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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0-2020年中国18个产茶省份面板数据,
 

构建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值赋权法、
 

耦合

协调度模型、
 

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分析中国茶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协调发展特征及区域差异程度.
 

3个产业

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产业综合展水平指数均值对比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
 

样本期

内产业间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茶产业始终处于滞后类型.
 

茶文旅产业协调度水平整体呈现提升状态,
 

协调度等级主

要处于勉强协调,
 

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区域协调度均值排列为江南茶区>西南茶区>华南茶区>江北茶区.
 

茶文旅

产业协调度总体差异逐渐缩小,
 

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始终保持领先优势,
 

华南茶区内差异最大、
 

江南茶区内差异最

小,
 

华南—江北茶区间差异最大、
 

江南—西南茶区间差异最小.
 

基于产业实际和分析结果,
 

从挖掘文化内涵、
 

创

新开发项目,
 

整合优质资源、
 

打造核心区域,
 

加强政策引导、
 

提升科技支撑等提出推动茶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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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8
 

tea
 

producing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es,
 

and
 

analyz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hinas
 

tea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by
 

using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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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an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
velopment

 

level
 

index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The
 

average
 

comparison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index
 

of
 

the
 

industries
 

was
 

cultural
 

industry>tourism
 

industry>
tea

 

industry.
 

During
 

the
 

sampling
 

period,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industries
 

gradually
 

narrowed,
 

and
 

the
 

tea
 

industry
 

had
 

always
 

been
 

in
 

a
 

lagging
 

type.
 

The
 

overall
 

level
 

of
 

coordination
 

in
 

the
 

tea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was
 

showing
 

an
 

improvement,
 

and
 

the
 

coordination
 

level
 

was
 

mainly
 

in
 

a
 

barely
 

coor-
dinated

 

state,
 

with
 

significant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
 

average
 

arrangement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was
 

as
 

follows:
 

Jiangnan
 

Tea
 

Area>Southwest
 

Tea
 

Area>South
 

China
 

Tea
 

Area>Jiangbei
 

Tea
 

Area.
 

The
 

overall
 

difference
 

i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ea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was
 

gradually
 

nar-
rowing,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had
 

always
 

maintained
 

a
 

leading
 

advantage.
 

The
 

difference
 

within
 

the
 

South
 

China
 

tea
 

region
 

was
 

the
 

largest,
 

while
 

the
 

difference
 

within
 

the
 

Jiangnan
 

tea
 

region
 

was
 

the
 

smalle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th
 

China
 

and
 

Jiangbei
 

tea
 

regions
 

was
 

the
 

largest,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Jiangnan
 

and
 

Southwest
 

tea
 

regions
 

was
 

the
 

smallest.
 

According
 

to
 

the
 

re-
sults

 

of
 

industrial
 

reality
 

and
 

analys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internal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ep
 

in-
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by
 

excavating
 

cultural
 

implications,
 

innovating
 

development
 

projects,
 

integrating
 

high-quality
 

resources,
 

building
 

core
 

areas,
 

strengthening
 

policy
 

guid-
ance,

 

enhanc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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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和茶文化的发源地,
 

也是世界上茶叶种植规模最大和茶叶产量最多的国家[1].
 

茶产

业作为我国传统特色农业产业和经济支柱产业[2],
 

在优化乡村产业结构、
 

改善生态环境、
 

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促进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影响[3].
 

中国拥有丰富的茶叶资源与深厚的茶文化底蕴,
 

为

“茶+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基础[4].
 

2016年,
 

农业部《关于抓住机遇做强茶产业的意见》提出发展

新型业态,
 

引导茶产业与休闲、
 

旅游、
 

文化、
 

科普教育、
 

养生养老深度融合的政策意见.
 

2021年农业农村部

等3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
 

推动茶产业与文化、
 

旅游、
 

教育、
 

康养等

产业渗透融合,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
 

彰显中国茶文化的价值魅力.
 

随着国家茶产业发展政策推动,
 

各地不断涌现茶文旅融合

景点,
 

如浙江松阳茶香小镇、
 

贵州都匀中国茶文化博览园、
 

湖南茶陵中华茶祖文化园[5-6].
 

茶文旅产业融合

对于提升茶产业经济效益,
 

延长旅游生态价值链条,
 

拓宽文化发展空间,
 

促进茶区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目前,

 

学界关于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茶+旅”和“文+旅”双产业融合.
 

“茶+旅”研究

较多,
 

研究内容包括现状问题[7]、
 

发展路径[8]、
 

融合机理[9-10]、
 

动力机制[11]、
 

耦合研究[12-14]及空间关联[15]

等,
 

研究方法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16]、
 

社会网络分析法[15]等,
 

研究对象涉及城市[6]、
 

省域[8-9]、
 

长三角区

域[10]、
 

茶道沿线带[1]等.
 

“文+旅”融合研究成果颇多,
 

探讨动力机制[17-18]、
 

发展路径[19]、
 

融合理论[20]、
 

耦

合协调[21-22]、
 

驱动因素[23]等内容;
 

多运用模糊定性分析法[20]、
 

耦合协调度模型[24-25]、
 

莫兰指数[19,
 

21]、
 

地理

探测器[23]等方法,
 

涉及乡村[20]、
 

城市[25]、
 

省域[24]、
 

城市群[18-19]等尺度.
 

纵观已有研究,
 

目前少有学者探讨

茶文旅产业的融合互动关系,
 

鲜见基于4大产茶区域层面探究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与区域差异研究.
 

因此,
 

以全国4大产茶区域为研究区域,
 

分析茶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机理及其动力机制,
 

进一步厘清茶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的关联性,
 

有助于丰富茶文旅产业融合研究成果,
 

推动茶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
鉴于此,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18个产茶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
 

构建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
 

运用熵值赋权法、
 

耦合协调度模型、
 

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中国茶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协调

发展特征及区域差异程度,
 

以期为我国茶文旅的资源合理配置、
 

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借

鉴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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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机理及动力机制

1.1 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机理

茶产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传统产业,
 

文化产业是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
 

旅游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
 

三者互鉴互融,
 

对于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结合已有研

究[9-11,
 

17-20],
 

构建三产融合、
 

协同共生的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机理(图1).
 

具体来看,
 

茶产业包含茶企业、
 

茶资源与茶产品等,
 

是推动茶文旅产业融合的基础要素;
 

文化产业包含文化企业、
 

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等,
 

是提升茶文旅产业融合的重要内容;
 

旅游产业包含旅游企业、
 

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等,
 

是促进茶文旅产业

融合的载体内容.
 

基于国家政策与产业发展等内外部环境,
 

通过市场、
 

资源与业态的深度融合发展,
 

推动

茶文旅产业协调共生发展.

图1 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机理

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
 

茶产业作为茶文旅产业融合的基础保障,
 

为产业融合提供内部驱动力,
 

其中,
 

茶园、
 

茶山、
 

茶产品等为文化产业提供物质载体,
 

涉及产茶基地、
 

加工制造、
 

服务包装及销售渠道等流程,
 

与旅游资源规划、
 

旅游产品开发相融合,
 

为旅游产业提供物质基础;
 

文化产业作为茶文旅产业融合的提升

重点[26],
 

文化赋能产业发展,
 

为产业融合提供内部推动力,
 

通过传承、
 

保护与利用非物质文化,
 

推动茶文

旅产业更广泛融合发展,
 

提升茶产品与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
 

提升茶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及旅游消费体验;
 

旅游产业作为茶文旅产业融合的传播载体[19],
 

在为产业融合提供需求拉动力的同时[18],
 

促进茶产业资源

的整合协调,
 

通过旅游产业带来的技术、
 

资金和游客,
 

承载与传播茶文化,
 

弘扬茶文化,
 

促进文旅产业融合

优化发展.
在市场需求、

 

产业政策、
 

资源优化等多因素推动下,
 

出现市场、
 

资源与业态等多层面的茶文旅产业融

合态势.
 

市场融合方面,
 

随着消费需求提升与国家政策引导,
 

推动游客前往产茶基地观赏独特的茶区自然

生态景观,
 

感受丰富茶文化内涵,
 

满足游客精神需求,
 

同时借势文旅市场,
 

扩大发展规模,
 

吸引更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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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文化与旅游的消费者,
 

推动各类市场要素融合,
 

释放强大消费潜力[10].
 

资源融合方面,
 

茶产业拥有茶

园、
 

茶山等自然资源以及茶道、
 

茶技、
 

茶艺等文化资源,
 

各地积极建设产茶基地景区、
 

茶文化产业园、
 

茶文

化体验馆和博物馆,
 

为游客提供茶技茶俗体验项目.
 

各地独特的地域文化、
 

民俗文化等为当地茶资源与旅

游资源的相互融合提供发展平台;
 

业态融合方面,
 

茶产业、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要素相互渗透,
 

茶文旅企

业积极拓展茶业市场,
 

推进茶园绿色生态环境、
 

茶业文化资源与教育、
 

康养、
 

工业及旅游体验交叉融合,
 

打

造茶产业基地文化旅游精品路线,
 

形成“茶+文化+研学旅行”
 

“茶+文化+工业旅游”
 

“茶+文化+康养旅

游”等涉茶元素新业态[11].
1.2 茶文旅产业融合动力机制

茶文旅产业内部要素相互渗透、
 

外部环境交叉适应,
 

共同推动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融合动力分为两

部分,
 

外部动力包括消费者需求提升(拉动力)、
 

追求效益最大化(驱动力)、
 

产业政策(引导力)、
 

科技创新

(支撑力),
 

内部动力为产业关联性(源动力).
消费者需求提升是拉动力.

 

旅游产业革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城乡居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能力得到提升,
 

人民美好需要更加丰富,
 

刺激旅游需求从观光式旅游向沉浸式、
 

多

样性旅游体验转变.
 

文化产业发展赋予旅游产品文化内涵,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旅游需求.
 

消费者在采茶、
 

制茶、
 

品茶过程中学习到更多的茶与文化知识,
 

提升旅游体验.
 

消费者需求提升不断拓展茶文旅产业发展

空间,
 

延长茶文旅产业链条,
 

促进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追求效益最大化是驱动力.

 

茶农与茶企业、
 

文化企业与旅游企业通过生产经营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为目标,
 

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会为茶农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同时茶农通过投资建设经营农家乐、
 

茶园外

包等方式增加经济收入.
 

对茶企业、
 

文化企业与旅游企业而言,
 

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能为企业带来可观经

济利益,
 

实现企业自身增值,
 

企业会将更多资本投入茶文旅产业,
 

在资本驱动下茶产业、
 

文化产业与旅游

产业不断融合发展.
产业政策是引导力.

 

产业政策为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良好市场环境以及产业发展方向.
 

国家推动

乡村产业振兴,
 

政府发布相关茶产业发展政策,
 

提出茶产业与文化、
 

旅游渗透融合,
 

为茶产业发展提供政

策引导.
 

在宽松市场环境以及政策指引下,
 

相关企业能够拓宽融资渠道,
 

降低经营成本,
 

促使企业愿意执

行产业政策,
 

拓宽产业市场,
 

推动茶文旅产业融合.
科技创新是支撑力.

 

产业融合离不开科技创新支撑,
 

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打破原有茶

产业、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边界,
 

通过技术、
 

资源、
 

要素相互渗透推动产业融合范围不断扩展,
 

延长产业链

条,
 

提升产业附加值.
 

同时3D、
 

VR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直播平台兴起,
 

新的媒体传播方式引导和改变市

场需求,
 

拓宽茶产业的市场空间,
 

促进文化保护与传播,
 

吸引更多人前往旅游目的地,
 

推动茶文旅产业融

合,
 

形成新业态发展.
产业关联性为内部源动力.

 

旅游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以及健康生活的品质

提升,
 

原有产业形式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
 

倒逼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旅游产业关联性与渗透性强,
 

具

有产业边界模糊特征[27],
 

文化产业提升旅游产品内涵,
 

茶产业具有的自然生态和丰富文化资源成为旅游吸

引物[11],
 

旅游产业助力茶产业资源市场开发.
 

3个产业具有极强的关联性,
 

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下,
 

产业要

素互相渗透、
 

产业结构调整[17],
 

推动茶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中国茶叶产区主要分为西南茶区、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和江北茶区[28-29].
 

文章选取我国4大茶区的

18个产茶省份(省、
 

自治区、
 

直辖市)为研究区域,
 

也将其划分为西南茶区(云南、
 

贵州、
 

四川、
 

重庆)、
 

江南茶区(浙江、
 

安徽、
 

江苏、
 

湖南、
 

湖北、
 

江西)、
 

华南茶区(广东、
 

广西、
 

福建、
 

海南)与江北茶区(甘
肃、

 

陕西、
 

河南、
 

山东)[30].
 

依据指标数据的科学性和可得性原则,
 

借鉴相关研究构建茶文旅产业的综合

75第8期          白洋,
 

等:
 

中国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与区域差异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4,
 

10,
 

13,
 

24-25,
 

31],
 

涵盖14个二级指标和35个三级指标(表1).
表1 茶文旅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平均权重/%

茶产业 茶业规模 茶园面积 千hm2 6.051

茶叶总产量 万t 7.017

茶业产出 茶叶农业产值 亿元 6.555

茶叶出口量 t 18.621

茶叶出口额 万美元 14.854

特色茶叶 农产品(茶叶)地理标志 个 5.321

一村一品(茶叶) 个 4.011

茶业品牌 中华老字号 个 12.691

百强茶企数量 个 9.062

茶业政策 茶产业政策数量 个 7.741

品牌价值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亿元 8.076

文化产业 设施规模 公共图书馆数量 个 3.554

群众艺术馆数量 个 3.658

文化馆数量 个 3.821

文化站数量 个 5.057

博物馆数量 个 5.485

艺术表演团体数量 个 13.029

艺术表演场馆数量 个 11.417

文化从业人员数 人 5.910

文化产出 图书出版总印数 亿册 9.441

期刊出版总印数 亿册 8.636

报纸出版总印数 亿份 11.581

文化遗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个 7.902

文化聚落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个 10.509

旅游产业 旅游产出 国内旅游人次 万人次 3.566

入境旅游人次 万人次 19.381

旅游总收入 亿元 5.583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5.437

国际旅游收入 亿美元 17.659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 11.054

设施规模 旅行社数量 个 10.095

星级饭店数量 个 5.353

旅游业从业人数 人 10.418

旅游景区 A级旅游景区数量 个 5.737

乡村旅游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 个 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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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指标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旅

游统计年鉴》,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
 

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网、
 

中

国茶叶流通协会网、
 

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网,
 

北大法宝数据库、
 

《全球变化数据学报》[32]

以及对应省域历年统计年鉴.
 

个别缺失数据使用省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补充和线性插值法

计算代替.
2.3 研究方法

2.3.1 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模型

通过客观赋权的熵值法分别对茶产业、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进行赋权与评价,
 

计算产业综合发展评价

指数[10],
 

公式为:

Ui=∑
m

j=1
wjxij   i=1,2,3 (1)

式中,
 

xij 为i省域j指标标准化值,
 

m 代表产业指标数,
 

wj 为指标j权重,
 

Ui 为i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数.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模型能够测量产业间相互作用的融合发展效果,
 

借鉴相关研究[31],
 

构建茶产业、
 

文化产业与

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公式为:

C=3×
3
U1×U2×U3

(U1+U2+U3)
   D= C×T   T=αU1+βU2+ρU3 (2)

式中,
 

C 为耦合度,
 

D 为协调度,
 

T 为产业综合协调指数,
 

U1、
 

U2、
 

U3 分别表示茶产业、
 

文化产业与旅游

产业的综合发展评价指数.
 

α、
 

β和ρ为待定系数,
 

考虑到3个产业同等重要,
 

因此α、
 

β和ρ均赋值为1/3.
 

参考相关研究[10]划分协调度等级(表2),
 

其中[0,
 

0.4)为失调类型,
 

[0.4,
 

0.6)为过渡类型,
 

[0.6,
 

1)为协

调类型.
表2 协调度等级划分

协调度 协调等级 协调度 协调等级
 

0≤D<0.1 极度失调 0.5≤D<0.6 勉强协调

0.1≤D<0.2 严重失调 0.6≤D<0.7 初级协调

0.2≤D<0.3 中度失调 0.7≤D<0.8 中级协调

0.3≤D<0.4 轻度失调 0.8≤D<0.9 良好协调

0.4≤D<0.5 濒临失调 0.9≤D<1.0 优质协调

2.3.3 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

为测量区域总体差异G,
 

并分解为区域间差异Gb、
 

区域内差异Gw 和超变密度Gt,
 

同时满足G=Gb+
Gw+Gt.

 

参考相关研究[33],
 

选取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分析茶文旅产业协调水平的区域差异程度.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由式(1)计算并绘制茶产业、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图2),
 

3个产业综合发展水

平指数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指数均值对比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
 

样本期内产业间发展差距逐

步缩小,
 

茶产业始终处于滞后类型.
 

茶产业综合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发展期(2010-2016年),
 

指数均值从

0.162快速上升到0.251,
 

提升54.938%;
 

稳定期(2017-2020年),
 

指数均值缓慢上升到0.257,
 

这与国家

及各省域的茶产业发展和“三农”扶持政策相关,
 

为茶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条件及外部环境.
 

旅游产业

综合发展可分为三阶段:
 

积累期(2010-2012年),
 

指数均值从0.261上升到0.281;
 

上升期(2013-
2016年),

 

指数均值从0.263快速上升到0.306,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相关

政策,
 

推动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提升;
 

波动期(2017-2020年)均值在0.300附近变化.
 

文化产业综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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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呈现“N”字形,
 

可分为三阶段:
 

增长期(2010-2013年),
 

指数均值从0.347上升至0.376;
 

徘徊期(2014-
2016年),

 

指数均值从0.383下降至0.355;
 

回升期(2017-2020年)均值从0.360提升至0.379.

图2 茶产业、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

区域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存在明显差异,
 

指数均值对比为江南茶区>西南茶区>华南茶区>江北

茶区.
 

样本期内,
 

江南茶区(年均值0.359)、
 

江北茶区(年均值0.090)分别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滞后地位.
 

江南茶区集中碧螺春、
 

西湖龙井等优质绿茶,
 

拥有较高茶叶品牌价值,
 

茶叶出口量、
 

出口额较高,
 

茶产业综

合发展水平较高.
 

江北茶区仅有部分地区产茶,
 

茶叶种植规模小、
 

茶叶产量少等导致其茶产业综合发展水

平较低.
 

需要注意的是,
 

2010-2012年华南茶区优于西南茶区发展,
 

西南茶区2013年赶超华南茶区后排

名第二,
 

这与云南和贵州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快速提高有关.
比较区域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江南与江北茶区呈“M”字形变化趋势,
 

华南与西南茶区呈波动上升

态势,
 

样本期内指数均值排序为华南茶区>江南茶区>江北茶区>西南茶区,
 

年均值分别为0.322、
 

0.320、
 

0.246和0.239.
 

华南茶区2013年以微弱优势领先江南茶区,
 

2016年后以绝对优势保持领头羊地

位;
 

西南茶区年均增长率为4.891%,
 

2010-2016年滞后于其他茶区,
 

但后期加速发展先后超越江北茶区、
 

江南茶区成为第二,
 

这与江苏及浙江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下降,
 

云南、
 

四川和贵州综合发展水平提升显

著相关.
比较区域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江南和江北茶区呈波动上升趋势,
 

呈现利好局面.
 

华南与西南茶区

呈起伏下降态势,
 

表现弱化状态.
 

江南茶区(年均值0.469)拔得头筹,
 

江北茶区(年均值0.383)紧追其后,
 

华南与西南茶区难分伯仲.
 

样本期内江南和江北茶区发展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得益于山东与河南文化产业

综合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
 

2010-2011年、
 

2013-2014年西南茶区低于华南茶区,
 

其余年份则领先或接近

华南茶区.
对比4大区域3个产业,

 

江南茶区除2010年为茶产业发展滞后型外,
 

其余年份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均值为文化产业>茶产业>旅游产业,
 

文化与茶产业发展长期优于旅游产业.
 

华南茶区除2013年文化产业

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高于旅游产业外,
 

其余年份指数均值为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茶产业,
 

茶产业发展

长期处于滞后状态.
 

西南茶区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在2010-2016年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

业,
 

2017-2019年为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茶产业,
 

2020年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
 

总体表现茶

产业发展滞后.
 

而江北茶区指数均值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茶产业,
 

茶产业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
 

综

上,
 

江南茶区为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
 

华南、
 

西南和江北茶区为茶产业发展滞后型.
3.2 协调度时空演化分析

3.2.1 协调度时间序列特征

由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并绘制茶文旅产业协调度均值(图3),
 

18个产茶省份茶文旅产业协调度具有波

动变化趋势,
 

其均值由2010年的0.543上升至2019年的0.605后下降为2020年的0.597.
 

茶文旅产业协

调等级主要处于勉强协调,
 

除2019年跨入初级协调等级外,
 

其他年份均为勉强协调等级,
 

茶文旅产业协调

发展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06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6卷



图3 茶文旅产业协调度均值

从区域层面看,
 

样本期内江南茶区协调度均值在0.700上下波动,
 

始终高于平均水平,
 

华南、
 

西南

和江北茶区协调度均值呈现增长趋势且低于平均水平.
 

其中,
 

华南茶区协调度均值从2010年的0.479
波动上升至2020年的0.560,

 

年均上升率为1.691%.
 

西南与江北茶区协调度均值分别由2010年的

0.481、
 

0.447逐步提升至2020年的0.571、
 

0.496,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71%、
 

1.096%.
 

广西、
 

福建、
 

云南、
 

贵州、
 

河南与陕西等省份先后出台茶产业发展政策,
 

创建茶叶知名品牌,
 

推动茶产业发展与文化

及旅游产业相结合,
 

发展茶区休闲观光旅游产业,
 

传承保护茶艺、
 

茶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其他部

门加大政策扶持,
 

持续完善相关基础设施.
 

对比协调等级,
 

江南茶区2014年从初级协调上升为中级协

调等级,
 

华南茶区2013年从濒临失调上升为勉强协调等级,
 

西南茶区2019年从濒临失调上升为初级协

调后在2020年回落至濒临失调等级,
 

江北茶区2017年从濒临失调上升为勉强协调后在2020年下降回

濒临失调等级.
 

总体来看,
 

茶文旅产业协调江南茶区等级最高、
 

江北茶区最低,
 

协调度均值排列为江南

茶区>西南茶区>华南茶区>江北茶区,
 

说明江南茶区3个产业间的协同发展程度较高,
 

而江北茶区不

同产业间的融合发展程度较低.
从省域层面看,

 

除浙江、
 

江苏与海南外,
 

其他省份茶文旅产业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上升态势,
 

而浙江

与江苏协调度则存在明显下降趋势.
 

浙江茶文旅产业协调度从0.921下降至0.878,
 

年均下降率为

0.467%.
 

江苏协调度从0.859下降至0.760,
 

年均下降率为1.153%.
 

省域茶文旅协调度均值前三甲分别

为浙江(0.907)、
 

江苏(0.746)和广东(0.741),
 

后三位分别是海南(0.105)、
 

甘肃(0.230)和重庆(0.364).
 

协调等级变化分为3种,
 

一是协调等级下降类型,
 

这是协调区域发展的关键省域.
 

如浙江由2010年优

质协调下降为2020年良好协调,
 

江苏由良好协调下降为中级协调.
 

二是协调等级上升类型,
 

如甘肃由

2010年严重失调上升为2020年中度失调,
 

江西、
 

广西和贵州由2010年濒临失调提升为2020年勉强协

调,
 

云南、
 

山东与河南由2010年勉强协调上升为2020年初级协调,
 

安徽、
 

福建和四川由2010年初级协

调提升为2020年中级协调,
 

陕西由2010年濒临失调上升为2017年勉强协调在2020年下降为濒临失

调.
 

三是协调等级不变类型,
 

海南、
 

重庆、
 

湖南和湖北、
 

广东协调类型分别维持严重失调、
 

轻度失调、
 

初

级协调、
 

中级协调不变.
浙江、

 

江苏和安徽等集中生产优质绿茶,
 

拥有较高茶叶品牌附加值,
 

地处经济发达地区,
 

文旅产业快

速发展,
 

江南茶区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最高.
 

云南、
 

贵州等茶叶种植面积大,
 

茶叶产量高,
 

拥有茶马古

道等线性廊道资源,
 

推动西南茶区茶文旅产业融合快速发展.
 

福建茶叶产量高、
 

广东旅游业发达等因素有

效提升华南茶区茶文旅产业融合协调水平.
 

甘肃、
 

陕西经济欠发达、
 

茶叶种植规模小、
 

茶叶产量低、
 

出口量

少,
 

导致江北茶区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滞后.
3.2.2 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

为比较分析,
 

选择2010、
 

2016和2020年为时间节点,
 

运用ArcGIS
 

10.8软件绘制茶文旅产业协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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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空间分布图(图4).
 

茶文旅产业协调类型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具有协调类型环形分布、
 

过渡类型嵌套分

布、
 

失调类型相对稳定的空间分异特征.

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审图号为(2023)2762的标准地图绘制,
 

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4 茶文旅产业协调类型空间分布

2010年浙江、
 

江苏、
 

安徽、
 

湖北、
 

湖南、
 

广东、
 

福建和四川8省为协调类型,
 

江西、
 

广西、
 

贵州、
 

云南、
 

山东、
 

河南和陕西7个省份为过渡类型,
 

其余省份为失调类型,
 

不同类型省域数量比为8∶7∶3.
 

江南茶区

省份的协调度高,
 

整体产业协同程度高,
 

江北茶区省份协调度低且多为失调或过渡状态.
 

2016年云南、
 

河

南和山东3省提升为协调类型,
 

2020年其他省份类型不变.
 

2016年各区域间协调度类型的空间差异比较均

衡,
 

江南茶区协调类型省份不变,
 

而华南、
 

西南与江北茶区内部则为协调、
 

过渡与失调类型并存状态,
 

如贵

州由茶产业滞后过渡类型向文化产业滞后过渡类型转变,
 

山东、
 

河南2省由茶产业滞后过渡类型向茶产业

滞后协调类型转变,
 

湖南由旅游产业滞后协调类型向茶产业滞后协调类型转变,
 

云南由旅游产业滞后过渡

类型向文化产业滞后协调类型转变.
 

2020年江西、
 

陕西2省由茶产业滞后过渡类型向旅游产业滞后过渡类

型转变,
 

广西由茶产业滞后过渡类型向文化产业滞后过渡类型转变,
 

福建由旅游产业滞后协调类型向文化

产业滞后协调类型转变,
 

甘肃、
 

重庆和海南3省份长期处于茶产业滞后失调类型,
 

浙江、
 

安徽和湖北3省长

期处于旅游产业滞后协调类型,
 

江苏、
 

广东和四川3省长期处于茶产业滞后协调类型.

3.3 区域差异及贡献度分析

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测量分析区域差异及贡献率(表3和表4).
 

总体差异均值为0.173,
 

由

2010年的0.206波动下降到2020年的0.169,
 

年均降速1.796%.
 

2010-2020年茶文旅产业协调度总体差

异逐渐缩小,
 

18个产茶省份茶文旅产业协调程度整体提升.
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始终保持领先优势,

 

均值排名为区域间差异贡献率(47.374%)>超变密度贡献率

(32.081%)>区域内差异贡献率(20.545%).
 

从贡献率变化趋势看,
 

区域间差异从2010年的46.769%下

降到2020年的43.290%,
 

年均下降0.744%;
 

超变密度贡献率从2010年的32.546%上升到2020年的

36.316%,
 

年均增长1.158%;
 

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在20%附近波动.
 

不同省域多个产业间非均衡发展导致

茶文旅产业协调度的总体差异,
 

减小区域间差异是提升区域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区域内协调

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变化趋势.
 

由于区域内各省份茶产业、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步性较差,
 

产业协调水平均衡度较低,
 

华南茶区内差异最大(均值0.255),
 

江北和西南茶区内差异均值分别为0.174
和0.120,

 

而江南茶区内各省份产业协调水平更为均衡导致其差异最小(均值0.085).

26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6卷



表3 茶文旅产业协调度的基尼系数贡献率

年份 总体差异G
区域内基尼

系数Gw

区域间基尼

系数Gb

超变密度

基尼系数Gt

区域内

贡献率Gw/%

区域间

贡献率Gb/%

超变密度

贡献率Gt/%

2010 0.206 0.043 0.096 0.067 20.685 46.769 32.546

2011 0.191 0.040 0.084 0.067 21.073 43.870 35.057

2012 0.187 0.040 0.084 0.063 21.199 45.178 33.623

2013 0.174 0.037 0.078 0.060 21.114 44.552 34.334

2014 0.174 0.035 0.083 0.055 20.334 48.093 31.574

2015 0.166 0.033 0.085 0.048 20.093 51.134 28.773

2016 0.170 0.034 0.085 0.052 19.731 49.784 30.485

2017 0.159 0.032 0.080 0.047 20.277 50.014 29.709

2018 0.152 0.031 0.076 0.045 20.400 49.852 29.748

2019 0.151 0.031 0.073 0.046 20.693 48.575 30.731

2020 0.169 0.035 0.073 0.062 20.393 43.290 36.316
均值 0.173 0.036 0.082 0.056 20.545 47.374 32.081

表4 茶文旅产业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差异

年份

区域内差异

华南 江北 江南 西南

区域间差异

华南—

江北

华南—

西南

江南—

华南

江南—

江北

江南—

西南

西南—

江北

2010 0.267 0.200 0.118 0.141 0.260 0.234 0.237 0.230 0.199 0.187

2011 0.270 0.195 0.104 0.135 0.259 0.230 0.216 0.204 0.171 0.179

2012 0.270 0.187 0.106 0.123 0.254 0.222 0.221 0.202 0.159 0.169

2013 0.267 0.176 0.094 0.109 0.249 0.217 0.210 0.185 0.137 0.155

2014 0.261 0.173 0.083 0.119 0.246 0.213 0.204 0.192 0.144 0.158

2015 0.247 0.160 0.077 0.119 0.229 0.202 0.197 0.187 0.140 0.152

2016 0.254 0.175 0.070 0.123 0.243 0.214 0.196 0.188 0.142 0.162

2017 0.250 0.157 0.072 0.109 0.232 0.200 0.192 0.175 0.119 0.149

2018 0.238 0.154 0.068 0.109 0.220 0.190 0.181 0.167 0.115 0.148

2019 0.236 0.157 0.068 0.110 0.221 0.188 0.177 0.164 0.110 0.154

2020 0.250 0.183 0.075 0.118 0.261 0.218 0.185 0.187 0.127 0.166
均值 0.255 0.174 0.085 0.120 0.243 0.212 0.201 0.189 0.142 0.162

  区域内协调度差异程度不同,
 

但均呈波动下降趋势.
 

华南茶区从2010年的0.267波动下降到2020年

的0.250、
 

江北茶区从2010年的0.200下降到2020年的0.183、
 

江南茶区内差异由2010年的0.118下降

到2020年的0.075、
 

西南茶区由2010年的0.141波动下降到2020年的0.118,
 

4大茶区的年均降速分别为

0.637%、
 

0.850%、
 

3.644%和1.631%.
区域间协调度差异依然显著,

 

2010-2019年各茶区间均衡度有所提高.
 

江南—华南茶区、
 

华南—西南

茶区以及华南—江北茶区间差异较大,
 

均值分别为0.201、
 

0.212和0.243.
 

江南—西南茶区、
 

西南—江北

茶区和江南—江北茶区间差异较小,
 

均值分别为0.142,
 

0.162和0.189.
 

华南—江北茶区间差异具有先波

动下降再快速提升的变化特征,
 

华南—西南、
 

西南—江北、
 

江南—江北、
 

江南—华南和江南—西南茶区间

差异变化均表现为下降趋势,
 

年均降幅分别为0.684%、
 

1.123%、
 

1.870%、
 

2.194%和3.618%.
 

需要说明

的是,
 

新冠疫情影响旅游产业正常发展,
 

2020年各区域间茶文旅产业协调度差异出现不同幅度上升.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基于2010-2020年中国18个产茶省份面板数据,
 

构建产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数理模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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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国茶文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
 

协调发展特征及区域差异程度,
 

研究结论如下:

1)
 

3个产业相互影响、
 

互相作用,
 

构建三产融合、
 

协同共生的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机理,
 

融合态势是

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的核心.
 

作为基础保障,
 

茶产业提供融合发展的内部驱动力;
 

作为提升重点,
 

文化产

业提供融合发展的内部推动力;
 

作为传播载体,
 

旅游产业提供融合发展的需求拉动力.
 

茶文旅产业融合由

内外部动力共同驱动,
 

外部动力中消费者需求提升是拉动力,
 

追求效益最大化是驱动力,
 

产业政策是引导

力,
 

科技创新是支撑力,
 

内部源动力为产业关联性.
2)

 

3个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值对比为文化产业>旅

游产业>茶产业,
 

样本期内产业间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茶产业始终处于滞后类型.
 

江南茶区为旅游产业滞

后型,
 

华南、
 

西南与江北茶区为茶产业滞后型.
 

茶产业与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为浙江,
 

旅游产业综

合发展水平最高为广东,
 

甘肃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最低,
 

海南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最低.
3)

 

茶文旅产业协调度水平整体呈现提升状态,
 

协调度等级主要处于勉强协调,
 

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江

南茶区协调等级最高、
 

江北茶区最低,
 

协调度均值排列为江南茶区>西南茶区>华南茶区>江北茶区.
 

省

域协调水平前3位为浙江、
 

江苏和广东,
 

海南茶文旅产业协调等级保持不变,
 

其他省份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而浙江与江苏则存在明显下降趋势.
4)

 

茶文旅产业协调度总体差异逐渐缩小,
 

区域协调程度有所提升.
 

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始终保持领先优

势,
 

均值排名为区域间差异贡献率>超变密度贡献率>区域内差异贡献率.
 

区域内差异呈现显著的空间分

异特征,
 

华南茶区内差异最大,
 

江南茶区内差异最小.
 

区域间协调度差异依然显著,
 

华南—江北茶区间差

异最大、
 

江南—西南茶区间差异最小.
4.2 对策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与发展实际,
 

为推进“茶+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提出对策建议:

1)
 

挖掘文化内涵,
 

创新开发茶文旅项目.
 

文化赋能产业发展,
 

茶文旅融合根植于茶文化,
 

通过茶树品

种、
 

产茶基地、
 

制茶技术等建设茶业特色小镇、
 

茶主题酒店民宿、
 

茶文化生态公园等项目.
 

加强地方茶文化

与文博、
 

美食、
 

研学深度融合,
 

举办特色茶文化旅游节、
 

茶博会、
 

茶产业峰会,
 

创新茶文化主题市集、
 

地方

茶制美食等特色项目,
 

推进茶产业、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
 

对茶产业发展滞后的华南、
 

西南和江

北茶区,
 

通过互联网、
 

新媒体技术加快茶文化传播,
 

发展茶业直播、
 

茶业体验和茶业研学,
 

将特色茶文化资

源有效转化为旅游产业优势,
 

促进茶文旅产业良性发展.
2)

 

整合优质资源,
 

打造茶文旅产业核心区域.
 

依托对茶产业资源的深度把握,
 

因地制宜发展茶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
 

扩大产业规模,
 

培育龙头企业,
 

加强茶叶品牌宣传,
 

提升茶叶品牌价值.
 

将当地茶技茶俗等

特色文化资源融入旅游活动,
 

提升旅游文化内涵,
 

提升游客参与性和沉浸式体验.
 

各茶区联合挖掘“茶马古

道、
 

茶船古道和万里茶道”等古道文化资源,
 

精心设计“茶+文化+旅游”主题旅游产品,
 

建设集游玩观光、
 

互动学习、
 

沉浸体验于一体的茶文旅融合产业带和示范区.
3)

 

加强政策引导,
 

提升茶文旅产业科技支撑.
 

茶文旅产业融合要以市场需求为主导,
 

以国家及地方政

策为引导,
 

科学合理规划区域茶文旅产业融合路径,
 

统筹茶产业发展,
 

持续释放产业政策红利,
 

加强税收、
 

金融部门支持力度,
 

为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资金技术支持.
 

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

能等现代科学技术,
 

推进茶文旅产业信息化建设,
 

推动多元要素互补与多种资源共享,
 

促进茶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
 

提升茶农经济收入,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释放茶叶品牌价值,
 

提升茶产业综合效益,
 

延长茶文

旅产业价值链条,
 

推动各区域茶文旅产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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