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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众旅游意识的提高,
 

全域旅游已成为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战略.
 

研究以 H省为例,
 

探讨了全域旅游在促进经济、
 

生态和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方面的作用及其未来发展

趋势.
 

首先,
 

概述了全域旅游的概念和内涵,
 

明确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随后,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
 

生态

环境和社会3大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定量分析了3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研究发现,
 

尽管 H省的全域

旅游系统在研究期间内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但整体上显示出向更好协调水平发展的积极趋势.
 

并且,
 

通

过采用GM(1,
 

1)灰色预测方法,
 

对H省未来全域旅游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预测结果表明,
 

随着全域旅游策略

的持续推进,
 

H省全域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将进一步改善.
 

基于研究结果,
 

提出了促进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建

议,
 

为地方政府和旅游业实践者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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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tourism
 

awareness,
 

global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
ding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king
 

H
 

Province
 

as
 

an
 

example
 

for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ole
 

of
 

global
 

tourism
 

in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
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Firstly,
 

this
 

article
 

outlined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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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t
 

and
 

connotation
 

of
 

global
 

tourism,
 

clarifi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value
 

of
 

the
 

re-
search.

 

Subsequently,
 

through
 

constructing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of
 

the
 

three
 

major
 

subsystems
 

of
 

tourism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interaction
 

and
 

influ-
ence

 

among
 

the
 

three
 

subsyst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overall
 

tourism
 

system
 

of
 

H
 

Prov-
ince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in
 

coupled
 

co-scheduling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Overall,
 

it
 

shows
 

a
 

positive
 

trend
 

towards
 

a
 

better
 

level
 

of
 

coordination.
 

In
 

addition,
 

by
 

using
 

the
 

GM
 

(1,
 

1)
 

grey
 

prediction
 

method,
 

this
 

study
 

predict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
 

in
 

H
 

Province
 

in
 

the
 

future.
 

The
 

predic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overall
 

tourism
 

in
 

H
 

Province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global
 

tourism
 

strategy.
 

Based
 

on
 

research
 

findings,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lobal
 

tourism
 

are
 

proposed,
 

intending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and
 

tourism
 

industry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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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从

传统的观光旅游逐步转型为全域旅游,
 

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1-2].
 

全域旅游不仅包括传

统的旅游景点,
 

还涉及广泛的区域内所有可供旅游利用的资源和服务,
 

旨在通过全面规划和资源整合,
 

实

现旅游业与地方经济、
 

文化、
 

生态的协调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
 

探索全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成为当前旅游

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选取H省作为案例地区,

 

基于该省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近年来全域旅游实践的积极进展,
 

旨在深

入分析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旅游经济(Tourism
 

economy)、
 

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和社会

(Society)3大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耦合协调度,
 

以识别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

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采用GM(1,
 

1)灰色预测方法,
 

本研究不仅能够为H省乃至其他地区全域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策略建议,
 

也为全域旅游的理论研究贡献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在方法论上,

 

本研究结合定量分析和预测模型,
 

旨在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通过实证分析 H省

全域旅游的发展现状,
 

评估其在旅游经济、
 

生态环境和社会3个维度的协调发展水平,
 

揭示全域旅游可持

续性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关键影响因素,
 

为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1 全域旅游的可持续性分析

全域旅游是由国内提出的本土化理念,
 

是旅游实践经验层面的总结.
 

“全域”一词来自地理学领域,
 

代

表抽象的范围,
 

这一词语运用到全域旅游中后,
 

众多学者对“全”和“域”有了不同的内涵解析.
 

肖薇薇等[3]

认为“全”代表着游客、
 

居民以及旅游业经营者的统一,
 

单一景点转变为整个旅游目的地的全部门统筹规

划,
 

不再区分淡季旺季的全时空服务模式,
 

旅游业与其他相关行业的全业态共同参与,
 

以及旅游资源与社

会公共服务资源的统筹调配.
 

而“域”的内涵在于将旅游景区周围的不同功能区纳入旅游地点,
 

打破旅游景

区的内外壁垒,
 

张艳菊等[4]认为全域旅游应注意不能将全域旅游范围内的旅游产品过度分散,
 

需协调不同

区县的休闲和旅游功能,
 

全域旅游的范围可以跨行政区划.
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的区域旅游发展方向.

 

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影响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
 

如旅游旺季的景点游客量超过景区承载范围、
 

旅游景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退化、
 

旅游景区内外壁垒

差距巨大、
 

旅游地区居民与游客文化冲突等,
 

全域旅游的推进发展能够协调区域经济社会矛盾,
 

实现可持

续发展[5].
 

全域旅游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对旅游目的地的文化、
 

社会以及空间结构等多方面带来冲击,
 

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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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等[6]提出通过将全域旅游发展中的旅游用地进行规划分类,
 

将旅游用地分为基底、
 

资源、
 

用户以及相互

联系用地4个大类,
 

再根据其内部系统层级、
 

功能、
 

结构以及关联度等进行进一步划分,
 

提升生态功能和

社会效益,
 

解决景区与社区之间的矛盾,
 

高效地利用旅游用地,
 

实现全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任思远等[7]

将具有大面积乡村地域的旅游景区作为对象,
 

探寻全域旅游在这类地区的开展对景区保护与乡村发展之间

的协调作用,
 

解决乡村人口快速增长与由于景区保护需要而导致的基础设施零增长之间的矛盾,
 

探索全域

旅游发展方式对乡村可持续性融合的作用.
 

胡玲玲[8]认为全域旅游能够促进社会效益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为推动全域旅游的实现,
 

探索了社区教育对全域旅游的助推作用,
 

通过推动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
 

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促进居民共建共享全域旅游,
 

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于全域旅游概念的研究已经逐渐成熟和完善,

 

主要是宏观分析和定性描述为主,
 

但基于全域旅游视

角下的可持续性发展评估的研究较少.
 

通过对地区全域旅游可持续性的评估预测,
 

可以了解在该地区实施

全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为其日后的旅游开发规划提供指导,
 

因此本文以H省为例,
 

构建了全域旅游

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
 

并进行实证分析.

2 全域旅游发展的综合系统评估

全域旅游是将一定区域内的相关产业、
 

公共服务、
 

文化氛围、
 

旅游生态以及体制机制等社会经济资源

以旅游业为核心进行优化升级,
 

达到区域内景民共享、
 

资源整合以及产业互动融合的效果,
 

带动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旅游业发展模式[9-13].
 

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在发展旅游业实现旅游收入增长的同时,
 

带动3大

产业同步发展,
 

优化提升生态环境,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是促进社会稳定,
 

实现区域经济、
 

社会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发展[14-17].
根据对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界定,

 

将全域旅游系统分为旅游经济、
 

生态环境和社会3个

子系统[18-21].
 

3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旅游经济在全域旅游中处于根本地位,
 

旅

游经济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带动区域发展,
 

而区域发展同样为全域旅游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

障,
 

从而进一步扩大旅游业消费市场,
 

带动旅游经济增长.
 

生态环境是全域旅游发展的保障,
 

良好的生态

环境能够提高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水平,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同样区域发展也能够提升环境空

间,
 

倒逼旅游目的地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社会子系统则是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旅游业的发展

能提供更多社会就业岗位,
 

提高居民收入,
 

增加政府税收,
 

完善区域基础设施,
 

而区域发展也会带来更为

和谐的人文社会氛围,
 

提升游客的全域旅游体验,
 

反过来推动全域旅游的发展.
 

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内部

的整个相互作用机制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耦合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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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域旅游持续性评估的方法与技术

3.1 构建全面的评估指标系统

H省的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系统分为旅游经济、
 

生态环境和社会3个子系统.
 

通过市场规模、
 

产业总

量、
 

产业地位和产业关联方面的指标描述旅游经济子系统,
 

采用生态保护、
 

废弃污染方面的指标描述生态

环境子系统,
 

由就业人员、
 

生活水平、
 

交通覆盖、
 

休闲活动方面的指标描述社会子系统,
 

构建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1 全域旅游可持续性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准则层 指标层 性质 单位

旅游经济子系统 市场规模 国内游客总数 + 万人

入境游客总数 + 万人

国内旅游人均消费 + 元

游客环比增长率 + %

产业总量 国内旅游收入 + 亿元

国际旅游收入 + 亿美元

产业地位 旅游收入增长率 + %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 %

产业关联 产业融合指数 +

景区票价指数 -

生态环境子系统 生态保护 森林覆盖率 + %

人均绿地面积 + m2

废弃物利用率 + %

废弃污染 二氧化硫排放量 - 万t/km2

废水排放量 - 万t/km2

工业固体废物量 - 万t/km2

社会子系统 就业人员 旅游业从业人口 + 万人

旅游业从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 %

生活水平 农村人均纯收入 +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交通覆盖 铁路里程密度 + km/百km2

公路里程密度 + km/百km2

休闲活动 旅游景区数 + 个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 亿元

3.2 评估方法分析

为了揭示3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引入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对其之间的作用进行定量分析,
 

耦合度C 的计算方式如式(1)[22-23],
 

3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指数T 的计算方式如式(2),
 

协调度D 的计算

方式如式(3):

C= (Z(F)·Z(S)·Z(E))/ Z(F)+Z(S)+Z(E)
3  

2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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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αZ(F)+βZ(S)+γZ(E) (2)

D=(C×T)
1
3 (3)

  其中,
 

Z(F)代表旅游经济子系统的综合水平,
 

Z(S)代表社会子系统的综合水平,
 

Z(E)代表生态环境

子系统的综合水平,
 

α、
 

β、
 

γ 分别为3个子系统的待定权数,
 

由于3个子系统的重要性相同,
 

因此将权重系

数的值设定为α=β=γ=
1
3.

 

对计算出的耦合度以及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
 

如表2所示.

表2 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系统内部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耦合度C 耦合等级 协调度D 协调等级

C=0 非耦合 0≤D<0.2 严重失调

0<C≤0.3 低水平 0.2≤D<0.3 中度失调

0.3<C≤0.5 拮抗 0.3≤D<0.4 轻度失调

0.5<C≤0.8 磨合 0.4≤D<0.5 濒临失调

0.8<C<1 高水平 0.5≤D<0.6 初级协调

C=1 完全耦合 0.6≤D<0.8 中级协调

0.8≤D≤1 高度协调

  为进一步预测耦合协调度的未来发展变化情况,
 

本文引入了GM(1.1)灰色预测法,
 

这种方式比一般的

线性或非线性模型的预测效果更加精准.
 

首先需要设定原始时间序列X0={x0(1),
 

x0(2),
 

…,
 

x0(n)},
 

原始时间序列采用x1(k)=∑
k

i=1
x0(i),

 

其中k的取值范围为k=1,
 

2,
 

…,
 

n,
 

将其进行累加后形成新的时

间序列 X1
[24-26].

 

然后设定紧邻均值数列Z1={z1(2),
 

z1(3),
 

…,
 

z1(n)},
 

且z1(k)=0.5x1(k)+
0.5x1(k)+0.5x1(k-1),

 

k的取值范围为k=2,
 

3,
 

…,
 

n.
 

灰色预测模型为x0k+az1k=b,
 

该模型的

最小二乘估计参数列需要满足:

α=(a,
 

b)T=(BTB)-1BTYn (4)

  其中B 和Yn 为矩阵:

B=

-z1(2) 1

-z1(3) 1
︙ ︙

-z1(n) 1





















   Yn =

x0(2)

x0(3)

︙

x0(n)





















  由此可以得出白化方程:

dx1(k)
dk +ax1(k)=b (5)

  求解之后得出灰色预测方程:

α0(k+1)=[1-ea]x0(1)-
b
a  e-ak (6)

  然后采用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检测灰色预测模型计算出的拟合精度,
 

后验差检验的精度划分

如表3所示.
表3 灰色预测模型拟合精度划分

小误差概率p 方差比K 拟合精度

p>0.95 K<0.35 极好

0.8<p≤0.95 0.35≤K<0.5 好

0.7≤p≤0.8 0.5≤K≤0.65 合格

p<0.7 K>0.65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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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省全域旅游的实证调查

4.1 耦合动态的深度分析

采用上述公式计算出H省1998-2017年的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系统内的耦合度与协调度,
 

数据来源

于H省的旅游年鉴、
 

H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旅游经济、
 

生态环境和社会3个子系统之间

的耦合协调关系如表4所示,
 

其中F代表旅游经济子系统,
 

E代表环境生态子系统,
 

S代表社会子系统.
 

耦

合度和协调度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图2 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演变趋势图

根据表4和图2中的信息,
 

可以发现H省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内部各子系统的耦合度整体呈波动上升

趋势,
 

由1998年的0.256
 

98上升至2017年的0.277
 

09,
 

上升幅度不明显.
 

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等级

经过了3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是1998-2002年,
 

子系统之间处于低水平的耦合,
 

耦合度由0.256
 

98
提升至0.283

 

64,
 

这一时期旅游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发展趋势较为吻合,
 

社会子系统的发展趋

势较为落后,
 

导致3个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不强,
 

相互影响力较低,
 

3者之间没有较好融合,
 

并没有形成协同

发展趋势.
 

第二个阶段是2003-2012年,
 

此时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水平处于拮抗状态,
 

耦合度的值在

0.301
 

88至0.331
 

28范围内波动,
 

这一阶段的耦合度先上升再下降,
 

在2006年耦合度达到峰值0.331
 

28,
 

比起第一阶段,
 

3个系统之间的总体耦合度有所上升,
 

系统之间相互关联影响的程度加深,
 

但3个系统之

间仍然没有形成较好的协同关系,
 

这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有所提高,
 

逐渐与旅游经济子系统的

发展相协调,
 

但生态环境方面的发展较为滞后.
 

第三阶段是2013-2017年,
 

此时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水

平再次降回了低水平的耦合,
 

耦合度的值从0.298
 

64降至0.277
 

09,
 

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子系统发展水平

仍然没有提升,
 

落后于另外两个系统,
 

而旅游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之间已经几乎形成了同步发展的良

性互动状态,
 

发展速度迅速,
 

3者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观察3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变化趋势,

 

总体来看协调度是稳步上升的,
 

协调度从1998年的0.115
 

41
上升到2017年的0.303

 

72,
 

上升幅度明显.
 

3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同样经过了3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

段的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
 

自1998-2006年协调度水平一直在0.2以下,
 

在前5年主要表现为社会子

系统的滞后,
 

自2003年开始的4年间表现为生态环境和社会子系统的滞后.
 

在H省的全域旅游发展初期,
 

系统内部的社会子系统发展受到另外两个子系统的阻碍作用,
 

之后随着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进步,
 

变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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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子系统对另外两个系统的阻碍状态.
 

第二阶段的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状态,
 

协调度突破了0.2,
 

由2007年的0.208
 

73上升到了2016年的0.296
 

71,
 

在这一阶段的协调特征也经过了变化,
 

前6年表现为

社会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滞后状态,
 

旅游经济子系统对另外两个子系统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在自

2013年起的4年间则表现为旅游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滞后状态,
 

在此时社会子系统对这两个系

统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
 

第三阶段的耦合协调度进入了轻度失调等级,
 

在2017年协调度超过0.3,
 

达到

0.303
 

72,
 

3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有了一定的进步,
 

但仍处于失调状态,
 

此时表现为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

子系统的滞后状况,
 

此时这两个系统的发展受到了社会子系统的阻碍.
 

虽然H省的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协

调度仍处于失调状态,
 

但协调度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上升的,
 

发展态势良好,
 

近几年内H省的3个系统之间

的协调情况将会逐渐变好.
表4 3个子系统耦合协调状况

耦合度C 协调度D 耦合等级 协调等级 协调特征

1998 0.256
 

98 0.115
 

41 低水平 严重失调 S滞后

1999 0.261
 

87 0.123
 

82 低水平 严重失调 S滞后

2000 0.264
 

69 0.135
 

72 低水平 严重失调 S滞后

2001 0.276
 

38 0.143
 

95 低水平 严重失调 S滞后

2002 0.283
 

64 0.148
 

27 低水平 严重失调 S滞后

2003 0.301
 

88 0.138
 

19 拮抗 严重失调 S、
 

E滞后

2004 0.318
 

79 0.163
 

86 拮抗 严重失调 S、
 

E滞后

2005 0.323
 

54 0.172
 

96 拮抗 严重失调 S、
 

E滞后

2006 0.331
 

28 0.193
 

44 拮抗 严重失调 S、
 

E滞后

2007 0.326
 

74 0.208
 

73 拮抗 中度失调 S、
 

E滞后

2008 0.321
 

57 0.216
 

39 拮抗 中度失调 S、
 

E滞后

2009 0.325
 

89 0.235
 

87 拮抗 中度失调 S、
 

E滞后

2010 0.315
 

88 0.249
 

65 拮抗 中度失调 S、
 

E滞后

2011 0.312
 

67 0.257
 

34 拮抗 中度失调 S、
 

E滞后

2012 0.303
 

62 0.263
 

48 拮抗 中度失调 S、
 

E滞后

2013 0.298
 

64 0.265
 

93 低水平 中度失调 E、
 

F滞后

2014 0.292
 

76 0.273
 

24 低水平 中度失调 E、
 

F滞后

2015 0.283
 

59 0.286
 

47 低水平 中度失调 E、
 

F滞后

2016 0.276
 

81 0.296
 

71 低水平 中度失调 E、
 

F滞后

2017 0.277
 

09 0.303
 

72 低水平 轻度失调 E、
 

F滞后

4.2 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分析

我国的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提出时间不长,
 

其发展效果将会在之后几年逐渐显现,
 

为了进一步研究H省

的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系统未来耦合趋势,
 

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分析该省20年间的耦合度模型,
 

并对其进行

动态模拟.
 

采用计算公式得出表5中的检验数据,
 

根据前面的灰色预测模型精准度等级划分,
 

可以得知本

文中构建的模型的预测精度较高.
 

将各项参数代入前面的模型公式可以分别得出耦合度的响应函数以及协

调度的响应函数,
 

据此对H省2018-2022年,
 

也即5年时间跨度内的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度及协

调度进行预测,
 

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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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灰色预测模型的误差检验

时间
耦合度C

观察值 拟合值 误差

协调度D
观察值 拟合值 误差

1998 0.256
 

98 0.115
 

41

1999 0.261
 

87 0.298
 

68 0.036
 

81 0.123
 

82 0.134
 

57 0.010
 

75

2000 0.264
 

69 0.298
 

73 0.034
 

04 0.135
 

72 0.141
 

22 0.005
 

50

2001 0.276
 

38 0.299
 

64 0.023
 

26 0.143
 

95 0.148
 

65 0.004
 

70

2002 0.283
 

64 0.300
 

12 0.016
 

48 0.148
 

27 0.156
 

82 0.008
 

55

2003 0.301
 

88 0.300
 

18 -0.001
 

70 0.138
 

19 0.163
 

47 0.025
 

28

2004 0.318
 

79 0.300
 

27 -0.018
 

52 0.163
 

86 0.171
 

39 0.007
 

53

2005 0.323
 

54 0.300
 

42 -0.023
 

12 0.172
 

96 0.177
 

69 0.004
 

73

2006 0.331
 

28 0.300
 

65 -0.030
 

63 0.193
 

44 0.186
 

37 -0.007
 

07

2007 0.326
 

74 0.300
 

72 -0.026
 

02 0.208
 

73 0.193
 

85 -0.014
 

88

2008 0.321
 

57 0.300
 

92 -0.020
 

65 0.216
 

39 0.207
 

61 -0.008
 

78

2009 0.325
 

89 0.301
 

14 -0.024
 

75 0.235
 

87 0.214
 

58 -0.021
 

29

2010 0.315
 

88 0.301
 

27 -0.014
 

61 0.249
 

65 0.228
 

82 -0.020
 

83

2011 0.312
 

67 0.301
 

38 -0.011
 

29 0.257
 

34 0.239
 

01 -0.018
 

33

2012 0.303
 

62 0.301
 

49 -0.002
 

13 0.263
 

48 0.249
 

93 -0.013
 

55

2013 0.298
 

64 0.301
 

58 0.002
 

94 0.265
 

93 0.268
 

54 0.002
 

61

2014 0.292
 

76 0.301
 

76 0.009
 

00 0.273
 

24 0.274
 

81 0.001
 

57

2015 0.283
 

59 0.301
 

91 0.018
 

32 0.286
 

47 0.292
 

73 0.006
 

26

2016 0.276
 

81 0.302
 

09 0.025
 

28 0.296
 

71 0.303
 

14 0.006
 

43

2017 0.277
 

09 0.302
 

37 0.025
 

28 0.303
 

72 0.318
 

67 0.014
 

95

检验值 C=0.350
 

82,
 

P=0.938
 

47 D=0.202
 

34,
 

P=1

图3 H省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内部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预测曲线

  从图3可以看出H省的预测耦合度呈缓慢上升趋势,
 

虽然上升幅度不大,
 

由2018年的0.302
 

38逐渐

提升至2022年的0.302
 

89,
 

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程度加深.
 

而2018-2022年H省的预测协调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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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较快,
 

从0.328
 

91增长至0.401
 

78,
 

协调度突破了0.4,
 

由轻度失调发展到濒临失调状态,
 

实现了由失调

到协调的阶段性进步,
 

各子系统的协调度发展状况良好.
 

H省5年内的耦合协调状况预测都有较好的表

现,
 

但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演变速度并不相同,
 

较低的耦合水平使H省的全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还未进入耦合

协调状态,
 

但在不远的将来,
 

3个子系统之间的关联互动性会越来越紧密,
 

逐步实现全域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
 

由全域旅游带动整个区域内各产业行业的协调发展.

4.3 策略与建议

1)
 

创新机制体制,
 

适应主客体发生变化的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加强协调管理体制建设,
 

旅游行政管

理部门的职能应向综合协调方面发展转变,
 

成立相应的旅游市场监管、
 

旅游物价监管等专业部门,
 

加强

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合理分工配合[27-28].
 

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
 

规范旅游综合协调部门的行政职能,
 

将

职责进行细分,
 

建立严格的考核体系,
 

由地方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全域旅游建设.
 

改革旅游的投资融资体

制,
 

设立旅游产业促进基金,
 

建立专业市场化的投资融资平台,
 

缓解资金短缺问题.
 

由政府设立用于发

展全域旅游的专项基金,
 

主导参与项目建设.
 

构建合理的旅游建设项目退出机制,
 

提高市场主体的信用

度,
 

降低投资风险.
2)

 

健全全域旅游相关政策制度.
 

落实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和产业空间布局政策的执行.
 

采用积极的财政

政策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制定相关补贴奖励政策,
 

对同时具有经济、
 

社会、
 

生态效益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

支持,
 

通过政府投入加强文化环境建设.
 

强化土地政策支持,
 

供应旅游建设用地,
 

对旅游用地进行综合实

际规划,
 

分类制定相关的土地征用法律条文,
 

创新旅游地区的用地政策,
 

区别对待不同土地类型的旅游用

地,
 

鼓励各种形式土地的转让租赁.
3)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完善旅游地区的交通服务网络,
 

建立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
 

推动高铁及旅游公路建设,
 

完善市内公共交通建设网络.
 

加强卫生设施建设,
 

改善游客及居民的生活

品质.
 

加强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
 

延长游客停驻时间.
 

采用网络技术提高公共服务的科技含量和服务质量.

4)
 

加强全域旅游的信息化水平.
 

采用信息技术整合旅游产品,
 

捕捉游客需求,
 

由信息网络算法为游客

提供个性化服务,
 

促进旅游经济增长.
 

构建信息化企业合作网络联盟,
 

实现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优势互补,
 

采用数据共享、
 

科技交流等方式提高旅游企业的生产效率.
 

在全域旅游景区构建智能化的服务系统,
 

为游

客提供预订、
 

资讯、
 

讲解、
 

导航、
 

评价、
 

定制等一体化智能服务,
 

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将信息技术与生态

保护相结合,
 

建立环境监测及污染数据收集平台,
 

改善生态环境效益.

5 结论

通过对当前中国全域旅游策略的深入探讨,
 

本文基于已有全域旅游研究,
 

对全域旅游的持续性发

展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明确区分了旅游发展的3个关键维度:
 

旅游经济、
 

生态环境和社会,
 

并建立了

一个用于评估这些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综合性框架,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预测法来预测未来的

发展趋势.
 

通过对 H省1998-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发现尽管该省全域旅游的整体发展水平起点

较低,
 

其发展态势却逐渐呈现出积极的上升趋势.
 

特别是耦合度和协调度的不同速率发展揭示了其内

在的动态变化过程,
 

从最初的严重不协调状态过渡到逐步改善的轻度不协调状态,
 

并预测其将实现更

为显著的进步.
研究结果强调了全域旅游发展中各子系统间协调性的重要性,

 

并预示着随着有效政策的实施和管理策

略的优化,
 

H省有望实现全域旅游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旨在为H省乃至

更广泛地区的全域旅游规划与实施提供实践指导和决策支持.
 

本研究不仅为理解和推进全域旅游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
 

也为地方政府和旅游管理者在制定相关旅游发展政策和实践时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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