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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产业已成为落后地区尤其是落后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与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已经得到学者的证明，但目前对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

展的模式研究则较为薄弱。大湘西地区具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但目前旅游与城镇

化耦合发展并不顺利。文章以大湘西地区为例，在分析了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

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探讨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及影响因素，针对四种资源组合

类型提炼出三种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式:旅游城镇耦合发展模式、旅游产品加工城

镇耦合发展模式、旅游服务城镇耦合发展模式;并提出了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

发展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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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镇化即以旅游产业发展作为主要动力的城镇化现象。与一般城镇因为产业发展兴起

不同，旅游城镇化是一种完全为消费而生的城镇化过程。PatrickMullins 于 1991 年提出旅游

城镇化概念并对澳大利亚的旅游城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Gladstone 对美国的旅游城镇化进行

研究并根据吸引物类型将美国的旅游城镇化分为了两类：以“阳光、沙滩、大海”为吸引物的

旅游城镇化和以资本密集型旅游景点为吸引物的旅游城镇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后工

业化，旅游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一种新动力，其作用不断凸显，并对部分地区 

的城镇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内学者对旅游城镇化的研究起步于 2000 年左右

，学者们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特征、发展模式、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的实践进行了研究。综

合这些研究成果可见，旅游业发展已经成为落后地区尤其是落后民族地区实现城镇化的重要途

径。作为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如何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与城

市化进程的相互促进与协调发展，走出一条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道路，是摆在大湘西地区

面前的一大难题，而目前尚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对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

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是针对某一州市的分析，如王兆峰等验证了张家界市旅游产业发展与城

镇化进程存在相互促进互相推动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了促进二者耦合发展的政策建议，但缺乏

对大湘西区域尺度的研究。目前研究尚不足以指导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如何根

据旅游与城镇化发展耦合关系及区域实际确定可操作的耦合发展模式，是目前研究的薄弱点。

同时，在大湘西地区也出现了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相脱节以及生态环境破

坏的问题。可见，目前亟需加强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式的研究，从而为大湘西地区旅游

与城镇化发展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模式，并推动地区旅游业与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1 研究区域范围与概况 

“大湘西”概念最早提出是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举措时,主要包括湘西自治州、张

家界市、怀化市及邵阳市西部的武冈、城步、洞口、绥宁、隆回、新宁六县（市）和永州市的

江华瑶族自治县。2008 年，按照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将邵阳市其余 6 县区和永州市江永

县列入。在湖南省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大湘西地区调整为邵阳、张家界

、怀化、娄底和湘西自治州 5 市（州），本文也以此作为研究范围。截至 2014 年底，大湘西

地区共有人口 2008 万人，占全省的 29.8%;国土面积 8.16 万 km2,占全省的 38.5%;共有国家级

贫困县 14 个，占全省的 70%。 

由于大湘西地区自然旅游资源丰富、人文民俗独具特色，旅游业成为推动该区经济发展和

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支撑。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2 年发布了《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



游发展规划(2011—2020 年)》，计划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大湘西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将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与国家旅游扶贫示范区。

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进程，并通过城镇化发展进一步优化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已成为

大湘西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 

2 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情况 

2.1 旅游发展概况 

大湘西是湖南省的后花园，地理位置优越、自然风景秀美奇特，张家界、怀化等地奇山异

水、风景如画，吸引了无数海内外游客前往观光。天门山的壮美、武陵源的幽美、边城的秀美

也刚好符合现代游客“求知、求新、求奇”的心理需求。大湘西地区不仅自然风光怡人而且文

化底蕴深厚，孕育了土家文化、苗文化、侗文化、瑶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同时，该地区还孕

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名人和大家，如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著名作家沈从文、著名画家黄永玉

等。大湘西地区的许多旅游景点在国际上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如“神秘湘西”荣获 2006 年

度 CCTV“中国十大魅力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去处”等称号。“张家界”“凤凰古城”“

德夯苗寨”等都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另外，大湘西地区属于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范畴,在旅

游开发和发展方面还能够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可见，大湘西地区发展旅游根底深厚、势头良

好。 

由于交通制约、规模瓶颈、地方保护主义、各州市之间旅游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大湘西地

区旅游产业发展与其资源禀赋并不相称。根据 2014 年统计数据可知：全年大湘西共接待游客

1.37 亿人次，占全省 31.14%，大湘西 5 州市平均接待游客 0.27 亿人次，低于全省 0.31 亿人

次水平;在旅游收入方面，全年大湘西旅游收人 908 亿元，占全省 29.76%，大湘西 5 州市平均

旅游收入 182 亿元，低于全省 218 亿元水平(表 1)。可见，大湘西地区在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

方面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显示出大湘西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较低，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亟需采取措施发展壮大，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2.2 城镇化发展概况 

大湘西地区虽然资源丰富，地大物博，但总体上还属于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落

后，城镇化进程滞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动力不足。根据 2014 年统计数据可知：大湘西地

区 GDP 为 4521 亿元，仅占全省 16.71%，人均 GDP 为 22511 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55.88%;

城镇人口 822 万人，占全省 24.77%，城镇化水平为 40.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 8.3 个百分点

，区内五州市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表 2)。大湘西地区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发展均较

为落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城镇化提升，而较低的城镇化水平也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发

展，二者相互制约，陷入了恶性贫困循环。因而，唯有大力培育符合区域特征与产业发展方向

的主导产业，以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进而促进城镇化进程，方可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

进程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轨道，而旅游业则是大湘西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的最佳主导产业选择。 

 

2.3 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判别 

为深入分析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程度，借助物理学中的多系统容量耦合系数

模型，得到旅游与城镇化双系统耦合度模型[2°]，如公式⑴所示： 



 

 

为计算子系统功效，采用特尔菲法确定各要素权重(表 3)。分析时间节点确定为 2003—

2014 年，各指标数据来自于各年份湖南统计年鉴及各市公报，为消除量纲影响，采用极差标

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后，代入式(1)进行计算，结果如图 1。 

一般而言，当 0.3<CO.5 时，认为两个子系统属于拮抗阶段，当 C>0.5 时，认为两个系统

进入磨合阶段 21:由图 1 可见，2003—2013 年间，大湘西地区旅游一城镇化之间耦合程度呈现

出波动上升的状态，由拮抗发展逐步转变为磨合发展，旅游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逐步显现

。但整体而言，大湘西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尚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

程度不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模

式，导致旅游系统与城镇化系统各自为政，独立发展，不能充分发挥二者合力，减弱了区域发

展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湘西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 

 



3 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式探讨 

3.1 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关系分析 

旅游城镇化是伴随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旅游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旅

游业发展主要从如下四方面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当地投资和产出的增加，

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游客数量增加

带来对区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促进当地人口就业结构转变，使当地大量农村劳动力变成

手工制作者、商人或旅游服务人员等非农劳动力，进而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旅游开发推动地

区用地结构转变，推动旅游景点一部分农村土地转变为旅游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进而推动土

地城镇化进程;旅游发展促进了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加强了当地与外界的交流，有利于当地

居民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促进了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过程。 

同时，大湘西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完善也为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首先，城镇地

区是旅游发展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的重要载体，高质量的城镇化水平能够为游

客提供良好的旅游体验，进而提升游客重游率和旅游影响力，推动旅游产业进一步发展;其次

，除自然景观外，一些现代人文景观及民族文化等的表现也需要城镇作为载体;再次，城镇化

的发展也将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为旅游者在邮电、通信、交通等各方面提供

便利，为大湘西地区旅游品牌建设创造基础和条件。 

旅游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但这种耦合关系与旅游景点自身

特点以及区域城镇化基础相关，不同旅游资源丰富程度、不同城镇化发展条件地区，其耦合发

展模式并不相同。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化基础较好的地区，通常应采用旅游城镇耦合发展模式

;对于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但城镇化发展条件一般的地区，采用旅游产品加工城镇耦合发展模式;

对于旅游资源缺乏但城镇发展条件优越的地区，可采用旅游服务城镇耦合发展模式，同时与旅

游资源丰富但城镇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合作，为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提供平台。不同发展模式

如图 2。 

 

3.2 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式 

3.2.1 旅游城镇耦合发展模式 

根据以上分析，对于旅游资源丰富、城镇化基础较好的地区，通常应采用旅游城镇耦合发

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主要针对保存完整、区位条件较优且有较大承载力的地区，比如古村寨

、民族特色村寨地区等。利用古村寨的独特建筑、家具等物件吸引游客，从而带动当地食、住

、游、购等集中化，交通及设施不断完善，使原本落后的村寨转变成为人流涌动的城镇。采用



旅游城镇耦合发展模式一方面需加强宣传营销，提升景点知名度，以吸引大量游客前往进而带

动地区旅游业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进一步完善当地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地区可达性，通

过交通和设施完善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当然，在旅游开发中也需注重对古村

寨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以确保地区旅游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3.2.2 旅游产品加工城镇耦合发展模式 

由于大湘西地区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不少地区虽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但区域基础设施与

城镇发展条件一般，不在客流主要通道上，直接采用旅游城镇耦合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存在较大

风险，因而一般采用旅游产品加工城镇耦合发展模式。利用大湘西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如银

饰、水果、山货、茶叶等，以及近年来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支持，大力打造相关地方产业，

形成地方旅游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并着力塑造精品品牌，向外界推广。以此，可推动地区劳动

力由农业就业转变为制造业、手工业及服务业等非农就业，同时提升了劳动力收入水平，有助

于地区城镇化进程。同时，旅游产品加工集群化也有助于打造旅游产品品牌，提升旅游市场竞

争力，从而使该地区旅游产业形成规模，提高旅游收人，实现城镇化与旅游的耦合发展。 

3.2.3 旅游服务城镇耦合发展模式 

对部分地区而言，其自身旅游资源不足，但城镇发展条件优越，且处于游客主要通道上，

这部分城镇可采用旅游服务城镇耦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通常针对中心城镇，由于自身缺乏旅

游资源，其较少作为游客的目的地，通常仅作为旅游中转站，通过为游客提供中转服务获得发

展。与旅游城镇模式相比，旅游服务城镇产业结构相对复杂，旅游业并不作为其的唯一主导产

业。由于旅游服务城镇通常缺乏旅游资源，因而不能充分发挥游客带来的经济效益。鉴于此，

其可以采取与旅游资源丰富但城镇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合作的方式，以获得更大经济收益。大

湘西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这一模式提供了基础。利用大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的歌舞、乐器、民

族服饰等文化资源，培养一部分专业艺术人员和专业服务人员，打造民族艺术精品，从而延长

游客停留时间，提高游客消费,更好地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同时，通过与部分城镇发展条件较

差地区的合作，能够逐步转移这些地区的人口，长远来看，不仅有利于这些地区的民族文化传

承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也有利于空间布局合理的城镇化格局。 

4 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保障措施 

4.1 完善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顶层设计 

目前，大湘西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均已得到高度重视。在旅游产业发展方面，2012

年 7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发展规划（2011—2020 年

）》，2015 年 8 月《大湘西地区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建设总体设计方案》《大湘

西地区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建设总体工作方案》相继出炉:在城镇化发展方面，《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5—2020 年)》中确定大湘西地区为彰显山水文化特色发展的城市

组团。但目前而言，大湘西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各自为政，二者之间缺乏协调，因

而，有必要完善顶层设计，编制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规划，以本文所提出的旅游

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模式为基础，对大湘西地区旅游资源与城镇化条件进行综合评估，进而确定

大湘西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战略与城镇化格局，以此指导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 

4.2 提升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水平 

目前大湘西地区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尚有很大提升空间，景点类型有待进一步丰富，服务水

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相对落后的旅

游产业发展水平也制约了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因而，首先应大力提升大湘西地区旅游产业

发展水平，通过优化旅游景点开发格局、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等推动旅游产

业的快速发展，并进一步畅通旅游收益同享通道，使得更多人口可以从旅游产业发展中收益，

进而推动其城镇化进程。以旅游产业发展为助手，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与城镇化深度耦合，相互

促进，以实现大湘西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 

4.3 强化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保障 

为推动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应从如下四方面做好保障:一是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与协调职能，弱化对旅游市场的直接干预，发

挥市场在旅游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加大旅游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旅游开发与运营，推动收益共享;三是坚持吸引优秀人才，同时强化教育培训，提升旅游服务

水平，实现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四是加强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坚持科学开发、合理开发

、有序开发，并对受损环境进行积极治理。通过以上措施，为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

展做好保障。 

总之，大湘西地区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存在天然优势和历史机遇。通过挖掘资源特色，

发展当地的古村寨游和民俗游，使落后的农村转变为城镇，通过当地的劳动力转型，交通发展

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当地居民的服务意识，提高旅游可进人性，并且在发展旅游和城镇化的

同时注重环境保护、社区管理，从而使大湘西地区旅游资源优势和城镇化的历史需求实现最大

程度的融合，最终实现该地区旅游品牌日益突出、城镇化水平日益提升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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