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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融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有重要推动作用。基于 2003—2015 年中国 31 个省际金融发展

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分析金融业与旅游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机制。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存在明显

的耦合交互发展特征，但在国家层面尚未形成良性耦合协调关系; 金融业与旅游业区域间耦合态势差异显著，“长

三角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条件、社会人口因素和政府决策行为等是

金融业与旅游业耦合态势地区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要加强耦合协调发展区之间的深度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对于

金融滞后地区，应创新金融工具和融资手段，主动承接旅游产业的辐射效应; 对于旅游滞后地区，应加大政策性旅

游扶持力度，提高金融资本在旅游产业中的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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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与旅游业互动耦合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前提。我国为了促进金融业与旅游业的交

融发展，强调对金融资源、工具进行合理配置与创

新，推动优化传统的旅游发展结构［1］40。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印发全国金融支持旅游扶贫重点项目推

荐名单的通知》，促使金融增强贫困地区旅游产业

的经济造血能力，激发旅游发展新活力; 《关于促

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鼓励旅游

企业与金融机构开展多种方式的业务合作，加大金

融支持旅游实体经济力度，使金融对旅游业的服务

水平得到改进和提升［2］76。此外，旅游产业通过价

值溢出等方式能够为金融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提

升金融产品的附加值。然而，金融业与旅游业互动

发展过程中，金融服务产品开发、旅游市场投资效

率和资源市场配置等还存在多方面的问题［3］。长期

以来，旅游业的发展遇到融资渠道不足、资金供应

短缺的困境，而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方式固化、金融

产品单一化等方面存在困扰，引发金融对旅游业的

服务水平不到位、支持力度不够等突出矛盾和问题，

阻碍了金融业与旅游业的互动协调发展趋势。因此，

对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耦合时空特征和驱动机制的

研究，有利于促进区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协

调发展。

一、文献回顾

对于金融业与旅游业的关联研究认为，金融集

聚是旅游业发展的支撑，旅游业建设是金融发展的

基础和依托。已有相关研究大多注重金融支持旅游

产业发展。Safiuddin［4］通过分析 APTDC ( 旅游发展

公司) 的流动绩效、盈利能力与贸易收入的比较等

指标来评估公司的长期效益。旅游企业财务上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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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并且财务状况良好的

旅游企业在环保行动中排名更高［5］，这表明财务绩

效良好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分配更多的资源来支持环

境行动，从而促进区域的环境改善。门洁［6］指出，

绿色金融提升了实体经济增长潜力，支持了文化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徐靖波［7］发现，黑龙江的金融支

持可以影响旅游养老价值链的横向、纵向或多元化

的延伸，从而推动旅游养老产业的发展。同时，金

融业 的 波 动 对 旅 游 业 也 产 生 了 辐 射 性 的 影 响。

Chan［8］通过构建金融工程模型，发现澳门娱乐旅游

产业与全球金融市场表现密切相关。此外还有关注

金融与旅游两个产业交互关系的影响研究。秦兆

祥［1］41指出，旅游和金融产业的融合能够提高资源

配置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能够支撑金融市场

与体系的扩展与构建，又能够提高旅游产业竞争力。

邵玉珍［9］实证分析了江浙沪地区旅游业与金融业融

合度，为拉动市场需求、创新旅游金融产品及提升

服务质量等方面提供了优化江浙沪地区两业布局的

决策参考。龚艳等［2］认为旅游业与金融业之间的互

动耦合过程促进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衡协调发

展。综上，对于金融业的研究关注多为金融与技术

创新、区域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等方面的协调发

展关系; 旅游产业其与区域经济、交通系统以及城

镇化等领域结合研究较多。但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

旅游产业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尚为缺乏。

未来的金融与旅游产业将愈加交互融合发展，金融

业与旅游业对区域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发挥了显著作

用。鉴于此，本文以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

发展为切入点，分析两个产业之间作用的驱动机制，

为金融与旅游产业的耦合作用推动市场供给与消费

需求形成良性运作态势，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耦合”源自物理学上的概念，指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系统彼此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动态关联关

系［10］。耦合度主要体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或者外

部系统间交互作用程度的强与弱，而耦合协调度则

测量要素间或系统间相互作用过程中良性耦合程度

的大小。金融产业与旅游产业属于两大相互独立又

关联的系统，相互影响，是一种动态关联关系，属

于典型的耦合作用系统，为此本文借鉴耦合评价模

型来研究两个产业间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

首先，确定金融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功效函数，

Uij表示为 i 系统中第 j 项指标值。i= 1 为金融发展子

系统，i= 2 为旅游产业子系统，将收集的所有指标

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指标值位于 ( 0，1) 之

间，Uij取值越大，则表示 Xij对产业子系统贡献程度

越大，计算公式为:

Uij =
xij－min( xij ) /max( xij ) －min( xij ) ( 正指标)

max( xij ) －xij /max( xij ) －min( xij ) ( 负指标){ ( 1)

其次，运用线性加权法来确定金融产业与旅游

产业两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其中 Ui 表示子系统

的综合评价值，Wij表示各项指标的权重，运用熵值

法来确定指标权重。线性加权公式为:

Ui = ∑
m

j=1
Wijuij，∑

m

j=1
Wij ( 2)

运用公式 ( 3) 来计算金融业与旅游产业两个

系统的耦合度。U1、U2 分别表示金融业与旅游业的

系统综合评价值。若 U1 ＜U2，则表明该区域属于金

融业发展滞后型; 若 U1 = U2 ( 两个系统相差值

0. 01) ，则属于金融业与旅游业同步型; 若 U1 ＞U2，

则属于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C= 2 U1·U2 / ( U1+U2槡 ) ( 3)

为避免因金融产业与旅游产业都处于低水平发

展阶段而出现耦合度较高的假象，引入耦合协调度

模型，旨在客观反映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关

系。公式 ( 4) 中 D 为金融产业与旅游产业系统的

耦合协调度，T 为综合协调指数，α 和 β 为待定系

数。在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交互协调发展中，由于

两个产业互相作用的程度呈现差异化，旅游产业优

化升级必然需要金融业的支持带动，再反作用推动

金融产业发展进程，而金融发展需要多类要素系统

共同作用，旅游产业并非唯一的驱动系统，金融发

展在两个产业系统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因此，将 α、

β 分别赋值为 0. 6 和 0. 4。并且在指标权重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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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反馈结果支持了 α= 0. 6，β= 0. 4。

D= C·槡 T，T=αU1+βU2 ( 4)

对于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标准，参考王永

明［11］等学者的研究规范，将协调度细分为十个等

级，共归为四大类，见表 1。

表 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 1 The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协调度 ( D) 协调等级 协调程度 协调度 ( D) 协调等级 协调程度

0. 00～0. 09 极度失调

0. 10～0. 19 严重失调

0. 20～0. 29 中度失调

低度协调

( 0. 00～0. 29)

0. 50～0. 59 勉强协调

0. 60～0. 69 初级协调

0. 70～0. 79 中级协调

高度协调

( 0. 50～0. 79)

0. 30～0. 39 轻度失调

0. 40～0. 49 濒临失调

中度协调

( 0. 30～0. 49)

0. 80～0. 89 良好协调

0. 90－1. 00 优质协调

极度协调

( 0. 80～1. 00)

为了测量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两个相互独立又

具有联系的系统耦合协调度，采用多项指标进行综

合化评价，其中金融发展借鉴龚燕与郭峥嵘［3］、吴

爱东和刘东阁［12］、俞思静和徐维祥［12］等研究成果，

选择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保费收入、金融

机构存贷比、金融业增加值等八项指标，构建成金

融产业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旅游产业借鉴高楠和

马耀峰等［14］已有评价指标，选取星级酒店数量、旅

行社数量、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外汇收入等八项指

标，作为旅游产业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2。

表 2 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The index and weight of financial industry system and tourism industry system

项目 评价指标 单位 权重

金融发展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 X11 ) 亿元 0. 1307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 X12 ) 亿元 0. 1553

保费收入 ( X13 ) 亿元 0. 1173

金融机构存贷比 ( X14 ) % 0. 1299

金融业增加值 ( X15 ) 亿元 0. 1256

上市公司数量 ( X16 ) 家 0. 1105

保险深度 ( X17 ) % 0. 1627

保险密度 ( X18 ) 元 /人 0. 0681

旅游产业

星级酒店数量 ( X21 ) 家 0. 0857

旅行社数量 ( X22 ) 家 0. 0898

旅游资源禀赋 ( 4A+5A) ( X23 ) 个 0. 1012

旅游外汇收入 ( X24 ) 万美元 0. 1555

入境旅游人数 ( X25 ) 万人次 0. 1282

国内旅游收入 ( X26 ) 亿元 0. 1210

国内旅游人数 ( X27 ) 万人次 0. 1709

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 ( X28 ) % 0.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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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的全国 31 个省际 ( 因统计口径等原

因，数据不包括港、澳、台) 金融与旅游产业的统

计数据来源于 2003－2015 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

国金融年鉴》以及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并辅以

各省级行政区的统计年鉴作为数据补充，对于部分

缺失值，根据已有数据的年均增长率做均值和插值

法处理。

三、金融发展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

根据前文各项公式得出金融业与旅游业的耦合

协调度和协调等级分类，具体结果见表 3。从时间

维度来看，2003－2015 年我国 31 个省市的金融发展

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断上升，耦合

协调等级从失调向协调转变，表明两个系统 13 年间

整体协调发展态势向好，两个产业间的协同效应逐

渐变强。2003－2007 年协调度在 0. 07 ～ 0. 17 之间，

处于极度失调与严重失调阶段，2008－2011 年协调

度在 0. 23～0. 49 之间，处于濒临失调与中轻度失调

阶段，2012－2015 年在 0. 47 ～ 0. 71 之间，除了河北

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其余各省均处于初级协调与中

级协调阶段。河北受到了北京、天津、山东等旅游

资源丰富、形象好的邻省市的影响，旅游产业发展

缺乏吸引力而陷于尴尬境地，导致旅游业滞后于金

融发展。江浙沪及山东、河南、重庆六个省市耦合

协调度发展水平较高，均达到了 0. 69 以上，实现了

中级协调。但所有时间段均无省份达到良好或优质

协调水平，两个系统间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尚未形

成，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从空间分布来看，随时间推进，“长三角地区”

的耦合协调度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的耦合情况在经济发展水平所

表现出的区域差异上有一定的反映。江浙沪作为经

济发达地区的代表，在产业结构调整、市场供给需

求、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城市化程度上始终走在

全国前列，同时多项政策试点先行也都在这些省份，

受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影响，市场力量得到充分发

挥，为旅游发展提供持续且充足的金融支持，同时

这些省份的旅游发展带来的收入、创汇效应和产业

关联效应又推动了金融发展。山东、河南和重庆作

为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市，充分发挥出了旅游产业的

关联带动作用，且金融发展能够提供并满足旅游产

业的发展所需资源，从而共同推进两个产业系统进

入良性发展通道，与江浙沪三省市连同形成了 “倒

V”型协调发展的空间状态。

表 3 2003－2015 年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耦合指标值及协调等级结果

Tab. 3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evaluation between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during 20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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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注: 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为十类: Ⅰ类为优质协调; II 类为良好协调; III 类为中级协调; IV 类为初级协调; Ⅴ类勉强协

调; 濒临失调Ⅵ; 轻度失调Ⅶ; 中度失调Ⅷ; 严重失调Ⅸ; 极度失调 X。

图 1 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子系统综合序参量均值

Fig. 1 The mean of the comprehensive order parameters of the subsystem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industry

根据两个产业的综合评价值 ( 见图 1) ，在滞后

系统中，金融滞后型与旅游滞后型省份数量之比为

5 ∶ 1，出现该比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存在大量制约

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因素，如金融配套设施

落后缺乏、金融产品单一片面、金融服务功能跟进

更新慢等，而无法满足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仅

有天津、安徽、江西、广东、重庆、四川、陕西 7
省 ( 市) 实现了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的有效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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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水平较高; 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等地虽然旅游市场活跃，旅游需求旺盛，但金

融市场与旅游产业交融深度不够，旅游业快速发展

的需求超过了金融产业对其的支持供给，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 20 个省份旅游业的发展; 只有河北、湖

北、云南、新疆 4 个省份属于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

表明这些区域的金融发展现状优于同时期的旅游产

业，可见旅游业对金融发展的贡献与带动作用微小，

并限制了金融发展服务旅游产业的积极性。整体而

言，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子系统良性的耦合协调机

制仍未在大部分省份形成。
四、金融发展和旅游产业耦合态势的作用机理

与驱动机制分析

( 一) 金融发展和旅游产业耦合态势的作用机理

金融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作用机理复杂，受

到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条件、社会人口因素和

政府决策行为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金融业与旅

游业相互作用的关系，构建金融业与旅游业交互发

展作用机理的理论框架 ( 见图 2) 。

图 2 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模型

Fig. 2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coupled development between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1. 金融发展对旅游产业的支持作用及面临的制

约因素

金融业嵌入了旅游产业发展的多个环节。从旅

游企业的角度来看，具体涉及信贷和融资、债券和

股权以及旅游保险等金融业务。金融行业通过提供

信贷投放与融资支持，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或金融市

场通过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发行，旅游企业得

到资金注入后可以在基础设施、企业规模上进行建

设、维护与升级。同时金融资金支持能够助推旅游

企业上市，增强旅游资本实力，提高抗风险的能

力［1］41，且保险公司提供保险产品确保旅行社等旅

游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从旅游消费者的角度

来说，金融旅游卡的流通使用、个人旅游信贷以及

线上预定与支付等都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首先，

银行推出与旅游消费活动相关的金融旅游卡，既可

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又为旅游消费者提供了

便利服务及优惠活动。此外，通过给旅游消费者的

信用评级做担保，提供个人信贷和旅游分期付服务，

对旅游出行率具有提升作用。保险行业针对各类旅

游出行活动推出多样化的保险产品，使旅游消费者

得以放心出游。再者，在旅游电子化过程中，旅游

消费者开通网银支付等线上金融服务功能可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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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然而，旅游企业因抵押物难以落实、放贷门

槛高，以及投资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等问题，在金

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信用体系缺乏和

融资环境困难等因素制约。

2. 旅游产业对金融发展的带动作用及面临的挑

战因素

旅游产业具有高关联度、强综合性的特征，容

易实现产业价值溢出到金融业。旅游产业规模扩张

或转变升级，要求金融规模相应扩大，例如景区里

增设 ATM 机、周边银行营业网点。金融市场逐步推

出新的金融制度，使之与旅游企业的审贷机制相匹

配，且旅游企业在获取所需贷款支持的审批过程中，

将促进金融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又因多数旅游企业

只拥有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因此金融市场根据旅游

产业特点开发出新的金融产品，增强了金融产品类

型的适用性。如金融产业依据乡村旅游扶贫战略创

新出的适合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融资、信贷等服务的

更具产业适应性的金融产品，实现了旅游金融衍生

品的丰富化和多样化。伴随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

金融制度的逐渐完备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连续增多，

金融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同时，旅游产业需

要金融机构提供不断的金融服务，使得金融人员服

务意识增强，服务水平提升，延伸了金融组织中业

务的广度与深度，功能得到升级与完善，金融工具

进一步合理配置与创新。尽管如此，由于旅游金融

产品存在供给单一、覆盖面不广等问题，金融产业

的创新能力不足，又因银行等金融机构习惯传统服

务方式，缺乏“量身定做”适合旅游企业的金融服

务，旅游产业金融服务僵化，成为旅游产业对金融

发展带动过程中的挑战因素。

3. 金融和旅游产业相互影响

来自经济、区位、社会和政策等外部因素对金

融和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也会产生影响。通常，经

济发展水平影响区域金融集聚程度的大小以及旅游

业的发展趋势和周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以

及旅游资源丰富的区域具有旅游产业发展的天然优

势，通过知名度高的旅游目的地的打造，可以赢得

金融业对旅游业持续有效的投入，形成良性循环的

耦合关系。政府对地方的人均财政支出和地均科技

投入等决策行为使得大众生活水平提升，产生更多

的出游动机，从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而科技发展

水平高的区域必然是金融资本高度集聚地，给旅游

业在智慧旅游方面提供技术支持。2016 年国务院印

发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

创新金融支持政策，并要求规范旅游业与互联网金

融合作，探索“互联网+旅游”新型消费信用体系。

旅游改革发展及金融支持战略等相关政策能够引导

旅游产业发挥乘数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

因此，响应国家相关支持政策的地区将会促进两产

业的健康发展，而落实响应慢的区域则抑制了两产

业的提质增效。人口集聚状况和人口城市化水平一

定程度上影响金融资本要素流动及旅游业带来的就

业机会。

( 二) 金融发展和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驱动机制

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

的金融和旅游产业互动发展的演变规律，综合上文

分析结果，从经济、区位、社会和政策因素分析影

响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态势的驱动机制。

1. 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预测了金融与旅游

两个产业间耦合协调水平的高度，但并非产业失调

的决定性因素

耦合结果印证，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三地

经济基础雄厚，各类生产要素流动便捷，第三产业

发达，领先达到中级协调水平，可见区域经济发展

是金融市场规模扩大、金融组织架构更合理完善以

及旅游企业扩张、旅游消费者需求增加的重要驱动

力。广东省的金融与旅游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与优

化的能力可以满足两个产业间的市场需求，使得产

业与当前技术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相适应，对金融与

旅游产业良性耦合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达到了

两个系统间的协调同步发展。

2. 地理区位条件和政府决策行为也是影响金融

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尽管北京、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但仍表现出金融滞后态势。而四川、重庆、

安徽、江西、陕西等区域经济基础不如京江浙沪，

却实现了系统间的协调同步发展，说明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耦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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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协调性越好。地处西部，坐拥独特、垄断性旅

游资源的四川是实现亚洲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

跨越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因为四川属于西南金融中

心，重庆毗邻四川，享受到产业的辐射作用与空间

溢出效应; 身处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安徽作为旅游资

源大省，实施 “旅游立省”的战略，并于 2011 年

颁布《支持旅游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省内银行

在 5 年内提供 300 亿贷款额度支持安徽省旅游业发

展; 国务院印发的 《2011－2015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

展规划纲要》以及 2012 年出台的 《关于支持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力地助推

了江西红色旅游的发展，同时江西金融机构积极提

供各类金融服务; 陕西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

源，并鼎力推进 “金融+互联网+旅游”融合发展。

金融与旅游业共生共荣，成就了四川、重庆、安徽、

江西、陕西省市两个系统间的同步发展。

3. 社会因素可导致金融与旅游产业发展失衡

全国有 20 个省份都呈现出金融发展滞后的耦合

关系，有 4 个省份表现为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一

方面说明该些区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还未产生大量

的推动力，未辐射到金融行业，另一方面说明区域

内旅游资源富集程度不高，金融发展对旅游业的支

持力度小、关注度低，故而金融与旅游产业系统在

融合协调过程中出现显著差异化的发展水平，不管

是金融机构的服务人员还是旅游企业的员工，受利

益驱使，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会不由自主地

向金融资源丰富、金融资本富足、旅游资源密集、

旅游产业发展程度高的区域流动和集聚，在金融劳

动力人才聚集的地方自然会优先创新出新的金融衍

生产品，制定出新的金融制度，形成更大的金融规

模等; 在旅游劳动力人才集聚之地，将为促进产业

结构有效升级做助推力。而金融资本更是将逐利性

的本质发挥到最大化。由于旅游产业具有投资成本

高、回报周期长、信贷抵押物难落实等特性，信用

体系缺乏、融资环境困难，从而在旅游产业系统呈

现出多省金融发展滞后的态势; 同理，若区域内缺

乏旅游劳动力、资本等资源集聚，旅游产业呈现低

水平发展，会导致金融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僵化、

创新能力不足。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金融发展与旅游产业两个子系统互相

协调作用，以 31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引入耦合评价

模型，构 建 两 个 产 业 的 耦 合 指 标 体 系，对 2003 －

2015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耦合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 1) 金融业与旅游业随时间推进，协调

作用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存在明显的耦合交互发

展特征，但在国家层面尚未形成良性耦合协调关系。

( 2 ) 金融业与旅游业区域间耦合 态 势 差 异 显 著，

“长三角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 3) 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条件、社会人口因素

和政府决策行为等是金融与旅游产业耦合态势地区

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不同要素的作用机理和效应

具有显著差异。

尽管江苏、浙江、上海、山东、河南、重庆等

地已形成“倒 V”型中级协调发展区，但各省市的

发展优势仍有差异，例如江浙沪三省市地理位置优

越，经济发达，具有金融、电商、轻工等产业优势，

而山东、河南、重庆相对缺乏区位与产业优势。因

此要加强耦合协调发展区之间的深度合作，进一步

突出协调发展区的区域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对于

低度耦合协调区域，各省市要采取 “协同并进”政

策，在推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提高金融产业集聚

水平。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借助丰富的自然人

文旅游资源，加强与沿海区域的合作，吸引发达地

区的投资引流，借鉴发展模式与经验。对于金融滞

后地区，应创新金融工具和融资手段，主动承接旅

游产业的辐射效应，营造良好的旅游业投融资环境，

利用旅游产业的创汇功能实现与金融业的产业关联

效应; 对于旅游滞后地区，应加大政策性旅游扶持

力度，金融业应开发出适用于旅游产业投资期长、

资金回笼慢的特点的金融产品，为旅游产业创造良

好的融资条件，提高金融资本在旅游产业中的配置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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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of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and Space and Driving Mechanism

WU Yuting，WU Ｒenxian

( School of Tourism，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Abstract: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ourism show a trend of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mod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03 to 2015，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ourism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coupling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industry． But the national
level has not formed the benign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 there are significant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trend betwee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ouris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played a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geographical location conditions，social population factors and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behavior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for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trend
between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ourism．
Key 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urism industry; space－time coupling; driv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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