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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与城市

发展耦合协调度评价研究

彭　飞１，马慧强２，韩增林１

（１．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２．山西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太原　０３１０００）

　　摘　　　要：文章从旅游水平、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城市环境四方面建立了滨海旅

游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辽宁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从

旅游发展水平来看，依次为：大连、丹东、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就城市发展水平

来看，依次为：大连、盘锦、营口、锦州、丹东、葫芦岛；② 大连、丹东属于城市化发展

滞后型，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为旅游发展滞后型；③ 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有

大连、丹东、锦州、盘锦，处于拮抗阶段的城市为营口，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为葫

芦岛；④ 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大连，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丹东，低水平耦

合协调阶段的有锦州、盘锦、营口，较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葫芦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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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旅游是现代城市的重要功能，也是当前

各地区推动城市化的重要选择［１］。旅游城市

化是城市化的一种模式，城市旅游在旅游城市

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两者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外学者 Ｍｕｌｌ

ｉｎｓ最早提出 “旅游城市化” （ｔｏｕｒｉｓｍｕｒｂ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的概念，认为旅游城市化是 ２０ 世纪

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建立在享乐的销

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并以澳大利

亚著名的旅游城市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为案

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对当地所产生的一系列

影响［３］。Ｈａｎｎｉｇａｎ将旅游城市化作为后现代

城市最生动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４］。美国

学者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引入 “区位商”概念，研究了

美国休闲城市和大都市城市的城市化特征［５］。

Ｊｕｄｄ等将旅游城市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旅

游城市 化、历 史 名 城、转 型 城 市）进 行 研

究［６］。国内关于旅游城市化的理论研究相对

滞后，陆林指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研究的重

要课题［２］；陆林、葛敬炳对旅游城市化的研

究进展进行了总结［７］；黄震方等以长江三角

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对旅游城市化问题进行

初步探讨［８］；王冬萍等以吐鲁番为例阐述了

旅游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作用［９］；朱等基

于旅游 “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 “旅游化”，

对桂林的旅游城市化进行研究［１０］；焦华富等

以九华山为例研究了旅游城市化的居民感知

研究［１１］；葛敬炳等对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的特

征及机理进行分析［１２］；麻学峰、徐?等以张

家界为例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旅游城市化对城

市发展的影响［１３］。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旅游与城市化概念界定特征和关系描述等定性

研究上，而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协调性

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单个城市的研究，针对

旅游系统与城市系统相互作用强烈的滨海地带

的研究尚待加强，基于此，本文借鉴物理学中

的耦合评价模型，探讨了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旅

游系统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发展的关系，对旅

游产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

实证研究，为我国滨海地区的旅游与城市发展

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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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２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辽宁沿海经济带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包括

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６个

沿海城市所辖行政区域，陆域面积５．６５ｋｍ２，

海域面积６．８ｋｍ２，海岸线长２９２０ｋｍ。该地

带集中了省内的优势旅游资源，大连、丹东、

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连成一片，形成中

国独有的滨海旅游城市群。２０１１年，辽宁沿海

经济带共接待国内外旅游者１３８１７．１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１５８３．２亿元，拥有星级以上宾馆

３００家，旅行社６６２家，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８５

个。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２０１１年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辽

宁省统计年鉴》。

２２　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评价

是对旅游发展与城市发展各个因素之间在演

化发展过程中良性互动关系和协调性关系的

定量评价。旅游发展主要是指一个城市的旅

游发展水平，直观体现在其旅游收入和接待

国内外旅游人数方面；城市发展是包含诸多

因素的综合概念，总的来看，它是指城市经

济、社会、环境的整体发展。城市旅游的发

展与城市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较高的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良好的城市环境都

是旅游发展的有力支撑，城市旅游的发展为

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流动，

有利于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从以上观点出

发，文章从旅游水平、经济水平、社会发展、

城市环境等４个因素入手并遵循指标选取的

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辽宁沿海经济

带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

系 （表１）。

表１　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维度层 因素层 指标层

滨海旅游与城市

发展耦合协调

旅游发展 旅游水平
旅游收入

接待入境旅游人数

城市发展

经济水平

市区ＧＤＰ

市区人均ＧＤＰ

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市区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社会发展

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城市化水平

市区年末实有出租车数

市区公共汽电车客运总数

市区职工平均工资

城市环境

市区园林绿地面积

市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市区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熵值法

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

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

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越

大；反之该指标的权重越小。熵值法能够克服

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以及多指标变量间信息

的重叠，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等研究领域［１４］。

熵值法的主要计算步骤有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

阵、数据标准化处理、计算熵值、差异性系数

级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等，最后得到第ｉ个样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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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综合功效：

犝犻＝
狀

犼＝１

狕犼狔犻犼 （１）

式中：狔犻犼 为数据标准化值，狕犼为权重。

３２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３２１　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 （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

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１５］。

旅游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存在着交互耦合

的关系，当旅游与城市系统之间相互配合、互

惠互利时，耦合为良性；当二者相互摩擦、彼

此掣肘时，耦合为恶性。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

耦合概念及其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

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

犆＝
犝１×犝２×…×犝狀

 犝犻＋犝（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犼

１／狀

（２）

式中：耦合度犆∈ ０，［ ］１ ，狀＝２，犝犻为各子系统

的综合功效，当犆＝０时，耦合度极小，系统之

间处于无关状态且向无序发展；当犆＝１时，耦

合度最大，系统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系统

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耦合度越大越好，反之

亦然。

３２２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综合了旅游发展和城市发展的

耦合状况以及两者所处的发展层次，反映了旅

游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整体协同效应，比耦合度

模型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广泛的应用性，

计算公式如下：

犜＝ α犝１＋β犝槡 ２ （３）

犇＝ 犆×槡 犜 （４）

式中：犜为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综合协调指

数，反映两者整体协同的效应或水平；犇 为

耦合协调度，且犇的值也在０～１之间；犆为

耦合度；α和β为待定系数，本文认为旅游发

展和城 市发展 都很 重 要，因 此 取α＝β＝

０．５；犝１ 和犝２ 为旅游发展和城市发展子系统

的综合功效。根据目前学术界主流的分段方

法即中值分段法以及研究需要分别将耦合度

和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表２）。

表２　耦合协调等级划分

耦合度Ｃ 耦合等级 耦合协调度Ｄ 耦合协调等级

（０，０．３］ 低水平耦合阶段 （０，０．１］ 较低水平耦合协调

（０．３，０．５］ 拮抗阶段 （０．１，０．３］ 低水平耦合协调

（０．５，０．８］ 磨合阶段 （０．３，０．５］ 较高水平耦合协调

（０．８，１］ 高水平耦合阶段 （０．５，１］ 高水平耦合协调

４　结果分析

根据熵值法计算公式、耦合度模型与耦合

协调度评价模型，结合源数据，得出辽宁沿海

经济带六所城市的旅游系统得分、城市系统得

分、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度、耦合协调

度，结果见表３。

表３　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城市 旅游系统得分 城市系统得分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大连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６ １．０００ ０．６９７

丹东 ０．２０６ ０．１９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１６

锦州 ０．１２１ ０．２７４ ０．９２３ ０．２９０

盘锦 ０．０９２ ０．３３０ ０．８２６ ０．２６８

营口 ０．０１６ ０．２９７ ０．４３７ ０．１２２

葫芦岛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１　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水平分析

由表３可以看出，辽宁沿海经济带就旅游

发展评价而言，大连最优，丹东其次，葫芦岛

最差。究其原因，大连是我国首批最佳旅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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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 “浪漫之都，时尚大连”而闻名。主要

有以海岛、海滨旅游产品、近代战争遗迹旅游

产品、城市风光旅游产品、旅游度假、温泉疗

养及其他专项旅游产品构成的产品体系，旅游

资源的丰度和价值均较高；哈大、沈大、丹大

高速铁路及公路、大连港口运输以及国际国内

航线为大连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同时，较好的政策优势，以及距离客源地较近

以上这些成就了大连在辽宁沿海经济带滨海旅

游的龙头地位。丹东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丹东风景秀丽，气候宜人，

旅游资源江、海、山、泉兼备，同时，特殊的

地缘条件，促进了其跨国旅游、边境旅游的发

展。而剩下的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四所

城市，由于旅游资源较大连缺乏竞争力，受旅

游屏蔽效应的影响，旅游发展水平欠佳。

据表３，可以看出，就城市系统发展水平而

言，大连最优，盘锦其次，葫芦岛最差。大连

是我国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也是全国

１４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辽宁省的重要沿海

港口城市，是东北的重要门户；也是东北亚地

区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区域

性金融中心；是东北振兴和辽宁沿海经济带的

龙头城市，经济实力雄厚，市政投资较大，故

城市发展水平居沿海经济带之首。盘锦市在沿

海经济带中，经济较为发达，以２０１０年为例，

其国内生产总值为９５０亿元，居全省第５位，通

过优化工业结构，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依托

国家政策扶持，其城市发展水平较高。葫芦岛

城市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与其经济发展水

平密切相关，以２０１１年为例，葫芦岛当年的国

内生产总值仅为６５０亿元，而同期的大连市的

国内生产总值仅为６１００亿元，相差甚远，同

时，作为沿海经济带上的一所年轻城市，其城

市发展水平尚需逐步提高。

根据旅游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得分制作成辽

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系统与旅游系统得分柱状图

（图１），沿海经济带六所城市又可以分为城市化

发展滞后型和旅游发展滞后型两种类型。其中，

大连、丹东属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型，其旅游发

展较快，城市发展略滞后于旅游发展水平，大

图１　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得分

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以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是

这两所城市今后发展的方向；锦州、盘锦、营

口、葫芦岛等４所城市为旅游发展滞后型，其

旅游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通过完善

交通，科学规划，加大旅游宣传力度和政策扶

持，是其努力的方向。

４２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表３计算得出的结果，结合表２的划分

标准进行分类。就耦合度而言，处于高水平耦

合阶段的城市有大连、丹东、锦州、盘锦；处

于拮抗阶段的城市为营口；处于低水平耦合阶

段的城市为葫芦岛。就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

城市来说，由于其旅游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水

平大致相当，旅游系统和城市系统耦合较好，

两系统呈现有序的状态；对于营口而言，旅游

系统对城市系统形成拮抗作用，两者耦合水平

欠佳；对于葫芦岛而言，其城市系统和旅游系

统二者呈现无序状态，耦合水平最低。

就耦合协调度而言，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

阶段的仅有大连，大连的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

耦合协调度为０．６９７，居六所城市之首，缘于其

发展水平较高的旅游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不断完善，二者实现了较好的互动发展，相互

促进，但其耦合协调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以实现城市与旅游系统的良性互动发展。处于

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丹东，丹东的旅游

业发展水平较好，城市建设相对滞后，旅游业

的发展对城市建设形成一定的压力，但相对于

研究区内的其他城市，丹东的旅游系统和城市

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仍居前列，继续完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化进程以满足旅游发

展的需要时其努力的方向。处于低水平耦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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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阶段的有锦州、盘锦、营口，这三所城市与

大连和丹东相反，城市的旅游滞后于城市发展，

导致耦合协调水平较低，这三所城市旅游发展

的潜力和前景巨大。处于较低水平耦合协调阶

段的为葫芦岛，葫芦岛无论是在旅游业发展还

是城市建设上，均不甚理想，旅游和城市两系

统处于失调状态，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扶

持旅游业发展，实现两者互动，是该市今后应

采取的措施。此外，大连与葫芦岛两市的旅游

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极差较大，说明辽

宁沿海经济带内旅游与城市系统的协调发展的

水平差异较大，通过因地制宜地采取合理措施

来缩小差距，实现区域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是

经济带内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５　结论和讨论

城市旅游和城市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互动

发展的关系。文章从旅游水平、经济水平、社会

发展、城市环境等４个因素入手并遵循指标选取

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辽宁沿海经济带

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通

过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辽宁沿海经济带滨海旅游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

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基本结论如下。

（１）从旅游发展水平来看，依次为：大连、

丹东、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就城市发展

水平来看，依次为：大连、盘锦、营口、锦州、

丹东、葫芦岛。根据旅游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水

平的匹配，大连、丹东属于城市化发展滞后型，

锦州、盘锦、营口、葫芦岛为旅游发展滞后型。

（２）就耦合度评价来看，处于高水平耦合

阶段的城市有大连、丹东、锦州、盘锦；处于

拮抗阶段的城市为营口；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

的城市为葫芦岛。就耦合协调度而言，处于高

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大连，较高水平耦合协

调阶段的为丹东，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有锦

州、盘锦、营口，较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的为

葫芦岛；辽宁沿海经济带内旅游与城市系统的

协调发展的水平差异较大，通过因地制宜的采

取措施来缩小差距，实现区域旅游与城市协调

发展是经济带内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３）目前旅游城市化的研究集中在了概念

界定、演化的动力机制、旅游城市化的模式及

特征、旅游城市化的影响等领域，而对于旅游

系统和城市系统作用强烈的滨海旅游地的研究

尚需加强，对滨海旅游城市的旅游与城市的相

互作用的强度测定，内在机理分析以及动态模

拟预测将成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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