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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构建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利用了耦合协调度函数及其量化模型，以西安市
为例分析了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西安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
在 2001—2010 年间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中度失调再到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的过程，尽管期间有过波动，但总体态势
趋向良性发展。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不再简单地依赖于城市旅游资源的品质和数量，旅游环境已经成为城市目的
地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基础和吸引要素。如何进一步优化城市的旅游环境来加强入境旅游的发展是城市旅游管理
部门应该重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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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入境旅游是一个城市创收外汇、解决劳动力就业的

重要渠道，其发展状况是衡量这个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

重要指标和依据，同时也是度量该城市旅游产业国际化

水平和产业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城市是人类生存发展

的最重要空间场所，是人口、经济、物质和文化的集中

地，也是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重要场所。城市集旅游

活动客源地、集散地与目的地于一体。城市作为重要的

旅游目的地形式之一，是现代旅游的支撑点［1］，亦是旅

游流集聚扩散的空间载体。旅游环境是指以旅游活动

为中心的，涉及旅游目的地、旅游依托地( 以旅游目的地

为主) ，并由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构成的复合

系统［2］。入境旅游和城市旅游环境之间的关系密切，城

市旅游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入境旅游者对于城市旅

游产品的体验和感知。在旅游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关于

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入境旅游流空间扩散以及入境旅游

消费的相关问题作了探讨［3 － 8］。但是有关入境旅游流和

城市目的地旅游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鉴于此，本研究以城市入境旅游流和目的地旅游环境之

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为切入点，以典型旅游城市西安为例

来探索这两个耦合系统之间的规律性及存在的问题，期

望能够为城市入境旅游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 1 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数据 来 源 主 要 是 政 府 相 关 部 门 的 权 威 统 计 数

据［9 － 10］。其中，入 境 旅 游 流 的 各 个 指 标 主 要 来 自 于

2002—2011 年历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西安城市

旅游环境的各个指标获取主要来源于 2002—2011 年历

年的《西安统计年鉴》，部分指标参考了《陕西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其中还有极少量的统计

数据存在个别年份统计口径不一致或者缺失的问题，通

过运用 SPSS 软件中缺失值的常用处理方法予以补充。
数据收集的整个过程始终贯彻严谨、科学的态度，力求

避免统计推断结果的偏倚或者错误。
指标体系的设计是研究西安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

游环境耦合协调程度的基础。指标的选取既要考虑到

指标的代表性和系统性，又要考虑指标的全面性和层次

性以及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和逻辑性，还要兼顾指标的可

获得性、可比性。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本研究的指标

选取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统计，从中选取了

近年来研究者使用频度较高的指标; 其次，在数据整理

中兼顾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延续性，最后，分别对两个系

统的内涵进行挖掘和整理，初步确定了量化指标的选

取。需要说明的是，城市旅游环境指标选取主要涉及城

市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 3 个方面，其中城市

经济密度是全市 GDP 和城市面积的比值，能够比较客观

地反映城市规模和经济产值之间的关系。
1． 2 研究方法

耦合最初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系统或者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

现象，耦合度则是描述系统或者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的

指标。从协同学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及其协调程度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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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即决定了

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

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

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

用的度量［11］。由此可以把入境旅游流与城市旅游环境

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彼此影响的程

度定义为入境旅游流与城市旅游环境的耦合度，其大小

可以反映出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程度大小。本研究主要采用耦合协调度函

数及其模型进行研究。
1． 2． 1 功效函数。设变量 ui ( i = 1，2，…，m ) 是入境旅

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系统序参量; uij 为第 i 个序参量的

第 j 个指标，其值为 Xij ( j = 1，2，…，n) ; αij，βij 是系统稳定

临界点上序参量的上、下限值。城市入境旅游流和城市

旅游环境系统对系统有序的功效系数 uij 可表示为:

uij =
( Xij － βij ) / ( αij － βij ) ， uij 具有正功效;

( αij － Xij ) / ( αij － βij ) ， uij 具有负功效
{ 。

( 1)

按公式( 1) 构造的功效系数具有如下特点: uij 反映

了各指标达到目标的满意程度，uij 趋近 0 为最不满意，

uij 趋近 1 为最满意，所以 0 ≤ uij ≤ 1。
由于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处于两个不同而

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系统，对子系统内各个序参量

的有序程度的总贡献可通过集成方法来实现，在实践中

可以采用几何平均法和线性加权和法:

ui = ∑
m

i = 1
λij uij， ∑

m

i = 1
λij = 1 。 ( 2)

式中: λij 为指标的权重。指标权重 λij 的确定采用比较客

观的熵值赋权法。
1． 2． 2 耦合度函数。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

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可以得到多个系统( 要素) 相互作用

耦合度模型:

Cn {= n ( u1 × u2 × … × um [) ∏( ui + uj ] })
1 /n
。

( 3)

由此推理，得到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函数为:

C2 {= n ( u1 × u2 ) [/ ( u1 + u2 ) × ( u1 + u2 ] }) 1 /2 。

( 4)

式中: C2 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 u1 和 u2 分别为两个系统

的综合评价指数。很显然，耦合度值C2∈［0，1］。当C2 =
1 时，耦合度最大，表示系数之间或者系统内部要素之间

处于良性耦合，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当 C2 = 0 时，

耦合度非常小。但是，此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在有些

情况下不能客观地反映出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比

如，两个系统发展水平都比较差，他们的耦合度却可以

很高; 可以高过一个系统发展水平好而另一个系统发展

不好的情况。所以不能单纯依靠耦合度来判断两个系统

的协调程度。
1． 2． 3 耦合协调度模型。鉴于上述原因，可以在前人

研究的成果之上构建能客观反映城市入境旅游流系统

和旅游环境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模型:

D( u1，u2 ) = C( u1，u2 ) × T( u1，u2槡 ) ，

T( u1，u2 ) = αU1 + βU2 。 ( 5)

式中: D 为耦合协调度; C 为耦合度; T 为城市入境旅游

系统与旅游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两个系统对

协调度 的 贡 献; α，β 为 待 定 系 数 ( 本 研 究 中 取 值 均 为

0． 5) ; U1，U2 分别为城市入境旅游流与城市旅游环境系

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2 耦合协调度分析

本研究首先根据上述原则确定了西安入境旅游流

和城市旅游环境系统各自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利

用 SPSS 软件对两个系统的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

理，再利用熵值权重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 表 1) 。

表 1 西安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系统指标及其权重

Tab． 1 Weight coefficient of indexes of inbound
tourist flows and urban tourism environment in Xi’an City

耦合系统 评价指标 熵值权重

入境旅游流 X

X1 入境旅游者人次数 / 人次 0． 270 6
X2 入境旅游外汇收入 / 万美元 0． 261 1
X3 入境旅游者人天数 / 人天 0． 264 7
X4 入境旅游者人均花费 / 元 0． 203 6

城市旅游环境 Y

Y1 人均 GDP / 元 0． 101 7
Y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0． 118 6
Y3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0． 053 3
Y4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0． 068 0
Y5 城市经济密度 / ( 元·km－2 ) 0． 107 0
Y6 每万人拥有大学生人数 / 人 0． 090 7
Y7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 人 0． 080 4
Y8 人口密度 / ( 人·km－2 ) 0． 081 1
Y9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0． 129 6
Y1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 093 9
Y11 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 /d 0． 075 7

在指标选取和熵值赋予权重的基础上，利用上述的

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公式 2) 和耦合协调度模型

( 公式 5) 计算得出 2001—2010 年间西安入境旅游流系

统和城市旅游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UX，UY 和耦合协

调度值 D( 表 2) 。
为了更为直观地描述西安 2001—2010 年间的入境

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两个系统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它

们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做出折线图( 图 1) 。图 1 中，UX

代表西安入境旅游流的综合评价水平曲线; UY 代表城市

旅游环境的综合评价水平曲线; D 代表入境旅游流和城

市旅游 环 境 系 统 的 耦 合 协 调 程 度 曲 线。可 以 看 出，

2001—2002 年间，城市旅游环境的整体发展水平略低于

入境旅游的发展水平，UX 曲线略高于 UY 曲线。2003 年中

国遭遇“非典”等旅游危机事件，西安入境旅游受到重

创，UX 曲线在2003 年出现了很明显的“V”型低谷，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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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10 年西安入境旅游流与城市旅游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

Tab． 2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inbound tourist flows and urban environment of Xi’an during 2001—2010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UX 0． 384 4 0． 403 6 0． 140 8 0． 640 8 0． 763 4 0． 850 3 0． 935 2 0． 716 8 0． 731 5 0． 920 8
UY 0． 217 6 0． 250 0 0． 290 0 0． 304 4 0． 462 4 0． 601 0 0． 700 5 0． 821 0 0． 897 0 0． 886 5
D 0． 335 0 0． 358 3 0． 257 5 0． 463 4 0． 573 5 0． 656 2 0． 719 4 0． 689 7 0． 718 9 0． 779 3

图 1 2001—2010 年西安

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

Fig． 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inbound tourist flows

and tourism environment of Xi’an during 2001—2010

2004 年才有所恢复。2008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政

府举办奥运会的政策性“挤出效应”影响，UX 曲线再次

出现明显下滑，拐点明显。而 UY 曲线总体呈上升趋势，

尤其是在 2004 年之后上升趋势更为明显。总体而言，

2004—2008 年期间，入境旅游持续稳定发展，其综合评

价水平明显高于城市旅游环境的发展水平，两个系统的

耦合协调度也是逐年上升，出现良好的逐渐协调态势。
现阶段，西安入境旅游的综合发展水平有所恢复，其曲

线的下滑态势也有所改变，而城市旅游环境则表现不明

显，两者的协调程度有所波动。2008 和 2009 年的耦合协

调度 D 分别为 0． 689 7 和 0． 718 9。
借鉴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标准( 表 3) ［12］，可以看出

西安的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在 2001—2010 年间

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中度失调再到勉强协调，最后达到

初级和中级协调阶段，并在两个协调水平之间有所徘徊

波动。其中，2001—2002 年间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表

现为轻度失调，其 D 值也比较接近，分别为 0． 335 0 和

0． 358 3; 2003 年则因为旅游危机事件的出现而呈现出

中度失调，D 值为 0． 257 5; 2004—2007 年间西安入境旅

游流和旅游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则出现了稳步升高的态

势，从濒临失调状态发展到了中级协调状态，D 值也由

2004 年的0． 463 4 上升为2007 年的0． 719 4; 2008 年这两

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出现小幅下滑，呈现为初级协调水

平; 2009—2010 年间则又恢复到了中级协调水平，D 值

分别为0． 718 9 和0． 779 3。可见，近年西安入境旅游流和

旅游环境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虽然有所波动，但总

体趋向良性发展的态势。

表 3 入境旅游流与城市

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

Tab． 3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Xi’an

inbound tourist flows and urban tourism environment

协调度值 协调等级 协调程度

0． 000 0 ～ 0． 099 9 1 级 极度失调
0． 100 0 ～ 0． 199 9 2 级 严重失调
0． 200 0 ～ 0． 299 9 3 级 中度失调
0． 300 0 ～ 0． 399 9 4 级 轻度失调
0． 400 0 ～ 0． 499 9 5 级 濒临失调
0． 500 0 ～ 0． 599 9 6 级 勉强协调
0． 600 0 ～ 0． 699 9 7 级 初级协调
0． 700 0 ～ 0． 799 9 8 级 中级协调
0． 800 0 ～ 0． 899 9 9 级 良好协调
0． 900 0 ～ 1． 000 0 10 级 优质协调

3 结论和启示

城市入境旅游流和旅游环境两个系统之间关系密

切，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本研究将城市旅游环境分为

经济、人文社会和生态环境几个方面，并选取了相应指

标，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及其量化模型对两个耦合系统

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得出结论:

1) 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系统间存在互动耦

合关系，且其耦合协调度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协调好

两者间的关系对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 西安的入境旅游流和城市旅游环境在 2001—

2010 年间经历了从轻度失调到中度失调再到勉强协调，

最后达到初级和中级协调阶段，其间有所徘徊波动。也

恰好说明了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环境敏感性。
3) 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不再简单地依赖于城市旅

游资源的品质和数量，城市旅游环境已经成为其入境旅

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吸引要素［5］。如何进一步优化城

市的旅游环境来加强入境旅游的发展是城市旅游管理

部门应该重视的课题。
不足之处在于耦合指标选取局限于数据的可获取

性和延续性，致使其全面性和科学性存在一定商榷的空

间，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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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Xi’an
Inbound Tourist Flows and Urban Tourism Environment

Dong Yajuan1a，1b，2，Ma Yaofeng2，Li Zhenting2，Gao Nan2

( 1a．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 and Resources，1b． Key Laboratory of Weston Mineral
Resources and Geological Engineering，Ministry of Education，Chang’an University，Xi’an 710054，

China; 2．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es of urban inbound tourist flows and tourism environ-
ments system，using the function and quantitative mod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and taking Xi’a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se two systems．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Xi’an’s inbound
tourism and tourism environment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during 2001—2010: from mild disorders to severe dis-
orders，to primary coordination and last to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although there existed some crisis events that
disturbed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s． The authors’previous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urban inbound
tourism is no longer mainly rely on the attractions around urban but on the environments prominently． And how to
improve the urban tourism environments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bound tourism is a task that is
worth to be emphasized by the urban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Key words: urban inbound tourist flows; tourism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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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s of Central City on the Scale of Non-central Town

Shan Zhengying
( The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of 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s caused by the central city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places on the scale of the non-central town in the urban system is the forefro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modern
urban space． This paper uses the urban self-development index model and the diffusion model of central city’s ex-
ternal impact to build the model of single central city’s influences on the non-central town’s scale and the model of
distance’s influences on the non-central town’s scale respectively，then uses the simplified models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scale of th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Chongq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of the non-central town
depends on its own inter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central city． The influences of Chongqing on the
scale of non-central towns is about one-third of the non-central towns’scale，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distance be-
tween two places on the scale of non-central towns is about one-fourth of the non-central towns’scale．

Key words: central city; non-central city; scale influence; spatial distance; Chongq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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