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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巴中市为案例地，分析市域内各区县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分布状况，通

过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模型的构建，定量分析了区域内旅游资源空间格局

与旅游经济发展现状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巴中市旅游资源空间分

布差异明显，基本呈现出沿河和山区分布的“东、北高，中间低”的空间格局；巴中市

旅游资源空间格局与旅游经济未形成空间上的优质耦合协调状态，旅游资源滞后和旅游

经济滞后两种类型同时存在，地域空间差异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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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区域旅游发展的差异一直以来都是旅游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有关区域

旅游发展差异性问 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旅游经济时空演变[1]、区域

旅游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性[2]、旅游市 场空间格局演化[3]、区域旅游竞

争力[4]等不同角度。有关旅游资源禀赋条件的区域差异研究 突出表现为

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4]和不同区域和尺度的旅游资源空间布局

[5]两个方 面，前者主要涉及对 A 级景区、乡村旅游、世界文化遗产等领

域的内容。巴中市作为川东 北地区的旅游资源重要分布区，其旅游资源空

间格局分布的研究尚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 有关耦合度的研究最早源于物

理学，现已扩展至地理学、旅游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国内 外学者针对旅游

与经济发展的耦合进行了广泛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业与区域经

济 发展水平[6]、区域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水平[7-8]等方面。总体而

论，相关研究主要论证了旅 游产业与经济发展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关

系[9]，相关研究结果揭示出区域旅游产业同经 济发展之间存在必然的耦

合关系[10]。国内相关学者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旅游 业与关

联系统之间的耦合作用机理，同时把旅游业同相关产业两系统的耦合关系

拓展至与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化发展水平等多个不同

系统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相关的 分析[11-14]。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

究视角。本研究选取川东北地区的巴中市为案例地， 对区域内旅游资源空

间格局与旅游经济耦合情况进行分析，以期能为研究区旅游经济快速发 展

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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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巴 中 市 位 于 四 川 省 东 北 部 ， 大 巴 山 系 米 仓 山 南 麓 ， 介 于 东 经 

1 0 6° 2 1’ ~ 1 0 7° 4 5’，北纬 3 1° 1 5’ ~ 3 2° 4 5’，幅员面积约 

12325km。巴中市与达川、南充、广元、汉中相邻，现辖巴州区、恩阳

区、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两区三县，系中国著名的银耳之乡、南江黄

羊之乡、核桃之乡、金银花之乡。巴中辖区内有19个国家AAAA级景区，3个

国家AAA级景区，名列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近年来，

巴中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资源优势，旅游+文化、商务、体育融合发

展，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2017年，巴中全年共接待游客2630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21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1.1％、25.9％，文旅产业对 经济增

长贡献率达到15.8%。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旅游资源与经济发展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线性加权的方法来测算旅游资源禀赋条件、旅游经济发展水

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为旅游资源与经济发展系统的综合评价值，E为系统内部各指标对系

统整体的功效贡献值，Wij为指标权重值。

确定权重：本研究运用熵权法来确定旅游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

指标权重。首先，对系统内各指标数据进行非负化处理（公式2）和数据标

准化处理（公式3），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各指标的熵值（公式4）和信息熵

冗余度（公式5），最后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公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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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各指标功效贡献值：运用正功效函数对各项指标进行处理，得出

各项指标的贡献（公 式7）。其中，Eij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xjmax和 xjmin分

别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分析主要涉及耦合度和协调度两个重要概念。耦合度主要反

映研究系统和各要 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的程度，

耦合协调度主要反映系统之间以及系 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

和谐一致程度。

式中，C的取值范围为[0,1]，当C的取值为1时，反映出巴中市旅游资

源和旅游经济发展处于有序协调发展状态；当C=0时，反映出这两个系统

处于无关状态。耦合度仅能反映系统间的协调情况，而不能反映系统间互

动的发展状态，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协调度分析。D为巴中市旅游资源和

旅游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当D=1时，表 明该系统

达到良性互动的最好状态。α、β均为待定系数，且设定α+β=1，用于旅

游资源与旅 游经济发展需要协调共进，近乎同等重要，因此，α、β的取

值均为 0.5。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作者在2018年7月至2019年5月期间，通过实地勘察、文献整理等

多种方法对巴中市区域内旅游资源的位置、类型、数量、规模及特征等进

行调查，并结合相关网站及统计公报资料获取相关数据。在调研过程中，

本文作者着重关注市内现有国家A级旅游景区的开发状况，并对区内旅游资

源进行精确定位，将所有原始数据经甄别、核对及整理后入库，并进行空

间分析。同时，构建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旅游资源评价选取资源丰度和品质两个指标；旅游经济评价选择国内旅游

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外汇收入四个指标；区域经济发展

评价选择人均GDP和地区生产总值两个指标。

3 巴中市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3.1 空间差异性分析

根据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G B / T 1 8 9 7 2 -

2017），旅游资源类型依照不同属性被分为8个主类，23个亚类和110个基

本类型，通过对巴中市区域内旅游资源的统计发现，其旅游资源涵盖了8个

主类、22个亚类和71个基本类。区域内自然生态旅游资源的类型主要以奇

峰峡谷、溶洞和原始生态为主，其分布主要集中于南江光雾山、通江诺水 

河、空山坝遗址等山区；人文旅游资源主要以红色文化为主，基本沿河分

布。区域类的旅游资源类型极具多样性的特征，旅游资源特色鲜明，且其

数量和等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特性。

3.2 核密度分析

空间密度是一种通常被用作描述特定区域内旅游资源集中程度的定量

分析方法[15]。在空间格局分析中，核密度分析法通常根据离散点，运用

内插生成连续的栅格面，把空间旅游资源进行直观可视化描述，进而客观

阐述旅游资源在空间格局上的聚集分布状况。从全市旅游景点分布情况来

看，旅游资源集聚热点主要为北部的光雾山景区-诺水河景区-空山盆景区 

-王坪景区，旅游资源的主要类型为高山自然生态旅游和红色文化旅游，但

其旅游资源空间布局受交通及区位的影响较为明显。在巴中市城区及周边

形成了以石窟、石刻、古镇、生态农业旅游等为主体的旅游资源核密度高

值区，且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形成交叉密集的道路网络，从侧面验证了旅

游资源丰度对旅游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及旅游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互动关系。

 3.3 A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国家Ａ级旅游景区通常被用于对景区质量进行标准评价，３Ａ级及以

上高品级景区不仅是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依据，也是对区域旅

游资源品质及质量进行评价的重要标准。根据 2018 年底《四川省A级旅游

景区名录》数据显示，巴中市共有国家A级及以上景区22处，其中AAAA级景

区19处，AAA级景区3处，主要集中在巴中市的东北部及中部地区。就空间

分布来看，AAAA级景区主要集中于巴中市平昌县的水域地区和山区以及南

江县的光雾山、米仓山等地区，在巴中市北部和东部分布较密集，其余地

区分布较为分散；AAA级景区主要分布在市域和县域城市周边地区，分布较

为分散。

4 巴中市旅游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分析

4.1 旅游资源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

依据公式1-7计算得出巴中市各区县旅游资源评价指数f(x)、旅游经济

评价指数g(y)、区域经济评价指数h(z)。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的评价指数

的较高区域与较低区域的不匹配反映了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空

间错位，需要借助耦合模型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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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数

区、县名称 旅游资源评价指数 f(x) 旅游经济评价指数 g(x) 区域经济评价指数 h(z)

巴州区 0.2723 0.3134 0.4362

恩阳区 0.1457 0.2187 0.3566

通江县 0.3728 0.4612 0.3372

平昌县 0.3692 0.4598 0.4193

南江县 0.4167 0.5283 0.3897

根据公式8-10分别计算巴中市各区县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

耦合度C值与协调度D值，为了更直观反映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

耦合协调状况，参考相关研究，根据耦合协调度的取值范围来对旅游资源

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和类型进行划分。

4.2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分析

表2 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等级及类型

区、县名称 耦合度 C 协调度 D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类型

巴州区 0.8321 0.5762 勉强协调 旅游资源滞后型

恩阳区 0.8643 0.4318 濒临失调 旅游资源滞后型

通江县 0.8177 0.5574 勉强协调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

平昌县 0.9123 0.8325 优质协调 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同步型

南江县 0.9328 0.7753 中级协调 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同步型

从耦合度来看，巴中市各区县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总体耦合情况较

好，5个区县的耦合度均超过 0.8，处于较高程度的耦合阶段；5个区县的

协调度介于0.43至0.85之间，总体处于中协调中度耦合阶段，具体包含了

优质协调、中级协调、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4个耦合协调等级。从耦合协调

度类型来看，主要包括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同步型、旅游资源滞后型和旅游

经济发展滞后型三种类型。从全市整体来看，耦合度存在较大的区域性差

异，东部区域的耦合度最高，其次是北部区域，而西部区域的耦合度较

低，耦合度整体出现从东、北部向中部逐渐递减的规律。

4.3 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分异

从耦合协调度来看，巴中市的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存在一定

的空间错位，按照耦合协调度的高低将其分为4个等级。平昌县的耦合协调

水平较高，属于优质协调等级，反映处该地区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发展之

间处于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南江县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水平，说

明该区域的旅游资源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较为

明显，旅游经济发展稳步进行。巴州区、通江县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

调的状态，表明目前两个区县的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经济勉强能够协调发

展。而恩阳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 临失调的状态，表明目前该区域的旅游

资源开发与旅游经济处于基本不协调的发展状态。

4.4 耦合协调度类型空间分异

对比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指数与旅游经济综合评价指数的结果，将巴中

市各区县的耦合协调度分为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同步型、旅游经济发展滞后

型、旅游资源滞后型三个类别。其中，巴州区和恩阳区的的耦合协调度类

型均为旅游资源滞后型，主要集中在巴中市中西部区域地带，旅游经济发

展除有资源的推动作用外，还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通达度、基础设

施配套等方面的影响；平昌县和南江县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均为旅游资源-旅

游经济同步型，反映了这两个县的旅游资源均得到充分地开发，区域旅游

投入同旅游经济效益之间时正向的 相关关系；而通江县的旅游资源种类齐

全、禀赋条件较好，但开发力度较小，区域经济带动作用及基础配套设施

较弱，致使旅游经济的连带效应较小。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巴中市5区县为案例地，通过对区域内资源空间分布格局进行

分析，同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其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的耦合

协调状态，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巴中市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本呈现出“东、

北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根据核密度分析得出，巴中市基本形成

了核密度等级较高的高山自然生态旅 游和红色文化旅游热点区域，区域内

的旅游资源空间布局均因交通、区位以及城市发展的差异性而所受影响也

相对较为明显。

巴中市不同品级和类别的旅游资源，其空间分布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性。巴中市区域内AAA级及以上景区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从区县

域来看，在平昌县分布较为密集；从市域来看，主要集中在巴中市北部和

东部地区。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其空间分布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人文

类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城市内及郊区，主要沿巴河、平昌河、通江河等河

流分布；自然类景观分布在光雾山、诺水河、空山、皇家山等山区。

巴中市旅游资源禀赋条件与旅游经济空间格局之间存在正向耦合协调

关系，且耦合状态 相对良好。四区县中，除恩阳区意外，均处于中、高耦

合阶段。巴中市各区县旅游资源与旅 游经济的耦合度的地区性差异较为明

显，从市域范围来看，其耦合度整体呈现出从东、北向 西逐渐递减的发展

态势，东部区域的耦合度最高，其次是北部区域，而西部地区得耦合度相 

对较低。

从市域整体来看，巴中市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现状处

于中等等级，且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同步型耦合协调的区县仅占 40%，中部

地区2区1县的耦合协调类型属经济滞后型和旅游资源滞后型，其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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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级的差异性主要在于资源禀赋条件较差、地理区位相对落后、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偏低等具体原因。巴中市旅游与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步程度不

高，这与区域内良好的旅游资源与经济发展现状较差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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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分析与研究

—以巴中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巴中  636000）

摘要：建设巴中职业技术学院“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打造一个可以使学生凭一张非

触式射频IC卡实现校园的日常消费、身份识别、图书借阅、电子阅览室上网、生活缴费

等功能，真正实现“一卡在手，校园我享”的目标；同时，“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的

建设，可以将相互独立的财务系统、教务管理系统、学生管理系统等子系统进行有机整

合，实现各部门数据的共享和同步，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词：智慧校园；一卡通；信息孤岛；非触式射频IC卡

作者简介：1.喻欢，男，理工与经管学院党支部副书记，讲师、经济师；2.吴先礼，
男，教研室主任，高级工程师、经济师；3.李小兵，男，理工与经管学院专
任教师，讲师。

1 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学校的蓬勃发展，学校办学层次的提高，对学校现有的信息化水

平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的信息化建设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一是

学校现在学生、教职工的各种水卡、电卡、饭卡等混乱且有些功能相互交

叉，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二是学校现有的各个信息管理系统存在信息孤

岛，新生迎新系统、教务系统、财务系统、学生管理系统等各个子系统之

间信息既不能共享又不能同步，从而使得学校的学生工作、教务工作、后

勤工作之间缺乏交流，与大环境要求的“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

高要求相差甚远。而根据学校的发展规划，拟在“十四五”期间成功升

本，急需建立一个既能统一各种用卡又能解决学校信息孤岛的平台——巴

中职业技术学院“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本文主要对该系统的建设搭建

框架。

2 “智慧校园”的特征

“智慧校园”，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化的校园工作、学习和生活一

体化环境，一般以各种应用服务系统为载体，将教育、教学、科研、管理

和校园生活进行充分融合[1]。“智慧校园”一词最早在2010年由浙江大学

提出，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的不断提升和改进，“智慧校园”的理念和建设

思路已经融入到全国高校的方方面面，“智慧校园”建设逐渐成为高等院

校办学水平、管理水平、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智慧校园”一卡通系统建设是“智慧校园”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

高等校园的核心要素，更是成熟高等院校的名片，它结合了IC卡的各种功

能与移动互联网技术，将高等院校的教学管理、科学研究、后勤保障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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