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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分析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协调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两者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模型，以国家、

地区、省份为划分层次，选取2010~2019年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相关数据，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茶叶

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时空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发

展水平均持续提升，但两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我国四大茶区整体来看耦合度较高，我国茶叶产

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呈现江南茶区 > 江北茶区 > 华南茶区 > 西南茶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

耦合协调等级除浙江省达到勉强协调外，其余17个省份均为失调状态，其中云南等八个省份属于旅游产

业滞后型，江苏等九个省份属于茶叶产业滞后型。最后，提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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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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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ndex system and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 respectively. Taking 
the country, region and province as the division level, the relevant data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
ism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9 are selected. With the help of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 the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analyzed em-
pir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continues to improve,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industries. As a whole,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e four tea areas in China is high,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s shown as Jiangnan tea 
area > Jiangbei tea area > South China tea area > Southwest tea area;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the tea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disordered except for Zhejiang Prov-
ince, among which eight provinces, such as Yunnan, belong to the tourism industry lag, and nine 
provinces, such as Jiangsu, belong to the tea industry lag. Finally,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n-
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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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茶产业与旅游产业都具有“无烟产业”和“朝阳产业”的美誉。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提升，单纯的

参观游览已经无法满足当今旅游者的需求，游客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在旅游过程中同时获得

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是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的最终目的。正是在这种驱动力的作用下，才促成茶产业与

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2016 年国家提出了“全域旅游”

的概念，号召我国旅游产业从传统“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进行转变，2018 年在国务院《关于促进

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想推进全域旅游的实现，就要持续推进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旅游

也是一种兼备绿色发展的产业，对上下游产业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2021 年中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农产品

生态维护与文化传承的作用，依托地区资源优势和区域特色农产品，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特色农业

产业是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实现农业现代化，有利于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和农业经济发展[1]。茶是地理环

境的产物，具有较强的地域性。茶产业连接着第一、二、三产业，由农业产业扩展到文化产业、旅游产

业等范畴，具备文化性、综合性、经济性[2]等特性，茶产业资源通过旅游开发转变成旅游资源，实现两

产业之间的资源融合。茶产业以茶叶生产资料、茶事活动、茶叶产品、茶园景观等作为旅游资源，拓展

了茶产业的发展空间，并且简单的农业生产活动变为了旅游产品，丰富了旅游产品类型，满足了游客的

多样化需求茶旅游产业的开发对于拉动茶产品消费、实现茶区群众收入的增长、推动茶叶市场健康发展

和茶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可融合的产业间往往具备产品和技术的可替代性[1]或一定程度的关联性[2]。其带来的结果是原有产

业的企业间竞合关系发生了改变，并使产业边界变得模糊[3]甚至重新划分产业界限[4]。农业具有生产和

生态等基本功能[5]，农业与旅游的融合，本质上是产业的交叉融合过程[6]。农旅融合不仅有利于农旅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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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源于 1850 年的德国“市民乐园”[7]，我国的农旅融合萌芽于 20 世纪 80 年代[8]。学者们认为农业

与旅游业的融合催生了农业旅游业态[9]；为旅游扶贫提供机会[10]、有助于支持农业家庭的生存[11]。以

Busby [9]等提出农业和旅游业融合是农业可持续和多元化发展的一种方式并且对城市和乡村的交流和融

合有重要作用。Fleischer A [12]等从微观上研究了旅游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发展农业旅游可以从环境、

经济等各方面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益。茶旅融合在国内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茶文化旅游是什么，其阐释主要关乎于茶文化旅游概念与类型的划分，学术界认为茶文化旅游

是一种涵盖全方面、多维度的新型旅游形式[13] [14] [15] [16]；二是关于怎么开发茶文化旅游，分析与探

讨的主要内容为茶旅融合的开发模式，基于特殊的市场需求和地理因素设计出的旅游产品可以为茶园观

光游、茶叶公园游、茶乡生态探幽、茶节庆等多种形式[17] [18] [19] [20]；三是开发什么样的茶文化旅游，

其主要是针对于茶旅融合过程中的现状、问题的对策研究[21] [22] [23]。 
关于耦合发展的案例研究，Gal Y 以以色列为例分析了农业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协同问题，并提

出了耦合仿真模型[24]；周彬等人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采用耦合度模型测算耦合协调度，最后再运用

Logistic 模型对其 2016~2025 年的耦合协同发展情况作出了预估[25]；吴清等人等利用 GIS 空间化技术方

式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定量研究了广东 21 个地级市旅游业–经济–自然生态三者

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26]。 
从上述文献可知，目前关于特色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的研究较少且多为定性分析，茶叶产业与旅游产

业融合的研究主要从发展现状、模式、资源评价等方面展开，针对中国整体范围内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的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分析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动力机制，构建耦

合协调度模型，以国家、地区、省份为划分层次，对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度进行测量，并从时间

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3. 研究区域概述 

本文分为从国家、地区以及各地省域三个层次展开，国家层次的茶旅融合的研究区域集中为中国大

陆地区；我国的茶叶产区分布区域较为广泛，针对茶旅耦合研究确定了西南、华南、江南以及江北茶区；

根据省域层次确定了 19 个区域，分别为甘肃、陕西、河南、山东、西藏、福建、海南、云南、贵州、四

川、重庆、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些地区的茶叶种植面积

几乎占据全国茶叶产业的 98%以上，作为我国重要的产茶地区，具有代表性(见图 1)。 
 

 
Figure 1. Study area distribution 
图 1. 研究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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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与方法 

4.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基于评价指标的客观科学、系统性以及可获得性等选取原则，在参考前人的基础上[27] [28] [29]，
构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1)，选取的指标应反映两大产业的资源基础、产业规模和

经济效益，主要指标内容见表 1。指标权重对研究结果影响很大，根据文献资料和研究内容，以熵值法

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占比。熵值法能够依据指标的浮动程度，比较客观的确定其具体权重值，为研究对

象提供客观真实的综合评价依据。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表 1. 中国茶叶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茶叶产业 

茶叶产业经济 茶叶农业产值(X1) 亿元 

茶叶产业基本情况 

茶叶产量(X2) 吨 

年末实有茶园面积(X3) 千公顷 

本年采摘面积(X4) 千公顷 

全国百强茶企(X5) 个 

旅游产业 

总体规模 
入境旅游人数(Y1) 万人次 

国内旅游人数(Y2) 万人次 

基础条件 

星级饭店合计(Y3) 个 

住宿业企业数(Y4) 个 

旅行社单位数(Y5) 个 

旅游景区总数(Y6) 个 

经营状况 

国内旅游收入(Y7) 亿元 

入境旅游收入(Y8) 亿美元 

旅游总收入(Y9) 亿元 

4.2. 数据来源 

为了更加系统准确的对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进行分析，根据茶叶产业发展

系统与旅游系统的 14 个评价指标，选取了 2010~2019 年 10 年间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归纳整理。

具体数据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参考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茶叶统

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2) 数据库网站：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网站、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由于个别数据的缺失值，考虑到临近年份的数据较为接近，因此采用临年数据的均值补入。在计算

国家层面耦合度时，由于全国百强茶企历年指标相同，并无实际意义，所以将其剔除。 

4.3. 数据分析方法 

4.3.1. 综合水平评价模型 
本文以熵值法为研究基础，对每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可通过线性加权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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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产业： 

1tea tea iji
mU W Y
=

= ∑                                     (1) 

旅游产业： 

1tour tour ij
m
iU W Y
=

= ∑                                    (2) 

公式中，Utea表示茶叶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函数，Utour表示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函数，U1、U2取值

范围为[0, 1]，计算所得数值越高，代表该产业的发展水平越好。 

4.3.2. 同步性模型 
同步性计算的是两个系统之间的相对关系，测算出二者的同步性，该模型能够弥补耦合度和耦合协

调度所不能展现出的平衡。 

tea

tour

U
P

U
=                                       (3) 

4.3.3. 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1) 耦合度 
在借鉴物理学关于容量耦合系统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进行降维处理得到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

函数，计算公式如下： 

( ){ }2
2

tea tour

tea tour

U U
C

U U

×
=

+
                               (4) 

其中，C表示为两系统的耦合度，C值位于[0, 1]之间。 
2) 耦合协调度 
由于耦合度仅能反映两系统之间的作用强度而不区分利弊，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它能体现

两个系统之间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D C T= ×                                   (5) 

tea tourT U Uα β= +                                 (6) 

公式中，T表示整体协调，待定α 、 β 系数，它们分别表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各自的重要程度，考虑

到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故取 0.5α β= = ；D表示耦合协调度， [ ]0,1D∈ ，

越趋近于1，表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程度越好。 

4.3.4. 评价标准和权重确定 
本文本研究参考李雅等[30]、王丽芳等[31]学者对于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

将耦合协调度水平划分为10个等级(见表2)。 
 
Table 2.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 2. 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序号 可接受程度 D 类型 

1 
失调衰退区(不可接受) 

0~0.29 

0~0.09 极度失调衰退区 

2 0.1~0.19 严重失调衰退区 

3 0.2~0.29 中度失调衰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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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4 
过渡区(勉强接受) 

0.3~0.59 

0.3~0.39 轻度失调衰退区 

5 0.4~0.49 濒临失调衰退区 

6 0.5~0.59 勉强耦合协调区 

7 

耦合协调区(可接受) 
0.6~1.00 

0.6~0.69 初级耦合协调区 

8 0.7~0.79 中级耦合协调区 

9 0.8~0.89 良好耦合协调区 

10 0.9~1.00 优质耦合协调区 

4.3.5.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计算方法 
其确定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求指标的比重 ijA ： 

1

ij
nij

iji

X
A

X
=

=
∑

                                    (7) 

第二步，计算熵值 jb ： 

1

1 ln ,0 1
lnj ij i

n
j jib A A b

n =
= − ≤ ≤∑                            (8) 

第三步，计算差异性系数 jc  
1j jc b= −                                      (9) 

第四步，定义指标权重 

1

, 1, 2,3, ,j
j m

ji

c
W j m

c
=

= =
∑

                            (10) 

5. 研究结果与分析 

5.1. 指标权重的计算 

依据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模型，以我国整体实证样本，通过熵值法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在数据处

理方面，关于茶叶产业的全国百强企业在计算全国茶旅融合指标权重时，属于无效指标，所以将其剔除。

表 3 所示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评价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Table 3. Weights of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表 3. 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指标权重 

茶指标(权重) 旅游指标(权重) 

X1 0.28 Y1 0.10 Y6 0.09 

X2 0.26 Y2 0.09 Y7 0.15 

X3 0.21 Y3 0.10 Y8 0.10 

X4 0.25 Y4 0.16 Y9 0.10 

  Y5 0.10   

 
以我国四大茶区为实证样本，先通过熵权法算出各指标的权重，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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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Index weights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four tea areas 
表 4. 四大茶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指标权重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X1 0.12 0.16 0.20 0.17 0.16 0.16 0.17 0.16 0.16 0.18 

X2 0.19 0.25 0.21 0.21 0.23 0.23 0.24 0.22 0.22 0.23 

X3 0.20 0.22 0.19 0.21 0.24 0.24 0.24 0.23 0.23 0.25 

X4 0.14 0.18 0.18 0.16 0.19 0.16 0.15 0.14 0.24 0.19 

X5 0.35 0.19 0.23 0.25 0.18 0.21 0.20 0.24 0.16 0.15 

Y1 0.10 0.12 0.14 0.10 0.11 0.09 0.08 0.10 0.10 0.11 

Y2 0.13 0.12 0.12 0.16 0.16 0.19 0.17 0.15 0.16 0.17 

Y3 0.11 0.11 0.12 0.12 0.12 0.12 0.15 0.12 0.12 0.12 

Y4 0.11 0.11 0.10 0.13 0.12 0.11 0.13 0.12 0.11 0.12 

Y5 0.08 0.09 0.08 0.07 0.07 0.07 0.06 0.06 0.07 0.07 

Y6 0.09 0.09 0.09 0.09 0.10 0.10 0.08 0.08 0.08 0.10 

Y7 0.10 0.10 0.10 0.09 0.09 0.08 0.08 0.08 0.08 0.08 

Y8 0.14 0.15 0.16 0.16 0.14 0.15 0.14 0.15 0.15 0.13 

Y9 0.14 0.10 0.10 0.08 0.09 0.09 0.12 0.14 0.13 0.11 
 

依据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模型，以我国 19 个产茶省份为实证样本，通过熵值法算出各评价指标的

权重，各省份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Weight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dexes in each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表 5. 2010~2019 年各省份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各指标的权重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X1 0.20 0.19 0.18 0.19 0.2 0.2 0.2 0.21 0.21 0.21 

X2 0.17 0.15 0.16 0.16 0.17 0.18 0.18 0.19 0.19 0.19 

X3 0.16 0.15 0.15 0.16 0.17 0.17 0.17 0.18 0.18 0.19 

X4 0.31 0.29 0.31 0.29 0.27 0.26 0.26 0.24 0.24 0.24 

X5 0.16 0.22 0.2 0.19 0.2 0.18 0.18 0.18 0.18 0.18 

Y1 0.03 0.06 0.18 0.08 0.09 0.09 0.1 0.09 0.09 0.09 

Y2 0.22 0.18 0.18 0.26 0.25 0.24 0.25 0.24 0.24 0.24 

Y3 0.07 0.07 0.06 0.07 0.07 0.07 0.07 0.06 0.06 0.06 

Y4 0.25 0.34 0.17 0.21 0.22 0.22 0.2 0.23 0.22 0.2 

Y5 0.07 0.1 0.06 0.06 0.07 0.07 0.07 0.08 0.07 0.08 

Y6 0.05 0.05 0.06 0.07 0.07 0.05 0.06 0.06 0.06 0.06 

Y7 0.04 0.06 0.07 0.08 0.08 0.1 0.11 0.1 0.13 0.12 

Y8 0.07 0.07 0.07 0.09 0.07 0.08 0.08 0.08 0.08 0.08 

Y9 0.2 0.07 0.15 0.08 0.08 0.08 0.07 0.06 0.06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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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茶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及同步性研究 

图 2 展示 2010~2019 年十年间中国的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从图中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总体上发展水平呈现增长趋势，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 年，中国茶叶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属于茶

叶产业发展滞后性；2011~2012 年，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基本发展同步，表现为两产业间的平稳发展状

态；2013~2019 年，中国旅游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属于旅游产业发展滞后型。这表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

业综合发展水平处于初级耦合阶段，两产业之间尚未呈现出明显的协调发展状态。 
 

 
Figur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图 2. 中国 2010~2019 年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 
 

表 6 为四大茶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同步性类型及发展能力排序由表可以得知：① 江南茶区同步性

类型属于同步发展型，并且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能力均排在第一，可以得知江南茶区两产业同步发

展、共同发展；② 江北茶区和西南茶区同步性类型分别属于茶叶产业滞后型和旅游产业滞后型，江北茶

区旅游产业领先于茶叶产业，可以借助旅游产业为茶叶产业提供发展的平台；而西南茶区没有良好的旅

游资源，茶叶产业领先于旅游产业，可以充分利用茶叶产业发展多样化的旅游形式；③ 华南茶区属于茶

叶产业滞后型，但在综合能力排序上看，两大产业均排名靠后，可见华南茶区两大产业发展在四大茶区

中较为靠后。 
 
Table 6. Synchronization types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ranking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four tea areas 
表 6. 四大茶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同步性类型及发展能力排序 

地区 同步性类型 茶叶产业综合能力排序 旅游产业综合能力排序 

江南茶区 同步发展型 1 1 

江北茶区 茶叶产业滞后型 4 2 

西南茶区 旅游产业滞后型 2 4 

华南茶区 茶叶产业滞后型 3 3 
 

图 3 展示了在中国省域层次以茶叶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值为研究样本进行的中国茶叶产

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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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mparison of mean valu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each province 
图 3. 各省茶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值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值对比 
 

通过对比分析 2010~2019年十年间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省份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值，

将各省的茶旅产业综合发展划分了 3 个梯队：第一梯队(10 年平均旅游产业综合值或平均茶叶产业综合

值大于 0.6)有云南、广东、福建，广东作为唯一一个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值超过 0.6，云南和福建

在茶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值上超过 0.6，但福建远高于云南，差距较为明显，综合发展水平位居第一；

第二梯队(10 年平均旅游产业综合值或平均茶叶产业综合值大于 0.3，小于 0.6)有贵州、四川、浙江、

安徽、江苏、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其中，其中浙江在旅游产业综合发展均值及茶叶产业综合发

展均值同时达到第二梯队水平，贵州、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仅在茶叶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

值上超过 0.3，湖北和四川均值相近，超过其他省份。江苏和山东则是以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均值位

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10 年平均旅游产业综合值或平均茶叶产业综合值小于 0.3)有云南、贵州、四川、

重庆、安徽、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甘肃、陕西、河南、山东、西藏。

其中，重庆、江西、广西、海南、甘肃、陕西、西藏 10 年平均旅游产业综合值或平均茶叶产业综合值

均小于 0.3。 
由图 4 可知，我国大多产茶省份处于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不平衡发展模式，目前只有河南、江西、

浙江处于茶旅产业同步发展型，沿海产茶省份大多是茶叶产业滞后型，主要区域经济主要趋向于旅游

产业的发展；内陆产茶省份大多属于旅游产业滞后型，旅游产业不发达，地区农业优势明显，助推茶

叶产业发展。 

5.3. 耦合协调度实证结果与分析 

5.3.1. 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 
图 5 是 2010~2019 年十年的茶旅产业耦合协调度曲线，从图中数据分析结果可知，中国茶叶产业

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两大产业耦合协调程度经历了失调衰退区(不可接受)、过

渡区(勉强接受)、耦合协调区(可接受)。基于耦合协调区域的划分以及波动特点，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2010~2011 年，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从失调衰退区到过渡区，此阶段处于轻度失调衰退区；2012~2014
年，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区域从过渡区转换为耦合协调区，该时期处于中度耦合阶段；2015~2019 年，

两大产业一直处于耦合协调区，表明两产业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不断耦合，增强

了相互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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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verage distribution of synchrony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ea tourism industry in tea-producing 
provinces 
图 4. 产茶省份茶旅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同步性均值分布图 
 

 
Figure 5.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urve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9 
图 5. 2010~2019 年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曲线 
 

如图 6 所示的四大茶区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图，2010~2019 年，我国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

调度呈现江南茶区 > 江北茶区 > 华南茶区 > 西南茶区，从耦合协调度的增长率角度，四大茶区在十年

间相对保持平稳，江南茶区茶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由 2010 年 0.9364 下降到 2019 年的 0.8042，是十年间耦

合协调度唯一下降的茶区，可能由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缘故；江北茶区茶旅产业耦合协调度从 2010 年

的 0.5439 上升到 2019 年的 0.6506，上升趋势最为明显；西南茶区耦合协调度增长了 0.0934；华南茶区

耦合协调度增长了 0.0572；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度为江北茶区 > 西南茶区 > 华南茶区 > 江南茶区，各

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增长率呈现较大的差异。 
基于 ECXEL 软件绘制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雷达图(图 7 所示)可知：从协调度水平来看，2010

年仅有福建和浙江达到了耦合协调区的初级耦合发展阶段，2014 年，云南、四川、安徽、湖北、广东达

到了初级耦合发展阶段，仅有福建省跨越进入中级耦合发展阶段；2019 年，进入中级耦合发展阶段仅有

云南省。2010、2014、2019 年西藏耦合协调度最小，处于极度失调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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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Variation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four tea areas 
图 6. 四大茶区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图 
 

 
Figure 7.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ea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2010, 2014, 2019) 
图 7. 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2010、2014、2019 年) 

5.3.2. 耦合协调度时空分析 
根据前文公式，计算出 2010、2014、2019 年我国 4 个茶区、19 个产茶省份茶旅产业的耦合度、耦

合协调度、同步性指数，并对耦合协调等级和产业同步发展类型进行判别，见表 7、表 8。 
 

Table 7.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ea tourism industry in four tea areas in 2010, 2014 and 2019 
表 7. 2010 年、2014 年、2019 年四大茶区茶旅产业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2010 年 2014 年 2019 年 

茶区 D P 协调等级 同步类型 D P 协调等级 同步类型 D P 协调等级 同步类型 

江南茶区 0.94 0.91 优质耦合 同步发展型 0.85 0.98 良好耦合 同步发展型 0.80 0.81 良好耦合 茶叶产业

滞后型 

江北茶区 0.54 0.18 勉强耦合 茶叶产业滞

后型 
0.65 0.42 初级耦合 茶叶产业滞

后型 
0.65 0.43 初级耦合 茶叶产业

滞后型 

西南茶区 0.39 13.77 轻度失调 旅游产业滞

后型 
0.36 24.85 轻度失调 旅游产业滞

后型 
0.48 11.81 濒临失调 旅游产业

滞后型 

华南茶区 0.52 0.72 勉强耦合 茶叶产业滞

后型 
0.59 0.58 勉强耦合 茶叶产业滞

后型 
0.57 0.64 勉强耦合 茶叶产业

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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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ea tourism industry in 19 tea-producing provinces in 2010, 2014 and 
2019 
表 8. 2010 年、2014 年、2019 年 19 个产茶省份茶旅产业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2010 年 2014 年 2019 年 

省份 D P 协调等级 同步类型 D P 协调等级 同步类型 D P 协调等级 同步类型 

云南 0.54 4.32 勉强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4 2.85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72 2.59 中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贵州 0.36 2.87 轻度失调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48 2.21 濒临失调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2 2.07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四川 0.54 3.04 勉强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4 1.88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8 1.79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重庆 0.28 1.22 中度失调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29 0.50 中度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32 0.58 轻度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浙江 0.67 1.46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8 0.86 初级耦合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67 1.03 初级耦合 同步发展

型 

安徽 0.51 2.72 勉强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1 1.62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0 1.37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江苏 0.49 0.10 濒临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44 0.14 濒临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43 0.15 濒临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湖南 0.46 1.80 濒临失调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53 2.37 勉强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55 1.74 勉强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湖北 0.53 3.00 勉强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4 1.98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5 2.44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江西 0.34 1.57 轻度失调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38 1.02 轻度失调 同步发展

型 
0.44 0.59 濒临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广东 0.53 0.26 勉强耦合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61 0.18 初级耦合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68 0.28 初级耦合 茶叶产业

滞后型 

广西 0.33 0.88 轻度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40 0.57 濒临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48 0.48 濒临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福建 0.60 6.14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70 3.19 中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69 2.84 初级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海南 0.10 0.08 严重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09 0.05 极度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15 0.34 严重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甘肃 0.15 0.19 严重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16 0.09 严重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17 0.08 严重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陕西 0.36 1.42 轻度失调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44 0.77 濒临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48 0.72 濒临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河南 0.46 1.06 濒临失调 同步发展

型 
0.57 1.32 勉强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0.59 1.27 勉强耦合 旅游产业

滞后型 

山东 0.39 0.20 轻度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38 0.09 轻度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41 0.13 濒临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西藏 0.02 0.03 极度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03 0.02 极度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0.05 0.02 极度失调 茶叶产业

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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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划分区间标准，通过 ArcGIS10.2 平台，对 2010、2014、2019 年耦合度和耦合协

调度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得到四大茶区及省域之间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演化图。 
 

 

 

 
Figure 8.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ea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s four tea regions 
(2010, 2014, 2019) 
图 8. 中国四大茶区茶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分布格局(2010、2014、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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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 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2010~2019 年间，江南茶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并且耦合状态良好，

均处于耦合协调区；西南茶区处于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失调衰退大类；并且经过 5 年的发展期，江北

茶区由“勉强耦合协调区”成长为“初级耦合协调区”，并且此等级延续至 2019 年；华南茶区在 2010~2019
年间并没有变化，十年间均处于“勉强耦合协调区”，发展空间很大。 
 

 

 

 
Figure 9.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ea tourism industry in 19 tea-producing provinces 
in China (2010, 2014, 2019) 
图 9. 中国 19 个产茶省份茶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分布格局(2010、2014、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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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茶旅产业融合的空间分布图(图 9)可知，2010 年仅有浙江省和福建省处于初级耦合协调区，安徽、

湖北、广东、四川、云南则处于勉强耦合协调区，其它产茶省份处在失调衰退区和过渡区；2014 年，原

先的初级耦合协调区迅速扩张，安徽、湖北、广东、四川、云南从勉强耦合协调区的阵营转换为初级耦

合协调区阵营，福建在 2014 年达到了中级耦合协调区；2019 年，耦合协调区域并没有呈现较大幅度的

改变，初级耦合协调区将安徽替换为贵州，安徽处于勉强耦合协调区，而 2019 年云南则是唯一处于中度

耦合协调区的省份，福建处于初级耦合协调区。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在产业融合和产业耦合理论的指导下，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中国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效果，

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两产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区域性和地域性失衡，区域协同性较差，浙江、江西、河南产业区域协同效应较好。 
第二，各个茶区茶产业与旅游产业同步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江南地区产业融合趋势明显，而

华南茶区两大产业发展在四大茶区中较为靠后。但各个茶区内茶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均具有波动增长的

趋势，茶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促进、相互支撑。 
第三，中国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呈现较慢的上升趋势，从整体来看，中国茶叶产业与旅

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较低，还处于融合的初级阶段。本文将中国 19 个产茶省份茶旅产业耦合协调等级可

以划分为 4 个区域，第一区域为耦合协调区(云南、贵州等 8 个省份)，第二区域为过渡区(重庆、江苏等

8 个省份)，第三区域为失调衰退区(海南、甘肃、西藏)。 

6.2. 建议 

一、创新理念引导，科学规划布局 
地方政府应当营造有利于茶旅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对现有资源进行顶层设计，合理规划人文

资源和自然资源，使其和谐共生；同时对市场环境进行引导，完善市场监管制度，避免茶旅产业出现“井

喷式”现象，保证茶旅产业的生命力，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政府可以建立专项基金，通过扶

持具有影响力的大型茶叶企业，为中小型茶叶企业提供必要的发展资金，引导企业开发茶叶品牌，实现

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政府应当制定政策为茶产业和旅游产业减轻税收或免除税收。通过政府的

引导者和监管者的角色，为茶旅产业提供开源节流式的大环境，有利于龙头企业的创新发展，同时也促

进中小型企业扩大发展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深入挖掘整合区域资源，开发特色茶文化旅游产品 
要实现茶叶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首先要打好产业基础，茶叶产业方面，要在资金、技

术、人才上加大投入，积极发展生态茶园、有机茶园，提高茶叶产业机械化、标准化水平，树立品牌意

识，打造地区性甚至全国性茶叶品牌，提高茶叶知名度，创造产业价值。旅游产业方面，当下旅游产业

发展势头迅猛，要落实“旅游+”战略，积极主动了解游客旅游需求，开发多样化旅游产品，在旅游路线

中注入受当下游客青睐的绿色、健康、环保、文化、教育、养生等元素，有效满足市场需求。其次，在

发展好茶叶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基础上，茶叶产业和旅游产业间要加深联系和交流，发挥旅游产业的带动

作用，因地制宜地发展茶文化旅游，开发生态观光茶园、茶叶庄园、茶叶特色小镇等项目，推进茶旅产

业进一步地耦合协调发展。 
三、积极利用“互联网+”和新科技，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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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产业间的壁垒变得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的加持。如今

“互联网+”技术发展如火如荼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与大多数产业发生联系，产生大量的需求，茶产业和

旅游产业也不例外。“互联网+”的特点就是智能化和便捷性，通过对茶旅产业和互联网技术等新技术的

结合，可以使得茶园管理更加智能，打造智慧茶园；将茶文化旅游景观和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结合，

实时收集游客的需求和信息，能够使得景区管理更加有效便捷，也有利于提升游客观光过程中的舒适度

和幸福感。其次，通过互联网手段对茶文化旅游进行宣传，如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针对潜在

消费者推送茶文化旅游信息，同时在社交软件和短视频平台上推送茶文化旅游的多媒体信息，利用现代

人的碎片化时间对茶文化以及旅游景观进行科普，能够增加民众对茶旅产业这种新型产业的了解，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茶旅产业知名度较低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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