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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旅游业已成为太原市产业结构调整的

重要部分和动力。 “十三五”期间，太原市旅游业

将围绕 “唐风晋运·锦绣太原”的城市形象，实施

“大景区建设” “旅游+” “互联网+”三大战略，

大幅度提高太原市旅游的知名度、观赏度和满意

度。而太原市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破坏

比较严重，面对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必须同步保护

生态环境，促进旅游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1 研究综述

国外对此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Lutz 对旅

游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进行了研究[1]。到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旅游的大力发展，更多学者开始研

究此方面的问题。Stephen 认为旅游对生态存在双

重作用[2]；Wall 探讨了旅游要素与环境要素之间的

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3]。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大力发展，相关研究也逐渐

增加。由于各个地区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因而所使

用的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也不尽相同，需因地制

宜。例如：黄友均、程晓丽等分别对安徽省及池州

市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动态过程

进行了研究[4-6]；王辉、崔峰、鲁超、邹永光等通过

一系列评价模型和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评

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大连、上海、秦皇岛、厦门等地

区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分

析[7-10]。但是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大体一致，研究

区域也多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而对太原这种长期

依赖自然资源发展的城市研究较少。
2 评价模型与计算方法

2.1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模型

根据相关研究文献，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计

算函数为

f��x =∑
m

ii=1 ai x'i . （1）

g��x =∑
n

ii=1bj y'j . （2）

式中：ai，bj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评价指标

的权重；x'i为描述旅游经济的 i 个指标；y'j为描述

生态环境的 j 个指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计算公式如下。
若为正功效，采用公式

x'i=
xi - minxi

maxxi - minxi

（原始指标越大越优）. （3）

若为负功效，采用公式

x'i=
maxxi-xi

maxxi-minxi

（原始指标越小越优）. （4）

式中：x'i为极差标准化处理后数值；xi为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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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xi与 minxi分别为原始数据系列中的最大值与最

小值。对应 y'j的值也按此方法计算[11]。

2.2 协调度计算模型

C= f��x g��x f��x g��x
2� �

22 2k. （5）

式中：C 为协调度；k 为调节系数 （k≥2），本研究

中 k=2。0≤C≤1，C 值越大，二者关联度越强，

说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越协调；C 值越小，则二

者越不协调。本文参照了崔峰等的研究设定协调度

等级及其划分标准：C 为 0～0.20，严重失调；C 为

0.20～0.40，中度失调；C 为 0.40～0.60，勉强协调；

C 为 0.60～0.80，中度协调；C 为 0.80～1.00，良好

协调[12]。
2.3 协调发展度计算模型

D= C×T姨 . （6）
T=αu1+βu2 . （7）

式中：D 为协调发展度 （系数）；T 为旅游经济与生

态环境效益 （发展水平） 的综合评价指数；α 与 β
为待定系数，取值均为 0.5。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根据协调发展度 D 的大小

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分为 5 大类

15 种基本类型 （见表 1）。

3 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影响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因素很

多。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根据相关统计资料，筛选

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国内

游客人数、海外游客人数、星级宾馆数量、旅行社

总数、旅游收入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

重、国内旅游平均逗留时间等 9 个指标来反映太原

市旅游经济的发展状况；选择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率、城市污水处理率、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地表水

质达标率、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环境噪声、空气污染综合指数等

9 个指标来反映生态环境状况 （见第 6 页表 2）。
3.2 数据来源

相关数据来自 2006—2015 年太原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

太原市政府网站、环境监测网站及旅游局网站。
3.3 评价过程

首先对 ai和 bj进行赋值，笔者在此处采用了熵

值赋权法[13]，然后根据式 （1） 和式 （2） 计算出太

原市的 f��x 和 g��x ，再分别按式 （3）~ （7） 计算

出协调度 C 与协调发展度 D，以及综合评价指数 T
（见第 6 页表 3）。
3.4 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太原市 2006—2015 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

境协调度 C 和协调发展度 D，做出太原市 2006—
2015年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变化趋势图 （见

第 6 页图 1、图 2）。
从表 3 及图 1 可以发现，2006—2009 年期间，

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评价函数值相

差不大，但 2008 年的旅游经济效益指数比 2009 年

的要高，这是因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使太原市的

海外游客骤增。从 2009 年之后，旅游经济与生态

环境综合效益评价函数皆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是

比较二者发现，旅游经济的发展要比生态环境建设

速度快，即 f��x ＞g��x ，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由

于太原市传统工业的污染过于严重，长期以来对生

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因

表 1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类体系及判别标准

基本类型

生态环境滞后型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同步型

旅游经济滞后型

生态环境滞后型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同步型

旅游经济滞后型

生态环境滞后型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同步型

旅游经济滞后型

生态环境损益型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共损型

旅游经济损益型

生态环境损益型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共损型

旅游经济损益型

f（x）与 g（x）的对比关系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f（x）＜g（y）

类型

良好协调发展类

中度协调发展类

勉强协调发展类

中度失调衰退类

严重失调衰退类

D

0.80～1.00

0.60～0.80

0.40～0.60

0.20～0.40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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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比于太原市的旅游经济，其生态环境建设还

需要更多的投入。此外，从表 3 及图 2 可以看出，

2006—2015 年期间，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度一直呈现平稳增长趋势，说明政府在注重

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也进行了大力整治和

保护。综合发展指数在 2008 年稍有下降，从协调

度的数值大小来看，2006—2007 年处于 0.4~0.6 之

间，而 2008—2015 年皆处于 0.6~0.8 之间，说明这

10 a 来，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逐渐由勉强协

调阶段进入中度协调阶段，并且未来其整体协调状

况越来越好。
根据表 2 及表 3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的分类体系，对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见表 4、第 7 页图 3）。可以发

现，10 a 间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基本

上相互协调，2006 和 2007 年属于勉强协调阶段，

生态环境发展相对落后，主要由于太原市作为资源

型城市，工业尤其是煤炭工业对环境污染较大。
2008—2013 年属于中度协调发展阶段；2014 年开

始进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一方面是受宏观经济环

境影响，太原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对城市建

设、旅游业投资增多，注重城市的人居环境和生态

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致使大量企

业关停，因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大大减少。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

况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2006 年以来，太原市不断注重生态环境的

建设和保护，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关闭大量污

染严重的企业，使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旅游经

表 4 2006—2015 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类型

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中度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

中度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

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中度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

0.452 7

0.587 2

0.612 8

0.631 9

0.682 0

0.703 1

0.751 8

0.762 5

0.812 9

0.821 0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协调阶段

f（x）＞g（x）
f（x）＞g（x）
f（x）＜g（x）
f（x）＜g（x）
f（x）＞g（x）
f（x）＞g（x）
f（x）＞g（x）
f（x）＞g（x）
f（x）＞g（x）
f（x）＞g（x）

f（x）与 g（x）
的对比关系D年份

表 2 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类型及权重

评价指标

旅游总收入（x1）/ 亿元

国内旅游收入（x2）/ 亿元

旅游外汇收入（x3）/ 亿美元

国内游客人数（x4）/ 万人次

海外游客人数（x5）/ 万人次

星级宾馆数（x6）/ 个

旅行社总数（x7）/ 个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x8）/%
国内旅游平均逗留时间（x9）/d

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y1）/%
城市污水处理率（y2）/%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y3）/d·a-1

地表水质达标率（y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y5）/%

森林覆盖率（y6）/%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y7）/m2·人 -1

环境噪声（y8）/dB

空气污染综合指数（y9）/%

指标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0.119 8

0.118 7

0.114 2

0.118 4

0.114 1

0.108 9

0.109 7

0.114 9

0.081 3

0.110 7

0.110 8

0.111 0

0.110 9

0.111 6

0.111 7

0.114 5

0.102 3

0.116 5

生
态
环
境
指
标

旅
游
经
济
指
标

表 3 2006—2015 年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表征

T
0.472 9

0.501 3

0.492 8

0.529 1

0.582 1

0.601 3

0.649 1

0.692 4

0.701 2

0.712 9

C
0.492 7

0.523 9

0.612 9

0.648 9

0.682 5

0.742 0

0.772 6

0.792 4

0.820 1

0.821 3

g（x）
0.256 9

0.276 5

0.375 1

0.496 8

0.521 9

0.572 3

0.602 1

0.657 9

0.672 5

0.698 2

f（x）
0.269 4

0.296 5

0.482 1

0.302 8

0.598 3

0.698 7

0.712 9

0.743 2

0.823 5

0.879 2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图 1 2006—2015 年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
综合效益函数

评
价

指
数

值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

年份

旅游经济综合效益
生态环境综合效益

图 2 2006—2015年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
协调度与综合评价指数

效
益

评
价

函
数

值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

年份

协调度
综合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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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Resource-based City of Taiyuan

YAO Tian-tian

（College of Tourism,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has become a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Taiyuan. Therefo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urba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model and calculation method, the coor-

dination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aiyuan from 2006 to 2015 was measured and evaluated. The re-

sults show that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nefit of Taiyuan show a steady upward trend, while the speed

of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hea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aiyua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tourism econom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aiyuan

济与生态环境逐渐进入良好发展阶段，但目前仍然

是旅游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发展超前 （f!"x ＞g!"x ），

这一方面说明太原市产业结构调整仍需加强，旅游

业需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

太原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仍有很大空间，需要进一步

加大资金投入。随着 “十三五”的到来，太原市的

旅游业和生态环境将得到更大的发展与改善，二者

的协调度也将越来越高。
2） 通过分析发现，除 2008 年和 2009 年之外

的其他年份，太原市的旅游经济都比生态环境发展

快，这充分体现太原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其生态环

境的落后，但也说明其今后的生态环境发展空间巨

大。因此，太原市政府在 “十三五”期间除了要确

保旅游业持续发展外，也要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投

入，一方面可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另一方面也可

以改变太原市长期以来环境差的城市形象。但是，

由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

因此不可能一直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因此政府要时

刻保持二者的同步建设。
3） 本文使用的评判模型能够量化地评判太原

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性，能为太原市

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提供一定依据，但是这种评判方

法只是对过去发展状况的一种评判，不能对未来进

行预测。此外，文中所选取的评判指标也有一定的

局限性，不能完整地反映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

调状况，这也是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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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6—2015 年太原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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