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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口援疆是解决区域非均衡化发展、
 

激发新疆“造血式”自我发展机制形成的中国特色援助政策.
 

旅游业是

新疆的特色优势产业,
 

援疆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新疆旅游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2006-2019年省域和市域面板数据,
 

通过合成控制法和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评估新一轮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和

驱动机制.
 

结果显示:
 

援疆政策推进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进程,
 

特别是2015年全国旅游援疆工作会议召开后,
 

新疆

旅游经济迈入高速度发展阶段;
 

从省域层面看,
 

比较援疆政策实施前后,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
 

远高于其

合成对象;
 

从市域层面看,
 

援疆政策显著促进新疆旅游业发展,
 

受援地州市的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明显上升.
关 键 词:援疆政策;

 

合成控制法;
 

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模型;
 

旅游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 章 编 号:1673 9868(2022)07 0160 09

The
 

Study
 

on
 

Influence
 

of
 

Aid
 

Policy
 

on
 

Tourism
 

Economy
 

Growth
 

in
 

Xinjiang

HU
 

Jingxuan, BAI
 

Yang
Key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urism/College
 

of
 

Tour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Abstract:
 

Counterpart
 

assistance
 

to
 

Xinjiang
 

is
 

a
 

special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solve
 

the
 

un-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e
 

the
 

formation
 

of
 

Xinjiangs
 

“hematopoietic”
 

self-development
 

mechanism.
 

Tourism
 

is
 

a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tageous
 

industry
 

in
 

Xinjiang,
 

and
 

the
 

aid
 

Xinjiang
 

polic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tourism
 

economy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06
 

to
 

2019,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act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new
 

round
 

of
 

counterpart
 

aid
 

policy
 

on
 

Xinjiangs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nd
 

PSM-DI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of
 

aid
 

Xinjiang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Xinjiangs
 

tourism
 

economy,
 

especially
 

after
 

the
 

national
 

tourism
 

aid
 

Xinjiang
 

work
 

conference
 

in
 

2015,
 

Xinjiangs
 

tourism
 

economy
 

has
 

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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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ge
 

of
 

high-spe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level,
 

compared
 

with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
mentation

 

of
 

aid
 

Xinjiang
 

policy,
 

the
 

growth
 

rate
 

of
 

tourism
 

economy
 

in
 

Xinjiang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
ly,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its
 

synthetic
 

object.
 

From
 

the
 

city
 

level,
 

the
 

aid
 

Xinjiang
 

policy
 

can
 

remark-
ablely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Xinjiang,
 

and
 

the
 

growth
 

rate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ourism
 

economy
 

in
 

the
 

recipient
 

prefectures
 

and
 

citi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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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非平衡化发展是中国边疆治理的最大挑战之一[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作为中国陆地面

积最大的省区,
 

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和祖国西北边陲,
 

由于经济起点低、
 

交通成本高等因素,
 

其发展程度与

发达省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质效关乎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治理质效[2],
 

为加快

经济增长步伐、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自1996年起党中央启动对口援疆工作.
 

早期援疆工作以干部援疆为

主,
 

后期逐渐转向经济、
 

科技、
 

教育等全方位对口援助[3].
 

2010年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全面展开,
 

建立国

家部委、
 

19个省市全面对口援疆的完整政策系统,
 

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
 

涉及领域最广的援助[4].
 

由

于旅游业具有强大的经济乘数效应和就业规模效应,
 

且新疆旅游资源禀赋优越,
 

旅游业具有发展成为新疆

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潜能和优势,
 

故首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把新疆建设成我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也将旅游援疆放在全国旅游工作全局中推进.
省域间的对口支援发轫于中国,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关注的学者和案例地多来自于中国.
 

实践证

明,
 

对口援助明显缓解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今学术界

有关对口支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灾后援助和对经济发展处于弱势地位地区的对口援助,
 

前者以灾区重

建[5]和心理援助[6]为主,
 

后者以新疆和西藏自治区(简称西藏)作为典型案例地,
 

研究内容主要分为政策

评估[7]、
 

产业援助[8-10]、
 

人才援助[11]等.
 

早期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
 

多为政策描述[12]和具体援助方

式的模式探索[13];
 

随着援助政策实施的深入,
 

研究方式逐渐走向定量,
 

双重差分法、
 

合成控制法、
 

Logistic模型等被广泛应用.
 

作为中国情境下的特殊政策,
 

援疆与旅游的相关研究整体关注度偏低,
 

具

有代表性的是对旅游援疆模式的探讨[14]和援疆背景下旅游客源市场的分析[15],
 

关于援疆政策对旅游经

济影响的研究,
 

鲜有学者涉足.
新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与援疆政策的实施息息相关,

 

二者互相影响、
 

相辅相成.
 

一方面,
 

援疆全方

位提高新疆的交通、
 

医疗、
 

教育等基础设施水平;
 

另一方面,
 

旅游业是援疆工作的重要载体和有效路径.
 

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和驱动机制,
 

成为学界和业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评估公共

政策是政策制定和决策中不可或缺的步骤[16],
 

合成控制法[17]和双重差分法[18]作为政策效果评估的重要

利器,
 

经常同时出现,
 

相互补充,
 

使研究内容更加全面和深入[19],
 

广泛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
 

本文以援

疆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
 

选择合成控制法和倾向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模型(PSM-DID),
 

以2010年作

为新一轮援疆政策的实施起点,
 

从省域、
 

市域两个层面研究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

其驱动机制.

1 研究设计

1.1 合成控制法

参考马胜楠[20]的研究,
 

通过合成控制法从省域层面测度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假设有 N +1个省区,
 

T 期省域面板数据,
 

i省区在T0(1≤T0≤T)期受到援疆政策冲击.
 

T0=2010,
 

Y1
it、

 

Y0
it 分别表示i省区旅游经济增长在T 期内是否受到援疆政策影响,

 

T0前Y1
it=Y0

it.
 

αit=Y1
it-Y0

it 表

示援疆政策带来的旅游经济增长变动,
 

由于Y0
it并非真实存在,

 

其值在援疆政策实施后无法观测,
 

故需从

其他省区中构造合成对象进行省域对比.
Y0

it=δt+θtZi+λtμi+εit (1)

161第7期       
 

 胡静轩,
 

等:
 

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式中,
 

δt 为影响所有省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间固定效应;
 

θt 为未知参数向量;
 

Zi 指不受援疆政策影响且能

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r×1维控制变量;
 

λt 是1×F 维无法观测到的公共因子向量;
 

μi 指F×1维无法观测

到的省域固定效应;
 

εit 是不能观测且均值为0的随机扰动项.
假定第一个省区实施援疆政策(i=1),

 

为构造其合成对象,
 

需从未受援疆政策影响的其他省区中确定

合适的权重合成控制组.
 

设定1×N 维的权重向量W =(w2,
 

w3,
 

…,
 

wN+1)(wi≥0),
 

且w2+w3+…+
wN+1=1,

 

得到合成控制模型.

∑
N+1

i=2
wiYit=δt+θt∑

N+1

i=2
wiZi+λt∑

N+1

i=2
wiμi+∑

N+1

i=2
wiεit (2)

只有使援疆政策实施前的旅游经济增长指标、
 

协变量与合成对象的对应指标相等,
 

才能有效通过合成控制

法进行反事实结果的模拟,
 

即权重需满足:

∑
N+1

i=2
wiYit=Y1t  t=1,

 

…,
 

T0   ∑
N+1

i=2
wiZi=Z1 (3)

假设有最优权重W * 存在,
 

且∑
T0

t=1
λ'

tλt 非奇异,
 

则:

Y0
1t-∑

N+1

i=2
w*

iYit=∑
N+1

i=2
w*

i∑
T0

s=1
λt(∑

T0

n=1
λ'

nλn)-1λ'
s(εis -ε1s)-∑

N+1

i=2
w*

i (εis -ε1s)→0(T0 → ∞) (4)

即在援疆政策实施前时间足够的前提下,
 

∑
N+1

i=2
w*

iYit 能够作为Y0
1t 的无偏估计,

 

可以得到援疆政策实施效果

的估计值:
 

α︵1t=Y1t-∑
N+1

i=2
w*

iYit,
 

t=T0+1,
 

…,
 

T.

1.2 PSM-DID
为进一步分析援疆政策的实施效果,

 

从市域层面剖析其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以实施援疆

政策的地州市为实验组,
 

未实施的地州市为控制组,
 

进行PSM-DID检验.
参考相关学者研究[21-22],

 

通过PSM-DID能够有效找出与实验组最相似但未实施援疆政策的地州市,
 

并验证援疆政策实施效果.
 

通过Stata
 

16.0软件中的Probit模型计算新疆各地州市倾向得分值,
 

在控制组

中找到与实验组i概率值最接近的地州市j,
 

使xi=xj.
Probit(DZSi=1)=e+βXi+ιi (5)

式中,
 

DZSi 为援疆政策的哑变量,
 

即2010年开始实施援疆政策的地州市赋值为1,
 

未实施的地州市赋值为

0;
 

Xi 表示影响地州市实施援疆政策的因素.
根据倾向匹配结果,

 

利用DID模型分析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影响.

y=k0+k1bt+k2bc +k3(btbc)+k4o+d (6)
式中,

 

y 为新疆旅游经济增长;
 

bt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援疆政策实施后受其影响的地州市对应时间虚拟变

量赋值为1,
 

其余为0;
 

bc 表示市域虚拟变量,
 

受援疆政策影响的地州市赋值为1,
 

否则为0;
 

k3作为核心解

释变量的交互项系数,
 

表示援疆政策对市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净影响;
 

o是控制变量.
1.3 样本选取

省域层面研究样本选取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接近的我国西部12个省区市,
 

鉴于西藏同样受到对口援助

帮扶、
 

重庆市与其他省区样本量差异较大,
 

予以剔除,
 

最终选择除西藏、
 

重庆市以外的9个省区作为新疆

的控制组;
 

市域层面研究样本为新疆14个地州市,
 

以2010年开始受援疆政策扶持的12个地州市为实验

组,
 

未受扶持的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为控制组.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受到党和国家的整体支援,
 

克拉

玛依市2015年起受到上海市长宁区的人才援助,
 

但二者本身经济基础较好,
 

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更多依赖

于自身条件,
 

因此在通过平行趋势检验的前提下,
 

可将二者作为控制组进行对比分析.
1.4 变量描述和数据来源

为保证研究时间一致性和统计数据有效性,
 

合理评估新疆与西部其他9个省区(未含西藏、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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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地州市间的经济非均衡化发展,
 

样本时间选取2006-2019年,
 

变量以2006年为基期计算增长率.
基于刘瑞明等研究成果[23-24],

 

省域层面以旅游总收入(入境和国内旅游收入总和)为被解释变量,
 

能

够直接反映援疆政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控制变量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服务业发展水平(第
三产业增加值/GDP)、

 

高等教育普及率(普通高中在校生数/年末人口数)、
 

每万人出租车数、
 

信息化水

平(邮电业务总量/年末人口数)、
 

旅行社数、
 

星级宾馆数和旅游从业人数.
 

由于旅游总收入是单一指标

无法反映旅游经济综合质量,
 

为进一步衡量市域层面旅游业发展情况,
 

选取旅游总收入、
 

旅游人次、
 

星

级宾馆数等指标通过熵权法的计算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
 

整体表征新疆旅游经济综合质量,
 

指标权重大

小均值排序为:
 

星级宾馆数>旅游人次>旅游总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旅游总收入、
 

旅游人次的权重

呈上升态势,
 

二者占比整体高于星级宾馆数;
 

核心解释变量为援疆政策实施时间和地区的交互项;
 

控制

变量为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服务业发展水平、
 

人均教育投资额(教育投

资额/年末人口数)、
 

旅游接待能力(选取旅行社数量和3A级及以上景区数通过熵权法的合成结果)、
 

对

外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
 

同时,
 

市域层面研究可作为省域层面研究的稳健性检验,
 

深入探

究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研究数据以EPS数据库和CEIC数据库为主,

 

缺失数据通过西部各省区统计年鉴、
 

新疆各地州市

的统计年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齐.

2 省域层面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2.1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省域层面分析

通过Stata
 

16.0软件进行合成控制法计算: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合成值由98.1%的四川省和1.9%
的云南省组成,

 

为有效排除线性内推可能性[25],
 

将四川省和云南省分别作为实验组计算其合成值,
 

结果显

示参与合成的省区、
 

权重并不相同,
 

故新疆与四川省和云南省无线性关系.
援疆政策实施前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各变量对比情况如表1所示,

 

二者在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服务业发展水平、
 

高等教育普及率等控制变量的差异均低于0.14.
 

为有效检验援疆政策实施前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拟合情况,
 

对比2007-2009年旅游经济增长率,
 

其值变化幅度较

小.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控制变量具有高度相似性,
 

被解释变量的拟合程度较高,
 

说

明通过合成控制法能够合理测度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1 预测变量真实值与合成值的对比

变量 真实值 合成值 变量 真实值 合成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216
 

6 0.355
 

3 星级宾馆数 0.102
 

1 0.059
 

8

服务业发展水平 0.054
 

8 -0.000
 

4 旅游从业人数 -0.046
 

9 -0.114
 

1

高等教育普及率 -0.002
 

1 0.004
 

4 y(2007) 0.288
 

0 0.242
 

0

每万人出租车数 0.042
 

0 0.053
 

3 y(2008) 0.301
 

5 0.119
 

2

信息化水平 0.469
 

9 0.476
 

9 y(2009) 0.167
 

8 0.505
 

7

旅行社数 0.022
 

3 0.040
 

5

  对比样本期内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图1)及其潜在差距的变化趋势(图2).
 

2010年

以前,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变化趋势几乎完全重合,
 

差值在0上下轻微浮动,
 

说明合成

值能够很好地拟合新疆旅游经济增长路径;
 

2010年援疆政策实施后,
 

在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下,
 

新疆旅游

经济增长率真实值开始高于合成值,
 

潜在差距差值在[-1,
 

0.5]区间变动.
 

2014年由于重大事件导致新疆

旅游经济增长率明显下跌,
 

旅游经济增长率的合成值比真实值高0.920.
 

2015年全国旅游援疆工作会议召

开,
 

得益于政策实施的经验积累和稳定红利的持续释放,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差距逐渐

拉大,
 

2019年其差值超过10,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从政策实施前西部省区排名靠后开始跃迁到正数第4
位,

 

充分说明援疆政策实施能够推动新疆旅游经济增长,
 

深刻改变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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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 图2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的潜在差距

2.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新疆旅游经济增长主要是基于援疆政策实施而非其他因素影响,
 

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

性,
 

故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
2.2.1 随机置换检验

借鉴有关学者做法[26-27],
 

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合成值中权重最大的四川省和权重为0的内蒙古自

治区(简称内蒙古)分别使用合成控制法得到其合成值,
 

比较其在2010年前后的旅游经济增长率(图3、
 

图

4).
 

从图中可知,
 

四川省和内蒙古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均低于其合成值,
 

佐证援疆政策促进新疆旅游

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观点,
 

援疆政策能够优化新疆旅游经济的发展路径,
 

提高其旅游经济增长速度,
 

使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在西部地区名列前茅.

图3 四川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 图4 内蒙古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

图5 援疆政策实施时间改变后的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拟合结果

2.2.2 反事实检验

为消除援疆政策实施以外其他外生因素的干

扰,
 

证明新疆旅游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

2010年起开始实施的援疆政策,
 

通过假设改变援

疆政策实施时间的方式进行反事实检验,
 

验证援

疆政策实施时间改变后的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拟

合结果(图5).
 

由图5可知,
 

假设援疆政策始于

2009年,
 

截至2017年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

实值依旧低于其合成值,
 

说明近年来新疆旅游经

济发展速度加快是援疆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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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域层面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图6 新疆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的

平行趋势检验

3.1 基于PSM-DID的市域层面分析

通过平行趋势检验是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必

要条件.
 

根据熵权法计算结果,
 

政策实施前实验

组和控制组的新疆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变化

趋势基本拟合(图6).
 

以2010年为断裂点,
 

二者

差值逐渐增加,
 

实验组的增长率明显高于控制

组.
 

随着援疆政策的实施和旅游援疆战略的推

进,
 

实验组和控制组间增长率差距逐渐增大,
 

2019年增长率差值为6.193.
参考郭金忠等[28]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

 

设

置观测时间为2009年,
 

以Probit模型估计倾向

得分后确定实验组为昌吉回族自治州,
 

控制组

为乌鲁木齐市.
 

通过双重差分模型,
 

采用逐步回归方式分析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的

影响效果(表2).
表2 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的回归结果

变量/模型 (1) (2) (3) (4) (5) (6) (7)

DID
4.631**

(1.768)
5.713**

(2.309)
3.690***

(1.202)
4.779***

(1.083)
3.361***

(0.434)
2.790***

(0.492)
2.736***

(0.702)

投资水平
-0.666
(0.901)

-3.187***

(0.550)
-2.627***

(0.503)
-2.925***

(0.195)
-2.754***

(0.200)
-2.757***

(0.207)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534***

(0.424)
2.424***

(0.509)
1.815***

(0.202)
1.454***

(0.259)
1.441***

(0.288)

服务业发展水平
9.414***

(3.034)
3.297**

(1.282)
3.437***

(1.198)
3.376**

(1.345)

人均教育投资额
0.604***

(0.053)
0.537***

(0.060)
0.536***

(0.062)

旅游接待能力
0.144*

(0.071)
0.148*

(0.080)

对外开放程度
-0.044
(-0.399)

R-squared 0.215 0.233 0.809 0.867 0.981 0.985 0.985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模型(1)内交互项反映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的净影响,
 

模型(2)至(7)表示加入相

关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DID系数普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援疆政策实施对新疆旅游经济综合

质量增长率有明显带动效应,
 

随着控制变量数量的不断增多,
 

交互项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
 

投资水平系数

多数情况下显著为负,
 

未能有效提升新疆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
 

投资水平与旅游经济的关联度减弱,
 

表明新疆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正从传统的投资驱动向数字驱动、
 

科技赋能转变,
 

科技援疆需要发挥更大作

用.
 

对外开放程度系数不显著为负,
 

应与旅游宣传力度欠佳、
 

旅游产品类型单一、
 

邻近地区经济较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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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的排序为:
 

服务业发展水平(3.37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441)>人均教育投资

额(0.536)>旅游接待能力(0.148).
 

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游客的出行效率,
 

使潜在游客有效转化为现实

旅游者;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扩大本地居民对旅游的需求,
 

激发游客的消费欲望;
 

人均教育投资额

的多寡代表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教育水平的提高改变人民群众的知识结构和旅游素养,
 

为旅游业发

展提供专业人才储备并助力文明旅游环境;
 

旅游接待能力的高低关系游客的旅游体验,
 

新疆旅游资源丰

富且禀赋较高,
 

但旅游景区间距离远、
 

旅途时间长,
 

提高旅游从业者服务能力能够有效缓解游客在旅游

过程中的消极情绪.
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替换因变量检验

分析表明援疆政策有助于提高新疆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速度,
 

将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替换为人

均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后重新回归,
 

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
表3 援疆政策对人均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的回归结果

变量/模型 (1) (2) (3) (4) (5) (6) (7)

DID
3.482***

(1.083)
3.974*

(1.421)
2.697***

(0.678)
3.428***

(0.554)
2.932***

(0.458)
2.488***

(0.543)
2.820***

(0.768)

投资水平
-0.303
(0.555)

-1.895***

(0.311)
-1.519***

(0.257)
-1.623***

(0.205)
-1.490***

(0.221)
-1.469***

(0.227)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231***

(0.240)
1.486***

(0.260)
1.273**

(0.214)
0.992***

(0.286)
1.068***

(0.315)

服务业发展水平
6.316***

(1.551)
4.177***

(1.353)
4.286***

(1.322)
4.659***

(1.470)

人均教育投资额
0.211***

(0.056)
0.159**

(0.066)
0.167**

(0.068)

旅游接待能力
0.112
(0.078)

0.089
(0.087)

对外开放程度
0.271
(0.436)

R-squared 0.293 0.301 0.854 0.916 0.950 0.955 0.956

  由表3可知,
 

回归结果中DID交互项系数、
 

各控制变量系数的变化趋势与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的

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具有稳健性.
 

总体而言,
 

DID交互项系数维持在1%~5%的正向显著水平,
 

说明

援疆政策对新疆人均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同样具有正向影响,
 

随着控制变量数量不断增加,
 

交互项系数整

体亦呈下降趋势.
 

投资水平系数显著为负,
 

为改善现状,
 

需要通过项目投资完善新疆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
 

如高速铁路、
 

高速公路、
 

旅游厕所等.
 

可将投资项目与旅游业相互关联,
 

调整投资结构,
 

如将医疗投资

成果转化为康养旅游资源,
 

结合新疆沙疗等特色项目开发康养旅游.
 

旅游接待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不显

著,
 

现有旅游接待能力难以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需要打造专业化、
 

高水平的旅游服务团队,
 

优化、
 

升级

现有旅游资源结构,
 

提升旅游景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新疆正在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2021年塔

城等边境旅游试验区的开放是其积极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体现,
 

未来需要通过推动落地签证、
 

72小时免签

等措施保障新疆入境旅游经济的发展.
 

正向显著控制变量中,
 

服务业发展水平(4.659)系数最大,
 

是影响人

均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的重要因素.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二,
 

该指标的高低反映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

和城市建设情况,
 

影响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
 

人均教育投资额(0.167)系数最小,
 

教育影响旅游从业者素质

和居民文化水平,
 

与游客旅游体验和区域旅游形象正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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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安慰剂检验

为证明旅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有效提升主要是源于援疆政策的实施,
 

参考王良虎等[29]的研究,
 

通过

虚假政策时间验证援疆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将时间区间设置为2006-2011年,
 

假定2008年为援疆政策实

施年份,
 

由于样本时间同时涵盖真实援疆政策发生时间,
 

故能够检验其有效性.
 

改变援疆政策实施时间后,
 

DID交互项系数变化p 值(0.458)不显著,
 

控制变量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2010年开始实施的援疆政策真实

有效,
 

具有稳健性.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结论

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2010-2014年省域、
 

市域层面的旅游经

济增长速度都较为缓慢,
 

年均变化幅度小;
 

随着援疆政策的深入实施,
 

全国旅游援疆工作会议的召开,
 

2015-2019年间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明显,
 

新疆旅游经济迈入高速度发展阶段.
从省域层面看,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其合成对象.
 

援疆政策实施前,
 

预测变量的真实值与合成

值差异较小,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的真实值与合成值拟合度较高;
 

援疆政策实施后,
 

政策为新疆旅游经济

增长提供重要保障,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率提升,
 

2019年比其合成值高10.777,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速度在西

部省区中跃居前列;
 

回归结果通过随机置换检验和反事实检验,
 

模型具有稳健性.
从市域层面看,

 

援疆政策的实施有助于缩小新疆内部经济差距.
 

实验组和控制组具备可比性,
 

新疆旅

游经济综合质量增长率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援疆政策实施后,
 

受援地州市与未受援地州市的旅游经济综合

质量增长率差距日趋明显,
 

截至2019年相差6.19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是新疆旅游经济

综合质量增长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回归结果通过替换因变量检验和安慰剂检验,
 

模型具有稳健性.
4.2 对策建议

近年来,
 

援疆工作经历“输血→造血→活血”的嬗变,
 

结合研究结果与新疆实际,
 

针对援疆政策助推新

疆旅游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从国家层面看,

 

对口援疆作为国家战略,
 

具有阶段性发展特征,
 

旅游援疆专项政策的提出是新疆旅游

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关键.
 

在党和国家做好旅游援疆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的前提下,
 

需要宏观把控旅游援

疆工作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进程,
 

探寻旅游援疆与新疆旅游业的“完美结合点”和“最优发展模式”,
 

结合实践

发展和现实需求,
 

不断调整旅游援疆政策,
 

促进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将新疆打造成为世界知名的旅

游目的地.
从省域层面看,

 

一方面,
 

19个省市在援疆工作中应平衡好“输血和造血”的关系,
 

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的地州市以输血式支援为主,
 

优先解决“三难一不畅”等“急难愁盼”问题,
 

并通过智力援助等造血式支援助

推新疆旅游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作为受援方,
 

新疆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旅游发展特征,
 

设立

旅游援疆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订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援疆专项方案,
 

纵向沟通反馈国家部委、
 

14个地

州市和横向沟通交流19个省市,
 

各方力量主动作为、
 

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形成工作合力.
从市域层面看,

 

14个地州市应明确各自的旅游资源禀赋和错位发展方向,
 

充分利用新一轮对口援疆的

战略机遇和政策红利,
 

将援疆政策有效转化为新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血剂”.
 

基于全域旅游视角,
 

建立健全受援地州市间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
 

在阿尔泰山千里画廊、
 

天山世界遗产带等旅游线路的基础上

实现“高级别景区主导、
 

中小型景区参与”的旅游资源联动模式,
 

提高旅游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优化旅游

产业布局,
 

拓展游客游览半径,
 

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罗静.

 

新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及实践
 

[J].
 

云南社会科学,
 

2021(6):
 

50-55.
[2] 丁忠毅.

 

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界定:
 

反思与新探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9(1):
 

76-86.
[3] 陈宏.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援疆政策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3(6):
 

58-68.

761第7期       
 

 胡静轩,
 

等:
 

援疆政策对新疆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4] 徐明,
 

刘金山.
 

省际对口支援如何影响受援地区经济绩效———兼论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趋同的多重中介效应
 

[J].
 

经

济科学,
 

2018(4):
 

75-88.
[5] 王晖.

 

重大自然灾害社会援助机制研究———以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为例
 

[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6(6):
 

105-108.
[6] 王建平,

 

李欢.
 

芦山地震心理危机干预“二次伤害”的法律控制———以张支蓉叠加性损害的心理援助义务法律化为视角
 

[J].
 

理论与改革,
 

2014(6):
 

150-154.
[7] 孙泽生,

 

赵红军.
 

作为微观区域政策的“对口支援”:
 

一个契入生产函数的分析
 

[J].
 

新疆社会科学,
 

2020(6):
 

35-45,
 

144.
[8] 熊飞,

 

马海江,
 

孙丽.
 

我国体育援疆问题研究
 

[J].
 

体育文化导刊,
 

2018(4):
 

25-30.
[9] 黄慕雄,

 

张秀梅,
 

张学波,
 

等.
 

教育信息化校地帮扶实践设计研究———以华南师范大学对口帮扶西藏林芝地区为例
 

[J].
 

中国电化教育,
 

2019(10):
 

54-60,
 

101.
[10]方静文.

 

援助、
 

互助与共融:
 

1949年以来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1(2):
 

80-88.
[11]师晓娟,

 

蔡秀清,
 

杨啸宇.
 

援藏干部助力西藏脱贫攻坚:
 

成就、
 

经验与启示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0(6):
 

84-89,
 

156.
[12]陈崇凯.

 

简论中央与全国对西藏社会发展的扶持政策
 

[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1):
 

15-21.
[13]梁勇.

 

高校对口援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构建可持续性“造血型”高校对口援疆新模式
 

[J].
 

中国高教研究,
 

2009(2):
 

61-62.
[14]郑世卿,

 

李平.
 

上海旅游援疆模式分析:
 

理论与实证
 

[J].
 

上海经济,
 

2017(6):
 

25-33.
[15]郭姣姣,

 

杨兆萍,
 

徐晓亮,
 

等.
 

援疆政策下新疆国内旅游客源市场优化———基于修正的旅游引力模型
 

[J].
 

中国科学院

大学学报,
 

2021,
 

38(3):
 

360-366.
[16]应晓妮,

 

吴有红,
 

徐文舸,
 

等.
 

政策评估方法选择和指标体系构建
 

[J].
 

宏观经济管理,
 

2021(4):
 

40-47.
[17]杨克文,

 

李光勤,
 

崔书会.
 

是谁动了海南的房价? ———国际旅游岛政策对海南房价的影响研究
 

[J].
 

旅游科学,
 

2019,
 

33(3):
 

64-80.
[18]周亮.

 

股指期货上市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41(3):
 

101-107.
[19]李锋,

 

马亮.
 

领导重视与数字政府回应力———基于双重差分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分析
 

[J].
 

公共管理评论,
 

2021,
 

3(1):
 

68-90.
[20]马胜楠.

 

单一税是否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经验证据
 

[J].
 

经济体制改革,
 

2021(2):
 

152-160.
[21]何靖.

 

延付高管薪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政策效应———基于银行盈余管理动机视角的PSM-DID分析
 

[J].
 

中国工业经

济,
 

2016(11):
 

126-143.
[22]王波,

 

曹吉鸣.
 

轨道运营对住宅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重庆轨道3号线为例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17,
 

42(6):
 

88-93.
[23]刘瑞明,

 

毛宇,
 

亢延锟.
 

制度松绑、
 

市场活力激发与旅游经济发展———来自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20,
 

55(1):
 

115-131.
[24]孔令章,

 

李金叶.
 

兰新高铁对西北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5):
 

196-202.
[25]MYRDAL

 

G,
 

SITOHANG
 

P.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7.
[26]ABADIE

 

A,
 

DIAMOND
 

A,
 

HAINMUELLER
 

J.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10,
 

105(490):
 

493-505.
[27]董珍,

 

白仲林.
 

对口支援、
 

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对口援藏为例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3):
 

130-138.
[28]郭金忠,

 

付路解,
 

李慧慧,
 

等.
 

基于DID模型的对口援疆政策总体绩效评价
 

[J].
 

新疆社会科学,
 

2018(5):
 

73-78.
[29]王良虎,

 

王钊.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否降低资源错配?
 

[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7(5):
 

91-101.

责任编辑 任剑乔    

86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