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步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在稳步前

进，人们已然不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需求，而是更

加重视精神上的自我感受与升华。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旅游的兴起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开阔眼界，了

解各地不同文化，提升自我修养的平台。尤其自党

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我国旅游产业更是迅猛发展，

已然成为发展迅速、潜力巨大的核心产业之一，为

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何提

高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的地位，促进国民宏观经济

可持续发展是许多学者都在关注的问题，该问题的

本质即在于探究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具体因素有哪

些，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的改革以促进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学者已采用不同方法多层次、多角

度地对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刻研究，但由

于指标选择等方面的区别，其研究成果也有差异。

如唐晓云（2007）通过主成分回归方法，利用系统动

力学理论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得出制度推动-市场拉动、资本投入、旅游知识创新

能力等方面因素主导我国旅游收入增长的结论[1]。

彭程甸和成凤明（2009）建立VAR模型进一步表明

国民收入水平和交通设施是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

重要因素，并通过建立旅游消费社会引导机制、加

强交通设施建设来提高旅游经济增长的显著性[2]。

李亮和赵磊（2013）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研

究得出，市场化、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发展效率有

正向作用[3]。王淑新和王学定（2014）基于供给和需

求视角对中国旅游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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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使得

旅游成为重要消费内容，是推动我国旅游经济发展

的核心力量[4]。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

是也存在主观臆测较强、方法偏向于定向研究和准

确性不足等问题，因此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的先进经

验方法，以四川省为例，通过选取合适指标建立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因素并提

出针对性建议。

近年来，四川省的经济发展有了显著提高，其

省会成都市也多次入选中国十大最幸福城市之一，

这表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上的享受也

得到了满足。在此背景下，该省份的旅游业得到了

迅速发展。四川省以“天府之国”的美誉闻名国内

外，川菜、川剧家喻户晓，自古便有“天下山水在于

蜀”的说法，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其旅游经济发

展总体情况却不乐观，与国家其他省份相比仍有较

大差距，在发展过程出现了许多阻碍旅游经济腾飞

的问题，如四川省境内地形复杂多样，使得交通运

输较为不便，尤其节假日旅客周转量大，堵车现象

屡见不鲜；一些景区开发力度不够，接待能力不足，

宣传不到位，使得旅游吸引力小。因此利用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不仅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

理论基础，还对更好更快发展旅游经济有着十分重

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收集

为确定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经过分析，

四川省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该省宏观

经济实力、旅游资源吸引力、旅游消费需求、旅游接

待能力以及交通便利程度5个方面。要揭示它们之

间具体的影响关系，需选择合适、可度量的指标来

证实。本文选取四川省国内旅游收入Y（亿元）衡量

四川省旅游经济，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X1（亿元）代

表地区宏观经济发展，四川省国内旅游人次X2（万

人次）说明四川省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四川省居民

消费水平X3（元/人）解释人们对旅游的需求，四川

省旅行社数X4阐明四川省的旅游接待能力，四川省

运输里程X5（万 km，铁路、公路、民航总里程之和）

替代旅游交通便利程度。这些指标的原始数据来

源是四川省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经过筛选，选择

2000—2016 年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数据基础

（表1）。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表1 2000—2016年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情况数据

国内旅游收入Y

248.00

300.24

363.62

408.40

541.90

695.67

947.95

1 179.90

1 077.33

1 452.80

1 862.03

2 410.57

3 229.83

3 830.04

4 838.34

6 137.60

7 600.52

国内生产总值X1

3 928.20

4 293.49

4 725.01

5 333.09

6 379.63

7 385.10

8 690.24

10 562.39

12 601.23

14 151.28

17 185.48

21 026.68

23 872.80

26 392.07

28 536.66

30 053.10

32 680.50

国内旅游人次X2

5 400.43

6 334.70

7 217.90

8 403.50

11 415.00

13 164.00

16 581.00

18 570.00

17 456.00

21 922.10

27 141.30

34 977.82

43 451.77

48 696.50

53 549.69

58 500.63

63 025.00

居民消费水平X3

2 550.48

2 707.15

2 914.39

3 203.36

3 656.20

4 130.08

4 501.00

5 259.00

6 072.00

6 863.00

8 182.00

9 903.00

11 280.00

12 548.00

13 755.00

14 774.00

16 024.00

旅行社数X4

384

417

469

498

564

550

586

602

620

631

744

761

810

832

845

910

988

运输里程X5

32.50

35.20

38.40

34.70

31.20

31.60

37.70

42.50

50.60

53.20

64.50

69.40

78.50

84.20

89.30

98.70

109.10

3 实证分析

3.1模型设定

实际经验表明，各影响因素变量应与旅游经济

收入情况呈正相关，故设定如下计量经济模型。采

取对数模型的原因是研究解释变量1%的变动会对

被解释变量造成的影响，即模型中的系数是被解释

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弹性。

其中，β i（i＝1,2,3,4,5）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μ t

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因素对四川省旅游经济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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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影响，如国家政策、国民文化程度等。

3.2 模型估计

基于原始统计数据，通过Eviews软件应用OLS

法（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结果见表2。

由表 2可知，初步建立的四川省旅游经济发展

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如式（2）。

该模型表明，国内旅游人次、居民消费水平、运

输里程与四川旅游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符合经济

意义，但旅行社与国内生产总值与其呈现负相关，

显然不符合实际，并且 F 统计量为 291.479 7，调整

过后的可决系数比原始可决系数小，说明可能存在

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3 模型检验与修正

3.3.1多重共线性检验与修正

①模型检验

分析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可以确定其是否存

在多重共线性。通过Eviews软件输出相关系数表

（表3）。

从表3可以直观地看到，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

高，全都在90%以上，即模型（2）中存在多重共线性。

②模型修正

国内外已经给出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多种方法，

在此选择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先利用被解

释变量对各个解释变量做简单回归，选取其中贡献

最大的变量为基础，依次引入其他变量，直至加入

其他变量不同通过 t检验和F检验，最终得到合理的

模型。经过反复验证，最终保留国内旅游人次与居

民消费水平2个解释变量。其模型如式（3）。

（3）

在模型（3）中，LN X2 的 T 检验值为 2.104 9，

LN X3 的 T 检验值为 3.869 8，常数项的 T 检验值

为－13.152 19，可决系数为 0.988 3，修正可决系数

为 0.986 7，F值为 593.743 8，DW值为 0.825 8，表明

模型较为合理。

3.3.2异方差检验

由于选取样本总数只有17个，样本较少，不适用

采用Goldfeld-Quandt检验，图形法也不容易观察得

出结论，所以采用White检验法对上述模型（3）进行

检验，其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其检验结果在显著

性为5%的水平下， ，

所以模型（3）不存在异方差性。

3.3.3自相关性检验

为判定上述模型中是否存在自相关性以及其

具体性质，利用偏相关系数检验，该方法判定模型

是否存在自相关性的标准是偏相关系数（PAC）＞

0.5，则存在自相关性，否则不存在自相关性。观察

图1，得出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的结论。

3.3.4回归结果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检验过程，最终得到通过各项检验的

模型（3）为与实际经济运行几乎吻合的方程。当四

川省国内旅游人次增长 1%，其旅游收入增加

0.44%；四川省居民消费水平每提高 1%，其旅游经

济增加1.05%，这与实际相符，因此可用于未来旅游

经济预测以及分析现实问题。

表2 OLS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C

LN X1

LN X2

LN X3

LN X4

LN X5

可决系数R2

修正可决系数R
- 2

F值

F值概率

杜宾检验值DW

回归系数

－5.140 651

－1.368 660

0.727 130

1.943 024

－0.139 308

0.485 667

0.992 509

0.989 104

291.479 7

0.000 000

1.201 527

标准差

2.979 265

0.730 432

0.341 422

0.809 136

0.878 771

0.285 853

T值

－1.725 476

－1.873 768

2.129 710

2.401 357

－0.158 526

1.699 011

P值

0.112 4

0.087 8

0.056 6

0.035 1

0.876 9

0.117 4

（2） 项目

F值

统计量Obs*R2

值

1.349 661

6.463 783

值

0.314 3

0.263 7

表4 异方差检验（怀特法）

项目

F值概率

Obs*R2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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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量相关系数表

相关性

LN X1

LN X2

LN X3

LN X4

LN X5

LN X1

1.000 000

0.985 910

0.998 354

0.980 475

0.963 706

LN X2

0.985 910

1.000 000

0.984 959

0.992 080

0.932 977

LN X3

0.998 354

0.984 959

1.000 000

0.981 833

0.965 944

LN X4

0.980 475

0.992 080

0.981 833

1.000 000

0.936 481

LN X5

0.963 706

0.932 977

0.965 944

0.936 481

1.000 000

图1 偏相关系数检验图

3.871 1
3.971 1
4.008 1
6.181 5

概率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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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成果，结合四川省当前旅游事业

发展水平与潜力，得出结论：影响四川省旅游经济

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四川省国内旅游人次以及居民

的消费水平情况。二者对于旅游经济的增长有着

正向的推动作用，尤其居民消费水平每增加 1％就

可以使得旅游收入约增加 1.05％，说明其在四川省

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与此同

时，宏观经济发展、旅行社、星级饭店代表的旅游接

待能力以及交通便利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旅游经济发展，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⑴加快经济建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四川省

旅游收入的增加离不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为

对国民对旅游的需求可以用居民消费水平来衡

量。需求拉动消费，消费带动旅游经济发展。居民

对旅游消费的需求，即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从

宏观和微观 2个方面提出建议。在宏观方面，加快

经济建设，解放生产力，不断创新，增强四川省的经

济实力，从而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人们在满足

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就会增加对旅游的需求，促进

消费，拉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在微观方面，由于自

古以来的储蓄习惯，人们往往会储蓄以应付未来风

险，或者持有在手中任其贬值，故应该改变观念，增

加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⑵加大宣传力度，弘扬四川传统文化。旅游事

业的发展离不开宣传，宣传力度的加大可以增强四

川省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从而带来更多旅客。上述

结果表明，旅游人次的增加对促进四川省旅游经济

增长具有正向作用。目前四川省的旅游主要集中在

自然景观，如贡嘎雪山、四姑娘山、稻城亚丁、九寨沟

等，这些国家级风景区收入十分可观。然而还有一

些旅游资源仍未开发或者宣传力度不够，如川剧等

一系列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

就需要四川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加大宣传，适当实

行旅游优惠政策，利用互联网资源广泛推广，从而提

高景区知名度，增加旅游人次，带动旅游经济发展。

⑶提高旅游接待能力，重视旅游产品创新、质

量。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是旅游业健康发展

的重要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四川省旅游经济

发展速度快慢。提升四川省当地旅游接待能力主

要从 2个方面进行：第一，注重旅行社服务质量，积

极进行旅游产品创新。目前旅行社推出的产品大

多数是走马观花的旅游，不能深入了解一个地区的

文化传统，还存在着导游恶意强制购物的现象。所

以旅行社要重要旅游产品的创新，带领游客深入了

解当地的优秀文化从而扩大其在全国乃至世界范

围内的影响力。不仅要有传统的旅游观光，还需要

户外旅行、远足登山、定向越野等满足不同人群需

求的创新旅游产品。与此同时，旅行社要培养高素

质导游团队，注重监管在旅游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完善交通运输系统，提高便利程度。目前四

川省内交通多为公路，尤其对于节假日客流量承受

力不足，经常出现堵车等现象。这就要求政府完善

交通运输体系，根据特定地理环境建设不同交通运

输方式，以期提高交通便利程度。唯有社会各界共

同努力，打造属于四川省特色旅游形象，实现良性

循环，才能促进四川省旅游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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