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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2010-2019年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该文简称石柱县)农业和旅游业相关指标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分析评价了10年来石柱县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水平,
 

探讨了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现状,
 

研究结果显示:
 

①
 

石柱

县农旅融合发展呈现勉强协调趋势,
 

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②
 

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呈现农业滞后型发展状态;
 

③
 

政

策倾斜与资金投入对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基于此,
 

对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石柱县

应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
 

充分利用山地农业特色和优势农业资源,
 

以需求为导向,
 

扩大农旅融合发展空

间,
 

以创意和科技引领农旅融合发展,
 

加强对石柱农旅融合的政策、
 

资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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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the
 

relevant
 

index
 

data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Shizhu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from
 

2010
 

to
 

2019
 

to
 

build
 

a
 

coupling
 

cooperative
 

dispatching
 

model,
 

analyzes
 

the
 

integration
 

de-
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Shizhu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in
 

recent
 

ten
 

years,
 

discus-
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e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Shizhu
 

Tujia
 

Autonomous
 

Coun-
t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ourism
 

integration
 

in
 

Shizhu
 

Tujia
 

Autono-
mous

 

County
 

showed
 

a
 

reluctant
 

coordination
 

trend,
 

and
 

there
 

is
 

still
 

a
 

large
 

space
 

for
 

development.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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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Shizhu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showed
 

a
 

state
 

of
 

lagging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③
 

Policy
 

preference
 

and
 

capital
 

investment
 

have
 

promoted
 

the
 

inte-
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Shizhu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Based
 

on
 

this
 

Shizhu
 

Tujia
 

Autonomous
 

County
 

should
 

take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of
 

Chengdu
 

and
 

Chongqing
 

as
 

an
 

oppor-
tunity,

 

make
 

full
 

use
 

of
 

mountain
 

ag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ous
 

agricultural
 

resources,
 

take
 

demand
 

as
 

the
 

direction,
 

expand
 

the
 

space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lea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with
 

creativ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policy,
 

financial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Shi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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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融合起源于1850年的德国“市民乐园”[1],
 

我国的农旅融合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2].
 

农业具有生

产和生态等基本功能[3],
 

能为旅游业提供丰富的资源,
 

而旅游业也能为农业提供服务,
 

资源与服务相结合,
 

以此来拓展农业的旅游功能,
 

促进产业共同发展[4],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拓展农业新业态,
 

延伸

农业产业链[5].
 

农业与旅游的融合,
 

本质上是产业的交叉融合过程[6],
 

是在学习与娱乐的基础上,
 

开展一

系列的农业活动[7].
 

农旅融合不仅有利于解决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也可以推进“三农”政策的落

地实施,
 

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变产业增长[8],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响应乡村振兴战略[9-10].
 

因此,
 

分析农旅融

合的发展特征,
 

探索农旅融合的发展对策,
 

是乡村振兴中合理配置资源和协调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是

形成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手段.
 

本研究以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本文简称石柱县)为研究对象,
 

分析和评价2010-2019年石柱县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水平,
 

探讨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现状,
 

并提出相应

对策建议,
 

以期为我国农旅融合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1 研究区概况

石柱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长江南岸,
 

三峡库区腹心地带,
 

不仅是我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也是我国

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生态经济区.
 

其南部、
 

北部和东部分别与彭水县、
 

万州区和湖北省利川市相邻,
 

西南、
 

西北与丰都县、
 

忠县接壤(图1).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
 

石柱县乡村和休闲旅游取

得了很大的发展.
 

截至2020年底,
 

石柱县山地特色农业增加值达到313
 

000万元,
 

康养生态休闲旅游累计

接待游客5
 

698万人次,
 

创造旅游综合收入达3
 

520
 

000万元
 

.
 

但随着全域康养、
 

绿色高质量发展战略和乡

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石柱县在农旅融合过程中出现产业融合程度低、
 

产业用地比例分配不合理、
 

农业

产业发展较弱和居民参与度不足[11]等问题,
 

因此本研究利用耦合度模型对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程度进行

测度分析,
 

以期为石柱县农旅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促进农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同时促进

石柱县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的优化,
 

实现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2 研究方法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研究方法与评价模型构建

农旅融合是农业与旅游业的资源在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相互渗透与交融,
 

通过资源融合、
 

技术融合、
 

功能融合、
 

市场融合、
 

资本融合、
 

人才融合和组织融合等途径逐步形成新兴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12],
 

它不

仅强调经济的融合,
 

更加强调生态的融合[13].
 

本研究为了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根据研究目标,
 

选

取了2011-2020年《石柱县统计年鉴》中农业及旅游业的相关数据,
 

借助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农业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效果进行评价.
 

耦合最早是一种在物理学上的概念,
 

指的是电路网络及其原件通过分工

协作以达到传递信息的过程.
 

本研究将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建立,
 

对旅游业和农业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关

联、
 

相互协调、
 

相互影响的程度进行定量分析,
 

主要涉及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水平3个方面,
 

耦

合度C 是对农业与旅游业两个系统之间关联程度的度量;
 

耦合协调度D 反应的是两大产业融合的协调发

展水平;
 

综合协调度T 反应的是石柱县农旅两大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对融合发展协调度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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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GS(2019)3333号

图1 石柱县地理区位图

2.1.1 综合评价函数

由于农业与旅游业分属于两大不同的产业系统,
 

在选取衡量两大系统发展程度的子系统时,
 

两个产业

之间不同指标的基本属性不同,
 

故会有量纲的存在.
 

为了避免不同指标之间量纲对模型测算结果的影响,
 

构建功效函数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农业与旅游业指标极值标准化公式为:

uij ==

Xij -Xij(min)

Xij(max)-Xij(min)
正向指标

Xij(max)-Xij

Xij(max)-Xij(min)
负向指标












   uij ∈ (0,
 

1) (1)

式中:
 

i表示系统的数量;
 

j表示系统中子系统的数量,
 

即系统指标的个数;
 

Xij 表示第i个系统中的第j个

指标,
 

其中最小值表示为Xij(min),
 

最大值表示为Xij(max);
 

Uij 反映的是第i个系统中第j个指标经过无量纲

化处理后的数据;
 

uij∈(0,
 

1),
 

其数值越大表示这一指标的功效越高,
 

反之其数值越接近0,
 

表示这一指标

对系统的功效越低.
农业与旅游业的综合评价函数可以表示为:

Ui=1,2=∑
n

j=1
λijuij (2)

∑
n

j=1
λij =1 (3)

其中:
 

λij 表示第i个系统中第j个指标在系统中所占的比重,
 

uij 反映的是第i个系统中的第j个指标标准

化处理后的数值.
 

U1 与U2 分别表示农业综合评价指数与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
 

Ui=1,2 的数值越大说明农

业或旅游业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越高,
 

即其发展状况越理想;
 

反之,
 

Ui=1,2 的数值越小则说明农业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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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越低,
 

即其发展状况越不理想.
2.1.2 融合度函数

本研究对石柱县农业和旅游业产业融合程度的评价主要参考了耦合度的概念,
 

两系统间融合发展的程

度可以通过融合度来体现,
 

耦合度模型为:

C=n
U1·U2,

 

…,
 

Un

∏(Ui+Uj)  
1
n

   C ∈ (0,
 

1) (4)

  由于本研究是以石柱县农业和旅游业为研究对象,
 

故n=2,
 

融合度函数最终可以表示为:

C=2
U1·U2

(U1+U2)(U1+U2)  
1
2

   C ∈ (0,
 

1) (5)

式中:
 

C 表示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的融合度,
 

C∈(0,
 

1).
 

当C 越接近1时,
 

说明地区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

展的程度越高,
 

发展产生的效果就越好;
 

而当C 越接近0时,
 

说明两大产业融合度较低,
 

融合效果不理想,
 

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产业融合的效果.
2.1.3 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主要是为了避免两系统耦合度较高,
 

但其各自的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对分析

结果所造成的影响.
 

即需要综合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共同影响,
 

才能够更加准确、
 

真实与客观地评价研究结

果.
 

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D=(C·T)
1
2

T=αU1+βU2    D ∈ (0,
 

1),
 

T ∈ (0,
 

1) (6)

式中:
 

D 表示农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度,
 

反应两产业间融合程度的水平;
 

T 表示石柱县农业与旅游业总

体的综合协调指数.
 

由于农业与旅游业在融合发展中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
 

两个系统都在一定

程度上有所贡献,
 

故将待定系数α与β赋值为0.5.
2.2 评价指标的选取

农旅融合评价指标包括农业因子和旅游产业因子,
 

本研究选取的评价指标是在遵循指标反应产业经营

效益与规模的原则下,
 

借鉴贺小荣等[14]、
 

王丽芳[15]、
 

朱俊杰等[16]和张英等[17]关于农业旅游业融合耦合协

调度模型的研究成果,
 

选取石柱县近10年来能够真实代表农业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主要指标内

容见表1.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石柱县统计年鉴》、
 

石柱县2010-2019年统计公报和《重庆

市旅游统计年鉴》.
表1 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指标

产业系统 指标设置 指标单位 指标类型

农业产业发展指标X1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11 万元 正向指标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X12 万元 正向指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3 万元 正向指标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X14 万人 正向指标

第一产业GDP占比X15 % 正向指标

常用耕地面积X16 hm2 正向指标

旅游产业发展比重X2

旅游业总收入X21 万元 正向指标

旅游总人次X22 万人次 正向指标

3A及以上景区数量X23 个 正向指标

星级宾馆饭店个数X24 个 正向指标

年末旅行社从业人数X25 人 正向指标

餐饮住宿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26 万元 正向指标

旅游投资额X27 万元 正向指标

  注:
 

X1 与X2 分别表示农业与旅游业两大系统,
 

X11 为第1个系统中的第1个衡量指标,
 

即农业系统中的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这一指标;
 

X21 为第2个系统中的第1个指标,
 

即旅游业系统中旅游业总收入这一指标,
 

其他指标标注方法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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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价标准和权重确定

2.3.1 评价标准

本研究参考李雅等[18]、
 

王丽芳[15]和庞娇等[19]学者对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

分,
 

将耦合协调度水平划分为10个等级(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等级 耦合协调度D 协调状况

1 (0,
 

0.1) 极度失调

2 (0.100
 

1,
 

0.2) 重度失调

3 (0.200
 

1,
 

0.3) 中度失调

4 (0.300
 

1,
 

0.4) 轻度失调

5 (0.400
 

1,
 

0.5) 濒临失调

6 (0.500
 

1,
 

0.6) 勉强协调

7 (0.600
 

1,
 

0.7) 初级协调

8 (0.700
 

1,
 

0.8) 中等协调

9 (0.800
 

1,
 

0.9) 良好协调

10 (0.900
 

1,
 

1) 优质协调

2.3.2 确定指标权重———熵值法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公式为:

X'
ij =

Xij -min(Xj)
max(Xj)-min(Xj) (7)

式中,
 

i表示指标的第i个年份,
 

i={1,
 

2,
 

3,
 

…,
 

m},
 

j表示第i个年份中的第j个指标,
 

j={1,
 

2,
 

3,
 

…,
 

n},
 

Xij 则表示指标的数据,
 

X'
ij 表示指标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计算指标权重的方式为:

(1)
 

计算第i个年份中第j项指标的比重

Pij =
X'

ij

∑
m

i=1
 

X'
ij

(8)

  (2)
 

计算各个指标的信息熵

Hj =-
1

ln(m)∑
m

i=1
 

Pijln(Pij) (9)

  (3)
 

确定指标权重

Wj =
1-Hj

∑
n

j=1
 

(1-Hj)
(10)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实证检验

3.1.1 原始数据与各指标权重

2010-2019年各年指标数据均来自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石柱县

统计年鉴.
 

利用(8)-(9)式,
 

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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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指标原始数据及权重赋值

项目 指标 指标权重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石柱农业X1

X11 0.067
 

6 194
 

081 216
 

037 237
 

259 254
 

762 274
 

561 298
 

482 335
 

349 347
 

621 380
 

626 423
 

388
X12 0.048

 

9 126
 

250 152
 

855 168
 

951 181
 

714 192
 

896 202
 

900 211
 

110 222
 

631 243
 

813 269
 

348
X13 0.061

 

3 0.464
 

4 0.582
 

9 0.667
 

4 0.756
 

8 0.858
 

6 0.964
 

2 1.067
 

4 1.175
 

2 1.284
 

5 1.423
 

2
X14 0.094

 

5 10.780 10.1400 9.880 12.300 11.320 10.9500 10.540 9.940 9.490 9.510
X15 0.075

 

2 21.600 19.900 19.500 18.700 17.900 17.400 16.200 15.500 16.100 16.900
X16 0.052

 

1 30
 

319 30
 

732 56
 

959 57
 

086 57
 

264 56
 

611 56
 

406 56
 

389 56
 

517 50
 

482

石柱旅游业X2

X21 0.110
 

3 125
 

000 152
 

500 200
 

000 235
 

000 261
 

000 300
 

000 341
 

500 501
 

600 645
 

000 932
 

400
X22 0.093

 

4 250 305 400 470 522 600 683 822 1
 

063 1
 

517
X23 0.061

 

6 2 3 3 3 3 3 4 4 5 6
X24 0.079

 

3 1 1 2 3 2 5 4 3 5 4
X25 0.065

 

9 40 23 27 18 13 9 14 26 30 17
X26 0.111

 

9 42
 

067 44
 

885 49
 

038 54
 

051 71
 

552 81
 

930 99
 

365 118
 

899 147
 

621 165
 

061
X27 0.077

 

9 135
 

000 211
 

000 200
 

000 235
 

000 215
 

000 148
 

000 308
 

000 389
 

000 220
 

000 388
 

000

  注:
 

各指标的单位见表1.

3.1.2 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13个指标分属于农业与旅游业两个不同的系统,
 

其测量单位各不相同,
 

存在不同的量纲,
 

又由于

本研究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因此对数据进行(1)式中正向指标所对应的计算公式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结

果见表4.

表4 指标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指标体系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X11 0.000
 

0 0.095
 

7 0.188
 

3 0.264
 

6 0.351
 

0 0.455
 

3 0.616
 

1 0.669
 

6 0.813
 

5 1.000
 

0

X12 0.000
 

0 0.185
 

9 0.298
 

4 0.387
 

6 0.465
 

7 0.535
 

6 0.593
 

0 0.673
 

5 0.821
 

6 1.000
 

0

X13 0.000
 

0 0.123
 

6 0.211
 

7 0.305
 

0 0.411
 

1 0.521
 

3 0.628
 

9 0.741
 

3 0.855
 

3 1.000
 

0

X14 0.459
 

1 0.231
 

3 0.138
 

8 1.000
 

0 0.651
 

2 0.519
 

6 0.373
 

7 0.160
 

1 0.000
 

0 0.007
 

1

X15 1.000
 

0 0.721
 

3 0.655
 

7 0.524
 

6 0.393
 

4 0.311
 

5 0.114
 

8 0.000
 

0 0.098
 

4 0.229
 

5

X16 0.000
 

0 0.015
 

3 0.988
 

7 0.993
 

4 1.000
 

0 0.975
 

8 0.968
 

2 0.967
 

5 0.972
 

3 0.748
 

3

X21 0.000
 

0 0.034
 

1 0.092
 

9 0.136
 

2 0.168
 

4 0.216
 

7 0.268
 

1 0.466
 

4 0.644
 

0 1.000
 

0

X22 0.000
 

0 0.043
 

4 0.118
 

4 0.173
 

6 0.214
 

7 0.276
 

2 0.341
 

8 0.451
 

5 0.641
 

7 1.000
 

0

X23 0.000
 

0 0.250
 

0 0.250
 

0 0.250
 

0 0.250
 

0 0.250
 

0 0.500
 

0 0.500
 

0 0.750
 

0 1.000
 

0

X24 0.000
 

0 0.000
 

0 0.250
 

0 0.500
 

0 0.250
 

0 0.000
 

0 0.750
 

0 0.500
 

0 1.000
 

0 0.750
 

0

X25 1.000
 

0 0.451
 

6 0.580
 

6 0.290
 

3 0.129
 

0 0.000
 

0 0.161
 

3 0.548
 

4 0.677
 

4 0.258
 

1

X26 0.000
 

0 0.022
 

9 0.056
 

7 0.097
 

4 0.239
 

7 0.324
 

1 0.465
 

9 0.624
 

7 0.858
 

2 1.000
 

0

X27 0.000
 

0 0.299
 

2 0.255
 

9 0.393
 

7 0.315
 

0 0.051
 

2 0.681
 

1 1.000
 

0 0.334
 

6 0.996
 

1

3.2 结果分析

3.2.1 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综合评价分析

从表3中可以看到,
 

2010-2019年10年间,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涨幅稍大,
 

10年内

增长了229
 

300万元,
 

同时,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GDP占比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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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
 

石柱县农业发展态势向好.
 

根据(2)式和(3)式计算出石柱县农业与旅游业2010-2019年各年的

综合发展水平(表5).
表5 石柱县农业与旅游业综合评价水平

类型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石柱农业综合评价U1 0.118
 

6 0.100
 

1 0.154
 

3 0.241
 

3 0.215
 

0 0.212
 

4 0.203
 

7 0.189
 

3 0.205
 

7 0.234
 

8

石柱旅游业综合评价U2 0.065
 

9 0.078
 

8 0.121
 

1 0.147
 

0 0.133
 

7 0.184
 

7 0.267
 

6 0.348
 

0 0.423
 

2 0.531
 

2

  从表5中可以看出,
 

石柱县农业综合评价水平2010年为0.118
 

6,
 

2019年为0.234
 

8,
 

在2013年农业

综合评价水平达到最高,
 

2019年综合评价水平略低于2013年,
 

前4年波动较大,
 

后4年波动较小,
 

总体看

来石柱县农业综合评价水平呈增长状态.

在旅游业方面,
 

石柱县2010-2019年旅游业总收入涨幅较大,
 

从2010年的125
 

000万元增长至2019

年9
 

324
 

00万元,
 

10年间旅游业总收入增长达到807
 

400万元.
 

石柱县旅游投资额也从2010年的135
 

000万

元增加至2019年的388
 

000万元,
 

2016-2019年这4年的平均旅游投资额度达到326
 

100万元.
 

从图2中可

以明显看出,
 

石柱县旅游业综合评价水平增长幅度极大,
 

这也反映出2010-2019年石柱县旅游业综合评价

水平持续上升,
 

发展状况稳中向好.

图2 2010-2019年石柱县农业与旅游业综合评价水平

如图2所示,
 

2010-2015年间,
 

石柱县旅游业发展水平U2 始终低于农业发展水平U1,
 

即这6年内,
 

石柱县旅游业的发展滞后于农业的发展,
 

然而随着其旅游投资的增加,
 

旅游业的综合评价水平在2016年超

越了农业,
 

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开始呈现出农业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态势.
 

由此看来,
 

石柱县2010-2019

年旅游业发展态势迅猛,
 

呈持续上升趋势,
 

至2019年其旅游业综合评价水平达到0.531
 

2的较高水平.
 

而

农业发展状况在10年间有所波动,
 

且其综合评价水平多在0.110
 

0~0.240
 

0之间,
 

相对当地旅游业,
 

农业

发展水平不高.

3.2.2 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5)式和(6)式,
 

计算石柱县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
 

由于石柱县农业与旅游业在融合发展中相

互影响、
 

相互制约、
 

相互渗透,
 

两个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贡献,
 

故将待定系数α与β赋值为0.5.
 

即综

合协调指数T 的计算公式为T=0.5U1+0.5U2,
 

计算结果见表6.

由表6中可以得出,
 

石柱县农旅融合耦合度始终较高,
 

说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关联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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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旅游业两产业之间相互作用明显,
 

影响较大,
 

但通过观察耦合协调度可以发现,
 

尽管前些年耦合度

较高,
 

但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
表6 石柱县农旅融合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时间/年 耦合度C 值 协调指数T 值 耦合协调度D 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2010 0.958 0.092 0.297 3 中度失调

2011 0.993 0.089 0.298 3 中度失调

2012 0.993 0.138 0.370 4 轻度失调

2013 0.970 0.194 0.434 5 濒临失调

2014 0.972 0.174 0.412 5 濒临失调

2015 0.998 0.199 0.445 5 濒临失调

2016 0.991 0.236 0.483 5 濒临失调

2017 0.955 0.269 0.507 6 勉强协调

2018 0.938 0.314 0.543 6 勉强协调

2019 0.922 0.383 0.594 6 勉强协调

  结合图3可知,
 

2010-2012年石柱县农旅融合协调程度处于中度或轻度失调状态,
 

协调指数也在较低

水平,
 

即石柱县农业与旅游业总体的、
 

综合发展水平,
 

对耦合协调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高.
 

从2013年起,
 

石柱县农旅融合耦合协调度至0.4以上的濒临失调程度,
 

相比2010-2012年有所好转.
 

2017年后,
 

石柱县

农旅融合耦合协调达到较高等级,
 

至2019年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已增长至0.594
 

6.

图3 2010-2019年石柱县农旅融合协调指数与耦合协调度

如图3所示,
 

2010-2019年的10年间,
 

农业与旅游业联系始终较为紧密,
 

虽然前期融合发展协调度并

不理想,
 

但耦合协调度始终在持续增高,
 

尽管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增长并不快,
 

但仍可以看出研究期内

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态势在向理想方向前进.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建立农业、
 

旅游业评价体系,
 

运用熵值法对石柱县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借助耦合

协调度模型对石柱县农旅耦合度和发展协调度进行评价并划分类型,
 

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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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呈现初级协调趋势,
 

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2010-2019年石

柱县农旅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从轻度失调达到勉强协调阶段,
 

距离达到0.9的优质协调阶段仍有一定

的空间与潜力,
 

还需加强两个行业之间的协调与互动.

2)
 

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呈现农业滞后型发展状态.
 

石柱县农业综合发展水平自2015年开始,
 

呈现出

低于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情况,
 

形成农业滞后型农旅融合发展状态.

3)
 

政策倾斜与资金投入对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在2016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重庆香

山旅游峰会上,
 

中银汇金产业投资基金集团有限公司对石柱县的投资,
 

拉开了石柱县康养休闲生态旅游转

型发展的序幕,
 

随后石柱县2017-2019年3年年平均旅游投资额也由2014-2016年的223
 

700万元增加

至332
 

300万元,
 

促使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协调指数出现较大涨幅.

4.2 对策建议

产业振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
 

农旅融合不仅是产业振兴的重要组成,
 

更是产业振兴发展

的必然趋势.
 

石柱县应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
 

充分利用山地特色农业、
 

优势农业资源,
 

大力发展

农旅融合产业.

1)
 

以需求为导向,
 

扩大农旅融合发展空间.
 

研究结果表明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
 

应根据石柱县资源禀赋、
 

环境条件和区位优势准确定位,
 

并积极整合农业旅游资源,
 

利用大数据针对

不同市场需求,
 

在保持旅游地方特色的前提下关注旅游者需求,
 

充分挖掘林业、
 

果园、
 

畜牧业和药材等特

色产业,
 

培育新的业态,
 

促进农业、
 

旅游业、
 

文化产业和休闲产业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以不断扩大产业融合

发展空间领域,
 

提升农旅融合发展水平.

2)
 

落实以旅促农、
 

以创意与科技引领农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研究结果表明石柱农旅融合发展呈现农业

滞后型发展状态,
 

旅游业驱动型的发展方向能够同时提升当地农业发展水平.
 

可以通过鼓励农旅企业相互

投资,
 

尤其是旅游企业投资涉农项目,
 

建立农旅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平台,
 

借鉴两产业发展优势,
 

共同突破

与开发新发展模式.
 

同时,
 

也要加大对石柱县农业农村的投入,
 

招商引资、
 

完善基础设施、
 

降低发展成本,
 

提高创意与科技对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的效用.
 

加强科技创新为基础,
 

大力推进石柱县有机农业品牌战

略,
 

深度挖掘以黄连和莼菜为核心的农村农业品牌资源,
 

打造有竞争力的国际化品牌.
 

推进农业与康养产

业、
 

体育、
 

研学等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
 

打造具有石柱县特色的新型休闲旅游模式.

3)
 

加强对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的政策、
 

资金和智力支持.
 

研究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与资金的投入,
 

能

够为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提供较为强大的保障与支撑.
 

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政策

和激励政策,
 

改善农村环境,
 

助力乡村振兴,
 

扶持重点项目发展,
 

做好政策体系保障.
 

同时,
 

也可以借助政

府平台与资源进行宣传推广,
 

在资金支持、
 

农旅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方面为石柱县农旅融合发展创

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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