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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系统理论和协同理论，构建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

模型测度并评价 2010—2020 年桂林 11 县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关系，并采用灰色关联法探

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桂林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旅游业发展水平相

对较低；两者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但耦合协调度基础相对较差，耦合协调水平整体有待提升；

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公共信息和旅游公共环境是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据此，桂林旅游业与旅

游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应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并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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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pling：Taking 11 Count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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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and synergy theory, a collaborat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 in 11 cou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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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桂林时提出，

要将桂林打造成世界级旅游城市，这为桂林旅游

在新的发展阶段指明了新的方向。世界级旅游城

市的打造需要构建世界级城市配套服务体系，旅

游公共服务作为其中重要一环，是桂林旅游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游客旅游体验的关

键。那么，作为将要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桂林，

其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现状如何？旅游公共服务与

旅游业间具有怎样的耦合协调关系？其影响因素

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梳理和解答，对促进桂林

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推动桂林旅游

高质量发展、助力桂林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国外对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关研

究主要围绕城市旅游展开 [1-2]，研究内容主要涉及

旅游公共设施、旅游目的地安全保障、旅游公共

信息、旅游公共交通以及游客服务感知和满意度

等 [3-5]。国内关于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始于“服务

型政府”概念的提出，但研究至今，理论界对旅

游公共服务供给方、服务模式、社会属性、服务方、

服务内容等方面仍存在争论 [6-8]。基于此，相关学者

尝试从旅游公共服务价值共创和旅游目的地精益服

务角度，进一步丰富旅游公共服务概念体系 [9]。由

于对旅游公共服务概念的理解不同，学者们既有

从市场需求 [2]、社会属性 [10]、服务供给 [11] 等方面构

建全要素系统探究旅游公共服务的水平或质量，也

有从基础设施 [12]、交通服务 [13]、信息咨询 [14]、安全

保障 [15] 和行政管理 [16] 等分支体系展开研究，同时也

有关注作为服务对象的游客的感知评价 [17-18]。但既

有研究多从市级以上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的中宏

观尺度展开，较少从县域微观尺度进行旅游公共

服务水平的测算。

有关旅游产业研究主要涉及评价体系构建 [19]、

竞争力因子评估 [20]、发展潜力测评 [21]、集聚与扩

散效应评价 [22] 等方面。在耦合关系研究方面，旅

游产业多聚焦于与生态环境 [23]、城镇化 [24] 以及

其他产业（如文化产业 [25]、金融业 [26] 等）间关

系的研究，而对于旅游产业与旅游公共服务间的

关系研究则相对较少。部分学者探究了旅游公共

服务与旅游经济 [27] 或旅游效率 [28] 间的关系，但

现有研究多从某个省、区域或全国等中宏观尺度

展开，相对而言，从县域等微观层面进行的研究

较少。

综上所述，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研究取得了

一定成果，但学者们对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两

者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且研

究尺度较大，而细化的研究尺度更具有指导意义。

因此，本研究拟从县域微观层面出发，探究桂林

各县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其

耦合协调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

为桂林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耦合协调的机理

分析

旅游公共服务是在公共服务建设基础上，由政

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以服务游客为主要目

的，同时兼顾当地居民需求的，具有公共性质的

of Guilin from 2010 to 2020. And then the grey correlation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 is gaining 
momentum, but the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low. Secondly,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public services are steadily rising, but the basis of coordination degree is 
relatively poor which needs to be improved. Thirdly,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tourism public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public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Accordingly,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uilin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the full pla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role of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o keep up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Keywords：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public services; coupling coordination; Gu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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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的总称 [29]。从系统理论和协同理论的

角度看，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可以看作一个有

机整体，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完善的旅游

公共服务体系能够有效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而

旅游产业的发展又能带动旅游公共服务的更加完

善，两者在各自发展的同时，又有着耦合协调发

展的密切内在联系。具体来看，作为旅游业发展

的动力之一，旅游公共服务直接影响着旅游六要

素“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同

时也影响着旅游资金投入、旅游产品创新以及旅

游软硬件服务等相关设施的建设。反过来，旅游

业有着较强的综合性，能够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

的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而促进

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

（二）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上文两系统耦合协调机理，遵循系统性、

科学性和数据可得性等原则，借鉴相关研究 [30-32]，

选取研究中使用频率及认可度较高的指标，构建

包括 3 个准则层、7 个指标层的旅游产业系统评价

指标体系。其中，旅游服务密度指数用旅游总收入

与区域总面积的比例来衡量，体现旅游产业的空间

布局与土地利用效率 [31]。旅游公共服务系统则采

用各服务子系统相关指标表征，参考已有研究 [11,28]

和《“十三五”全国旅游公共服务规划》中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的构成，构建包括旅游基础设施、旅游

公共信息、旅游公共环境、旅游交通便捷、旅游安

全保障和旅游文娱服务系统等 6 个服务子系统的旅

游公共服务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1。

表 1 旅游业与公共服务协同评价指标体系

权重

0.112
0.095

0.148
0.168

0.158
0.125
0.194

0.136
0.118

0.059
0.085
0.138

0.043
0.061

0.065

0.097
0.086

0.112

准则层

旅游产业要素

旅游产业规模

旅游产业结构

旅游基础设施

旅游公共信息

旅游公共环境

旅游交通便捷

旅游安全保障

旅游文娱服务

指标层

A 级景区数 / 个
星级饭店数 / 家

旅游总人数 / 万人

旅游总收入 / 亿元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例 /%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 /%

旅游服务密度指数 /%

A 级景区数 / 个
星级饭店数 / 家

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 万户

固定电话年末用户数 / 万户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 万户

森林覆盖率 /%
城市 PM2.5

公路密度 /（公里·平方公里 -1）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 人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 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亿元

指标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目标层

旅游产业系统

旅游公共服务

系统

（三）数据来源

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文设定

2010—2020 年为研究期，选取旅游公共服务和旅

游业发展的相关数据，科学评价桂林 11 县旅游公

共服务和旅游业发展水平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关

系。其中，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数和森林覆盖

率数据来源于历年《桂林年鉴》和各县《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星级饭店数据来源于

历年《桂林经济社会统计年鉴》，PM2.5 数据来

源于巴特尔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

信息网络中心发布的 1998—2020 年栅格数据形式

的全球 PM2.5 数据年均值，经 ArcGIS 矢量裁剪后

得到桂林 11 县各年度 PM2.5 年均值，可信度较高，

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广西统计年鉴》。缺失

数据运用线性插补法进行补充。

（四）研究方法

1. 熵值法

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多层次评价体系中的关键，

相较于主观赋值法，通过熵值法计算出的权重准

确度更高，因此，本研究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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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赋值。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本文借鉴生延超等

人 [33] 的做法，采用极差标准法进行原始指标数据

的标准化处理。其中，将 A 级景区数、星级饭店

数等 17 个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将城市 PM2.5 值

进行负向化处理。数据标准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1）

式中：xij 为第 i 个样本第 j 项指标的值；xmin 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小值；xmax为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i=1, 2, 
3, …, n；j=1, 2, 3, …, m。

第二步，确定指标权重，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样本值占该指标之比。

                                                     （2）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3）

式中，k 为常数，k=1/ln(n)。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dj =1-ej 。                           （4）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5）

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

                                                 （6）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多个系统的协调发

展水平。其中，耦合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间

的相互作用，可以反映系统间的相互依赖、相互

制约程度以及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水平 [33]。本文

借鉴相关资料和已有研究，构建如下耦合度评价

模型：

                            （7）

式中：u1, u2 分别为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的综合

发展水平；C 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 的取值范

围为 [0, 1]，越接近 1，表示两系统越达到最佳耦

合状态；越接近 0，表示两系统内部越处于无关且

无须发展的状态 [23]。本文借鉴朱林芳等人 [28] 的研

究，将耦合度划分为 5 个阶段，从低到高依次为

高度不耦合、不耦合、低度耦合、中度耦合和高

度耦合。其中，当 C=0 时，两系统完全无耦合；

当0<C≤0.2时，两系统高度不耦合；当0.2<C≤0.4
时，两系统不耦合；当 0.4<C ≤ 0.6 时，两系统低

度耦合；当 0.6<C ≤ 0.8 时，两系统中度耦合；当

0.8<C ≤ 1 时，两系统高度耦合。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在耦合度的基础上构建的，

表示耦合作用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可体

现出协调状况的好坏 [28]。其公式为：

                                                      （8）

                           T = a·U1+b·U2。                    （9）
式中：D 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T 为两系统的综

合协调指数；C 为耦合度；a, b 均为比例，一般选

取 a = b = 0.5。D 的取值范围为 [0, 1]，越大表明两

系统越协调，反之则说明两系统协调程度低。借

鉴廖重斌 [34] 的研究，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10 个

阶段，具体等级划分标准见表 2。

3. 相对发展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仅揭示了旅游业与旅游公共

服务的耦合协调关系，未能反映两者的相对发展

程度。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两者的相对发展情况，

引入相对发展度模型，模型公式如下：

                                                         （10）

式中，M 为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的相对发展系

数。借鉴已有研究 [35]，当 M >1.2 时，旅游业发展

水平高于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属于旅游业发展超

前型；当 0.8 < M ≤ 1.2 时，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

务水平势均力敌，属于同步发展型；当 M ≤ 0.8 时，

旅游公共服务水平高于旅游业发展水平，属于旅

游业发展滞后型。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0.000~0.099
0.100~0.199
0.200~0.299
0.300~0.399
0.400~0.499

协调等级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耦合协调度

0.500~0.599
0.600~0.699
0.700~0.799
0.800~0.899
0.900~1.000

协调等级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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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一种利用灰色关联度探究因

素间关系强弱、大小、次序的多因素量化分析方

法，它能够通过序列曲线形状的几何特征相似程

度来判断系统的主次影响因素，曲线形状越相似，

表明因素间的联系越紧密，是影响系统的主要因

素 [36]。此外，灰色关联分析法不受样本数量限制，

也不受样本分布情况的影响 [37]。因此，本文采用

灰色关联分析法来探究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耦

合协调的影响因素，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本文将耦

合协调度作为参考序列，将旅游产业系统和旅游

公共服务系统的各指标值作为比较序列。

第二步，对各指标原始数据以及耦合协调度数

据采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第三步，计算关联系数。将标准化后的数据代

入公式，可计算各指标与耦合协调度的关联系数，

计算公式如下：

  

                                                                       （11）
式中：yi(t) 为第 t 年第 i 个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

关联系数；x0(t) 为第 t 年参考序列标准化后的值；

xi(t) 为第 t 年第 i 个比较序列标准化后的值；a 为

分辨系数，一般取 0.5。
第四步，计算关联度。对每一项比较序列与参

考序列的关联系数取均值，即可得到各项比较序

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12）

第五步，关联度排序。对所有比较序列与参考

序列的关联度按数值大小排序，若 ri 的值越大，

表明第 i 个指标与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越高，是影

响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反之，表明关联度

越低，该指标对两者协调发展影响不大。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及

变化趋势分析

1. 各县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

分析

基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到各县旅游

业和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及其排名，具体

见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阳朔、龙胜两县旅游业发展

水平较高，其中，阳朔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龙胜高

出 79.1%，而平乐由于缺乏吸引力较强的旅游景区

景点，其旅游业发展水平最低。在旅游公共服务

发展方面，灵川、兴安、荔浦等旅游业发展水平

相对不高的城市，其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却相对较

高，而阳朔、龙胜等旅游业发展较好的城市，其

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反而较低，说明阳朔、龙胜应

加快其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旅游公共服

务体系，使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能

够适应旅游业发展。另外，灌阳和永福两县无论

是旅游业发展水平还是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均处

于落后状态，说明两县应深挖当地优势旅游资源

发展旅游业，并着力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2. 变化趋势分析

桂林县域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变化趋

势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以看出，桂林 11 县旅游

业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由 2010 年的 0.092
上升至 2020 年的 0.287，提高了 211.96%。根据其

增长趋势，可将桂林县域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划分

为三个阶段：稳定增长阶段（2010—2015 年）、

快速增长阶段（2016—2019 年）和断崖式下降阶

段（2020 年至今）。2010—2015 年，桂林县域旅

游业发展处于稳定发展状态，尽管旅游业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但增速较小；2016—2019 年，桂林

开展全域旅游，形成旅游发展合力，旅游业快速

发展；2020 年至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桂林

各县旅游业均受到严重影响，旅游业发展水平呈

表 3 桂林 11 县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及排名

县（市）

阳朔

灵川

全州

兴安

永福

灌阳

龙胜

资源

平乐

恭城

荔浦

旅游业

发展水平

0.548
0.209
0.079
0.265
0.069
0.062
0.306
0.209
0.058
0.138
0.236

排名

1
5
8
3
9
10
2
6
11
7
4

旅游公共服务

发展水平

0.395
0.456
0.347
0.427
0.252
0.225
0.264
0.214
0.313
0.316
0.424

排名

4
1
5
2
9
10
8
11
7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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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崖式下降。

旅游公共服务呈现与旅游业同步上升的发展

趋势，由 2010 年的 0.230 上升至 2020 年的 0.501，
提高了 117.83%，但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始终高于旅

游业发展水平。就发展速度而言，2010—2016 年

桂林县域旅游公共服务发展较为平稳，2017 年紧

抓央视春晚分会场、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以

及桂林国际马拉松等一系列旅游大事件的有利时

机，加大旅游开发建设投资，使得旅游公共服务

等各项指标不断攀升，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二）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及变

化趋势分析

1. 各县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耦合度和耦合

协调度分析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到桂林各县旅游

业和旅游公共服务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如

表 4 所示。

图 1　桂林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变化趋势

表 4　2010—2020 年桂林 11 县旅游业与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结果

相对发展类型

旅游业发展超前型

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同步发展型

同步发展型

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县（市）

阳朔

灵川

全州

兴安

永福

灌阳

龙胜

资源

平乐

恭城

荔浦

耦合度

0.983
0.892
0.681
0.971
0.811
0.740
0.991
0.976
0.712
0.883
0.938

耦合等级

高度耦合

高度耦合

中度耦合

高度耦合

高度耦合

中度耦合

高度耦合

高度耦合

中度耦合

高度耦合

高度耦合

耦合协调度

0.676
0.537
0.379
0.576
0.357
0.323
0.525
0.444
0.360
0.439
0.551

耦合协调等级

初级协调

勉强协调

轻度失调

勉强协调

轻度失调

轻度失调

勉强协调

濒临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相对发展度

1.368
0.422
0.192
0.625
0.264
0.236
1.111
0.906
0.181
0.396
0.536

由表 4 可以看出，桂林 11 县旅游业和旅游公

共服务的耦合度均处于 0.6 以上，除全州、灌阳和

平乐 3 县的耦合等级为中度耦合外，其余 8 县的

耦合等级均为高度耦合，充分说明其旅游业与旅

游公共服务是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具体来看，

龙胜和阳朔的耦合度分别为 0.991 和 0.983，表明

龙胜和阳朔的旅游公共服务对其旅游业发展具有

较大促进作用。结合阳朔和龙胜旅游公共服务水

平较低的情况，可知若要推动阳朔和龙胜旅游业

提质升级，亟需加快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

高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从耦合协调等级划分结果看，桂林 11 县的耦

合协调等级可分为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

调和初级协调 4 种类型，其中仅有 5 个县处于勉

强协调以上等级，说明桂林多数县在旅游业或旅

游公共服务某一方面发展不足。具体来看，阳朔

的耦合协调度最高（0.676），处于初级协调状态，

灵川、兴安、龙胜、荔浦处于勉强协调状态，资

源和恭城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全州、永福、灌阳

和平乐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处于轻度失调状态。

2. 变化趋势分析

桂林县域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耦合度和耦

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

桂林县域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的耦合度和耦合

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耦合度均值由 2010 年

的 0.806 增长至 2020 年 0.920，增幅 14.14%，耦

合协调度均值由 2010 年的 0.356 增长至 2020 年

的 0.598，增幅 67.98%，但两者均在 2020 年有所

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的暴发导致旅游业断崖式下滑，进而使桂林县域

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间的发展产生错位。就增

长速度而言，桂林县域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的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增长均较为平缓，其中耦合

度均值增长速度小于耦合协调度均值增长速度，

但耦合协调度基础相对较差，耦合协调水平整体

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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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相对发展情况分

析

将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代入

相对发展度模型，计算得到桂林各县旅游业和旅

游公共服务的相对发展情况，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仅阳朔县为旅游业发展超前型，龙胜和

资源两县为同步发展型，灵川、兴安、荔浦等其

余 8 县均为旅游业发展滞后型，这一发展类型数

量最多，占桂林县城总数的 72.7%。结合各县实

际情况分析，阳朔旅游业发展超前是由于旅游交

通基础设施、旅游信息咨询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

设施较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龙胜和

资源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适配，因此

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应继续同步提高旅游公共

服务水平；永福和平乐旅游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可

能是旅游资源较少，且缺少具有特色、知名度较

高的优质旅游资源；恭城、灌阳和全州的突出短

板可能在于旅游市场规模较小，旅游市场效益低；

兴安、荔浦和灵川则可能是由于旅游基础设施不

完善，旅游产品单一，致使当地留不住游客，旅

游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桂林多数县

的旅游业发展相对旅游公共服务来说较为落后，

实现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具有较大

空间。

（四）耦合协调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式（11）和式（12），计算旅游业和旅游

公共服务各个子系统指标层要素与耦合协调度的

关联度，准则层要素与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为其

包含的所有指标层要素与耦合协调度关联度的加

总求和。对关联度大小进行排序，选取排名前三

的准则层要素和排名前六的指标层要素，结果见

表 5。

从准则层要素看，旅游产业结构与耦合协调度

的关联度最大，说明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劣是影响

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良性的旅游产业结构能够使各类资源得到充分合

理利用，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因此应加快旅

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旅游业提质升级。

旅游公共信息和旅游公共环境与耦合协调度的关

联度紧随其后，说明旅游公共信息和旅游公共环

境等衡量旅游公共服务发展状况的关键性指标也

是影响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发展的重

要因素。

从指标层要素看，城市 PM2.5 与耦合协调度

的关联度最大，说明环境是促使旅游业和旅游公

共服务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加大环境治

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高城市空气质量。

其次是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和医疗卫生机构技

术人员，分别隶属于旅游公共信息子系统和旅游

安全保障子系统，说明要促进桂林县域旅游业与

旅游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还应加快旅游目的地信

息化建设和安全保障建设，提高旅游目的地信息

化水平和安全保障水平。随后是旅游总收入占第

三产业增加值比例、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例和

3A 级以上景区个数，分别隶属于旅游产业结构

子系统和旅游产业要素子系统，进一步说明应重

视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旅游资源的挖掘和

开发。

总的来说，不同层级指标对旅游业与旅游公共

服务耦合协调的影响程度不同，但主要影响要素

整体可归纳为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公共信息和旅

游公共环境等。

图 2　桂林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耦合度和

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表 5　评价指标体系要素与耦合协调度的

关联度排序

排序

1

2

3

1

2

3

4

5

6

要    素

准则层

指标层

旅游产业结构

旅游公共信息

旅游公共环境

城市 PM2.5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医疗卫生机构技术人员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例

3A 级以上景区个数

关联度

2.097

2.035

1.425

0.774

0.720

0.716

0.714

0.713

0.707

层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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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

发展度模型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法，在客观评价桂

林 11 县 2010—2020 年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发

展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两者的相对发展状况和耦

合协调关系，并深入探讨其影响因素，得到如下

研究结论：

第一，2010—2020 年桂林县域旅游业和旅游

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旅游公共

服务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发展水平；发展趋势上，

旅游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稳定增长（2010—2015
年）、快速增长（2016—2019 年）和断崖式下

降（2020 年至今）3 个阶段，而旅游公共服务在

2010—2016 年稳步增长，2017 年开始发展速度明

显加快。

第二，2010—2020 年桂林县域旅游业与旅游

公共服务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耦合

度增速小于耦合协调度增速，但耦合协调度基础

相对较差，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水

平有待提升。

第三，不同层级指标对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

耦合协调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整体来看旅游产业

结构、旅游公共信息和旅游公共环境是影响两者

耦合协调的主要因素。

（二）政策启示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尽管市场这双“无

形的手”能够自发推动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协

调发展，但同样也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

通过有序规范旅游市场、把控旅游公共服务质量

和监督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能够推动两者的协调

发展。当前，桂林各县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的

协调发展仍处于落后阶段，推动二者协调发展需

要政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一方面，政府应加

大旅游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完善旅游产业体系，

并继续加快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公

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旅游业与旅

游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宣传力度，深入挖掘各县

优质旅游资源，鼓励旅游企业开发多样化、高品

质旅游产品，以促进桂林县域旅游业的繁荣发展。

第二，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政府应针对

各县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水平以及两者的相对

发展情况制定相应政策，以解决旅游业与旅游公

共服务发展错位问题。具体来说，对于旅游业发

展超前的阳朔县，应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和资金扶

持，提高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占比，加强

公共信息设施建设和改善公共环境质量，完善现

代旅游交通网络体系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激发

旅游公共服务发展速度。对于旅游业和旅游公共

服务同步发展的龙胜和资源两县，应继续推动旅

游业发展和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保持两者同

步发展的同时，提高整体发展水平。对于旅游业

发展滞后的兴安、荔浦和灵川等县，在深入挖掘

文化和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文旅产业的同时，鼓

励其对旅游公共服务中低水平地区进行要素转移，

助推中低水平地区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同时，

应注重结合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创新旅游产品，拓

宽旅游产业链和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各子系统，加

快旅游服务和旅游公共服务智能化、信息化，提

升游客体验质量。

第三，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旅游产业

结构是影响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主

要因素，因此应继续加快桂林旅游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始终坚持改革创新、融合发展，推动桂

林旅游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以 AI、VR 和数字

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旅游产业，拓展旅游业

发展空间，并不断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提供

便捷化智能导览等服务，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应积极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渗透

和交叉融合，不断突破“既定”产业内容，创新

满足旅游者需求的新产品，延伸旅游产业链和价

值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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