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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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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发现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发展度差异明显，总体协调发

展水平不高; 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相对发展以滞后发展居多; 城市旅游协调水平空间分布存在高值分散、低值集聚的现象，

空间集聚格局稳定。可见，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关系不和谐，总体协调水平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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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hai City tourism and urban development，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but the overall
level of development was not coordinated high，more than in the offset phase． Bohai tourism and urban development to lag relative to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city were mostly high proportion． City level coordinat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resence of high value tourism dispers-
ed，low agglomeration phenomena，spatial clustering pattern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only small changes in individual cities． Thus，the Bohai
City tourism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as not enough，the overall level of coordination needed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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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逐渐发展

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作为旅游活动得

以开展的物质载体，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旅游业的

提升［1］，因此城市与旅游融合发展将是城市未来发展

的新趋势［2］。旅游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引

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国外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

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城市旅游与城市经济、城市文化方

面。Kevin、Andrew 等认为，城市通过会展旅游等措施

推动了城市经济、就业等方面的发展，但过度发展旅

游，会引 起 城 市 工 业 衰 退［3，4］。Schofield、Sunchez 认

为，旅游是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对城市传统文化和文

化遗产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5，6］。国内学者对旅游与

城市的协调关系主要从旅游与城市发展系统的单个方

面展开。生延超、张广海等分别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

视角分析了城市旅游与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7，8］; 李

曼焘、黄震方等分别以昆明市和长江三角洲都市群为

例，探讨了城市旅游与城市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关

系［9，10］。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

协调关系研究逐渐全面。罗文斌等从经济水平、社会发

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城市发展与

旅游业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11］; 虞虎等以长江三角洲为

例对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深入

阐述了其影响因素［12］。
环渤海地区是继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后的

第三大城市群，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以环

渤海地区城市为例，主要包括天津、唐山、秦皇岛、沧

州、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青岛、东营、烟
台、潍坊、威海、日照和滨州等 17 个市。该地区位于整个

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具有

独特的地缘优势［13］，滨海旅游资源丰富，成为其旅游业发

展的一大亮点，是东北沿海地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

地。研究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对环

渤海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有利于推进城市旅游全面协调发展。

1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模型构建

1． 1 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城市经济、社

会、环境、文化的全面发展，是以数量的增长与结构的

进化为主要特征［14］，也指城市化质量的提升［15］。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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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旅游水平直接体现为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上。罗文

斌、谭荣等［15］从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公共交通、城市

绿化、环境保护和旅游水平等六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

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 汪婷、陆
林等［17］从旅游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城市建设对旅游促

进等两个方面选取指标评价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

性。研究认为，旅游与城市的协调发展不仅体现在旅

游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还表现在旅游与社会、环境

和交通等方面的和谐关系上。根据以上研究成果，本

文将旅游业作为一个单独的子系统，与城市发展的经

济、社会、环境等子系统并行考虑。遵循指标选取的全

面性、科学性和可获得性，从旅游、经济、社会发展、城
市交通、城市环境五个方面选取了旅游收入、旅游人

数、GDP、人均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三产业比

重、城市化水平、职工平均工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

重、年末实有出租车数、公共汽电车客运总数、人均道

路铺装面积、园林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工业

废水排放达标率等 15 项指标构建了城市旅游与城市

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于 2002—2013 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 1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评价体系 权重

目标层 维度层 因素层 指标层 2001 年 2006 年 2012 年

城
市
旅
游
与
城
市
发
展
协
调
性
评
价

城市
旅游 旅游水平

旅游收入 0． 552 0． 523 0． 524
旅游人数 0． 478 0． 477 0． 476

城
市
发
展

经济水平

GDP 0． 094 0． 102 0． 115
人均 GDP 0． 122 0． 112 0． 09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 048 0． 055 0． 063
第三产业比重 0． 112 0． 100 0． 101

社会发展

城市化水平 0． 047 0． 069 0． 074
职工平均工资 0． 063 0． 057 0． 048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 068 0． 082 0． 073

城市交通

年末实有出租车数 0． 084 0． 077 0． 084
公共汽电车客运总数 0． 104 0． 097 0． 092

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0． 052 0． 049 0． 048

城市环境

园林绿地面积 0． 073 0． 075 0． 08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 071 0． 064 0． 061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0． 062 0． 061 0． 062

1． 2 研究方法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综合功效评价模型: 为了使

评价结果更具科学性，本文在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上，综

合了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观和客观赋权方法，即层次分

析和熵值法。层次分析法是一种系统工程的方法，通

过构造递阶层次结构，构建两两对比判断矩阵，并对矩

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得到层次总排序，即主观权

重。熵值法主要根据数据的分布特征确定权重，具体

步骤为:①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有 m 个样本，n 项

评价指标，形 成 原 始 指 标 数 据 矩 阵 X = ( xij ) m × n
( 0≤i≤m，0≤j≤n) ，xij为第 i 个样本第 j 个指标的指

标值。②数据标准化处理: yij = xij － min( x1j，…，xmj ) /
max( x1j，…，xmj ) － min ( x1j，…，xmj ) 。③计算第 j 项指

标下第 i 个样本指标值的比重 pij : pij = yij Σ
m

i = 1
yij。④计

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 : ej = － k Σ
m

i = 1
pij lnpij，其中 k = 1 /

lnm。⑤计算评价指标 j 的差异性系数 gj : gj = 1 － ej。
⑥计算评价指标 j 的权重 uj : uj = gj /Σgi。最后综合主

客观权重，求平均值则得到一组组合权重 zj，可计算出

第 i 个样本地区综合功效:

Ui = Σ
n

j = 1
zjyij ( 1)……………………………………

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 协调度就是度量系统之间

或系统内部 要 素 之 间 协 调 状 况 良 好 与 否 的 定 量 指

标［18］。公式为:

C =
U1 × U2

U1 + U2( )2
{ }2

2

( 2)…………………………

式中，协调度 C∈［0，1］，U1 表示城市旅游系统评

价值，U2 表示城市发展系统评价值。协调度仅从表面

上反映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未能反映

两者的协调关系所处的水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引入

协调发展度模型公式:

T = αU1 + βU2 ( 3)………………………………

D = C ×槡 T ( 4)…………………………………
式中，D 为协调发展度; C 为协调度; T 为旅游业

与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α、β 为待定系数; D 的值在

0—1 之间，依照学术界的广泛研究，取 α = β = 0． 5。
相对发展度模型: 协调发展度模型可以较全面地

反映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层次，但不能体现

出两个系统的相对发展状况，因此建立相对发展度模

型得到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相对发展系数:

E = U1 /U2 ( 5)……………………………………
本文参考杨士弘等学者［19］的相关研究，依据协调

发展度的大小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状况分为

失调阶段、磨合阶段和协调阶段 3 大类。当 0≤D≤
0． 35时，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处于失调阶段，

两系统关系发展不和谐，相互制约; 当 0． 35 ＜ D ＜ 0． 65
时，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为磨合阶段，两系统

之间关系虽然不协调但却处于趋于优化的状态，制约

作用逐渐减弱; 当 0． 65≤D≤1 时，城市旅游与城市发

展协调关系处于协调阶段，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关系

优化协调。在实际情形中，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较难

实现完全同步优化，故设定当 0． 8 ＜ E ＜ 1． 2 时，城市

旅游与城市发展处于同步优化类型，起推动作用; 当

1． 2 ≤E，城市旅游超前于城市发展，城市发展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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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发展速度; 当 E≤0． 8，城市旅游滞后于城市

发展，起制约作用。
综上所述，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两个系统之间

的状况分为 3 大阶段 9 个类型，见表 2。
表 2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判标准及类型

D 发展阶段 E 协调发展类型特征 综合类型

0≤D≤0． 35 失调阶段

E≤0． 8 城市旅游滞后于城市发展，前者制约后者，系统退化 Ⅰ
0． 8 ＜ E ＜ 1． 2 城市旅游同步于城市发展，前者推动后者，系统优化 Ⅱ

1． 2≤E 城市旅游超前于城市发展，后者制约前者，系统退化 Ⅲ

0． 35 ＜ D ＜ 0． 65 磨合阶段

E≤0． 8 城市旅游滞后于城市发展，前者制约后者，系统退化 Ⅳ
0． 8 ＜ E ＜ 1． 2 城市旅游同步于城市发展，前者推动后者，系统优化 Ⅴ

1． 2≤E 城市旅游超前于城市发展，后者制约前者，系统退化 Ⅵ

0． 65≤D≤1 协调阶段

E≤0． 8 城市旅游滞后于城市发展，前者制约后者，系统退化 Ⅶ
0． 8 ＜ E ＜ 1． 2 城市旅游同步于城市发展，前者推动后者，系统优化 Ⅷ

1． 2≤E 城市旅游超前于城市发展，后者制约前者，系统退化 Ⅸ

2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分析

2． 1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综合分析

由表 3 可知，2001 年、2006 年和 2012 年，在环渤

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综合类型中，I 型城

市均有 12 个，所占比例高达 70． 6%，可见 I 型城市占

绝大多数，即综合协调关系处于城市旅游滞后于城市

发展的失调阶段。2001 年，Ⅵ型城市有 3 个，包括天

津、大连和青岛，协调关系处于旅游超前于城市发展的

磨合阶段;Ⅳ型城市有 2 个，处于旅游滞后于发展的磨合

阶段，可见 2001 年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

处于较低的水平。2006 年，天津脱离Ⅵ类，发展为Ⅸ型，

即城市旅游超前于城市发展的协调阶段城市; 大连和青

岛依然处于Ⅵ型;Ⅳ型城市有 2 个，与 2001 年相比保持不

变。2012 年，环渤海城市综合协调类型有 3 个Ⅴ型城市，

分别为大连、青岛和烟台;Ⅵ型和Ⅳ型城市各有 1 个。综

合以上情况可见，研究期内环渤海城市协调关系综合类

型没有Ⅱ类、Ⅲ类、Ⅶ类和Ⅷ类。
表 3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结果及类型

2001 年 2006 年 2012 年

地区 D E 发展阶段 综合类型 D E 发展阶段 综合类型 D E 发展阶段 综合类型

天津 0． 63 1． 39 磨合阶段 Ⅵ型 0． 65 1． 40 协调阶段 Ⅸ型 0． 62 1． 58 磨合阶段 Ⅵ型
唐山 0． 23 0． 18 失调阶段 Ⅰ型 0． 16 0． 08 失调阶段 Ⅰ型 0． 13 0． 05 失调阶段 Ⅰ型

秦皇岛 0． 40 0． 62 磨合阶段 Ⅳ型 0． 36 0． 46 磨合阶段 Ⅳ型 0． 29 0． 27 失调阶段 Ⅰ型
沧州 0． 06 0． 01 失调阶段 Ⅰ型 0． 02 0． 01 失调阶段 Ⅰ型 0． 08 0． 02 失调阶段 Ⅰ型
大连 0． 64 1． 44 磨合阶段 Ⅵ型 0． 59 1． 24 磨合阶段 Ⅵ型 0． 53 1． 21 磨合阶段 Ⅴ型
丹东 0． 26 0． 36 失调阶段 Ⅰ型 0． 26 0． 51 失调阶段 Ⅰ型 0． 30 0． 73 失调阶段 Ⅰ型
锦州 0． 09 0． 03 失调阶段 Ⅰ型 0． 22 0． 24 失调阶段 Ⅰ型 0． 26 0． 39 失调阶段 Ⅰ型
营口 0． 10 0． 07 失调阶段 Ⅰ型 0． 12 0． 06 失调阶段 Ⅰ型 0． 17 0． 12 失调阶段 Ⅰ型
盘锦 0． 06 0． 01 失调阶段 Ⅰ型 0． 15 0． 09 失调阶段 Ⅰ型 0． 24 0． 33 失调阶段 Ⅰ型

葫芦岛 0． 09 0． 04 失调阶段 Ⅰ型 0． 13 0． 10 失调阶段 Ⅰ型 0． 13 0． 15 失调阶段 Ⅰ型
青岛 0． 55 1． 22 磨合阶段 Ⅵ型 0． 60 1． 51 磨合阶段 Ⅵ型 0． 51 1． 05 磨合阶段 Ⅴ型
东营 0． 05 0． 01 失调阶段 Ⅰ型 0． 03 0． 01 失调阶段 Ⅰ型 0． 11 0． 05 失调阶段 Ⅰ型
烟台 0． 39 0． 75 磨合阶段 Ⅳ型 0． 39 0． 74 磨合阶段 Ⅳ型 0． 38 0． 87 磨合阶段 Ⅴ型
潍坊 0． 20 0． 16 失调阶段 Ⅰ型 0． 17 0． 11 失调阶段 Ⅰ型 0． 28 0． 45 失调阶段 Ⅰ型
威海 0． 34 0． 45 失调阶段 Ⅰ型 0． 34 0． 54 失调阶段 Ⅰ型 0． 32 0． 64 磨合阶段 Ⅳ型
日照 0． 15 0． 11 失调阶段 Ⅰ型 0． 22 0． 24 失调阶段 Ⅰ型 0． 26 0． 40 失调阶段 Ⅰ型
滨州 0． 00 0． 00 失调阶段 Ⅰ型 0． 03 0． 01 失调阶段 Ⅰ型 0． 06 0． 02 失调阶段 Ⅰ型

2． 2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状况分析

结合表 3 和图 1 可见，研究期内，环渤海城市旅游

与城市发展协调发展度差异明显，两极分化严重，但总

体协调发展水平不高，超过 70% 的城市处于失调阶

段，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关系不和谐。2001 年、2006
年和 2012 年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处于磨合

阶段的城市比例为“5—4—5”，唐山、丹东、营口、锦

州、盘锦、葫芦岛、东营、日照、滨州等 11 个城市协调发

展度虽均有一定增加，协调发展关系趋于改善，但由于

旅游资源禀赋一般，旅游业发展相较于研究区内的其

他城市较落后，一直处于失调阶段。

图 1 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状况

2001 年 5 个处于磨合阶段的城市分别为天津、秦
皇岛、大连、青岛和烟台; 2006 年，天津协调发展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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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高，脱离磨合阶段，迈入协调阶段，但协调水平仍

不高，其余 4 个城市协调发展度总体略增，但仍处在磨

合阶段; 2012 年，大连、青岛和烟台仍未能突破磨合阶

段，天津由于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不稳定，跌回磨

合阶段，威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得到改善，

脱离失调阶段进入磨合阶段，秦皇岛旅游对城市发展

的制约作用明显，使其由磨合阶段退化到失调阶段。

图 2 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相对发展状况

2． 3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相对发展状况分析

基于城市旅游和城市发展的相对发展情况，本文

将两系统协调发展关系分为超前发展，滞后发展和同

步发展状态。结合表 3 和图 2 可见，研究期间内环渤

海城市以滞后发展状态城市居多，所占比例居高不下，

2001 年、2006 年均达到 82． 4%，2012 年这一比例才有

所下降，但仍保持 76． 5% 的高比重。2001 年和 2006
年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相对发展状况较类似，

河北省的唐山、沧州，辽宁省的丹东、锦州、营口、盘锦、
葫芦岛以及山东省的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滨
州等 14 个城市旅游业滞后于城市发展速度，制约城市

发展的步伐。其中，烟台相对发展度明显高于滞后类

其他城市，近年来凭借其丰富的临海资源，旅游业发展

迅速，到 2012 年实现了旅游业与城市的同步发展。天

津、大连和青岛一直处于旅游超前于城市发展的状态，

应重点 改 善 城 市 发 展 环 境，促 进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2012 年，大连和青岛城市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逐步健全，城市旅游推动城市发展，两者达

到了同步状态。
2． 4 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的空间分析

从图 3 可见，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总体协

调水平有待提高，关系还不和谐，城市旅游协调水平空

间分布存在高值分散、低值集聚的现象，空间集聚格局

保持相对稳定，仅有个别城市出现微小变化。其中，秦

皇岛旅游发展力度较弱，旅游收入涨幅较低，城市旅游

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趋于恶化; 威海由于近年来开发

海上公园等多个旅游项目，情况得到明显改善; 天津、
大连、青岛等相对于研究区内其他城市一直保持领先

地位，但除天津外，一直未能突破磨合阶段，协调关系

改善进程停滞，且该类型城市在空间分布上由梯形结

构向三角形结构转变，处于失调阶段的城市旅游普遍

滞后于城市发展，该类型城市空间格局相对稳定。

图 3 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空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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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本文运用协调发展度和相对

发展度模型，对环渤海 17 个城市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

展协调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域

总体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水平不高，协调关系不够和

谐，这一现状亟需改善。对此，针对大连、青岛、烟台等

旅游城市趋于同步发展但协调关系仍处在磨合阶段的

城市，应利用自身良好的环境，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同

时加强城市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协调发展关

系，促进两者向协调阶段迈进; 对唐山、葫芦岛、锦州、
营口、滨州等处于失调阶段且旅游滞后于城市发展的

城市，应分析自身旅游业发展优劣势，扬长避短，以城

市发展为依托拉动旅游业发展，打造自身旅游特点; 研

究区内超前发展的城市均突破失调阶段，如天津、对于

该类型城市应以城市发展为重点，更加注重城市环境

的改善，促进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以适应城市旅游发

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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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韩国和日本是青岛最主要的入境客源国，其竞争
态类型为明星市场或金牛市场; 重要的客源国市场是
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新加坡、泰国、俄罗斯、印尼和菲律宾则属于机会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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