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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假说始终存在争议,
 

是国内外学界持续关注尚未形成统一结论的焦点问题.
 

为

研究旅游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
 

该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就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传导机制

进行研究.
 

从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率两个方面阐述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选取影响国民经

济发展质量的解释变量构建指标体系,
 

并构建旅游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模型.
 

为进一步研究旅游业

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机理,
 

构建旅游业通过不同经济传输渠道间接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模型,
 

并以广东旅游经济发展效应为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旅游业专业化水平在当期对广东旅游经济增长效

率的影响不显著,
 

但其在滞后一期对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计量分析不同传导机制在旅游业对

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间接影响作用发现:
 

旅游业发展带动人力资本投入增加,
 

但通过这一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

产生负向影响;
 

旅游业发展促进了物质资本累积,
 

但这一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

对外开放程度,
 

能够实现旅游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传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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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arious
 

approaches
 

and
 

controversial
 

hypothesis
 

were
 

proposed
 

to
 

examine
 

the
 

dynamic
 

relation-
ship

 

between
 

tourism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studied
 

the
 

transmission
 

mecha-
nism

 

of
 

tourism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Firstly,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was
 

expounded
 

from
 

the
 

aspects
 

of
 

production
 

factor
 

input
 

and
 

productivity.
 

On
 

this
 

basis,
 

the
 

index
 

system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elected
 

to
 

construct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ef-
ficiency

 

model.
 

In
 

order
 

to
 

further
 

study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nation-
al

 

economy,
 

a
 

transmission
 

mechanism
 

model,
 

in
 

which
 

tourism
 

indirectly
 

affected
 

the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different
 

economic
 

transmission
 

channels,
 

wa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e
 

that
 

the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has
 

an
 

inconspicuous
 

effect
 

on
 

the
 

growth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layed
 

phase
 

of
 

touris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growth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Quantitative
 

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in
 

the
 

indirect
 

impact
 

of
 

tourism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rives
 

the
 

increas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capital
 

in-
vestment,

 

while
 

i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is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romotes
 

the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capital,
 

but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trans-
mission

 

mechanism
 

on
 

economic
 

growth
 

is
 

not
 

significant.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the
 

de-

gree
 

of
 

opening
 

up,
 

tourism
 

and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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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我国居民收入提高,
 

生活水平改善,
 

人们对旅游活动的接受度和需求度越来

越高.
 

同时,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提高,
 

旅游业不断发展进步,
 

旅游业关联企业众多,
 

产业规模逐步扩大,
 

产

业体系日趋完善.
 

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之一,
 

其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做出了巨大贡献.
 

旅游业

迅速发展可刺激社会消费,
 

大大拉动内需,
 

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扩大社会生产,
 

改善基础设施,
 

促进经济平

稳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但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
 

有学者指出由于缺乏科学规

划和引导,
 

旅游业发展也会带来负面作用,
 

比如生态环境破坏、
 

地方社区社会关系破坏、
 

就业条件不稳定

等[1-2].
 

旅游业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假说始终存在争议,
 

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3].
 

因此,
 

针对目前迅

速发展变化的旅游业,
 

需要选择合适案例深入探究其对国民经济的内在传导机制,
 

根据旅游业与经济发展

的内在作用机制,
 

制定适合地方发展的针对性政策,
 

对旅游业的发展做出合理规划,
 

防范旅游业发展对国

民经济增长带来负面风险,
 

保证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在总结分析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率两方面阐述梳理了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进而采用固定效应面板

模型分析不同变量的影响作用,
 

构建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模型,
 

分析在不同经济传输渠

道中旅游业对国民经济间接影响的作用和效果,
 

为地方旅游业科学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旅游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学界和旅游学界长期关注旅游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3].
 

在旅游乘数概念理论中,
 

旅

游者在旅游地区的消费包括企业直接收入、
 

收入后再分配到各经济环节产生的经济增长、
 

收入增长带动工

资增长引起的消费总量上升3个部分,
 

但外生旅游消费并不是全部投入到旅游地区经济中,
 

还会通过其他

方式花费在该地区的其他部门,
 

正是由于这种漏损机制导致旅游乘数并不能真实反映旅游与国民经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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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4].
 

另一种常见学说是投入产出理论,
 

旅游业驱动国民经济增长假说实际上来源于出口导向型增长

假说和李嘉图贸易模型,
 

旅游业可以被视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出口业[5-7],
 

其运用在旅游业对地

区经济影响中的前提是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和技术系数不变,
 

但这种假设实际上偏离了边际效应原则,
 

也存在一定的缺陷[8].
学界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对旅游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主要分为两类:
 

①
 

引

入更加合理完善的数学模型与方法探求内在联系,
 

如樊丹等[9]在进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的基础上,
 

引入了结构方程和GM(1,
 

1)模型,
 

针对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路径及影响力技术系数的演

变趋势进行了研究,
 

实证结果显示旅游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刘晓静等[10]将

传统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以改进,
 

探讨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验结果证明旅游产业

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正向带动作用,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劳动力、
 

物质资本等中间传导变量影响经济增

长.
 

田敏等[11]对山东省旅游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测

算二者之间的关联度,
 

发现旅游经济发展相关因子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关联度较高,
 

山东旅游

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带动作用.
 

②
 

引入新的指标和模型理论进行研究,
 

如曾

玲玲等[12]从旅游贡献率指标的角度分析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研究发现在进入经济成熟期

的地区,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更大.
 

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邓涛涛等[13]的研究,
 

他们从“资源

诅咒”假说出发,
 

选择经济对旅游产业高度依赖的城市为样本,
 

从经济增长质量角度探寻其内在的影

响机制,
 

研究结果发现旅游产业对城市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是先促进再抑制,
 

然后又回到促进作用,
 

而提高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能够有效规避这种旅游资源诅咒.
 

除了城市样本研究外,
 

王聚贤等[14]就农

业生态旅游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发现农业生态旅游对区域经济存在正向贡献作用,
 

但同时

也由于生态旅游投资过大、
 

导致当地农民获利不均、
 

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
 

直接或间接地对区域经济

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学界研究结果并不都是支持旅游业驱动国民经济增长假说.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增

长短期存在正向效应,
 

但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15-16].
 

左冰等[17]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

究旅游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发现旅游发展与地区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倒U
 

形关系,
 

旅游发展对国民

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是短期的,
 

负面效应是长期的.
 

毛丽娟等[3]运用均衡分析法和差分广义矩估计法实证

分析了中国旅游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为了探究旅游业是否驱动国民经济增长及内在发生机制,
 

本文

从内在传导机制视角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2 旅游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2.1 旅游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经济内生长期增长取决于物质、
 

人力及知识资本的积累[18].
 

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运用于旅游业与国民经

济增长的研究中,
 

其核心在于假设一个由制造业和旅游业组成的经济体,
 

当这个经济体中的制造业技术进步

水平高于旅游业时,
 

只有两个部门的贸易条件都得到改善,
 

二者之间的技术差才能够得到补偿,
 

且制造业与旅

游业的产品替代弹性小于1,
 

即两个部门的产品是不完全替代关系,
 

旅游业的发展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本文中经济增长主要指经济系统内生产能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

 

是一种经济持续长期增长现象,
 

一方

面是技术创新、
 

意识形态更新及制度变更带来的实际生产能力增长,
 

另一方面则是动态视角上不同经济增

长方式引起速率快慢带来的经济增长变化.
 

因此,
 

生产要素、
 

生产率及社会制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

素.
 

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主要在经济发展初期,
 

之后会逐渐为生产率提高起到推动作用,
 

随着经

济发展进程不断推进,
 

后期主要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
 

本文将推动经济增长的影响

因素分为生产要素投入增多及生产率提高两个部分进行研究,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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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类图

旅游业中生产要素投入增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3个途径:
 

①
 

资本投入:
 

在旅游业发

展初期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用于旅游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为旅游行业的旅游产品及旅游服务提供交易

场所.
 

这种基础性资本投入会带来大量沉淀资本,
 

也会引起总产量和总收益增加;
 

具有服务区域性,
 

游客

只能就地消费,
 

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具有经济规模性,
 

随着基础设施服务量上升,
 

成本下降,
 

促进国民经济

增长.
 

随着旅游业资本投入增多,
 

还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发展,
 

带动当地消费总量增加,
 

促进区域国民经

济增长;
 

②
 

劳动投入:
 

旅游业发展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资源,
 

随着从业人员增多,
 

行业总产量和总收益也会

相应地增多,
 

同时为当地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
 

人均收入得以提升,
 

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③
 

自然资源:
 

旅

游业发展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旅游业发展初期,
 

旅游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自然资源增长,
 

同

时还能带动周边地区投资增长,
 

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进步,
 

对自然资源开发要逐渐向集约型可持续发展模

式转变,
 

扩大经济总量.
旅游业中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4个途径:

 

①
 

投资增长:
 

旅游业发展带动

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需求,
 

企业和政府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投资扩建旅游设施,
 

开发旅游产品,
 

改进管

理措施,
 

从而引起上、
 

下游产业适应性调整及周边地区相关产业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
 

促进国民经济增

长.
 

②
 

人力资本:
 

随着旅游业逐渐发展成熟,
 

会吸引更多旅游相关人才进入旅游业市场,
 

由于旅游业的

就业门槛较低,
 

高度旅游资源依赖地区可能更注重整体人力资源培养,
 

对高新技术人才而言就业岗位较

少,
 

会产生挤出效应,
 

导致经济负增长.
 

③
 

技术创新:
 

随着旅游业繁荣,
 

市场竞争加剧,
 

人们对旅游产

品的要求提高,
 

旅游企业会不断创新和引进新的技术吸引消费者;
 

同时,
 

随着旅游企业收入增加,
 

会投

入更多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和设备更新,
 

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
 

推动经济增长.
 

④
 

对外开放:
 

人们进行旅

游活动大多是到异地欣赏风景、
 

体会人文氛围,
 

旅游业发达会提高旅游地区的开放程度,
 

进而吸引更多

外来游客在旅游地区进行旅游消费,
 

政府也因此能够引进发达地区的成熟经验,
 

带动当地旅游业及相关

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2.2 变量选取

在总结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
 

本文对旅游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
 

结合各因素在旅游业的

实际表现,
 

选取表1中指标变量构建旅游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水平

在旅游业表现为制造业实际水平,
 

因此以制造业水平代替前者作为新的变量,
 

更加贴合旅游业实际情况;
 

影响因素中资本投入量与投资增长合并为物质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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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选取指标变量及其计算方式

符号 变量 计算

G 国民生产总值 扣除通货膨胀的人均GDP增长率

TI 旅游业专业化水平 旅游业总收入占GDP比例的增长率

HCI 人力资本投入 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

ML 制造业水平 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

PCI 物质资本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

TC 创新能力 科研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FDI 对外开放程度 外商直接投资中实际利用金额占GDP的比例

2.3 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中介绍的内生增长理论可知,
 

经济长期增长来源于人力与物质资源的长期积累,
 

假设广东经

济部门中有旅游业和制造业两个部分.
 

本文将经济发展中关键变量选择为创新水平,
 

选择对外开放程度作

为衡量经济发展活力的尺度.
 

由于从一个长期的进程上看,
 

各个经济体人均水平最终都会趋于稳定,
 

因此

可以采用滞后一期的人均GDP水平表示经济规模Gi,t-1 来衡量经济体的收敛度[18].
 

根据 Holzner理论建

立简化模型:

Gi,t=C0+α0Gi,t-1+α1TCi,t+α2FDIi,t+εi,t (1)

式(1)中,
 

C0 为常数项,
 

α代表弹性系数,
 

εi,t 为误差纠正项.
在公式(1)的基础上,

 

继续把控制变量(TI,HCI,ML,PCI)放入简化模型,
 

表示成全要素生产率模型

形式为:

Gi,t=C1+β0Gi,t-1+β1TIi,t+β2HCIi,t+β3MLi,t+β4PCIi,t+β5TCi,t+β6FDIi,t+εi,t (2)

式(2)中,
 

Gi,t 为广东省i城市t年人均
 

GDP;
 

Gi,t-1 为广东省i城市t-1年人均GDP;
 

TIi,t 为广东省i城

市t年的旅游业总收入占GDP的比例;
 

HCIi,t 为广东省i城市t年教育经费占该城市财政支出的比例;
 

MLi,t 为广东省i城市t年制造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例;
 

PCIi,t 为广东省i城市t年固定资产投

资占GDP的比例;
 

TCi,t 为广东省i城市t年科研支出占该城市财政支出的比例;
 

FDIi,t 为广东省i城市t
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的比例;

 

C1 为常数项,
 

β代表弹性系数,
 

εi,t 为误差纠正项.

3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传导机制研究模型

为进一步研究旅游业通过间接渠道形成经济增长效率的传导机制,
 

量化研究并比较不同传导机制作用

的大小,
 

本文根据Holzner理论建立关于传导变量的估计模型:

Zi,t=C2+γ0TIi,t+ηi,t (3)

式(3)中,
 

Zi,t 代表解释变量,
 

TIi,t 代表旅游业的专业化水平,
 

γ0 代表旅游业对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
 

ηi,t

为误差纠正项.
 

为了将每个传输渠道中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量化,
 

将式(3)代入式(2)中得出:

Gi,t=C1+α2C2+α0Gi,t-1+(α1+α2γ0)Zi,t+α2ηi,t+εi,t (4)

4 实证分析

4.1 旅游业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的回归分析

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年鉴》及《广东统计年鉴》,
 

并从中提取了2003-2016年各地级市的国民经济生

产总值和旅游业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并估计旅游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同时对前文中选

出的各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验证其平稳性,
 

为回归分析做准备,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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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G TI HCI PCI ML TC FDI

t统计量 55.618
 

6 5.921
 

4 54.264
 

7 8.964
 

5 139.256
 

4 31.518
 

7 18.328
 

7
p 0.018

 

6 1.025
 

3 0.023
 

4 1.000
 

0 0.000
 

0 0.618
 

4 0.964
 

8
一阶差分后t统计量 325.284

 

8 188.373
 

6 127.484
 

1 161.243
 

7 241.703
 

6 123.484
 

8 134.819
 

8
p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注:
 

*,**,***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根据表2中的检验数据可以看出,
 

所有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通过了检验,
 

具有平稳性.
 

对数据进一步

进行Engel-Granger协整检验,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Engel-Granger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系数
组内

统计量 p 权重统计量 p

组间

统计量 p
v -0.464

 

812 0.647
 

98 -2.146
 

375 0.968
 

84
rho 3.854

 

617 0.965
 

84 3.489
 

371 0.948
 

15 4.726
 

484 1.000
 

00
PP -13.473

 

809 0.000
 

00*** -14.179
 

852 0.000
 

00*** -18.651
 

74 0.000
 

00***

ADF -3.172
 

495 0.000
 

76 -3.470
 

342 0.000
 

18 -2.117
 

473 0.008
 

23

  注:
 

*,**,***分别表示p<10%,p<5%,p<1%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根据表3中数据可知,
 

组内和组间的p 值都小于0.01,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

均衡关系,
 

因此可以进行面板模型数据的回归分析.
 

同时进行Hausman检验,
 

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假设,
 

选

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19].
本文采用逐次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分析[20],

 

从模型a到模型g逐次添加,
 

方便观察变量系数

的动态变化,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经济增长效率的回归结果

模型 a b c d e f g
解释变量 G G G G G G G

C
0.284

 

5***

(0.018
 

8)
0.398

 

4***

(0.047
 

8)
1.649

 

2***

(0.188
 

1)
1.652

 

7***

(0.189
 

8)
1.687

 

5***

(0.208
 

7)
2.013

 

4***

(0.248
 

6)
2.187

 

6***

(0.252
 

8)

TI
-1.487

 

8***

(0.247
 

9)
-0.349

 

7
(0.428

 

1)
-0.018

 

9
(0.397

 

8)
-0.040

 

5
(0.409

 

8)
0.128

 

4
(0.424

 

8)
0.074

 

2
(0.396

 

8)
-0.127

 

8
(0.435

 

7)

PCI
-0.217

 

4***

(0.048
 

4)
0.020

 

7
(0.058

 

8)
0.263
(0.047

 

4)
0.028

 

7
(0.070

 

3)
0.035

 

8
(0.077

 

2)
0.002

 

4
(0.071

 

5)

lnY
-0.147

 

8***

(0.021
 

5)
-0.163

 

5***

(0.038
 

5)
-0.173

 

1***

(0.026
 

1)
-0.186

 

7***

(0.030
 

1)
-0.193

 

4***

(0.032
 

8)

HCI
0.060

 

1
(0.298

 

6)
-0.057

 

8
(0.357

 

2)
-0.685

 

4
(0.468

 

2)
-0.762

 

8**

(0.417
 

2)

ML
0.000

 

7**

(0.000
 

3)
0.000

 

5**

(0.000
 

1)
0.000

 

4**

(0.000
 

3)

TC
4.297

 

8**

(1.782
 

5)
5.354

 

8**

(2.097
 

8)

FDI
2.734

 

1**

(1.184
 

2)

F 统计量 2.484
 

1 3.184
 

9 9.178
 

8 9.398
 

7 9.844
 

2 9.784
 

5 9.185
 

2
拟合优度 0.165

 

8 0.218
 

4 0.469
 

8 0.482
 

6 0.493
 

7 0.504
 

8 0.524
 

7
p 0.002

 

4 0.000
 

1 0.000
 

2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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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4中的估计数据可以发现,
 

在模型a中,
 

旅游业专业化水平变量TI的系数为负值,
 

此时旅游业专

业化水平上升,
 

人均GDP增长率会下降,
 

但在后续其他变量逐渐加入后,
 

旅游专业化变量的值有负有正,
 

说明比起其他影响因素,
 

广东旅游业专业化水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
 

人力资本投入 HCI 和物质

资本投入PCI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影响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广东此时处于创新发展阶段,
 

资本原始积累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大.
 

在模型中加入制造业水平 ML 后,
 

具有显著性,
 

且系数为正值,
 

表明制造业对国

民经济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在模型f中加入创新能力TC 发现,
 

系数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
 

说明科研投

入对广东生产力水平发展有促进作用,
 

且增长率较高.
 

在模型g中加入对外开放程度FDI发现,
 

系数为正

值且具有显著性,
 

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对该地区国民经济也产生正面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旅游业专业化水平对国民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g的基础上加入了旅游业专

业化变量的滞后期,
 

观察是否存在动态滞后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加入旅游业专业化滞后期的回归结果

模型 g h i

解释变量 G G G

C 2.187
 

6***(0.252
 

8) 2.194
 

8***(0.219
 

7) 2.003
 

1***(0.217
 

8)

TI -0.127
 

8(0.435
 

7) -1.815
 

4**(0.867
 

7) -1.588
 

2(0.254
 

7)

TI(-1) 2.154
 

8**(0.785
 

4)

TI2 3.845
 

1(3.178
 

5)

PCI 0.002
 

4(0.071
 

5) 0.013
 

8(0.054
 

8) 0.054
 

8(0.080
 

3)

Gt-1 -0.193
 

4***(0.032
 

8) -0.198
 

7***(0.038
 

7) -0.183
 

4***(0.031
 

4)

HCI -0.762
 

8**(0.417
 

2) -0.619
 

7*(0.358
 

8) -0.618
 

4*(0.380
 

3)

ML 0.000
 

4**(0.000
 

3) 0.000
 

4**(0.000
 

8) 0.000
 

5**(0.000
 

3)

TC 5.354
 

8**(2.097
 

8) 4.187
 

8**(2.154
 

8) 4.815
 

7**(1.985
 

1)

FDI 2.734
 

1**(1.184
 

2) 2.751
 

8**(1.057
 

9) 2.700
 

13**(1.082
 

4)

F 统计量 9.185
 

2 9.481
 

5 9.063
 

7

拟合优度 0.524
 

7 0.534
 

8 0.517
 

8

p 0.000
 

0 0.000
 

0 0.000
 

0

  分析表5中回归结果,
 

发现旅游业专业化水平在滞后一期的系数为正值,
 

且具有显著性,
 

说明旅游专

业化水平变量在当期对国民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在滞后一期具有显著影响.
 

旅游专业化水平

在当期的负向影响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从各相关行业进入旅游业,
 

形成了挤出效应.
 

而随着旅游业发展进程

的推进,
 

专业化水平提高会促进当地人均收入增长,
 

刺激消费,
 

带动经济发展,
 

其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可能是通过间接传导机制进行影响,
 

在滞后一期才会显现出来.

4.2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传导机制量化结果

为进一步研究旅游业专业化水平对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
 

通过式(3)中对传导机制的计算,
 

在所选取

的变量里制造业水平变量ML 未通过检验,
 

因此剔除该变量,
 

得出表6结果.
 

根据表6中的数据可知,
 

物

资资本、
 

人力资本、
 

科技创新及对外开放变量的系数为正值,
 

且通过了p<0.05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旅游业发展通过影响这些变量,
 

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由式(1)计算出α2 值,

 

由式(4)计算出γ0 值,
 

不同传导机制下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效果如表7
所示.

 

根据表7中数据可知,
 

由于物质资本投入PCI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旅游业对经济增

长率的间接影响系数为1.1103.
 

对比旅游业通过各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可以发现对外开放

程度是影响力最大的传输渠道,
 

相对贡献为62.38%.
 

旅游业专业化水平每增加1%,
 

会带动人力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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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9.32%,
 

间接影响人均GDP增长率降低14.29%.
 

旅游专业化水平提高会带动人力资本投入HCI和

制造业投入ML 增多,
 

但最终对人均GDP增长率产生消极影响.
 

旅游专业化水平提高会促进对外开放程

度FDI和技术创新TC 提高,
 

通过这两个传导渠道间接影响人均GDP增长率提高.
 

广东省旅游业发展主

要通过对外开放程度、
 

科技创新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通过人力资本投入对国民经济增长产

生间接的负向作用,
 

对制造业发展产生的挤出效应不显著.
表6 旅游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国民经济的模型估计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HCI PCI TC FDI ML

C
0.198

 

8***

(0.003
 

8)

0.178
 

4***

(0.034
 

8)

0.000
 

3***

(0.001
 

2)

-0.003
 

4***

(0.000
 

9)

11.189
 

7***

(4.348
 

7)

TI
0.194

 

7***

(0.051
 

2)

6.715
 

4***

(0.386
 

5)

0.120
 

3***

(0.024
 

8)

0.218
 

7***

(0.015
 

4)

-87.154
 

6

(56.159
 

2)

F 统计量 26.001
 

7 26.187
 

3 13.487
 

1 42.237
 

5 0.648
 

4

拟合优度 0.648
 

7 0.653
 

4 0.541
 

7 0.729
 

1 0.054
 

7

p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754
 

8

表7 不同传导机制影响的量化结果

传导机制 γ0 α2 间接影响 相对贡献/%

PCI 6.702
 

1 0.003
 

5 0.023
 

5 2.19

HCI 0.193
 

2 -0.739
 

7 -0.142
 

9 -13.57

TC 0.120
 

3 5.049
 

8 0.607
 

5 58.72

FDI 0.273
 

1 2.415
 

8 0.659
 

8 62.38

ML -94.021
 

5 0.000
 

4 -0.037
 

6 -3.89

TI 1.110
 

3

  在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传导过程中,
 

尽管资本投入并不能直接带来国民经济发展,
 

但开放程度能通过

促进人力资本投入,
 

提升旅游业专业化水平程度;
 

同时旅游专业化水平提高带动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创新

水平,
 

旅游业主要通过这两个传导机制间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为探究旅游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学界运用不同方法和不同类型数据进行了长期研

究,
 

两者之间关系假设可以归为 TLGH
 

(Tourism
 

led-growth
 

hypothesis),
 

GLTH(Growth-led
 

tourism
 

hypothesis),
 

FH(Feedback
 

hypothesis)和NH(Neutral
 

hypothesis)4类[21].
 

TLGH假说聚焦宏观总量层

面,
 

缺乏对中观层面经济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过程的研究,
 

难以揭示旅游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

机理[22-23];
 

GLTH假说强调国民经济发展引致旅游增长,
 

更多地从长期数据视角来加以验证[24];
 

FH假说

运用大量个别案例,
 

验证旅游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NH假说运用大量实证研究成果

证实旅游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21].
 

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
 

对旅游业影响国民经济

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
 

将其分为影响经济总量增加的生产要素投入机制和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增加的生产

要素生产率提高机制两个方面.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分析,
 

选取旅游业对经济影

响的相关指标,
 

构建了旅游业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增长效率的固定效应模型,
 

并对旅游业间接影响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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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和量化.
 

实证结果表明,
 

旅游业专业化水平在当期对旅游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

著,
 

但其在滞后一期对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通过对各个传导机制在国民经济增长中发

挥的间接影响作用进行计量分析,
 

发现广东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人力资本投入增加,
 

但通过这一传导机制对

国民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
 

旅游业发展促进了物质资本累积,
 

但这一传导机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显著;
 

旅游业发展促进了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创新进步,
 

并通过它们间接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

响.
 

本文从经济增长理论入手探讨各个变量的传导机制,
 

从联系维度层面验证了旅游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增

长之间的内在传导关系.

5.2 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
 

提出优化广东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期促进该地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
 

在大力发展国内旅游的同时,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湾区发展战略,
 

进一步扩大开放,
 

大力发展入境旅

游.
 

健全和完善入境旅游政策,
 

提升国际航线的运输能力,
 

推进便捷化的入境签证办理程序及落地签、
 

免

签政策,
 

与外商合作大力宣传广东知名旅游景点,
 

提高入境旅游产业链的服务水平,
 

开发具有地方人文特

色和国际性的旅游产品吸引境外游客.
其次,

 

广东各地区要突出区域差异,
 

根据各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不同阶段,
 

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政策.
 

广

东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
 

旅游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同.
 

针对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地

区,
 

主要是制定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引导性政策,
 

实现旅游市场的供需平衡.
 

针对旅游业欠发达地区,
 

主要是制定提升旅游产品品质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激励性政策.
 

通过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增长,
 

建设配套基

础设施,
 

增加就业岗位,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在旅游景点的集散区域增设特色休闲购物场所,
 

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
 

推动民宿发展,
 

提高民宿行业的专业化和服务管理水平,
 

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民宿品牌;
 

打造具有

地方特色的餐饮品牌,
 

提升旅游服务中的餐饮水平,
 

推动集团化连锁化发展,
 

既弘扬特色饮食文化,
 

又促

进国民经济发展.
再次,

 

根据广东不同地级市的旅游资源特色打造差异化、
 

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深度挖掘最优特色,
 

并

根据特色进行旅游产品的开发创新,
 

带动上、
 

下游产业发展,
 

促进相关产业合作进步,
 

延长游客在旅游地

不同区域的停留时间,
 

增加旅游消费.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提高旅游产品的生产效率及附加值,
 

增强旅游

产品竞争力.
 

提高旅游相关专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服务水平,
 

同时注意培养旅游相关人才,
 

防止产生挤出

效应导致本地区其他行业专业技术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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