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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开展,
 

实现农户经济收入提高、
 

推动农村产业转型成为现阶段的重点.
 

生态农

业产业的发展中产品加工销售、
 

农业技术的展示推广等要素和旅游业的发展存在重要联系.
 

研究分析了生态农

业和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关系,
 

从两个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入手分析农业旅游业协调发展的现状.
 

以安徽省黄山

市为例,
 

通过对生态农业与旅游业协同发展的分析,
 

研究生态农业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
 

采用熵权法对黄山市生

态农业发展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耦合协调分析,
 

发现在2012-2020年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均高于0.9.
 

而协调度计算结果表明,
 

2012-2016年黄山市生态农业发展与旅游业发展处于初步协调状态,
 

2017-2020年则

处于良好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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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creasing
 

farmers
 

e-
conomic

 

income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have
 

become
 

the
 

focuses
 

at
 

this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dustry,
 

including
 

product
 

processing
 

and
 

sales,
 

demon-
stration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other
 

elements,
 

ha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
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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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upling
 

evaluation
 

model
 

of
 

the
 

two
 

systems.
 

Taking
 

Huangshan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and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Huangshan
 

City,
 

Anhui
 

Provin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during
 

2012-2020
 

was
 

higher
 

than
 

0.9.
 

However,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Huangshan
 

City
 

were
 

in
 

a
 

preliminary
 

coordina-
tion

 

state
 

from
 

2012
 

to
 

2016,
 

and
 

were
 

in
 

a
 

good
 

coordination
 

state
 

from
 

2017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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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
 

传统农业正处于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
 

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开展,
 

实现农户经济收入提高、
 

推动农村产业转型成为现阶段的重点.
 

不少研究

从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
 

协同关系及其功能意义出发,
 

对当前我国生态农业和旅游

业协同发展模式进行了现状探讨和深入分析,
 

针对我国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融合的产业发展、
 

融资困难

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建设,

 

为了实现乡镇产业的深度融合,
 

国内学者逐渐将农业和旅游业的产

业融合作为热点进行探索研究.
 

王珺玮等[1]采用逻辑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
 

探索了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之

间互促共进的关系,
 

为农旅特色小镇的建设提出了意见.
 

赵淑莲[2]则从文化旅游以及互联网宣传结合的角

度入手,
 

以陇南乡村为例分析了“文化”+“旅游”+“互联网”的农旅新模式,
 

为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

打造旅游文化消费节、
 

建设电商平台矩阵创新性的方法.
 

为了进一步推动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
 

实

现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需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融入生态农业和旅游融合发展中[3].

 

王传雄[4]从农业、
 

旅游业、
 

文化产业

三者的融合角度分析了乡村振兴的对策,
 

以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以及文化宣传等对策为核心,
 

提出了新型

农村发展策略.
 

刘阿丽等[5]从价值链理论入手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包含了核心竞

争力、
 

内在支撑力、
 

外在保障力、
 

创新发展力4个维度,
 

为乡村发展提出了去除同质化的新依据.
 

魏思源

等[6]以四川大邑县青霞镇为样本,
 

分析了农旅融合下的人才评价方法,
 

旨在选出农村中具备创新创业胜任

力的人才,
 

弥补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信息抓取能力、
 

数据分析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不足的问题.
 

针对我国

红色文化对农旅产业的支持功能,
 

蔡文春[7]以四川广元月坝为例,
 

分析了川陕革命老区在农旅产业融合中

发挥的文化功能.
 

庞静[8]采用熵权法和耦合调度模型探索了我国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驱动因素,
 

从区

域划分中对不同地区的农旅产业融合提出了改进措施.
 

石道鑫等[9]以三明市小蕉村为例,
 

将乡村振兴的

发展目标放置在农村自然农业资源与文化资源的融合之中,
 

从乡村多样功能入手,
 

分析了农旅有效融合

的对策建议,
 

为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促进增收致富提供了借鉴.
 

宋芷汀[10]以娘子关村为例,
 

从艺术设计

的角度分析了乡村振兴中的旅游业发展,
 

剖析了水乡村落与公共艺术之间融合的文旅模式.
 

黄钰等[11]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
 

E-G两步检验法等分析了革命老区临沂市农旅融合协调水平及动态关系,
 

实验结果

显示,
 

当地农旅产业结构较为合理,
 

距优质协调还有一定差距.
 

基于现有研究,
 

为了对乡镇的生态农业

和旅游业的协同发展做出合理评价,
 

本文以安徽省黄山市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产业现状和经济效益角度

探讨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协同发展,
 

探究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的关系,
 

以期推动农旅产业融合可持续协调

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是指生态农业和旅游业之间相互交叉、
 

相互融合的一种发展模式.
 

生态农

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要求将农业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利用良好的自然条件,
 

通过生产优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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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丰富的农产品来吸引游客.
 

绿色可持续是农旅融合发展的前提基础,
 

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要求

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经营过程中.
 

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是一种相互融合、
 

相互促进的发展关

系.
 

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
 

在农业研发、
 

生产、
 

加工、
 

销售的各

个阶段,
 

均可以与旅游产业开展融合.

图1 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的协同发展机制

研究评价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安徽省统计年鉴》
  

《黄山市国民经

济和 社 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和 《黄 山 市 统 计 年 鉴》、
 

黄 山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官 方 网 站 (https:
 

//

wlj.huangshan.gov.cn/).
在指标选择的过程中,

 

为了生态农业发展评价和旅游业发展评价这两个非线性关联系统之间的客观联系

性,
 

研究将统一其目的性和学术性[12-13].
 

从本次研究提出的问题出发,
 

结合产业融合和产业共生经济学理论,
 

从经济效益和社会产业现状两个大指标之中确定生态农业发展的评价指标[14].
 

经济效益中首先确定生态作物

农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
 

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二级指标.
 

社会产业现状中确定

农业从业劳动力资源数量、
 

生态农产品播种面积以及农产品产量为二级指标[15-16].
 

而旅游业发展的评价之中,
 

同样从经济效益、
 

社会产业现状两个一级指标之中确定旅游业发展的成果.
 

经济效益评价之中,
 

通过旅游总收

入、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两个二级指标进行评定[17-18].
 

而社会产业现状中则通过游客接待数量、
 

景区及旅行

社数量、
 

人数同比增长率3个指标进行分析.
 

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在充分尊重农业产业功能的基础上,

 

研究旨在通过评价模型的耦合构建达成合理开发利用农业

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目的[19],
 

最终形成以农业旅游休闲项目、
 

农业配套商业项目、
 

农业旅游地产

项目等为核心功能的产业架构.
 

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在生态农业的经济效益指标选择中,
 

注重生产总

值、
 

生产率、
 

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
 

除了用于反映当地的农业营收情况之外,
 

同时也直观反映出生

态农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贡献[20].
 

而生态农业的社会产业现状指标中则注重体现农业对当地劳动

者状态的影响.
 

在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指标中,
 

主要分析了旅游的收入和占比,
 

用于直观反映旅游业对

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21-22].
 

而旅游业的社会产业现状中,
 

通过游客接待数量、
 

景区、
 

旅行社数量以及

游客人数同比增长率来反映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情况[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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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态农业耦合旅游业发展评价指标

评价模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生态农业 经济效益 生态作物农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 %

农业劳动生产率 元/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社会产业现状 农业劳动力资源数量 万人

生态农产品播种面积 千hm2

农产品产量 万t

旅游业 经济效益 旅游总收入 亿元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

社会产业现状 游客接待数量 万人次

景区及旅行社数量 个

人数同比增长率 %

  研究将表1中的评价指标,
 

通过计算耦合度来量化分析生态农业和旅游业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
 

首先,
 

耦合度的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CD=[eagri·etour/
eagri+etour

2  
2

]
1
2 (1)

式中,
 

CD 表示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协同发展的耦合度,
 

eagri与etour 分别表示生态农业发展综合评价值与旅

游业发展综合评价值.
 

而两个模型的协调度和综合发展评价值的计算公式则如式(2)所示.

coop= CD×
1
2
(eagri+etour)

dev=
1
2
(eagri+etour)












(2)

式中,
 

coop 表示两个评价模型之间的协调度,
 

而dev 则表示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值[25].
 

而在耦合

协调模型之中,
 

原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则依靠熵值法进行计算,
 

其公式表示为以下式(3).

ei=∑
n

i
wi·pij (3)

式中,
 

n 表示指标i的样本数量,
 

w 表示指标i的权重,
 

pij 表示指标i下第j个样本在指标中的占比.
 

为了

统一比较的标准,
 

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在分析数据之前,
 

需要对原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将原始数据转

化为无量纲、
 

无数量级差异的标准化数值.
 

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
 

其公式如式(4)所示.

X' =
X -Xmin

Xmax-Xmin
(4)

式中,
 

X'表示标准化处理之后的指标值,
 

Xmin 和Xmax 分别表示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由于系统中各个

评价指标对子系统的贡献程度和代表意义各不相同,
 

所以选用加权求和公式的测算方式,
 

求出生态农业和

旅游业两大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生态农业的综合指数模型和旅游业的综合指

数模型,
 

其公式如式(5)所示.

Ka(Kt)=∑
n

j=1

(X'
ij·Wj) (5)

式中,
 

Ka 和Kt分别表示生态农业的综合指数模型和旅游业的综合指数模型.
 

X'
ij 表示第i第j项指标的

标准化值,
 

Wj 表示该指标的权重.

2 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协调发展评价耦合模型的应用效果,
 

对黄山市进行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分析,
 

以此探索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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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与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关系.
 

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收集黄山市2012-2020年的生态农业和旅

游业发展指标数据.
 

黄山市是安徽省下辖地级市,
 

古称徽州,
 

具备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
 

在生态农业上也

具备徽茶、
 

“徽五味”药材、
 

蜂蜜、
 

花猪以及果树、
 

笋竹等优秀农产品,
 

并且逐渐形成产业集群,
 

具备山景、
 

园景、
 

林景等丰富旅游资源.
 

因此,
 

黄山市作为农业发展大市,
 

具备旅游资源优势.
 

同时,
 

黄山市正处于优

化产业布局阶段,
 

正加快建设种养、
 

加工、
 

流通、
 

旅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示范区.
 

将其作为实证分析对象,
 

可以充分证明本研究提出的耦合模型的有效价值.
 

在计算综合评价值以及两个模型的耦合度之前,
 

需要首

先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
 

在确定了所有指标对于黄山市农业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均是正向的之后,
 

再进一步通过熵权法计算每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值.
 

具体权重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生态农业与旅游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值及编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值 编号

经济效益(E1) 生态作物农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 0.304
 

9 E11

农业劳动生产率 0.213
 

7 E1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154
 

7 E13

社会产业现状(S1) 农业劳动力资源数量 0.131
 

5 S11

生态农产品播种面积 0.129
 

8 S12

农产品产量 0.065
 

4 S13

经济效益(E2) 旅游总收入 0.273
 

8 E21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0.237
 

6 E22

社会产业现状(S2) 游客接待数量 0.195
 

3 S21

景区及旅行社数量 0.161
 

1 S22

人数同比增长率 0.132
 

2 S23

  表2中全部指标的影响均为正向,
 

因此通过标准化处理方式统一不同单位的指标数据,
 

得出生态农业

发展评价指标结果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
 

在2012-2020年黄山市的生态农业发展评价指标之

中,
 

明显处于不断上升趋势的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而生态作物农业生产总值占

GDP比重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
 

其余指标的上升和下降趋势不明显.

图2 黄山市生态农业发展评价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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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根据标准化数据将2012-2020年黄山市的旅游业发展状态展示为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
 

整

体上黄山市的旅游业处于随时间上涨的趋势,
 

且上涨幅度明显.
 

但是在2020年转头下降,
 

表明新冠疫情对

于黄山市的旅游业发展具有重大负面影响.

图3 黄山市旅游业发展评价指标数据

在计算各个指标的评价值之前,
 

先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方法讨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如表3所示.
 

从

表3可以看出,
 

黄山市生态农业评价指标中的经济效益指标和社会生产现状指标具备相关性,
 

除生态农产

品播种面积外,
 

显著水平大多小于0.01.
 

而黄山市旅游业经济发展指标与社会产业现状指标同样具备相关

性,
 

显著水平也大多小于0.01.
表3 生态农业发展评价模型和旅游业发展评价模型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生态农业评价模型 E11 E12 E13 S11 S12 S13

E11 1

E12 0.931*** 1

E13 0.706*** 0.426** 1

S11 0.711*** 0.361*** 0.487*** 1

S12 0.694** 0.254** 0.395** 0.741*** 1

S13 0.268*** 0.269** 0.925*** 0.226*** 0.414*** 1

旅游业评价模型 E21 E22 S21 S22 S23 /

E21 1 /

E22 0.904*** 1 /

S21 0.519*** 0.566*** 1 /

S22 0.532*** 0.464*** 0.647*** 1 /

S23 0.211*** 0.246** 0.464** 0.379*** 1 /

  注:
 

***表示相关性显著水平小于0.01,
 

**表示相关性显著水平小于0.05,
 

*表示相关性显著水平小于0.1.
 

根据熵权法计算得出的权重值和标准化之后的指标数据,
 

指标体系的评价值计算结果展示于表4.
 

从

表4可以看出,
 

黄山市的生态农业发展随着时间评价值不断上升,
 

仅在2019和2020两年部分指标受到影

响而下降.
 

在2012-2020年,
 

生态作物农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
 

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3项二级指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未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发展评价值上升幅度最多的为农业劳动

生产率,
 

从2012年的0.148
 

8上涨为了2020年的0.825
 

2.
 

其次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2012年最

低的0.302
 

1上涨为2020年的0.868
 

0.
 

农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的评价稳定发展,
 

评价值从2012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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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
 

6上涨为2020年的0.655
 

5.
 

而农业劳动力资源数量和农产品播种面积最高评价值分别为2017年的

0.679
 

7和0.693
 

9,
 

到2020年恢复到0.601
 

6及0.606
 

6.
 

生态农业发展产业现状二级指标中,
 

农产品产量

同时受到新冠疫情和人口流动的影响,
 

因此在2020年下降幅度最小,
 

2020年最高评价值为0.557
 

0.
 

旅游

经济效益发展下的两个二级指标均是随着时间而上升.
 

在2019年和2020年明显下降,
 

分别从2018年的

0.761
 

9和0.520
 

5下降到2019年的0.560
 

8和0.380
 

3.
 

而产业资源现状指标下,
 

景区数量的评价逐年上

升,
 

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游客接待数量和人数同比增长指标的评价值发展趋势相同,
 

均在2019年略

微下降、
 

2020年大幅下降.
表4 黄山市2012-2020年的农业发展模型和旅游业发展模型指标评价值

指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E11 0.308
 

6 0.347
 

3 0.398
 

6 0.410
 

4 0.509
 

2 0.520
 

5 0.580
 

3 0.645
 

9 0.655
 

5

E12 0.148
 

8 0.100
 

5 0.167
 

5 0.254
 

1 0.352
 

5 0.481
 

0 0.564
 

4 0.684
 

4 0.825
 

2

E13 0.302
 

1 0.389
 

1 0.455
 

7 0.543
 

9 0.545
 

7 0.581
 

3 0.603
 

9 0.734
 

1 0.868
 

0

S11 0.402
 

8 0.345
 

9 0.383
 

8 0.467
 

6 0.511
 

4 0.679
 

7 0.634
 

9 0.570
 

2 0.601
 

6

S12 0.300
 

4 0.319
 

6 0.396
 

1 0.500
 

4 0.499
 

3 0.693
 

9 0.633
 

4 0.576
 

1 0.606
 

6

S13 0.387
 

7 0.452
 

8 0.460
 

4 0.552
 

3 0.534
 

6 0.526
 

7 0.541
 

1 0.535
 

9 0.557
 

0

E21 0.307
 

2 0.351
 

2 0.386
 

6 0.426
 

6 0.486
 

2 0.560
 

8 0.761
 

9 0.560
 

8 0.565
 

0

E22 0.302
 

1 0.308
 

6 0.347
 

3 0.398
 

6 0.410
 

4 0.509
 

2 0.520
 

5 0.380
 

3 0.345
 

9

S21 0.443
 

0
 

0.455
 

9 0.581
 

7 0.684
 

1 0.745
 

1 0.849
 

2 0.964
 

3 0.845
 

1 0.049
 

2

S22 0.302
 

1 0.308
 

6 0.347
 

3 0.398
 

6 0.410
 

4 0.509
 

2 0.520
 

5 0.580
 

3 0.645
 

9

S23 0.120
 

0 0.168
 

1 0.186
 

2 0.310
 

6 0.421
 

9 0.536
 

0 0.740
 

4 0.540
 

4 0.133
 

1

  通过表4中的指标评价值计算得出黄山市生态农业发展和旅游业发展的综合评价值,
 

如表5所示.
 

生态农业综合评价从2012年的0.445
 

9上涨到2020年的0.541
 

1.
 

而旅游业发展综合评价从2012年的

0.354
 

1增加到了2020年的0.755
 

5.
 

根据两个评价模型的综合发展评价值,
 

结合耦合计算模型,
 

可以

得出耦合度和协调度.
 

2012-2020年两个模型的耦合度均高于0.9,
 

证实了黄山市生态农业和旅游业的

协调发展关系密切.
 

结合常规耦合模型的协调度对黄山市2012-2020年的生态农业发展和旅游业发展

协调度进行评价.
 

当协调度小于等于0.5时表明两个系统发展失调;
 

大于0.5小于等于0.7时表明生态治

理和城镇化发展初步协调;
 

大于0.7小于等于0.9时表明生态治理和城镇化发展协调状态良好;
 

协调度大

于0.9表明两个系统发展完全协调.
 

2012-2020年的整体历时性比较可以看出,
 

2012-2016年处于初步协

调状态;
 

2017-2020年处于良好协调状态.
表5 黄山市2012-2020年的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

年份 生态农业发展综合评价 旅游业发展综合评价 耦合度 协调度

2012 0.445
 

9 0.354
 

1 0.902 0.595

2013 0.413
 

4 0.401
 

2 0.929 0.663

2014 0.462
 

7 0.447
 

3 0.959 0.604

2015 0.381
 

4 0.507
 

1 0.975 0.684

2016 0.458
 

3 0.580
 

5 0.988 0.662

2017 0.494
 

7 0.654
 

8 0.999 0.731

2018 0.563
 

4 0.691
 

4 0.992 0.736

2019 0.565
 

7 0.701
 

1 0.999 0.705

2020 0.541
 

1 0.755
 

5 0.997 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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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分析运行模拟现状延续方案下得到的2025及2030年黄山市生态农业及旅游业发展预测结果,
 

设

计关于提高未来黄山市农旅融合发展方案.
 

首先为生态农业发展型方案,
 

即在现状延续的基础上,
 

通过适

当增加生态农业政策扶持来发展生态农业.
 

其次为旅游业发展型方案,
 

在现状延续的基础上,
 

通过逐年降

低旅游业的税费、
 

完善旅游业设施等方式,
 

达成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目的.
 

从表6可以看出,
 

在生态农业发

展型方案下的模拟结果中,
 

黄山市的生态农业发挥效率提升并不多,
 

同时也影响了未来的旅游业发展竞争

力.
 

在旅游业发展型方案下,
 

该市的生态农业发展在技术支持下并没有落后,
 

同时在发展偏向旅游业的同

时,
 

大大增加了旅游业的营收水平.
 

总体来看,
 

旅游业发展型方案相比于生态农业发展型方案,
 

能够更好

地提高未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表6 黄山市未来2025及2030年不同对策的发展预测

对策 时间 E11 E12 E13 S11 S12 S13 E21 E22 S21 S22 S23

生态农业发展型 2025 0.544
 

40.813
 

80.835
 

80.512
 

90.601
 

70.531
 

9 0.38
 

1 0.263
 

40.214
 

60.294
 

20.115
 

3

2030 0.649
 

50.866
 

20.850
 

30.498
 

60.525
 

00.728
 

8 0.422
 

00.417
 

20.364
 

40.401
 

20.23
 

8
 

0

旅游业发展型 2025 0.495
 

90.725
 

00.730
 

50.401
 

40.532
 

00.491
 

3 0.457 0.312
 

90.567
 

70.480
 

30.253
 

0

2030 0.448
 

40.662
 

00.702
 

20.318
 

70.404
 

00.588
 

4 0.652
 

00.403
 

50.613
 

20.616
 

30.361
 

2

3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从农旅产业融合的现状入手,
 

分析了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
 

并构建了生

态农业发展和旅游业发展的评价模型.
 

在构建了耦合度模型之后,
 

本文以黄山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出了两个系统评价指标的权重和评价值,
 

同时在相关性分析之中证实了指标

之间的关联性.
 

实验最后对两个系统进行耦合计算分析.
 

以黄山市2012-2020年的发展指标为样本

进行分析,
 

发现2012-2020年两个模型的耦合度均高于0.9.
 

而2012-2020年协调度从0.595增

长为0.793,
 

经历了初步协调到良好协调,
 

其中2012-2016年为初步协调,
 

2017-2020年为良好协

调.
 

通过增长趋势可以预测5年内黄山市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协调发展步入完全协调状态.
 

最后通

过设计生态农业发展型和旅游业发展型方案,
 

研究预测了黄山市未来2025及2030年的农旅融合发

展状态,
 

结果显示旅游业发展型方案相比于生态农业发展型方案,
 

能够更好地提高未来城市的经济发

展,
 

促进产业转型.
 

实验证明,
 

黄山市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关系,
 

即生态农业为旅游业提供商品和消费项目发展,
 

而旅游业发展又为生态农业提供了经济收益和产业

转型的物质基础.
针对现阶段生态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不完整、

 

层次低的问题,
 

研究建议政府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建

设,
 

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园区和特色乡镇.
 

在引进增加乡村农业生产特色农作物的同时,
 

也要注重本土产

品的宣传和推广.
 

针对农村融资困难和人才引进困难的问题,
 

建议完善相关法律,
 

为当地的农旅融合提供

政策支持,
 

通过宏观引导进行人才引入和统筹企业建设,
 

增加农业产业的影响力和技术交流.
 

尤为重要的

是为农旅融合协调发展提供财政支持,
 

扩大农业投资,
 

通过农村乡镇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建设产业

园区.
 

开展专业化、
 

市场化、
 

社会化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
 

积极引进国内外企业,
 

引导工商资本投资乡村产

业,
 

与农业主体联合建设产业基地、
 

加工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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