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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传导机制与区域经济增长

李 树 峰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服

务业地位相对提高 , 制造业和农业的地位降低, 在这种产

业结构转换下 ,旅游产业将得到长足发展。旅游业的发展

不仅能够增加当地旅游企业收入, 还会在整个旅游目的地

经济中引起连锁反应, 促进目的地社会经济的增长。本文

以 1996- 2006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 通过变参数模

型及卡尔曼滤波方法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定量化了旅游业

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并提出如何利用旅游业推动

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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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全世界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旅游业列为 21世纪的支柱产业,旅游业

被看作是极具发展潜力的 /新世纪产业 0。现在世界经济的发

展是服务业地位相对提高,制造业和农业的地位降低,这种产业

结构的转换在发达国家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在发展中国家,服务

业也表现出对宏观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然而, 旅游业影响国

民经济的机理及传导机制如何? 如何发展旅游产业促进经济增

长? 这是产业结构转型形势下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旅游业影响区域经济的传导机制

(一 )旅游收入乘数传递模式。旅游收入在区域经济向不

同方向流动, 这种旅游收入流动模式可以概括为旅游企业收

入乘数、目的地居民收入乘数和目的地政府收入乘数。 ( 1)旅

游企业收入乘数, 是指旅游企业增加的收入与由此直接引起

的其他相关企业收入总量增加之间的比率关系。该乘数反映

了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

直接参与旅游收入分配的是行、游、住、食、购、娱六个部门,他

们第一批得到收入, 是旅游收入的直接影响阶段。而金融、建

筑、纺织、通讯、医疗、食品、农业等 58个部门, 是由于旅游部

门的消费,导致这些部门的收入增加,为间接影响阶段。与旅

游直接和间接相关的部门和从业人员的消费, 导致了更多部

门和企业的收入增加, 属于诱导性影响阶段。它们反映了单

位旅游消费同其所带来的目的地净收入变化量之间的比例关

系。 ( 2)政府收入乘数:即每增加一单位旅游收入最终可促进

目的地政府收入的净增量。这个增加量的形成主要表现在目

的地政府将旅游业上缴税金用于其他企事业单位的投资, 用

于政府部门的行政经费和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等。资金在

各方面运转起来, 通过分配和再分配过程, 不断地扩大政府收

入。该乘数用来测定旅游经济活动给目的地政府带来的宏观

效益。 ( 3)居民收入乘数: 即目的地旅游收入增加量与由此引

起的该地区居民总收入增加量之间的比率关系。该乘数反映

了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居民收入带来的影响。

以上收入乘数传递方式可用以下模式总结: 区域经济旅

游活动产生的总体收入表示为: $Y = kr E
N

A= 1
V c。式中为旅游支

出创造的收入数量, V c为旅游活动在当地每个部门 c的增加

值, kr为区域收入乘数。将被乘数分解以便调查各类旅游支

出的效应和更加深入地了解投入 ) ) ) 产出的联系及从每个部

门漏损的规模。对于每一个子部门 s, 都可以利用模型估测旅

游活动在当地的增加值 V。

Vs = E
n

j= 1
E
N

i= 1
E j (A j aj+ B jBiCi)

式中: E j为旅游者在第 j类企业的支出, A j为第 j类企业

中工资和利润在营业额中的比重, B j为第 j类企业中除了工资

外的所有其他采购在营业额中的比重, aj为第 j类企业的工资

和利润中留在当地经济中的部分, B j为第 j类企业在当地采购

的系数向量中的第 i个分量, Ci为第 j类企业采购的当地增值

系数向量中的第 i个分量。

(二 )旅游就业乘数传递模式。增加一单位旅游收入与边

际消费倾向系数之间的比率关系就是旅游就业乘数。该乘数

反映目的地旅游收入对当地就业的影响。这一乘数有两种用

法:表示某 ) 特定数量的旅游消费所创造的就业乘数; 表示由

某一特定数量的旅游消费所带来直接就业人数与间接就业人

数之和同直接就业人数之比。具体传导模式如下:

旅游者消费支出导致的一个特定部门的全部就业用下面

的公式表示: N s = N ds + N i s。式中的 N s为部门 s中产生的全

部就业, Nd s和 N i s为所创造的直接就业数量和间接就业数

量。Nd s = T s /Ks。 Ts为在部门 s内的旅游消费支出的代表比

例, Ks是该部门的平均营业额 /就业比率。旅游消费支出所产

生的次生就业 ( N i s )包括两个元素: 第一, 由初始旅游消费支

出所创造的当地进一步的商业交易引致的间接就业; 第二, 当

地居民家庭将其所得到的旅游收入进行再消费所创造的间接

就业。次生就业乘数可以运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N i s = Ts Es [ w s = ( k r - 1) ] /Ls

式中 w s为创造当地额外商业活动的 Es在旅游者消费支

出中所占的比例, Ls为区域经济中服务部门 (不包括住宿的地

区 )就业的每一份工作所提供的增加值。因此, 可通过上面公

式得到部门 s的一个单位旅游者消费支出产生的全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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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 Ts
1

Ks

+
Es [ w s + ( kr - 1) ]

Ls

从这个公式可推导出每一个部门的就业乘数:

Ks =
Ns

Nd s

= 1+
Ks Es [ w s + ( k r - 1) ]

Ls

(三 )旅游收入传递效应机理。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 对于

旅游目的地来说,来访国际游客的旅游消费作为无形出口贸易

收人,使外来资金 /注入 0到接待国的经济之中,这种 /注入 0资

金部分在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系统内渐次渗透、发挥着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和诱导效应,刺激了当地经济活动的扩张和经济水平

的提高。这一过程的旅游乘数效应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旅游

者来到旅游目的地,按照一定的价格向旅游目的地购买一定数

量的住宿、餐饮、游览、旅行、娱乐等旅游服务产品, 其购买行为

直接导致了旅游消费支出的产生,这些消费支出构成了旅游目

的地的旅游收入, 从而为旅游目的地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 其

次,旅游企业和部门出于未来发展的需要,必须将其中一部分旅

游收入用于采购物资和补充库存、维修企业的设施和设备、向旅

游目的地政府缴纳各种税金和支付员工工资,以及向其他相关

部门支付有关费用,为了满足新增加的市场需求,这些企业和部

门又必须向其他行业的企业和部门购买原材料和要求提供生产

设备维修服务,因此必须将它们从旅游企业那里得到的一部分

收入支付给其他行业的企业和部门,从而给旅游目的地其他相

关企业、目的地政府、旅游企业和部门及其他企业和部门的员工

带来新的收入,这就产生了间接经济效应;最后, 在旅游企业和

部门、其他企业和部门工作的当地居民因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

的消费活动增加了收入。他们将其中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当地

生产和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为当地的相关企业和部门提供

了新增加的收入,进一步刺激了当地市场的需求和当地企业的

营业额,并导致旅游目的地的收入进一步提高。这些收入构成

了旅游为旅游目的地经济带来的诱导性产出效应。旅游的间接

产出效应和诱导性产出效应有时合在一起被称为旅游的 /继发

效应 0。

二  旅游业影响区域经济的实证检验

为了验证以上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机理, 我们以广

东省为例进行实证检验,测算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程度。

根据旅游的乘数传递模型和表 1- 1的数据进行测算,旅游乘

数 = (旅游消费导致的显性收入 (直接收入 ) + (旅游消费导致

的间接收入 ) /旅游消费导致的直接收入 24。可以得出广东旅

游收入乘数为 4. 04, 就是说广东旅游收入每增加 1元, 可带动

广东经济收入增加约为 4. 04元。可见, 广东旅游经济收入对

广东经济的间接影响是较大的。本文从需求的角度, 通过分

析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旅游消费来研究旅游经济对区域国

民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从表 1- 1和图 1- 2可以看出,广

东旅游经济对广东经济的直接贡献还是比较显著的, 旅游收

入占到广东 GDP的 10%左右, 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约占 20%。

2006年广东旅游经济总收入已达到 2125亿元, 分别占广东

GDP、第三产业产值的 8. 21%、19. 38%。可见广东旅游经济

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第三产业的直接影响更大。

表 1 - 1 旅游经济对 GDP的直接作用

年份
旅游收入

(亿元 )

GDP

(亿元 )

第三产业

产值 (亿元 )

占 GDP

比重 ( % )

占第三产业

比重 (% )

2006 2125 25868 10966. 57 8. 21 19. 38

2005 1882. 6 21701. 28 9631. 37 8. 68 19. 55

2004 1664. 05 18864. 62 8364. 05 8. 82 19. 90

2003 1338. 11 15844. 64 7178. 94 8. 45 18. 64

2002 1433. 05 13502. 42 6343. 94 10. 61 22. 59

2001 1263. 09 12039. 25 5544. 35 10. 49 22. 78

2000 1149. 95 10741. 25 4755. 42 10. 71 24. 18

1999 961. 83 9250. 68 3882. 66 10. 40 24. 77

1998 873. 73 8530. 88 3469. 21 10. 24 25. 19

1997 812. 22 7774. 53 3091. 81 10. 45 26. 27

1996 762. 21 6834. 97 2592. 22 11. 15 29. 40

  数据来源:根据 1996 - 2006年广东统计年鉴及 2006年广东

统计公报整理.

图 1- 2 旅游业、GDP及第三产业产值关系

  下面我们采用变参数模型, 利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分析旅

游消费对于国民经济的动态影响。采用经济指标的季度时间

序列数据建立变参数模型。回归方程一般表示:

Yt = xtB+ Et

这种回归方程式的估计方法一般是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 OLS)、工具变量法等计量经济模型。但是不管用其中的哪一

种方法,所估计的参数在样本期间内都是固定的。实际上近

年来, 我国由于经济改革、各种各样的外界冲击和政策变化等

因素的影响, 经济结构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而用以往的 OLS等

固定参数模型表现不出来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 因此, 需要考

虑采用可变参数模型。下面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来构造可变参

数模型。

测量方程 : Y t = xtBt + ZtC+ Et

状态方程 : Bt = Bt- 1 + Gt

( Et, Bt )
c
= N

0
0

, R
2

0
0
Q

, t= 1, . . . , T

在上式中, 可变参数 Bt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

变量 yt,和 xt来估计。 Bt对应于是状态向量,量测矩阵是具有

变参数的解释变量矩阵 Zt = xt是具有固定参数的解释变量矩

阵, C是固定参数。在上式中假定变参数 Bt的变动服从于 AR

( 1)模型 (也可以扩展为 AR ( p)模型。由于 Et和 Gt是相互独

立的, 且服从均值为 0, 方差为 R
2
, 和协方差矩阵为 Q正态分

布。

本文采用经济指标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变参数模

型。其中, GDP,是我国季度国民生产总。其中, GDP是我国季

度国民生产总值, T是我国旅游消费总额, E是误差项。首先

对 GDP与 T的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他们都是一阶单整的。

然后对他们进行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 1- 2:

表 1- 2 In ( GDP)与 In ( T)的 Johansen的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协整向量个数 )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 显著性水平 P值

None* (无 ) 0. 593621 22. 79452 16. 36783 0.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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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mos t(至多一个 ) 0. 087219 2. 187452 3. 97533 0. 1402

原假设 (协整向量个数 ) 特征值 极大值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N one* (无 ) 0. 593621 20. 84722 15. 3569 0. 0049

A tmos t(至多一个 ) 0. 087219 2. 187452 3. 97533 0. 1402

  * 表不在 5%的显著性水下,拒绝原假设。

  迹统计量,极大值统计量检验均表明 ln( GDP )与 ln( T )

在 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 表明 ln( GDP)与 ln( T )之

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下面建立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 形式

如下: In( GDPt ) = 0. 921+ Bt In( T) + Et

其中 Bt表示 GDP对旅游消费的敏感程度, 也称为弹性,

它反映了旅游消费对 GDP的动态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1- 3:

表 1 - 3 旅游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

间 G 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

Space: GDPHUAFE1

M ethod: M ax im um like lihood

Converg ence ach ieved after 1 iterra tion

F inal Sta te Roo tM SE z- Statist ic Prob

SV 1 0. 057532 0. 003200 21. 89344 0. 0000

L og likelihood - 702341 Aka ike in fo criterion 44331. 43

param eters 4 Schwarz crite rion 44331. 61

D iffuse priors 0 H annan- Qu inn crite r 44331. 20

图 1 - 3 旅游消费对 GDP的动态影响

  从图 1- 3可看出旅游经济对 GDP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如 10年间广东旅游收入由 1997年的 812. 22亿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2125亿元,增长了近 3倍。广东经济经过产业结构的调

整优化, 生产效率的提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而广东旅游经济

尚未完成产业调整、资源整合, 一些相关的产业还没完成对旅

游经济的配套设施的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旅游经济的发

展。 2005年数据显示,广东旅游经济可分为三个档次: 以珠三

角为主的旅游高水平区。旅游收入为 283. 12亿元, 占全省旅

游收入的 8. 41%; 以粤北为主的旅游中等区。旅游收入为 71.

71亿元, 占全省旅游收入的 2. 12%: 以两翼为主的旅游低水

平区。区域经济及旅游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制约着广东旅游

经济的发展, 制约着旅游经济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

三  发展旅游业提升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证实了旅游经济对增加

GDP收入的贡献。但是在分析中发现旅游经济对整体国民经

济的影响并没有预计的那么明显, 旅游经济相对整体经济发

展水平有些滞后, 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

主要是由于广东经济发展不平衡、旅游消费结构以及与其他

产业经济的协调性有一定的关系。从以广东为例的实证分析

结果来看,要发展旅游业来促进经济发展必须重视以下几个

方面:

( 1)实施政策扶持与优先发展战略。旅游业是一个新兴

产业, 没有政策扶持要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先导产

业、龙头产业或示范产业是非常难的, 政府引导旅游企业搞好

体制改革,理顺和优化旅游管理体制, 出台切实可行的扶持旅

游业发展政策,在现有旅游经营单位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旅游

产业规模,突出旅游对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和对民营企业的

吸引力,千方百计把旅游产业做大做强, 实现旅游经济倍增。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把旅游业摆在突出发展、优先发展的位置

上,为旅游业与时俱进、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 不断提

高旅游业在扩大就业、优化经济结构、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方面

贡献率。扶持政策和优先发展措施包括旅游资源保护、规划、

招商引资、旅游就业、旅游教育与旅游人才交流、旅游交通等

设施配置、旅游商品开发研制与流通、旅游开发区经济区度假

区示范区及旅游企业的设立、旅游企业与经营项目的审批等。

( 2)实施协调发展与区域联动大旅游发展战略。突出旅

游产业优势, 通过体制改革、社会发动、全民参与,大力发展具

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旅游业,使旅游产业在本城市内与国民

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保持特色,在经济区内积极加入旅游联

合体, 形成经济区旅游整体优势和规模优势, 一个旅游新形

象、一张导游图、一个旅游圈、吸引和招徕国内外旅游者和投

资者。通过实施大旅游发展战略, 使旅游业成为经济区中经

济振兴的先导产业、对外开放的示范产业、地区发展的优势产

业、小康社会的阳光产业。

( 3)政府转换投入机制, 拓宽筹资渠道加大旅游业导向性

投入。从旅游业发展阶段来看,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高投入、低

产出;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高投入、高产出; 第三个发展阶段才

是低投入、高产出。我国传统旅游城市或旅游基本上处于第

二个发展阶段,有高投人才会有高产出。政府投入是导向性

的,政府财政原则上不应当投入到具体的景点建设上, 而应当

投入基础性、先导性、补缺性、风险性、保护性的项目上, 更多

地是需要引导社会的投入。例如加大旅游促销的支出, 吸引

更多的旅游者,可以凝聚人气, 引起社会关注,增强社会投资

旅游业的信心;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的治理改造, 改

善旅游业发展环境,可以培育旅游企业的收益指数,吸引更多

的社会资金进入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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