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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耦合研究 

——以湖南省 14 地市（州）为例
1
 

赵松松，王兆峰*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通过构建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线性加权法、DEA-Malmquist 指数、重心演化

轨迹、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方法，以湖南省 14 地市（州）为例，从规模和效率的维度，对区域旅游时空动态演

化特征及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旅游发展规模年均增长率较高地区其全要素生产率亦较高，时

序变化特征较为耦合；不同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稳定的以长沙为中心的“单扱-点状”空间格局，旅游发展效率的

空间格局相対均衡，演化较为活跃和频繁，但热点地域单元仍然趋于固定。（2)从重心偏移轨迹来看，旅游发展规

模重心呈现分散偏移特征，旅游发展效率则以集聚偏移为主，均呈现向东南方向偏移的趋势；基于空间重叠性缩短

与变动一致性增强的结果，二者重心变动的空间耦合特征逐渐増强。（3)伴随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热点区的集聚成

簇，其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虽存在一定的圈层分异，但中高度耦合协调度地域単元趋于固定和集中，由长株潭城市

群向南北两侧纵向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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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 40年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7年旅游

业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旅游竞争力排名上升 2位，名列全球参评的 148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 15位，但在繁荣现象的背后，

存在着诸如区域旅游发展差异较大、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差异明显以及增长规模和质量不协调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旅游

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不同空间尺度的旅游发展单元趋于多元化，市域、省域、城市群等范围内的旅游地域系统作为旅游发

展的重要载体，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延展空间。湖南省位于中部六省与沿海经济区过渡帯，长江经济带与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旅游发展活跃度和潜力较大；下辖包括 13 个地级市、1 个民族自治州在内的 14 个地市（州），包含有长株潭 3 + 5 城市群、环

洞庭湖区、南岳地区、武陵山片区等区域，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的空间差异较为显着。将湖南省 14地市（州）作为典型案

例地来探究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的时空动态格局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对区域旅游发展增长方式及路径的转变，旅游发展要

素的合理高效化配置及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意义。 

区域旅游发展的时空动态演化和差异一直以来都是旅游地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对于区域旅游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

                                                           
1
收稿日期：2018-12-05;修回日期：2019-02-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2) 

作者简介：赵松松（1995〜），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经济.E-mail: 15738774421@163.com 

* 通讯作者 E-mail: jdwzf@126.com 



 

 2 

于旅游产业集群
[2]
、竞争力演化

[3]
、效率演化

[4]
、演化模式等

[5，6]
。国内对于区域旅游演化的研究相较国外较多，主要研究内容涉

及旅游规模
[7~13]

、旅游效率
[14~18]

、旅游绩效
[19，20]

、旅游场强
[21]

、旅游经济网络结构
[22，23]

以及多要素耦合协调
[23~25]

的时空差异和演

化等。研究区域包括微观、中观、宏观在内的不同空间尺度范围。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利用变异系数
[7，8]

、基尼系数
[8]
、泰尔

指数
[7，8]

、数据包络分析法
[14~18]

、社会网络分析法
[22]
、ESDA 空间自相关

[9，14]
、重心演变轨迹

[12]
等方法揭示区域旅游发展的时空差

异与演变。在衡量指标的选取上，主要有单一指标、多要素指标集成和投入产出要素指标等多种。可见，学界对区域旅游发展

的时空动态演化和差异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学者多利用旅游业绩、旅游场强或旅游发展效率等单ー层面来衡量区域旅游发

展，但缺乏多维度视角下的评价研究；其次，现有研究也很少涉及对区域旅游发展进行不同维度相互作用的研究。 

区域旅游系统是由一定范围内的旅游吸引物、服务体系、旅游活动、自然人文要素等共同构成，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各种要

素之间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相互协同所形成的，具有一定层次、特征、结构和功能的旅游地域综合体
[26]
。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关注的焦点不再停留在较为简单的景点景区内，而是逐渐延伸到更大空间范围的城市、区域等尺度
[1]
，涉及的要素更为复杂。

区域旅游系统主要包括吸引物子系统、产业子系统、媒介子系统、支撑和保障子系统构成，各个系统的相互作用使得区域旅游

不断演化发展。旅游地演化指的就是旅游地系统内部构成要素及要素结构的交替演变促使旅游地系统随时间和空间变化而发生

渐变或质变的过程
[1]
。这个过程包括多重维度的演变及不同维度的交互作用，其中发展规模与效率是区域旅游演化最重要的两个

维度。国内旅游学界对旅游规模的研究更多的使用“旅游规摸”、“旅游经济规模”等术语，其研究多是基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范式来研究旅游规模的分布、差异等
[27]

，且研究多是从区域旅游经济产出角度来分析。区域旅游演化作为ー个时空交替过程，

既包括时间上的过程发展，又表现出空间关系的变化，从而形成某种特定的时空模式
[28]
。区域旅游的构成是ー个复杂的交互作

用系统，本文所指的旅游规模是指区域旅游格局、形式及范围特征，是由旅游经济与内部要素等集成评价指标体系共同建构的

区域旅游规模。其次，从区域旅游产业实践来看，由于所处阶段、发展环境和技术水平之间存在差异，不同区域和产业形态在

旅游发展过程中对投入资源的利用能力必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就构成了旅游效率
[29]
。由于区域旅游构成要素及要素结构

在时空配置和使用上的不同，其发展规模和效率表现出一定的时空差异，呈现为一个长期的时空动态演化过程。区域旅游时空

动态演化主要从旅游发展的效果和过程两方面来综合评价，区域旅游发展的效果评价通常从旅游发展规模来表示，主要衡量区

域旅游发展的总量特征，区域旅游发展的过程评价一般以发展效率来表征，主要衡量区域旅游发展的质量绩效
[20]

。在我们认识

区域旅游系统吋，ー个核心的挑战就是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识别多元层次之间的联系。因此，将规模和效率进行叠加分析，能

够更加全面地分析区域旅游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探究规模与效率的时空耦合关系有利于揭示二者的时空差异性和协调优劣性

特征，有利于我们在区域旅游系统这个复杂的组织中理解规模和效率的互动效果和规律。 

基于此，本文以区域旅游系统为切入点，构建关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的集成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

DEA-Malmquist指数、重心轨迹分析、耦合协调评价模型等研究方法，基于同一逻辑路径的规模和效率ニ维视角，探讨区域旅游

演变的时空动态及其时空耦合关系，对于全面揭示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之间的互动协调关系，实现区域旅游产业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均衡、更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方法 

1. 1. 1 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评价模型 

本文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其计算公式为： 

Si=wi×Ui (1) 

式中：Si为区域旅游发展规模水平指数；wi为区域旅游发展规模评价指标的权重，权重采用熵值法
[30]
通过 Statal4.0编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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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出；Ui为指标 i的标准化数值；数值越大，表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越大，也表明区域旅游系统的发展更为成熟。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Analysis)方法
[38]
来计算区域旅游发展效率，根据 DEA思想，区域旅游效率评价

的本质是将某个旅游地域生产单元作为实际 DMU，通过达到 DMU 的 Pareto 最优，找到生产的最佳前沿面，把所有地域単元的生

产可能性同这个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最终得到各自的效率。具体采用 1984年 Banker等人提出的 DEA-BCC模型。模型假设有 K

个决策単元 DMU，每个决策单元有 L种投入和 M种产出，第 n个(n=1，2，„，K）单元的 DEA模型为： 

 

采用上式，通过 Deap2. 1计算得出 2001〜2016年湖南省 14地市(州）旅游发展效率；一般认为综合旅游效率等于 1，表明

区域旅游发展为有效，旅游效率指数值越接近于 1表明区域旅游发展越有效。 

Malmquist 指数是由 Malmquist ( 1953 )提出，为更加全面的了解区域旅游发展效率的变动特征，采用 Malmquist指数法

对该区域旅游效率测算结果进行动态比较与分析，分析旅游效率演变过程，并得出旅游效率演变特征，弥补 DEA 模型计算的效

率值不能在不同时间截面进行连续比较的弊端，本文采用的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RS)的 Malmquist 指数模型，考虑到 

TFPCH( Malmquist指数）的计算公式已经广泛运用在空间统计学上，这里不再将模型公式列出
[31]
。 

1.1.2 重心轨迹分析 

重心概念来源于物理学中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它是指物体内各点所受重力产生合力的作用点。重心概念应用于地理学领域，

通常是用来描述ー组空间要素的地理中心分布的变化和比较不同类型空间要素的地理分布。目前，重心轨迹分析已广泛应用于

经济、产业、人口、交通和旅游等领域，其计算公式为
[32]
。 

 

式中：xi、yi为地理单元 i属性的重心坐标;Zi为该单元属性的数量。 

年际重心移动方向和距离是轨迹分析的重要内容，年际重心移动方向采用下述公式计算： 

 

式中：θ 表示年际重心移动方向，正东方向为 0°； 0°<θ<90°时，重心向东北方向转移；90°く θ<180°时，重心向

西北方向移动；-90°<θ<0°时，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180°<θ<-90°时，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 

年际重心空间移动距离使用下述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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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属性地理要素的空间移动轨迹的比较可以用空间重叠性性和变动一致性来分析。空间重叠性用二者的空间距离来度量，

F、Q为相同年份二者重心坐标，距离近，表示二者的空间耦合程度高，反之，则低，采用下述公式进行计算： 

 

变动一致性是指不同属性地理要素相対上一时间点移动路径的矢量夹角，并用它的余弦值 V 作为一般性指数来表征不同地

理要素变动的一致性。 

V=cosθ (7) 

式中：-1<V<1，V=-1时二者方向相反，V=1二者方向相同。 

1. 1. 3 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耦合评价模型 

耦合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相互作用程度，但会因为其规模与效率同时较小而耦合度较大，

耦合协调度可以表征二者之间协调状况的优劣程度。鉴于此，在耦合度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的耦合协调

度模型
[33]
，以此来反映二者的耦合协调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C∈(0，1)为两个维度值的耦合度，Si和 Ei分别表示区域旅游发展发展规模与效率，C 值越大表明两个维度的耦合度

越高；D∈(0,1)为两个系统的协调度，D 值越大表示协调性越好；a、β为权重系数，a+β=1，鉴于规模和效率是衡量区域旅游

综合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维度，故取 a=β= 0.5。 

1.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区域旅游系统是ー个受多个要素共同影响形成的空间地域系统，复杂系统下下包含着多个影响因子，众多影响因素相互交

融，不仅决定了区域旅游的发展规模，同时多要素集成的区域旅游系统，也是影响旅游发展效率的外部环境变量，对区域旅游

的演化产生重要作用。因此，采用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数等单一指标无法准确衡量区域旅游的发展规摸。本文基于虞虎等
[26]

对于区域旅游系统包含子系统的研究，在借鉴秦伟山等
[34]
提出的集成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区域旅游发展规模的评价指标体

系（表 1)。 

区域旅游发展效率是把旅游地域系统当作旅游经济的生产单元，区域旅游发展效率同样涉及旅游要素的投入与产出指标，

其中资本、劳动カ和土地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投入要素。由于区域旅游用地既不能准确测度也不能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过多

约束，因此在考虑投入要素指标时，旅游用地不予考虑；区域旅游资本要素的投入涉及旅游接待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最为理想的表征要素是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
[28]
，但是我国多数城市官方统计均未涉及。因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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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从区域旅游吸引力角度出发，选取湖南省 14地市（州）旅游资源要素和旅游服务要素，即 4A及以上景区（点）根据各等级

旅游资源数量与其对应赋值得分
[20]
、旅行社数、星级酒店数加总求和得到上述要素值；旅游业从业人数是表征旅游劳动力要素

投入最直观的指标，但多数城市由于旅游业定义的含混性和统计的繁杂性而未纳入官方统计，考虑到旅游产业的综合性，根据

已有相关研究，选择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指标进行替代
[17，18]

。 

表 1区域旅游发展规模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ー级指标层  ニ级指标层  权重  

    国内旅游人次（万人次）B1  0.056 3  

    人境旅游人次（万人次）B2  0.118 5  

  旅游产业产出规模 

（ T D） A2 ( 0. 4 66 9 )  

国内旅游收入（万元）B3  0.077 8  

  旅游外汇收人（万美元）B4  0.148 5  

    旅游收人占 GDP的比重（％)B5  0.051 4  

        

  区域旅游资源本底  旅游资源丰度（个）B6  0.032 5  

  (TR)A2(0.101 7)  旅游资源品位（分）B7  0.042 5  

        

  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旅行社数（个)B8  0.015 3  

  ( T F ) A3(0.042 0)  星级酒店数（个）B9  0.016 8  

区域旅游规模（TDS)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B10  0.074 8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元）B11  0.121 4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B12  0.092 5  

  区域旅游支撑要素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 B13  0.001 6  

  ( T S ) A4(0.383 5)  公路网密度（km/xlO
2
 km

2
)B14  0.015 2  

    铁路网密度（km/xlO
2
 km

2
)B15  0.022 4  

    内河航道密度（km/xlO
2
 km

2
)B16 邮

电业务总量（亿元）B17 
 0.014 6 

0.047 0 
 

        

  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  
旅游产业区位熵 B18 

 
0.050 8 

 

  (TQ)A5( 0.050 8 )    

 

在旅游产出指标方面，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是区域旅游生产活动产出最主要的表征指标。目前，已有相关研究中已较为成

熟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16~20]

。因此，选取这两个指标作为旅游产出指标进行效率估算。旅游经济活动同其他经济活动ー样存

在着一定的时效性，旅游投入并不能马上取得较为明显的旅游产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旅游产出的滞后期约为ー年。因此，

测度区域旅游发展效率时，选取前一年投入数据对应当前产出数据进行计算。基于以上构建关于区域旅游发展效率的评价指标

体系（表 2)。 

表 2区域旅游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属性 指标层 具体指标 计算方式 

 
旅游吸引力 

旅游资源要素（分） 各等级旅游资源数量与其对应赋值得分 

投入指标 旅游服务要素（个） 旅行社数、星级酒店数加总求和 

 劳动カ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统计年鉴获取 

 旅游人次 游客接待总量（万人） 统计年鉴获取，滞后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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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旅游收入 旅游总收入（亿元） 统计年鉴获取，滞后期为一年 

 

本文各要素指标数据主要从 2001〜2017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获取。同时为了数据的完整性，部分数据从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各地市航道管理处官网，各年度统计公报以及

湖南省 14地市(州）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获取。 

2 湖南省区域旅游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分析 

2.1湖南省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时序演化特征分析 

根据建立的区域旅游发展规模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赋权，借助 Statal4.0软件，测度 2001〜2016年湖南省 14地市（州）

旅游发展规模指数，借助 Deap2. 1软件计算 2001〜2016年湖南省 14地市（州）旅游发展效率（表 3);利用计算得出的 2001 ~ 

2016年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 Malmquist指数绘制折线图（图 1)。 

根据表 1 结果显示，2001〜2016 年，湖南省旅游发展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28.63%，各地市(州）旅游发展规模均年均增长率

均在 8%以上，区域旅游发展规模迅速増加；其中湘西州、怀化、郴州、永州、邵阳、株洲、湘潭、常德等地旅游发展规模变化

更为显著和迅速。湖南省区域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 10.9%，各地市（州）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均值维持在 5%以上，相较于旅

游发展规模增速较慢；其中技术效率变动相较于技术改善和规模效率变动速率较高，表明各区域旅游发展效率增长来源逐渐转

向技术效率变动，技术效率的提升带动区域旅游发展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最高的地区为怀化、永州、湘西、岳阳、湘

潭、株洲、邵阳等地。对比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年均增长率和年均区域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发现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年

均变化率以协同变化为主，即发展规模年均变化率较高的地区其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亦较高，时序变化特征较为耦合。 

表 3 2001-2016年湖南省 14地市（州）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变动 

地区  2001年规模指数  2016年规模指数  年均增长率  TFPCH  TECH  PECH  SECH 

长沙  0.175 9  0.822 0  10.82  1.073  1.073  1.000  1.000 

株洲  0.023 2  0.192 6  15.15  1.125  1.006  1.022  1.033 

湘潭  0.027 7  0.186 5  13.56  1.131  1.084  1.008  1.036 

衡阳  0.038 0  0.191 9  11.40  1.077  1.062  1.005  1.009 

邵阳  0.017 7  0.114 7  13.27  1.099  1.057  1.017  1.022 

岳阳  0.055 1  0.257 7  10.83  1.142  1.073  1.060  1.005 

常德  0.039 7  0.305 4  14.57  1.057  1.066  0.981  1.011 

张家界  0.106 3  0.340 0  8.06  1.091  1.091  1.000  1.000 

益阳  0.026 7  0.123 3  10.74  1.075  1.067  1.000  1.008 

郴州  0.035 0  0.279 9  14.87  1.102  1.090  1.010  1.002 

永州  0.021 2  0.122 0  12.37  1.152  1.062  1.085  1.000 

怀化  0.019 2  0.158 8  15.13  1.158  1.090  1.060  1.003 

娄底  0.028 3  0.126 8  10.52  1.100  1.055  1.000  1.043 

湘西州  0.019 3  0.154 6  14.88  1.144  1.113  1.000  1.028 

全省  0.022 7  0.991 3  28.63  1.109  1.075  1.017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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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1 结果显示，湖南省旅游发展规模的演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2001〜2006 年），这ー阶段旅游发展

规模在波动中发生微小变化，变化幅度不显著，区域旅游发展规模指数停留在 0.2以下，规模水平较低；第二阶段（2006-2016

年），这ー阶段湖南省旅游发展规模增长迅速，呈显著线性式增长并发展至较高水平。同样，2001〜2016年湖南省旅游全要素生

产率均值在 15 个评价期中有 14 个时间区间 TFPCH > 1，TFPCH 指数均值为 1.1122，表明旅游效率平均增长速度为 11.22%，呈

显著线性上升状态；其中，2001〜2006年，TFPCH指数平均增长率为 1.72%;2006〜2016年，TFPCH指数平均增长率为 15. 97%,

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增长具有显著的周期一致性特征。 

2.2湖南省区域旅游时空格局动态演化特征分析 

评价期内，2001〜2011年湖南省 14地市(州）旅游发展规模及效率波动较大，空间格局也较为散乱，至 2011年后逐渐趋于

稳定。因此，选取评价期内的起始时间截面 2001、2016 年及过渡节点 2011 年这 3 个时间截面，利用 ArcGISlO. 2 软件，采用

自然断点分类法对湖南省 14地市（州）旅游发展规模指数与效率指数进行空间可视化，叠加得到其空间格局图（图 2)。 

 

结果显示，2001-2016年，湖南省旅游发展规模空间格局演化表征较为稳定，除初期以长沙和张家界为中心的双核格局外，

2011 年后表现为以长沙为区域热点的“单极一点状”模式，极化效应増强，热点区域集中在以长沙为中心的东部旅游集散地和

张家界地区，2016 年旅游规模高梯度地区为长沙、张家界、郴州、岳阳。湖南省域内旅游规模高梯度地域単元数量波动上升，

空间差异程度虽然有所弱化，但次热值区与长沙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对比 3 个时间界面上的空间格局发现，旅游发展规模空

间格局的演化较为缓慢和稳定。 

2001〜2016 年，湖南省 14 地市（州）旅游发展效率呈现微小波动，2001、2011、2016 年综合效率值等于 1 的热值地域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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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别为 2个、3个和 4个，旅游发展效率的热值地域单元数量稳定増加，至 2106年达到最多。2001年热点效率区域分布散乱，

随着旅游要素在空间扩散与流动的强度随着地理距离的増加而减弱，2011年和 2016年旅游发展效率格局较旅游效率空间格局呈

现以长沙为中心的距离衰减现象，热点效率区域同样集中分布于东部旅游集散地与张家界，冷点效率地域単元数量趋于减少，

空间差异程度逐渐降低。对比旅游发展规模的空间格局演化，旅游发展效率空间格局演化更为频繁和活跃。 

综合来看，2001〜2016 年，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高热值区域均集中于东部旅游

集散地和张家界地区，但不同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显著的“单极-点状”空间格局，旅游发展效率的空间结构较为均衡，其空间

格局差异也相对较小；评价期内，旅游发展规模空间格局的演变呈优化态势，旅游效率则呈现出一定的波动状态，其空间格局

的演化较为活跃和频繁，但热点地域单元仍然趋于固定。 

2.3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耦合协调关系演化特征分析 

2. 3. 1 重心轨迹变化及空间耦合态势分析 

运用 ArcGISlO. 2软件的空间统计模块的重心模型分别计算 2001 -2016年湖南省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重心及其移动方向和

距离（表 4)，绘制两者重心迁移轨迹（图 3)。结合来看：（1)评价期内，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的重心分别集中在以

（112°E，28°N)为原点形成的坐标系的第一、ニ、四象限和第二、三、四象限内，二者区域重心分布差异明显。(2) 自 2001

年以来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规模重心较为分散，总体上呈现向东南方向偏移的态势，由 2001 年的（112.02°E, 28. 22°N),

偏移至 2016 年的（112. 14°E, 27.91°N),向东和向南分别偏移了 0. 12°、0. 31°(3)自 2001 年以来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

效率重心集中分布于娄底与长沙、湘潭结合部，总体上呈现向东南方向偏移的态势，由 2001 年的（111.98°E, 28. 01°N)偏

移至 2016 年的（112.02°E, 27. 82°N),向东和向南分别偏移了 0.04°、0.19°，相对于起始位置，向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圈

移动趋势显着。（4)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重心均呈现出向东南偏移的趋势，重心在空间位置上趋于接近，反映了二者

在空间形态上的演变逐渐趋于一致的特征。 

表 4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标准差椭圆参数变化 

年份 
 区域旅游发展规模 区域旅游发展效率 

 偏移 方向 偏移 方向 

2001  / / / / 

2002  9.04 东南 10.57 东南 

2003  12.09 东北 16.23 东南 

2004  18.47 东南 16.85 东南 

2005  5.94 东南 10.97 东南 

2006  15.04 东南 14.47 东南 

2007  11.07 东南 2.44 东南 

2008  10.04 东南 8.68 东南 

2009  12.98 东南 3.64 东北 

2010  5.06 东南 1.15 东南 

2011  4.40 东南 9.28 东南 

2012  4.02 东北 4.34 东北 

2013  7.18 东南 2.04 东北 

2014  0.43 东北 1.66 东南 

2015  1.74 东北 4.79 东北 

2016  6.15 东南 0.86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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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空间重叠性和变动一致性公式，计算得出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的空间重叠性和变动一致性值（表 5)，

进而分析二者总体的空间耦合态势。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重心的空间距离由最远的 46. 59 km(2004年）缩短至最近的 13. 28 

km(2011 年），二者的空间距离缩短了 33. 31 km；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的变动一致性值多数年份高于 0. 8 以上，2014 年

起连续三年二者变动一致性值上升至 0.99。综合空间重叠性和变动一致性值来看，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重心趋于集

聚，空间耦合关系不断増强，两者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耦合特征。 

表 5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空间耦合评价指标 

年份 空间重叠性 变动一致性  年份 空间重叠性 变动一致性 

2001 24.25 /  2009 14.91 0.99 

2002 29.43 0.78  2010 14.81 0.98 

2003 23.82 0.69  2011 13.29 0.99 

2004 46.59 0.98  2012 13.77 0.94 

2005 38.65 0.68  2013 15.35 0.80 

2006 32.61 0.90  2014 16.85 0.99 

2007 29.70 0.58  2015 18.99 0.99 

2008 16.49 0.93  2016 14.47 0.99 

 

2. 3. 2 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分析 

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空间耦合性指标只能表征二者在空间格局变动态势的相似特征，要说明不同旅游地域単元发展规

模与效率的协同互动关系，还需要用耦合协调度来表征，选取 2001、2011、2016年 3个时间截面，利用前述公式计算得出二者

的耦合协调指数，对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可视化（图 4)。 

高耦合协调度表征的是同时具有高规模、高效率的区域旅游系统，只有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同为高热值，才会被表征

为高耦合协调度。由图 4可知，2001〜2016年，湖南省 14地市（州）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有明显上升，整体呈

现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高度耦合协调过度的特征。2001年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两点一帯”特征，“两点”是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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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和张家界两个显著的热点区，“一带”是以湘西州、怀化、邵阳、永州形成的冷点绵延帯。2011年耦合协调度的热点区为长沙

和张家界，但张家界与长沙的梯度差异变大，以长沙作为耦合协调度的极点的空间特征更加显着。2016 年高耦合协调度区域向

长株潭城市群南北两侧延展，域内空间差异程度趋于弱化。 

 

综合来看，2001〜2016年间，湖南省 14地市（州）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的耦合协调类型存在一定的圈层分异，伴随旅游发

展规模和效率热点区的集聚成簇，高耦合协调度区域趋于连片集聚分布，由长株潭城市群向南北两侧延展。其中，2001〜2011

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变化较大，这是因为区域旅游发展初期的不稳定性较为显着，其空间异质性较强，旅游发展规模与

效率的变化较为频繁和活跃所致；2011〜2016 年，湖南省区域旅游发展逐渐成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以稳定变化为主，耦合

协调度的空间格局趋于稳定，高耦合协调度区域在空间上趋于集聚。 

3 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区域旅游系统作为宏观空间尺度下的旅游地，其系统结构的复杂性与层次性决定了其演化的多维性。因此，经济地理学演

化理论对探索区域旅游演化机制、路径和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本文尝试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对区域旅游

的时空动态演化过程与特征。 

(1)2001〜2016年，湖南省各地市（州）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以协同变化为主，即发展规模年均变化率较髙的地区其发

展效率年均变化率亦较高，时序变化特征较为耦合；同吋，湖南省整体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演化具有显著的周期一致性特征。 

（2）2001〜2016年，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与效率的空间格局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以长沙为高极值核区

的“单板-点状”空间格局，区域旅游发展效率的空间格局相对更为均衡；评价期内，区域旅游发展规模空间格局的演变呈优化

态势，旅游发展效率则呈现出一定的波动特征，空间格局演化相对较为活跃和频繁，但热值地域单元仍然逐渐趋于固定。 

（3）2001〜2016 年，湖南省 14 地市（州）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重心分别集中在以（112°E，28°N)为原点形成坐标系的

第一、ニ、四象限和第二、三、四象限内，整体上均呈显出向东南方向偏移的趋势，二者重心在空间位置上趋于接近；二者空

间重叠性最短缩小至 13. 29 km,变动一致性值至 2016年达 0.99，空间耦合关系不断増强，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耦合特征。 

（4）2001〜2016 年，湖南省 14 地市（州）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存在一定的圏层分异特征，伴随旅

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热点区的集聚成簇，高耦合协调度区域趋于集聚连片分布，由长株潭城市群向南北两侧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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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讨论 

区域旅游系统的演化是国内旅游地理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研究的尺度范围也不仅停留在単一

的旅游景区（点），区域旅游系统涉及的要素更复杂，因而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两方面去评价区域旅游的时空动态演化，

有助于洞悉复杂要素构成下的区域旅游系统的演化过程与特征，进而为其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湖南省 14地市（州）旅游发展

规模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但相较于旅游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更为显着，且不同规模属性值的地域単元分布较为分散，

极化特征明显。一方面是由于其内部旅游发展基底差异较大，另ー方面则是由于区域内部发展与合作的不协调所导致。因此，

在区域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构建湖南省旅游协同发展圈，提高区域旅游发展要素从中心城市地

域向边缘区域流动的强度和速度，使周边区域在涓滴效应的带动下得到发展，进而推动不同范围旅游地域的协同发展。区域旅

游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的浮动性较强，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因此要充分了解和发挥各自发展的优势要素，寻求边际旅游效

率发展最佳要素投入与多要素的合理配置，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效率。 

本文从区域旅游发展的规模与效率ニ维视角构建了区域旅游演化的集成评价体系，对湖南省 14 地市（州）旅游的时空变化

过程与特征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有效的结论，但仍存在ー些不足之处。由于区域旅游系统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对于区域旅

游发展规模评价指标的选取上更为全面和合理，但在旅游效率测度指标的选取上仍有改进和完善空间；其次，本文选取的研究

宏观区域内部包含不同类型的小尺度地域，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DMU个数也满足效率评价的要求，但忽略了不同发展模式地

域系统的対比研究；最后，对于区域旅游发展规模和效率的内部空间关联以及时空动态演化的路径和驱动机制有待进行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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