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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国内已有研究测度旅游消费增长较少,以及未考虑空间效应等不足,系统构建了基

于旅游消费水平、旅游消费结构、旅游消费质量与旅游消费环境的旅游消费增长综合评价体系,测
算2007—2018年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消费增长综合指数,并进一步运用空间杜宾面

板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沿海地区的旅游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近年来沿海地

区旅游消费增长明显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与旅游产业建设资金显著负相关,与旅游从业劳动

力、技术创新及交通条件显著正相关。未来建议进一步加强沿海地区旅游消费增长的区域协同,

推进旅游产业供给侧改革,优化提高旅游产业要素配置效率与发展质量,充分发挥旅游消费增长

的空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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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atthelackofdomesticresearchtomeasuretourismconsumptiongrowthand
lackofconsiderationofspatialeffects,thepapersystematicallyconstructedacomprehensiveeval-
uationsystemfortourismconsumptiongrowthbasedontourismconsumptionlevel,tourismcon-

sumptionstructure,tourismconsumptionqualityandtourismconsumptionenvironment,andcal-
culatedcomprehensiveindexoftourismconsumptiongrowthin11coastalprovinces(municipali-
ties,autonomousregions)in2007—2018,andfurtherusedthespatialDubinpaneleconometric
modeltoanalyzetourismconsumptionbehavior,influencingfactorsandspatialeffectsincoastal
areas.Researchresultsshowthatinrecentyears,tourismconsumptionincoastalareashasin-

creasedsignificantlyandtherewassignificantspatialspillover,whichwassignificantlyneg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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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edwithtourismindustryconstructionfunds,andwassignificantlypositivelycorrelated

withtourismlaborforce,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transportationconditions.Itwassuggested

thatregionalsynergyoftourismconsumptiongrowthshouldbefurtherincreasedtopromotethe

tourismindustrysupplysidereform,tooptimizetheallocationefficiencyandqualityoftourism

industryfactors,andtogivefullplaytothespatialspillovereffectoftourismconsumption

growth.

Keywords:Tourismconsumptiongrowth,Spillovereffect,SpatialDubinmodel,Coastalareas

0 引言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增长

方式也开始由投资主导转向为消费主导[1]。作为

当前居民消费重点领域,旅游消费已从中产阶层

的常态化消费转变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消费,支

出比重持续提高[2]。沿海地区作为旅游业发达与

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旅游消费需求具有暴发性

特点,现阶段的旅游消费作为创新型消费业态正

迅速增长,较大程度上提升了消费对沿海地区经

济增长的贡献,并形成了以沿海1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为依托、54个沿海城市为载体的旅游消费

增长总体空间格局。然而,受经济基础、区位条

件、资源分布和要素配置等影响,沿海地区旅游消

费的区域非均衡增长现象突出。热点旅游目的地

游客高度聚集,旅游消费过度且非理性现象频发,

缺乏旅游流分级扩散的动力机制,旅游消费环境

和管理调控能力有待提升;而处于“旅游消费阴影

区”的旅游目的地则明显吸引力不足,旅游消费潜

力亟须挖掘。与此同时,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与大

众旅游时代背景下,居民的旅游消费观念与模式

不断升级,旅游消费行为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关

联性与依赖性。促进旅游消费增长的空间关联与

区域协同,对于推动旅游消费市场环境整体改善,

加快旅游消费从需求驱动向供给拉动转变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沿海1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单元(辽、津、冀、鲁、苏、

沪、浙、闽、粤、桂、琼),系统构建旅游消费增长的

综合测度与评价体系,以2007—2018年省级空间

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沿海地区旅游消费增长

进行测度评价与比较分析,进一步考虑旅游消费

增长的地理邻近效应与空间相互作用,深入探讨

影响沿海地区旅游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空间效

应与溢出机制,为整合旅游消费市场与提升旅游

消费水平提供理论参考及决策依据。

1 旅游消费增长的测度与评价

1.1 评价方法

1.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旅游消费是旅游主体在有时间与资金保证的

前提下,为满足自身享受与发展需要,利用旅游媒

体创造的服务条件,在旅游活动中对以物质形态和

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旅游客体的购买、体验与享用的

过程[3],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主客交往,也属于经济

学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具有综合性、体验性、时效性

与不可重复性。本研究从旅游消费的概念内涵出

发,结合沿海地区旅游消费经济的现实发展,遵循

全面不重叠性、实用可获取性、科学合理性与标准

适用性原则,构建旅游消费综合评价体系,包括目

标层即旅游消费综合指数,准则层包括旅游消费水

平、旅游消费结构、旅游消费质量与旅游消费环境,

选取21项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1)旅游消费必须通过一定的消费水平加以体

现,旅游消费水平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购买旅游产

品或服务的数量与满足程度,取决于经济水平与收

入[4],是分析旅游消费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考虑

到旅游产品构成要素的多样性与统计工作的便捷

性,采用5项指标进行测度;其中,人均日旅游消费

是游客平均每日旅游花费;旅游消费率是一定时期

内特定地区旅游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

从价值角度反映了游客旅游消费水平与强度;游客

平均停留天数是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平均停留时

间,停留时间越长,消费水平越高;游客总数是地区

接待游客总量,反映了旅游目的地消费总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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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尔系数从侧面反映出游客的现实与潜在出游

能力,体现了旅游需求的满足能力。

(2)旅游消费结构是判断旅游消费水准及质量

的基础,体现了各类旅游消费产品和服务在旅游总

消费中的比例关系,是反映旅游消费方式的基础表

征。其中,基本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是食、住、行消

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非基本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是

游、购、娱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基本旅游消费比重

越低、非基本旅游消费比重越高,区域旅游消费结

构越合理;旅游消费价格指数揭示了旅游消费价格

变动趋势并预测未来消费结构。考虑到“城乡二元

制结构”的基本国情,还需从城镇与农村两个维度

分别分析,因缺乏专门统计数据,故使用文教娱乐

消费指标表征。

(3)旅游消费质量是游客对旅游消费对象、消

费内容、服务水准及消费环境的心理感受,由于主

观评价无法使用数据量化测度,故从旅游产品供给

角度衡量旅游企业向游客提供的旅游产品与服务

质量,包括旅游消费条件、旅游资源丰度与旅游服

务质量[1]。旅游消费条件采用沿海各地旅行社与星

级饭店等基础服务设施数量表征;旅游资源丰度采

用沿海各地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衡量,揭示优质

旅游供给;旅游服务质量使用全员劳动生产率与技

术市场成交额共同表征。

表1 旅游消费综合指数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权重) 指标说明 单位

旅游消费综合指数

旅游消费水平

(0.3924)

旅游消费结构

(0.1895)

旅游消费质量

(0.2248)

旅游消费环境

(0.1933)

人均日旅游消费(0.1475)+ 反映游客平均日消费能力 元

恩格尔系数(0.0288)- 反映游客潜在出游能力 %

旅游消费率(0.0279)+
旅游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

反映旅游消费水平与强度
%

游客平均停留天数(0.1145)+ 反映旅游消费时间长度 天

游客总数(0.0737)+ 反映旅游消费市场规模 人

基本消费占总消费比重(0.0313)- 食、住、行占旅游总消费比重 %

非基本消费占总消费比重(0.0545)+ 游、购、娱占旅游总消费比重 %

旅游消费价格指数(0.0248)+ 预测未来消费结构 -

城镇文教娱乐消费(0.0499)+ 反映城镇旅游消费总体状况 元/人

农村文教娱乐消费(0.0290)+ 反映农村旅游消费总体状况 元/人

全员劳动生产率(0.0718)+ 反映行业生产服务效率 万元/人

技术市场成交额(0.033)+ 反映旅游产业生产工艺与技术 万元

旅游资源丰度(0.0525)+
4A级及以上景区数,

反映旅游资源要素禀赋与价值
个

旅行社数量(0.0334)+ 反映旅游市场组织能力 个

星级饭店数量(0.0341)+ 反映旅游市场接待规模 个

人均GDP增长率(0.037)+ 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

储蓄存款同比增长率(0.0235)- 反映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控能力 %

海水浴场水质状况(0.0334)+ 反映水域水质等级指数 -

海洋类自然保护区数量(0.0277)+ 反映旅游资源保护重视程度 个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0262)+ 反映区域绿地生态效益 %

相关产业支持力度(0.045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

反映区域产业发展宏观环境
亿元

  注:+代表正向指标;-代表逆向指标;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沿海各地《旅游年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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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旅游是游客离开日常居住环境,前往陌生

地寻求身体与心灵休憩的过程,亟须营造和谐有序

的旅游消费环境,产业互助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与

清新舒适干净卫生的自然环境不仅是高品质旅游

产品的组成内容,更是顺利开展旅游消费的重要保

障。人均GDP增长率与储蓄存款同比增长率揭示

了游客开展旅游消费的区域经济环境。相关产业

支持力度使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指

标表征,反映了开展旅游消费活动的产业环境。海

水浴场水质状况采用沿海水域水质等级指数衡量,

海洋自然保护区数量反映了沿海地区对滨海旅游

资源的保护重视程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是地区绿

化覆盖面积在建成区中所占的比重,三者共同反映

了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开展旅游消费的自然生态

环境。

1.1.2 指标标准化与权重确定

(1)为避免多种量纲带来的指标不可比性及正

负取向差异,采用极差变换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其中,指标值越大评价结果越好的指标为正向

指标,处理方法如式(1);指标值越小评价结果越好

的指标为逆向指标,处理方法如式(2):

Zij =(xij -xjmin)/(xjmax-xjmin) (1)

Zij =(xjmax-xij)/(xjmax-xjmin) (2)

式中:xij 为省域i指标j的原始值,xjmax和xjmin分

别为指标j 在所有省域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Zij

为省域i指标j的极差标准化值(属性值)。

(2)为消除主观因素对指标量化结果的影响,使

用熵值法即熵权系数法[5]计算旅游消费综合指数评

价体系中的指标权重Wj,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1.1.3 评价模型的选择

考虑到指标的系统性、层次性与可操作性,采

用多指标加权评价模型测算旅游消费综合指数,步

骤如下:

首先,计算各指标基于权重与属性值的得分:

Yij =Wj ×Zij (3)

  其次,计算目标层的旅游消费综合指数:

F=
m

j=1
Yij (4)

式中:m 为测度体系包括的21个指标数。

1.2 测度结果与分析

根据表1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多指标综合评价

模型,对2007—2018年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旅游消费综合指数进行测度。从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比较来看,广东省旅游消费综合指数最高,

原因主要在于广东为人口大省,大量流入的外来人

员为其开拓了广泛客源,且经济发达,居民生活条

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

业服务业发达、从业人员众多,居民旅游活动频繁,

旅游满意度高,旅游消费呈规模化增长。指数较高

且增幅较大的江苏、山东、福建与天津同有此类特

点;上海旅游消费增长平缓,这可能与当地居民的

旅游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及消费特征密切相关;广

西因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旅游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及

脆弱自然环境影响,居民旅游消费动力不足,始终

处于落后地位;除浙江外,河北、辽宁与海南等地的

旅游消费增长虽呈一定梯度,但差异较小。

借助 Arcgis10.0空间统计工具的Jenks最佳

自然 断 裂 法[6]可 分 别 绘 制 2008 年、2013 年 及

2018年沿海地区旅游消费综合指数的地理空间分

布图。从时序演变来看,沿海地区旅游消费增长的分

布格局总体较为稳定,但同时区域不均特征显著。其

中:天津、江苏、广东以及浙江等地保持中高速增长,

广西、辽宁与河北三地旅游消费潜力水平较低且增速

缓慢,另外山东、上海、福建及海南的旅游消费水平、

规模与速度皆发生了一定波动。充分说明我国旅游

消费市场存在广泛不确定性。从区域比较来看,旅游

消费综合指数与其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符,

相较于长三角与泛珠三角地区,环渤海沿海地区的旅

游消费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发展潜力。

2 旅游消费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2.1 基本模型构建

2.1.1 理论模型建立

旅游溢出来源包括旅游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与

交通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结构、行业法

规与政策制度、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因素[7-8]。

考虑到旅游资源有不可移动性,而政策法规无法量

化测度,相比之下,资金、人才、技术与交通等产业要

素会在市场作用下由低效益区向高效益区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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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以索洛模型为基础,分析资金、劳动力与技

术知识等产业要素与旅游消费增长间的关系,并引入

交通因素作为新增内生影响变量,如式(5)所示:

F=f(TK,TL,TT,TR) (5)

式中:F 为旅游消费综合指数;TK为旅游产业建设

资金;TL为旅游从业劳动力;TT为旅游科技创新;

TR为旅游交通。

以生产函数的形式进一步表达:

F=TKβ1 ×TLβ2 ×TTβ3 ×TRβ4 (6)

  对数化的形式为:

LnF=β1LnTK+β2LnTL+β3LnTT+β4LnTR
(7)

  式(7)能够估计资金、人才、技术及交通对旅游

消费综合指数的贡献程度,但未能考虑旅游消费的

空间联系与相互作用[9]。因此引入邻近效应构建空

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测度旅游消费

增长溢出。空间面板模型是在普通面板模型的基

础上纳入空间效应,按照空间依赖性的表现形式,

一般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10]。对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而言,空间权重矩

阵的设置必不可少,这是空间计量模型不同于普通

线性模型的主要特征[11]。本研究引入地理邻近效

应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相邻区域权重为1,不相邻区

域权重为0。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后,纳入了旅游消

费的空间联系和相互作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

差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1)空间滞后模型(SLM)

LnFi,t=ρWijLnFjt+β1LnTKit+β2LnTLit+

β3LnTTit+β4LnTRit+ε (8)

  (2)空间误差模型(SEM)

LnFi,t=β1LnTKit+β2LnTLit+β3LnTTit+

β4LnTRit+μit (9)

  (3)空间杜宾模型(SDM)

LnFi,t=ρWijLnFjt+β1WijLnTKit+

β2WijLnTLit+β3WijLnTTit+

β4WijLnTRit+ε (10)

式中:μit=λWijμjt+ε;F 为因变量;ρ 为空间自回

归系数,反映了本地旅游消费对邻近地区旅游消费

的影响;W 为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空间权

重Wij的11×11阶方阵,当省域i与省域j相邻时,

Wij =1,其余方阵元素为0;β1,β2,β3,β4 分别是各

影响变量的估计参数;i和t分别表示地区数量与

时间长度;ε为随机误差项。

2.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如表2所示,选取5个变量进入模型。其中:旅

游消费综合指数(F)通过旅游消费增长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来测算;旅游产业建设资金(TK)采用旅游企

业固定资产值表示;旅游从业劳动力(TL)使用各地

区旅游从业人员数衡量;旅游科技创新(TT)用旅游

高等院校数量代表,因为旅游高等院校是旅游研究

与应用创新的基地,故使用其数量衡量区域旅游创

新投入与技术发展潜力[12];旅游交通(TR)使用交

通通达性表示,参考向艺等[13]研究成果,用区域交

通线路里程与土地面积之比即旅游交通密度反映

交通基础设施。数据源于2007—2018年的《中国统

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表2 变量名称及定义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及具体含义

被解释变量 旅游消费综合指数(F) 测算而得

解释变量

旅游产业建设资金(TK)
用旅游企业固定资产

值表示

旅游从业劳动力(TL) 旅游从业人员数量

旅游科技创新(TT) 旅游高等院校数量

旅游交通(TR)

交通通达性(旅游交通

密度)=区域交通线路

里程/土地面积

为消除方差和指数趋势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分

别对旅游消费增长指数、旅游产业建设资金、旅游

从业劳动力、旅游科技创新和旅游交通等各变量取

对数进行实证分析(表3)。

表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LnF 1.1200 0.2121 0.5639 0.2049

LnTK 6.2943 2.6247 4.9706 0.8833

LnTL 12.6981 10.0248 11.5161 0.6832

LnTT 5.4848 2.5649 4.1929 0.6503

LnTR 12.4316 9.2251 11.1827 1.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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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检验与选择

2.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邻近地理范围的事物间

存在空间依赖性与相关性,需要进行全局 Moran'sI
指数检验,检验沿海各地旅游消费的空间关联性与

显著性。计算公式如下:

I=

n

i=1

n

j=1
wij(Fi-F)(Fj -F)

S2
n

i=1

n

j=1
wij

(11)

S2=

n

i=1
(Fi-F)2

n
, F=


n

i=1
Fi

n
式中:Fi 为地区i的观测值即旅游消费综合指数;

n 为沿海省域数即11;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 的元

素,若地区j与i 相邻,则Wij为1,否则为0。I 的

取值范围为[-1,1],当I 值显著为正时,则存在正

向空间自相关,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明显;当I 值

显著为负时,则存在负向空间自相关,值越小,空间

差异越大;若I值为0,则不存在空间相关性[14]。

检验发现,Moran'sI值稳定提升,正向相关显

著性不断增强。进一步计算出样本面板2007—

2018年的全局 Moran'sI指数,结果为0.1052,概

率为0.000,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沿

海地区的旅游消费综合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自相

关性与地理空间依赖性,存在空间溢出可能。

2.2.2 数据平稳性与单位根检验

因采用的是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且时间序列较

长,为避免伪回归,需要考虑数据的非平稳性。数

据平稳性检验最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为保证

结果的可靠性,分别采用LLC、JPS-W、ADF-Fisher
与PP-Fisher等4种方法检验面板变量,结果如表4
所示,LnF、LnTK、LnTL、LnTT与LnTR的原始

序列检验统计量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5%与10%
的临界值,属于非平稳序列,进一步一阶差分检验

发现变量均在1%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序列平稳。

2.2.3 空间计量模型确定

空间滞后模型(SLM)重点解释本地旅游消费

对邻近地区旅游消费的影响,空间误差模型(SEM)

的作用是反映未知因素对旅游消费的空间影响,二

者皆未充分考虑资金、技术、劳动力与交通等自变

量对 旅 游 消 费 的 跨 区 域 影 响。空 间 杜 宾 模 型

(SDM)一方面反映旅游消费的空间相关性与集聚

性,同时还分析资金、技术、劳动力与交通等自变量

对邻近地区旅游消费的影响,一定条件下可向空间

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转变[15]。如表5所示,空
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估计中

均有部分检验值未能通过1%、5%与10%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而空间杜宾模型的所有变量皆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效果良好;另外,空间杜宾模型的

赤池信息准则(AIC)与施瓦茨准则(SC)值最小,

拟合优度值(R2)与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
最高,根据计量经济学选取最佳变量模型的相关

规定[16],可以看出空间杜宾模型拟合效果最好,为
最优可取模型。

表4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一阶差分

LLC JPS-W ADF-Fisher PP-Fisher

LnF
-6.2922★

(0.0000)

-5.1652★

(0.0000)

68.7780★

(0.0000)

98.1315★

(0.0000)

LnTK
-13.1538★

(0.0000)

-8.7675★

(0.0000)

100.5030★

(0.0000)

133.8570★

(0.0000)

LnTL
-17.6581★

(0.0000)

-14.7070★

(0.0000)

150.6680★

(0.0000)

158.2770★

(0.0000)

LnTT
-9.6463★

(0.0000)

-7.1750★

(0.0000)

84.4894★

(0.0000)

120.0590★

(0.0000)

LnTR
-8.4654★

(0.0000)

-3.9855★

(0.0000)

52.8031★

(0.0002)

57.3965★

(0.0001)

  注:括号内的数字是P 值,★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2.3 计量模型实证结果与解释

在充分考虑空间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沿海地区

旅游消费综合指数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借鉴El-
horst[17]研究方法,利用 Matlab软件与极大似然估

计法(MLE)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估计结果可知,旅游消费空间滞后项

(teta)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该省域旅游消

费会对邻近省域产生较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由

于空间杜宾模型的自变量存在空间滞后项,因此不

能仅通过点估计值反映自变量的边际效应,应综合

考究自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18]。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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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接效应是资金、劳动力、技术与交通对旅游消

费的区域内溢出,间接效应是资金、劳动力、技术与

交通对邻近地区旅游消费的空间溢出,总效应为二

者之和。

表5 空间面板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滞后模型(SLM) 空间误差模型(SEM) 空间杜宾模型(SDM)

系数 t检验值 P 值 系数 t检验值 P 值 系数 t检验值 P 值

LnTK -0.062 0.022 0.001 -0.065 0.023 0.000 -0.069 0.022 0.003

LnTL 0.033 0.043 0.063 0.036 0.043 0.088 0.041 0.043 0.049

LnTT 0.032 0.031 0.135 0.032 0.030 0.735 0.021 0.033 0.082

LnTR 0.434 0.164 0.003 0.443 0.161 0.000 0.524 0.190 0.000

R2 0.8665 0.8624 0.8753

logL 365.21 360.02 369.41

AIC -118.0572 -180.006 -280.3484

SC -89.2292 -163.0034 -263.0515

表6 沿海地区旅游消费综合指数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各因素的溢出效应值

变量 直接效应 P 值 间接效应 P 值 总效应 P 值

LnTK -0.1446 0.001 -0.1608 0.040 -0.3054 0.001

LnTL 0.0883 0.000 0.1386 0.090 0.2269 0.047

LnTT 0.0037 0.020 0.0224 0.001 0.0261 0.007

LnTR 0.6463 0.001 0.2922 0.000 0.6459 0.000

teta 0.0770*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旅游交通LnTR影响系数值最大,其次为旅游

产业建设资金LnTK与旅游从业劳动力LnTL,旅

游科技创新LnTT对区域旅游消费增长的作用并

不显著。具体而言:①旅游产业建设资金LnTK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负,与预期作用方向

相反,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对旅游投资的依赖性

过强,消费的基础作用发挥不足,多数旅游企业未

能将资金有效投入到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与创新

升级中,满足现代旅游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多功

能的旅游项目培育刚刚起步,市场秩序混乱,抑制

了旅游消费行为的产生与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②旅游从业劳动力LnTL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影响

系数为正,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下,旅游从

业劳动力的投入对当地旅游消费增长起到了有效

拉动。改革开放以来,以沿海地区为代表的我国旅

游业繁荣发展,但始终存在从业人员总量不足与高

素质管理人才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对于劳动密集型

的旅游服务行业而言,充分的旅游劳动力供给是实

现旅游业稳定发展的保障,而高素质行业管理人才

的培养更是旅游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③旅游

科技创新LnTT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影响系数为

正,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下,旅游产业的创

新与技术进步会对当地旅游消费增长发挥促进作

用。作为行业科技创新的主要平台,以沿海地区为

代表的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已形成一定规模,中山

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等一大批高等

学府已形成了成熟的旅游课程设置与完善的旅游

人才培养体系,研究成果丰富并将其应用至旅游创

意产品的开发设计与旅游服务供给管理中,有助于

带动旅游消费模式转型,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高

产业要素配置效率,延长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已逐

渐成长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驱动要素与重要支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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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旅游交通LnTR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影响系数

为正,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下,交通等基础

设施条件的改善能有效促进区域旅游消费增长。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衡量区域旅游产业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志[20],其中,交通作为公共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不仅是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目的

地建设的关键前提,更是旅游吸引力与产业竞争力

的重要组成内容。

3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

消费相关统计数据,通过概念内涵阐释与研究文献

梳理,系统构建旅游消费测度指标体系,测度沿海

地区旅游消费综合指数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

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沿海地区旅游消费增长的影

响因素与空间效应。主要结论如下:2007—2018年

我国沿海地区旅游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旅游消费增

长显著,同时区域间旅游消费存在差异,发展水平

与速度不一,与长三角和泛珠三角沿海地区相比,

环渤海沿海地区尚有较大发展潜力。另外,沿海地

区旅游消费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与关联性,存在

显著的空间溢出,即某省域的旅游消费会受到邻近

省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旅游产业建设资金、

旅游从业劳动力、旅游创新技术及交通等空间因素

发挥作用。据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创新空间协同增长路径,优化旅游消费增

长结构,实现区域产业的合作共赢。在制定沿海地

区差异化发展政策的同时,还应紧扣“整体”思维,

充分发挥区域集聚、关联与溢出效用,促进沿海地

区旅游消费增长的空间公平。沿海地区应全面分

析自身发展环境、实际特点并准确定位,打破行政

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信息畅通、优势互补与共同发

展,学习发达地区旅游建设管理经验,不断调控旅

游消费水平,改善旅游消费环境与条件,优化旅游

消费地域结构,促进区域旅游消费的协同增长。

(2)以游客的旅游消费需求为导向,积极贯彻

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升级旅游产品与

服务。坚持“游客需求导向”理念,紧扣旅游产品的

研发设计、生产管理与市场开拓,通过旅游产业内

重组、产业间交叉关联、产业外渗透等途径,融合开

发旅游产品、功能、技术以及市场,以实现沿海地区

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旅游资源创新、旅游销售转

型与旅游范围经济,立足于山东齐鲁文化、福建客

家文化、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海南海岛文化等地方

文化背景,积极开发各类海洋体育、海洋休闲等旅

游体验式项目,坚持全域旅游发展理念,联合旅游

景区、管理部门等各方人力、物力与财力,在满足大

众旅游需求的基础上深度开发邮轮游艇、休闲度

假、医疗旅游、养老旅游等深层次高端旅游项目及

产品,缓解沿海地区旅游产品供给与消费需求结构

失衡问题,从整体上提升旅游消费的规模、质量与

满意度。

(3)整合优化要素配置,提高旅游全要素生产

率,促进沿海地区游客旅游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与旅

游市场供给结构匹配。适度减小旅游产业投资新

增规模,以质量与效率配置旅游产业要素与资源,

确保财政资金的合理规范化有效使用,支持滨海旅

游、文化旅游与邮轮游艇旅游等滨海旅游重点新业

态优先发展,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注重旅游从

业劳动力的资本积累,加强旅游专业建设与职业技

能培训,培养面向发展海洋旅游产业发展的专业化

人才,引导从业人员向旅游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

“梯度推移”,有效完善旅游服务供给;创新研发滨

海旅游新产品与新工艺,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技术

溢出,延伸旅游产业链,实现旅游消费的外源性增

长;加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实时关注

沿海地区游客的旅游消费偏好、特征与行为模式,

尤其要完善沿海地区的旅游交通网络,积极加大各

类交通设施的建设投资,优化铁路运输线路发展方

向与空间布局,完善区域路网沟通,努力提高旅游

景区间的交通便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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