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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中国旅游行业在面临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定的挑战。为有效推动中国甘肃省入境旅游在新时期能

够抓住发展机遇，并促使其更好地迎接挑战，论文从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这一角度入手，对甘肃省入境旅游

流和区域经济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展开了探讨。

Abstract：In the new period,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is facing some challenges while fac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in Gansu Province in the new period, and promote it to better meet 

the challen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flow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Gansu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bound tourism flow and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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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甘肃省是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其具有丰富的资源

和悠久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入境旅游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强了甘肃与世界的

密切联系，这也为甘肃省入境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1]。

2  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两大系统的耦合协

调作用机制

入境旅游流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

关系。其中，入境旅游流系统主要是通过增加旅游外汇收入

和工作机会的方式，以推动相关产业的开发，以推动地域旅

游逐渐向均衡协调的方向发展 [2]。也就是说，入境旅游在对

区域经济产生影响时，其机制可概括为 4 个效应，即外汇、

产业带动、工作机会以及地区均衡效应。而区域经济系统对

入境旅游的影响机制，则主要是通过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增

加旅游业投资，促进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对入境旅

游的影响机制，也可概括为 4 个效应，即基础、收益、资本

以及财富效应。

3  研究对象及方法和标准

3.1  数据来源

在探究入境旅游流、区域经济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时，以甘肃省作为对象，通过《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甘肃

发展年鉴》《甘肃年鉴》等中 2015—2019 年期间甘肃省入境

旅游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为探究两大系统的耦合协

调演变情况提供数据支持。

3.2  研究方法

在分析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时，主要

运用了综合发展评价模型、耦合度评价模型。在耦合度评价

模型下，两大系统耦合度的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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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为耦合度，其范围为 [0，1]，越趋近于 1，越代表耦

合度越高 ；U1 为入境旅游流系统的综合评估指数 ；U2 为区

域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估指数。

然而，这一模型在特定情况下却难以反映出两大系统

的协调程度。因此，耦合协调度模型是较好的选择。这一模

型的计算公式为 ：

  
)( 21 UUCD βα +×=                   （2）      

式中，D 为耦合协调度；α和 β为待定系数； 21 UU βα + 为

两大系统的综合评估指数，主要用于反映两大系统对协调度

的贡献度。

鉴于入境旅游流仅仅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众多因素中

的一个，因而 α和 β分别赋值为 0.60 和 0.40。

在对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时，可划分为十

级，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耦合协调度评价等级

等级 D
优质协调 0.900 ～ 1.000
良好协调 0.800 ～ 0.899
中级协调 0.700 ～ 0.799
初级协调 0.600 ～ 0.699
勉强协调 0.500 ～ 0.599
濒临失调 0.400 ～ 0.499
轻度失调 0.300 ～ 0.399
中度失调 0.200 ～ 0.299
重度失调 0.100 ～ 0.199
极度失调 0.000 ～ 0.099

3.3  评价指标体系

为科学且系统地探究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在多

指标综合分析法下，构建两大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两大系

统的评价指标，如表 2 所示。在权重计算时，运用综合发展

评价模型中的相关公式求得权重。随后计算出耦合度、耦合

协调度，并进行协调等级的判定。

4  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分析

4.1  指标体系及权重构建

基于上述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对甘肃省两大系统的

指标体系及权重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4.2  综合评价及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自 2015 年以来，甘肃省的入境旅游综合指数呈现增加

（2015—2016 年）、下降（2016—2018 年）、增加（2018—

2019 年）的走势。在区域经济方面，其整体呈现出增加的

走势。在 C 方面，即在耦合度方面，其呈现出增加、下降、

增加的走势。在 D 方面，即在耦合度协调方面，其呈现的

趋势是增加、降低、增加的走势。从协调等级的角度来说，

甘肃省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表现较为稳定，具体如表

4 所示。

表 4  甘肃省两大系统综合评价指标指数及

耦合协调度等级情况

项目 U1 U2 C D 协调等级
2015 年 0.182 0.364 0.472 0.368 轻度失调
2016 年 0.272 0.456 0.482 0.431 濒临失调
2017 年 0.209 0.533 0.448 0.426 濒临失调
2018 年 0.126 0.625 0.375 0.399 轻度失调
2019 年 0.222 0.708 0.428 0.468 濒临失调

4.3  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显示甘肃省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

度，其介于 0 ～ 0.468。同时，2015—2019 年期间，甘肃省

两大系统整体呈现出 U1 ＜ U2 的情况。也就是说，甘肃省

的入境旅游流处于滞后型，即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

表 2  两大系统的评价指标

项目 指标

入境旅游流系统（X）

X1 人次 / 万人
X2 收入 / 万美元
X3 均停留时间 / 天
X4 均花费（美元 / 人天）

区域经济系统（Y）

Y1 GDP 总量 / 亿元
Y2 第三产业总量 / 亿元
Y3 人均 GDP/ 元
Y4 社会从业人员 / 万人

Y5 固定资产投资 / 亿元

Y6 邮电业务量 / 亿元
Y7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 亿元
Y8 财政收入 / 亿元
Y9 财政支出 / 亿元
Y10 进出口贸易总额 / 亿元
Y11 客运总量 / 万人

表 3  甘肃省两大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构建情况

项目 指标 权重指数

入境旅游流系统（X）

X1 0.381
X2 0.346
X3 0.162
X4 0.103

区域经济系统（Y）

Y1 0.071
Y2 0.083
Y3 0.072
Y4 0.251
Y5 0.096
Y6 0.093
Y7 0.088
Y8 0.052
Y9 0.056
Y10 0.067
Y11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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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甘肃经济发展的水平依然有待提升，以不断促进甘

肃省入境旅游的发展。而导致其入境旅游滞后这一问题的产

生，其原因主要包括 ：第一，旅游政策的实施和落实有待完

善 ；第二，旅游产品和品牌竞争力相对薄弱 ；第三，市场因

素的制约 ；第四，全域旅游未能惠及入境旅游。因此，为推

动甘肃省入境旅游的稳步快速发展，可采取以下举措：首先，

应借鉴中国其他省份关于促进入境旅游发展的相关政策，并

通过制定激励手段，落实旅游政策。其次，注重合作交流水

平的提升，并实施联合营销，以起到开拓市场和提升品牌竞

争力等效果。同时，还应注重旅游新产品的开发，并通过完

善营销平台等方式，加大产品的宣传，如官方微信营销、新

媒体营销等。最后，注重完善交通设施，从而为推动入境旅

游行业的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

5  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入境旅游获得了较大的

发展机遇，然而通过分析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

度，发现其整体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两大系统相互制约影响

还比较明显。而入境旅游行业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为推动入境旅游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旅游产品的创新，

并形成品牌化。同时，还需要对新兴国家市场进行大力开拓，

并通过精准营销，促使入境旅游向专业化、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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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那么被审计单位业务专家的回复意见存在蒙混过关、消

除审计问题的可能。多省并行的收入保障审计项目中，消除

审计问题的情况平均不超过 3 次，即将审计发现问题证明资

料研究力均值设定为 3。

根据工作实践统计，可以得出被审计单位审计谎言的

临界合力为 3+5+4+3=15，即如果超过 15，说明被审计单位

存在明显的审计谎言设计操作，而审计工作组通过上述 4 个

辨识流程，可以清晰地找到、剥离审计谎言的具体内容，这

样就给审计工作组提供了被审计单位试图掩盖问题的反向

追查线索，审计工作组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补充审计资料，验

证审计问题，优化数据统计模型，减小谎言影响，快速突破

工作瓶颈，有效提升现场工作效率。

2020 年移动公司的收入保障审计项目，通过使用这种

谎言动力学辨识方法，有效地解决了审计工作组对生产系统

底层逻辑不熟悉、海量生产数据统计难度高、被审计单位业

务专家干扰因素多等实际困难，至 7 月份完成了全部省份的

审计工作，确认、挽回的收入损失以及提出、警示的收入损

失风险合计超过十亿元，锻炼了审计队伍，取得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

5  结语

随着移动通信业务复杂度不断提升，内外部审计环境

日趋复杂，被审计单位迎审能力逐步提高，审计工作组需要

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尽力避免审计发现问题平庸化的情况。

这些困难的破解，需要一个实用的“谎言动力学”辨识方法。

书写本文前，笔者翻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但是审

计工作和牛顿动力学相结合、相借鉴或已实际应用的文献几

乎是空白。因为不同类型审计项目间，在项目组织、计划、

方案、实施、报告、结果应用等多个环节均有大量相似之处，

所以收入保障审计的“谎言动力学”方法需要根据实际工作

稍加变化，即可直接应用到工程审计、财务审计、IT 技术

审计等其他多种类型的审计项目中。希望这次跨学科的创新

尝试，能够起到奇效，推动审计方法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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