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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然而,
 

当前乡村旅游在促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仍面临着协调发展不足、
 

区域差异显著等问题。
 

为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旅游经济系统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

调度进行了分析,
 

并利用熵权法对其空间差异以及差异来源进行了探讨。
 

结果显示:
 

从2013-2021年,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 地 区 和 西 部 地 区 的 乡 村 振 兴 旅 游 经 济 耦 合 协 调 度 分 别 提 升 了18.64%、
 

31.37%、
 

10.42%和

34.29%;
 

全国平均耦合协调度从2013年的0.48增长至2021年的0.58,
 

提升了20.83%。
 

可以看出,
 

尽管各地区

协调度均有提升,
 

但区域间的发展仍存在不均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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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tourism
 

has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current
 

rural
 

tourism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ordina-

ted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

ing
 

countermeasur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tourism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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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ourism
 

economy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ana-
lyzed,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sources
 

of
 

differences
 

were
 

explored
 

using
 

entropy
 

weigh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3
 

to
 

202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urism
 

economy
 

in
 

the
 

eastern,
 

central,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was
 

increased
 

by
 

18.64%,
 

31.37%,
 

10.42%,
 

and
 

34.29%,
 

respectively.
 

The
 

national
 

averag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creased
 

from
 

0.48
 

in
 

2013
 

to
 

0.58
 

in
 

2021,
 

an
 

increase
 

of
 

20.83%.
 

It
 

can
 

be
 

seen
 

that
 

although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been
 

improved
 

in
 

various
 

regions,
 

there
 

is
 

still
 

an
 

im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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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
 

传统旅游业已难以满足游客日

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乡村地区独具特色且丰富的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
 

不仅能够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还能促进城乡旅游经济的共同繁荣[1]。
 

自乡村振兴战略首次提出以来,
 

乡村经济与

旅游业的耦合性发展已成为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驱动力。
 

同时,
 

乡村经济与旅游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也成

为评估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然而,
 

目前国内针对乡村经济和旅游业的研究大多是独立研

究,
 

系统性探讨二者耦合发展的研究还较为少见[2]。
 

现有的研究方法多集中于定性分析,
 

缺乏对量化模型

的应用与验证,
 

尤其是在耦合协调度测度方法的应用方面,
 

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传统的方法主要依赖

于简单的统计分析或单一指标的评价,
 

无法全面反映乡村经济与旅游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熵权法作为

一种科学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能够有效衡量系统的无序程度和复杂性,
 

近年来逐渐被应用于各类耦合

协调度的研究中。
 

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于建设美丽乡村和促进城

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熵值可以用来衡量系统的无序程度或混乱程度[4]。
 

耦合协调度与熵值密切相

关,
 

在耦合协调度的计算中,
 

熵值可以被用来量化系统的复杂性或不确定性,
 

从而影响耦合协调度的计算

结果[5]。
 

因此,
 

在这一背景下,
 

本研究创新性地将耦合协调理论与熵权法相结合,
 

应用到乡村振兴与旅游

经济的研究当中,
 

通过对收集到的旅游样本数据进行量化分析,
 

来揭示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
 

以期通

过这种方法,
 

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并且为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科学依据,
 

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有力的参考和指导。

1 基于熵权法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水平测度

1.1 基于熵权法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系统评价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而旅游经济作为其重要的推动力量,
 

对乡村振

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6]。
 

为了科学地评估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
 

采用了熵权法来进行

评价。
 

熵权法是一种基于信息熵的,
 

可以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客观赋权的方法[7]。
 

熵权法通过对信息熵

的计算,
 

可以客观地反映出各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重要性。
 

利用熵权法评价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

调度,
 

可以更为准确地测度该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
 

熵权法信息熵的数学表达式如式(1)所示:

Ej =ln
1
n∑

n

i=1

Yij

∑
n

i=1
Yij

ln
Yij

∑
n

i=1
Yij

(1)

式中:
 

Ej 表示信息熵,
 

Yij 表示输入变量,
 

i和j分别表示输入变量的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
 

n 表示二级指

标的数量。
 

权重的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8]:

Wj =
1-Ej

∑
m

j=1

(1-Ej)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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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j 表示权重,
 

m 表示一级指标的数量。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将乡村振兴体系划分为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以进行水平测度,
 

并

利用熵权法对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进行赋权。
 

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指标如图1所示。

图1 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指标

本研究基于图1所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指标,
 

测度了2013-2021年国内31个省份(除港、
 

澳、
 

台外)的乡村振兴水平。
 

从整体来看,
 

这一时间段内各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均呈现出增长趋势。
 

然而,
 

大多

数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
 

且各区域之间的乡村振兴水平差异显著。
 

从地区来看,
 

东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率较高,
 

主要包括四川、
 

上海、
 

贵州和新疆等省份。
 

东部地区是因其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而增长迅速,
 

而西部地区则是由于其较大的增长潜力,
 

因此增长明显。
 

国内乡

村振兴水平的整体区域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西部地区。
 

从旅游经济水平

的测度结果来看,
 

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
 

西部地区因经济条件限制,
 

其旅游经济水平相对较低,
 

存

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国内旅游经济水平的整体区域分布由高到低同样依次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

地区、
 

西部地区。

1.2 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布差异

在完成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后,
 

为了进一步分析其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布差异,
 

利用

Dagum基尼系数对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差异性计算。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
 

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系统

的耦合协调水平反映了旅游业与乡村经济、
 

乡村文化以及乡村环境等各方面的协同发展程度[9]。
 

为了全面

分析和了解乡村振兴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分布差异,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进行评估。
 

耦合协调

度是一个用于分析事物协调发展水平的概念,
 

涉及耦合度、
 

协调度和系统效率3个指标[10-11]。
 

而Dagum基

尼系数不仅可以衡量整体差异,
 

还能分解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差异,
 

提供更细致的差异分析。
 

此外,
 

通过计

算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水平,
 

可以反映出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
 

其耦合协调水平越

高,
 

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协作程度和相互作用越强[12]。
 

而系统效率反映了系统的整体性能和资源利用效率。
 

系统效率越高,
 

意味着系统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完成任务的效果也越好[13-14]。
 

因此,
 

本研究利用耦合

协调度,
 

对地区的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分布差异情况进行分析。
 

耦合协调度的数学表

达式如式(3)所示:

Dab = Cab ×Tab (3)

式中:
 

Dab 表示耦合协调度值,
 

a 和b分别表示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
 

Cab 表示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两者的

耦合值,
 

Tab 表示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两者的综合评价指标[15]。

耦合协调水平的评价标准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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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耦合协调水平的评价标准表

耦合协调度值D 耦合协调水平 说明

0≤D<0.3 发展失调 乡村振兴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之间不存在协调关系

0.3≤D<0.5 中度协调 乡村振兴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存在一定的协调关系

0.5≤D<0.8 高度协调 乡村振兴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协调程度较高

0.8≤D≤1.0 极度协调 乡村振兴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同步发展

  为了分析乡村振兴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之间的分布差异,
 

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其耦合协调水平进

行差异性计算。
 

Dagum基尼系数是一种测量收入或资源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16]。
 

相较于传统的基尼系

数,
 

Dagum基尼系数在计算中引入了Dagum分布的概率分布函数,
 

使其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不平等程度,
 

特别是在数据中存在交叉重叠现象时[17]。
 

累积密度分布函数的数学表达式如式(4)所示:

Gαβ =
gαβ -pαβ

gαβ +pαβ

(4)

式中:
 

Gαβ 表示地区α和地区β对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gαβ 表示两个地区之间乡村振兴旅

游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差值;
 

pαβ 表示超变一阶[18-19]。
 

区域之间的总体差异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Q=
∑
k

j=1
 ∑

k

h=1
 ∑

nj

i=1
 ∑

nh

r=1
|Dij -Dhr|

2n2D
(5)

式中:
 

Q 表示总体差异,
 

D 表示耦合协调度均值,
 

k 表示区域数量,
 

i和r 表示省份,
 

nj 和nh 分别表示j
和h 区域内的省份数量,

 

n 表示省份总数量[20]。
 

通过Dagum基尼系数可以计算出各地区内部水平的差距

以及各地区之间水平的差距,
 

从而更好地识别地区差距的来源问题。

2 基于熵权法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水平测度结果

为了分析基于熵权法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水平测度结果,
 

本研究采用了2013-2021年国内

31个省份(除港、
 

澳、
 

台外)的乡村振兴数据进行分析。
 

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和综合

评价得分如图2所示。
 

通过对图2a的观察可以得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内不同区域的乡村振兴与旅游经

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在2013年,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

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值分别为0.59、
 

0.51、
 

0.48和0.35,
 

而在2021年,
 

这4个地区的耦合协

调度值分别上升至0.70、
 

0.67、
 

0.53和0.47,
 

分别提高了18.64%、
 

31.37%、
 

10.42%和34.29%。
 

这表明

国内各个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
 

从全国的平均耦合协调度来

看,
 

从2013年的0.48增长至2021年的0.58,
 

提升了20.83%(全国平均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协调提升至了

高度协调)。
 

从图2b可以看出,
 

各个区域的综合评价得分均呈线性增长的趋势,
 

全国的平均综合评价得分

从2013-2021年大幅度提高。
 

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的

Dagum基尼系数较为稳定,
 

而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在2017年Dagum基尼系数波动较大,
 

随后又逐渐趋于稳定。
 

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在北京、
 

上海等经济发达区域的带动下,
 

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

逐渐趋向一致,
 

使该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变动趋于稳定。
 

从整体数据来看,
 

2013-2021年,
 

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Dagum基尼系数下降幅度较大。
 

其中,
 

西部地区在2013年的

Dagum基尼系数为0.22,
 

到2021年降低至0.19,
 

减少了13.64%。
 

东北地区在2013年的Dagum基尼

系数为0.11,
 

到2021年显著下降至0.06,
 

减少了45.45%。
 

从全国范围来看,
 

2013年的Dagum基

尼系数为0.22,
 

到2021年降低至0.18,
 

减少了18.18%。
 

综合来看,
 

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

度水平在地域分布上展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
 

但整体来看,
 

区域间的差异仍然显著,
 

需要进一步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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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和综合评价得分

图3 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

策调控和资源优化配置来促进各地

区的协调发展。

图4展示了各地区乡村振兴旅

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区域间的差

异。
 

通 过 对 图4的 观 察 可 以 得 出,
 

东、
 

西部地区之间的 Dagum基尼系

数值最大,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

异最为显著,
 

Dagum 基尼系数均值

为0.22。
 

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

的Dagum 基尼系数值最小,
 

Dagum
基尼系数均值为0.08,

 

区域间差异

最小。
 

从 Dagum基尼系数的差异趋

图4 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区域间差异

势来看,
 

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

差异 变 化 最 为 明 显,
 

从2013年 的

0.20降低到了2021年的0.16,
 

下降

了20.00%。
 

其次是中部和西部地区

之间,
 

降低了14.81%。
 

综上可以看

出,
 

国内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异较为显

著,
 

其中协调度水平差异最大的区域

组合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
 

随即还

有东、
 

西部地区和中、
 

西部地区的区

域组合,
 

且这些组合均显示出了较高

的递减率,
 

凸显了区域间发展不均衡

的严峻形势。
 

因此,
 

未来乡村振兴旅

游经济耦合协调程度的差异将主要体现在这3个区域组合之间。

图5展示了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的系统差异效率和差异贡献率。
 

通过对图5a的观察

可以得出,
 

区域间的系统差异效率最大,
 

其次分别是区域内的差异效率和超变密度的差异效率。
 

区域间

的系统差异效率从2013年的Dagum基尼系数57.45下降到2021年的50.09,
 

降低幅度为12.81%。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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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的差异效率走势相对比较稳定,
 

2013年和2021年的Dagum基尼系数分别为24.16和25.03,
 

仅

增长了3.60%。
 

超 变 密 度 的 差 异 效 率 在2013年 和2021年 的 Dagum 基 尼 系 数 分 别 为17.52和

24.67,
 

提高了40.81%。
 

从图5b可以看出,
 

区域间差异在乡村振兴旅游经济上具有较高的贡献率,
 

其最高贡献率为86.26%,
 

与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最大的贡献率65.3%和22.05%相比,
 

分别

提高了32.10%和291.20%。
 

综合可以看出,
 

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之间的差异性,
 

其根源主

要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

图5 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的系统差异效率和差异贡献率

3 结论

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路径。
 

为了分析旅游经济与乡村振兴之间

的协调发展,
 

本研究利用耦合协调理论并结合熵权法对乡村振兴旅游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度分析,
 

利用

Dagum基尼系数对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差异性计算。
 

结果显示,
 

从2013年到2021年,
 

东部地区、
 

中

部地区、
 

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均有显著提升,
 

分别提高了18.64%、
 

31.37%、
 

10.42%和34.29%。
 

全国平均耦合协调度从2013年的0.48增长至2021年的0.58,
 

提高了

20.83%。
 

Dagum基尼系数分析显示,
 

全国范围内,
 

Dagum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22下降至2021年的

0.18,
 

减少了18.18%。
 

从Dagum基尼系数的差异趋势来看,
 

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化最为

明显,
 

从2013年的0.20下降到2021年的0.16,
 

下降了20.00%。
 

可以得出,
 

协调度水平差异主要是由

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
 

以及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所导致。
 

综上,
 

本研究基于熵权法的乡村振

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水平测度研究,
 

分析了当前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来源,
 

为促进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了参考和支持。

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例如研究主要基于宏观数据,
 

未能深入分析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在微观层

面的互动关系,
 

因此忽略了个体乡村的独特性和异质性。
 

此外,
 

研究的范围虽然覆盖了全国各主要区

域,
 

但未能充分考虑到区域内部的差异和动态变化,
 

因此导致研究结果不够完善。
 

针对以上局限性,
 

未

来的研究可以加强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通过个案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方法,
 

来揭示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

互动的具体机制和路径,
 

可以进一步深化区域内部差异的研究,
 

更充分地考虑区域内部的多样性和动态

变化,
 

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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