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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11个地区的生态旅游及经济发展进行研究,
 

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明,
 

当

前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性,
 

说明传统的旅游产业结构模式需要进行改进升级.
 

对此,
 

该文提出了对应于生态旅游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模式,
 

应当结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
 

以政府为主导,
 

深化生

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而实现生态旅游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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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11
 

regions
 

of
 

eco-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Using
 

the
 

panel
 

data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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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modes
 

was
 

analyzed.
 

Through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urrent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level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how
 

a
 

certain
 

negative
 

cor-

relation.
 

It
 

also
 

shows
 

that
 

the
 

current
 

traditional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model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upgraded.
 

In
 

this
 

regard,
 

the
 

economic
 

growth
 

model
 

of
 

the
 

corresponding
 

eco-tourism
 

industry
 

struc-

ture
 

has
 

been
 

put
 

forward,
 

which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
 

tourism
 

resources,
 

take
 

the
 

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deepen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co-tourism
 

industry
 

struc-

ture,
 

to
 

realize
 

the
 

long-term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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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可

以看出,
 

每一次经济增长都伴随有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产业结构也在逐渐发生

变化,
 

原有的传统行业和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增长发展需要,
 

特别是资源型行业、
 

劳动力密

集型行业等已经逐渐被更新、
 

取代、
 

调整,
 

既有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

展[1].
 

一般情况下会将产业具体划分为第一、
 

二、
 

三产业,
 

分别代表农业及畜牧业、
 

制造业及高新产业、
 

服

务业.
 

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情况下,
 

市场的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近年来,
 

我国提出了加快推动

产业经济改革,
 

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新目标[2-5].

我国的旅游经济和整体的经济水平发展息息相关,
 

正在逐步从粗放式增长转变成为一种集约式的经

济增长模式,
 

既有的产业结构对市场发展已经逐渐呈现出不适应的状况.
 

传统旅游方式为了追求经济增

长而出现了很多过度依靠劳动力和破坏环境的情况,
 

虽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但是不利

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生态旅游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产业,
 

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既不能只是依靠

和注重经济效益,
 

同时也不能单纯地注重环境效益[6],
 

而应当二者同时兼顾,
 

寻找到既能有效控制旅游

容量,
 

又能解决因为考虑环境效益而带来经济损失的对策,
 

形成一种开放性、
 

科学性、
 

前瞻性的生态旅

游产业开发模式.

1 旅游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旅游经济对区域经济产生较多的正向推动作用,
 

其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可以增加地区的经济收入.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的往返路途中,
 

不可避免会产生吃饭、
 

住宿、
 

娱乐等消费,
 

这种消费的产品形态包

括精神和物质两类.
 

旅游消费中的物质产品消耗会直接带来旅游收益,
 

而旅游收益又可以加快关联行业及

劳动力就业的正向联动作用.
 

不同的生产经营活动聚集和协作会为地区发展带来活力,
 

实现整个地区经济

效益的提升.
 

国际旅游业的发展,
 

也会提高外汇储备水平,
 

外汇储备水平越高,
 

与之相应的国际地位也会

提高,
 

国际支付能力也会得到大幅度提升[7].
 

旅游业发展能极大地吸引旅游者前来旅游和消费,
 

从而促进

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此外,
 

旅游业会极大地改善就业形势,
 

解决大量的人口就业问题,
 

避免出现因失业人

员过多而引起社会问题,
 

其原因在于旅游业本身的就业门槛较低,
 

使得旅游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接受

能力较强[8-10].

与之相对应的是,
 

随着区域经济不断发展,
 

消费者会将更多消费注入到地区经济系统,
 

其中也包括旅

游业.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居民旅游消费欲望越强烈[11].
 

旅游业发展高度依赖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
 

例如

交通、
 

治安、
 

供电等,
 

因而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到旅游业中.
 

为了提升旅游产业的竞争优势,
 

还应当引进国外

先进管理技巧和先进科技进行应用,
 

帮助企业形成良好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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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量及量化指标选定

2.1 生态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选取

生态旅游产业发展,
 

是对传统旅游产业的优化升级,
 

在改变传统经营管理思路和产业结构的基础上,
 

实现低碳环境下新的经济增长点.
 

影响生态旅游产业结构的因素主要有政策因素、
 

消费需求因素、
 

技术进

步因素及人力资本因素.

政策因素.
 

旅游产业是一个绿色的朝阳产业,
 

特别是生态旅游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国家

应当重视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政府引导,
 

将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国家重点支柱

产业之一.
 

在提供具有影响力和支持力度政策的同时,
 

规划生态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从政府角度去积极引导旅游产业相关部门协调发展,
 

努力实现生态旅游产业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社会效

益等目标,
 

并利用政策因素的影响来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消费需求因素.
 

消费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演化的关键所在,
 

对于旅游者而言,
 

其消费需求和消

费行为习惯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
 

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思维观念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对于旅游产业的

结构状况而言,
 

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和论证,
 

即旅游市场的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指的是旅

游者在旅行过程中所有的旅游消费支出构成,
 

倘若旅游者在旅行过程中消费支出主要集中于购物、
 

娱乐等

需求,
 

就体现出了该地区较高的旅游产业结构水平.
 

旅游总量直接反映旅游产业规模,
 

表现为旅游者旅游

过程中所有的消费支出总量.

技术进步因素.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推动,
 

特别是现代计算机技术、
 

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旅游产业的营销、
 

管理思路.
 

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旅游产品营销的方式、
 

深度、
 

广度,
 

旅游产业可以通过互联网营销与新媒体营销结合的方式来拓展旅游市场,
 

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客户

需求信息进行深入的分类分析,
 

从而实现精准营销目标.

人力资本因素.
 

人力资本包含了一个地区所有的劳动力总量和质量,
 

能够反映一个地区可使用的劳动

资本现状.
 

高质量的旅游人才能够提升旅游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并通过高质量的旅游服务来吸引旅游

者、
 

高效的管理水平来提升企业效益,
 

从根本上实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打造更具活力的旅游业.
 

生态旅

游业作为新兴产业,
 

也需要创新型人才加入,
 

从而改变传统旅游业经营思路.

2.2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选取

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很多,
 

考虑到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中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除了城镇化水平及

生态旅游产业结构这两个因素外,
 

还需要考虑投资因素、
 

技术进步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
 

避免缺失这些因

素而导致计算结果的估计偏差较大.

投资因素.
 

经济增长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选取投资因素作为经济

增长影响变量,
 

是因为投资本身就能够直接作用于经济水平,
 

当产业结构升级后,
 

经济总量的扩大表现为

经济水平提升.
 

资金投入会对产业结构带来一系列影响,
 

包括人力资本投入增多、
 

科技水平全面提升等,
 

这些因素都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技术进步因素.
 

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
 

科技投入会极大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对整

个经济增长都有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就必须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取代传统落后的生

产方式和管理思路,
 

科技水平提升对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

人力资本因素.
 

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是推动地区经济及产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随着人类社会发

展和生产力提升,
 

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
 

已经显著高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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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作用.

2.3 数据来源及变量表征

为了研究生态旅游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探索构建低碳绿色发展理念下生态

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
 

本文选取11个地区近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具体的各类变量如表1所示.
 

其中,
 

选取政府投资、
 

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
 

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
 

城镇化水平这6个因素作为评价生态旅

游产业结构的变量指标;
 

选取城镇化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
 

技术进步、
 

旅游产业结构、
 

人力资本这5个因素

作为评价经济增长的变量指标.
表1 各因素变量表征指标

变量名称 代号 单位 指标表征

城镇化水平 IU - -

经济增长 AGDP 元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消费需求 AFS 元 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费资金支出

政府投资 SA 万元 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技术进步 IIN 个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总量

人力资本 GMS 万人 高中以上学历在校生人数

固定资产投资 FAI 万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旅游产业结构 TIS - -

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对旅游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影响的相关变量有6个,
 

分别是政府投资、
 

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
 

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
 

城镇化水平.
 

具体的影响因素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旅游产业结构影响变量的相关统计性表述

变量 观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SA 110 15
 

274.59 127.65 3
 

658.21 3
 

475.14

IIN 110 112
 

546.58 87.54 9
 

438.17 16
 

524.17

GMS 110 69.57 4.84 4.97 5.87

AFS 110 3
 

454.85 478.88 1
 

428.51 712.14

AGDP 110 92
 

173.44 4
 

728.14 29
 

457.15 19
 

574.33

IU 110 0.45 0.11 0.254
 

2 0.075
 

4

  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相关变量有5个,
 

分别是城镇化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
 

技术进步、
 

旅游产业结

构、
 

人力资本,
 

具体的影响因素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经济增长影响变量的相关统计性表述

变量 观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IU 110 0.45 0.11 0.254
 

2 0.075
 

4

FAI 110 32
 

148.24 197.11 6
 

752.36 0.067

IIN 110 112
 

546.58 87.54 9
 

438.57 16
 

524.17

TIS 110 0.66 0.02 0.154 6
 

248.19

GMS 110 69.57 4.84 4.97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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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旅游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4.1 面板数据模型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包含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
 

因此利用面板数据可以克服单独使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

列数据的缺陷,
 

更好地把握和解读不同的变量.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算时使用的数据量较大,
 

会增加

样本自由度,
 

能有效抑制不同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
 

提升面板数据的效率及实用效果.
 

另外,
 

采用面板

数据模型能够得到特定时期不同样本数据的内在差异及随时序变化时样本数据所展现的特点,
 

从微观层面

来讲,
 

能够更加准确地进行数据测度分析,
 

降低可能出现的测度过失.
许多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

 

且非平稳序列的方差和均值都不是常数,
 

进行回归分析后

得到的结果是伪回归.
 

因此,
 

在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检测之前,
 

首先应该检验数据的稳定性,
 

开展面板数据

单位根检验:

yit=ρiyit-1+x'
itδi+μit   i=1,2,…,

 

N,
 

t=1,2,…,Ti (1)

式(1)中,
 

ρi 表示滞后阶数,
 

i表示个体(在本文中表示地区),
 

δ为自回归系数,
 

x,y 为变量,
 

t为时间,
 

N
表示横截面的个数,

 

T 表示时间序列的维数,
 

yit 表示被解释变量的第i个个体的第t时期的观测值,
 

μ 表

示均值为0的随机干扰项.
 

由于ρ可能不相同或相同,
 

那么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就可能存在不同根

或相同根两种检验方式,
 

采用不同检验方法会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
 

不同根单位根的检验方法有Fisher-

ADF、
 

IPS检验等,
 

均基于时间序列数据中不同的ρ值.
 

相同根单位根的检验方法主要有Hadri检验、
 

LLC
检验等方法,

 

这种情况下有ρi=ρ1=ρ2=ρ3…=ρN.
利用面板数据完成单位根检验后,

 

如果发现面板数据中的每个时间序列都是单位根过程,
 

则应进一步

做面板协整检验.
 

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Pedroni检验及Kao检验,
 

这两种检验方法均基

于Engle
 

and
 

Granger二步法,
 

除此之外还有Johansen协整检验
 

.
设T×k维的自变量矩阵为xi,

 

T×1维的因变量向量为yi,
 

因变量和自变量分别代表对应指标组成

的时间序列.
 

分别设αi,βi 为截距项、
 

T×1维的系数向量,
 

若受到不同个体的影响,
 

αi,βi 会展现出不同的

结果.
 

进一步设T×1维的随机扰动项为ui,
 

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0,σ2u.
 

面板数据基本模型表达式为:

yi=αi+xiβi+μi   i=1,2,3,…,N (2)

  面板数据模型根据截距项向量和系数向量中各分量的不同限制要求,
 

可以分为3种类型:
 

变系数模型、
 

变截距模型、
 

混合回归模型.
 

当各个成员方程截距项及解释变量系数均不同时,
 

表明个体成员上既存在个

体影响,
 

又存在结构变化,
 

可以利用变系数模型进行计算,
 

其表达式为:

yit=αi+β1ix'
1it+β2ix'

2it+…+βkix'
kit++μit   i=1,2,3,…,N,

 

t=1,2,3,…,Ti (3)

  在个体成员上存在个体影响而无结构变化时,
 

可以利用变截距模型进行计算,
 

其表达式为:

yit=αi+β1ix1it+β2ix2it+…+βkixkit++μit   i=1,2,3,…,N,
 

 t=1,2,3,…,Ti (4)

  对于各个成员方程,
 

截距项及解释变量系数都是一样时,
 

表明在个体成员上既无个体影响,
 

也无结构

变化,
 

可以利用混合回归模型进行计算,
 

其表达式为:

yit=α+βx1it+βx2it+βxkit++μt   i=1,2,3,…,N,
 

t=1,2,3,…,Ti (5)

  这种情况下可以将所有个体成员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混合,
 

并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得到混合后

的样本数据.
一般利用F 检验及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的设定形式,

 

本文提出两个假设H1,
 

H2.
 

其中 H1 假设

为αi=α,
 

考虑到不同个体具有相同截距项,
 

因而需要构建混合模型;
 

H2 假设中需要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由此可以得到F 统计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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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S2-S1)/[(N -1)K]
S1/[NT-N(K +1)]~F[(N -1)K,

 

NT-N(K +1)] (6)

F2=
(S3-S1)/[(N -1)K]
S1/[NT-N(K +1)]~F[(N -1)(K +1),

 

NT-N(K +1)] (7)

在式(6)、
 

式(7)中,
 

S1,S2,S3 分别表示的是变系数模型、
 

变截距模型及混合模型计算得到的回归残差平方

和,
 

N,T,K 分别表示截面个体数量、
 

截面个体数据观测值、
 

非常数项解释变量数量.

在进行模型检验时,
 

可以分别判断F1,F2 及F 值的大小,
 

若大于F 检验值,
 

则拒绝原假设,
 

若小于F
检验值,

 

就接受原假设.

4.2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得到各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再利用Pedroni方法进行各变量的

协整检验,
 

为提高结果的可信度,
 

考虑到时间、
 

个体效应等与截面相关和突变的检验,
 

本文采用了Pedroni

检验下的Panel
 

Adf-Statistic等基于残差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分别进行了协整检验,
 

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生态旅游产业结构方程 经济增长方程

Pedroni(E-G
 

based) Panel
 

ADF-Statistic
-0.354

 

3***

(0.000
 

0)

0.354
 

7***

(0.046
 

2)

Panel
 

PP-Statistic
4.257

 

4

(1.000
 

0)

3.857
 

6

(0.999
 

9)

Panelv-Statistic
-2.846

 

8

(0.999
 

7)

-0.843
 

7**

(0.014
 

3)

Group
 

ADF-Statistic
-0.954

 

72

(0.156
 

7)

-0.612
 

4

(0.735
 

1)

Group
 

PP-Statistic
-8.427

 

6****

(0.000
 

0)

-1.942
 

7

(0.027
 

4)

Group
 

rho-Statistic
5.124

 

7

(1.000
 

0)

4.687
 

2

(0.000
 

0)

Kao检验 ADF
-4.154

 

7**

(0.000
 

0)

-3.457
 

5***

(0.000
 

0)

4.3 面板模型数据设定形式

生态旅游产业结构的方程模型应该分别考虑变系数STIS1 模型、
 

变截距STIS2 模型和混合模型STIS3 对

应的回归残差平方和,
 

设旅游产业结构方程中的解释变量个数为kTIS=6,
 

每个地区样本观测值为TIU,
 

观

测地区的个数为NTIS=11.
 

对原假设H1 进行检验得到F2>F,
 

说明在p<5%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对原假

设H2 进行检验得到F1<F,
 

说明在p<5%水平下接受原假设,
 

需构建对应的变截距面板模型.
 

对面板数

据模型进行豪斯曼(Hausman)检验,
 

判断模型是否适用于固定效应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方程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

方程 统计量 p 值 结论

旅游产业结构 1.425
 

7 0.000
 

0 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经济增长 0.947
 

3 0.000
 

0 应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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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βTT1,βTT2,βTT3,βTT4,βTT5,βTT6 分别表示城镇化水平、
 

经济增长、
 

消费需求、
 

政府投资、
 

技术进步和

人力资本的系数,
 

可以得出旅游产业结构的固定变系数模型为:

(InTIS)it=αTT +βTT1(InIU)it+βTT2(InAGDP)it+βTT3(InAFS)it+

βTT4(InSA)it+βTT5(InIIN)it+βTT6(InFMS)it+ζTTit (8)

同理,
 

可得到经济增长的固定变系数模型为:

(InAGDP)it=αAT +βAT1(InIU)it+βAT2(InTIS)it+βAT3(InFAI)it+

βAT4(InIIN)it+βAT5(InGMS)it+ζATit (9)

4.4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检验结果,
 

将指标数据代入模型之中进行参数估计,
 

为了避免样本截面数据残差影响导致普通最

小二乘法结果出现偏差,
 

本文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进行估计,
 

具体模型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旅游产业结构模型 变量 α IU AGDP AFS SA IIN GMS

系数 -2.014
 

5*** 0.254
 

7*** 14.257
 

5*** 4.423
 

6*** 1.058
 

73*** -4.357
 

9 0.437
 

1***

拟合度 校正值 回归标准差 F 检验 残差平方和 杜宾 沃森检验 p 值 -

0.965
 

7 0.965
 

4 1.052
 

4 197.247
 

5 137.157
 

2 135.475
 

2 0.000
 

0 -

经济增长模型 变量 α IU TIS FAI IIN GMS -

系数 0.092
 

73*** 0.004
 

7** 0.006
 

9*** -0.724
 

9** 0.247
 

8*** -0.024
 

7*** -

拟合度 校正值 回归标准差 F 检验 残差平方和 杜宾 沃森检验 p 值 -

0.904
 

7 0.845
 

6 0.002
 

4 84.154
 

3 0.000
 

4 0.000
 

7 0.000
 

0 -

  注:
 

*,**,***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表6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旅游产业结构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所对应的拟合度值分别为0.965
 

7和

0.904
 

7,
 

表明上述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超过了90%;
 

计算得到的F 统计量为197.247
 

5和84.154
 

3,
 

均

大于25,
 

且对应的p 值小于0.001,
 

说明模型有很好的拟合效果,
 

F 值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发展的各因素是

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
 

从回归分析数据估计结果可知,
 

经济增长会对旅游产业机构产生影响,
 

而旅游

产业结构水平提升也会显著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
 

其贡献系数明显.
 

但就目前而言,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对

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提升作用系数不够显著,
 

充分反映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旅游产业结构还未进行经济适

应性调整,
 

特别是对生态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够重视,
 

并且当前开展的旅游业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还没有

在经济效益中体现出来.

在生态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因素中,
 

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最不显著,
 

其余因素都是产生显著的

正向作用.
 

虽然当前对于地方科技投入较多,
 

但是应用到旅游产业中的科技投入占比却相对较低,
 

没有

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用并应用到旅游产业之中.
 

即便部分投入其中,
 

可能因为盲目追求短暂提高收入而

忽略了可持续发展,
 

没有兼顾考虑到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
 

甚至形成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从人力资

本、
 

投资因素和消费需求因素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投资因素和消费需求因素的系数值分别为4.423
 

6和

1.058
 

73,
 

且显著性效果明显,
 

高于人力资本对于旅游产业结构发展的作用系数(0.437
 

1).
 

相比较而

言,
 

目前人才队伍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作用还不够显著,
 

因此需要重视旅游产业相关人才的培养,
 

促进人

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的影响因素中,
 

虽然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
 

政府投资对经济发展

水平提升作用显著,
 

但如何把握好3种影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需要结合地区差异性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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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虑.
 

我国为了促进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但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交通、
 

邮

电等领域,
 

上述投资虽促进了具有高弹性需求部门的发展,
 

但是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用不显

著.
 

另外,
 

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
 

许多旅游资源盲目开发,
 

诸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
 

部分旅游投资

甚至呈现出一种负外部性领域特征,
 

难以真正形成一个统一、
 

完整的产业结构,
 

从而限制了旅游产业结

构水平的提升.

5 低碳绿色发展理念下生态旅游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发展策略

5.1 构建超前型发展模式

我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
 

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
 

民俗生态旅游资源,
 

因此必须发挥生态旅游的资源优

势,
 

构建超前型发展模式,
 

满足旅游者对生态旅游资源的需求,
 

而确定超前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拥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随着我国产业升级改革优化,
 

国家采取了多种优惠政策措施来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
 

为生态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条件和机遇,
 

也让许多生态旅游资源项目得到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在

这个过程中,
 

政府的政策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能够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后发优势.
 

相较于传统旅游产

业而言,
 

生态旅游产业和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有着更强的关联性,
 

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生态旅游产业的

带动作用,
 

实现横向和纵向的产业关联及快速发展.
 

政府需要制定宏观资源引导配置及财政税收优惠政

策,
 

为超前型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提供政策条件.
 

国内的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即便是经历

了较快的发展过程,
 

但是生态旅游产业规模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
 

整体规模化程度较低.
 

在国家及地方政

府的支持和引导下,
 

应当整合各个区域的生态旅游资源,
 

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优势,
 

实现生

态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5.2 政府主导型生态旅游经济发展模式

就生态旅游资源的归属而言,
 

生态旅游资源属于公共产品,
 

因而不具有排他性及竞争性,
 

这就使得生

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会以政府作为第一参与主体.
 

在政府的参与下可以实现更为科学的规划、
 

开发及保

护[12].
 

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下,
 

可以充分利用公共资源,
 

将人才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生态旅游中

去,
 

从根本上改变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
 

提高工作效率,
 

优化管理模式.
 

虽然政府起主导作用,
 

但对市

场而言,
 

企业仍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
 

在经济运行中市场才是一切经济活动开展的基础,
 

企业在生态

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应该去追求利润最大化,
 

要能够从生态旅游经济发展中获取合理的经济效益[13].
 

企业还应当和政府之间进行合理的分工,
 

实现政企合作,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生产企业发展模式,
 

应该遵循

市场基本运行规律,
 

给予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
 

让企业成为生态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动力.

5.3 开发具有地方生态特色的产品策略

中华民族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不同地区都拥有别具特色的地方生态旅游

资源[14-15].
 

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
 

要注意对原生态环境的监测和保护,
 

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髓,
 

尽量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局面.
 

还需要协调处理好开发项目和当地群众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
 

构建

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
 

使生态旅游能够惠及所有民众.
 

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
 

应当符合当地生态资源特色,
 

根据市场需求来制定生态的旅游产品[16-17].
 

尤其应重视生态旅游景点线路上产品的开发,
 

根据不同的旅游

者去设计不同的线路主题,
 

例如休闲主题、
 

摄影主题、
 

蜜月主题等,
 

同时还需考虑旅游景点的使用顺序及

节律,
 

尽可能穿插设计不同风格的生态旅游景点.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11个地区生态旅游经济现状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
 

利用面板数据及联立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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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验,
 

分别构建出了旅游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
 

通过该模型可以看

出,
 

政府投资、
 

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政府参与、
 

产业结构变化等对旅

游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进一步厘清了生态旅游发展经济增长的思路,
 

并从市场、
 

资源

开发保护、
 

企业效益等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构建了经济增长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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