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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 

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 

——以张家界为例 

刘智
1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05-2018

年张家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

方法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2005-2018 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②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呈现

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呈现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③耦合协

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等,且具有明显的时

间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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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旅游消费需求日益上升,乡村旅游成为旅游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旅游兴农,

旅游富农”是乡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推力[1]｡乡村地区要依据其资源优势,进行特色资源的开发,做好

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产业[2]｡ 

乡村旅游在农村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剩余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一方面,乡村旅游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鼓励农户出售绿色农产品､提供相关政策支持等方式为农户获取收益,有效地改变了农村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农村

农户的生计方式[4];另一方面,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旅游业固有的脆弱性也传导到农村中,强烈扰动了农村的自然环境要素､

资源配置等,对农村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5]｡随着乡村旅游发展的深入,当地传统的生活习惯､生计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态环

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乡村地区出现了“建设性破坏”“空心化”“利益冲突”等现象和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生计的可

持续发展[6]｡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当地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协调好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的关系十分重要｡ 

                                                        
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JY02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18YJCZH112）；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XSP19YBC222）。 

作者简介：刘智（1978-），女，湖南郴州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55841681@qq.com。 



 

 2 

20世纪末,Chambers最早提出了“生计”的概念,是指基于能力､资产和活动的一种谋生方式,可持续生计是在压力或冲击下,

既不损坏自然资源又能维持乃至增加人们资本与能力的生计方式[7],乡村旅游是传统农业和现代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产业｡国

内外学者从人口学
[8]､管理学

[9]､经济学
[10]､生态学

[11]､文化维度
[12]
等视角对旅游与生计问题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对于乡村旅游

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①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选取某地区为研究样

本,从不同类型农户出发,剖析乡村旅游对生计的影响,如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等[13-14]｡②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转型研究｡从生

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和生计需求等方面分析居民的生计转型[15]｡③可持续生计与旅游发展模式｡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将

乡村旅游作为生计策略,评估生计资本[16]｡④可持续生计下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利用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方法或脆弱

性量化评价方法,分析乡村旅游地和社区尺度的 SESS 弱性差异[17]｡⑤农户生计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

基础,结合脆弱性分析方法,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方面分析农户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正向或负向

的影响
[18]｡从研究方法上看,多是运用主客观权重法或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19]
,社会—生态系统方法分析农户生计适应旅游发展

的影响因素及机制[20]｡ 

国内外学者在乡村旅游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乡村旅游促进可持续生计的模式及路径､生计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以及其研究方

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以乡村旅游地为基础,分析乡村旅游和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21]｡这些研

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度,现有研究鲜少考虑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

续生计的耦合,以及使用定量方法对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与驱动机制进行分析｡ 

张家界依据其特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资源,已经建立了采摘体验型､观光避暑型等极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并将旅游

业当作主导产业发展,推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促进农户生计转型｡但关于张家界的大部分研究由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组

成,对于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关系的研究也主要是运用定性分析方法[22]｡基于此,本文以张家界为样本,建立乡村旅游与可

持续生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既能避免专家赋权主观性又能避免量纲不同对权重造成影响的变异系数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关联分析,定量剖析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分布特征,为了避免设定很多前提假设,

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法梳理其形成的原因｡ 

1 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1.1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分别从构建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子系统的评价

指标体系入手｡当前学者主要围绕经济､环境､资源､社会等要素构建乡村旅游体系框架
[23]
,围绕脆弱性背景､生计资产､生计策略

等方面构建多层次的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张家界地区的实际情况,乡村旅游与

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关系评价分别构建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表 1)入手｡从经济因素､环境因素､社

会因素三个方面选取 7个指标表征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依据生计可持续分析框架和“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选取 8个指

标表示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张家界市统计局,以及张家界历年统计公报｡ 

表 1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经济因素 X1旅游收入；X2游客人数；X3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 

乡村旅游系统 社会因素 X4受教育水平；X5医疗卫生水平 

 环境因素 X6森林覆盖率；X7污水处理率 

 压力（脆弱性背景） Y1总人口；Y2地方财政收入 

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 状态（生计资本） Y3农作物播种面积；Y4农用机械总动力；Y5劳动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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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生计策略） Y6固定资产投资；Y7人均纯收入；Y8第三产业增加值 

 

1.2变异系数 

由于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子系统均是综合性的复杂系统,因此本文运用变异系数进行各指标权重的确定,相较于熵权

法和专家咨询法,变异系数既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各指标的重要程度,避免专家赋权的主观性,又能消除量纲和测量尺度的影响[24]｡

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式中:Vi表示第 i个指标的变异系数;σi表示第 i个指标的标准差;xˉi表示第 i个指标的平均值;n表示指标总数;wi表示

第 i个指标的权重｡ 

1.3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自身和外界相互作用而相互影响的现象,一般情况下,两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式中:C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u1表示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u2表示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耦合度模型主要反映系统指标间的相似性,不能明确地反映出系统指标的整体发展水平及两个系统间的协同效应｡因此,为

了更好地表征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水平及其协调性,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25],具体表达式

如下: 

 

式中:D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C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T表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综合协调指数;α表示乡村旅

游对乡村发展的贡献程度;β 表示农村可持续生计对乡村发展的贡献程度,考虑到两者对乡村发展的贡献度不分伯仲,这里取

α=β=0.5｡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据耦合协调度 D的大小,将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类型划分为六大类(表 2)｡ 

表 2 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 

协调度 D [0,0.4) [0.4,0.6) [0.6,0.8) [0.8,0.9) [0.9,1] 

协调等级 严重失调 濒临失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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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关系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若运用传统分析方法研究这一类问题,则需

要有很多的前提假设｡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是探测空间异质性及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最早出现在地

方性疾病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因其前提条件制约较少,现广泛应用于空间分布的形成机理研究｡本文引入地理探测器分析法,定量

分析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形成机理,具体表达式如下[26]: 

 

式中:qk,D为探测因子 k的探测值;qk,D的取值范围为[0,1],其值越大,表示探测因子 k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越大;n､nk,h分

别为整个地区样本数和次级地区样本数;L为次级地区个数;σ2D､σDk,h分别为整个地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

方差和次级地区耦合协调度方差｡ 

2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 

2.1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趋势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耦合协调度公式,计算得到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图 1)｡

2005—2018 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乡村旅游水平呈“稳定增长—缓慢下降—快速增长”的曲线变化,农村可持续生

计水平整体上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根据耦合协调度变化,张家界市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①2005—2009 年乡村旅游水平滞后､农村可持续生计缓慢发展阶段｡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旅游的首选之地往往是乡村,2006､2007 年国家旅游局分别提出“中国乡村游”和“和谐城乡

游”的主题口号,中国乡村游的大幕正式拉开,但旅游产业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城市的周边地区,张家界虽然有丰富的乡村旅

游资源,但其位于偏远山区,缺乏区位优势,存在大量贫困人口,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给农村可持续生计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乡

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在缓慢增加｡②2010—2018 年乡村旅游水平､农村可持续生计迅速发展阶段｡在经历了乡

村发展水平滞后阶段后,张家界依据其自然遗产､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景观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发展极具地域特色的乡村

旅游,吸引越来越多游客,乡村旅游水平迅速发展,推动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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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张家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将样本期平均分为三个阶段,以 2005､2011､

2018年三个时间截面的耦合协调度数据为基础,运用 ArcGIS软件绘制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 2)｡

整体上,张家界区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呈上升趋势,但个别区县也有停滞现象;协调类型以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为主,且

在 2018 年达到优质协调;乡村旅游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

县达到优质协调｡ 

 

具体来看:①耦合协调度增加较快的区县是桑植县｡一方面,桑植县凭借贺龙故居､廖汉生故居等红色旅游产品,开展乡村旅

游,给农户生计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方面,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红色旅游地区也逐渐成为人们旅

游的首选之地,进一步推动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耦合协调度快速增加｡②耦合协调度稳定增加的区县有武陵源区和永定区｡武陵

源区坐拥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等乡村自然旅游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吸引了较多的旅游投资主体,先后建立了黄石寨和

天子山索道､百龙天梯等旅游设施,永定区坐拥天门山 5A级景区,其依托原有旅游资源,发掘当地文化,创新民俗旅游表演,如天门

狐仙民俗表演｡对于农户而言,这些旅游资源增加了其生计选择的多样性,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储存;对于农村管理者而言,通过

对农村旅游资源的整合分配与规划,使得更多的农户具备参与旅游产业的条件,提高了农户适应性,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

耦合协调度稳定增加｡③耦合协调度出现停滞现象的区县是慈利县｡慈利县凭借万福温园､江垭温泉等休闲旅游产品,发展乡村生

态旅游产业,相较于桑植县､武陵源区和永定区而言,慈利县的旅游产品不够具有地域特色,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乡

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耦合协调度缓慢增加｡ 

3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 

3.1驱动力时间异质性分析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27-28],结合张家界区县乡村旅游

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专家意见,选取区县人口密度､人均 GDP､旅游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农业机械

化水平､人均财政收入 5项指标作为探测因子,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

实证研究｡实证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利用自然裂点分类方法对各探测因子进行分级处理;其次,利用公式(5),计算各探测因子对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影响力(表 3)｡ 

表 3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影响力测度 

年份 区县人 口密度 
人均 

GDP 

旅游收入占 

GDP比重 

农业机械 

化水平 

人均财 

政收入 

2005 0.6273 0.6227 0.6113 0.6320 0.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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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0.6273 0.6320 0.6227 0.6180 0.6387 

2018 0.6227 0.6180 0.6180 0.6320 0.6113 

 

由表 3 可知,人均 GDP､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在三个年份中都是影响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

生计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县人口密度因素对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呈下降趋势,各因素对协调度的影响力在不同年份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2005年耦合协调度主要受农业机械化水平､人均财政收入､区县人口密度等因素影响;2011 年人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

旅游收入占 GDP比重在耦合协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 2018年更多的是受到农业机械化水平､人均 GDP､旅游收入占 GDP比重

等因素影响｡整体而言,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是各探测因素相互作用于各类驱动力的综合结果,具体概括如下: 

①资源聚集力｡人口要素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前提,人口集聚或扩散的强度影响着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

计协调的程度｡由表 3可以看出,区县人口密度的影响力 q值在逐渐下降,说明张家界区县人口集聚的强度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

续生计耦合协调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析其原因,第一,农村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致使人口聚集或扩散对乡村旅游与农村

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关联程度下降｡第二,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人口聚集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相互作用的范围不断

减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村各乡镇剩余劳动力向区中心､镇中心迁入,区中心､镇中心人口密度增大,建设用地向周边

乡镇扩大,促进农村生计类型由农业化转变为非农业化,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生产性物质资本的过快流失,拉低了该区域的生计

资本总量,但城镇化和各乡镇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生计资本总量下降的速率｡ 

②经济驱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根本驱动力,经济发展能够推动乡村形成不同形式旅

游业发展模式,促进乡村不同阶段的产业定位与功能转型,包括农村生计转型｡由表 3 可得,三个年份的人均 GDP 的影响力 q 值先

增加后减少,但基本上保持稳定,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重要影响因素｡乡村旅游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连

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物质基础,不仅能为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改善乡村基础设施,还能促进农户

生计转型,改善农户生活水平,为农村可持续生计提供物质保障,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相互作用的广度｡ 

③产业链驱动力｡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由表 3可以看出,旅游收入占 GDP比

重的影响力 q值先增加后减少,但基本上保持稳定,其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影响程度有一定上升｡旅游业涉及

多个部门和行业,是覆盖性和关联性较强的一个综合产业,不同产业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促进各产业要素聚集,带来良好的外

部效应,包括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等,继而形成区域规模经济,提高乡村旅游业发展,带动农户生计转型,

促进农户生计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乡村经济自身稳定性的提高,减弱外部冲击对经济带

来的损失程度,降低乡村旅游业､农户生计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与农村生计相互作用的深度｡ 

④社会促进力｡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乡村文明程度､乡村基础设施､农用机械水平等,是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重要

支撑,社会发展水平能为乡村旅游､农户生计注入持续的动力,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表征着更高质

量､更高层次的乡村旅游水平,也代表着人们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视｡由表 3可得,农用机械化水平的影响力 q值先增加后减少,

但基本上保持稳定,其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说明先进技术和装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摒

弃以往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模式,引领绿色革命,走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道路,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贡献巨

大｡ 

⑤政府驱动力｡政府的宏观决策和行为特征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保障力量｡由表 3可以看出,三个年份的

人均财政收入影响力 q 值先增加后减少,但前两个年份人均财政收入一直是首要影响因素｡政府决策和行为作为一只“无形的

手”,区别于农村系统自身发展的一种力量,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项目建设､产业定位､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建设的

引导,引领和控制乡村旅游的各项活动､农户生计适应､农户生计转型等,如乡村旅游业生产要素的调整与布局､旅游区的开发限

度与保护力度､土地资源的使用范围等,提高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效率,促进农户生计适应旅游发展,因此政府行为对推动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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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2驱动力空间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与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匹配的区域差异,结合上述分析,选取 2005年的首要影响

因素､2011 年的首要影响因素和 2018 年的重要影响因素(避免与 2011 年重复),对影响因素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区域匹配进行分

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运用自然裂点分类法对耦合协调度､各影响要素进行分级处理;其次,运用 ArcGIS软件对耦合协调度分级

与各影响要素分级进行匹配处理(图3)｡由图3可知,三个年份中不同影响因素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

是不一样的,与耦合协调度的匹配程度也存在差异,具体概括如下: 

 

①2005年耦合协调度与农用机械化水平的空间匹配｡2005年高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慈利县,中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桑植

县,中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永定区,低协调低要素水平区县是武陵源区｡反映了慈利县､桑植县和永定区因物质资本的优越性,

形成了良好的外围环境,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形成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武陵源区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农

户经营设备欠缺,很难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来看,一方面,农用机械化水平是农户生计

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各旅游区县基础服务设施逐渐完善,农户拥有的物质资本也逐渐丰富,丰富的物质资本有

助于农户生计的维持｡另一方面,农户物质资本､经营设备增加,又可通过各种渠道建设并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乡村通达性,吸

引客源,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形成乡村旅游与农户物质资本间的良好互动,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 

②2011年耦合协调度与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空间匹配｡2011年高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桑植县,中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慈

利县,中协调低要素水平区县是永定区,低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武陵源区｡表明桑植县和慈利县依托政府政策与行为,政府干预

对这两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良性互动的促进作用明显,对永定区､武陵源区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具体来看,张家

界是武陵山贫困山区,交通闭塞,不具备区位优势,要壮大乡村旅游业,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需要国家及政府大力支持与投

入｡国家政策和行为直接关系到区县资源使用和产品组合､旅游发展的路径和对策,客观上改变了生产要素的运作｡政府可加大交

通基础设施､游乐设施的建设力度,有助于提升区县交通便利性,增大区县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国内国外游客,提高旅

游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生计由农业化向非农业化转变｡相较于永定区与武陵源区,桑植县与慈利县基础差､底子薄,在旅游业､农

村可持续生计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支持与调控重要且必要[29]｡ 

③2018 年耦合协调度与旅游收入占 GDP比重的空间匹配｡2018年高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武陵源区,高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

是永定区,中协调低要素水平区县是慈利县,低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桑植县｡由此可见,武陵源区和永定区依托其便利的交通条

件､较优的经济基础,形成了良好的旅游业发展状态,对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慈利县和桑

植县因地理位置受限,交通设施建设缓慢,教育水平发展相对滞后,缺乏足够的产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旅游产业发展,很难

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来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高速公路､城际高铁全面建设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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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距离极大地缩短,有助于产业链形成､产业要素聚集,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另一方面,在产业链的驱动下,资

源配置优化､思想理念更新､先进技术引进,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具有巨大贡献｡ 

综合上述分析,各探测因子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乡村

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是各驱动因素作用于驱动力并形成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社会保障给与社会公平､旅游服

务提升与生计多样化､政策调控与政策保障四元驱动机制共同推动的过程(图 4)｡具体来说,旅游产业功能拓展与乡村产业结构调

整作用于经济驱动力,形成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就业带动效应与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作用于社会促进力,形成社会

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旅游服务体系建设与人口聚集作用于资源聚集力,形成生计多样化与旅游服务提升机制;旅游产业发展政

策与农户生计渠道拓展作用于政策驱动力,形成政策调控与政策保障机制,此四元驱动机制共同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

协调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05—2018 年张家界区县乡村旅游

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主要结

论如下: 

第一,从整体看,2005—2018 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乡村旅游水平呈“稳定增长—缓慢下降—快速增长”的曲

线变化,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整体上呈稳定增长的趋势｡从局部看,乡村旅游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东南部滞后

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上述结果根据本文构建的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得

出,多为统计数据,缺乏实地调研数据,且某些指标在个别年份存在数据缺失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的分析结果｡ 

第二,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

影响因素有人均 GDP､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等,区县人口密度因素对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呈下降

趋势,各因素对协调度的影响力在不同年份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总之,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

协调发展是各驱动因素作用于驱动力并形成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社会保障给与社会公平､旅游服务提升与生计多样化､政

策调控与政策保障四元驱动机制共同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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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建议 

为了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张家界区县的实际情况,结合全域旅游和文旅融合

等思想,提出如下几条建议:①充分调动各部门､各行业发展旅游的积极性,各部门和各行业积极融合,全体农村居民共同参与,以

旅游为导向整合农村资源,充分利用旅游地区的全部要素配备,加大旅游与农林牧渔､文化的融合力度,在增加旅游人次的同时,

提升旅游质量,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旅游产业供需平衡,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②依托

人脉､地脉,科学规划乡村发展空间,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风貌,深度挖掘和传承本土乡村文化,既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也

要留得住“乡愁”｡结合当地种植业和养殖业特色,鼓励农户适当提高绿色农作物种植面积,打造当地旅游区特色农产品品牌,增

加农户生计资本,提高农户收入和生计多样性水平｡③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合理配置和利用土地,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人员的投入,

培养懂农业懂旅游懂科技的高素质农民,借助当地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发展并推广旅游景区,吸引外资,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变革,

增加当地就业,推动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④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引导乡村旅游､农户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综合协调功能,深入贯彻落

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同时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鼓励农户积极开发

观光农业､健康养生､游憩休闲等服务,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旅游产业链,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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