和修复又创造了条件 ， 对生态

环境形成正皮馈作用 ＇

城镇化的推进主要体现在城镇人 口的集聚和产业结构上
，

提高第二 、 三产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 比重 ，

一方面可以提升产业经济的 附加值 ， 转移第一产业的劳动人 口进入城镇就业和生

活 ， 提高城镇人 口 比重 ， 城镇人 口 的増多会增加衣 、 食 、 住 、 行 、 购物 、 娱乐的需求 ， 刺激旅游

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４ 另一方雨城镇人口和经济活动 的高度集中 ， 会加快生产生活的集

约化和专业化 ， 娱乐休闲需求的増加 ，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随着城镇人 口 的増加 ，
土地需求増

加
， 城镇的空问格局不断扩展 ， 对生态环境的改造会更加深刻 ， 人 口和生产生活髙度集中 ， 会

引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Ｍ ，
加剧人地矛盾 ，

不利于Ｋ域社会绿济的可持续发展 ，
同时城镇

化带来的生态环境Ｍ题 ，
也会在 ０身发展中逐渐得到重视和解决 ， 体现为废水废气治理等措

施
，
提高生态环境质＃＿可持续性．

＊土流失
繭化

自然景现破坏

＿废弃物污染

水汚染

自然资源枯竭等

胁迫作用

生性遭到破坏 ． 同时 ， 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会抑制旅游业和城镇化的发展 ， 促使人意识到保

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

废水治理

废气治理

废弃物回收

再利用

生活垃圾的

无害化处理

等

环境修复

人工造林

水土流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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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指标的筛选和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筛选指标时遵循可获得性 、 完备性 、 科学性、 总量和均量指标兼顾的原则 ， 结合

旅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系统交互耦合作用机理 中的各子系统间和子系统内部要素的影

响关系 ， 同时参考 ＣＮＫＩ 数据库前人的研究成果
＾ １９

１

和相关年鉴资料的统计指标体系 ， 构

建了旅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 其中旅游业子系统考虑旅游发

展的本底条件 ， 社会经济贡献和人力资源存量 ， 包含旅游资源条件 ， 旅游经济效益 ， 旅游吸引

力 ， 旅游服务支撑四个
一

级指标 ， 由 Ａ 级及 以上景区数量 、 国内旅游收入 、 旅游总收入占第

三产业的比重 、 接待国 内外游客人数 ， 旅游直接从业人数等 １８ 项二级指标组成 ； 生态环境子

系统主要反映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基础 ，
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胁迫作用和响应措施 ， 由

生态环境水平 ， 生态环境压力和生态环境治理三个
一

级指标构成 ， 具体包含森林覆盖率 、 人

均水资源拥有量 、
工业废水排放量等 １ ７ 个二级指标 ； 城镇化子系统从其内涵 出发 ， 包括人

口城镇化 、 经济城镇化 、 社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四个
一

级指标 ， 具体由 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 、

人均 ＧＤＰ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燃气普及率等 １ ８ 项二级指标构成 ，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旅游业 一 生态环境 一 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 标层
－一级指标 —－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重 指标属性

旅游 自然保护区数量
（
Ｔｎ

）
个 ０

．

１ ８２ ０ 十

业资
０ ． ２ ９２ ６ Ａ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 个 ０ ． ０ ３ ７０ 十

源条 （
Ｔ ｌ２

）

件 ｆＴ ， ）
博物馆数量

（
ｔ １ ３

）
个 ０ ． ０ ７３ ６ 十

旅 国 内旅游收入 （
ｔ ２ １

） 亿元 ０ ． ０ ５５ ５ 十

游
旅游 入境旅游收入 （

ｔ ２２
）

万元 ０ ． ０ ７９ ７ 十

业
业经 旅游总收入占 ＧＤＰ 的 ％ ０ ． ０ ３５ ９ 十

济效
０ ． ２ ９３ ８

比
（
ｔ ２ ３

）

系
益

（
ｔ ２

） 旅游总收入占 第三产业 ０ ． ０ １ ９ ３ 十

统
的比重

（
ｔ ２４

）

（
Ｔ

）

国 内游客人均旅游花费 元 ０ ． ０ ４ １ ５ 十

（
Ｔ２ Ｓ

）

入境游客人均旅游花费 元 ０
．

０ ６ １ ８ 十

（
Ｔ２ ６

）

接待 国 内外游 客人数 万人次 ０ ． ０ ４２ ５ 十

旅游
０ ． １ ８４２

（
Ｔａ ｉ

）

业吸
国 内旅游人数

（
ｔ ３２

）
万人次 ０ ． ０ ４２ ５ 十

引力
入境旅游人数 （

ｔ ３ ３
）

人次 ０ ． ０ ５８ ４ 十

（
ｔ ３

） 游居比
（
ｔ ３４

）
０ ． ０ ４０ ８ 十

旅游 星级饭店数量 （
ｔ ４ １

） 个 ０ ． ０ ４９ ９ 十

业服 旅行社数量 （
Ｔ ４２

） 个 ０ ． ０ ４５ ２ 十

务支
０ ． ２ ２９ ４

旅 游 直 接 从 业 人 数 万人 ０ ． ０ ４７２ 十

撑 （
ｔ ４

）

（
Ｔ４ ３

）

旅游院校数量 （
ｔ ４４

） 所 ０ ． ０ ３０ ３ 十

旅游院校在校学生数量 人 ０ ． ０ ５６９ 十

（
Ｔ４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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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旅游业 一 生态环境 一 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

级指标
一

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单位二级指标权重 指标属性

生态

环境

水平

（
Ｅ ｉ

）

森林覆盖率 （
Ｅｎ

）
％ ０ ． １ ０ ２０ 十

０
．

３６５ ９

自然保护 区面积占辖区

而积比重
（
ｅ１２

）

％ ０ ． １ ４０ ３ 十

生

恣

环

境

系

统

（
Ｅ

）

人 均 水 资 源 拥 有 量

（
Ｅ ｉ ３

）

立方米／人 ０ ． ０６０ ３ 十

人均耕地面积 （
ｅ１４

）
亩 ０ ． ０３ ４９ 十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
Ｅ ｌ５

）

％ ０ ． ０２ ８ ３ 十

生恣

工业废水排放量 （
ｅ２ １

）
万吨 ０ ． ０６４９ －

０；业废气排放量 （
ｅ２ ２

）
万立方米 ０ ． ０２ ５６ －

环境

压力
０ ． ３５ ０ ８

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
Ｅ２ ３

）

万吨 ０ ． ０５ ８６ －

（
匕２

） 化学需氧量 （
ＣＯＤ

） 排

放量
（
Ｅ２４

）

万吨 ０ ． ０６４６ －

二氧化硫排放量 （
ｅ２ ５

）
万吨 ０ ． ０５ ９４ －

氨氮排放量 （
Ｅ２６

）
万吨 ０ ． ０ ７７ ８ －

生恣

工业废 水达标排放率

（
Ｅ ３ ｉ

）

％ ０ ． ０２ ８ ７ 十

环境

治理
０ ． ２８ ３ ３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Ｅ ３２

）

％ ０ ． ０３ ６５ 十

（
匕３

）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率 （
ｅ３ ３

）

％ ０ ． ０５ ４４ 十

环境 污染治理投资 占

ＧＤＰ 的 比重
（
Ｅｍ

）

％ ０ ． ０８ ２０ 十

造林面积 （
ｅ３５

）
万公顷 ０ ． ０４７ １ 十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
Ｅ ３６

）

千公顷 ０ ． ０３ ４６ 十

人 口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 ０ ． ０５ ６４ 十

城镇

化
（
仏

）

０ ． ２３ ８ ７
（
Ｕ ｎ

）

城镇人 口密度
（
ｕ １２

）
人

／平方公里 ０ ． ０９ ５ ３ －

第二 ，

三产业就业人 口

比重
（
ｕ １ ３

）

％ ０ ． ０３ ５ ５ 十

每万人普通高等院校在 人 ０ ． ０５ １ ６ 十

城镇 校生数量 （
Ｕ １４

）

化子 人均ｇｄ ｐ
（
ｕ ２ １

）
元 ０ ． ０６８ ２ 十

系统 经济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元 ０ ． ０６６６ 十

（
Ｕ

） 城镇 ０ ． ３６４２ 入 （
ｕ ２２

）

化
（
ｕ ２

）

第二 ，

三产业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Ｕ ２３

）

％ ０ ． ０２ ９６ 十

万元 ＧＤ Ｐ 能耗
（
Ｕ ２ ４

）
吨标准煤／万元 ０

．

０３ ３ ３ －

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总

ｍ （
Ｕ ２５

）

万元 ０ ． ０９ ８ ２ 十

经济密度 （
ｕ ２６

）
万元／平方公里 ０ ． ０６８ １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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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旅游业 － 生态环境 － 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

级指标 －

－

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二级指标权重 指标属性

社会
每万人公共车辆拥有数

量
（
Ｕ ３ １

）

标台 ０ ． ０４９９ 十

城镇

化
（
Ｕ ３

）

０／２ ７２９每千人拥有医院和卫生

院床位数 （
Ｕ ３２

）

张 ０ ． ０ ７６ １ 十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数

量
（
Ｕ ３３

）

座 ０ ． ０６ １ ８ 十

城镇 燃气普及率 （
ｕ ３４

）
％ ０ ． ０４ １ ３ 十

化子 城镇人均垃圾生活垃圾 吨 ／人 ０ ． ０４３ ７ 十

系统 淸运量 （
ｕ ３５

）

（
Ｕ

）
空 间 建成区面积 （

ｕ ４ １
） 平方公里 ０ ． ０４８０ 十

城镇 ０ ＋ １ ２ ４２人均道路面积
（
ＩＪ ４２

） 平方米 ０ ． ０３ ５０ 十

化
（
Ｕ ４

）
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
Ｕ ４ ３

）

平方米 ０ ． ０４ １ ２ 十

注 ＝

“

十
”

代表效益型指标 代表成本型指标．

４ 量化方法

４ ． １ 熵权法

为了 消除指标量纲差异 ， 利用极差变换法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 得到第 ＊ 年第 Ｊ 项

指标标准化值 然后基于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具体指标赋权过程如下 ： 首先对标准化值

进行归
一化处理

，
计算出第 Ｊ 项指标在第 ＊ 年所占的比重 见公式 （

１
） ； 然后计算第 Ｊ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见公式
（
２

）
； 其次计算 出第 ｊ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均 ， 见公式

（
３

）
； 最后

确定每
一

项指标的权重 见公式 （
４

）
．

Ｐ
勿

＇

＝

ｙ
ｉ
７

－

ｉ
＝ ｌ

ｍ
； ｊ
＝

 ，
ｎ ⑴

１
ｍ

ｌｎｍ
Ｅ ｐ

”
ｌｎ Ｐ

”
１＾，

ｎ
（
２

）

Ｅ
３

＝：

１
－

ｉ
＝

１
，

２
，

？ ？ ？

ｎ，

（

３
）

＝

ｎ
１

，

２
，

． ． ．

，

乞 Ｅ
ｊ

ｎ ⑷

４
．
２ 旅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综合发展评价模型

在熵权法计算出的权重基础上 ， 利用线性加权函数构造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评价函数 ，

见公式
（
５

）
、

（
６

）
、

（
７

）

．

ｋ

Ｕ
ｉ
＝

Ｙ，

Ｗ
〇

Ｙ^（
５

）

Ｊ 

＝１

ｌ

Ｍ
ｉ

＝

Ｊ２
ｊ
＝ ｋ＋ ｌ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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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Ｅ（
７

）

ｊ
＝

ｉ ＋ ｉ

公式中 ： Ｒ 表示旅游业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 风 表示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 化 表

示城镇化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４ ．３ 旅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物理学 中的耦合理论
［

２Ｑ ２ １
］

， 建立旅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系

统耦合协调度模型 ， 以测度和评价旅游业、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演化轨

迹 ．

Ｕ
ｉ
ｘＭ

ｉ
ｘＮ

ｉ

ｍ＋Ｍ

￣

＋ Ｎｉ） ＪＷ
＝

ａＵ
ｉ＋ｆ

３Ｍ
ｉ ＋ｇＮｉ

Ｄ
ｉ
＝

＼／
Ｃ

ｉ
ｘ Ｔ

ｉ（
１ ０

）

式中 ， Ｑ 为耦合度 ， Ａ 为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

Ｄ
ｉ 为耦合协调度 ；

ａ
， 为待定系数 ，

基于旅游

业对城镇化推进的影响程度 ， 并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 ，

ａ
， 的取值分别为 〇 ．３

、
０ ． ３５

、
０ ． ３５ ．

根据廖重赋的相关研究 ［

２ ２
１

， 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以 及协调发展阶段界定 ，
见表 ２ ． 根

据协调区间的不同 ，
将系统的协调等级划分为 １ ０ 个 ， 并归为失调 ，

过渡和协调三大类 ． 进
一

步 ， 依据 巧
，
风 和 化 数量大小关系 ， 可以 明确旅游业 － 生态环境 － 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发

展阶段特征 ， Ｒ ｊ

Ｍ
ｉ＜ 化 和 风 ＜ｔ／

ｉ＜ 化 表示城镇化发展优 良
， 旅游业和生态环境发展

相对滞后 ；

Ｍ
ｉ＜ 化 ＜Ｒ 和 化 ＜Ｍ

ｉ＜ 巧 表示旅游发展超前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发展滞

后 ； Ｍ＜ 巧 ＜Ｍ
ｉ 和 Ｒ＜ 化 ＜Ｍ

ｉ 生态环境优质 ， 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 ．

表 ２ 耦合协调度的划分

序号 协调区间 协调等级 协调类型

１ ０ ． ００ ０－０ ． ０９ ９ 极度失调

２ ０ ． １ ０ ０－０ ． １ ９ ９ 严重失调 失调类

３ ０ ． ２０ ０
－

０ ． ２９ ９ 中度失调

４ ０ ． ３０ ０－０ ． ３９ ９ 轻度失调

５

６

０
．

４０ ０－０
．

４９ ９

０ ． ５０ ０－０ ． ５９ ９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过渡类

７ ０ ． ６０ ０－０ ． ６９ ９ 初级协调

８ ０ ． ７０ ０－０ ． ７９ ９ 中级协调 协调类

９ ０ ． ８０ ０－０ ． ８９ ９ 良好协调

１ ０ ０ ． ９０ ０－ １ ． ００ ０ 优质协调

（
８

）

（
９

）

５ 实证研究

５ ．
１ 研究区域概况

宁夏回族 自 治区
（
以下简称宁夏

）
深居西北 内陆 ，

处于黄土高原西缘 ， 贺兰山脉之东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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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来 ， 利用黄河水源发展灌溉农业 ， 成就
“

塞上江南
”

美誉 ． 宁夏 自 然资源丰度高 ， 人均能源

资源保有量较大 ， 具有广阔的开发潜力 ，
但是地处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过渡带 ，

水资源供需不

均衡 ， 自 然环境本底条件较差． 宁夏独特的西北 内陆 自 然景观和以西夏王陵为代表的深厚的

历史文化遗存等特色旅游资源又为其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天条件 ，
从存量看

，

２０ １ ５ 年全区

共接待国 内外游客人数 １ ８３９ ．４８ 万人次 ， 其中入境游客 ３７３ １ ５ 人次 ， 实现旅游总收入 １ ６ １ ． ２９ 亿

元 ， 从増速看 ，

２００４ ２０ １５ 年接待国 内外游客人数増长 ３５５ ． ３２％
， 旅游总收入増长 ９６８ ． １５％

， 年

均増长率分别为 １４ ． ７７％ 、 ２４％
， 发展较为迅速 ， 并极大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 ． 同时 ，

２０ １ ５ 年宁

夏的城镇化率达到 ５５ ． ２３％
， 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５６ ． １％

， 高于同处西北内陆的甘肃 ， 陕西 ， 青

海等省份 ， 城镇人 口 密度为 １ ３３６ 人
／平方公里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７２ １ ７ ． ９

元提升到 ２０ １５ 年的 ２５ １ ８６ 元 ， 年均増长 １ ２ ． ０３％
， 第二 、 三产业的 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到 ９ １ ． ８％

，

由此可见近 １ ２ 年来 ， 宁夏的资源开发， 旅游业和城镇化的推进都取得显著成效 ， 但是其过度

的引黄灌溉发展农业和旅游资源开发， 在
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人地矛盾 ， 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 ，

进而抑制城镇化进程． 因此
， 研究宁夏旅游业、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综合发展轨迹和协调水平 ，

对于宁夏乃至其他西北 内陆省份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５ ．２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 自 ２００５
－

２０ １ ６ 年 《 中国统计年鉴 》 、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 《 中国 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 》 、 《 宁夏统计年鉴 》
，
２ ００４ －

２０ １ ５ 年 《宁夏回族 自 治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 、 《宁夏旅游经济发展统计公报 》 以及宁夏旅游政务网 ， 宁夏回族 自 治区统计局等相

关网袖 ， 对于极少数无法获取的数据 ，
运用 ＳＰＳ Ｓ 中临近点的线性趋势预测值填补缺失值 ．

５ ．３ 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前文所建立公式 ， 计算 出旅游业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以及系统耦合协

调度 ，
见表 ３ 和 图 ２ ．

表 ３ 旅游业 － 生态环境 － 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

年份 认ＭｉＮｉＴｉＣ ｉＤ ｉ

２００ ４０ ． ０４４６０ ． ６００ ８０ ． ２０ ７ ９０ ． ２９ ６４０ ． ６２３ １ ０ ． ４２ ９ ８

２００ ５０ ． ０６９ １０ ． ３２ ７００ ． ２ ５４９０ ． ２２ ４４０ ． ８ ２６ １ ０ ． ４３ ０６

２００ ６０ ． １ ３８ ００ ． ３７ ３４０ ． ３ ２６ １０ ． ２８ ６２０ ． ９ １ ７５０ ． ５ １ ２４

２００ ７０ ． １ ７８ ７０ ． ３８ ５８０ ． ３ ７５０ ０ ． ３ １ ９９０ ． ９ ４４２０ ． ５４９６

２００ ８０
．

２０ ９ ６０
．

４４９７０
．

４２０ ８０
．

３６７５０
．

９ ４７２０
．

５９ ００

２００ ９０ ． ２ ５９ ８０ ． ４４５９０ ． ４４２６ ０ ． ３８ ８９０ ． ９ ７０ ６０ ． ６ １ ４４

２０ １ ００ ． ３ ２２ ００ ． ３６８７０ ． ５６７６ ０ ． ４２ ４３０ ． ９ ７０ ２０ ． ６４ １ ６

２０ １ １０ ． ３ ５２ ３０ ． ２３６９０ ． ５ ９９ ５０ ． ３９ ８４０ ． ９ ３０ ００ ． ６０ ８ ７

２０ １ ２０ ． ４６３ ５０ ． ４５ ３６０ ． ６２５６ ０ ． ５ １ ６８０ ． ９ ８９ ００ ． ７ １ ４９

２０ １ ３０ ． ８ ２６６０ ． ６０４ １０ ． ７ ２０４ ０ ． ７ １ １ ５０ ． ９ ９ １ ９０ ． ８４０ １

２０ １ ４０ ． ８ ９４５０ ． ４６６２０ ． ７ ７９ ５０ ． ７０ ４３０ ． ９ ６３ ８０ ． ８２ ３ ９

２０ １ ５０ ． ９４４３０ ． ３６９６０ ． ７ ９８０ ０ ． ６９ ２００ ． ９ ２ ７７０ ． ８０ １ ２

耦合协调等级


协调发展阶段特征


濒临失调 生态环境 良好 ，

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

濒临失调 生态环境 良好 ，

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

勉强协调 生态环境 良好 ，

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

勉强协调 旅游业发展滞后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基本协调

勉强协调 旅游业发展滞后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基本协调

初级协调 旅游业发展滞后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基本协调

初级协调 城镇化发展超前 ，

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相对滞后

初级协调 城镇化发展超前 ，

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相对滞后

中级协调 城镇化发展超前 ，

旅游业和生态环境相对滞后

良好协调 旅游业发展超前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相对滞后

良好协调 旅游业发展超前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相对滞后

良好协调 旅游业发展超前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相对滞后



２期杨秀平 ．

， 等： 旅游愈 － 生态环樣 － 城镇化系统綱脅綱周度研究 一Ｗｆ夏Ｂ族自 ＩｔＲ为例４３ ．

２ ０ ０ ４２ ０ ０ ５２ ０ ０ ６２ ０ ０ ７２ ０ ０ ８２ ００ ９２０ １０２ ０ １ １２ ０ １ ２２ ０ １ ３２ ０ １ ４ ２ ０ １ ５

＋旅游 ；ｌｉ综合发展指数Ｐ ）
－Ｐｋ态讦埴综合发展指数 （

Ｍ ｉ

）

城植化综合发展指数 Ｉ

Ｎ Ｉ

）
－？＿ 综合评价指数ｍ ）

网 ２ 旅游业 －

生态环境 － 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走势

１
）
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

＇

如图 ２ 所示 ｓ， 宁夏旅游业发展整体虽上升态势 ： 综合发展水平
？

较高 ，

２Ｄ １§ 年旅游业综合

发展指数达到 〇 ． ９４４３
Ｔ
具体可分为三＋发展阶段 ， ２０ ０４４ ０１ １ 年稳步发展期 ，

发展速度较为肀

稳 麥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１３ 年快速提升期 ， 旅游业发展增长幅度大 ，

３■ 年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提升了１ Ｓ４私

在此期问宁夏持色旅游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开发 ，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扶持收效显著 ，
２０ １ ３

２ ０ １ ５年增质提效期 ， 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 逐渐摆脱前期的片面追求规模和产 出的粗放式发展

模式 ， 注重旅游业内涵的提升 ．

２
） 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宁夏城镇化综合发展处于持续上升趋势 ， 发展速度较为平缓，
整体发展水平偏低 ，

２０ １ Ｓ年

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为 〇 ． ７９８〇
，

． 年均增长速度为 １酿
（如图 ２ 所示Ｘ 其中 ２〇〇ｆＫ） １ ０年发展较

快 ， 但是受宁夏支柱产业结构较为卑
一

，

经济发展的韧性较差 ， 第二、 三产业就业人 Ｕ 比重低

等因素 ：

影响 ， 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势头没有得到持续 ， 城镇化进程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 ， 说明

宁夏在城镇化过程 中需要着力发挥资源优势 ，

±音育优势产业 ，
提升经济综合竞争力 ， 促进城镇

化建设

３
）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

如图 ２ 所录
，

生态环境发展整体趋势楚下降的 ，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
？

偏低， 发展的波

动性较大 ，

２０Ｄ４ＫＭＳ 年间综合发展指数最低为 ０ ．２ ３６９
， 最高仅为 ０ ．６０４１

， 可以分为 ５ 个发展

阶段 ：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 ｉ ｌ 年和 ２００３－如 １ Ｓ 年综合发展指数均足
－处子快速下滑期 ， 仅有

２〇 〇５
－如０８ 年和 ２〇 ｌｌ

－

Ｗ１Ｊ年处 ｆ生态坏携发展提升肌 ＿１１ 年中有 ７年生态坏辑承载力水

￥在下降 ，

而恰恰每个阶段生态坏境水肀下降时对应着旅游业或者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

这
一

方面体现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具有阶段性和 时滞性，
另一方面也说明宁复旅游业和城镇化的繁

荣发展在
一

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 过度的旅游和矿产资源开发以及重化工企

业的莰弃物排放 ，

对生态环燒产生胁迫效应 ， 降低了生态环境的质置－

４） 旅游业 － 生态环境 城镇化综合发展评价

宁夏旅游业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整体属 ｆ上升发展趋势 ， 系统整体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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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生态环境发展指数保持较高的
一致性 ， 系统的整体发展水Ｔ受生态萍境子系统的制约 ，

宁夏的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较快 ， 但是生态Ｓ
ｆ境遭到破坏 ，

三个子系统发展具有不均衡性 ，

旅

游业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 城镇化又反哺旅游业的发展 ， 两者形成疋反馈效应 ， 然而

生态环境发展严重滞后 说明宁夏要加大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作力度 ， 提升生态萍境的承

载力 ．

５ ．
４ 耦合协调度分析

如表 ３ 和图 ２ 所ｉＶ宁夏旅游业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耦合度水平较髙 ，
三者交夏关系 密

切 ， 彼此发展相瓦影响 ， 但 ＪＳ
？

耦合协调度整体低 Ｔ耦合度， 旅游业、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发展协

调性有待 Ｔ进一步提升 ，
体现出高耦合未必高协调的特点 ． 从发展趋势看 ， 耦合度和耦合协

调度在 ２〇 １ 〇 ２〇 １ １ 年和 ２０１ ３－２〇１＆年两个时期都出现明显的下降， 和生态坏境综合发展指数

发展态势呈较高相似性 ，
经过 ＳＰ ＳＳ 软件相关分析可知 ， 生态坏境综合发展和耦合协调度高

度疋相关 ， 说 明生态环境阶段性恶化 ， 导致系统整体耦合协调性的回落； 从增速着 Ｔ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３

年耦合协调发展速度较快 ， 在此阶段 ， 旅游业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综合发展 良好 ， 协调性高 ，

运

用 ＳＰＳ Ｓ 分析可知 ， 系统耦合协调度和各子系统的发展为高度正相关关系 ．

１ ． ２０ ００

１ ． ００ ００

Ｏ ． ＢＯ ＯＯ

０． ６０ ００

Ｏ
．

ＷＣＯ

０． ２０ ００

０． ００００

＾＾＾＾＾＾＾＾＾＾＾^

耦合度ａ

＿

＊
— 耦合协调度 Ｄ ｉ

图 ３ 旅游献
ｔ 生态环境 － 城镇化耦合皮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从耦合协调等级看， 宁夏旅游业、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处 良好协调 ， 协

调发展水平较高 ， 但协调度 Ｍ示出下降的势头 ， 其 中 ，

２Ｗ４ ２ ＱＱ５ 年处Ｉ
１

濒临大
？

调 ，

２０ ０６年耦

合协调度为 ０
．５１２４ ， 实现了勉强协调 ，

２００９ 年进入初级协调状态 ， 耦合协调度为 ０ ． ６１４４
Ｍ１３

＇

年宁夏旅游业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既达到良好协调水平 ，
同 时也出现 了发展趋

势下行的拐点 ， 耦合协调度进入回落调整期 ，

主要是受前期旅游业和城镇化超前发展导致生

态环境承载力下降的影响 ， 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 ，

扭转耦合协调度下

降的发展态势 ．

从协调发展各阶段特征着 ｓ 宁夏旅游业 、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在 ２００４
－

２０ ．０６

年期间 ，
生态环境保持 良好 ， 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 ， 制约了系统整体的耦合协调度 ，

说 明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

２０〇７ ２００９ 年生态坏境和城镇化基本协调 但是旅游业发展缓
‘

慢 ， 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产业的潜力 尚未得到充分释澈 ；

２ Ｑ１０
－２Ｑ１２ 年城镇化推进过快 ， 旅



２期杨秀平 ， 等 ： 旅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宁夏回族 自 治区为例４ ５

游业和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 ， 城镇化未能对旅游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形成正反馈效

应 ；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５ 年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 ，

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明显下降 ， 城镇化发展速度放缓 ，

限制 了系统整体耦合协调度进入优质协调水平．

通过对宁夏旅游业生态环境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演化轨迹的分析 ，
主要得出

以下几点结论 ：

第
一

， 旅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系统交互耦合性强 ，
三个子系统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

和互动性 ，
生态环境为旅游业和城镇化发展提供资源条件 ，

旅游业的发展立足于区域 自然人

文景观 ， 并推动城镇化的地域空间结构的演变， 而城镇化进程会深刻影响区域生态环境和旅

游业的发展 ， 呈现正负反馈并存的特点 ．

第二 ， 宁夏旅游业和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均处于上升趋势 ， 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较高 ， 发

展势头 良好 ， 进入増效提质阶段 ， 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偏低 ， 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
两者以正向

反馈交互为主 ； 受旅游业的过度开发和城镇化粗放式发展的影响 ， 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

体呈现下滑趋势 ， 其变化具有阶段性和时滞性特征 ．

第三 ， 宁夏旅游业 生态环境 城镇化系统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发展特征 ，
三个子系统

耦合度高 ， 但整体耦合协调度偏低 ． 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 其与生态环境质量的下

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 旅游业和城镇化交替加速发展 ， 加大了生态环境压力 ， 制约系统整体的

耦合协调度迈入优质协调阶段．

第四 ， 宁夏旅游业 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会继续处于下降的发展趋势 ，
主要

是 由于生态环境水平处于剧烈下滑期 ．

６ 相关对策分析

６
．
１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

，
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

社会经济系统的永续发展依赖于 良好的生态环境 ， 其中 片面的追求城镇化速度和过度的

旅游资源开发会对生态环境系统稳定运行形成干扰 ， 持续的干扰达到
一

定程度会破坏生态环

境系统的功能和系统内各要素的平衡关系 ， 进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 在厘清旅游业 － 生态

环境 － 城镇化系统内三个子系统耦合交互作用机理基础上 ， 为扭转宁夏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

趋势 ， 要推进生态旅游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 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力度 ，

建立环境污染补偿长效机制 ，
逐步提升生态环境承载力和恢复力 ． 同时 ， 生态环境作为复杂的

物质系统 ， 具有整体性 ，
层次性 ， 多样性和动态性特征 ，

因此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中 ， 要考虑宁

夏北部 、 中部和南部的生态环境的差异性 ， 采取综合性、 长期性和源头性治理措施 ， 摆脱以往
“

休克疗法
”

式生态环境响应模式 ， 坚持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６ ．２ 推进旅游业内涵发展 ，
增强发展韧性

旅游业的提质増效本质就是谋求 内涵式发展 ， 即 追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 提高发展质

量 ， 激发产业内在的发展活力 ， 实现旅游产业的质变过程． 为进
一

步提高产业竞争力 ， 宁夏旅

游业需要发挥其特色旅游资源优势 ， 延长旅游产业服务链条 ， 提高旅游经济效益 ， 摒弃片面强

调规模扩张 、 损害生态环境的做法 ， 走低碳绿色的旅游发展模式． 同时 ， 宁夏可以抓住国家
“
一

带
一路

”

战略机遇 ， 扩大对
“
一

带
一路

”

沿线国家的旅游文化交流 ， 拓展旅游客源地和旅游

市场发展空间 ． 只有实现从外延式发展 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宁夏旅游业发展中抵御经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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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不确定性因素干扰的韧性才能显著増强 ， 进而提升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６ ．３ 增强城镇化内生动力 ， 构建协调的人地关系

城镇 由人 口 的空间集聚而形成 ， 产业结构的转换推动着城镇人 口 比重的不断提升和城镇

空间格局的演化 ， 是城镇化的内生动力 ． 宁夏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 ， 首先要进行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 ，
而产业升级又离不幵科研教育的投入和引智工程的推进 ，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政策

扶持力度 ，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科技竞争力 ； 其次 ， 加大对旅游业等服务行业的支持 ， 吸纳农

村富余劳动力 ， 増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 ， 増强城镇的吸引 力和活力 ； 最后 ， 宁夏在城

镇规模扩张 、 空间拓展过程 中要处理好人地矛盾 ， 南部 山区 、 中部干旱区和北部黄河灌溉 区

城镇化战略要因地制宜 ， 构建生态友好 － 经济发展的人地和谐共存关系 ， 不以破坏生态环境

为代价换取城镇化的片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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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ｉ ｓｔ ｉｃ ．

Ｃ ｏｕ ｐｌ
ｉｎｇ ｃｏｏ ｒｄｉｎａｔ 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ｖｅｒａ

ｌｌ ｗａｓｒ ｉ ｓ ｉｎｇ ，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 ｅｄ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 ｎｔｌ
ｅｖｅ

ｌ ｗａｓ

ｈ ｉｇｈｅ ｒ
，

ｂｕｔ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ｉｎｆｌｅｃｔ ｉｏｎ
ｐ ｏ ｉｎｔｉｎ２０ １ ３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ｈ ｉｇｈ ｌｙｐ ｏｓ ｉ ｔｉｖｅ

ｃｏ ｒｒｅ
ｌ
ａ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 ｏｕｐ ｌ

ｉｎｇｃｏｏ ｒｄｉｎａｔ 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 ｆｓｙｓ ｔ ｅｍａｎｄｅｃｏ ｌ
ｏｇｉ ｃａ

ｌ ｅ ｎｖ 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ｌ

ｅ ｖｅ
ｌ

，
ｓｈｏｗ 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ｔ ｒｅ ｎｄａ ｌ
ｏｎｇ

ｗｉ ｔｈｔｈｅｄｅｃｌ
ｉｎｅｏｆ

ｅｃｏ
ｌ
ｏｇ ｉｃａ

ｌｅｎ
？

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ｔｑｕａ ｌ
ｉｔｙ．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 ｎｔｓｈｏｕ ｌｄｓｔ ｒｅ 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ｅｃ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ｅｎｖ 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ｐｒｏｔ ｅｃｔ ｉｏｎ
，

ｒｅｐａ ｉｒ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ｗｏｒｋ
，ｐ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 ｔｈｅＴｏｕｒ ｉ ｓｍ－Ｅｃｏ

ｌ
ｏｇ ｉｃａ

ｌ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Ｕ ｒｂａｎ ｉｚａｔｉ ｏｎ

ｓｙｓｔ ｅｍａｓ ａｗｈｏ ｌ
ｅ ｉｎｔ ｏｃｏｏ ｒｄｉｎ ａｔ ｉｏｎｓ 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ｈ ｉｇｈｅｒ ｑｕａ ｌ

ｉｔｙ ．

Ｋｅｙｗｏ ｒｄｓ ：ｔ ｏｕｒｉ ｓｍ
； 
ｅｃｏ

ｌ
ｏｇ ｉｃａ

ｌ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 ｎｔ
；
ｕｒｂ ａｎ ｉ ｚａｔ ｉｏｎ

；
ｃｏｕｐｌ

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 ｉｏｎｄ ｅｇｒｅ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