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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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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和旅游业融合是欠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选取广西为研究对象,
 

借助相关系数法和

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 2010—2017 年广西 14 个地级市农业与旅游业的相关关系与融合程度。 研究结果如

下:
 

(1)相关系数结果显示,
 

广西整体的农业与旅游业的相关性质为互补关系,
 

其中百色和河池的农业与旅

游业属于产业竞争关系,
 

其余 12 个城市属于产业互补关系;
 

(2)2010—2017 年广西整体的农旅产业融合类

型由中度失调进步至初级协调,
 

其中 2010—2015 年为农业驱动农旅产业融合,
 

2016—2017 年为旅游业驱动

农旅产业融合;
 

(3)2017 年广西无地级市的农旅产业融合属于失调类,
 

其中钦州、
 

河池和百色为勉强协调,
 

其余 11 个城市为初级协调;
 

(4)结合广西农业和旅游业的相关性质与产业融合发展类型发现,
 

产业互补关

系能够促进两者的融合,
 

产业竞争关系则会抑制两者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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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区域间经

济发展差异巨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回答中外记

者提问时指出:
 

虽然中国目前人均年收入已达 3 万

元人民币,
 

但仍有 6 亿人月收入在 1
 

000 元左右。
中国城乡、

 

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是我国乡

村振兴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

 

其实质就是需要更

快地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我国欠发达地区

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农村地区,
 

这些地区一方面受制

于自然地理环境,
 

经济发展缓慢;
 

另一方面,
 

劳动

力流失严重,
 

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到东部发达地区寻

求发展机会,
 

进一步导致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空

心化与农村产业日益空洞化[1-2] ,
 

从而使欠发达地

区的农村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经济欠发达→收入低

下→劳动力外流→农村人口空心化→农村产业空

洞化→经济发展更加落后。 针对欠发达地区日益

凸显的这些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5 年出台了

《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出要全面支持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
 

立足于欠发达地区的优势资源,
 

发展适应当地

市场的农村产业融合项目,
 

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对欠

发达地区进行交流合作与对口帮扶等方式,
 

积极推

进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
农业与旅游业的产业融合近年来迅速得到了

诸多研究者的关注。 在农旅产业融合与整体经济

发展方面,
 

向从武[3] 认为农旅产业融合是贫困地

区突破贫困的必然趋势,
 

也是脱贫攻坚的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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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张效廉[4] 、
 

李志勇等[5] 、
 

张莞[6] 及李顺毅[7] 均

认为农旅产业融合是重唤农村经济活力、
 

推进欠发

达地区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与解决欠发达地区“三农

问题”的可行性实现路径,
 

农旅产业融合可以实现

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 在影响因素方面,
 

方世敏

等[8]指出农业转型升级需求、
 

市场需求、
 

产业政策

等因素对农旅产业融合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
 

胡

平波等[9]指出农旅产业融合还会受到是否为“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的影响。 在研究技术

及方法的运用上,
 

张英等[10] 、
 

周蕾等[11] 及王丽

芳[12]均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来研究农

旅产业融合。 按照杨红等[13] 的研究成果,
 

农旅产

业的融合系统中农业和旅游业的关系可分为:
 

不相

关(封闭系统)、
 

互补关系和竞争关系(开放系统)。
庞娇等[14]测算出我国 18 个产茶省份整体的茶叶产

业和旅游业融合的相关系数为 0. 8 以上,
 

两者具有

较高的融合可能性,
 

茶叶产业和旅游业属于互补关

系。 但除此之外,
 

其他多数同类型的研究成果中未

能体现对融合系统中的农业和旅游业的相关性质

进行辨析。
广西具有丰富的农业和旅游业资源,

 

现已形成

恭城月柿、
 

崇左甘蔗、
 

横县茉莉花茶等多个农业区

域公用品牌;
 

在旅游业方面,
 

通过举办“广西·乡

村旅游嘉年华” “广西乡村旅游电商扶贫宣传推介

活动”等活动,
 

积极打造广西“乡村旅游”的优质品

牌。 近年来,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
 

广西农旅

产业融合正在朝产业化、
 

规模化、
 

特色化、
 

品牌化

的方向发展,
 

具备休闲、
 

观光、
 

个性化体验的乡村

旅游品牌工程,
 

以及乡村旅游产业示范基地、
 

休闲

农业特色小镇、
 

星级乡村旅游区、
 

森林养生基地等

示范性农旅融合产业品牌项目,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

经济的发展。 但广西整体以及各地市的农旅产业

融合协调发展目前处于哪个阶段,
 

应该采取哪些扶

持措施,
 

尚未见到研究成果。
本文首先分析广西整体以及各地市农业和旅

游业两产业的相关关系;
 

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

判断广西整体以及各地市的农旅产业融合状况;
 

最

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促进农旅产业融合的

对策建议。

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农旅产业融合系统由农业和旅游业子系统组

成。 参考张英等[10] 、
 

周蕾等[11] 、
 

王丽芳[12] 及庞娇

等[14]的研究成果,
 

结合广西农业及旅游业发展实

际情况,
 

本文确定的农业和旅游业子系统的各项指

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广西农旅产业融合系统-农业和旅游业子系统
Table

 

1　 Agri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fusion
 

system-agriculture
 

and
 

tourism
 

subsystem
 

of
 

Guangxi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变量 单位
正逆
指标

农
业
子
系
统

农业
规模

x1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正

x2 农林畜牧渔业产值 亿元 正

农业
效益

x3 农林畜牧渔业增加值 / GDP % 正

x4 农村恩格尔系数 % 逆

农业
投入

x5 农村用电量 104
 

kW·h 正

x6 化肥施用量(折纯量) 万 t 逆

x7 农业机械总动力 104
 

kW 正

x8 农林畜牧渔业辅助性活动 亿元 正

x9 农林水利支出 亿元 正

x10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03
 

hm2 正

x11 有效灌溉面积 103
 

hm2 正

旅
游
业
子
系
统

旅游业
规模

y1 境内旅游人数 万人次 正

y2 境外旅游人数 万人次 正

旅游业
效益

y3 旅游业收入 / GDP % 正

y4
 旅游业收入 / 第三产业增加值 % 正

y5 旅游业收入 亿元 正

y6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正

y7 国际旅游收入 亿美元 正

旅游业
投入

y8 星级饭店数量 个 正

y9 星级景点数量 个 正

y10 旅游管理部门数量 个 正

y11 旅行社数量 个 正

　 注:
 

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

农业子系统为一级指标,
 

可分为:
 

农业规模、
 

农

业效益和农业投入 3 个二级指标。
 

农业规模反映农

业生产的增量与规模,
 

用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林畜

牧渔业产值来衡量;
 

农业效益反映农业生产对经济

的拉动以及对农村居民生活的影响;
 

农业投入则反

映农业生产的各类要素投入,
 

包括电力投入、
 

化肥

投入、
 

服务投入、
 

政策支持、
 

播种和灌溉投入等。
旅游业子系统为一级指标,

 

可分为:
 

旅游业规

模、
 

旅游业效益和旅游业投入 3 个二级指标。 其

中,
 

旅游业规模反映来桂旅游的境内外的人数规

模;
 

旅游业效益反映旅游业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
 

包括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拉动、
 

占第三产业的比

重、
 

对当地的人民币创收和国际创汇收入等;
 

旅游

业投入反映为发展旅游业所做出的多方面要素投

入,
 

包含星级饭店、
 

星级景点、
 

旅游管理部门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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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数量。

2　 研究方法

2. 1　 数据处理方法

由于所建立的农业和旅游业子系统内部的各项

指标数量与单位不一致,
 

为克服其量纲差异性,
 

需

要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文采取“0 ~ 1”标
准化方法处理原始数据:

　 　
 

u ij + = 0. 01 +
x ij - x jmin

x jmax - x jmin
,

u ij - = 0. 01 +
x jmax - x ij

x jmax - x jmin
,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1)

式中:
 

i 表示年份( i = 1,
 

2,…,n);
  

j 表示评价指标

( j = 1,
 

2,…,m);
 

u ij + 为对正指标的处理,
 

该指标

的数值越大说明越具备正面效应;
 

u ij - 为对逆指标

的处理,
 

该数值越大说明越具备负面效应。 计算过

程中,
 

加上 0. 01 的作用是使测算数值非零化。
2. 2　 权重确定方法

权重确定方法有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两

种,
 

但是主观赋权法会造成数据出现较大偏差[15] 。
本文将采取客观赋权法之一的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

标的权重。 变异系数法是一种能够直接利用各项指

标所包含的信息,
 

通过计算得出指标的权重反映被

评价单位的差距。 由于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的

量纲不一致,
 

不能直接比较其差别程度,
 

为了消除

各项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影响,
 

需要利用各项指标

的变异系数来衡量各项指标的差异程度:
　 　 　 　 　 　 V j = σ j / u j, (2)

式中,
 

V j 表示农业和旅游业子系统各指标的变异系

数;
 

σ j 为各个指标的标准差;
 

u j 表示子系统内各项

指标的平均值。
利用式(2) 计算出的变异系数确定权重

　 　 　 　 　 　 w j = V j / ∑
m

j = 1
V j, (3)

式中:
 

w j 表示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每个指标的权

重。
2. 3　 农业与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测算方法

构建农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模型前,
 

需要计算反

映农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农业综合评价指数以及反

映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旅游综合评价指数。

　 　 　 　 　
 

Ux = ∑
m

j = 1
θ jx ij,

Uy = ∑
m

i = 1
θ jy ij,

ì

î

í

ï
ï

ïï

  

(4)

式中:
 

x ij、
 

y ij 分别表示农业、旅游业子系统根据式

(1) 无量纲化处理的各项指标数据;
 

λ i、θi 分别为

农业、旅游业子系统通过式(2)、 (3) 所确定的权

重;
 

Ux、Uy 分别表示各个年份的农业、旅游业综合

评价指数。 两者的指标值越高,
 

说明产业向好发

展;
 

若指标值越低,
 

则说明产业发展水平不足,
 

仍

有提升空间。
2. 4　 农业与旅游业的相关性分析方法

参照杨红等[13] 对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业的耦

合关系研究以及庞娇等[14] 通过测度茶叶产业和旅

游业的相关关系辨析两者融合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

研究成果构建农业和旅游业的样本相关系数模型。

　 rxy =
∑

n

i = 1
(Uxi

- Ux)(Uyi
- Uy)

∑
n

i = 1
(Uxi

- Ux) ∑
n

i = 1
(Uyi

- Uy)
, (5)

式中:
 

rxy 表示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相关系数;
 

Uxi
、

Uyi
分别表示各个年份的农业、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

 

Ux、Uy 分别表示各个年份的农业、旅游业综合评价指

数的平均值。 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相关系数 rxy 需要

利用多个年度的农业和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进行计

算,
 

因此 rxy 反映多个年份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相关

状况,
 

不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关系。
样本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 1,

 

1)。 因农业

和旅游业是信息不断交换的开放性系统,
 

故不考虑

两者不相关(rxy = 0) 的情况。 当 rxy ∈ (0,
 

1) 时,
 

两

产业存在互补关系;
 

当 rxy ∈ ( - 1,
 

0) 时 ,
 

一种产业

会抑制另一种产业的发展,
 

两产业存在竞争关系。
因此,

 

农业和旅游业的关系可根据其相关系数解释

为:
 

在二元产业的相关性分析下,
 

当农业与旅游业

呈负相关时,
 

产业融合过程中存在相互制约的因

素;
 

当农业与旅游业呈正相关时,
 

产业融合过程中

两者能够相互驱动。
2. 5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或系统在相

互交换信息或相互作用过程中趋向协同的现象,
 

即

各项要素或子系统通过良性互动逐步由无序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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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
 

最终实现协同发展的动态关联关系[16] 。 耦

合度是评价要素或系统在相互影响作用强弱程度

的指标值,
 

近年被应用于产业融合研究。 耦合度模

型为

　 　 　 　 　 C =
Ux × Uy

Ux + Uy
, (6)

式中:
 

Ux、
 

Uy 分别为式(4) 所测算农业、旅游业综合

评价指数。 耦合度C的取值范围为0 ~ 1,
 

C = 0,
 

反

映系统内各个指标处于无关且无序发展状态,
 

农业

和旅游业相互作用无效果;
 

C = 1,
 

各个指标的耦合

度最大,
 

农业和旅游业的相互作用效果最大。 C 越

小,
 

反映农旅产业融合向着无序的方向发展,
 

两者

的相互作用程度越低;
 

C越大,
 

反映农旅产业融合向

着有序的方向发展,
 

两者的相互作用程度越高。 耦

合度只能反映出农旅产业的相互作用强弱程度而无

法比较协调发展的高低水平[17] 。 因此,
 

还需引入耦

合协调度模型,
 

通过比较产业系统内部产业子系统

发展的强弱程度,
 

来分析产业融合过程中是由何种

产业所驱动[12] 。 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D = C × T ,
 

T = aUx + bUy,
{

  

(7)

式中:
 

D 为耦合协调度,
 

其值为正数且取值范围为 0
~ 1;

 

T 为农旅产业融合综合评价指数(又称协调指

数);
 

a、
 

b 分别为农业、
 

旅游业的待定系数,
 

其取值

范围为0 ~ 1。 由于农业和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对

于农旅产业融合起促进作用,
 

两者地位同样重要,
 

因此a、
 

b的赋值均为0. 5[18] 。
 

参考廖重斌[19] 的研究

成果,
 

反映农旅产业融合的耦合协调度 D 可分为协调

类(0. 5 ≤ D ≤ 1. 0) 和失调类(0 ≤ D < 0. 5) 两种类

型。
 

当 Ux > Uy 时,
 

表示由农业资源驱动农旅产业

融合,
 

农业带动着旅游业发展;
 

当 Ux < Uy,
 

表示由

旅游业资源驱动农旅产业融合,
 

旅游业带动着农业

发展;
 

若 Ux = Uy,
 

表示由农业资源和旅游业资源共

同驱动农旅产业融合,
 

共同推进农旅产业融合水

平[12,19] 。 具体类型和等级如表 2 所示。

3　 结果分析

3. 1　 广西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性分析

3. 1. 1　 农业和旅游业相关关系 　 利用广西 14 个

地级市 2010—2017 年农业和旅游业的综合评价指

数,
 

计算出历年农业和旅游业的综合评价指数的

表 2 不同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类型的耦合协调度及其评价体系
Table

 

2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dex
 

and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类型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等级 综合评价指数

失
调
类

0 ~ 0. 09 极度失调

0. 10~ 0. 19 严重失调 Ux >Uy,
 

旅游业损益型

0. 20~ 0. 29 中度失调 Ux =Uy,
 

农旅产业共损型

0. 30~ 0. 39 轻度失调 Ux <Uy,
 

农业损益型

0. 40~ 0. 49 濒临失调

协
调
类

0. 50~ 0. 59 勉强协调

0. 60~ 0. 69 初级协调 Ux >Uy,
 

旅游业滞后型

0. 70~ 0. 79 中级协调 Ux =Uy,
 

农旅产业同步型

0. 80~ 0. 89 良好协调 Ux <Uy,
 

农业滞后型

0. 90~ 1. 00 优质协调

平均值来评价广西 2010—2017 年农业和旅游业的

发展状况;
 

再利用上述两者的平均值根据式(5)计

算出反映广西整体的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相关系数。
结果显示,

 

广西农业和旅游业的整体相关系数为

0. 81,
 

一方面说明广西整体的农业和旅游业具有高

度正相关性,
 

另一方面反映出广西整体的农业和旅

游业属于互补关系,
 

说明相互促进发展。
3. 1. 2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类型　 从《广西统计

年鉴》 (2011—2018)中查找表 1 列出的相关变量数

据,
 

根据式(1) ~ (5)测算出广西 14 个地级市 2010—
2017 年农业综合评价指数、

 

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
 

农旅产业协调指数、
 

农旅产业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

度。 广西整体的农业综合评价指数 Ux、
 

旅游业综合

评价指数 Uy、
 

农旅产业耦合度 C 及其耦合协调度 D
均由 14 个地级市的这 4 项数值的平均值计算得出

(表 3)。 2010—2015 年,
 

广西农业综合评价指数大

于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
 

说明该时期农业发展水平

强于旅游业,
 

农旅产业融合由农业来驱动,
 

农业带

动旅游业发展;
 

2016—2017 年,
 

旅游业综合评价指

数大于农业综合评价指数,
 

说明该时期旅游业的发

展水平超越农业,
 

农旅产业融合转变为主要由旅游

业驱动,
 

旅游业带动农业发展;
 

广西农旅产业融合

的整体耦合度 C 由 2010 年的 0. 32 小幅上升至 2017
年的 0. 49,

 

说明广西整体的农旅产业融合向着有序

化的方向发展,
 

两产业相互作用正不断增强,
 

融合

程度不断提高;
 

农旅产业耦合协调度 D 由 2010 年的

0. 23 上升至 2017 年的 0. 63,
 

由中度失调进步至初级

协调。 可知,
 

广西整体的农旅产业融合的这 5 项指

标在这 8 年间均呈上升趋势,
 

农业、
 

旅游业和农旅

产业融合均向好的方向发展,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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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西农业和旅游业融合的耦合度、
 

耦合协
调度与发展类型

Table
 

3　 Coupling
 

degree,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type
 

of
 

integration
 

in
 

Guangxi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年份 Ux Uy C D 耦合协调类型

2010 0. 31 0. 06 0. 32 0. 23 中度失调-旅游业损益型

2011 0. 48 0. 17 0. 43 0. 37 轻度失调-旅游业损益型

2012 0. 40 0. 28 0. 49 0. 40 濒临失调-旅游业损益型

2013 0. 44 0. 42 0. 49 0. 46 濒临失调-旅游业损益型

2014 0. 46 0. 40 0. 49 0. 46 濒临失调-旅游业损益型

2015 0. 54 0. 53 0. 49 0. 51 勉强协调-旅游业滞后型

2016 0. 45 0. 69 0. 48 0. 53 勉强协调-农业滞后型

2017 0. 71 0. 89 0. 49 0. 63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图 1　 广西整体农旅产业融合各项指标的时序趋势变化
Fig. 1　 Time

 

series
 

trend
 

of
 

various
 

indicator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verall
 

agri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Guangxi

3. 2　 广西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地域差异性分析

3. 2. 1　 农业与旅游业相关关系 　 根据表 3 及式

(5)计算出 2010—2017 年广西 14 个地级市农业与

旅游业的相关系数如图 2 所示。 可以看出,
 

除百色

和河池之外的其余 12 个地级市的农业和旅游业的

相关系数为正,
 

说明存在互补关系,
 

在产业融合的

过程中两产业能够相互驱动,
 

共同提高农旅产业融

合发展水平。
 

百色和河池的农旅产业相关系数为

负,
 

说明这两地农业与旅游业存在竞争关系,
 

在农

旅产业融合过程中存在着农业和旅游业相互制约,
 

阻碍了农旅产业融合发展。 主要原因是百色和河

池全境属于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区———滇桂黔石漠化

图 2　 广西各地市农业和旅游业的相关系数
Fig.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cities
 

of
 

Guangxi

区,
 

该区域内生态条件脆弱,
 

不利于一般的经济农

作物生长[20] 。 因此,
 

农业生产受制于生态条件,
 

缺乏以农业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依托,
 

削弱了百色

和河池的农旅产业融合发展。
3. 2. 2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类型　 已测算出来

的 2010—2017 年广西各地市农业综合评价指数、
 

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
 

农业产业融合综合评价指

数、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中,
 

选取最近统计年

份(2017 年)的测算数值对广西各地市农业和旅游

业融合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 从表 4 可以看出:
 

广

西 14 个地级市的农旅产业融合类型无一城市处于

失调状态,
 

所有地级市都属于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

类型,
 

说明农旅产业的融合效果较为理想。 其中,
 

百色、
 

钦州和河池 3 个地级市属于勉强协调发展

型;
 

其余 11 个地级市属于初级协调发展型。

表 4　 2017 年广西各地市农旅产业耦合度与
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Table
 

4　 Calculation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cities
 

of
 

Guangxi
 

in
 

2017
城市 Ux Uy C D 融合发展类型

南宁 0. 85 0. 89 0. 50 0. 66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柳州 0. 84 0. 98 0. 50 0. 67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桂林 0. 71 0. 99 0. 49 0. 65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梧州 0. 51 0. 98 0. 47 0. 60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北海 0. 69 0. 96 0. 49 0. 64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防城港 0. 82 0. 97 0. 50 0. 67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钦州 0. 66 0. 65 0. 50 0. 57 勉强协调-旅游业滞后型

贵港 0. 70 0. 90 0. 50 0. 63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玉林 0. 74 0. 97 0. 50 0. 65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百色 0. 51 0. 68 0. 49 0. 54 勉强协调-农业滞后型

贺州 0. 79 0. 77 0. 50 0. 62 初级协调-旅游业滞后型

河池 0. 40 0. 80 0. 47 0. 53 勉强协调-农业滞后型

来宾 0. 99 0. 86 0. 50 0. 68 初级协调-旅游业滞后型

崇左 0. 71 1. 01 0. 49 0. 65 初级协调-农业滞后型

按照农业和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的强弱进行

划分,
 

属于农业滞后型(Ux <Uy)的城市有:
 

南宁、
 

柳州、
 

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贵港、玉林、百色、
河池、崇左 11 个地级市,

 

这些城市在农业和旅游业

的融合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农业滞后于旅游业发展,
 

是旅游业驱动着农旅产业融合,
 

旅游业带动着农业

发展。 其中,
 

桂林和北海已是我国著名的老牌特色

旅游城市,
 

该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富,
 

桂林有着独特

的喀斯特地貌和仙境般的山水旅游资源,
 

享有“桂

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
 

北海是我国大陆地区南端

的一座沿海城市,
 

位于北部湾经济圈内,
 

其著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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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银滩也享有“天下第一滩”的称号;
 

柳州不仅已

有成熟的工业发展体系(著名的工业企业如柳铁、
 

柳钢、
 

五菱之光),
 

近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

积极发展具备民族特色的乡村旅游业(如柳州市三

江侗族自治县的茶园体验农家乐),
 

其旅游业后发

实力开始凸显。 属于旅游业滞后型(Ux>Uy)的城市

有: 钦州、 贺州和来宾, 这 3 个城市在农旅产业

融合的发展中表现为旅游业发展滞后于农业, 说

明农旅产业融合由农业来驱动, 农业带动着旅游

业发展。
综上所述,

 

农业和旅游业相关性质为互补关系

的城市中,
 

它们的农旅产业融合发展能够较快地进

入到协调发展的阶段,
 

如南宁在 2013 年的农旅产

业融合就已经进入勉强协调阶段;
 

柳州在 2014 年

进入协调发展的阶段;
 

梧州、
 

北海、
 

防城港、
 

贵港、
 

玉林、
 

贺州、
 

来宾和崇左均在 2015 年进入至协调

发展阶段;
 

2017 年,
 

除钦州、
 

百色、
 

河池外,
 

其余

11 个城市农业和旅游业为互补关系的城市,
 

其农

旅产业融合均达到初级协调水平。 这说明农业和

旅游业为互补关系时,
 

两产业的相互带动发展能够

共同提升产业融合水平,
 

加快农旅产业融合的效

率。 此外,
 

在农业和旅游业相关性质为竞争关系的

城市中,
 

它们的农旅产业融合发展进程较为缓慢,
 

如百色和河池的农旅产业融合在 2010—2016 年这

7 年间仍处于失调阶段,
 

只有在 2017 年进入协调

发展阶段。 这说明农业和旅游业两者属于竞争关

系时,
 

虽然不会使得农旅产业融合向着负增长方向

发展,
 

但是由于两者的相互抑制作用会减缓农旅产

业融合的速度,
 

阻碍两者融合水平的提高。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1) 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
 

广西整体的农

业和旅游业属于互为促进的发展关系;
 

地域性分析

而言,
 

百色和河池的农业和旅游业相关性质表现为

竞争关系,
 

其余 12 个城市表现为产业相互促进的

互补关系。
(2) 广西在农业与旅游业方面都具有较好的

基础和资源优势,
 

2010—2015 年广西的农业整体

发展水平强于旅游业发展,
 

2015 年以后,
 

随着农旅

产业融合的深入,
 

旅游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旅游业

综合评价指数 Uy 开始超过农业综合评价指数 Ux,
 

表明广西旅游业发展综合水平开始好于农业。
(3) 广西农旅产业融合的这 5 项指标在

2010—2017 年间均呈上升趋势,
 

表明广西农旅产

业融合向好发展, 整体融合水平由中度失调进步

至初级协调, 其中 2010—2015 年由农业驱动农旅

产业融合, 2016—2017 年为旅游业驱动农旅产业

融合。
(4)2017 年数据地域差异性分析发现,

 

除钦

州、
 

百色和河池的农旅产业融合等级为勉强协调

外,
 

其余 11 个城市为初级协调;
 

钦州、
 

贺州和来宾

的农旅产业融合由农业驱动,
 

其余 11 个城市由旅

游业驱动。
(5)将广西农业与旅游业的相关性质与历年农

旅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比对可知:
 

若农业与旅游业

为互补关系,
 

农业和旅游业的相互促进能够共同提

升农旅产业融合水平;
 

若农业与旅游业为竞争关

系,
 

农业与旅游业的相互抑制导致农旅产业融合水

平受到制约。
4. 2　 建议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我国欠发达地区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5 年就出

台了《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
 

指出“要全面支持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 然而,
 

由于受到地理环境、
 

资金不足、
 

人才匮乏、
 

劳动力外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欠

发达地区虽然在农业与旅游业方面都具有较好的

基础和资源优势,
 

但目前农业与旅游业发展不平衡

现象依然存在,
 

这制约了欠发达地区农旅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也对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广西需要在乡村振兴战

略的指引下推进农旅产业融合发展,
 

以丰富农村产

业体系,
 

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欠发达地区农旅融合协调发展需要因地制宜

地精准施策,
 

就广西而言,
 

基于本文的分析,
 

建议

采取以下对策:
 

(1) 对于农业和旅游业呈竞争关系的地级市

———百色和河池,
 

这两个地级市目前旅游业发展水

平强于农业发展水平,
 

根据杨红等[13] 的研究成

果,
 

此时若要加强农旅产业融合水平,
 

政府应优先

发展其优势产业———旅游业,
 

在资金、
 

土地资源上

向旅游业进行倾斜。 通过依托当地优质的旅游资

源打造一批乡村旅游扶贫线路,
 

积极发展“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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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融合模式,
 

强化河池和百色的石漠化区特色

旅游产业。 当旅游产业兴旺时,
 

处于石漠化区这两

个城市的农业和旅游业融合逐渐由竞争变成互补

关系,
 

进而再根据百色和河池的土地状况发展适合

石漠化区的农业经济作物,
 

促进旅游业与农业相互

融合,
 

逐步振兴石漠化地区农村农业经济以及解决

该区域农民的收入与就业问题。
(2) 对于南宁、

 

柳州、
 

桂林等农业和旅游业呈

互补关系且旅游业驱动农旅产业融合的城市,
 

需要

继续深化“旅游+”的产业联动效应。 一方面,
 

借助

旅游品牌效应拓宽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例如,
 

通过兴办各类型旅游文化节来促进优质农产品的

营销,
 

或是借助互联网平台线上旅游直播形式售卖

农产品;
 

另一方面,
 

打造“旅游+乡村文化”的文旅

产业融合形式,
 

深度挖掘乡村文化,
 

提升乡村旅游

的人文附加值,
 

如通过建立乡村文化博物馆或在少

数民族特色节日举办民族文化节等形式来展现民

族地区的乡村文化,
 

体现民族地区的乡土人情;
 

此

外,
 

在广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下,
 

应积极向

粤港澳大湾区进行广西的乡村旅游宣传,
 

吸引粤港

澳游客到广西乡村旅游观光,
 

增加乡村旅游消费,
 

带动农民增收脱贫。
(3) 对于钦州、

 

贺州等农业和旅游业呈互补

关系且农业驱动产业融合的城市,
 

需要推进农业生

产现代化,
 

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 政府应加大资

金、
 

技术等投入力度,
 

积极发展区域农产品公用品

牌,
 

引导农业生产规模化与专业化经营;
 

同时积极

发挥农产品公用品牌的品牌效应,
 

发展区域休闲农

业观光产业,
 

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消费,
 

品尝优质农产品;
 

其次,
 

以农促旅,
 

依托优质农业

资源建立民族特色农业生产示范基地,
 

积极发展农

产品加工产业和具备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农业,
 

促

进农业产业链向二、
 

三产业延伸,
 

提高农产品的人

文附加值;
 

再者,
 

推动农业信息化发展,
 

创建多元

化的农业电子信息平台,
 

让农户第一时间能够将农

产品信息更新至多个电子平台上进行宣传销售;
 

与

此同时,
 

完善乡村交通建设,
 

助力物流运输站点建

设,
 

为农产品销售疏通渠道,
 

推动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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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To
 

take
 

Guangxi
 

for
 

exampl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and
 

the
 

cou-
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re
 

used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14
 

cities
 

of
 

Guangxi
 

from
 

2010
 

to
 

2017.
 

There
 

are
 

following
 

findings.
 

(1)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rel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Guangxi
 

is
 

complementary.
  

Baise
 

and
 

Hechi
 

belong
 

to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on
 

rel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while
 

other
 

12
 

cities
 

belong
 

to
 

the
 

indus-
trial

 

complementary
 

rel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2)
 

The
 

typ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in
 

Guangxi
 

improved
 

from
 

a
 

moderate
 

imbalance
 

to
 

primary
 

coordination
 

from
 

2010
 

to
 

2017.
 

The
 

indus-
trial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was
 

driven
 

by
 

agriculture
 

from
 

2010
 

to
 

2015,
 

while
 

driven
 

by
 

tourism
 

from
 

2016
 

to
 

2017.
 

(3)No
 

cities
 

belonged
 

to
 

the
 

category
 

of
 

disorder
 

with
 

th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f
 

agricul-
ture

 

and
 

tourism
 

in
 

Guangxi
 

in
 

2017.
  

Qinzhou,
 

Hechi
 

and
 

Baise
 

are
 

barely
 

coordinated,
 

while
  

the
 

other
 

11
 

cit-
ies

 

are
 

primary
 

coordinated.
 

(4)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properties
 

of
 

tourism
 

and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typ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ll
 

reinforce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while
 

the
 

industrial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will
 

restrict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wo
 

industrie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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