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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存在联动发展耦合机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旅游会成为城镇化的重

要驱动因素，城镇化也会为旅游品质和效益提升提供资源和服务保障。为分析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

关系，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综合城镇化率和综合旅游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法计算

四川省综合城镇化率和旅游发展综合指数，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市州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程度及其空

间差异。结果表明: 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总体较低且区域差异较大，旅游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化水

平，除川西山区城镇化率滞后于旅游发展，其他市州旅游发展均滞后于城镇化。区域地理区位、地形及其相关的城

镇空间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比较优势是影响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建议根据旅游

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空间差异，在不同类型地区实施差异化的旅游与城镇化互促发展策略。在城镇化水平较高

地区应进一步强化旅游功能，通过城市核心区都市旅游提档升级促进城市品质提升和空间人性化，通过城市郊区

游憩带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加强新农村社区建设。在山区应充分发挥其资源比较优势，把握国家

政策机遇，通过发展旅游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水平提升。
关键词: 城镇化; 旅游; 耦合协调度; 空间差异;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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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城镇化与旅

游两个系统会产生互促关系。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

够吸引大量旅游者，而且会形成劳动力、资本等各类

生产要素向旅游地集聚效应，促使旅游中心地人口、
经济、社会和土地的城镇化［1］，研究者将这一现象

称为“旅游城镇化”［2 － 3］。城镇旅游也是现代旅游

最重要的主题之一［4］。城镇既是旅游业最大的客

源市场，也是大众旅游时代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

镇化过程带来的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

的改善，能够促进旅游业发展［5］，特别是结合传统

民居和特色地方文化而进行的特色小镇建设，使一

些城镇成为了旅游吸引物。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

始，学界针对城镇化与旅游的相互关系开展了大量

研究，主要包括旅游驱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推动旅

游业发展、城镇化与旅游的相互关系等［6 － 9］。城镇



化和旅游的空间关系相关研究表明，城镇化的规模、
质量和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溢出效

应［10］。随着研究的深入，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耦合

关系开始受到关注。一些研究指出，我国东部发达

地区旅游业与城镇化经历了从胁迫、促动到耦合协

调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高度协调的区域特征［11］; 西

部地区旅游与城镇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偏低，空间差

异显著［12］。学者们认为，从其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质

属性上分析，旅游具有驱动城镇化发展的必然性: 人

们的旅游需求对城镇化产生拉动作用，而旅游供给

能力的提升则会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地理区位、
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资源的比较优势、政
府的政策支持、私人企业和旅游消费者的参与等也

是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综上，

国内外学界在关于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的互促关

系、协调度及其空间差异和驱动因素方面已经有了

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综合考虑地形因素及其造

成的山区城镇空间特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

区域旅游本底资源等因素，分析旅游业与城镇化耦

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性的研究还较为鲜见。本研

究在计算四川省各市( 州) 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和

综合旅游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对旅游与城镇化耦合

协调度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并从地形、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旅游资源基础条件和相关政策等角度出

发，多层次分析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

的影响因素和二者协同发展的策略。

1 研究区概况

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幅员 48． 6 万

平方千米，山地、丘陵、高原地形面积广大( 图 1 ) 。
2015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30 103． 1 亿元，居

全国第 6 位，西部地区第 1 位。人均 GDP 36 836
元，比上年增长 7． 2%。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 12． 2
∶ 47． 5∶ 40． 3，分别贡献了经济增长的 5． 0%、53． 9%
和 41． 1%。辖 18 个市和 3 个民族自治州，2015 年

末全省常住人口 8 204 万，城镇化率 47． 69%。

2 数据获取与处理

涉及综合城镇化率计算的相关数据根据《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 2016》、《四川省统计年鉴 2016》、《中

图 1 四川省地形图

Fig． 1 Topography of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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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2015》。旅游业各项指标数据

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2016》及四川省旅游局

有关资料。地理空间数据方面，选用 DEM 数据为地

球电子地形数据 ASTEＲ GDEM，基本格网单位大小

为 30m x 30 m，基本比例尺 1∶ 10 万。
空间数据处理方面，运用 ArcGIS 软件对四川省

行政区划图进行栅格化处理，将得到的矢量数据离

散化到行政单元上作为空间单元，对空间数据与经

济数据进行匹配分析。经济数据处理方面，将四川

省各市( 州) 城镇化及旅游业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后计算综合旅游发展指数和综合城镇化率，计算结

果与数字化后的空间数据进行合成，形成空间统计

数据。

3 研究方法

3. 1 综合城镇化率指标体系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业在空间上形

成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又引起各类生产要素在有

限空间上的高度组合，从而促成了城镇的形成。城

镇化表现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业经济向非

农业经济、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以及传统乡村生活

向现代城市社会生活转化的过程，具体形式包括农

村转变为城镇、城镇规模的扩张、城镇质量的提升、
城镇空间结构重组、城镇转型和功能转变等方面内

容，涵盖了人口、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空间等各个

层面。在鉴前人研究成果［13 － 16］，根据城镇化的内涵

特征，从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四个维度出发构建

综合城镇化率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主要反

映人口非农化和人口聚集的过程; 经济城镇化主要

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非农化转变; 土地城镇化

主要通过景观与交通表征城镇化的过程; 社会城镇

化主要通过公共服务水平表征生活方式的转变。根

据这四个维度，确定了 15 项具体指标( 表 1) 。
3. 2 综合旅游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从系统论角度考虑，旅游不是孤立的活动，旅游

活动本身由系统结构组成的，也处在不断变化的系

统环境之中，受系统环境的影响。旅游系统的各组

成要素通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目标是要实现旅游价值。在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7 － 19］基础上，全面衡量资源条

件、市场需求、支撑条件和发展潜力等能够较大程度

反应区域旅游发展水平的四个维度，构建综合旅游

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其中，旅游资源条件主要反映

区域内旅游景区的数量与质量，用以表征旅游资源

比较优势; 旅游支撑条件主要反映区域内旅游服务

的水平，酒店和旅行社的数量与质量则是旅游服务

业最重要的指标; 旅游市场需求主要反映旅游客源

的数量与结构及区域的旅游收入水平; 旅游发展潜

力通过旅游产值表征旅游业的竞争力水平。根据这

四个维度，确定了 16 项具体指标( 表 2) 。

表 1 综合城镇化率测度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ystem of the composite urbanization rate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权重

城市化水

平综合测

度体系

人口城

镇化

经济城

镇化率

土地城

镇化率

社会城

镇化率

城镇人口比重( % ) 0． 0116

城镇人口规模( 万人) 0． 0209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数( 万人) 0． 0059

人口密度( 人 / km2 ) 0． 006

人均 GDP( 元) 0． 1755

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 0． 1839

二三产业产值比重( % ) 0． 0019

二三产业 GDP 密度( 万元 / km2 ) 0． 1101

建成区面积( km2 ) 0． 0487

人均绿地面积( m2 /人) 0． 0819

人均道路面积( m2 /人) 0． 0725

人均用水量( m3 /人) 0． 1374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人 /万人) 0． 1413

万人拥有医生数( 人 /万人) 0． 0018

万人拥有床位数( 人 /万人) 0． 0006

表 2 综合旅游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Tab． 2 Index system of the composite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权重

旅游发展

综合测度

体系

旅游资源条件 A 级旅游景区数 0． 0083

4A 景区数 0． 0194

5A 景区数 0． 0752

旅游支撑条件 星级酒店数 0． 0130

3 级以上星级酒店数 0． 0385

5 星级酒店数 0． 0485

星级酒店床位数 0． 0126

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员 0． 0156

旅行社数 0． 0058

旅游市场需求 国内游客人数( 万人次) 0． 1809

国内旅游收入( 万元) 0． 2022

入境人数( 万人次) 0． 0342

旅游外汇收入( 万元) 0． 0521

旅游发展潜力 人均旅游产值 0． 1939

旅游产值比重( % ) 0． 0611

旅游产值密度( 万元 /平方公里) 0． 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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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综合城镇化率与综合旅游发展指数的计算

用熵权层次分析法计算四川省各市州综合城镇

化率 U 和综合旅游发展指数 T。其计算的具体步骤

为:

将决策问题的有关元素分解成目标层( 即系统

层) 、准则层( 即子系统层) 和指标层三个层次。通

过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熵值法是一种客观

赋权法: 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指标值间的差距，差距

越大，则该在综合评价中的影响越大，权重也就越

大; 反之，指标间差距越小，则该在综合评价中的影

响越小，相应的权重也就越小; 如果指标间的差异为

零，则表明在综合评价中不起作用。用熵权法确定

权重的具体步骤为:

①为了避免求熵值时对数的无意义，进行数据

了的非负数化处理:

数据越大越好的正向指标:

Xij = ( Xij － min{ Xij } /max{ Xij } － min{ Xij } ( i =
1，2，…，m，j = 1，2，…，n) ( 1)

数据越小越好的负向指标:

Xij = ( max{ Xij } － Xij /max{ Xij } － min{ Xij } ( i =
1，2，…，m，j = 1，2，…，n) ( 2)

其中，Xij 为为第 i 个方案第 j 个指标的数值，m
为方案个数，n 为指标个数，Xij为处理后的值。

②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方案占该指标的比

重: Yij = Xij /∑
m

i = 1
Xij ( 3)

③根据熵的定义，确定评价指标的熵值: ej = －

∑
m

i = 1
Yij lnYij ( 0≤ej≤1) ( 4)

④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ki = 1 －
ej
lnm

( 5)

⑤进而得熵权: wj =
kj
∑kj

( 6)

⑥计算各方案的综合得分: Sij = wiXij ( 7)

根据上述步骤，分别计算出综合城镇化率与综

合旅游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中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

( 表 2、3 ) ，并计算出四川省各市州综合城镇化率

( U) 与综合旅游发展指数( T) 。
3. 4 旅游发展与城镇化率耦合协调度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

模型，构建旅游产业与城镇发展耦合度函数［10 － 12］，

表达式为:

C = ( U × T) ÷ ( U + T) ( U + T槡 ) ( 8)

其中，C 为旅游与城镇化两个系统的耦合度，U
为综合城镇化率，T 为综合旅游发展指数。C∈( 0，

1) ，值越大耦合度越高。耦合度主要反映系统间相

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会出现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

都较低时耦合度会较高的情况，无法真实反映旅游

与城镇化发展的协同程度［20］。因此，需引入反映系

统协调状况优劣的指标———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

度反映系统及各要素之间良性耦合的程度，耦合协

调度越高，则系统之间或组成系统的诸要素之间的

一致性越高。旅游与城镇发展耦合协调度的表达示

为:

D = ( C × Z槡 ) Z = αU + βT ( 9)

其中，Z 为旅游与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D 表示

二者的耦合协调度，α、β 分别是二者的权重，同样用

熵权法确定 α 和 β 分别为 0． 489、0． 511。

4 研究结果

4. 1 四川省综合城镇化率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 图 2、图 3 ) 表明，四川省城镇化综合

发展水平最高的是成都市，其次是攀枝花市; 最低的

是川西甘孜、凉山、阿坝三个民族自治州以及川东的

巴中市。四川省综合城镇化率总体上呈现由成都平

原向周边山区递减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山

区总体上是全省城镇化的低地，而攀枝花市以资源

开发立市，是典型的工业城市，人均 GDP 全省第一，

成为该区域乃至全省的城镇化高地，甘孜、阿坝、凉
山三州是典型的山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其城镇化率水平也直观反映了该区域

总体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4. 2 四川省旅游发展综合指数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 图 4、图 5 ) 显示四川省旅游发展综

合指数得分最高的三个市州依次为是成都市、阿坝

州和乐山市; 最低的是秦巴山区的达州市、巴中市和

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德阳市。从空间上看，成都市、阿
坝州、乐山市是四川旅游发展的重心，在省域中部形

成一道南北向的热线，并初步呈现出与旅游发展综

合指数较高的绵阳市、南充市、广元市连片发展之

势。而西南部的攀枝花市是旅游综合发展较高的一

块飞地。旅游综合发展水平最低的达州市和巴中市

位于远离省域中心的川东地区。
4. 3 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结果

根据四川省各市州综合旅游发展指数和综合城

镇化率计算结果，计算出各市州旅游与城镇化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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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川省各市( 州) 综合城镇化率

Fig． 2 Composite urbanization rate of cities in Sichuan

图 3 四川省各市( 州) 城镇化空间分布图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ization of cities in Sichuan

协调度排序结果如图 6 所示。
基于相关研究［11、20 － 21］，结合本研究的计算结

果，把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等级分为严

重失调( 0 － 0． 25) 、初级失调( 0． 25 － 0． 35) 、初级协

调( 0． 35 － 0． 55 ) 、良好协调( 0． 55 － 0． 75 ) 四个类

型。按旅游业与城镇发展水平的高低差异，可以将

四川省各市州划分为旅游产业滞后型( U ＜ T) 、城镇

发展滞后型( U ＞ T) 和同步型( U = T 或基本相当)

三种类型。综上，四川省各市州可分为优质协调的

同步型、初级协调的同步型、初级协调的旅游滞后

型、初级失调的旅游滞后型、初级失调的城镇化滞后

型、严重失调的旅游滞后型和严重失调的城镇化滞

后型七种类型。
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全省 21 个市州中，优质

协调的同步型只有成都市 1 个; 初级协调的同步型

和初级协调的旅游滞后型也各有 1 个，分别是乐山

市和攀枝花市; 初级失调的有 8 个市州，其中只有阿

坝州 1 个城镇化滞后型，另外 7 个均为旅游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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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四川省各市( 州) 旅游发展综合指数

Fig． 4 Composite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of cities in Sichuan

图 5 四川省各市( 州) 旅游发展空间分布图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Sichuan

严重失调的有 10 个，除了川西凉山州和甘孜州是城

镇化滞后型以外，其余 8 个全部是旅游滞后型。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建立综合旅游发展和综合城镇化率指标体

系，计算出四川省各市州出综合旅游发展指数和综

合城镇化率，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

四川省总体呈现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较低、
区域差异大的现状，除川西城镇化率滞后于旅游发

展以外，其他市州旅游发展均滞后于城镇化。旅游

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旅

游资源比较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复杂的地形因素

也是四川省这样一个山区大省旅游与城镇化协调性

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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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四川省各市州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排序

Fig． 6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of cities in Sichuan

图 7 四川省各市州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of cities in Sichuan

5. 1 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总体协调性较差且空间

差异大

根据对全国和西南地区旅游与城镇化协调性的

研究，四 川 省 旅 游 与 城 镇 化 的 协 调 性 有 上 升 趋

势［22 － 24］。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与旅游

发展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在全省 21 个

市州 中，旅 游 与 城 镇 化 协 调 的 市 州 只 有 3 个

( 14% ) ，18 个 ( 86% ) 市州二者的发展是失调的。

尽管本研究中成都市的得分为 0． 642，但与东部发

达城市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现有研究的结论普遍支持经济社会越发达地区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程度越高的规律，就全国

范围，东部普遍高于西部地区，区域内部的一线城市

普遍高于二、三线城市［11、12、23、25］。本研究结果却表

明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是由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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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是全省人均 GDP 最高的两个城市，旅游与城

镇化协调性较高，而同样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德阳市

( 人均 GDP 排名第三) ，却是严重失调型; 乐山市

( 人均 GDP 排名第九) 和阿坝州( 人均 GDP 排名第

二十) 旅游资源丰富且品质高，都拥有世界遗产型

5A 景区，乐山属于初步协调型，而阿坝州却因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属于初级失调型。四川省

城镇体系与旅游体系的联动发展总体较弱，协调性

较好的市州在空间上呈点状分布，未出现东部发达

地区常见的高高聚集协同发展的空间态势。就四川

省而言，地形因素是旅游与城镇化协调性空间差异

不可忽视的原因。四川省平原面积少，山地、丘陵、
高原面积高达 90%以上，城镇空间体系的完善和旅

游产业链的空间布局都受地形限制，旅游与城镇化

的中心地的生产要素难以形成空间溢出效应。此

外，由于各市州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各有特点，产业结

构和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各不相同，城乡统筹、小城镇

发展、新农村建设与旅游发展等政策也各有出入，旅

游与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也必然有所不同。
四川省作为中国西部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旅游

大省，应注重城镇化与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发挥二者

的互促作用。在促进旅游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同

时，要考虑到空间差异性，根据不同的旅游城镇化耦

合协调类型探索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模式［25 － 26］，

如以成都市为代表的综合性城市旅游与城镇化协同

发展模式、以攀枝花市为代表的转型城市旅游加传

统优势产业城镇化模式、以阿坝州九寨沟县为代表

的优质景区依托型旅游镇化模式等。
5. 2 四川省旅游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化水平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各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普遍

优于旅游发展水平［23 － 24］，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普遍

跟不上城市化发展的速度，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证

实。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失调的区域中城镇化滞后

型的市州只有 3 个( 17% ) ，而且全部分布在川西山

区，其他 15 个( 83% ) 市州全部是旅游滞后型。
四川省旅游资源整体优势度在全国属于最前

列［27］，但旅游综合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同等水平。各

市州旅游综合发展具有旅游资源导向特征。旅游发

展综合指数水平最高的 3 个市州包揽了全省的所有

的世界遗产，分别是成都市的世界文化遗产“青城

山 － 都江堰”和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

地”，阿坝州的世界自然遗产“九寨、黄龙”景区和乐

山市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 － 乐山”景区。

这 3 个市州共有 6 家 5A 景区，占全省三分之二。旅

游产品方面，当前仍以观光旅游为主导，传统服务业

色彩浓厚，新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应用不

足，缺乏与文化、商务、商业、会展、体育、电子商务等

产业的互动融合，产品结构单一，以休闲度假为特征

的现代产品体系尚未形成，产业聚集、产业带动作用

不足; 城镇化方面，除成都等少数城市外，多数城市

现代化水平还不高、休闲娱乐购物功能不发达，无法

满足当今国际国内旅游市场日益个性化、多元化的

需求，对游客的吸引和接纳能力不足，限制了旅游促

进城镇化的潜力发挥。
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应进一步强化旅游功能，

通过城市核心区都市旅游提档升级促进城市品质提

升和空间人性化，通过城市郊区游憩带动城乡统筹

协同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加强新农村社区建设。要

将旅游产业项目、旅游基础设施的用地需求纳入城

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并考虑旅游

用地的特殊需求，加强不同规划和建设间的配套衔

接并适度倾斜，推动城镇、景点景区和旅游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的一体发展，促进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和生

态功能的紧密融合，在省域范围内，通过旅游经济带

和旅游环线的建设、延伸和完善，促进“城镇群”和

“城镇发展带”的发展。
5. 3 川西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差，属城镇化滞

后型

本研究结果表明川西山区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综合旅游发展指数都高于综合城镇化率，是全省仅

有的三个城镇化滞后型地区，且全省两个旅游与城

镇化耦合协调度严重失调的市州都在该区域。优美

独特的山地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使

川西山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该区域同

时也是民族地区、地震灾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城

镇化普遍滞后，产业基础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在生

态保护的任务重与地方经济发展愿望强的双重压力

下，统筹协调难度大。
阿坝州是全省综合旅游发展指数仅次于省会成

都的地区，高品质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

客，并由此形成了人口、物资和资本的聚集，形成了

景区依托型局部旅游城镇化发展热点现象。研究表

明该区域的旅游产业在经历了由重点景区带动发展

阶段后，将进入由中心城镇带动发展的提升阶段，区

域范围内旅游业的发展将依赖于整体城镇综合实力

的提升来带动［28］。但阿坝州较低的综合城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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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却难以支撑旅游产业在新的阶段的进一步提

升。甘孜州和凉山州综合旅游发展指数和综合城镇

化率都较低，尤其是综合城镇化率在全省排名最低，

且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也是全省最差。一方

面，该区域城镇化水平低，无法为旅游发展提供相应

的经济社会支撑。旅游品质和效益的提升依托于区

域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旅游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旅游产品升级提档、高层次的旅游管理

和服务人才吸引和培养等，都必须建立在较好的区

域内生发展能力上，而川西山区区域发展水平不高，

劳动力、资本和创新发展能力等全要素生产力较低，

支撑不了其旅游业整体水平的突破性提升。另一方

面，山区旅游资源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城镇化的驱

动力。欠发达地区旅游与城镇化的耦合机理体现为

区域发展过程中旅游中心地与区域地理空间增长极

的空间耦合［29］，但川西地区属于典型的山区，地形

复杂、地势起伏度大，可利用的土地少，使得旅游城

镇化的中心地的生产要素难以形成类似于平原地区

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旅游驱动的

城镇化空间扩张的进程。此外，山区城镇规模小、城
镇之间的连通性差，较之平原地区，旅游城镇化中心

地的增长极效应不易发挥，城镇体系也很难在旅游

系统的发展下得以完善。
四川山区应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富集、民族风

情浓郁、地域特色多样的特点，把握国家对乡村旅

游、红色旅游，尤其是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发展生态

旅游加大支持力度的机会，抓住时间窗口，积极探索

以旅游统筹城乡功能、促进产业发展、扶贫开发、产
业融合联动等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出台有力引导

政策，加大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业的力度，使旅游

与山乡脱贫和城镇化协同发展，引领和促进区域经

济社会水平加快提升。
四川省旅游与城镇化关系空间差异性较大，不

同类型区域之间、区域内不同功能空间之间，旅游与

城镇化关系都存在着差异。后续研究将对四川省旅

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不同类型区的典型市州进行

深入分析，揭示城镇化与旅游发展各子系统之间的

耦合协调机理，并提出二者互促发展的统一性和针

对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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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s

ZHAO Chen1，2，SONG Xueqian3，FANG Yiping1，2*

( 1．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engdu 610041，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3．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Chengdu 610225，China)

Abstract: There is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Tourism can become an essential growth
driver for urbanization when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 it to a certain level． Meanwhile，urbanization can provide
resources and foundations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ourism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of each city in Sichuan province，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ratio and the composite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by entropy-weighted AHP method． It
also applies in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evaluat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of
each city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s． Ｒ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spatial disparity is high． It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level of tourism devel-
opment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ratio are lagging behi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ethnic minority prefecture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located in the west of Sichuan，and other cities be-
longing to the tourism-lagging type． ［0］ The major drivers that affecting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are geographic location，topography，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tourist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leve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The most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
ment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are likely to be implementing targeted polic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For instanc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regions where the urbanization ratio is high． The major ob-
jectives of the study ar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humanization of urban space through up gradation of urban
tourism; to keep balanc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developing the 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
ropolitan; and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by rural tourism． Finally，in the mountain-
ous regions，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tourism resources should be used fully so that it can improve region-
al economic and social level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tourism;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difference; Sichu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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