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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力推动农旅融合的背景下，探讨旅游业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构建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

评价模型，以产业发展指数、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等指标，衡量 2013－2017 年西南四省 ( 市) 农业与旅游业的融

合。结果表明，农旅产业耦合度处于拮抗耦合的中期阶段，协调度整体表现为调和协调类型;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呈现上升趋势; 农旅耦合状态空间差异不大，但农业发展指数远低于旅游业发展指数。基于农旅融合的市场需求，

应继续发挥旅游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强化政府引导对农旅融合的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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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南地区大部分属于高原山区，受地理环

境的约束，农业发展落后，农民就业、增收效果不

明显，乡村经济发展相对迟缓。伴随着城市居民对

乡村休闲生活的需求，近年来西南地区包括乡村休

闲在内的旅游业发展迅猛。2018 年，四川省全年旅

游总收入突破万亿大关，同比增长 13. 3%; 重庆市

同比增长 31. 32%; 贵州省同比增长 33. 1%; 云南省

同比 增 长 30%［1］。旅 游 经 济 逐 渐 成 为 西 南 四 省

( 市) 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在地区经济特别是乡

村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农村以自身特

有的田园风光、人文景观、特色农产品等吸引了众

多的乡村旅游者，农业的又一次发展来自于产业融

合［2］，从最初的 “吃农 家 饭，睡 农 家 炕，观 农 家

景，干农家活”的农家乐模式，逐渐发展出农产品

采摘园、乡村酒店、休闲农庄、特色小镇、田园综

合体、森林公园、农耕景观、农产品生产基地、农

业生态体验园等多种融合发展业态。农旅融合发展

不仅改变了农业单一的产品结构，促进了农业转型

升级，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

丰富了旅游供给，满足了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旅游

休闲需求。

自 2001 年国家旅游局正式提出 “农业旅游”，

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逐渐受到重视。2015 年，国

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要拓展农业多功能，推进农业与旅

游业的深度融合; 2016 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

85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19 年第 5 期



旅游发展规划》，提出要 “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和休

闲农业，促进农业综合开发利用，提高农业附加

值”; 2017 年，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

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根本还是农业和乡村旅游

业。一系列关于促进农业发展、旅游业提升的融合

发展政策，为推进两大产业充分融合、实现耦合协

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和外在支撑。由于地理条件

约束，西南四省 ( 市) 的农业发展没有规模化优

势，但旅游资源具有一定优势，可发挥旅游业对农

业的带动作用。研究旅游业与农业的耦合互动影响

关系，探讨以旅游驱动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农旅融

合路径，对西南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分析

产业融合的发生是新经济时代必然的经济现象，

它表现为“伴随产业增长带来的产业边界的消失和

收缩”［3］。这种“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目的是适

应产业增长，因而产业融合将会成为经济增长新的

动力”［4］。产业融合是各种要素的充分整合过程，

内在因素包括消费需求、竞争、追求创造价值等，

而实质是两个产业系统核心价值活动的重组、整合

与创新，基于两大产业内部要素的相互关联、交叉

和渗透，导致产业边界不断模糊、最终融合为一体

形成新产业［2］［5－7］。

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对农业和旅游业耦

合协调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农业

与旅游业的融合是两个不同产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

用和协调发展，表现为旅游要素和农业要素的结合，

其结果能够产生一种更大经济效益的耦合产业［5－11］，

不仅能增加旅游供给，又能帮助农民就业增收［12］。

对旅游业而言，可以结合农业资源明显的地区特色，

通过与农业资源的耦合，形成新的旅游吸引源［8］580，

从而创新业态、丰富产品供给、延伸产业链条，促

进竞争优势的形成; 对农业而言，通过节庆等旅游

活动增加旅游链条环节的收入，反过来促进农业系

统的提升和发展，形成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

农业通过与旅游业的融合，促进技术的扩散和产业

结构升级，通过休闲旅游等新功能使其价值增殖，

培育出新的增长点［9］394 ; 旅游业与农业融合的发生

是由旅游业关联度高、综合性强的内在本质决定的，

在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中，旅游业是推动融合的

主体，农业是实现融合的客体，不同于因新技术创

新推动的供给融合，旅游业带动的农旅融合是以产

品融合为特征的需求融合［13］，伴随着旅游消费市场

需求增长，以及对生态、休闲等的用户偏好是旅游

业拉动农业融合发展的动力［14］。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如福赛斯、托雷斯

分别以泰国北部和墨西哥为案例地，分析了当地旅

游业与农业融合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条件［15－16］。我

国学者 ( 王琪延等，2013; 夏杰长等，2016; 牛若

玲，2014; 田 晓 霞 等，2013 ) ［17－20］ 先 后 对 北 京 市、

中国 31 个省市、江西新余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地区的农旅融合发展进行实证研究，采用耦合协调

度模型、VAＲ 模型、层次分析法、耦合系数度等模

型，从经济产出、产业耦合、生态经济、产业共生

等视角，通过构建实证模型，系统分析农旅耦合程

度和经济效应。

国内关于农旅融合发展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于

对产业融合的内涵、动因与过程分析，从理论上探

讨旅 游 业 与 农 业 融 合 的 机 理、意 义 以 及 实 现 路

径［2－12］［21］; 实证研究主要基于时间或者空间单维

度，分析区域旅游业与农业发展的协调或相互作用

关系。文章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构建农业与旅

游业 耦 合 协 调 度 模 型，对 西 南 地 区 整 体 和 四 省

( 市) 的农旅耦合协调发展进行测度分析，探究影

响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质量的影响性因素和耦合

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而为该地区推动农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提供对策参考。

二、西南四 省 ( 市) 农 业 与 旅 游 业 耦 合 实 证

分析

( 一) 指标的选取

在借鉴已有学者 ( 梁伟军，2010; 王琪延等，

2013; 陈洁，2014; 夏 杰 长 等，2016; 李 天 芳 等，

2016) ［16－18］［21－23］对农旅耦合研究的指标选取思路，

遵循指标的科学性、关联性、可操作性、代表性和

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分别构建了农业子系统与旅

游业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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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模型。

两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评价指标设置主要包含两

大产业的产业规模和收入效应，以产业基础投入反

映产业规模情况，加上各自的收益效应等综合反映

产业产出 ( 发展) 状况。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业与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标

Tab. 1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子系统 评价指标 单位

农业子系统

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农业总产值 亿元

农用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万人

耕地灌溉面积 千公顷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粮食作物产品产量 万吨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旅游业子系统

旅行社总数 个

旅行社职工人数 个

入境旅游人数 万人次

国内旅游人数 万人次

星级饭店个数 个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万美元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以两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来定量评价农

旅耦合的相互作用程度和协调关系，进而找出影响

因素和存在的问题。

( 二) 数据来源及判别标准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4 － 2018 年 《中国统计年

鉴》《重庆市统计年鉴》《四川省统计年鉴》《贵州

省统计年鉴》《云南省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

鉴》《重庆市旅游业统计公报》。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两个指标是产业融合质量的

表征。耦合度指系统间关联程度，用于衡量系统间相

互作用程度的大小; 耦合协调度是反映系统之间或系

统内诸要素之间和谐一致、配合得当的关系，侧重于

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对耦合实证分析所涉及的耦

合度值与耦合协调度值进行分类，可据此判断两个系

统相互协调作用的趋势和程度，如表 2 所示。

表 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 2 Standard in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耦合度 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度 耦合评价

C= 0 无序 0. 000 0－0. 000 9 极度失调

0＜C≤0. 3 低水平 0. 100 0－0. 199 9 严重失调

0. 3＜C≤0. 5 拮抗期 0. 200 0－0. 299 9 轻度失调

0. 5＜C≤0. 8 磨合期 0. 300 0－0. 399 9 勉强协调

0. 8＜C＜1. 0 高水平 0. 400 0－0. 499 9 调和协调

C= 1. 0 有序 0. 500 0－0. 599 9 初级协调

0. 600 0－0. 699 9 中级协调

0. 700 0－0. 799 9 良好协调

0. 800 0－0. 899 9 优质协调

0. 900 0－1. 000 0 极度协调

数据来源: 借鉴已有学者的相关研究得出划分标准。

( 三) 测算过程

由于各指标单位不同，必须对指标进行无量纲

化处理才能进行有效分析。极差标准化方法是经济

统计分析中对正负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的一种方法，

具有计算简单、含义直观、运用方便的优点。文章

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式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具体计算公式为:

dij =
( xij － xijmin )

( xijmax － xijmin )
+ 0. 01 ( 1)

式 ( 1) 中，xij 为 i年 j 指标的值; xijmax 是 i 年 j 指

标的最大值; xijmin 是 i 年 j 指标的最小值; dij 为无量

纲化处理后的数值; 在式子后整体加上 0. 01 可防止

出现零或者负数的情况。

其次，计算指标权重。指标权重的具体计算过

程为: 先计算第 i 年第 j 项指标占该项指标总数的比

重 pij ，pij =
xij

∑
m

i = 1
xij

; 然后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qij 和

差异系数 β j ，qj = －
1

lnM∑
M

i = 1
pij lnpij ，β j = 1 － qj ，式中

M 表示年份数，文章选取的数据为 2013－2017 年的

数据，因而此处 M= 5; 最后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λ j ，λ j =
β j

∑
n

j = 1
β j

。熵值权重的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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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分别计算农业产业发展指数 U1 和旅游业

产业发展指数 U2，U1 =∑
a

i = 1
λ juij ，U2 =∑

b

i = 1
λ juij ，式

中 uij 表示在农业与旅游业发展指标中第 i 年第 j 项

指标，a 表示农业产业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个数，b 表

示旅游业产业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个数，文章指标体

表 3 西南四省 (市) 农业与旅游业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及熵值权重

Tab. 3 The coupl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four provinces (c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weight of entropy value

数据来源: 根据 2014－2018 年指标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系中农业与旅游业系统共 16 个指标，所以 a+b= 16，

表示整体评价指标的计算个数;

最后，计算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度 C、综合

评价指数 T 以及耦合协调度 D，C =
U1 × U2

U1 + U2( ) 2槡 ，

T = α × U1 + β × U2，D = C ×槡 T ，考虑到表 3 农业与

旅游业系统的熵值权重分别接近 0. 4 与 0. 6，所以

文章中取 α = 0. 4，β = 0. 6。
( 四) 结果分析

1. 农业和旅游业发展指数。

表 4 2013－2017 年西南四省 (市) 农业与旅游业发展指数

Tab. 4 Agri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four southwest provinces (cities) from 2013 to 2017

数据来源: 根据 2014－2018 年指标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 4 产业发展指数来看，2013－2017 年西南

四省 ( 市) 农业与旅游业发展指数有明显提高，产

业发展迅速，但农业发展仍然滞后于旅游业发展。

西南四省 ( 市) 中贵州省农业发展指数最高，2017

年达到 0. 416 2，远高于重庆市的 0. 136 4，其原因

是贵州省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由 2013 年的 88. 3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928. 7 亿元，投资增长幅度非

常大，直接促成了贵州省农业发展指数的迅速提高，

投资带动效果非常明显; 重庆、四川、云南三省农

业发展指数均较低，处于低中速增长期，因而仍然

处在高投资的粗放扩张阶段、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

业转型升级的初步阶段，农业转型升级的进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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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速。此外，2017 年旅游业发展指数最高的

是重庆市，达到 0. 840 8，说明重庆市旅游业开始进

入注重效益及综合功能开发的高速增长期; 四川、

贵州、云南三省份旅游业发展指数较高，处于中高

速增长期，旅游业进程明显提速，但仍处于高投资

的粗放扩张阶段，旅游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2. 耦合度。

表 5 2013－2017 年西南四省 (市) 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度及综合评价指数

Tab. 5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four southwest provinces (cities) from 2013 to 2017

数据来源: 根据 2014－2018 年指标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如表 5 所示，西南四省 ( 市) 2017 年农业与旅

游业系统处于耦合发展的拮抗阶段，并呈现出向磨

合阶 段 靠 拢 的 趋 势。从 时 间 趋 势 看， 西 南 四 省

( 市) 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度从 2013 年的低水平耦合

阶段过渡到 2017 年的拮抗耦合中期水平，耦合度整

体呈稳定上升趋势，耦合态势较好; 从空间表现特

征看，四川、贵州、云南三省耦合度空间差异不大，

都处在拮抗且趋向磨合阶段; 重庆市耦合度虽然相

比其他三省差异较大，但仍然处于拮抗阶段且呈上

升的趋势。

3. 耦合协调度。

表 6 2013－2017 年西南四省 (市) 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及耦合评价

Tab. 6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upling evalu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four southwest provinces (cities) from 2013 to 2017

数据来源: 根据 2014－2018 年指标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如表 6 所示，西南四省 ( 市) 2013－2017 年农

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整体稳定上升，处于调和协

调的中级发展阶段，农业与旅游业的相互作用明显

增强。

通过对西南四省 ( 市) 农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

的时空分析得知，2013－2017 年西南四省 ( 市) 农

业与旅游业从极度失调状态发展到调和协调，这得

益于国家及地方执行农村 “三产融合”发展战略以

及对农耕文明、田园生活方式的旅游需求的日益增

长，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实践得到了极大的

发展。

三、结论与讨论

对农业与旅游业产业发展指数、耦合度、耦合

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 西南四省 ( 市) 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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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均低于旅游业发展指数，农业发展相对滞后;

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度及协调度整体均呈稳定上升趋

势，且四省 ( 市) 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不大。

测算结果反映出西南四省 ( 市) 农旅融合发展

水平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应积极促进旅游业带动

农业，实现进一步融合发展。一方面应重视发挥旅

游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加大旅游企业对农业的投

资，推动农旅融合。充分利用农业遗产、农业遗存

等农耕文化资源和体现乡村性的农村特色资源来加

快发展乡村旅游; 注重对农业资源的保护，加强农

旅多功能的开发，结合特色小镇建设及 “一村一

品”“一村一景”的美丽乡村工程，深挖农业环境、

乡村人文优势，提升农业旅游产业附加值; 积极促

进农业生态和生态农业发展，通过自身特有的农业

文化形成人文景观，催生游客对农业休闲、科普等

旅游需求，以农业生态和生态农业发展促进农旅产

业的融合促进; 产业融合的实质是两个产业系统核

心价值活动的重组、整合与创新，应促进农旅商业

模式、服务模式、组织模式的创新，助推农业及旅

游业形成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强化政府在农旅

产业融合中的引导作用，加强政策供给，促进旅游

产业融合农业发展。加强政府优惠政策供给，从资

金、财政、税收等多方面调动农业旅游业的开发积

极性; 积极协调各方作用主体，进一步推进两大产

业在资源、技术、业务和市场渗透，向高水平、有

序融合方向发展; 对农旅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的地

区给予资金、人才与市场等政策倾斜，加大农业旅

游产品的投资，从技术和资金上带动农业旅游项目

的建设，促进旅游业企业和农业之间的衔接与融合;

完善农业旅游管理机制，通过农业旅游业发展规划，

完善用地、开发、市场宣传等方面的各项规定，以

及制定农业旅游业在餐饮、住宿、农业旅游设施等

方面的标准，促进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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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ourism Dri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Four Provinces ( C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YAO Mina ，ZHENG Shiyoub

( a. Ｒesearch Cente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b. School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and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riving effect of tourism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evaluation model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wa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the four

southwest provinces ( cities ) from 2013 to 2017 b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ex，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other indica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degree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in the middle stage of antagonistic coupling，and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is of harmonious and harmonious type.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re on the rise. However，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dex is far

lower tha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Based on the market dema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we should continue to give play to the driving role of tourism on agriculture，and strengthen the policy guarantee of the

government guiding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coupl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four prooinces ( c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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