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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业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能够增加居民收入和就业机会，并联动相关产业部门
的发展。然而，旅游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假说始终存在争议，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在经济增
长理论框架下，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探讨旅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转移情况和居民福利效用
变化，使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并具体区分了旅游
业发展对沿海发达省份和内陆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影响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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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旅游总人次( 包括国内旅游人次和
入境旅游人次) 为 123．1亿人次，较上年增长 4. 6%;
全球旅游总收入( 包括国内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
入) 为 5．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的 6. 7%［1］。
旅游业通常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能够增加
居民收入和就业机会，并联动相关产业部门的发展。
旅游业驱动经济增长假说实际上来源于出口导向型
增长假说［2］，该假说基于李嘉图贸易模型。李嘉图
指出，不同国家在商品生产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可通过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
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借助国际自由贸易增加整体
福利［3］。根据李嘉图贸易模型可知，旅游业可以被
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出口业［4］，旅游业的发
展对欠发达地区的带动效应更大，并有助于缩小地

区间的经济差距［5］。虽然关于旅游业对地方经济
影响的主流思想依然是旅游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
其忽略了旅游业发展对地方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且现实情况是，随着旅游度过了快速发展的初
期阶段，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复杂，甚至在部
分城市呈现“荷兰病”的特征。比如，自 2004 年开
始，澳门实施以旅游博彩业为主导的政策导向使澳
门旅游业快速发展，收入大幅增加，外资大量流入旅
游博彩业，使得经济不断升温，这也曾被经济学界认
为是最为有效的政策。但是，旅游博彩业的高速发
展呈现出一家独大的趋势，削弱了澳门其他产业的
竞争力，造成产业结构不均衡加剧，并引发物价上
涨，尽管居民收入有所上升，但实际购买力却在下
降。这种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完全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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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需求所推动的，城市功能设计主要是为旅游者
所服务的，城市资源、就业都在向旅游业倾斜，使得
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且由于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特
点，使得城市的发展也具有脆弱性。

然而，大量文献使用跨国数据、某个国家或城市
数据来研究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
研究结论不甚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如，Balaguer 等
分析了西班牙旅游业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关系，首次
验证了旅游业主导经济增长假说［6］; Brida等证实了
旅游业对墨西哥经济增长的长期正面影响［7］;
Habibi等运用增长分解法( GDM) 研究发现，伊朗旅
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8］; Sharif 等揭示，
短期内经济增长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而长期则是
旅游业推动经济增长［9］。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受到旅游目的地本身经济水平的影响［10］，如
Sequeira等发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似乎更
能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11］; Paramati 等
通过研究可知，旅游业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不同经济
体的影响程度不同［12］; Lee 等比较了旅游业对经合
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发现旅游业发展对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影响更大［13］;
Soukiazis等利用条件收敛模型得出结论，葡萄牙旅
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地区间的协调发展［14］。持这类
观点的学者认为，通常来讲，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吸引
力大于发达地区，旅游消费产生了从富人到穷人的
潜在转移效应［15］，并且旅游业的发展能在短时间内
为旅游目的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低技能
就业机会，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通常会对欠发达地区
的影响更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支持旅游业驱动经
济增长假说。如，Britton指出，旅游业可能会维持社
会阶层，甚至加剧地区不平等，并会刺激经济、环境
和社会等其他问题［16］; Copeland 指出，在没有征税、
扭曲和外资所有权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提高非贸易
品价格和改善贸易条件，旅游的增长才会有益于旅
游目的地国家［17］; 以英国 Cornwell 地区为研究对
象，Andrew通过该地区的旅游住宿与饮食相关统计
表明，旅游业发展有利于财政平衡，提高地区经济和
居民生活水平，但若过于集中发展反而会造成城市
工业的衰退［18］; Croes等以波兰为研究对象，研究发
现旅游业对波兰的经济增长短期存在正向效应，但

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19］; 利用
1995—2013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Zuo
等研究了旅游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
果发现旅游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倒
U形或 N形关系，说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并非一直是正面的，短期来看带来的是正面效应，
而长期带来的则是负面效应［20］; Krakover 提出，旅
游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区域差异的影响
是复杂和矛盾的，而这些影响在旅游领域很少得到
实证检验［21］; Haddad等研究认为，巴西的旅游业在
国家层面上是一个零和博弈［22］; Capó 等认为，旅游
业扩张可能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23］; Devereux 等认
为，由于旅游业可能会取代以出口税或进口补贴为
主的贸易体制中产生的福利［24］。旅游业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受到目的地本身经济水平［11］、地理规
模［25］、特定市场［26］等因素的影响，即旅游业发展并
不总是能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甚至有可能加速区
域间发展的不平衡。Tisdell等提出了入境旅游与中
国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基尼系数，比较发现国际旅
游的空间集中度高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空间集中度，
这意味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加速了区域间发展的不
平衡［27］; Gymen等发现，旅游业发展加剧了土耳其
的地区不平等，因为旅游资源并非均匀分布，发达地
区和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旅游相关投资［28-29］。

那么，中国发展到现阶段，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
长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内
在逻辑是什么? 笔者旨在利用中国 2000—2017 年
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和内在机制。与现有文献相比，可能的贡献体现
在以下方面:①拓展和深化已有研究。目前，国内相
关主题的文献大多集中在研究某一特定区域旅游业
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国外相关主题中以
中国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章数量较
少。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基于中国国
家层面出发研究旅游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此次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旅游与经济增长
关系研究成果。②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探讨旅游
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转移情况和居民福利效用变
化。现有文献基本上都是采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旅
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极少有从理论上
去分析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机制。③为
了解决变量之间可能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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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差分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实证分析中国旅游业
的发展对经济带来的影响。④具体区分了旅游业发
展对沿海发达省份和内陆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影响之
间的差别，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设计

1．理论分析
遵循“资源陷阱”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旅游业发

展对国家或岛屿影响［17，23，30］，假设各生产部门的产
品价格不同且部门间资源灵活流动。以城市旅游为
研究对象，构建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允许工资
浮动以及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自由流动，以便最
大程度贴近现实。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来说，通常
将部门构成分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由于旅游
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其生产和消费均在同一个地方，
Copeland等认为旅游产品 ( 包括旅游服务) 属于非
贸易品，但实际上旅游产品是由非本地的旅游者所
消费的，因此，旅游产品应该归类为贸易品［17］。

假设小型开放经济体是由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
门构成，贸易部门分为蓬勃发展的旅游部门和其他
贸易部门，如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非贸易部门则
是由服务业和建筑业等部门构成。

假设贸易部门的价格是外生的，是由经济体外
部市场所决定的，而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则是由经济
体内部市场的供需所决定的。部门之间唯一的自由
流动要素是劳动力，当各部门工资达到均衡时，劳动
停止流动，并假设经济体是充分就业的。

L = LT + LM + LF ( 1)
式中: L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劳动力总量; LT为旅游
部门劳动力总量; LM为其他贸易部门劳动力总量;
LF为非贸易部门劳动力总量。

因此，当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旅游业发展时，即外
部世界对该经济体的旅游需求增加时，旅游价格也
随之上涨。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旅游需求的上升
必然要求旅游供给的增加，而旅游部门所提供的旅
游服务产品无法通过提高产出效率来增加产出，只
能通过工资上涨的途径吸引其他部门的劳动力流向
旅游部门，导致其他部门的产出下降。

Y = WT LT + WM LM + WF LF ( 2)
式中: Y 为经济体国民收入; WT、WM和WF分别为旅
游部门工资率、其他贸易部门工资率和非贸易部门
工资率。

在其他部门价格、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的
发展会带来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增加，进而增加
经济体内部市场的需求，即非贸易部门的消费增加，
这会带来非贸易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根据供给需
求理论，产品价格上升会刺激供给市场生产更多产
品。为了生产更多产品，要么提高产出效率以抵消
非贸易部门因旅游的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流失，要
么通过工资上涨机制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其他贸易
部门流动到非贸易部门。最后，不得不通过增加
“进口”来满足其他贸易部门的生产下降。

如果不考虑所有修正因素，国民收入 Y 可以等
同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则 Y等于总消费+总投资+
政府购买+净出口，这里假设总投资和政府购买为
零，则 Y等于旅游部门净出口+非贸易部门总消费+
其他贸易部门总消费－其他贸易部门净进口。用 Y
表示旅游业发展前后居民福利的差额，则
ΔY = Δ旅游部门净出口 + Δ非贸易部门总消费 －

Δ其他贸易部门净进口 ( 3)
所以，旅游业的发展能否给小型开放经济体居

民带来正向经济福利效应，取决于前面两个部分和
后面一个部分之差，即旅游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旅
游业的发展会带来非贸易部门产业的增长和除旅游
外的贸易部门产业的萎缩，旅游业的发展可能会增
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可能引起居民的“贫困
化”。因此，在发展初期，旅游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
效应还未显现，受旅游业影响的非贸易部门消费的
提升还未带来该部门工资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得除
旅游部门外的其他贸易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非贸易部
门，进而增加其他贸易部门的“进口”消费以至于产
生的经济福利被转移到旅游目的地以外的地区; 而
到一定程度，旅游业发展到足以改变非贸易部门工
资率时，其他贸易部门的劳动力会被逐渐转移到旅
游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此时其他贸易部门的产能不
足以供应需求而不得不通过进口来满足区域内部需
求，此时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如
果再进一步发展，边际效应将递减为零，甚至为负，
最终导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开始变成负效
应。总的来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可能
是先增加后减少的。

2．基本模型
由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

型最重要的假定是误差项与回归量正交，即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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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解释变量 X之间不相关、解释变量是外生的。此
外，前期经济发展水平对当期有动态影响，这种滞后
效应在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中并没有考虑进来。为了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
生性问题，也使此次模型更加符合现实，采用动态面
板数据来研究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建立模型如下:

yi，t = α0 + α1 yi，t －1 + β1 TＲi，t +

β2TＲ
2
i，t + γ Xi，t + θt + δi + εi，t ( 4)

式中: yi，t为 i 省 t 年的人均 GDP; yi，t－1为 i 省 t－1 年
的人均 GDP ; TＲi，t为 i 省 t 年的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例; Xi，t为其他控制变量; θt为年份效应，用以控制
各省份经济形势等随时间的变化; δi为省份的固定
效应，用以控制各省份不被观察到的、不随时间变化
的差异性; εi，t为误差项，α0为常数项。

但是，式( 4) 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 第一，
模型受到一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这些不可观测
的影响因素并没有纳入模型;第二，旅游业和区域发
展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即旅游业的发展会影响区域
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本身可能会对
旅游业产生影响; 第三，其他控制变量，如平均受教
育年限可能具有内生性，因为是否继续接受教育既
可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可能受到 GDP 影响。要
解决内生性问题就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
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 difference GMM) 方法对动态
面板进行估计分析。

3．变量设计
因变量为 2000—2017年 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

均 GDP，数据来源于 2000—2017年各省市自治区统
计年鉴。由于人均 GDP 数据是按当年价格统计的，
采用各省 GDP 指数进行平减计算，以 2000 年为不
变价格。

如前所述，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
影响，因此旅游规模( TＲ) 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由
于资本投入( CAP) 是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
键因素［31］，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投入( CAP) 作
为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其他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
包括受教育程度 ( EDU) 、全球化程度 ( OPEN) 和政
府支出规模( GOV) 。

( 1) 旅游规模( TＲ)
旅游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已经成为

我国旅游业的重要支柱，从 2010 年至今，国内旅游

收入均占旅游总收入的 80%以上，相比于以往通常
用入境旅游收入数据相比，用旅游总收入来分析旅
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准确。旅游规模可
以反映区域旅游的发展程度，数据来源于 2000—
2017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 2) 资本投入( CAP)
由于资本投入( CAP) 是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增

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模型中加入 CAP 作为一个重
要的控制变量。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与各省市自治
区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表示，其中资本存量计算方
法是基于单豪杰的方法［32］，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指
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以及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 3) 受教育程度( EDU)
由于统计数据中没有直接的受教育程度数据，

通过将小学学历设定 6年、初中 9年、普通高中和中
等职业学校 12 年、高等职业教育 14 年、大学专科
15年、大学本科 16 年、研究生 19 年来计算各省的
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 2000—2017 年的《中国统
计年鉴》。

( 4) 全球化程度( OPEN)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对外

贸易和获得外资两方面，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
之比来表示，数据来源于 2000—2017年各省市自治
区统计年鉴。

( 5) 政府支出规模( GOV)
政府支出规模用政府消费支出占各省市自治区

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统
计年鉴。

表 1 显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包括全
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差异与比较。所采用的分类依
据是中国社会研究院所划分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
内陆欠发达地区，其中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
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河北为沿海发达地区，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为内陆欠发达地区。

分析表 1 可知，全国人均 GDP 平均值为
10 962．75元，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 平均值为
17 713．82 元，内陆欠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 平均值
仅为 7 249．65元; 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02 年，
沿海发达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94年，内陆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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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区域 变量 观察值 单位 Mean SD Min p50 Max

全

国

沿
海
发
达
地
区

内
陆
欠
发
达
地
区

gdp_per_capita 558 元 10 962．75 7 533．37 2 759 8 582．37 42 598．71
TＲ 541 － 0．11 0．06 0．02 0．09 0．52
CAP 558 － 2．36 0．90 ．69 2．15 7．35
EDU 526 年 9．02 1．46 3．02 9．05 13．53
OPEN 558 － 0．11 0．14 0．002 0．04 0．78
GOV 558 － 0．36 0．23 0．1 0．31 2．32

gdp_per_capita 198 元 17 713．82 9 097．89 6 798 14 768．01 42 598．71
TＲ 191 － 0．11 0．04 0．03 0．11 0．24
CAP 198 － 2．02 0．44 0．98 1．96 3．38
EDU 186 年 9．94 1．28 7．85 9．87 13．53
OPEN 198 － 0．23 0．17 0．01 0．16 0．78
GOV 198 － 0．31 0．14 0．1 0．28 0．76

gdp_per_capita 360 元 7 249．65 1 915．36 2 759 7 216．06 12 161．31
TＲ 350 － 0．10 0．07 0．02 0．08 0．52
CAP 360 － 2．55 1．02 ．69 2．37 7．35
EDU 340 年 8．52 1．30 3．02 8．74 10．60
OPEN 360 － 0．04 0．03 0．002 0．03 0．27
GOV 360 － 0．39 0．26 0．11 0．33 2．32

达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2 年;沿海发达地区的
旅游规模占比和进出口贸易额占比高于内陆欠发达
地区，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存量占比和政府支
出占比高于沿海发达地区。

二、实证研究结果

1．描述性分析
作为我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国内旅游已经成

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支柱。2010 年至今，国内旅游
收入均占旅游总收入的 80%以上。2013 年，国内旅
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高达 89%，到 2018 年，国内旅
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也已经达到 86%。因此，相比
于以往通常用入境旅游收入数据相比，用旅游总收
入或国内旅游收入来分析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影响更为准确。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占全国
旅游总收入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68%逐步下降至
45%左右，反之，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占比
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结合旅游收入占 GDP 的
比例来看，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相比相
差无几，这意味着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旅游
业发展一样在不断提升。这些统计结果表明内陆欠
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沿海发达地
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可能在内陆欠发
达地区更为显著。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
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平衡情况，分别计算旅游业和经

济指标的基尼系数。
中国旅游业发展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基尼指数

的计算结果见图 1。中国旅游业发展基尼系数在不
断下降表明区域间的旅游业发展差异在不断缩减，
即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速度显著快于沿海
发达地区，尽管现在的基尼系数依然在 0．3，但这两
个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在逐步接近。经济发展的
基尼系数从 0．317 下降到了 0．3，尽管下降得并不
多，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略有改善。可以
认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因素并非旅游业，而是受到
其他更为重要因素的影响，但旅游业的发展还是对
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至于旅游业的发
展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效应以及随着旅游
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
应的变化则需要通过计量模型来得到。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图 1 人均 GDP 和旅游总收入的基尼系数

2．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 2的估计结果给出了全国所有省份和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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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组的估计结果和显著性水平，第 1列显示的是基本
回归结果，数据包括全国 31个省市区。第 1列中，上
一年( yi，t－1) 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入、受教育
程度和全球化程度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但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 2 基本估计结果和稳健性检验

变量 全国 沿海发达地区 内陆欠发达地区

l．gdp_per_capita 0．537＊＊＊
［0．000］

0．140
［0．546］

0．616＊＊＊
［0．006］

TＲ 1．342*

［0．093］
1．624*

［0．073］
2．690＊＊＊
［0．006］

TＲ2 －5．016*

［0．055］
－5．630*

［0．083］
－5．332＊＊
［0．023］

CAP 0．173*

［0．087］
0．269
［0．224］

0．032
［0．437］

EDU 0．018＊＊
［0．028］

0．072*

［0．088］
－0．001
［0．935］

OPEN 0．480＊＊＊
［0．004］

0．675＊＊＊
［0．008］

1．158＊＊＊
［0．001］

GOV
－0．635
［0．170］

0．010
［0．984］

0．221
［0．366］

自相关检验 AＲ( 2) 0．058 0．375 0．770
Hansen检验 0．142 0．541 0．319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关于旅游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如理论分
析部分所预想的那样，旅游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呈现倒 U形，即旅游业的发展在初期会带动经济增
长，但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边际效应会逐
渐减少，并最终带来负面效应。在旅游业发展的过
程中，旅游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旅游业的发展，意味着
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增加，也预示着
旅游目的地经济结构的改变。旅游业的发展扩大过
程也就是旅游目的地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旅游业
发展初期，旅游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效应还未显现，
受旅游业影响的非贸易部门消费的提升还未带来该
部门工资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得除旅游部门外的其
他贸易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进而增加其
他贸易部门的“进口”消费以至于产生的经济福利
被转移到旅游目的地以外的地区。此时，在旅游业
发展初期，旅游目的地主要面向大众旅游，所提供的
旅游产品也比较简单，如旅游观光产品，旅游产业结
构相对简单，产业链相对较短。当旅游业发展到一
定阶段，旅游目的地开始针对不同类别的游客提供
多样化旅游产品，兼具大众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产
品且旅游产业结构开始多样化。当旅游业发展到足
以改变非贸易部门工资率时，其他贸易部门的劳动

力会被逐渐转移到旅游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此时其
他贸易部门的产能不足以供应需求而不得不通过进
口来满足区域内部需求，此时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
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如果再进一步发展，边际效应将
递减为零，甚至为负，最终导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
效应也开始变成负效应，引起居民的“贫困化”效
应，此时旅游目的地也开始进入路径依赖阶段。除
非此时旅游目的地采取创新战略来打破路径依赖效
应，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
会带来负面效应。

不同于 Adamou 等认为转折点为 20．8%［2］、Po
等研究认为转折点是 4． 048 8%和 4． 733 7%［33］、
Deng等研究认为转折点为 1．80%和 2．04%［34］，本研
究认为转折点为 13．38%。这可能跟本研究所采用
的数据来源有关，因为研究数据是国内旅游总收入
数据，而其他采用的都是国际旅游收入数据。此次
研究认为，国内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 80%以
上，且对于以省级为旅游研究对象而言，国内旅游也
被视为外区域对本区域旅游的需求，因此本研究使
用的是旅游总收入数据。此外，通过使用差分广义
矩估计克服了内生性偏差和一致性问题。尽管不同
的文献对转折点的估计不同，但这些文献基本认同
一个观点:旅游业不同的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程度是不同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是具有阶段性的。

3．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也为考察

旅游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别，本研究将中国
31个省市区分为两个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
发达地区，分别运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来进行估
计。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第 2 列是沿海发达地区
的估计结果，第 3列是内陆欠发达地区的估计结果。
第 1列中，上一年( yi，t－1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
入、受教育程度和全球化程度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但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
不显著。第 2列中( 对沿海发达地区而言) ，除旅游
规模外，仅有受教育程度和全球化程度对经济增长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 3 列中( 对内陆欠发达地区
而言) ，上一年( yi，t－1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全球化
程度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同第 1列全
国层面的估计结果相比，三者认为旅游业对经济增
长影响的趋势是相同的，均呈现倒 U 形发展趋势，
这充分说明了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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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倒 U形的趋势，且这个结果是稳健的。
沿海发达地区的转折点明显快于内陆欠发达地

区，这意味着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
长的负面效应到来的时间会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
该结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
所带来的效应差异原因可能如下: ①沿海发达地区
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我
国旅游业是从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步入正轨，且由于
入境旅游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重点，国际旅游者对
于中国的认知仅局限在沿海省份，彼时中国入境旅
游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因此，沿海发
达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②作为
旅游业六大要素之一的旅游交通在沿海地区的发展
状况优于内陆地区，因此，沿海地区的旅游可达性高
于内陆地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旅游者都会倾向
于到旅游可达性高的地区旅行，因此，沿海地区旅游
业的发展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当沿海发达地区的
旅游业开始从简单的大众旅游发展到成熟的具有多
样化旅游产品的阶段，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才
刚刚开始萌芽。③沿海发达地区居民在早期旅游业
快速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带来可支配收入增加的福利
下，再加上内陆欠发达地区的交通可达性也在逐步
提高，沿海地区的居民开始逐步将可选择的旅游目
的地扩散到内陆地区。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由于可支
配收入远低于前者，将前者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
者人数远远低于后者。因此，沿海发达地区由旅游
部门发展带来的非贸易部门消费增加、工资率上涨，
进而使得其他贸易部门的劳动力转向非贸易部门，
增加其他贸易部门的进口消费，最终使得旅游业发
展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的时间早于内陆欠发达地
区。假设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
发展周期相同，由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早
于内陆欠发达地区，导致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
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
转折点。

综上所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是显著的，无论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陆地区，
且其影响趋势都是相同的，只是转折点在沿海发达
地区来得更快。在转折点出现前，沿海地区的经济
增长速度快于内陆地区，二者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当沿海地区的转折点出现时，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
速度开始减缓，此时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差

距开始逐渐缩小，呈现发展趋同的趋势，结果同前面
的旅游发展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基尼系数相同。

三、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长期以来，旅游业被看作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

动力，能够增加居民收入、就业机会，联动相关产业
部门的发展。然而，旅游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假
说始终存在争议，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在经济
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探讨旅
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转移情况和居民福利效用
变化，通过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中国旅游
业的发展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并具体区分了旅游业
发展对沿海发达省份和内陆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影响
之间的差别。总体而言，旅游业的发展能否给小型
开放经济体居民带来正向经济福利效应取决于旅游
发展阶段。在初期，旅游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效应
还未显现，受旅游业影响的非贸易部门消费的提升
还未带来该部门工资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得除旅游
部门外的其他贸易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非贸易部门，
进而增加其他贸易部门的“进口”消费以至于产生
的经济福利被转移到旅游目的地以外的地区; 等到
一定程度，旅游业发展到足以改变非贸易部门工资
率时，其他贸易部门的劳动力会被逐渐转移到旅游
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此时其他贸易部门的产能不足
以供应需求而不得不通过进口来满足区域内部需
求，此时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如
果再进一步发展，边际效应将递减为零，甚至为负，
最终导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开始变成负效
应。也就是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可能
是先增加后减少的。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旅游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正如理论分析部分所预想的那样，旅游规模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 U 形，即旅游业的发展在初期
会带动经济增长，但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边际效应会逐渐减少，并最终会带来负面效应。无
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来看，旅游业发展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呈现倒 U 形的趋势，只是沿海发
达地区的转折点明显快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这意味
着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
应到来的时间会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该结论是符
合中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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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模型上对我国旅游业发展
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本研究
是从省级层面来探讨增长影响效应的，未来在数据
可获得的情况下，可从城市层面来更进一步探究旅
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因为每个省内不
同城市的旅游业发展并不是均衡的; 对增长效应的
区域差异分析可以进一步将我国的 31 个省、市、区
分为东中西 3个部分来考察。

2．政策启示
一方面，协调好旅游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

的关系。本研究假设城市是由旅游贸易部门、其他
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组成的，对于这样的小型开
放经济体，由于内部市场相对外部市场较小、拥有的
自然资源也比较局限、城市经济结构相对较为单一，
旅游业发展给经济带来正面效应的转折点会来得更
快，旅游业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正面效应的持续时
间会更短。相较而言，如果经济体本身的资源丰富、
经济体内部市场足够广阔、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足够
多元，那么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能
持续更久。这意味着，区域的经济增长不能完全依
赖于旅游业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加强经济体
内部产业结构的多元性、使经济体内部产业结构比
例更为合理化，要扩大经济体内部市场、加强经济体
内循环，从而保证区域经济增长稳定。在此基础上，
扩大旅游业的发展才能更持久地带动经济增长，不
至于旅游业扩大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旅游政策制定要突出区域差异。根
据研究结论可知，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
的旅游发展速度是不同的，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
发展早于后者，且沿海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效应转折点是快于后者的，这意味着当
沿海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效应开始递减
之时，内陆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效
应仍然在不断增加; 当沿海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对
经济增长效应降为零时，内陆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发
展对经济的增长效应仍然为正。这对旅游发展政策
制定者来说面临两个问题: 从区域发展差异的角度
来看，由于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旅游业
发展的带动效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从长期来
看是趋同的;然而，研究结论也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对
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长期来看是负面的。因此，在
制定旅游发展政策的时候需要突出旅游发展的区域

差异，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处
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比如，针对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应
该要将旅游业转型升级，针对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对
较为滞后的内陆欠发达地区，应该要在提升旅游产
品品质的同时，加强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复杂
性等。此外，还应该要考虑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
出效应，加强全域旅游的发展，区域间合作共建跨区
域旅游集散通道和旅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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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Ｒesponse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 Mixed-
Method Study on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ZHOU Ju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play
complementary and supplementary roles in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the rol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obviously inadequate and
unbalanced，but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governance theory cannot explain such phenomena
rationally．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bilization policy texts，and reveals that
government mobilization is a kind of “adaptive
mobilization”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adapting”to
the need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ocial organizations，and the
daily work of the government． Further cas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at different
levels，but their participation is hardly affected by the
mobilization policy， which is a kind of “low
response”． To boost the government’s mobiliz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is crucial to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adaptability of mobilization policies to
the actual need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but also
intensify policy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ion
monitoring．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government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Trust and Confidence: An Empirical Study 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Strategy in Great Public
Health Event /ZHENG Zhan，et al(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in 2020 is
a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global concern． Xi
Jinping，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CCP，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strong
confidence，warmth，and gathering of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level，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news strategies during the epidemic into three typical
strategic frameworks———constructing a big country
image ( to show strong confidence ) ， building a
community culture ( to warm people ) ， and
establishing a fair mechanism ( to gather people ) ，
and then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people’s responses to the mainstream news
of the three typical strategies tend to be more
positive， with higher recognition and confidence．

Personnel from state agencies and enterprises，people
with stable incomes， and middle-aged and young
people aged 26 to 45 have stronger confidence in the
country． And it was also found that in this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cross-border integration”is
a very important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our country．
This research has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s specific operation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in
public management．
Key words: great public health event; analysis
framework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strategy; communication effect
Ｒ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s’Multiple
Employment Ｒelationship Modes on Career
Competence /ZHANG Hongru， et al ( Business
School，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motivation-contribution model，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patterns on employees’ occupational competence
through the paired data of 72 department heads and
241 employees． The results show that，compared with
the underinvestment type， the overinvestment type
and the mutual-involvement typ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sider identity and
occupational competence，while the quasi-transaction
contract typ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nsider identity and occupational competence． Insider
identity percep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pattern and occupational
competence，whil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insider identity perception on
occupational competence．
Key words: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organizational climate; career
competence
Ｒ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Ｒegional Economic Growth /MAO
Lijuan，et al (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Tourism is regarded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can increase
residents ’ income， promot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connect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industrial departments． However， the
hypothesis that tourism development brings economic
growth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and has not been
unanimously accept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conomic growth theory，this
paper uses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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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welfare utility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hina’
s economy by using the differenc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and specifically distinguish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oastal developed provinces and
inland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ry; reg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general equilibrium

Empirical Ｒ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etency Model of Grassroots Ｒiver Chiefs /
WANG Qun， et al (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As the“peripheral nerve”in river chief
organization system， grassroots river chiefs play a
fundamental and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overall
establishment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grassroots river chiefs for
standardizing the work requirements，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the tasks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The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 method was used to
interview 22 grassroots river chiefs，and the interview
content was analyzed with the software ATLA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an initial competency model
of grassroots river chiefs，including five dimensions
and 23 competency elements，was constructed through
open coding， principal axis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The initial competency model of grassroots
river chiefs was tested and modifi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o the final grassroots river
chief competency model，which is composed of five
dimensions: river and lake management ability，
collaboration ability，stress resistance，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ass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The competency elements
of grassroots river chiefs should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valuation，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of grassroots river chief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y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so as to make the system
better serve practice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iver chief system from“famous”to“practical”．
Key words: river chief system; grassroots river
chief; competency model

On the Ｒ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Third-
Party Platform of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 /LU
Haibo ( Law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Internet +”program
advocated by the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industry has entered and constantly changed its mode．

As a result，various Internet medical industries have
emerged． Among them， the most mature Internet
medical third-party platform not only has the risk
caused by the general third-party platform，but also
has the risk of consultation platform flood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he name of consultation，
higher risk uncertainty and being captured by
interests． The service of the platform is a health-
related credit product，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degree of personal dependence，the uncertainty
of doctors ’ professional level， and patients ’
irrationality． They are the causes of risk．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se risks， we need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and make clear the platform’s access
standards and the boundaries of consultation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e need to introduce a
negative list system to set restrictions on the scope of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s． We need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social co-governance，endow the platform
supervision with power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echnical supervision． And we also need
to clarify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and finally realize
the inclusive and prudent supervision of the third-
party medical platform．
Key words: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 third-party
platform; risks; supervision
Financing Lease: the Path Choice for Upgrading
the Facilities of the Private Old-Age Institutions /
HAN Zhenyan， 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weak financial strength，poor
financing channels，low profitability and high price of
rehabilitation and nursing equipmen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ension services in private old-age
institutions is difficult to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owever，financial leasing，as a financial tool，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dilemma．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financial leasing，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coupling between financial
leasing and facilities upgrading of private old-age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capital， investment return
period，time demand and management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life cycle，this paper
analyses three modes of facility upgrading in private
old-age institutions． They are the direct financing
leasing mode which combines the leasing mode of
manufacturer，the after-sale leaseback mode and the
fractional leasing mode． Finally，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cases of financial leasing of old-age
institution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government，financial leasing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old-age institutions．
Key words: financial leasing; private old-age
institution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enterprise lif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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