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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进步发展，现代产业也出现了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而旅游业这

种服务性质行业的兴起正在带动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贵州是举国共识的旅游大省

，旅游资源丰富，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发展旅游业的前景好。因此，分析贵州旅游

业的发展对研究旅游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题有很大的帮助。文章首先介绍了贵州省旅游业概

况；然后通过数据分析、数据比较等方式研究贵州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分析旅游业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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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进步发展，现代产业也出现了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而旅游业这种服务

性质行业的兴起正在带动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传统产业相比，旅游业可以说是

一种全新的新兴产业，也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新兴产业，同时也是发

展潜力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属于服务行业，旨在为顾客提供优质、满意的服务，且服务范

围广，包括食、住、行、纪念品销售等，涉及经济发展各个领域，而且客源来源地广，除了附

近客源以外，还有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客源，它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传承并发

扬了传统文化，意义重大。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对于研究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 

贵州省是全国旅游资源富集的省份之一，其境内旅游资源禀赋独特，有独特的自然风貌，

有多样的人文习俗，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还有云贵高原独特的地形地势，为贵州打造了发展旅

游业的潜在优势，使得旅游业成为贵州省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 

据统计，截至 2013 年，贵州省拥有世界自然遗产 3 处、A 级景区 90 个，其中国家 5A 级

景区 3 个、4A 级景区 26 个，侗族大歌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项，国家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12

个，国家地质旅欧景区 11 个，风景名胜区 15 个，旅游重点文物保护区域 35 个，历史文化城

4 个，历史文化名村和镇 25 个，带有民族特色的生态博物馆 6 个，旅游优秀城市 9 个。据《

2013 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 年贵州省旅游人数接待量达到了 27 

535.79 万人次，与去年相比有所增长，而国内客源接待流量达到了 23 547.83 万人次，提高

了 21.7%；国外客源接待流量达到了 86.43 万人次，提高了 11.5%。旅游业创造的总收入达到

2 843.18 亿元，与去年相比上涨了 25.9%。接待国内客源创造了 2 531.76 亿元，上涨了 23.1%

；与此同时，接待国外游客创造了 2 178.96 亿美元，上涨了 20.6%。 

 



一、相关综述 

(一)旅游业对经济的影响 

伴随 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向外扩张步伐，发达国家需要有新的平衡外汇收支的方法

，旅游输出便成为重要手段之一，这既促使发展中国家入境旅游的发展，更使得学术界开始研

究旅游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意大利学者博笛奥(L. Bodio)于 1899 年发表《国外人口在意大利

的活动及消费》，基于统计学视角分析了旅游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拉开了关于旅游影响

经济研究的序幕。自此学者们也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旅游对经济的影响，因为当时旅游现象并

非呈现出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只是在少部分区域出现，此类研究也并不是很多。20 世纪

60 年代后旅游现象开始在西方国家快速发展，从而使旅游的经济影响成为学术界相关研究的

热点。国外有关旅游活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从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

的假说出发，对入境旅游影响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研究；二是旅游专业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

三是基于收敛假说，研究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的影响。国内对旅游业影响经济发展的研

究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根据研究的内容和特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初

至 90 年代末是第一个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发达国家旅游经济，阐述旅游业在我国社会

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特点等，同时对中外旅游发展的模式和路径进行比较。第二个阶段是 90

年代末至今，研究的主要内容开始转向用定量方法对特定地区旅游业发展如何影响国际收支、

税收、就业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而专门针对旅游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方面是通过分析旅

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探讨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分析旅游业与经济增长间

的关系。 

(二)旅游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国内对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通过

对灰色关联度、相关系数、弹性系数和贡献率等指标的计算来分析研究两者间的关系。陶金龙

基于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及其与三次产业的关联度的测算，提出苏州的旅游业和经济发

展存在较大的协调性，苏州旅游业对 GDP 的影响效果较好。周四军等在计算出关系数和贡献率

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的旅游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杨智勇则进一步通过弹性

分析提出二者相互促进，同时认为经济增长影响旅游业发展的程度要大于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吴国新从相关分析入手，研究我国旅游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认为旅游业的发展极大推

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苏继伟等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重庆市 1984—2001 年间旅游业对

区域经济及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旅游业对重庆市 GDP 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增长

有着积极的影响。 

另一类研究则主要是通过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VAR 模型、脉冲响应

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分析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赵东喜分析研究了 1981—2006 年福

建省旅游业发展、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动态关系，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旅游

业带来的收入受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影响效应要比其自身和旅游人数的影响效应要大，旅游

业的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所产生正向作用的时滞较长。陈友龙等利用格兰杰因果检

验分析了 1985—2003 年我国旅游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相互影响的关系，且旅游业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经济增长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和

红等采用方差分解及脉冲响应的方法对 1984—2004 年我国旅游业和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进

行研究，认为这二者间表现出较强的正向交互响应，而且响应的程度从长期来看更加显著和稳



定。因而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避免短期行为，采用长期政策，以确保旅游业持续健康发

展。 

 

二、贵州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使用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方法，对贵州省的旅游收入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批发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等的贡献进行分

析。 

(一)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度是一种定量的分析方法，用来研究事物之间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复杂因素，

确定各个因素对于事物影响的程度大小，使得各个事物之间的“灰色”关系更加清晰化，本文

利用灰色关联度的方法对贵州省旅游业对于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 

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是分析数据的一种方法，它主要用于计算并统计数据，而其中最关键

的就是对关联度的计算，同时，它也是一种系数的计算，通过计算出相应的数据系数来进行数

据分析和比较，从而得出结论。 

(二)指标及数据选取 

使用 2007—2012 年，贵州省旅游收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及第三产业中的

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社会消费品零售业、批发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的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旅游业收入对它们的影响程度。 

 

(三)灰色关联度分析 

1.确定行为序列 

根据上文分析，贵州省旅游业收入可能影响的指标及数据如表，其中因素个数为 i=1，2

，3；样本数 k=1，2，…，6。 

2.计算三大产业与旅游业间的灰色关联度 

(1)计算绝对关联度 



 

 

 

(2)计算相对关联度 



 

 

 



 

(3)求综合关联度 

 

(四)结果分析 

计算所得的灰色关联系数均大于 0.5，说明上述所研究的因素与贵州省旅游业收入的关联

度都很高，即旅游业对于这些因素的影响都很显著。 

结果中的ρ01、ρ02、ρ03 分别表示了旅游业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影

响。其中，ρ01＞ρ03＞ρ02，这表明，旅游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影响最大，这个检测结果出乎

了初期预料，这可归因于近年来“农业旅游”这一新兴旅游模式的快速发展，它用将农业与旅



游业结合发展的形式，迎合了久居大城市的人们对宁静、清新环境和回归大自然的渴求。同时

也让旅游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其次是第三产业。而旅游业对于第二产业的影响最小

。 

 

三、对策与建议 

(一)提升旅游消费水平和规模 

消费水平的高低无疑直接影响着旅游消费总量的规模，进而影响到旅游消费对经济的推动

作用。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贵州旅游业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最大，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相对

较低，应该提升旅游消费水平和规模，加强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的联动发展。首先要注重对旅游

消费观念的引导，做到与时俱进，同时刺激大众旅游消费的新需求。可以通过网络、电视、广

播和报纸等媒介进行旅游消费的宣传，树立旅游消费意识，提升群众的旅游消费理念。其次要

加强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开发出类型多样、功能齐全的旅游产品，大抓旅游服务质量的

提升，竭力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对于高收入群体，要瞄准高质量的旅游产品，着力推行品牌

战略。因为贵州省正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且由上述计算分析可知旅游业对其第一产业的影响最

大，应针对农村旅游者，挖掘适合的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消费。在国内旅游实现转型升级

的大背景下，贵州要促使其旅游产品从单一的观光型转变为集观光和康体养生、休闲度假并重

的复合型旅游体验，进一步扩大旅游规模，提升旅游消费水平。 

(二)注重营造旅游氛围 

政策引导对贵州旅游经济影响较大，政府对旅游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招商引资、财政支持

、融资扶持、税收减免等方面。在涉及旅游业的职能行使上，政府应以宏观调控为主，准确把

握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应从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实现政府在职能行使性质上的优化，相应地

，工作方式上行政手段的运用也要转向主要对市场手段的运用。在分析研究贵州省旅游业发展

和经济增长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制定贵州省旅游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战略实施规划。重点要对游

客来源市场加强分析，有针对有实效地对旅游产品进行营销，打造贵州的旅游形象。可以对游

客满意度进行调查，依据调查报告优化资金配置，引导贵州旅游业的投资方向，进而提升游客

对贵州省旅游环境的满意度建设。 

(三)加强人才培养 

旅游业发展的不断创新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撑，要实现旅游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

的转变，更是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贵州旅游业发展来说，人文资源的开发是重

要着力点所在，这就让专业人才的稀缺显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对高素质新型专业化人才的缺乏

更是长期影响着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高校在旅游人才的培养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以

市场为导向对课程设置进行优化，加强校企合作，注重和知名企业展开“订单式”的人才培养

模式，提倡研究成果的转化。再结合政府引导，实现协同创新，提高产学研的结合力度。同时

要依托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对现有的从业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力争让从业者具备更多的实效性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有新的创意，因而要大力引进国内外高端人才服务于贵州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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