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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用“耦合”这一物理学用语与旅游研究的结合丰富了旅游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通过

对国内近年来耦合理论在旅游研究中应用文献的梳理，较为详尽地对耦合思想在旅游与文化和音乐的关系、旅游产

业研究、旅游地复杂系统研究、旅游者研究、旅游开发理论、经济 － 环境 － 旅游关系、会展旅游、旅游影响分析、旅游

交通 9 大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和述评; 并提出了展望，包括拓展耦合理论在旅游相关领域研究中的深度和广

度，增强“解耦”思想在旅游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积极促成“负→正耦合”的转化，合理控制耦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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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对旅游文献研究的回顾和综述不断

增加，这种发展态势反映了旅游学的成熟及研究学者对

这个学科本质的好奇心［1］。国外对于旅游研究综述一

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对旅游期刊评价和排序，从旅

游专家的角度感知旅游期刊的质量; 另一种方法侧重利

用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在某一时间框架内，对旅游

研究贡献最多的学者和机构［2］; 国内一般以旅游研究的

某一个领域为切入点，以时间为序进行研究进展的分

析。本研究基于当今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且注重量化

分析的特点，以耦合理论与旅游研究的结合领域进行归

纳和述评，并提出了 4 点展望。

1 用耦合理论阐述旅游与文化及音乐

1． 1 用耦合理论阐述旅游与文化的关系

朱珠指出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张扬自我的文

化灵魂、发展旅游经济要注意文化承载力、发展旅游经

济要与区域文化氛围相适应、旅游经济发展中要自觉积

淀区域文化、实现区域文化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耦合

与互动［3］。刘辛田等指出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互动式

发展称为一种耦合现象，并以湘中富厚堂为例进行了实

证研究，提出推进富厚堂文化产业与旅游的耦合式发

展［4］。鲍洪杰等指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聚集是旅

游产业发展的重点，总结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

与系统协同性的关系［5］。张琰飞等指出文化产业与旅

游产业间存在天然的耦合性，并依据文化产业与旅游产

业耦合协调机理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西南地区各省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根据耦合协调度

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6］。
1． 2 用耦合理论阐述旅游与音乐的关系

音乐与诗词耦合而成歌曲、音乐与形体活动耦合而

成舞蹈、音乐与景观的耦合已成一种新型综合视听艺

术。邹力宏指出景观和音乐的耦合方式为乐景同行和

乐景同逆，乐、景耦合的审美效应包括审美感知的视听

互补、审美联想的虚实相生、审美体验的情景交融［7］。
徐彪指出音乐艺术是一项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音乐因

旅游活动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提出了音乐与旅游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的对策［8］。曾荣等指出音乐元素与旅游

产品存在着耦合关系，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古典音乐

和现代音乐的分类入手，提出保护商业化冲击下的音乐

元素; 将音乐元素全方位地渗透到旅游的全过程; 提高

旅游从业人员的音乐素质等策略［9］。罗文等指出乡村

民间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在旅游中形成二

者的良性互动，拉动地方经济与乡村民间音乐文化的繁

荣，建议把景区作为音乐与旅游结合的媒介［10］。因此，

充分挖掘地域的文化赋值，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实现区

域民俗文化艺术与区域旅游经济的耦合与互动，展现旅

游现象的“文化内涵”。部分学者提出以“原生自然式”
进行民俗文化艺术类旅游产品开发，提倡村民的介入。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原生自然式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模式是一种自杀式的开发方式。如何使旅游与民俗文

化艺术双方各取所需，形成一种双赢的良性互动耦合的

经济文化现象，是理论界和实业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虽

然，理论上原生文化保护和移植性文化创建可以形成一

种相得益彰、惠及众生的互动耦合过程，但由于时间等

因素的限制，旅游业对民俗文化艺术的反哺作用还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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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

2 耦合理论与旅游产业研究

旅游产业要获得持续的竞争能力，就要系统把握旅

游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发展机理，培育旅游产业创新能

力。刘文波等指出网络化经营的方式与旅游产业本身

有着天然的耦合关系［11］。李云霞等提出旅游业固有特

性使其在循环经济中起着不可替代的耦合与促 进 作

用［12］。李庆雷等指出旅游产业生态集群的运行机理主

要包括清洁生产、耦合共生与社会循环，它具有集聚、生
态、协同和示范四大效应［13］。韩新明分析了基于循环经

济的旅游产业网络耦合机制，指出 3 种耦合模式: 网络

结点企业与其关联的产业之间的纵向耦合、网络内部各

结点企业之间的横向耦合以及网络内部不同层面之间

的耦合; 分析了耦合的内容包括旅游产业网络内部各结

点企业与其纵向相关产业之间进行的物质耦合，旅游产

业网络各结点企业之间的横向服务耦合，旅游产业网络

不同层面之间的信息耦合［14］。金霞对旅游产业向何处

转型和如何转型等问题进行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分析，

得出产业耦合是旅游产业转型机制的根本动因; 农旅产

业耦合是未来旅游产业转型的一个主要方向; 休假制度

是促发其转型的外在基本条件［15］。高大帅等提出旅游

产业生态化需要在不同层面将生产和消费纳入旅游产

业系统中。微观上，旅游企业进行清洁生产; 中观上，建

立旅游循环经济园区，促使园区企业间发生耦合关系，

形成众多的物质循环链和循环网; 宏观上，通过旅游循

环经济，促使区域旅游产业生态化［16］。曹艳英等以自组

织系统理论为基础，分析探讨区域旅游竞争力形成发展

的要素结构，提出了区域旅游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内生核

心动力机制、外生支持促进机制以及内外生因素耦合互

动机制［17］。李凤霞等从自组织与他组织理论、波特“钻

石模型”及产业集群理论的角度来构建旅游产业竞争力

来源的理论范式，分别从内在核心动力机制、外在支持

促进机制和内外耦合互动机制的角度，剖析旅游产业竞

争力形成和强化的驱动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理［18］。何

勋指出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不同动力机制的耦合，

提出促使农业旅游表现出四种发展状态，将农业与旅游

产业耦合的发展模式分为农业资源吸引型模式和旅游

产业推动型模式两个一级模式和创新农业型模式、农业

企业带动型模式、政府主导型模式、旅游需求推动型模

式、旅游产业集聚型模式和旅游因素辐射型模式 6 个二

级模式［19］。张柳等研究各省区市的旅游目的地网络营

销系统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采用 SPSS 17． 0
统计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PCA) ，对大陆 31 个省区

市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定量评价; 并对旅游目

的地网络营销系统与旅游产业发展进行耦合分析［20］。
张海燕等分析了旅游产业品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

机制，从 3 个层面对大湘西旅游产业品牌与区域经济发

展的耦合关系进行了探讨，最后针对大湘西区域提出了

促进两者耦合发展的策略［21］。高乐华等对山东省城市

化与旅游产业集群系统的耦合态势进行了分析，并进一

步探讨了山东省城市化与旅游产业集群耦合发 展 机

制［22］。邴振华等研构建了统计量对城市入境旅游人数

与城市 GDP 的耦合度进行测算，依据不同城市二者之间

耦合程度的不同，将其分为低耦合、中耦合和高耦合 3
种类型，最后分析了不同耦合度的城市旅游产业与城市

经济的发展关系［23］。冯万荣提出了旅游产业化与城市

化的 3 种模式: 旅游产业化成为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化

成为旅游产业化的动力，旅游产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循

环，并试图揭示它们之间的耦合规律［24］。
区域旅游产业系统要想具有持续竞争力，其内部各

组成部分要通过不断的竞争、合作、创新，推动系统产生

整体新的模式和功能; 要通过内外部要素的耦合互动，

不断寻求突变渐变途径，使系统得以维持，增强有序程

度和关联程度; 通过产业集聚与扩散将系统的演化推进

到最大的复杂性可能空间，且不断向良性演化。

3 耦合理论与旅游地复杂系统研究
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因素，旅

游地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具有时空耦合的特征。王剑

等指出龙宫风景区是独特的人地关系耦合系统［25］。吴

殿廷等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论证了时间规律和空间规

律的耦合特性［26］。黄金火分析了国家地质公园与区域

经济水平没有明显的耦合关系，但与城市发展水平的空

间耦合关系明显［27］。杨春宇等提出把旅游地演化系统

投影到以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环境承载力为子系统

的耦合构成的低维空间上［28］。杨春宇等指出旅游地演

化过程是以旅游地复杂系统内部矛盾之间的“自耦合”
与“自缠绕”及其反馈循环所形成的系统“涨落”为其提

供驱动力，指出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时空耦合

是其重要特征，发展包含空间的系统整合模型是其未来

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9］。
目前，本研究建议以“非线性思维”、“整体思维”、

“关系思维”及“过程思维”的系统科学探究方式为指

导［30］，以系统要素间耦合关系及其思想为切入点构建旅

游地复杂系统演化理论框架，可以解决现今旅游地复杂

系统研究缺乏系统性、动态性和预测性的现实性问题，

并进行包含空间的系统耦合模型研究的探讨。

4 耦合理论与旅游者研究

对旅游者变化规律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旅游系

统内部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单鹏飞以宁夏回族

自治区为例，探讨了游客行为与旅游市场之间的耦合关

系与发生机制［31］。刘一梅等分析了我国移民在时空上

的分布，结合走亲访友所形成的“亲友”旅游流在空间上

布局的特征，探讨两者之间的空间耦合性［32］。冯淑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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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龙虎山丹霞地貌类型及其地质遗迹、人文景观进

行评价和游客感知度调查，形成游客感知率与景观评价

值矩阵，并用坐标法将矩阵划分为 4 个象限，分析其间

的耦合性、差异性和产生机理［33］。乌铁红等以九寨沟风

景区为案例，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九

寨沟风景区地方属性的效用和感知质量的高低是不完

全耦合关系［34］。袁林旺等以江苏盐城麋鹿生态旅游区

为例，采用 TＲAMO /SEATS 模型和小波分析方法进行了

游客序列的季节调整和多尺度分解，得出在景区发展初

期游客数量的小幅波动对趋势影响明显，而相对稳定的

客源市场形成后，游客变动对趋势影响变小，更多体现

于不同尺度波动的耦合作用［35］。

此外，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种天然的耦

合关系。生态旅游被赋予造就“绿色”旅游消费者和“绿

色”公民的历史责任，本研究建议在建立和完善政策法

规调控约束机制、多元化的经费保障机制、对游客生态

管治内容和形式的系统规划机制、对生态旅游者环境行

为的监控和奖惩机制、多元管理主体的联动和广泛的社

会参与机制、生态旅游游客生态管治的科研保障机制等

方面完成机制的系统再造。

5 耦合理论与旅游开发理论

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把旅游资源与人地关系

复合系统结合起来。王裕德认为在优越的“原生”旅游

资源开发中，应强调岩溶风光和民族风情以及不同资源

个体间的功能耦合［36］。熊剑平等指出旅游是以人的目

的性活动为主体的经济、资源环境、社会文化诸要素相

互作用、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的耦合系统，基于费用 － 效

益的系统经济性分析，提出区域旅游系统可持续发展的

费用 － 效益分析评价模型［37］。骆华松等分析了旅游地

质资源与人地关系复合系统具有特殊的空间地域分异

规律，并以丽江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划分出 3 个旅游地

质资源景观一级区、4 个人地关系二级区和 7 个耦合单

元三级区［38］。黄松探讨了基于地质遗迹资源与人地关

系耦合的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布局定量研究新思路，将各

地质遗迹空间格局类型与不同的人地关系类型进行空

间耦合［39］。韦跃龙等认为在影响和控制岩溶景观发育

的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反馈关系并构成一个动态、
复杂的岩溶景观成景耦合系统［40］。陈百明等探讨适合

于民族地区的基于地质遗迹资源与人地关系耦合的地

质公园旅游开发布局定量研究新思路，将各地质遗迹空

间格局类型与不同的人地关系类型进行空间耦合，根据

两者的耦合程度，构建了桂西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布局体

系［41］。
人地关系系统是一个整体，作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

护的背景和依据，反映的是人地关系的综合特征，旅游

资源作为众多要素之一融入其中，旅游地质资源在复合

系统中是开发与保护的对象，作为研究的核心目标，突

出的是个体特征。因此，复合系统中旅游资源与人地关

系是开发对象与开发背景的关系。

6 耦合理论与经济－环境－旅游关系
可以把该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系统与旅游产业 3 个

系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经济－环境－旅

游”耦合。三者之间，环境是基础。
6． 1 耦合理论与旅游环境的结合

周振东较早提出旅游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

合关系”［42］。王辉等结合旅游业与水环境的博弈关系，

以旅游收益反哺水环境治理为路径，减少旅游业带来的

外部不经济性，从而实现“旅游—水环境”的良性耦合发

展，构建了“湖区资源支撑—旅游业发展—环境评估与

反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43］。安瓦尔·买买提明等在指

标系统构建和灰色关联技术的支持下，深入分析南疆地

区城市化与绿洲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联程度［44］。赵

莉等运用 GIS，ＲS 技术对流域旅游环境信息进行提取、
耦合分析，为区域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环境保护、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关建议及其科学依据［45］。
陈娅玲等分析了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测度的方

法及趋向，建立适应性管理机制，增强各利益相关者学

习能力，为促进区域旅游的可持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

角［46］。董亚娟等在构建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评

价指标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及其量化模型，

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两个

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得出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不再

简单地依赖城市旅游资源的品质和数量，旅游环境已经

成为城市目的地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基础和吸 引 要

素［47］。
6． 2 耦合理论与旅游经济的结合

任啸分析了世界遗产旅游产品的性质，即: 由公共

资源和一系列服务耦合而成的复合性产品，具有“准公

共产品”的性质［48］。李庆雷等认为旅游循环经济的运行

存在企业、区域和社会 3 个层面;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应

以旅游企业内部循环为基础，大力发展微观层面循环;

加强与相关产业的耦合，积极拓展区域层面的中观循

环; 利用旅游业的广泛关联性，争取融入社会层面的宏

观循环［49］。韩春鲜对新疆 15 个地、州、市进行了旅游资

源等级划分，分别与旅游经济水平、旅游经济增长速度

进行耦合分析［50］。生延超等借鉴耦合度函数构建了旅

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湖南省旅游

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滞后于区域经济对旅游

产业的刺激［51］。袁丁等通过对江苏城市社会经济要素

与旅游相关表征要素的对比分析，给出了江苏旅游与社

会经济要素间动态耦合特征。结果显示地区 GDP、产业

结构与区域旅游发展有较强的耦合关系，不同城市的旅

游流耦合在时间上表现出阶段性、同步性、异步性交织

的特征，在空间上表现出传统文化影响的传承性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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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52］。吕丽辉等指出乡村旅游产品与体验经济有天然

的耦 合 性，满 足 了 旅 游 者 对 五 种 类 型 体 验 活 动 的 要

求［53］。
6． 3 耦合理论与经济—环境—旅游的结合

张燕等构建旅游—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评价指标

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函数，对桂林市进行可持续协调

发展评价研究［54］。吕君等创造性地构建了旅游发展生

态安全的动力学机制: 目标—资本—状态—权力—精神

的合理耦合与系统搭配［55］。杨智勇等构建了旅游—生

态—经济系统发展分层次的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

法和耦合协调度函数建模方法，对内蒙古旅游、生态和

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56］。王煜琴等分

析了废弃矿区“经济—环境—旅游”耦合系统的构成及

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57］。庞闻等基

于协同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不同类型城市旅游经济

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对比

研究［58］。刘定惠等在阐述区域经济、旅游业与生态环境

相互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
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引入耦合协调

度数 学 模 型 及 计 算 方 法，以 安 徽 省 为 例，对 安 徽 省

1990—2008 年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

了实证分析［59］。庞闻等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

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运用复杂系统论构建旅

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概念模型和数学模

型［60］。
总之，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反馈是决

定二者耦合关系的直接原因，而产业结构、旅游资源、市
场客源、城市化进程、地理位置、气候环境方面的差异则

是形成耦合关系的深层基础;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能有

效判断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与协调发展的状

态，它体现出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因此，从“经

济—环境—旅游”系统发展过程中各参量之间的协同作

用的强弱程度入手建立可持续协调发展模型，从综合序

参量、耦合协调度和耦合协调类型等方面来描述这一复

合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 的 动 态 变 化 趋 势。只 有 将 经

济—环境—旅游的耦合模式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动态

的一致性并伴随外在政策、政治等诸多环境共同演化，

才能促进区域整体的适应和发展，从而使该区域获取综

合竞争优势。

7 耦合理论与会展旅游
会展旅游是都市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观光旅

游等单个旅游产品的集合体，是一种混合型旅游。张伟

强从研究其产业集群与会展经济的耦合关系和非耦合

关系中发现，指出不同区域、不同的产业集群与会展经

济的耦合作用不同［61］。唐文林指出会展旅游的动力因

子主要包括会展业、旅游业和政府。会展旅游的宏观各

方是其相关利益主体利益的有机统一，微观动力是会展

业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 会展旅游动力的运行关键是在

政府主导下，会展业与旅游业通力合作，整合会展与旅

游的信息和资源，耦合会展与旅游的关系［62］。
会展经济发展要以产业集群为依托，各地政府大力

发展会展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会展旅游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纽带和桥梁，只有在政

府的主导下，会展业与旅游业共享资源和信息，互动发

展，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招徕更多的与会者，扩大各种消

费，引起会展经济的乘数效应。

8 耦合理论与旅游影响研究
旅游业在考虑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同时，还要考虑

到众多利益群体的利益。璩向宁通过采用加权综合模

型对沙湖不同功能区水质状况以及 1991 年以来水质变

化趋势与旅游人数变化的耦合性分析，反映出沙湖水体

环境质量变化主要受旅游开发影响所致［63］。熊剑平构

建了居民对乡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耦合动力模型，选

取居民个人属性与景区经营管理水平两个变量，得出当

地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感知受自身的性别、居住年限、受

教育水平、收入来源的影响不显著，但受居民年龄的影

响较为显著; 而景区经营管理水平对居民的感知具有显

著作用，并且与对旅游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

响和整体的感知 4 个方面存在正相关关系［64］。刘辛田

等指出红色旅游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式发展是一种耦合

现象，从二者耦合的物质基础、动力机制、政策背景三方

面进行了分析，指出新时期红色旅游与新农村建设耦合

式发展是一种必然选择［65］。杨海玲指出乡村旅游在这

一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可观的投资回报率使得乡村游

成为农民就业致富的新途径［66］。
在旅游发展中，除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环境的可

持续承载外，还应探究旅游业的发展对利益相关群体的

影响，要使利益相关群体在旅游业发展中受益。

9 耦合理论与旅游交通

旅游交通是因旅游需求而伴随着旅游全过程的交

通线路、工具、设施以及服务的总和。赖斌等指出旅游

车辆服务适配性( ATCS) 是指以旅游车辆这种特殊的运

载工具为物质载体，服务供应方的整体绩效与游客个体

实际感知的服务质量的耦合程度［67］。吉慧等指出安徽

省旅游交通发展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如区域发展不均

衡、交通与旅游发展空间耦合程度不高、存量交通设施

的旅游功能未充分发挥等问题并基于以上问题提出了

一些建议［68］。王永明等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00—
2007 年西安市旅游经济系统与交通系统耦合协调状况

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系统耦合互动效应明显，

耦合协调度也在逐年提升［69］。杨艳分析了旅游经济和

交通发展耦合的作用机制，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的数学模

型［70］。总之，在交通建设中，一方面对环境破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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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存在; 同时，为游客提供不同运输方式和不同运输

线路之间的“零距离换乘”目标尚未实现。本研究建议

提升旅游交通中的安全质量和服务质量，并尽快引入旅

游交通自动化、信息化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实现城市交通与城市旅游系统协调发展。如何在旅

游交通满足可进入性的前提下发展特色旅游交通，把旅

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之间的“通道”转变成特色旅游

产品，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0 耦合理论的应用展望
( 1) 继续探究耦合理论在旅游相关领域研究中的深

度和广度。如旅游研究中突出系统之间非直接耦合、数
据耦合、标记耦合、控制耦合、外部耦合、公共耦合和内

容耦合的研究，并且着重研究根据耦合程度形成各系统

的排序，使各系统在保证自身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上达

到系统之间互补或者反哺效用的实现。
( 2) 突出“解耦”思想在旅游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应

用。耦合理论阐述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联系［71］，而

“解耦”思想表达的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或系统之间的

相互独立性。运用数学方法将旅游研究中相互联系的

系统或者主体分离开，忽略或者简化所研究问题产生影

响最小的运动，只分析主要的运动; 对单个系统或者单

个主体的影响变量简化成单个变量，从而分析出个别因

素的影响，将一个多变量系统化为多个独立的单变量系

统的模型。
( 3) 在肯定耦合理论对旅游相关研究积极贡献的同

时，本研究建议应主动避免或者调整“负耦合”现象的发

生，同时积极促成“负→正耦合”的转化。
( 4) 借助“恢复力”的相关理论，合理控制耦合的程

度。恢复力强调系统经受干扰并可维持其功能和控制

的能力，可以理解为系统能承受的并保持稳态的自组织

能力以及系统适应能力的程度［72］。由于恢复力是由系

统可以承受并可维持其功能的干扰大小测定的，所以针

对系统或者系统内要素恢复力的尺度的测算应给予精

确的量化。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耦合理论在旅游研究领

域应用的各种理论探讨，只有与具体的对象相结合才更

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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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Domestic
Ｒesearch on the Applying Areas of Tourism Ｒesearch Using Coupling Theory

Yang Xiuping1，2，Weng Gangmin2，Zhang Xuemei1
( 1．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4，China)

Abstract: It can improv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ourism research by combining the coupling of physics term
with tourism research basing on system science． This article sums up and reviews the applying 9 areas of tourism re-
search using coupling theory，including tourism and culture or music，research of tourism industry，complex system
of tourism destination，research of tourists，theory of tourism development，relationship of economy-environment-
tourism，exhibition tourism，analysis of tourism impact，tourism traffic using coupling theory by combing the recent
years of relevant domestic tourism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4 perspectives，including the expansion of cou-
pling theory in tourism research in depth and breadth，enhancement of“decoupling”thought in tourism related re-
search in the field of applied research，actively helping to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gative to positive cou-
pling and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coupling degree．

Key words: tourism research; coupl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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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Ｒegion Economic Space and Efficiency of Land Use in Henan Province

Zhou Yi1，Huang Zhiji2a，2b，He Canfei2a，2b，Guo Yan3，Kang Yuanyang3
( 1．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Peking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5，China; 2a．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2b． 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3． Henan Academy of Land and Ｒesources Science，Zhengzhou 45005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3D”conceptual framework proposed by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3I”conceptual framework，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hierarchical set of indicators to reflec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ensity，distance and division and three dimensions of input，infrasture and intensity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economic space and efficiency of land use of Henan Province and their coupling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
sults，we propose the land zoning of Henan Province to aide national planning．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north and
the central parts of Henan Province become the economic growth centers and the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repre-
sents a clear core-periphery mode． Economic distance is an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in Henan． The
efficiency of land use stays in the medium level and the economic space is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spatial coupling
between the economic spatial and efficiency of land use stays in a medium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Key words: national land planning; 3D conceptual framework; economical space; land use efficiency; 3I
conceptual framework;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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