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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经济贡献综合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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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发展贡献日渐提高, 许多地方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来发展。但是支柱产

业地位的确定需要多项经济指标支撑, 一些地方仅凭主观认识或以不科学的评价指标来衡量旅游产业经济贡献, 

容易导致旅游产业定位决策失误。为了全面科学地评价旅游产业的经济贡献, 文章以支柱产业的经济贡献标准为出

发点, 以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需求收人弹性、就业容量、行业关联度四个因子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贡献评价指

标体系, 并对湖北省旅游产业经济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提出:目前湖北省旅游产业尚未达

到支柱产业的标准, 可以将其作为“ 准支柱产业” 来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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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旅游产业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 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力逐步提高。以2002 年为例, 总

收入达5 566 亿元, 比上年增长11.43%, 高于当年GDP增长速度2 .7 个百分点, 旅游创汇203.85 亿美元；全国共有旅游企事业

单位29.38 万个, 固定资产原值8 238.2 亿元, 旅游直接从业人员612.63 万人。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 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

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 国内旅游人次将达到19.82 亿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30 436.6 亿元。旅游业发展势

头强劲、前景看好。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把旅游业定为支柱产业(重点产业或先导产业)来发展[ 1] , 这反映了

一些地方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高度重视。但是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地位的确定是有多项经济指标综合判定的, 如果仅仅从主观

认识或者以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来夸大旅游产业的经济贡献, 其后果不仅会对旅游业发展产生“ 拔苗助长”的负面效应, 而且对

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有必要从方法上掌握科学评价旅游产业经济影响的手段, 以正确评估旅游产

业经济贡献, 从而为正确定位旅游产业的经济地位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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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游产业经济贡献评价体系构建 

1 .1 旅游产业经济影响研究述评 

关于旅游产业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 国内众多学者依据自己考察侧重点的不同用不同的评价指标对旅游业经济贡献作了理

论与实践上的探讨。李江帆、李美云(1999)主张用“ 旅游增加值占GDP 比重” 指标代替“ 旅游总收入占GDP 比重” 指标来

反映旅游对国民经济贡献率, 并总结出用“ 旅游消费剥离系数法”计算旅游产业增加值[ 2] 。李志青(2001)引入TSA 帐户, 从国

民经济的角度对旅游业产出进行了延伸性解释, 并就上海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 3] 。陈伟权(2003)从旅游业

总收入(直接、间接)对GDP 贡献率、旅游促进外汇收入、旅游扶贫作用、旅游就业效应等几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旅游业对国民经

济发展的影响。张帆等(2003)从旅游业关联度、旅游乘数效应、旅游增加值的经济贡献率、旅游消费对居民收入的贡献、旅游

对财政收入贡献度、旅游对社会就业的贡献六个方面测算了旅游业对秦皇岛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4] 。李兴绪、牟怡楠(2004)

从产业关联度及带动效应、产业总产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旅游业对地方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四个方

面考察了云南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5] 。潘建民、李肇荣等(2004)借鉴国际旅游卫星账户(TSA)体系测算出了广西旅游业对于

GDP、就业、税收和居民收入的影响[ 6] 。 

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衡量旅游产业经济贡献的指标有很多, 而从众多评价指标中选取主要指标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关键在于确定评价的基准

视角。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是湖北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是否达到支柱产业的标准。因此, 构建旅游产业经济贡献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准视角是以支柱产业的经济贡献标准为基础。 

综合国内外权威文献, 衡量支柱产业的主要标准有:需求收人弹性高, 弹性大于1 ；具有较大规模, 增加值占GDP 比重大于

5 %；行业关联度大, 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大于1；生产率上升较快；技术扩散效应显著, 能最大限度吸收当代高新技术成

果；就业人员比重提高, 有利于大量就业；形成骨干企业和名牌产品；保持持续、较高的增长速度等[ 7] 。由于行业特性以及地

域差异等因素影响, 在构建衡量地区产业地位指标体系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上述指标进行适当的选择与调整。在选择评价旅游

产业经济贡献指标时遵循:①定量化原则, 选取的指标应便于定量评价, 以减少主观判断所带来的误差；②行业特性原则, 在行

业属性上旅游业作为服务型行业与工业企业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对不符合旅游业行业特性的指标(如技术扩散效应)予以剔出；

③重点性原则, 所选取的指标在力求具备全面性的基础上, 突出重点指标以简化分析。基于以上原则, 选取四个指标作为构建

旅游产业经济贡献评价指标体系的因子: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需求收人弹性、就业容量以及行业关联度。 

1 .2.2  指标因子分析 

评价指标体系的四个因子相辅相成, 紧密联系, 从产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产业拉动社会需求程度、产业促进

社会就业贡献度以及影响国民经济关联产业发展程度四个主要方面衡量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以比较判断其是否达到支

柱产业标准。 

1 .2.2 .1 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目前国内普遍运用“ 旅游总收入占GDP 比重” 这一指标来衡量旅游业的国民经济贡

献率。然而旅游总收入是产业总产值, 它包含了产业增加值和中间投入, 国内生产总值是各产业增加值之和, “ 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 指标将两个不同统计口径的指标进行比较显然不合理, 容易误导人们对旅游业产生过高的经济期望。为了真实衡量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必须从旅游总收入中扣除实物产品和中间消耗的价值。增加值是总产值扣除中间消耗(外购的物品

和服务)的价值, “ 增加值占GDP 比重” 指标能更真实地反映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实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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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2 需求收人弹性。指某一产业产品的需求增加率与人均国民收入增加率之比[ 8] ,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ΔQ/ Q ——— 旅游需求量的变化率；ΔI/ I ——— 收入的变化率。 

产业需求收入弹性越大, 其产品的增加由于能够带来更大的收入, 从而能够创造更大的需求, 因此这类产业能够从社会获

得更大的发展动力。产业发展速度越快, 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更大。因此, 需求收入弹性大是选择支柱产业的重要标准

之一。 

1 .2.2 .3 就业容量。衡量产业就业容量大小的指标一般可用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指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经济每增

加一单位所引起的就业增长比率, 就业弹性越大, 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长的程度越高[ 9]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ΔL/ L ——— 产业就业变化率；ΔY/Y ——— 产业产值变化率。 

1.2.2.4  行业关联度。根据产业经济学对产业关联度的定义, 它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相互联系、依存的程度, 其衡量指标

包括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是某产业的影响力与国民经济各产业影响力平均水平之比, 它反映某产业增加一个

单位最终产品时, 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的波及影响程度, 它是衡量产业后向联系广度和深度的指标。影响力

系数大于1 , 则表示该产业生产对其他产业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超过社会平均影响力水平；影响力系数越大, 该产业对其

它产业的需求拉动作用越大[ 10] 。感应度系数是某产业的感应度与国民经济各产业感应度平均水平之比, 它反映各产业均增加一

个单位的最终产品时, 某产业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 即需要该产业为其它产业生产提供的产品数量, 它是衡量某产业前

向联系广度和深度的指标。感应度系数大于1,表示该产业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水平。感应度系数越大, 表示该

产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越大。支柱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要求大于1 。 

2  湖北旅游产业经济贡献综合评价 

2.1 湖北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湖北旅游产业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 特别是“ 九五” 期间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国民经济的新兴产业而倍加扶

持, 规模不断壮大, 综合效益显著。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食、住、行、游、购、娱相配套且初具规模的综合旅游产业体系。

2002 年湖北共有各类旅游企事业单位1.24万个, 其中包括星级饭店473 家, 星级饭店营业收入22.66 亿元, 居全国第八位；旅

行社342 家, 营业收入16.89 亿元；全省有星级景区55 个, 其中4A 级景区15 个, 居全国第六位；旅游企业固定资产448 .14 亿

元, 居全国第六位；旅游企业营业收入46 .13 亿元, 上缴税金1.49 亿元, 旅游直接从业人员达到34.46 万人；1996 年至2002 

年湖北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16 .47 %, 高于全国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旅游业的崛起不仅为工业、农业、建筑业等提供巨大

的市场, 而且促进了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文化娱乐业以及对外贸易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旅游产业对湖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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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2 基于评价指标体系的湖北旅游产业经济影响分析 

2.2.1 旅游产业增加值的经济贡献率分析 

要得出“ 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 指标必须首先计算出旅游产业增加值,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研究和探索了一些可行的计

算方法。赵丽霞、魏巍贤、李志青等引入“ 旅游卫星帐户法(TSA)” 间接计算出旅游增加值, 但是这种方法对统计数据要求较

高且方法繁琐, 在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制度下, 旅游业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来统计, TSA 方法在国内仍然很难

推广。李江帆、李美云(1999)提出的用“ 旅游消费剥离系数法” 计算旅游产业增加值, 既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方法, 又使测算

过程简便易行。这种计算方法的要点在于:旅游业主要涉及交通、邮电、商业、饮食业和社会服务业五个产业部门, 而这些部门

只有部分产品投入旅游消费, 因此需要将每个部门的产业增加值中涉及旅游业的部分剥离出来计入旅游产业增加值中。将各产

业部门旅游者消费部分的增加值占该行业全部增加值的比例称为旅游消费剥离系数。笔者借鉴这一方法, 以湖北省2002 年旅游

业数据及相关数据为基础推算出了湖北省旅游消费剥离系数[ 2] 。 

假设湖北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 就可以从时间序列上推算出1996 —2001 年湖北历年旅游总产值中商

业与饮食业、邮电运输业、社会服务业的增加值以及加总求出旅游产业总增加值(表2)。 

计算出湖北历年旅游产业增加值以后, 就可以通过“ 旅游增加值占GDP 比重” 这一指标来分析旅游业对湖北国民经济的

贡献。①1996 — 2002 年湖北旅游增加值占GDP 比重呈逐年稳步递增趋势, 从1996 年的3.34%增加至2002 年的4.62 %, 年均

增长0 .15%, 反映了湖北旅游产业规模的逐步壮大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渐提高；②在绝对数量指标上,2002 年湖北旅

游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4.62%, 与支柱产业标准(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5%)相比仍有一定差距；③与旅游发达省份相比, 

湖北旅游产业增加值无论在绝对数量指标上还是在增长率指标上都与之相差甚远。例如2002年湖北旅游业增加值仅相当于广东

旅游增加值609.25 亿元的37 .75%；旅游增加值占GDP 比重小于广东(5.5%)0.88 个百分点；旅游增加值占GDP 比重年均增长率

也远远小于发达旅游省份水平。这反映出湖北旅游产业与旅游强省的差距仍然很大, 且这种差距呈逐渐扩大之势头。因此就湖

北旅游业对GDP 增长贡献率而言, 要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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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  旅游需求收人弹性分析 

在计算湖北旅游收入需求弹性指标时笔者选用1996 —2002 年湖北旅游总收入和人均GDP 数据(表3)。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发

现湖北省历年的旅游收入需求弹性虽然呈现出波动性增长的态势, 但是每年的数据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层次上(系数都超过了

1)；而且与旅游发达省份广东相比, 1997 —2002 年6 年期间, 旅游收入需求弹性系数有5 个年份均大于广东, 且其平均值

(2.16)远大于广东平均值水平(1 .44)。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于家庭或地区而言, 旅游支出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随着收入的增

加而减少, 用弹性来表述就是一个家庭或地区的富裕程度越高, 则旅游支出的收入弹性就越小。广东省经济发达, 人民生活水

平较高, 居民对于旅游产品的消费较为普遍, 旅游需求的必需程度很高, 旅游由当初的奢侈品逐渐向日常消费产品转变；而湖

北与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例如2002 年湖北人均GDP 仅相当于广东省的55 .3%, 因此湖北居民的

日常消费中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比重较大, 而将旅游产品划为奢侈消费品, 购买比重相对较低。而奢侈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

性大于日常用品, 因此湖北旅游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广东。旅游需求弹性大意味着市场机会大, 与旅游发达省份相比, 在同等收

入增幅情况下, 湖北居民用于旅游消费支出增长幅度也会更大(图1)。因此, 旅游市场开发空间很大, 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深度

挖掘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将是缩短与旅游发达省份之间差距的重点。 

 

2 .2.3  旅游就业容量分析 

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出湖北1997 —2002 年三次产业与旅游业的就业弹性(表4)。由于偶然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单一年份的就

业弹性波动较大, 而就业弹性平均值指标则能够相对稳定地反映各产业在一段时期内的就业容量水平, 因此选取就业弹性平均

值指标以比较各产业就业容量。1997 —2002年湖北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平均为0.376 、第二产业为-0.121、第三产业为0 .347、

旅游业为0 .299, 排序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旅游业>第二产业。过去一直认为旅游业具有就业容量大的特点, 但是通过数据分

析, 在容纳就业方面低于第三产业平均水平近5 个百分点, 其对社会就业的贡献远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水平。究其原因, 主要

有:①与旅游市场需求增幅相比, 旅游产业规模增长缓慢, 影响了产业容纳就业能力的提高；②近年来旅游企业体制改革逐步推

进, 企业从“减员增效”的角度考虑精简了企业规模, 逐渐释放出剩余劳动力, 导致产业就业弹性水平下降, 这点从2001 年、

2002 年湖北旅游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呈负数可以明显看出；③由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逐渐提高, 一些旅游企业开始尝试将部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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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剥离出去, 进行“业务外包” , 精简了机构与人员。 

 

 

2.2.4 旅游产业关联度分析 

根据2002 年湖北省投入产出表显示, 2002 年旅游业感应度系数为0 .498, 说明在国民经济中旅游产业与其它部门前向联

系较低, 旅游产业对其它产业的贡献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影响力系数为1.0089, 系数大于1, 在42 个部门中排名第23 位, 

说明旅游业的后向联系较高, 即旅游业对其它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 对关联产业的需求拉动较大。根据产业关联理论划分, 旅

游产业感应度系数较小而影响力系数较大, 符合最终需求型产业(又称下游产业)的特征, 其在生产过程中显著地依赖其它产业

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要素, 与先行产业的产业关联性较强, 旅游业的发展会拉动其先行产业相关部门的发展；旅游业的

感应度系数较小, 意味着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制约作用较小, 属于最终产品主导型产业。而支柱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

力系数都较大(大于1), 在生产过程中既显著地依赖其它部门的投人, 又显著地依赖其它部门对本部门中间产品的需求, 例如

化工、金属冶炼、机械、纺织、造纸等都属于该种类型。 

3  结论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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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定量分析, 可以看到一方面湖北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促进GDP 增长、解决就业问题、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但在另一方面, 如果用支柱产业的硬性指标

进行衡量的话, 湖北旅游产业的诸多指标离支柱产业标准还有一定差距, 如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为4 .62%,小于支柱产业标准

(5%)；旅游就业弹性低于第三产业平均水平, 不符合支柱产业就业容量大的特征；产业感应度系数小于1 ,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

发展的基础制约作用较小。旅游业在湖北国民经济中的实际经济贡献还没有达到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作用。因此, 目前

还不适宜将旅游业定位为湖北的支柱产业。 

但是综合考虑湖北旅游产业的现实优势、巨大发展潜力以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等因素, 湖北旅游产业还是具备成长

为支柱产业潜力的, 例如据计算, 2002 年湖北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已经达到4 .62%, 距支柱产业标准仅差0.38 个百分

点。 

因此, 从顺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以及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 将旅游业定位为湖北国民经济中的“ 准支柱产

业” 是十分必要的。政府及主管部门可将旅游业作为湖北省支柱产业的第二梯队, 在产业政策、资金投入、基础设施、经营环

境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 逐步将其培育成为支柱产业。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旅游业迅速崛起, 逐步培养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

柱产业；而且有利于充分带动关联产业发展, 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当然实现湖北旅游产业向支柱产业的跨越式飞

跃须经历一个发展过程, 需要克服诸多障碍,这需要各方力量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产业地位提升做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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