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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关联分析
*

柴国君，陈通
(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300073)

提 要: 为探寻内蒙古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文中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

探讨了内蒙古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研究结论表明: 内蒙古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

度呈现" S"型动态分布，"协调 － 磨合 － 协调" 是其基本规律。据此，文中提出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文化产业

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人才开发、政策制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另一方面要强化文化产业的渗透力，发挥其集

聚效应和衍生效应，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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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是朝阳产业、绿色产业，产业关联性强，涵盖行业面广，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

支撑，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作为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加快

城镇化进程、发展非公经济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中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和耦合模型，具体研究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之间的互动耦合关系，试

图揭示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的规律。这对内蒙古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的耦合发展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和理

论意义。

1 研究区域概况

近年来，内蒙古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文化产业的迅猛崛起，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活

力，业已形成推动区域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或缺的文化软实力。尤其是 "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得

显著成绩，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的政策，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构建了特色产

业体系，形成了特色空间布局，达到了一定的产业规模。2012 年，自治区文化产业增加值 220． 66 亿元，占

全区 GDP 比重为 1． 39%，形成了以文化产品生产销售业、新闻出版业、影视制作放映业、文艺演出业、网络

文化业、文化旅游业、娱乐业、广告业、文化会展业、工艺美术业等为主体，由本体产业、交叉产业、延伸产业

综合构成的文化产业体系。自治区初步形成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区域和

以呼伦贝尔市、赤峰市、巴彦淖尔市等盟市为区块的特色文化产业带，建成了 5 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和 34 家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培育了东联集团、响沙湾、力王、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呼市演艺集

团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建成了以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会展中心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文

化产业重大项目。

2 材料与研究方法

2． 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中的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9 － 2014《内蒙古统计年鉴》。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全面性，以及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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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文化产业竞争力的衡量指标［1 － 3］，如表 1 所示，依据《内蒙古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指标，文中选

取了经济总量和经济水平两个二级指标，并涉及 GDP ( Y1，亿元)、第三产值总值 ( Y2，亿元)、人均 GDP
( Y3，元) 三个三级指标，选取了资源要素、开发能力、人力资源、产业规模、社会条件和市场需求等六个二

级指标，并涉及百万人有博物馆( X1，个)、文化产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X2，万元)、文化产业年末职工人数
( X3，人)、文化产业职工平均工资( X4，元)、文化产业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 X5，% )、文化产业 50 万

元以上项目建成投产率( X6，% )、地方财政用于文化产业支出( X7，万元)、城镇居民人居文化产业支出
( X8，元) 等 8 个三级指标。各指标的权重采用熵权法进行确定。

表 1 2008 － 2013 内蒙古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标数据

Table 1 Indicators of Inner Mongolia cultural indust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2008 － 2013

时间

区域经济指标系统 文化产业指标系统

经济总量
经济

水平

资源

要素

开发

能力
人力资源 产业规模

社会

条件

市场

需求
Y1 Y2 Y3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2008 7761． 8 2583． 79 32214 1． 5 664821 32395 27947 1． 4 69． 9 316243 1383． 53
2009 9740． 25 3696． 65 40282 1． 9 491415 32519 32689 0． 9 68． 2 473307 1504． 36
2010 11672 4209． 02 47347 2． 2 884134 32921 37935 1． 2 61． 2 529560 1641． 17
2011 14359． 88 5015． 89 57974 2． 4 929202 32179 44638 1． 1 63． 4 687790 1812． 07
2012 15880． 58 5630． 5 63885 2． 6 882158 32505 50163 1． 1 69． 5 872054 1971． 78
2013 16832． 38 6148． 78 67498 2． 9 1130462 34491 52602 1． 1 68 880481 2039

注:《内蒙古统计年鉴》没有"文化产业"这一统计指标，与此相近的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据此，文中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相关指标数据来表现"文化产业"的发展变化。

2． 2 研究方法
2． 2． 1 灰色关联研究方法

邓聚龙创立的灰色关联性理论的优势就是在系统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找到系统中各要素对目标值

的重要性，为决策提供精度较高的数据分析依据［4］。灰色关联理论通过对研究对象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

比较，形成了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该方法的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 1) 确定灰色分析数列。灰色分析数列是由参考数列和相关数列构成的，参考数列就是系统中的目

标值数列，相关数列是影响目标值的各个相关要素数列［5］。
设参考数列为: Zi = { Zi ( 1) ，Zi ( 2) ，…，Zi ( k) } ，i = 1，2，…n，在文中将区域经济系统各指标数据作为

参考数列。
相关数列为: Zj = { Zj ( 1) ，Zj ( 2) ，…，Zj ( k) } ，i = 1，2，…m，在文中将文化产业系统各指标数列作为相

关数列。
( 2) 灰色关联系数和关联度的计算。记△ij = | Zi ( k) － Zj ( k) | k = 1，2，…n
那么参考数列 Zi 在 K 点的灰色关联系数为:

Zij ( k) =
min
i
min
j
△ij ( k) + a max

i
max
j
△l ( k)

△ij ( k) + a max
i
max
j
△l ( k)

( 1)

其中: a［0，1］为分辨率系数，通常取值为 0． 5。对于两个系统或系统中两个因素之间，随时间或不同

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程度，称为关联度［5］。灰色关联度的计算公式为:

Yij ( k) = 1
n Σ

n

k = 1
( Zij ( k) ) ( 2)

区域经济系统和文化产业系统之间的灰色关联度体现了二者各指标数据之间以及指标数据与系统之

间的关联性程度。关联度的取值范围为 0 － 1，其中当 0 ＜ Yij ( k) ≤ 0． 35 时，表示区域经济系统和文化产

业系统之间低关联度; 当 0． 35 ＜ Yij ( k)≤0． 6 时，为中关联度; 0． 6 ＜ Yij ( k) ≤0． 85，为较高关联度; 当 0． 85
＜ Yij ( k) ＜ 1，为高关联度; 当 Yij ( k) = 0，表示无关联度，当 Yij ( k) = 1，表示完全关联度。
2． 2． 2 耦合度模型

区域经济系统和文化产业系统是通过其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使得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

耦合度模型是对于这种作用的度量［6］。借鉴相关研究成果［7 － 10］，区域经济 － 文化产业系统关联耦合度模

型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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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 c1 × c2 ) / ( Π( c1 + c2 ) ) ) 1 /2，C( 0，1) ( 3)

式中: c1 为区域经济系统序参量，c1 = Σ
m

i = 1
Zij ( k) λij，Σ

m

j = 1
λij = 1。c2 为文化产业系统序参量，Σ

n

j = 1
Zij ( k) λij，

Σ
n

i = 1
λij = 1。

在区域经济系统和文化产业系统的发展水平都处于低级阶段，根据公式( 3) ，也可能出现二者的高耦

合度的情况，即耦合度模型很难反映出上述两个系统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为此，文中引入耦合协调度模

型，以便更好反映出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D = ( C × T) 1 /2 ( T = ac1 + bc2 ) ( 4)

式中: D 为耦合协调度，T 为文化产业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发展协

调指数，a、b 为待定系数，这里分别赋值为 0． 4、0． 6。

3 结果与分析

3． 1 研究结果

由于表 1 中各指标数据的统计单位不一致，不同指标之间的数据

很难进行量化比较，因此，为了研究的需要对表 1 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

处理，并利用公式( 1)、( 2) 对所得无量纲化处理后数据进行计算，可以

获得区域经济系统 － 文化产业系统灰色关联系数和关联度( 表 3)。

表 2 耦合协调度分类［12］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序号 协调度区间 协调等级

1 0 ～ 0． 1 极度失调

2 0． 1001 ～ 0． 2 严重失调

3 0． 2001 ～ 0． 3 中度失调

4 0． 3001 ～ 0． 4 轻度失调

5 0． 4001 ～ 0． 5 濒临失调

6 0． 5001 ～ 0． 6 勉强协调

7 0． 6001 ～ 0． 7 初级协调

8 0． 7001 ～ 0． 8 中级协调

9 0． 8001 ～ 0． 9 良好协调

10 0． 9001 ～ 1 优质协调

表 3 区域经济系统 － 文化产业系统灰色关联系数( 关联度)

Table 3 Gray correlation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年份 指标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关联度 合计

2008

Y1 1 0． 76 0． 57 1 0． 39 0． 52 0． 87 0． 76 0． 73
Y2 0． 88 0． 7 0． 54 0． 88 0． 39 0． 5 1 0． 7 0． 7
Y3 1 0． 76 0． 57 1 0． 39 0． 52 0． 87 0． 76 0． 73

关联度 0． 96 0． 74 0． 56 0． 96 0． 39 0． 51 0． 91 0． 74

2009

Y1 0． 67 0． 4 0． 33 1 1 0． 33 1 0． 5 0． 65
Y2 1 0． 33 0． 4 0． 67 0． 67 0． 4 0． 67 0． 67 0． 6
Y3 0． 78 0． 78 0． 47 1 1 0． 47 1 0． 64 0． 77

关联度 0． 82 0． 5 0． 4 0． 89 0． 89 0． 4 0． 89 0． 6

2010

Y1 0． 6 0． 33 0． 43 1 0． 33 1 0． 6 0． 6 0． 61
Y2 0． 6 0． 33 0． 43 1 0． 33 1 0． 6 0． 6 0． 61
Y3 0． 6 0． 33 0． 43 1 0． 33 1 0． 6 0． 6 0． 61

关联度 0． 6 0． 33 0． 43 1 0． 33 1 0． 6 0． 6

2011

Y1 0． 6 1 0． 33 0． 6 0． 33 0． 33 0． 6 0． 6 0． 47
Y2 1 0． 5 0． 33 1 0． 33 0． 5 0． 33 1 0． 56
Y3 0． 75 1 0． 5 0，75 0． 5 0． 5 0． 75 0． 75 0． 69

关联度 0． 78 0． 83 0． 39 0． 78 0． 39 0． 44 0． 56 0． 78

2012

Y1 0． 64 0． 64 0． 47 1 0． 47 0． 54 0． 78 0． 64 0． 65
Y2 0． 64 0． 64 0． 47 1 0． 47 0． 54 0． 78 0． 64 0． 65
Y3 0． 64 0． 64 0． 47 1 0． 47 0． 54 0． 78 0． 64 0． 65

关联度 0． 64 0． 64 0． 47 1 0． 47 0． 54 0． 78 0． 64

2013

Y1 1 1 0． 43 0． 75 0． 33 0． 43 0． 6 0． 46 0． 63
Y2 0． 78 0． 78 0． 41 1 0． 33 0． 41 0． 78 0． 47 0． 62
Y3 1 1 0． 43 0． 75 0． 33 0． 43 0． 6 0． 46 0． 63

关联度 0． 93 0． 93 0． 42 0． 83 0． 33 0． 42 0． 66 0． 46
总计 关联度 0． 70 0． 66 0． 68 0． 51 0． 73 0． 64

经 济 总

量( 包含

Y1 和

Y2 ) 和文

化 产 业

的 关 联

度 为 0．
62; 经 济

水平( 包

含 Y3 )

和 文 化

产 业 的

关 联 度

为 0． 68．

采用熵权法计算获得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 － 文化产业系统耦合协调度权重( 表 4)。
表 4 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 － 文化产业系统耦合协调指标权重

Table 4 Ｒegional economic system － the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dicators and weights in Inner Mongolia
区域经济指标系统 文化产业指标系统

权 Y1 Y2 Y3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重 0． 26 0． 42 0． 32 0． 031 0． 183 0． 114 0． 124 0． 215 0． 120 0． 141 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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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表 3 和表 4 所示的指标数据和权重，由计算公

式( 3) 和( 4) 可得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 － 文化产业系统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表 5)。同时根据表 2 进一步分年

度判断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等级。
3． 2 结果分析
3． 2． 1 主因素分析

由表 3 可知，除个别年份的个别指标之间的关联度

低于 0． 35，绝大部分指标之间的关联度都大于 0． 6，属于

较高关联度，即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各指标与文化产业

系统各指标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二者及其内部各要素

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如下:

表 5 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 － 文化

产业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Table 5 Coupling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of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egree
of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in Inner Mongolia

时间 C1 C2 C D 耦合协调度等级

2008 0． 72 0． 67 0． 6 0． 64 初级协调

2009 0． 68 0． 58 0． 56 0． 59 勉强协调

2010 0． 61 0． 57 0． 54 0． 56 勉强协调

2011 0． 59 0． 59 0． 54 0． 57 勉强协调

2012 0． 65 0． 64 0． 58 0． 61 初级协调

2013 0． 63 0． 6 0． 56 0． 59 勉强协调

( 1) 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内各要素与文化产业处于较高关联度区间。由表 3 可知，在内蒙古区域经

济指标系统中地区经济总量指标与文化产业的关联度为 0． 62。人均 GDP 指标与文化产业的关联度相对

较高，为 0． 68，二者都属于较高关联度区间。可见区域经济的总量和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较大

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文化产业的发展影响作用更大一些。但是二者的关

联度都小于 0． 8，说明它们对文化产业关联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不足。
( 2) 内蒙古文化产业系统内各要素与区域经济基本处于高关联度区间。通过表 3，可以看出在内蒙古

文化产业指标系统中，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除产业规模外，都大于 0． 6，即关联度较高。但是都小于 0． 85，

说明内蒙古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作用潜力还很大。其中资源要素与区域经济的关联

度最高，为 0． 79。内蒙古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文化资

源的整合力度不断加强，通过文化品牌承担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有效媒介，带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

展，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会越来越高。其次为社会条件，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达到 0． 73。随着文

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日益优化，地方财政用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投入不断扩大，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其在内蒙古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会越来越突出。再者为人力资源，其与区域经济的

关联度为 0． 68。其所属的文化产业职工平均工资指标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高达 0． 91，文化产业内部的高

工资将会直接作用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人力资源所属的文化产业年末职工指标则为 0． 45，仅为中关

联度，说明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贡献不足，育人、选人、用人的人才大环境

远未形成良性循环，文化人才没有形成梯队支撑。开发能力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为 0． 66，排在第四位。
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门槛放开，大量民营资本可进出绝大部分文化产业领域，同时政府用于文化产业

固定资产的投资逐年增加，文化产业的开发能力不断加强，在内蒙古区域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加强。第五是

市场需求，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为 0． 64。文化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充足的消费能力，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保证。最后是产业规模，其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度为 0． 51。文化产业规模直接决定了其在地区经济

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内蒙古文化产业规模与地区经济的中关联度说明了内蒙古文化产业规模较小，产业

结构不合理，产业链不完善; 文化金融体系不完善，大型文化项目建设资金不足，产业集群发展优势不明

显。
( 3) 内蒙古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的整体关联作用较高。在内蒙古区域经济指标系统和文化产业指标

系统各个指标间的关联度中，较高关联度的有 7 个，占 88%。同时 2008 年 － 2013 年内蒙古区域经济和文

化产业整体关联度为 0． 66，为较高关联度，说明内蒙古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关联作用较高。但是处于

关联度较高区域的下限区域，在双方之间所有的 8 个关联度中，没有一个进入到高关联区域，进一步说明

双方的关联度没有达到高度密切阶段，仍有发展空间。
3． 2． 2 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

( 1) 耦合协调度静态分析。由表 5 可知，内蒙古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在 2008 － 2013 年的六年中双方

耦合协调度等级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勉强协调阶段，即 D 取值为 0． 5001 ～ 0． 6 之间，主要包括了
2009、2010、2010 和 2013 年; 二是初级协调阶段，即 D 取值为 0． 6001 ～ 0． 7 之间，主要包括了 2008 和 2012
年。总体而言，在 2008 － 2013 年的六年中，内蒙古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阶段。

( 2) 耦合协调度动态分析。由图 1 可见，2008 － 2013 年之间，内蒙古区域经济和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

度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数值分布在 0． 56 － 0． 64 之间，整体呈" S"型动态发展规律。其中，2008 －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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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2012 － 2013 年，内蒙古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态势。此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内蒙古自治区提出了"8337"发展思路，同时在经济发展的

推动下，内蒙古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战略、结构、规模、市场等要进行一定程度调整，这就使得区域经济与

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一定拮抗，这一阶段双方耦合协调度的主要特征就是磨合协调。2010 －
2012 年，内蒙古区域经济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逐渐增强，也就是经过第一阶段( 2008 － 2010 年) 的磨

合，文化产业在思路、结构、规模、人才和市场等方面更加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一致。

图 1 内蒙古区域经济 － 文化产业

耦合协调度动态分析

Figure 1 Dynamics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Inner Mongolia

4 讨论

首先，研究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与文化产业系统之间的

发展关系，有一个现实的难题，即系统信息的不完全。在系统

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利用灰色灰色关联分析法对研究对象

发展态势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为决策提供较为精确的数据分

析依据，同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便更好反映出二者的协

调发展水平，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其次，内蒙

古是我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是北方游牧民族生产生

活、创造文明的舞台，历史上先后十多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

息，创造了许多光辉灿烂的文化，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

地，是我国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文中对于内蒙古区域经济

系统与文化产业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结果，即呈现" S"
型动态发展规律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国内相关研

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相关机构决策提供理论和数据依据。
由于数据的缺失，尤其是目前为止国内还未出现一部权威的文化统计年鉴，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使原始

数据精确，在研究的过程中选择相关指标和数据时不得不有所取舍，使得指标和数据的完整性受到影响，

这也是下一步研究需要努力完善的地方。

5 结论

( 1) 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动态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协调 － 磨合 － 协调"。内蒙

古区域经济系统与文化产业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 S"型动态分布。2008 － 2010 年和 2012 － 2013 年间，

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与文化产业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表现为磨合协调; 2010 － 2012 年间，二者的协调度逐

渐增强。总体上，"协调 － 磨合 － 协调"是内蒙古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动态发展的基本规

律。
( 2) 文化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还不完善。内蒙古区域经济系统与文化产业系统的耦合

协调度处于基本协调阶段。其中 2009、2010、2010 和 2013 年间表现为勉强协调阶段，2008 年和 2012 年表

现为初级协调阶段，总体上处于基本协调阶段的下限，距离优质协调阶段还有很大的距离。民营企业进入

文化产业的门槛还没有完全放开，文化产业育人、选人、用人的人才大环境远未形成良性循环，文化产业市

场体系还不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总之，文化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

在机制还不完善。
( 3) 文化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渗透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内蒙古文化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结

构不合理，产业链不完善; 文化金融体系不完善，大型文化项目建设资金不足，产业集群发展优势不明显。
文化生产力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深层次的渗透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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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Inner Mongolia

CHAI Guojun，CHEN Tong
( College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3，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industr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ner Mon-
golia，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coupling 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industry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Inner Mongo-
lia by us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other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Ｒ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culture industry and regional economy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ner Mongolia showed " the dynamic dis-
tribution of S" type; " coordination running in coordination" was the basic rule． Accordingly，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it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to cultural industry infrastructure，talent development，
policy and other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to strengthen the penetr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to
play its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derivative effect，promote regional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ies; regional economy; gray correlation theory; coupling model;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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