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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边境旅游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渠道,社会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本文以云南边境怒江州

的旅游发展和社会安全相关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相应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

怒江州旅游发展水平和社会安全指数以及二者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发展指数呈波动上升

趋势,旅游服务设施和旅游生态环境质量稳步上升,旅游市场效益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则先升后降；边境

社会安全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边境社会安全在整个社会安全指数中占比最大；旅游发展指数与社

会保障和社会发展呈正相关,与经济韧性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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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rder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social security is the 

most basic requirement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related data of Nujiang Prefecture on the Yunnan border. By constructing a corresponding indicator 

system,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index in Nujiang Prefecture, as well as their corre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while the quality of tourism service 

facilities and touris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eadily increases. The tourism market efficiency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first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 The border social security index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with border social security accounting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in the entire social 

security index;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resilience. 

[Key words] Angry Jiangzhou; Border tourism; Social security 

 

引言 

在全球一体化不断拓展背景下,作为陆路相邻国家之间的

边境旅游对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全产生着深刻影响,二者密不可

分,社会安全是边境旅游发展的基本保障,边境旅游在社会安全

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在新的开放要求下,需要进一步探究边境旅

游和社会安全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从而实现边境旅游与社

会安全的协同发展。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中缅滇藏的结合部,

独特的地缘环境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但作为云南省边境州,且与缅甸北部接壤,特殊的地缘环

境既是怒江州旅游发展优越的资源条件,也是影响该地区社会

安全的核心因素。在疫情防控的时期内,偷越国(边)境及跨境贩

毒、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等社会安全问题交错叠加,从而反映

出边境社会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以往学者在研究边境旅游与社

会安全时大多采用定性方法,在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中,对边境

旅游的指标构建则较为单一,故本文基于边境旅游和社会安全

等理论,通过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来衡量二者

的具体情况并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探究怒江州边境旅游与社

会安全的相关密切程度。 

1 研究区界定、数据及方法 

1.1研究区界定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因怒江由北向南纵

贯全境而得名。其作为中缅滇藏的结合部,有长达449.5千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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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界线,北接西藏自治区,东北临迪庆藏族自治州,东靠丽江市,

东南连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接保山市。作为云南省边境州,且与

缅甸北部接壤,特殊的地缘环境既是怒江州旅游发展优越的资

源条件,也是影响该地区社会安全的核心因素。 

1.2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云南统计年鉴》、《云南

减灾年鉴》、《怒江统计年鉴》、怒江州历年的统计公报以及政府

官方网站等。 

1.3研究方法 

1.3.1综合指数法 

综合指数法分为两步,首先采用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

重,其次运用线性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各综合层分值。因熵值法

在许多文献中均有提到,故本文不再赘述。 

综合评价得分计算公式为： 

ܷܽ = ݆=1
݊ ݆ܺ݅ ∗ ܽ，݆ݓ = 1,2,3,4,5

 

其中, ݆ܺ݅ 为标准化后数据,݆ݓ 为指标权重, ܽ = 1,2,3,4,5
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分别代表旅游服务设施、旅游市场

效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旅游生态环境质量；在社会安全评

价指标体系中分别代表自然环境安全、地缘文化安全、经济环

境安全、边境社会安全及网络信息安全。 

1.3.2相关性分析 

采用SPSS软件中的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方法测算怒江州边境

社会安全指标因子与边境旅游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2 怒江边境旅游发展评价 

2.1边境旅游发展指标体系 

基于旅游六要素,以旅游服务设施、旅游市场规模、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及旅游生态环境质量等四方面来构建怒江州边境旅

游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是旅游业发展

的基础,本文通过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设施等来反映；旅游市场

收益包括旅游市场规模和旅游经济效益两方面,本文通过游客

数量和旅游收入等来反映；社会生产力为旅游业提供物质资料

的保障,本文通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反映；旅游地的生态环境

质量优劣将直接影响旅游业发展进程,本文通过生态环境质量

和污水处理等来衡量。 

2.2怒江边境旅游发展评估 

怒江边境旅游发展评估结果呈现以下特征：旅游发展指数

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自2016年的0.39上升至2020年的0.60,

增长率为55.64%。说明自从2013年边境旅游异地办证政策恢复

以来,云南省边境旅游再次步入蓬勃发展的轨道,怒江州凭借高

黎贡山、怒江大峡谷、独龙江、怒江第一湾等五级旅游资源(《旅

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大力发展旅游业。

其中,旅游服务设施和旅游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分

别从2016年的0.03和0.02上升至2020年的0.33和0.20,增长率

分别为965.85%和1042.94%。这主要是由于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

地区之一,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该州的经济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基础服务设施也得到大力发展；

怒江州立足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扶

贫产业,切实做到“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旅游市场效

益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自2016年

的0.06和0.05先上升至2019年的0.16和0.20,随后在2020年下

降至0.0002和0.16,其中旅游市场效益呈现出-99.73%的负增

长。这主要是由于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致使各地区采取严

格管控,社会经济发展受阻,旅游业发展也进入萎缩停滞状态。 

3 怒江边境社会安全评价 

(1)边境社会安全指标体系基于安全系统理论和地缘环境

的理解,以自然环境安全、地缘文化安全、经济环境安全、边境

社会安全及网络信息安全等五个方面来构建怒江州边境安全综

合评价体系。安全的自然环境是当地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生活空

间,也是边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通过自然灾害和生态

环境来反映；地缘文化安全是对特定区域内居民的生存权利、

生存方式、文化成果的认同、尊重和保护,本文通过文化发展和

电视广播来反映；经济发展决定着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服务等

的完善程度,以及整体发展规划和人民生活水平,本文通过经济

规模、经济结构及经济韧性来反映；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是边

境地区游客和居民共享的生活空间,本文通过社会风险、社会发

展和社会保障来反映；网络信息安全是边境社会安全在新时期

出现的新的安全问题,本文通过政府公布、解读、回应信息次数

来反映。 

(2)怒江边境社会安全评估。怒江边境社会安全评估结果呈

现以下特征：社会安全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自2016年的0.29

上升至2020年的0.68,增长率为133.10%。说明怒江在法治轨道

上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近几年中持续加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严厉打击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持续

推动社会治安形势好转。五类因子对怒江边境社会安全的影响

态势差异明显,随着时间推进整体变化趋势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其中边境社会安全是得分最高的因子,且呈稳步上升趋势,自

2016年的0.08上升至2020年的0.32,增长率为288.28%。说明其

是边境社会安全系统中的主干力量。此外,总体增长趋势更偏向

于文化传播、经济规模、社会保障和社会发展,说明怒江州在大

力维护传统“硬环境”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软环境”安全的

维护。 

4 怒江边境旅游发展与社会安全相关性分析 

运用SPSS软件双变量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方法对怒江州边境

社会安全自然环境风险、生态环境安全因子等12个解释变量与

边境旅游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旅游发展指

数与社会保障和社会发展呈正相关(r=0.932,P=0.025<0.05；r= 

0.924,P=0.025<0.05)；与经济韧性呈负相关(r=-0.968,P=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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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说明社会保障和社会发展对旅游发展有显著的积极驱

动作用,社会的基本保障、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愈大,相关旅游基

础服务设施建设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和提升；教育科技水平

的提高则有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助推智慧旅游全域旅游落地。然而经济韧性则对旅游发展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怒江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速度自2016年的23.78%大幅下降至2020年的10.96%,且近年

的投资主要在农业、制造业及水电相关产业,对旅游相关的住宿

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则投入较少。 

5 结论 

本文通过综合发展指数来评估怒江州边境旅游发展水平和

社会安全水平,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来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密

切程度,得出以下结论： 

(1)怒江州边境旅游发展指数呈波动增长趋势。其中,旅游

服务设施和旅游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在疫情影

响下旅游市场效益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 

(2)怒江州边境社会安全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于2019年

开始超过边境旅游发展指数。其中,边境社会安全是得分最高的

因子,且呈稳步上升趋势。因子层中的文化传播、经济规模、社

会保障和社会发展均呈稳步上升趋势,这表明怒江持续加强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社会治安形势好转。同时,在大力维护传

统“硬环境”的基础上,越来越重视“软环境”安全的维护。 

(3)旅游发展指数与社会保障和社会发展呈正相关,与经济

韧性呈负相关。这表明社会保障和社会发展对旅游发展有显著

的积极驱动作用,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放慢且投资的重点

产业与旅游业相关较小使得经济韧性对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抑

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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