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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乡村旅游推进与农村经济稳健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
 

通过文献回顾,
 

分析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增长

的相互关系,
 

建立一个衡量二者协同作用的评估指标系统。
 

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在2013-2019年显著提升,
 

随后出现波动,
 

但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农村经济发展

水平稳步提高,
 

显示出两者之间的正向发展趋势。
 

在研究期间内,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之间初期存在一定的不协调

性,
 

但随后逐渐提升至中等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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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stable
 

growth
 

of
 

rural
 

econom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study
 

analyze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ru-
ral

 

tourism
 

and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establishe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syner-

gistic
 

effect
 

of
 

the
 

two.
 

The
 

study
 

used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for
 

empirical
 

test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tourism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rom
 

2013
 

to
 

2019,
 

followed
 

by
 

fluctuations,
 

but
 

overall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steadily
 

improved,
 

showing
 

a
 

positive
 

development
 

trend
 

between
 

the
 

two.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initially,
 

there
 

was
 

some
 

degree
 

of
 

disharmony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economy,
 

but
 

it
 

gradually
 

improved
 

to
 

a
 

moderate
 

level
 

of
 

coordination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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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协同作用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
 

乡村旅游可以为乡村居民提供新的

收入渠道,
 

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1-3]。
 

同时,
 

乡村旅游也需要农村经济支持和配套发展,
 

从而推动相关农业

产业链延伸。
 

乡村旅游发展还有助于增加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
 

从而缩小城乡差距[4]。
 

农村经济

发展对乡村旅游的开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农村经济发展可以夯实乡村旅游的物质基础,
 

提供更好的旅游设

施和服务,
 

吸引更多游客。
 

同时,
 

农村经济发展也可以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和金融基础,
 

促进乡村旅游投资

增加[5]。
 

此外,
 

农村经济发展还能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为乡村旅游人才基础提供支持,
 

说明二者存在一

定的协同一致性。
 

郭静姝等[6]以云南省为例,
 

对云南省的地貌、
 

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特点进行分析,
 

阐

明了云南省生态旅游的优势,
 

最后提出利用这些优势促进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策略。
 

张冬冬[7]指出乡村旅

游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提出乡村

旅游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同时也提供了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和建议。
 

秦浩钧[8]发现近年来生态旅游

和林下经济作为重点产业,
 

发展迅速并逐渐融合紧密,
 

但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仍存在问题,
 

例如紧密度不高、
 

关联性不强等,
 

于是从发展思路入手,
 

指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思路。

在系统协调性测度及应用问题方面,
 

潘庆婕等[9]基于城市和城市群视角,
 

选取我国2013-2020年

284个城市进行样本研究,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绿色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空间特征,
 

发

现绿色创新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持续提升。
 

李雯等[10]针对天津市绿色低碳农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之

间的耦合协调问题,
 

提出了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两者耦合协调度,
 

并探讨主要驱动因素的方法。
 

结果

表明:
 

天津市绿色低碳农业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协调度虽呈增强趋势,
 

但整体偏低,
 

仍处于过渡阶段;
 

农

业碳排放强度和化肥施用强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而有效灌溉率、
 

人均GDP、
 

城镇居民恩

格尔系数等因素具有正向作用。
 

葛鹏飞等[11]基于中国2004-2017年283个地级市样本数据,
 

运用耦合

协调度模型、
 

Dagum基尼系数、
 

Moran指数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发现中国总体创新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

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

综合以上研究可知,
 

农村经济与当地旅游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
 

目前对于两者的协同发展问题研究尚

不全面,
 

定量化分析也不够充分。
 

而构建协调度评价模型,
 

可以有效评估多个变量的协同作用关系。
 

鉴于

此,
 

本研究在理论角度分析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选取中国30个省份农村地区2013-

2022年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对象,
 

计算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协调度,
 

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改进建

议,
 

期待为乡村旅游行业和农村经济良性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

1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研究

1.1 开展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分析

乡村旅游的开展对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有3点:
 

①
 

乡村旅游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生态

自然资源和乡村文化遗产等优势资源,
 

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吸引游客来到农村地区旅游,
 

从而为当地农村

带来更多的旅游收入和就业机会,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当地居民收入。
 

②
 

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带动乡

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包括交通、
 

住宿、
 

餐饮、
 

娱乐等),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美丽乡村

空间结构和体系完整。
 

③
 

通过乡村旅游发展,
 

可以促进当地乡村转型升级,
 

从传统农业模式向服务模式转

化,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品牌价值,
 

推动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农产品中土特产行业对人

们的生活具有深远影响,
 

土特产是中国地方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
 

通过土特产,
 

人们可以品尝到不同地区

独特的风味和食材,
 

在乡村振兴中土特产行业为国家财政收入和增加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种植、
 

加

工和销售土特产,
 

农民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
 

改善生活条件,
 

减轻农村贫困压力。
 

同时,
 

土特产行业的发展

也促进了当地就业,
 

吸引了更多农村劳动力就业于土特产生产和相关服务领域,
 

推动了农村就业结构多元

化和就业机会增加。
 

农村土特产行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通过土特产品种植、
 

加工

和销售,
 

农村经济逐渐从传统农业向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
 

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此外,
 

土

44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7卷



特产行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
 

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进步。
 

据调查,
 

土特产

行业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为2%,
 

对社会经济和其他行业的影响力占比为3%[12-13]。
 

预计到2026年,
 

中

国土特产行业的总值将达到3
 

300亿元,
 

同比增长13.7%,
 

表明土特产行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旺盛的

市场需求。
 

农村土特产行业的市场需求尤其强劲,
 

反映出人们对本地特色产品的热爱和需求。
 

将农村土特

产行业与乡村旅游结合,
 

将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
 

乡村旅游可以提供给游客更直观的体验,
 

让他们实

地欣赏土特产的生产过程,
 

并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从而加深对土特产和当地文化的了解,
 

促进土特产销售

和推广。
 

这种联系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不仅能够带动土特产行业进步,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也能够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对乡村旅游的促进作用主要有3点:
 

①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可

为乡村旅游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支持,
 

例如道路、
 

水电、
 

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方便游客到访,
 

同时也提升了当地旅游业的服务水平和效益。
 

②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地区资源优化配置和二

次开发,
 

丰富乡村旅游景点、
 

景观和体验项目,
 

例如农田观光、
 

田园体验、
 

农家乐等项目的发展能够增加游

客观光选择和体验乡村生活的机会。
 

③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需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
 

这与乡村旅游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
 

通过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环境治理措施,
 

可以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

境,
 

为乡村旅游提供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条件。
 

因此,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存在千丝万缕的联

系。
 

本研究通过构建模型对二者的协同作用关系进行探讨,
 

所采用方法的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协同作用研究方法流程

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
 

由于可以选择的指标性质和种类均繁多复杂,
 

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协同作用模型

的评价指标体系仍然没有统一标准。
 

因此,
 

本研究遵循科学性、
 

可获得性、
 

系统性、
 

动态性4大原则进行指

标选取,
 

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乡村旅游产业和农村经济子系统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有农家乐、
 

依托

景区发展、
 

原生态文化村寨、
 

农业观光开发等4种模式,
 

而乡村旅游模式的开展则表现为旅游产业规模发

展,
 

产业产值提升。
 

因此,
 

选择旅游服务管理、
 

旅游经济效益、
 

旅游景观质量、
 

旅游环境共4项指标作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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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旅游产业的一级指标[14]。
 

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涉及多个方面,
 

通常表现为经济发展总量和发展速度稳步

提升。
 

因此,
 

本研究从经济、
 

生态、
 

资源3个维度选择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生态环境、
 

农村资源保护、
 

农村

基础设施共4项指标构建农村经济评价体系[15](表1)。
表1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协同发展耦合性初始指标评价体系

系统层 指标层1 指标层2 单位

乡村旅游 旅游服务管理X1 村民委员会X11 个

旅游经济效益X2 游客人均花费X21 元

乡村旅游经营收入X22 亿元

旅游收入增长率X23 %
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次数X24 万人

旅游项目总投资额X25 亿元

旅游景观质量X3 旅游舒适期X31 月

旅游设施和服务等级X32 1~5级

自然环境、
 

文化遗产等级X33 1~5级

旅游环境X4 5A级景区个数X41 个

农家乐个数X42 个

省级乡村旅游模范村X43 个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X44 名

省级特色农业观光区X45 个

农村经济 农村经济发展Y1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Y11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12 元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Y13 亿元

第三产业占GDP比例Y14 %

农村生态环境Y2 农药、
 

化肥、
 

农膜使用程度Y21 kg·hm-2

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率Y22 %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Y23 千hm2

农村资源保护Y3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Y31 千hm2

造林总面积Y32 千hm2

有效灌溉面积Y33 千hm2

卫生厕所、
 

供水、
 

燃气等普及率Y34 %

农村基础设施Y4 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Y41 部

农村发电设备容量Y42 kW
水库数Y43 座

  为避免人为因素干扰,
 

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首先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如式(1)

所示。

Bijt=
Aijt-min(Aij)

max(Aij)-min(Aij)
a

Bijt=
max(Aij)-Aijt

max(Aij)-min(Aij)
b












(1)

式中:
 

a 为正向指标;
 

b为负向指标;
 

i为省份;
 

j为指标;
 

t为时间;
 

Aijt 为第t年i省份第j指标标准化处

理后的数值;
 

max(Aij)和min(Aij)分别为i省份第j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Bijt 为第t年i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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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j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
 

随后,
 

计算第t年i省份各指标的比例,
 

如式(2)所示。

Bijt=
Bijt

∑
k

t=1
∑
n

i=1
Bijt

(2)

式中:
 

k为年份的序号,
 

即第k年;
 

n 为省份的序号,
 

即第n 个省份。
 

再计算第j 指标的熵值ej 和冗余度

dj,
 

如式(3)所示。

ej =-
1

ln(kn)∑
k

t=1
∑
n

i=1
PijtlnPijt

dj =1-ej







 (3)

  最后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w 和综合得分S,
 

如式(4)所示。

w=
dj

∑
m

j=1
dj

S=∑
m

j=1
WjBijt













(4)

式中:
 

m 为指标序号,
 

即第m 个指标;
 

Wj 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
 

为了更加有效地对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两

者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表述,
 

本研究构建耦合模型来进行具体说明。
 

乡村旅游的综合水平U1 和农村经济

稳定发展的综合水平U2,
 

如式(5)所示。

U1=∑
a=q

a=1
waSa

U2=∑
b=p

b=1
wbSb











(5)

式中:
 

wa 和wb 分别代表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各个指标的权重;
 

Sa 和Sb 分别代表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的综

合得分;
 

a为乡村旅游的指标(对应U1);
 

q为乡村旅游的指标序号(对应U1),
 

即第q个乡村旅游指标;
 

b为农

村经济的指标(对应U2);
 

p 为农村经济的指标序号(对应U2),
 

即第p 个农村经济指标。
 

由于各个省份乡

村旅游发展水平并不一致,
 

且农村经济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
 

所以对两者进行协同发展评估时,
 

本研究根

据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如式(6)所示。

C=
U1×U2

([U1+U2]/2)2  
1
2

T=αU1+βU2







 (6)

式中:
 

C 为耦合度;
 

T 为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综合评价指数;
 

α和β为待定系数,
 

由于两个子系统所占权重

均一样,
 

所以设定α和β分别为0.5。
 

耦合协调度D 的计算方法,
 

如式(7)所示。

D=(C×T)
1
2 (7)

  本研究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为10个等级,
 

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

耦合协调度区间 等级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区间 等级 耦合协调度

(0.0~0.1) 1 极度失调 [0.5~0.6) 6 勉强协调

[0.1~0.2) 2 严重失调 [0.6~0.7) 7 初级协调

[0.2~0.3) 3 中度失调 [0.7~0.8) 8 中级协调

[0.3~0.4) 4 轻度失调 [0.8~0.9) 9 良好协调

[0.4~0.5) 5 濒临失调 [0.9~1.0) 10 优质协调

741第4期        
 

 文平,
 

等: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协同效应研究



2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测度的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权重确定

为保证结果分析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本研究以省域为单位,
 

选取全国30个省份2013-2022年共10年

的时间序列样本,
 

用熵权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等,
 

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进行补齐[16-20]。
 

根据选取指

标属性,
 

采用熵权法进行权重计算,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协同发展耦合性初始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指标 权重 农村经济 农村经济指标 权重

旅游服务管理X1 村民委员会X11 0.000
 

7 农村经济发展Y1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Y11 0.023
 

6

旅游经济效益X2 游客人均花费X21 0.125
 

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12 0.256
 

2

乡村旅游经营收入X22 0.146
 

2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Y13 0.236
 

9

旅游收入增长率X23 0.124
 

5 第三产业占GDP比例Y14 0.234
 

5

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次数X24 0.056
 

1 农村生态环境Y2 农药、
 

化肥、
 

农膜使用程度Y21 0.096
 

4

旅游项目总投资额X25 0.112
 

3 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率Y22 0.018
 

3

旅游景观质量X3 旅游舒适期X33 0.001
 

4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Y23 0.001
 

2

旅游设施和服务等级X32 0.002
 

6 农村资源保护Y3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Y31 0.032
 

4

自然环境、
 

文化遗产等级X33 0.008
 

1 造林总面积Y32 0.036
 

5

旅游环境X4 5A级景区个数X42 0.010
 

2 有效灌溉面积Y33 0.021
 

4

农家乐个数X43 0.090
 

0 卫生厕所、
 

供水、
 

燃气等普及率Y34 0.013
 

6

省级乡村旅游模范村X44 0.128
 

6 农村基础设施Y4 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Y41 0.014
 

2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X45 0.069
 

3 农村发电设备容量Y42 0.012
 

3

省级特色农业观光区X46 0.123
 

6 水库数Y43 0.002
 

4

  从表3可知,
 

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综合权重指标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乡村旅游经济效益(0.564
 

7)、
 

乡村旅游环境(0.421
 

7)、
 

乡村旅游景观质量(0.012
 

1)、
 

乡村旅游服务管理(0.000
 

7)。
 

乡村旅游的经济

效益在各项指标中排名最高,
 

这是因为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可以带动当地旅游消费和相关

产业发展,
 

从而创造经济效益。
 

乡村旅游可以带来游客流量增加,
 

进而带动当地民宿、
 

农家乐、
 

特色手

工艺品等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增加,
 

拓宽乡村居民的收入来源,
 

从而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其次

是乡村旅游环境,
 

因为乡村旅游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乡村的自然风光、
 

生态环境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

素,
 

游客量的增加会直接拉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再后是乡村旅游景观质量和乡村旅游服务管理。
 

目

前,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
 

对景观质量和服务管理方面的投入和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可能存在一些乡村景

区开发和管理不到位,
 

服务质量不高的情况。
 

在未来的发展中,
 

应该对乡村旅游景观质量和服务管理进

行提升和改进,
 

增强乡村旅游的整体竞争力。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综合权重指标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农

村经济发展(0.751
 

2)、
 

农村生态环境(0.115
 

9)、
 

农村资源保护(0.103
 

9)、
 

农村基础设施(0.028
 

9)。
 

农

村经济发展是农村地区持续繁荣至关重要的因素。
 

农村经济发展可以拉动相关产业增长,
 

增加农民收

入,
 

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村旅游和生态旅游资源,
 

为农村经

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待完善,
 

因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将有助于提升乡村旅

游的品质,
 

促进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

2.2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指标耦合协调度结果分析

利用熵权法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后,
 

再利用构建的耦合模型分别计算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指标的综

合发展水平(图2)。
 

由图2可知,
 

2013-2019年全国各地开展乡村旅游后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2013年

约为0.081,
 

2019年约为0.624,
 

提升约0.543。
 

2019-2021年综合发展水平开始严重下跌至2021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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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1,
 

之后又逐渐恢复至2022年的0.701。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自2013年的0.271开始也是持续稳定地上

涨到2019年的0.702,
 

之后的4年时间里则是缓慢上涨。
 

两项指标说明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可以提高农村经

济发展,
 

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又可以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发展质量。
 

因为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农村居

民可以通过农家乐、
 

民宿、
 

手工艺品销售等方式增加收入,
 

从而改善生活水平,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此外,
 

乡村旅游发展也带动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
 

如农村道路、
 

通讯网络、
 

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建设,
 

并可以为当地农村提供工作岗位,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反之,
 

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和旅

游环境,
 

也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时,
 

居民消费能力和对旅游

的需求也会增加,
 

从而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图2 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指标的综合发展水平

本研究根据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综合发展水平,
 

依次可以得出两者的耦合度、
 

协调指数、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指标(表4)。
表4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关系表

年份 农村经济 乡村旅游 耦合度 协调指数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2013 0.271 0.081 0.536 0.236 0.263 3 中度失调

2014 0.291 0.127 0.563 0.362 0.293 3 中度失调

2015 0.415 0.199 0.571 0.691 0.496 5 濒临失调

2016 0.493 0.371 0.683 0.732 0.564 6 勉强失调

2017 0.551 0.491 0.763 0.769 0.693 7 初级协调

2018 0.643 0.591 0.863 0.812 0.796 8 中级协调

2019 0.702 0.624 0.793 0.653 0.724 8 中级协调

2020 0.763 0.339 0.694 0.614 0.793 8 中级协调

2021 0.781 0.291 0.624 0.593 0.643 7 初级协调

2022 0.824 0.701 0.863 0.693. 0.786 8 中级协调

  由表4可知,
 

全国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在2013-2016年期间,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属于失调型。
 

2019年耦合协调程度出现波动。
 

2020年后我国政府

一直在调整政策导向,
 

鼓励和引导农村经济多元化模式和乡村旅游的创新发展,
 

促进了乡村旅游和农村经

济耦合关系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
 

政府加大了对乡村旅游项目的扶持力度,
 

为相关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投资

环境和政策支持。
 

这些政策变化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为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耦合关系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

件,
 

推动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近几年,
 

我国经济周期处于高速发展状态,
 

在经济增长期人们的收入水平提

941第4期        
 

 文平,
 

等: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协同效应研究



高,
 

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财力去旅游消费,
 

从而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因此,
 

综合来看乡村旅游和农

村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正在逐步提高。

2.3 模型结果有效性检验

由于本研究选取的实验数据是以2013-2022年的时间序列为基础,
 

因此需要验证时间序列中是否存

在单根。
 

若存在单根则说明模型的计算结果存在伪回归现象,
 

不具有合理性。
 

反之,
 

则说明乡村旅游模型

和农村经济稳定指标序列平稳[21-22]。
 

具体步骤:
 

首先导入urca包,
 

调用ur.df函数来进行单位根检验;
 

然

后设置显著性水平为p<1%,
 

p<5%和p<10%;
 

再计算检验统计量,
 

并计算对应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

值;
 

最后判断检验统计量是否小于对应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如果检验统计量在所有显著性水平下都小

于对应的临界值,
 

则可以拒绝原假设,
 

即序列存在单位根[23-24](表5)。
表5 模型单位根检验结果

模型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统计量 p<1%临界值 p<5%临界值 p<10%临界值 结论

-4.369
 

5 -3.526 -3.412

ln(U1) -0.123
 

6 不平稳

Dln(U1) -1.685
 

3 不平稳

D2ln(U1) -4.652
 

6 平稳

ln(U2) -4.786
 

5 平稳

模型协整检验结果

最大秩 特征值 迹检验统计量 p<1%临界值 p<5%临界值 p<10%临界值

0 0.456
 

9 17.365
 

2 23.635
 

4 14.365
 

2 10.365
 

8

1 0.789
 

6 36.258
 

4 33.653
 

2 20.369
 

5 14.365
 

2

2 0.365
 

2 11.234
 

5 10.362
 

3 6.354
 

2 4.325
 

4

  由表5可知,
 

本研究构建的乡村旅游指标序列不平稳,
 

而它的二阶差分指标序列平稳,
 

农村经济稳定

发展指标序列平稳,
 

因此无法直接进行判断。
 

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同关系,
 

采用协

整检验方法对模型结果进行检验(表5)。
 

由表5可知,
 

当最大秩为1时,
 

迹检验统计量为36.258
 

4,
 

均大于

p<1%临界值、
 

p<5%临界值、
 

p<10%临界值的检验结果,
 

表明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存在长期

的协同关系。
 

然后,
 

再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二者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25-26](表6)。
表6 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因果检验结果

假设 滞后期(年) F 统计量 p 值 结果

ln(U1)是ln(U2)的原因 2 1.365
 

2 0.025
 

8 是

ln(U2)是ln(U1)的原因 2 0.265
 

8 0.465
 

2 否

ln(U1)是ln(U2)的原因 3 2.365
 

4 0.365
 

8 是

ln(U2)是ln(U1)的原因 3 0.123
 

6 0.693
 

4 否

ln(U1)是ln(U2)的原因 4 3.654
 

2 0.036
 

9 否

ln(U2)是ln(U1)的原因 4 2.635
 

4 0.098
 

4 否

ln(U1)是ln(U2)的原因 5 3.654
 

2 0.036
 

9 否

ln(U2)是ln(U1)的原因 5 1.365
 

4 0.125
 

4 否

ln(U1)是ln(U2)的原因 6 2.368
 

4 0.169
 

8 否

ln(U2)是ln(U1)的原因 6 2.369
 

8 0.236
 

5 否

ln(U1)是ln(U2)的原因 7 1.365
 

2 0.025
 

8 是

ln(U2)是ln(U1)的原因 7 0.125
 

8 0.865
 

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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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6可知,
 

当滞后期为2~3年时,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不是乡村旅游开展的原因,
 

而乡村旅游开展是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原因;
 

当滞后期为4~6年时,
 

两者互不构成因果关系;
 

当滞后期为7年时,
 

农村经济

稳定发展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原因。
 

结果表明,
 

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而乡村旅游

发展则可以发挥助力作用,
 

推动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3 结论

本研究从乡村旅游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
 

分析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关系。
 

首先构建了乡村

旅游与农村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运用熵值法和耦合模型对它们的协调关系进行分析,
 

建立了协调

度评价模型。
 

通过对中国30个省份农村地区2013-202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乡村旅游发展中较

注重经济收益,
 

而旅游管理的质量却不到位;
 

在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综合权重指标中,
 

农村经济发展占据

主导地位,
 

而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待提升。
 

本研究还发现,
 

2013-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综合发展

水平持续上升,
 

说明两者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关系。
 

最后,
 

通过单根检验和协整检验验证了乡村旅游与农

村经济稳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协同关系。
 

根据以上结论,
 

针对如何开发乡村旅游资源,
 

促进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
 

提出以下建议:

1)
 

政府主导,
 

科学规划,
 

保护环境,
 

合理开发。
 

整合资源,
 

与周边合作共同开发旅游线路和产品。
 

注重

生态保护,
 

推广绿色旅游理念。
 

综合考虑资源和市场需求,
 

促进乡村旅游和经济协调发展。

2)
 

地方政府需要加强统一规划与监管。
 

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吸引企业投资,
 

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

施。
 

同时,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规范旅游市场,
 

保障公平竞争,
 

建立激励机制。
 

政府需根据当地条件发展

特色旅游产业,
 

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支持乡村旅游,
 

保护农民利益,
 

鼓励他们参与旅游建设和创新,
 

以吸

引更多游客。

3)
 

改善基础设施。
 

首先,
 

改善道路交通,
 

包括政府组织道路升级改造、
 

建设乡村旅游步道、
 

绿道、
 

自驾道等。
 

其次,
 

改善旅游住宿条件,
 

重点改造农家旅馆、
 

民宿等留宿地,
 

确保设施达到标准,
 

并注重周

边环境美化。

4)
 

加大营销宣传力度。
 

首先,
 

政府或乡村旅游经营者应牵头规划,
 

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
 

塑

造乡村旅游品牌。
 

其次,
 

采用多种营销方式,
 

通过发挥媒体优势、
 

加强口碑传播、
 

与旅行社合作等途径开展

营销活动。

5)
 

注重管理规范并提高服务品质。
 

在管理方面,
 

实行旅游接待证和等级评价制度,
 

并完善相关法规体

系建设。
 

在服务方面,
 

树立服务理念,
 

进行专业岗前培训,
 

保障公共卫生,
 

增强村民文明意识。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
 

仅仅选取了全国30个省份的原始数据从宏观上进行实证分析,
 

没有对30个

省份数据进行细化,
 

后续将对不同省份乡村旅游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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