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２年３月

旅 游 论 坛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５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１２

［旅游业研究］

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测度及分析
＊

吴耀宇１，２，崔 峰３

（１．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４６；２．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３７；３．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基于协调发展度模型和计算 方 法，对 南 京 市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的 旅 游 经 济 与 生 态 环 境 的 协 调 发 展 状 况 进 行 了 研 究。

结果表明，南京市近年来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属于一般协调发展水平，但非常接近良好协调发展

水平。通过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函数的比较发现，南京市的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适度超前于旅 游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南京市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应进一步凸显的观点。最后，结 合 生 态 旅 游 资

源的开发利用，对促进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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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旅游是以现代化的城市设施为主要依托，以

丰富的景观、周到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等吸引要素而

发展起来的一种旅游形式。城市旅游作为推动城市

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从上世纪７０年代

至今一直为国内外学者关注，其原因主要来源于以下

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旅游者数量的不断增长为城市发

展带来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很多城市，特别

是老工业城市将旅游业作为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选

项［１］。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城市为了提升城市竞争力

和树立城市形象，纷纷把旅游业打造为促进城市经济

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同时，随着人们生态环

境意识的增强，城市环境质量也越来越成为城市旅游

诸多吸引要素中最受旅游者关注的问题之一［２］。

“十一·五”期间，南京城市旅游发展迅速，国内

外游客接待量由２００６年的３　９００．９２万人次增长到

２０１０年的６　４９６．８８万人次，年均递增５２０万人次，年

均增长率达１３．３１％。在城市旅游快速增长的同时，

城市生态环境尤其是旅游景区（点）生态环境面临的

压力与日俱增。因此，如何协调好城市旅游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南京市“十二·五”

期间城市建设与旅游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

此，本文运用协调发展度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对南

京市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状况进行测度与分析，判断出南京目前的旅游经济与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基于以上工作，提出通过生

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全市旅游经济转型

升级的相关建议。

　　一、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

念及测度方法

（一）协调发展度的概念

“协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的良性

相互关联，是系统间保持健康发展的保证；“发展”是

指系统的正向演化过程，即一个系统的发展对其他系

统的促进作用。“协调发展”作为“协调”与“发展”的

交集，强调的不是单一系统的发展，而是多个系统之

间配合和谐、良性互动的综合发展。

“协调度”是描述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重要

指标，反映了在系统间协调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为了

使系统间的综合协调水平达到最高，系统间进行组合

协调的数量程度［３］。鉴于系统的交错性、动态性和非

平衡性等特点，“协调度”在一些情况下无法反映出系

统间相互作用的整体功能与协同效应。而“协调发展

度”作为综合反映系统间整体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指

标，可 以 更 加 科 学 地 评 判 系 统 间 交 互 耦 合 的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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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程度［４］。

（二）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模型及计

算方法［３，５－７］

设ｘ１，ｘ２，……ｘｍ 是 反 映 旅 游 经 济 状 况 的ｍ 个

指标，设ｙ１，ｙ２，……ｙｎ为 描 述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的ｎ个

指标（ｘ，ｙ均为正数），则

ｆ（ｘ）＝∑
ｍ

ｉ＝１

（ａｉ^ｘｉ）；

ｇ（ｘ）＝∑
ｎ

ｊ＝１

（ｂｉ^ｙｉ）；

ｆ（ｘ）和ｇ（ｘ）分 别 为 旅 游 经 济 综 合 效 益 函 数 和 生 态

环境综合效益函数。其中，ａｉ和ｂｊ为待定权数；^ｘｉ 的

取值可由下式得出：

当指标越大越好时，^ｘｉ＝ｘｉ／λｍａｘ；

　　当指标越小越好时，^ｘｉ＝λｍａｘ／ｘｉ ②
式②中，λｍａｘ为相 应 指 标ｘｉ的 规 划 值、对 比 值 或 理 想

值，^ｙｊ 的取值类推。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Ｃ＝
ｆ（ｘ）·ｇ（ｘ）

｜ｆ
（ｘ）＋ｇ（ｘ）
２ ｜２

ｋ

③

式③中，Ｃ为协调度，ｋ为调节系数（取值≥２）。

不难证明，０≤Ｃ≤１。Ｃ越 大，说 明 旅 游 经 济 与

生态环境的协调度越好；Ｃ越小，说明两 者 的 协 调 度

越差。据此，本文设定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

等级如表１所示。

表１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等级一览表

Ｃ值 ０．８～１　 ０．６～０．８　 ０．４～０．６　 ０．２～０．４　 ０～０．２

协调度等级 良好协调 一般协调 勉强协调 一般失调 严重失调

　　基于协调度公式（式③），构建协调发展度公式：

Ｄ＝ Ｃ·槡 Ｔ （４）

其中，Ｔ＝αｆ（ｘ）＋βｆ（ｙ）⑤
式④中，Ｄ为协调发展度；Ｃ为协调度；Ｔ为旅游

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权数。

据此，本文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

况划分为五大类１５种类型，如表２所示，以此作为定

量测度南京市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状况的标准。

表２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分类及其判别一览表

Ｄ值 类型
ｆ（ｘ）与ｇ（ｘ）

的对比关系
基本类型

ｆ（ｘ）＜ｇ（ｘ） 旅游经济滞后型

０．８～１ 良好协调发展类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同步型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滞后型

ｆ（ｘ）＜ｇ（ｘ） 旅游经济滞后型

０．６～０．８ 一般协调发展类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同步型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滞后型

ｆ（ｘ）＜ｇ（ｘ） 旅游经济滞后型

０．４～０．６ 勉强协调发展类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同步型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滞后型

ｆ（ｘ）＜ｇ（ｘ） 旅游经济滞后型

０．２～０．４ 一般失调衰退类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同步型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滞后型

ｆ（ｘ）＜ｇ（ｘ） 旅游经济滞后型

０～０．２ 严重失调衰退类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同步型

ｆ（ｘ）＞ｇ（ｘ） 生态环境滞后型

　　二、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关系测度与分析

（一）评价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取入境旅游人数、国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

数、国内旅游 收 入、旅 游 总 收 入、旅 游 总 收 入 占 全 市

ＧＤＰ的比重、旅游总收入占全市第三 产 业 增 加 值 的

比重７个指标，用以反映南京市旅游经济状况；选取

环保 投 入 占 全 市ＧＤＰ 的 比 重、工 业 废 水 排 放 达 标

０８



率、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环境噪声年均值、工业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全市森林覆盖率、绿化覆盖率、自

然保护区覆盖率８个指标，用以反映南京市生态环境

状况。其中，旅游经济数据来源于南京市旅游园林局

的旅游统计公报，生态环境数据来源于南京市环保局

的环境统计公报，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各指标原始数

据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与原始数据一览表

评价指标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旅

游

经

济

指

标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ｘ１） ８７．６０　 １００．９２　 １１６．００　 １１９．５２　 １１３．４５

国际旅游收入（亿美元）（ｘ２） ５．７６　 ６．７７　 ８．０８　 ８．７３　 ８．３７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ｘ３） ３　２２０．３　 ３　８００．０　 ４　４８９．０　 ４　９７０．０　 ５　５１９．９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ｘ４） ３３２．９０　 ４０８．８０　 ５５３．００　 ６５４．００　 ７６５．００

旅游总收入（亿元）（ｘ５） ３７９．０３　 ４６２．８０　 ６１４．９０　 ７１４．３０　 ８２２．１６

旅游总收入／全市ＧＤＰ（％）（ｘ６） １５．７１　 １６．６８　 １８．７８　 １８．９２　 １９．７２

旅游总收入／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ｘ７） ３３．９０　 ３５．１１　 ３８．８２　 ３７．８５　 ３８．１３

生

态

环

境

指

标

环保投入／全市ＧＤＰ（％）（ｙ１） ３．０１　 ３．０６　 ３．０４　 ３．００　 ３．０１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ｙ２） ９１．３４　 ９３．０１　 ９５．０５　 ９５．５　 ９５．４１

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天）（ｙ３） ３０４　 ３０５　 ３１２　 ３２２　 ３１５

环境噪声年均值（ｄＢ）（ｙ４） ５４．０　 ５３．８　 ５４．１　 ５３．６　 ５４．７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ｙ５） ８９．４２　 ８８．４７　 ９１．２１　 ９２．４０　 ９１．３７

全市森林覆盖率（％）（ｙ６）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绿化覆盖率（％）（ｙ７） ４５．０　 ４５．５　 ４６．０　 ４６．５　 ４６．５

自然保护区覆盖率（％）（ｙ８） １０．１１　 １１．３７　 １１．３８　 １７．４０　 １７．４０

　　（二）评价标准值及权重确定

评价标准作为衡量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

调发展状况的尺度，可选用某指标未来某个时期的规

划值，也可选取某一典型城市或理想城市或若干城市

择优选出的指标值［８］。本研究的旅游经济指标评价

标准采用《南京市“十二·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的

目标值；生态环境指标评价标准采用环保部《生态县、

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修订稿）》的相应值，并参照

了国内同级城市的相应值以及相关研究文献。

为避免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造成的偏差，本文采

用熵值赋权法对式①中的ａｉ、ｂｊ进行取值。鉴于南京

作为国内知名的优秀旅游城市和绿化先进城市，其城

市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同等重要，故取α、β
值均为０．５；式③中的ｋ值取２。据此确定的各指标

评价标准值与权重如表４所示。
（三）协调发展度计算与分析

根据表４相 关 数 据，分 别 计 算 南 京 市ｆ（ｘ）、ｇ
（ｙ）、Ｃ、Ｔ及Ｄ 值，并绘制相关图表（图１、图２）。

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南京市旅游经济综

合效益函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函数总体上均呈平

稳上升态势。从两者的比较来看，南京市５年来的旅

游经济综合效益函数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函数的对

表４　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

评价标准值与权重一览表

评价指标 标准值 权重

旅

旅

游

经

济

指

标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ｘ１） ２７０　 ０．１４２　７

国际旅游收入（亿美元）（ｘ２） ２０　 ０．１４３　０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ｘ３） １０　０００　０．１４３　８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ｘ４） １　８６８　０．１３８　３

旅游总收入（亿元）（ｘ５） ２　０００　０．１４５　３

旅游总收入／全市ＧＤＰ（％）（ｘ６） ２５．６４　０．１４２　４

旅游总 收 入／全 市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ｘ７）
５２　 ０．１４４　４

生

态

环

境

指

标

环保投入／全市ＧＤＰ（％）（ｙ１） ２．５　 ０．１２５　８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ｙ２） １００　 ０．１１７　１

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天）（ｙ３） ３３０　 ０．１２６　４

环境噪声年均值（ｄＢ）（ｙ４） ５０　 ０．１２５７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ｙ５） １００　 ０．１２５　８

全市森林覆盖率（％）（ｙ６） ４０　 ０．１２５　８

绿化覆盖率（％）（ｙ７） ４５　 ０．１２５　７

自然保护区覆盖率（％）（ｙ８） １２　 ０．１２７　９

１８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南京市旅游经济综合效益函数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函数

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与协调发展度

比关系均为ｆ（ｘ）＜ｇ（ｙ），说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适

度超前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由图２可知，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南京市旅游经济与

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呈持续增长态势，其５年的数

值全部落在０．６至０．８区间内，属典型的一般协调发

展类，但已十分接近良好协调发展类。

由以上两幅图表可以得出结论，南京市目前处于

一般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阶段。

　　三、抓手选择与对策建议

（一）抓手选择

通过旅游经济发展促进生态环境改善是中国旅

游业发展的基本任务之一［９］，通过生态环境改善推动

旅游经济发展也是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两者之间的

结合点是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实现两者之间协调发

展的工作抓手是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通过生态旅游

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可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实现城市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城市作为一个规模庞大、关系复杂的动态系统，

由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子系统复合而成，具有开放性、

依赖性、脆弱性和高度人工化的特点，并且很容易受

到环境状况变化的干扰。以绿地和湿地为代表的生

态系统作为城市中唯一具生命力和自净功能的组分，

在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提升城市

景观水平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世界范

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人们

已越来越认识到以绿地系统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重

要性，并将其作为城市现代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一个

衡量标准［１０］。就 城 市 旅 游 发 展 而 言，应 进 一 步 凸 显

森林、湿地等生态旅游资源在城市旅游业发展中的地

位，加快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加快大面积、高水

平森林景区和湿地景区的建设，全面发挥城市生态系

统的生态功能和旅游价值，同时为城市居民和旅游者

营造更适宜人居和游憩的开放空间。

（二）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为进一步促进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１．明确旅游发展方向，实现协调发展

鉴于南京市目前的发展状况，旅游经济仍需加快

发展步伐。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

来看，规模扩张式的旅游发展和粗放式的景区建设无

法实现城市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抓住“生态旅

游热”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机遇，做好现有旅游产品

结构的调整，重视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和生态旅游产

品的开发。要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２８



谐相处，使旅 游 者 在 旅 游 过 程 中 受 到 生 动 的 生 态 教

育，逐步形成文明旅游、科学旅游、健康旅游的社会氛

围，努力使城市旅游的综合效益实现最大化。

２．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加强游客管理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

设的重要举措，能够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

对城市旅游环境的优化和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

推动作用。其主要内容应包括：恢复城市内和城市周

边山水的自 然 形 态、保 护 城 市 的 森 林 系 统 和 湿 地 系

统、维护城市生态格局的连续性、推动城市生态系统

的多样化等。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划定基本生态控制

线和在环境承载力较差的区域控制旅游者数量的方

法进行游客管理，避免出现旅游景区生态环境质量下

降的情况。

３．绿化美化城市环境，引导生态旅游

在景区建设和城市绿化、美化工作中，要合理选

择植物种类，遵循生态的原理，充分发挥不同类型的

植物群落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效益，通过空间上的多

层次配置来实现绿地多种生态功能的发挥。应在有

条件的地方建立乔、灌、草、藤共生的复层群落，控制

生态效益低下的人工草坪的面积，提升单位面积土地

的绿化效率，增强单位面积绿地的碳汇功能。在旅游

活动和项目设计上，可考虑在部分景区开辟植树造林

场所，提供树苗、花卉等，指导旅游者进行参与式的生

态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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