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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研究
*1

曹培培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江苏无锡 214153）

【摘 要】: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业和信息化之间互融互动，具有良性耦合关系。构建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评价

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函数、耦合协调度、差异系数等方法，对长三角 26 市 2004-2012 年间续 5 年的旅游业与

信息化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①各市旅游业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优化，且信息化总体滞

后于旅游业发展；②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绝对等级不高，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由东向西、

由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向边缘城市逐渐衰减的分布规律；③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关系四象限图显示，苏州属于“协

调发展-旅游业领先型”；上海、杭州、南京 3 市属于“协调发展-旅游业滞后型”；南通、盐城、泰州、合肥、芜

湖、滁州 6市属于“失调发展-旅游业滞后型”，无锡等余下 16 市属于“失调发展-旅游业领先型”。

【关键词】:长三角；旅游业；信息化；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11(2017)06-0005-12

一、引言

旅游业属于信息密集型产业，信息化的发展可强化旅游目的地营销能力，提升旅游企业交易过程效率，促进旅游者消费行

为升级；同时，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拉动作用突出，又能从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带

动城市信息化建设。旅游业与信息化互相影响，彼此融合，具有较强的耦合关系，两者的协调发展对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及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关于旅游业与信息化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梁尧忠（2012）根据在国际旅游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旅游信息化”的

文献资料大体分为消费者和需求层面及供应者和产业层面两大类。师守祥（2012）认为信息技术和旅游产业内容的融合可以推

进旅游产业高度化发展。黎巎（2012）认为信息技术极大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内部融合、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以及旅游产业

与其他产业融合。王兆峰（2013）分析了信息化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内外部动力机制。余杰（2017）提出了以信息化

手段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构想。李君轶（2016）认为智慧旅游是全域旅游的重要支点，两者需要协调发展。陈国生（2016）

提出信息化是旅游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动力，会促使旅游市场格局的改变。邓昭明（2017）对旅游信息价值维度及模型进行了研

究，认为二阶双因素模型为最优。金鹏（2016）基于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的分析研究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增长的贡献。孙媛媛

（2016）通过研究认为信息化发展水平与旅游市场中国内游市场和出境游市场存在正向线性关系，信息化对旅游市场的贡献整

体效率较高。范继刚（2014）和王冠孝（2016）分别对四川省和我国大陆 31 个省市的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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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

综上可知，专家学者基本都认同信息化对旅游业发展有着积极影响。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旅游信息

化的发展、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及评价等方面，而研究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极少；研究方法上偏向于定性的

理论研究，采用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的不多；研究对象上，主要为单一的旅游目的地或旅游部门，而鲜有将一系列城市的多个年

份的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时空比较的研究。因此，本文基于耦合模型，运用综合评价函数、耦合协调度、差异系数等方法定

量评价长三角 26 市间续 5年的旅游业与信息化协调发展水平，以期能明确今后各市旅游业与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工作重点，丰富

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为长三角地区旅游业与信息化的进一步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长三角 26 市旅游业与信息化的耦合协调关系，本文运用综合评价函数来测度该地区旅游业与信息化

的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来评价各市旅游业-信息化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运用变异系数来反映各市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

调水平的变动程度。

（一）综合评价函数

1.构建原始数据矩阵

2.无量纲处理

为了消除指标量纲或指标测度量级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两类进行无量纲处理。

3.综合评价函数

运用线性加权法来测度各指标的综合贡献，公式如下:

U1、U2分别为旅游业和信息化的综合评价函数；λij表示权重，各指标权重采用熵值赋权法计算获得。

（二）耦合协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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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耦合度

由于旅游业与信息化之间存在双向互动作用，故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可得出旅游产业

与信息化的耦合度模型，公式为:

C 为耦合度，反映了旅游业与信息化的耦合程度，C∈[0,1]，C 越大，表示两者的耦合状态越佳。

2.耦合协调度

为了避免出现旅游业与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均很低、而耦合度却很高的现象，引入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模型，即：

D为耦合协调度，反映了旅游业与信息化的耦合协调水平，D∈[0,1]，D 越大，表示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越高。a,b 为待定

系数。根据旅游业与信息化的相对重要程度，将 a 和 b 分别确定为 0.4 和 0.6。

（三）变异系数

其中，CV为变异系数，分别表示数列的标准差与均值。变异系数消除了测量尺度和量纲的影响,反映数据离散程度大小。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研究国家统计局、旅游局及工信部等权威部门对旅游业及信息化的统计指标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行

业专家的意见，注重选取指标的不重复性及可获取性等原则，构建出旅游业-信息化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表 1）。其中旅游

业方面主要从旅游市场需求（u1、u2、u3、u4）、经济效益（u5）、产业供给（u6）等方面选取了 6 个指标，信息化方面主要从信

息产业运营（u7、u8）、社会应用（u9、u10、u11）、发展环境（u12、u13、u14）等方面选取了 8个指标，这 14 个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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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项目层 指标层
权重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入境旅游者人数（万人次）U1 0. 1598 0. 1580 0. 1564 0. 1609 0. 1667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u2 0. 1579 0. 1497 0. 1512 0. 1544 0. 1674

旅游业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u3 0. 1549 0. 1567 0.1589 0. 1437 0. 1413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u4 0. 1540 0. 1578 0.1645 0. 1600 0. 1594

旅游总人数与当地年末总人口比值 （%） u5 0. 2019 0. 1750 0. 1590 0. 1703 0. 1621

旅游业

与信息

星级饭店数（个）u6 0. 1716 0. 2028 0.2101 0. 2107 0. 2032

邮政业务总量（亿元）u7 0. 1119 0.1099 0. 0997 0. 1076 0. 1539

化耦合

协调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U8 0. 1153 0. 1107 0. 1119 0. 1094 0. 1013

固定电话用户（万户）u9 0. 1133 0. 1118 0. 1020 0. 1042 0. 0935

信息化
移动电话用户（万户）u10 0. 1212 0. 1243 0. 1215 0.1220 0. 1025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万户）U11 0. 1149 0. 1161 0. 1599 0. 1080 0. 1039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 人员（万

人）u12

0. 1151 0. 1382 0. 1532 0. 1815 0. 1684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u13 0. 1902 0. 1728 0. 1456 0. 1524 0. 1651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件）u14 0. 1180 0. 1161 0. 1062 0. 1149 0. 1113

四、旅游业与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一）案例地概况

根据 2016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

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

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6 市，国土面积 21 万平方公里，2015 年常住总人口 1.12 亿人，地区生产总值 10.27

万亿元，分别约占全国的 2.2%、8.2%、15.0%。长三角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达，拥有 4处世界遗产、2处世界地质公园、38

家 5A 级景区、19 个全国历史文化名城、9个中国历史文化街区、1718 家星级饭店。长三角城市群紧紧围绕“信息强市”战略，

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拥有 3 个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11 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5 个“2016 中国领军智慧城市”。截

至 2015 年底，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35 亿户，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 0.25 亿户，分别占全国的 10.4%、11.9%，在我国邮

政业中，2015 年快递业务量排名前十五位的城市中，位于长三角的城市有 7 个，占 47%；快递业务收入排名前十五位的长三角

城市有 6 个，占 37.5%1。

（二）评价指标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上文中构建的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 1），对长三角 26市进行实证研究。由于自 2013 年

开始，我国“入境旅游者人数”与“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两项旅游业重要指标的统计口径与往年发生了较大变化，数据没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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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性，故本研究的年限最终确定为 2004-2012 年的间续 5 年。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2013）、《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2005-2013），个别缺失数据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三）结果分析

将统计数据带入上述函数，可以计算出 26市 5年的旅游业综合得分、信息化综合得分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其中各年的指

标权重通过熵权法获得（表 1）。利用 SPSS19.0 软件对旅游业与信息化综合评价值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2），可以看出两个系

统之间显著相关，说明两者之间具有协调互动的耦合关系。

表 2 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份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指标 U1 U2 U1 U2 U1 U2 U1 U2 U1 U2

U1

Pearson Correlation 1 .939 1 .940 1 .953 1 .949 1 .948

Sig. (2-tailed) .000 .000 .000 .000 .000

N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U2

Pearson Correlation .939 1 .940 1 .953 1 .949 1 .948 1

Sig. (2-tailed) .000 .000 .000 .000 .000

N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1.旅游业与信息化的综合发展水平

分别对 26 市 5年的旅游业与信息化的综合发展数值求均值，结果显示（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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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业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均总体优化

26市的旅游业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增长趋势。较 2004 年，2012 年 26 市旅游业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分别平均增

长 1.21 倍、1.24 倍。旅游业得分最高的 3 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杭州、苏州；信息化得分最高的 3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杭州、南

京。通过计算旅游业及信息化各自的变异系数可知，旅游业发展变化最快的城市是滁州、池州、合肥，变异系数分别为 0.67、

0.56、0.45；信息化水平变化最快的城市是马鞍山、池州、苏州，变异系数分别为 0.40、0.35、0.32。从区域发展来看，旅游

业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信息化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的旅游业和信息化的绝

对值均遥遥领先，江苏和浙江居中，两者之间差距较小，安徽则相对落后，旅游业和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明显集中于综合实

力较强的地区。

（2）信息化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于旅游发展水平

比较 5年的旅游业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可知，除上海、南京、南通、盐城、泰州、杭州、合肥、芜湖、滁州等 9 市为信

息化领先外，其余 17 市均为旅游业领先型。26市的 5年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平均高出信息化 14.7%。其中，池州的旅游业和信

息化发展水平差距最大，旅游业综合发展指数平均要高出信息化 11 倍。池州市大力实施“旅游兴市”发展战略，是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拥有九华山、杏花村等各类景区景点 300 多个，2015 年旅游总收入达到 478 亿元，在长三角中位居 17 位，但信息化的

核心指标基本都位居长三角末位，两者差距较大。类似的城市，还包括舟山、湖州、镇江等。

2.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水平

将各市的耦合协调度按照均匀分布函数法来划分等级，结果如表 3。

表 3 26 市 5 年的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

城市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均值 排序 耦合等级

上海 0. 9812 0. 9730 0. 9703 0. 9732 0. 9759 0. 9747 1 优质协调

杭州 0. 5756 0. 6214 0. 6525 0. 6602 0. 7058 0. 6431 2 初级协调

南京 0. 5888 0. 5906 0. 5802 0. 5833 0.6157 0. 5917 3
勉强协调

苏州 0. 5075 0. 5304 0. 5475 0. 5444 0. 6455 0. 5551 4

宁波 0. 4397 0. 4574 0.5120 0. 4831 0. 4997 0. 4784 5
濒临失调

无锡 0. 4247 0. 4288 0. 5016 0. 4140 0. 4378 0. 4414 6

金华 0. 3435 0. 3557 0. 3618 0. 3501 0. 3785 0. 3579 7

轻度失调

合肥 0. 3250 0. 3260 0. 3289 0. 3449 0. 4365 0. 3523 8

嘉兴 0. 3201 0. 3329 0. 3411 0. 3463 0. 3730 0. 3427 9

常州 0. 3324 0. 3361 0. 3363 0. 3396 0. 3636 0. 3416 10

绍兴 0. 3126 0. 3356 0. 3482 0. 3375 0. 3698 0. 3407 11

台州 0. 3329 0. 3374 0. 3413 0.3175 0. 3330 0. 3324 12

南通 0. 2913 0. 2894 0. 3104 0. 3301 0. 3565 0.3155 13

扬州 0. 2933 0. 2995 0. 3084 0. 3130 0. 3333 0. 3095 14

镇江 0. 3014 0. 3014 0. 3014 0. 3041 0. 3238 0. 3064 15

湖州 0. 2530 0. 2798 0. 2879 0. 2860 0. 2997 0. 2813 16

中度失调舟山 0. 2667 0. 2633 0. 2702 0. 2757 0. 2850 0. 2722 17

盐城 0. 2325 0. 2448 0. 2462 0. 2586 0. 2608 0. 248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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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 0. 2383 0. 2052 0. 1925 0. 2079 0. 2503 0. 2189 19

泰州 0. 2098 0. 2089 0.2167 0.2189 0. 2263 0.2161 20

安庆 0. 2068 0. 1983 0. 2127 0.2177 0. 2426 0.2156 21

马鞍山 0. 1546 0. 1450 0. 1615 0. 1709 0. 2083 0. 1681 22

严重失调

铜陵 0. 1435 0. 1561 0. 1485 0. 1568 0. 1702 0. 1550 23

宣城 0. 1335 0. 1405 0. 1369 0. 1393 0. 1750 0. 1450 24

池州 0. 1229 0. 1079 0. 1206 0. 1517 0.1784 0. 1363 25

滁州 0. 1249 0. 0884 0. 1040 0. 1169 0. 1570 0. 1182 26

（1）耦合协调度发展特征

第一，时序特征。26 市 5年的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介于 0.3～0.4 之间，绝对等级不高，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图 1）。

各市之间耦合协调度均值差距较大，得分最高的上海达到得分最低的滁州的 8.25 倍。第二，空间特征。由图 2可知，长三角城

市群旅游业和信息化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出由东向西、由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向边缘城市逐渐衰减的空间格局。第三，变动特

征。通过计算 26 市旅游业和信息化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数值的变动情况（图 3）。上海、南京耦合协调

度高但较稳定，故上升趋势缓慢。苏州和杭州的耦合协调度及变异系数均高于 26 市的平均水平，说明两市不仅耦合协调水平较

高，而且上升趋势明显，发展速度快。合肥、无锡、宁波、池州、南通虽然耦合协调水平不高，处于失调状态，但发展速度较

快。其余 17 市处于耦合失调状态，并且发展也相对缓慢。



8



9

（2）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

为了更好的进行对比分析，构建四象限图，将各市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进行类型划分。其中，横轴是 L 值，

[L=U1(i)-U2(i)]，纵轴为 D值（耦合协调度），第Ⅰ象限为“协调发展-旅游业领先型”；第Ⅱ象限为“协调发展-旅游业滞后

型”，第Ⅲ象限为“失调发展-旅游业滞后型”，第Ⅳ象限为“失调发展-旅游业领先型”。依据计算结果绘制旅游业与信息化

耦合协调关系四象限图（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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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Ⅰ象限：“协调发展-旅游业领先型”的城市为苏州。苏州自古被称为“人间天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优秀旅

游城市及国家生态园林城市，2016 年 2 月，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近年来苏州旅游业发展主要核心指标始终保持在全

国前列、江苏省首位。苏州的信息化水平也较高，是首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2016 中国领军智慧城市，但是比较苏州旅游

业和信息化综合评价指数可以发现，信息化还是相对滞后于旅游业，两者相差 1.3 倍，故两者的协调度也只能达到勉强协调。

第Ⅱ象限：“协调发展-旅游业滞后型”的城市为上海、杭州、南京。其中，上海的协调度最高，是优质协调，杭州是初级

协调，南京是勉强协调。沪杭宁三市均是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并且上海已成为亚太地区信息通信的重要枢纽。三市在智

慧城市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平台应用、电子商务创新、物联网应用示范等信息化建设方面均在全国位居前列。虽然

三市旅游业水平也非常高，分别在长三角中位列第一、二、四位，但相对于三市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旅游业还是略有滞后。

第Ⅲ象限：“失调发展-旅游业滞后型”的城市有南通、盐城、泰州、合肥、芜湖、滁州。其中，合肥和南通属于轻度失调，

盐城、泰州、芜湖属于中度失调，滁州属于重度失调。合肥是安徽省的省会，也是长三角“一核五圈四带”中合肥都市圈的核

心城市，是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试验区、电子信息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全国“智慧城市”试

点示范城市，城市信息化发展较好，在 26 市中排位第 7，而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排位第 16，信息化综合水平高出旅游业 2倍，

故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较低。滁州的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高出旅游业 5.75 倍，是 26 市中差距最大的，故其耦合协调度最低，为

重度失调。

第Ⅳ象限：“失调发展-旅游业领先型”的城市有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

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宣城。无锡和宁波两市均属于 II型大城市，经济较为发达，2015 年两市 GDP 分别在长三角中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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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六位。旅游业方面：无锡市 2015 年旅游业总收入为 1389.3 亿元、宁波为 1233.3 亿元，分别约占长三角旅游业总收入

的 6.3%，5.6%，排在第五、第六位，无锡市还被评为“2015 全国游客满意度排名第一城市”；信息化建设方面：无锡是“2016

中国领军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第一名，宁波首批入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2015 年无锡邮政业务和

电信业务收入分别为 41.92 亿元、94.57 亿元，宁波分别为 49.79 亿元、117.2 亿元，在长三角中均位居前列。虽然两市的旅游

业与信息化均发展的较好，但通过比较可知，无锡与宁波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都高出信息化约 1.3 倍，故两市的耦合协调度为

濒临失调。舟山和池州同样为旅游业领先型，但信息化建设相对较为落后，信息化的发展已经严重制约了两市的旅游业发展，

耦合协调度也较低。要想提高第Ⅳ象限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则需要努力提高信息化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对长三角 26 市 2004-2012 年间续 5年旅游业与信息化的耦合协调水平进

行了定量测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旅游业与信息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得到了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于旅游业发展水平。较 2004 年，2012 年 26 市

旅游业与信息化综合发展水平分别平均增长 1.21 倍、1.24 倍。26 市中，除 9市为信息化领先外，其余 17 市均为旅游业领先型。

26市的 5年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平均高出信息化 14.7%。

2.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绝对等级不高。2012 年较 2004 年 26 市的耦合协调度平均上升 13.5%，

但只有 4市达到了协调水平，其余均为失调状态，其中苏州、杭州、合肥的耦合协调发展速度最快。26 市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布

局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由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向边缘城市逐渐衰减的分布规律。

3.通过四象限图，可以直观的反映各市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类型。在达到协调水平的 4 市中，只有苏州是旅游业领先

型，上海、杭州、南京 3 市是信息化领先型；在处于失调水平的 22 市中，南通、盐城、泰州、合肥、芜湖、滁州 6市属于信息

化领先型，无锡、宁波等 16 市属于旅游业领先型。

（二）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于今后应当如何促进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发展给出如下建议：

1.针对信息化滞后的 17 市，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从升级信息基础设施、加快电子政务建设、促进产业与应用的良性互动等

方面总体提升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从进一步完善旅游服务门户、支持旅游企业信息化建设、提升旅游市场推广信息化水平等方

面加强旅游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带动信息化建设，形成旅游产业

与信息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机制。

2.针对旅游业滞后的 9 市，要加速推进“互联网+旅游”，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游客在获取旅游目的地信息、制定旅游决策、

实施旅游交易以及分享旅游体验等方面的推动作用。将旅游业作为信息化深入融合的重要领域，将信息化作为旅游创新发展的

重要动力，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同时，要注重加强与国外信息产业运营商的旅游合作，开拓国际市场。

3.建立区域整体发展理念，注重推进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上海、杭州、南京、合肥、苏州、无锡、宁波等长三角中心城

市不仅旅游业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高而且综合实力强，旅游业与信息化都较为发达，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

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其他相对落后的城市积极引进技术、资金和人才等优势资源以便推进旅游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提高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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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信息化的耦合协调度，从而整体推动长三角旅游业与信息化持续协调发展。

（三）讨论

本文在构建指标体系时，为了保证原始数据的权威性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在保留旅游业与信息化核心指标的基础上，对

部分原始指标进行了取舍，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此外鉴于篇幅有限，本文在定量分析

时，侧重于整体数据分析，对城市个体探究不够深入，这有待在日后的研究中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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