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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研究

薛宝琪

(南阳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河南 南阳473061)

摘 要:以黄河流域8省(自治区)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评价指标体系,用耦合协调模型

对两系统时空耦合规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特征显著;旅游经济指数总体呈上升

趋势,空间上呈东高西低格局分布,比较稳定;生态环境指数变化较为复杂,分别呈 V型、倒 V型、递减、递增等趋势

变化,空间格局充满变数.两系统滞后类型交替呈现,前期旅游经济滞后型省区居多,后期生态环境滞后型省区居多;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空间上呈“下游高,上游低”东 西递减格局分布;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

合协调度空间总体差异逐渐缩小;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上中下游内省际差异贡献;上中下游内省际差异主要来自于

上游和中游省际差异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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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作为典型的环境依托型产业,生态环境不仅影响游客体验质量,同时制约旅游经济发展进

程[1].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国外

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重点关注旅游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随着研究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研
究内容涵盖了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旅游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旅游环境容量、旅游环境保护对策及旅游 环境

协调发展等领域[3],大多采用实例描述分析、投入产出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及生态足迹等方法进行研

究,很少直接从系统角度探讨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4].国内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主要来自地理学、管理学、经
济学等学科领域[5].近年来,从系统角度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不断增多,研究

尺度多集中于全国[6-7]、区域[8-9]、省域[10-11]和市域[12]层面,而从流域层面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相

对较少.此外,现有成果多从时间维度展开研究,缺乏从时空两个维度的研究.流域区是一种以水资源为联系

纽带的特殊区域,具有自然和经济双重特征,既是旅游资源富集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13].因此,本研究选

取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黄河流域8省(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从系统角度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旅游经济与

生态环境时空耦合规律进行研究,以期能为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参考.

1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机理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关联关系[14].两系统相互促进而协调发展为

良性耦合;相反,相互胁迫而难以协调则为恶性耦合.两系统相辅相成、和谐一致的良性耦合关系即为协调发

展关系.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大关联性很强的复杂系统,既相互促进又彼此制约,构成一个“旅游经济

生态环境”复合系统[15](图1).一方面,生态环境承载并制约旅游经济发展[16].生态环境资源禀赋是旅游经济

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改善和良性演替有利于目的地产品结构优化和形象提升;而生态环境的恶性演替、环
境污染和环境灾害则会阻碍目的地旅游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旅游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具有促进和胁迫作

用.目的地产品结构优化和形象提升,有助于提高旅游经济效益,进而使目的地有充裕资金投入环境建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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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过度开发和过多旅游污染物排放则会降低目的地生态环境质量,从而降低游客体验质量.此外,两
系统还存在信息反馈与响应的耦合关联.当两系统耦合协调响应反馈信息为正时,则会有鼓励旅游经济发展

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措施被使用,促使两系统向更优耦合方向发展[17];当两系统耦合协调响应反馈信息

为负时,则会有缓解两系统拮抗作用的相应措施被使用,促使两系统向好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战略

所涉及“黄河流域”的空间范围是黄河

所流经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

古、陕 西、山 西、河 南、山 东 等9个 省

区[18-19].但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依托黄

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发〔2014〕39号),四川整体上已

纳入长江经济带这一国家战略,且黄河

在四川境内仅流经阿坝、甘孜两个自治

州,人口和经济总量对黄河流域发展格

局影响都很有限[19].故本研究综合相关

成果以及行政区域的完整性[18-20],将黄

河流域的空间范围界定为不包含四川

的8个省级空间单元.同时,参考《黄河

年鉴》中提出的“自内蒙古托克托县河

口镇至河南荥阳桃花峪为黄河中游,自
桃花峪以下至入海口为黄河下游”的划

分标准[21],并考虑行政区划的完整性,
将青海、甘肃、宁夏划为黄河上游,将内蒙古、陕西、山西划为黄河中游,将河南、山东划为黄河下游.黄河流域

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一方面,黄河流域旅游资源富集,近年来旅游经济

增长迅速.截至2020年底,全流域共有A级旅游景区3435家(其中5A级旅游景区63家、4A级旅游景区

906家);旅游总收入从2008年的7014.03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44116.77亿元,年均增长高达20.19%.另
一方面,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局部环境污染严重.2018年137个水质断面中劣V类水占12.40%,远
高于6.7%的全国水平[22];污染源主要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行

业[23].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增长迅速,同时生态环境又十分脆弱.面临重大历史机遇和挑战,对黄河流域旅游经

济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进行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2.2 研究方法

2.2.1 综合评价指数模型

运用线性加权法测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公式如下:

Ui=∑
m

j=1
λijuij;∑

m

j=1
λij =1, (1)

式中,i=1,2;U1 为旅游经济指数;U2 为生态环境指数;uij为第i个子系统第j 项指标的功效系数;λij为指

标权重.采用阈值法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确定功效系数uij.
当uij为正效应指标时:

uij =
xij

max(xij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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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uij为负效应指标时:

uij =
min(xij

)
xij

, (3)

式中,xij 为第i子系统中的第j项原始指标值(i=1,2;j=1,2,…,m);max(xij),min(xij)分别为原始指标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标准化后,uij 取值在0~1范围内.
2.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结合综合评价指数,构建耦合度评价模型.公式如下:

C= (U1×U2)/(U1+U2)2, (4)
式中,U1,U2 分别为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鉴于耦合度(C)仅能揭示两系统相互作用的强弱程

度,难以揭示两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故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如下:

D= T×C,T=αU1+βU2, (5)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综合协

调指数,即综合评价值对两系统耦合

协调的贡献度;C 为耦合度;α 和β 为

待定权数.生态环境是旅游经济发展

的本底资源,在两系统互动关系中,应
当坚持生态优先原则,通过专家访谈

打分确定α 和β的值分别为0.4,0.6.
为清晰判定两系统耦合协调程度,参
考廖重斌的研究成果[24],采用均匀分

布函数法划分耦合协调度等级及类别

见表1.同时,比较两系统综合函数评

价值,可以将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为

3种滞后类型:旅游经济滞后型(U1<
U2)、两系统同步型(U1=U2)和生态

环境滞后型(U1 >U2).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及类别划分标准

Tab.1 Couplingcoordinationgradeandclassificationstandard

耦合协调度区间 协调等级 类型

[0.000,0.100) 极度失调 失调衰退类型

[0.100,0.200) 严重失调

[0.200,0.300) 中度失调

[0.300,0.400) 轻度失调

[0.400,0.500) 濒临失调 过渡类型

[0.500,0.600) 勉强协调

[0.600,0.700) 初级协调 协调上升类型

[0.700,0.800) 中级协调

[0.800,0.900) 良好协调

[0.900,1.000] 优质协调

2.2.3 均方差指数

为深入分析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各省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差异程度,在(5)式基础上,将黄河流域两系

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划分为上中下游间(区域间)差异和上中下游内(区域内)省际差异之和.公式如下:

S=S1+S2, (6)

S=∑
N

i=1
∑
Ji

j=1

(Dij -D)
n =∑

N

i=1

Ji(Di-D)2

n +∑
N

i=1
∑
Ji

j=1

(Dij -D)
n . (7)

式中,S 为总体均方差指数;S1 为上中下游间均方差指数;S2 为上中下游内均方差指数;Di 为i区域所有省

区耦合协调度均值;D 为所有省区耦合协调度均值;Dij 为i区域第j省区耦合协调度;N 为区域个数;Ji 为

第i个区域内所含省区个数;n为黄河流域省区总数.此外,可以分别用S1,S2除以S得出上中下游间差异与

上中下游内省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
2.3 数据来源

依据 两 系 统 耦 合 作 用 机 理,遵 循 科 学 性、系 统 性 以 及 数 据 可 得 性 等 原 则,参 考 相 关 研 究 成

果[6-12,16-17,25-28],结合黄河流域实际情况,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用较为客观的熵

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表2).两系统共有22个指标,其中数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者为正效应指标,
数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有利者为负效应指标[29].各项指标原始数据源于2009-2020年《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副本)、各省区《统计年鉴》,并以各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环境统计报告》数据作为补充.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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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评价指标及权重

Tab.2 Evaluationindexandweight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类型

旅游经济子系统 产业规模 规模以上旅游企业数/家 0.0130 正

民用载客汽车拥有量/万辆 0.2035 正

旅游从业人员数/万人 0.0358 正

产业效益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0.2630 正

入境创汇收入/万美元 0.0572 正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 0.1875 正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 0.0293 正

产业贡献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0.1348 正

旅游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0.0594 正

旅游从业人员占比/% 0.0164 正

生态环境子系统 环境状态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0.0224 正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119 正

森林覆盖率/% 0.0114 正

人均水资源量/m3 0.0263 正

环境压力 废水排放总量/万t 0.1153 负

废气排放总量/亿m3 0.1381 负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t 0.1149 负

环境响应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0.1154 正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亿元 0.1011 正

空气质量达到极好于二级天数/d 0.0678 正

地质灾害防治投资额/万元 0.2478 正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276 正

3 两系统发展指数时空特征

依据(1)~(3)式计算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两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及其在2008-2011年、

2012-2015年、2016-2019年3时段的均值,并比较判断其滞后类型,见表3.利用SPSS23.0软件包对每一

阶段两系统发展指数均值进行双侧相关性分析检验,结果发现各阶段均值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767
(2008-2011年),0.895(2012-2015年)和0.843(2016-2019年),说明两系统显著正相关,存在“互动互

促、协调发展”的耦合关系.
表3 发展指数比较

Tab.3 Comparisonofdevelopmentindexes

地区
2008-2011年

U1 U2 DS

2012-2015年

U1 U2 DS

2016-2019年

U1 U2 DS

青海 0.2905 0.5367 旅游 0.4541 0.6071 旅游 0.8034 0.5047 生态

宁夏 0.3330 0.4554 旅游 0.4987 0.7087 旅游 0.8114 0.6441 生态

甘肃 0.2571 0.4713 旅游 0.4227 0.4190 生态 0.7666 0.5973 生态

陕西 0.2964 0.3653 旅游 0.4849 0.5425 旅游 0.8024 0.5163 生态

内蒙古 0.3272 0.6156 旅游 0.4940 0.4106 生态 0.8196 0.3682 生态

山西 0.3157 0.4634 旅游 0.4857 0.6832 旅游 0.7516 0.7791 旅游

河南 0.4065 0.8244 旅游 0.5665 0.7077 旅游 0.8389 0.5280 生态

山东 0.4331 0.6729 旅游 0.6224 0.7674 旅游 0.8741 0.6169 生态

  注:U1 为旅游经济指数均值,U2 为生态环境指数均值,DS 为滞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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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发展指数时序特征

由表3可知,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旅游经济指数总体均呈上升态势.从3个阶段来看,山东指

数值一直最高,2008-2011年、2012-2015年两个时段甘肃的指数值最小,2016-2019年山西的指数值最

小.从指数增幅来看,甘肃的增幅最大,2019年较2008年增长4.28倍,山东的增幅最小,2019年较2008年增

长2.68倍,按增幅大小排序为陇、陕、青、内蒙古、晋、宁、豫、鲁.可见,黄河流域各省区都非常重视旅游业发

展,各省区旅游经济发展差距正逐渐缩小.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环境指数变化比较复杂.从

3个阶段(表3和图2)来看,青海、宁夏、陕西、山东4省区生态环境指数呈先增后减的倒V型变化;甘肃呈

先减后增V型变化;内蒙古、河南两省区呈递减变化;山西则呈递增变化.可见,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环境指

数变化多端、波动较大,各省区生态环境质量差距较大.除山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外,其他7省区均呈波

动下滑态势.
比较发现,2008-2011年8省区均

为旅游经济滞后型,生态环境改善优于

旅游经济发展;2012-2015年除甘肃、
内蒙古旅游经济发展超越生态环境改善

外,其他6省区依然为旅游经济滞后型,
生态环境改善依然优于旅游经济发展;

2016-2019年除山西外,其他7省区均

为生态环境滞后型,旅游经济发展均超

越生态环境改善.可见,随着黄河流域各

省区旅游经济发展动能的释放,生态环

境质量则越来越堪忧.
3.2 发展指数空间特征

由表3可知,黄河流域各省区旅游

经济指数呈东高西低格局分布且比较稳定,空间极化趋势明显.2008-2011年和2012-2015年两个时段旅

游经济指数均值大小排序均为鲁、豫、宁、内蒙古、晋、陕、青、陇,其中山东均值最大,甘肃均值最小;2016-
2019年以上格局演变为鲁、豫、内蒙古、宁、青、陕、陇、晋,山东均值依然最大,山西均值则变为最小.总体来

看,全流域旅游经济指数高值区极化于东部(山东、河南),低值区极化于西部(山西、甘肃),东高西低,由东向

西呈递减态势.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环境质量在不同时段空间差距较大,且极不稳定.2008-2011年生态环

境指数均值大小排序为豫、鲁、内蒙古、青、陇、晋、宁、陕,河南均值最大,陕西均值最小,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2.3倍;2012-2015年以上格局演变为鲁、宁、豫、晋、青、陕、陇、内蒙古,山东均值最大,内蒙古均值最小,最
大值是最小值的1.9倍;2016-2019年又演变为晋、宁、鲁、陇、豫、陕、青、内蒙古,山西均值最大,内蒙古均值

最小,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1倍.
综上可知,黄河流域旅游经济指数呈东高西低格局分布,两极分化明显,空间格局相对稳定;而生态环境

指数在不同时段空间格局充满变数,高值区与低值区分布差异较大,且极不稳定.

4 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

依据(4)式与(5)式计算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其在2008-2011年、

2012-2015年、2016-2019年3个时段的均值,并用SPSS23.0对3个时段耦合协调度均值进行层次聚类

分析,将耦合协调度均值由高到低划分为4个等级.见表4.
4.1 耦合协调度时序特征

由表4可知,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呈缓慢增长态势,但耦合协调绝对等

级偏低.从3个时段来看,山东均排在前列,甘肃排最后.从变化幅度看,2012-2015年至2008-2011年宁夏

最大、内蒙古最小,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增加了24.2%和2.5%;2016-2019年至2012-2015年内蒙古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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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南最小,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增加了17.9%和1.0%.从等级类别看,2008-2011年仅有河南、山东达

到勉强协调阶段,其他6个省区均处在濒临失调阶段;2012-2015年达到勉强协调阶段的省区由2个增至

6个,同时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的省区减少至2个;2016-2019年山东协调等级又上一个台阶,达到初级协调

水平,其他7个省区均为勉强协调水平.总体来看,除了山东实现从过渡类型向协调上升类型转变外,其他省

区均没有达到高层次协调阶段,未来两系统耦合协调程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表4 耦合协调度等级及聚类结果

Tab.4 Couplingcoordinationgradeanditsclusteringresults

地区
2008-2011年

D1 协调等级 聚类

2012-2015年

D2 协调等级 聚类

2016-2019年

D3 协调等级 聚类

青海 0.4520 濒临失调 Ⅲ 0.5158 勉强协调 Ⅲ 0.5497 勉强协调 Ⅳ

宁夏 0.4435 濒临失调 Ⅲ 0.5518 勉强协调 Ⅱ 0.5905 勉强协调 Ⅱ

甘肃 0.4091 濒临失调 Ⅳ 0.4582 濒临失调 Ⅳ 0.5022 勉强协调 Ⅳ

陕西 0.4205 濒临失调 Ⅳ 0.5000 勉强协调 Ⅲ 0.5478 勉强协调 Ⅳ

内蒙古 0.4689 濒临失调 Ⅱ 0.4807 濒临失调 Ⅳ 0.5669 勉强协调 Ⅲ

山西 0.4448 濒临失调 Ⅲ 0.5444 勉强协调 Ⅱ 0.5948 勉强协调 Ⅱ

河南 0.5294 勉强协调 Ⅰ 0.5616 勉强协调 Ⅱ 0.5672 勉强协调 Ⅲ

山东 0.5554 勉强协调 Ⅰ 0.5926 勉强协调 Ⅰ 0.6167 初级协调 Ⅰ

  注:D1,D2,D3 分别为3个时段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Ⅰ,Ⅱ,Ⅲ,Ⅳ为层次聚类的4个等级(Ⅰ类为极其显著,Ⅱ类为较显著,Ⅲ类

为较不显著;Ⅳ类为极不显著).

4.2 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

由表4可知,山东在3个时段内一直处于极其显著水平(Ⅰ类区).作为黄河流域唯一的一个沿海省份,
山东将在旅游业规模和效益、生态环境状态和响应等多因素正向影响下,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在各

省区中发挥着“引领效应”.山西、宁夏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在第一时段处在较不显著的Ⅲ类区,在第二时段从

Ⅲ类区跃升至Ⅱ类区并最终保持在Ⅱ类区,说明山西、宁夏两系统耦合协调度逐步强化.河南在第一时段处

于极其显著的Ⅰ类区,在第二和第三时段从Ⅰ类区分别跌至Ⅱ类区和Ⅲ类区,说明河南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在

逐步弱化.青海在第一和第二时段处于Ⅲ类区,在第三时段跌至Ⅳ类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也在弱化.内蒙古

第一时段处于Ⅱ类区,第二时段跌至Ⅳ类区,第三时段又升至Ⅲ类区;陕西第一时段处于Ⅳ类区,第二时段跃

至Ⅲ类区,第三时段又跌至于Ⅳ类区,内蒙古、陕西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极不稳定.甘肃则在3个时段均处在极

不显著的Ⅳ类区域,其向优质耦合协调演进之路依然漫长.
从上中下游差异看,下游耦合协调显著水平高于中游,中游耦合协调显著水平高于上游,呈现“上游低,

下游高”的东 西递减格局.在研究时段内,Ⅰ类、Ⅱ类、Ⅲ类和Ⅳ类区在上、中、下游出现的总频次比分别为

0∶0∶4,2∶3∶1,3∶3∶1,4∶3∶0,说明在高等级显著水平上上中下游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其中

下游的山东、河南4次处在Ⅰ类区,河南1次处在Ⅰ类区、1次处在Ⅱ类区、1次处在Ⅲ类区,没有Ⅳ类区,可
见下游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分布极不均衡;中游的内蒙古、陕西、山西分别有3次处在Ⅱ类区、3次处在Ⅲ类区

和3次处在Ⅳ类区,中游两系统统耦合协调度分布相对较为均衡,但层次较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上游的

青海、甘肃、宁夏分别有两次处在Ⅱ类区、3次处在Ⅲ类区和4次处在Ⅳ类区,上游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分布也

相对均衡,但层次更低.
4.3 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及分解

依据(6)式和(7)式计算2008-2019年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均方差并对其进行分解,见表5.由
表5可知,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均方差指数S 呈波动下降趋势,表明各省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

总体差异正逐步缩小.除2008,2009年外,上中下游间均方差指数(S1)均小于上中下游内均方差指数(S2),
说明除2008,2009年上中下游间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较大外,其他年份上中下游内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均

占绝对优势.从上中下游省际均方差指数看,上游、中游省际差异对上中下游内差异贡献均在九成以上,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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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游内差异主要来自于上游和中游省际差异的贡献,其中除2008-2009年、2011-2013年上游省际差

异贡献大于中游贡献外,其他年份上游省际差异贡献均小于中游贡献;而下游省际差异贡献则相对较小,其
对上中下游内差异的贡献最高不超过10%.可见,上游和中游省际差异决定了上中下游内差异(S2)的整体

走势;与下游相比,上游和中游两系统耦合协调均衡度明显弱得多.
表5 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分解

Tab.5 Spatialdifferencedecompositionof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

年份 S1 G/%
上游

S2上游 G/%

中游

S2中游 G/%

下游

S2下游 G/%
S2 G/% S

2008 0.0326 89.0 0.0003 7.0 0.0005 1.2 0.0001 2.7 0.0040 10.9 0.0366

2009 0.0334 97.7 0.0004 1.2 0.0003 0.9 0.0001 0.2 0.0008 2.3 0.0342

2010 0.0054 26.7 0.0036 17.8 0.0106 52.5 0.0006 2.9 0.0148 73.3 0.0202

2011 0.0027 12.9 0.0130 62.2 0.0044 21.1 0.0009 4.2 0.0182 87.1 0.0209

2012 0.0039 19.4 0.0094 46.8 0.0058 28.9 0.0001 0.5 0.0162 80.6 0.0201

2013 0.0075 41.0 0.0073 39.9 0.0029 15.8 0.0006 3.4 0.0108 59.0 0.0183

2014 0.0062 26.8 0.0020 8.7 0.0142 61.5 0.0007 2.9 0.0169 73.2 0.0231

2015 0.0007 3.2 0.0078 35.1 0.0118 53.2 0.0019 8.5 0.0215 96.8 0.0222

2016 0.0028 12.1 0.0050 21.6 0.0139 59.9 0.0015 6.4 0.0204 87.9 0.0232

2017 0.0013 7.6 0.0023 13.5 0.0132 77.6 0.0003 1.3 0.0157 92.4 0.0170

2018 0.0016 28.6 0.0008 14.3 0.0031 55.4 0.0001 1.7 0.0040 71.4 0.0056

2019 0.0008 23.7 0.0005 18.7 0.0014 53.8 0.0001 3.8 0.0026 76.3 0.0034

  注:G 为贡献率.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第一,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特征显著.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两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互动互

促且彼此制约,使两系统发生关联,形成一个复合系统———旅游经济 生态环境系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成

为该复合系统良性运转的保证.
第二,黄河流域两系统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大,且滞后类型交替呈现.2008-2019年各省区旅游经济指

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空间极化特征明显,呈东高西低格局分布且稳定.黄河流域各省区都很重视旅游业发展,
各省区旅游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环境指数变化则较为复杂,分别呈

V型、倒V型、递减、递增等趋势变化;不同时段生态环境质量差距较大且极不稳定,空间格局充满变数.随
着时间推移,两系统滞后类型交替呈现,2016年以前旅游经济滞后型省区占据多数,生态环境作为旅游业发

展的本底资源,对旅游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2016年以后生态环境滞后型省区占据多数,并且省

区间生态环境质量差距较大.随着黄河流域各省区经济发展动能的不断释放,各种产业(包括旅游业)发展对

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堪忧,如不改变现有的生态观和环境资源观,继续毫无

节制地使用生态资源和污染环境,经济(包括旅游)终将因失去其发展基础而停滞不前.
第三,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呈现“下游高,上游低”东 西递减格局分布,但绝对等级偏

低.下游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但极不均衡,上游和中游耦合协调水平相对均衡但层次较低.多数省区仍然处于

过渡类型阶段,仅有山东迈入更高层次的协调上升阶段.从各省区情况看,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交叉

波动状态,其中山东一直保持极其显著水平,山西、宁夏显著水平逐步强化,河南显著水平逐步弱化,内蒙古、
山西显著水平极不稳定,甘肃一直处于极不显著水平.今后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仍有较大提升

空间.
第四,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空间总体差异显著且逐渐缩小.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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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内省际差异的贡献,除个别年份外,上中下游间差异对流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贡献较小.上中下游内

省际差异主要来自于上游和中游省际差异的贡献,下游的贡献则很小,最高不超过10%.
5.2 建议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存在一种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必须辩证地处理两系统的关系,充分发挥两

者相互作用的正向效应,规避负面效应,扎实推进两系统协调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获得旅游经

济发展的“金山银山”,首先要保护好流域内的“绿水青山”.因此,必须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认真研究黄河上中下游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协同推进流域内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只有保护好流域内

的“绿水青山”,才能赢得旅游业发展的“金山银山”.依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黄河上游省区应

重点做好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中游省区应重点做好水土流失治理及支流污染治理,下游省区

应重点做好湿地保护和修复等工作.筑牢旅游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之基,有了“绿水青山”,不怕没有“金山银

山”.同时,充分发挥旅游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保护“绿水青山”提供资金支持.旅游业是重要

的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很大优势[30].积极推进旅游发展与文化建设、生态

保护、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能更好地促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31-32].黄河沿线各省

区要紧紧把握国家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积极推进文旅融合,依托流域内

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发展黄河文化旅游,塑造“中国·黄河”整体形象,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品牌;积极推进旅

游与生态融合,依托流域内高山、湖泊、草原、湿地、冰川、峡谷、平原等自然生态景观发展生态旅游,变“绿水

青山”为“金山银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沿线乡村振兴;积极推进旅游与城市融合,依托流域内古都、古
城发展城市旅游,保护和传承城市历史文脉;积极推进旅游与乡村融合,依托流域内名村、名镇和乡村旅游示

范村发展乡村振兴游,宣传推荐流域内质朴纯真的乡土文化;实施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建设黄河国家文

化公园.旅游发展要在统筹推进流域内山水田林湖草沙环境污染协同治理前提下进行,做好环境承载力评估

和容量控制,尽量发展小规模、低密度、低影响、深体验、绿色化旅游,促进各省区社会经济发展,为流域生态

保护和环境治理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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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spatio-temporalcouplingoftourismeconomyand
ecologicalenvironmentintheYellowRiverbasin

XueBaoqi

(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Tourism,NanyangNormalUniversity,Nanyang473061,China)

Abstract:Thispaperusesthecouplingevaluationmodeltostudyspatio-temporalcouplinglawbetweentourismecono-
mysystemandecologicalenvironmentsystembyconstructingtheevaluationindexsystemof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
basedon8provincesintheYellowRiverbasin.Theresultshowsthatthecouplingandcoordinateddevelopmentcharacteristics
ofthetwosystem(tourismandenvironment)areremarkable.Thetourismeconomicindexshowsanupwardtrendasawhole
andisdistributedspatiallyhighintheeastandlowinthewestwhichisrelativelystable.Butthechangeofecologicalenviron-
mentindexiscomplex,whosetrendisV-type,orinvertedV-type,orlineardecreasing,orlinearincreasinganditsspatialpat-
ternischangedconstantly.Thelagtypesoftwosystemappearalternately,thetourismeconomysystemlagsbehindinmuch
moreprovincesintheearlystagean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systemlagsbehindinthelaterstageinmuchmoreprovinces.
Thedegreeofcouplingandcoordinationbetweentourismeconom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hasbeencontinuouslyimproved
andisdistributedspatiallyinaneast-westdecreasingpatternof"highdownstreamandlowupstream".Theoverallspatialdiffer-
enceof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tourismeconom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isgraduallynarrowing,which
mainlycomesfromthecontributionofinterprovincialdifferencesintheupper,middleandlowerreaches.The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intheupper,middleandlowerreachesmainlycomesfromthecontributionoftheinterprovincialdifferenceinthe
upperandmiddlereaches.

Keywords:tourismeconomy;ecologicalenvironment;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YellowRiver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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