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于泰尔指数的浙江省旅游经济的 

空间差异性研究 

颜澄，梁雪松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4） 

【摘 要】文章以浙江省为例，采用泰尔指数方法，从地带内、地带间、城市间三个方面定量研究了浙江省整体

及三大区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利用区域带分离程度指数研究了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异变化，结果表

明浙江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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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较强的“辐射性”，对减少区域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作用。浙江省是我国重要

的沿海省份，近几年来，浙江省旅游也取得较快的发展，旅游业在浙江省产业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但由于浙江省不同区

域内旅游经济发展的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如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等，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发展难免存在空间差异

性。研究浙江省旅游经济的这种空间差异性，对探索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有不少学者就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性作了大量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也不计其数，但基本都是以入境旅游业空间差

异性的研究为主。陈秀琼、黄福才 （2006） 对我国入境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性进行研究；张明东、陆玉麒（2010） 研究了山

东省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性；甘永萍 （2010） 研究了广西入境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性，并对影响旅游经济空间差异

的因素进行研究。
①②③

本文则以浙江省为例，对旅游经济的区域空间差异性进行量化研究。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样本 

（一） 研究方法 

综合国内外对空间差异性的研究可知，目前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集中度系数 CR4、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基

尼系数、莫兰指数和泰尔指数等。其中，集中度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主要应用于产业或行业差异性分析；区位熵主要用于研究

产业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基尼系数主要应用于一个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莫兰指数主要用来研究一个地区某指标的集聚性

特征；泰尔指数主要应用于衡量指标的区域间差异。本文根据研究目的及可操作性，选择泰尔指数来衡量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

特征。 

泰尔指数 （Theil） 又可称为锡尔熵，它是著名经济学家泰尔和亨利在十九世纪中期提出的，主要用于衡量一个地区某指

标存在的区域差异性。泰尔指数越大，则表明该地区的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强的不均衡性；反之，则认为各区域间的不均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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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根据前人研究的经验，泰尔指数衡量指标的区域差异性具有以下优点：（1） 通过计算泰尔指数可以对指标的空间结构进

行多层次划分，并进行空间比较，这样既可以考虑该指标在区域内的综合差异特征，也可以考察该区域内部的局部差异性；（2） 

与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基尼系数等方法不同，应用泰尔指数进行分析时不需要考虑样本的空间单元数，因此，可以更简便

地对不同区域该指标的空间差异性进行比较；（3） 集中度系数等指标往往受经济波动、市场结构变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泰

尔指数却巧妙地避开了这一点，因为当所有区域该指标的变动相同时，则泰尔指数也相同。 

根据泰尔指数的性质和旅游经济的特点，我们以下几个模型，分别反映不同区域间旅游经济的差异性特征。 

1．地带内以小区域为单位的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指数 Kpi，其计算公式如下：
④
 

 

其中，Yij表示第 i 地带内第 j 个城市的旅游收入水平，Nij表示第 i 个地带内第 j 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Yi表示第 i 地带

内的旅游总输入水平，Ni表示第 i地带内的常住人口总数。 

2．地带间的区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指数 TKr，其计算公式如下：
⑤
 

 

其中，Yi表示第 i地带内所有城市的旅游收入总水平，Ni表示第 i个地带内所有城市的常住人口总数，Y表示整体区域的旅

游总收入水平，N表示整体区域的常住人口总数。 

3．城市间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指数 TG，其计算公式如下：
⑥
 

 

其中，所有变量如上述解释。通过进一步推导，我们可以将城市间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指数划分为地带内区域旅游经济

空间差异指数和地带间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指数两个部分，具体过程如下： 

 

其中，所有变量如上述解释。特别地，Kpr表示整体区域的地带内空间差异程度，TKr表示整体区域的地带间空间差异性程度。

一般而言，城市间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指数 TG可以作为区域整体差异指数。
⑦
 

4．泰尔指数的延伸——区域带分离程度指数 Sr，其计算公式如下：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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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表示区域常住人口总数，Pk表示区域内所有地带中常住人口相对较小的地带对应的常住人口数。其余变量在前面已

经说明。 

（二） 数据样本说明 

本文选取浙江省各大城市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时间跨度为 2002—2011 年共 10 年。根据研究方法，本文选取浙江省

各大城市旅游业总收入水平和各大城市年末常住人口总数两个指标，数据来源为 2003—2012 年 《浙江省统计年鉴》。这里需

要说明两点：（1） 为了增强实证的可信度，各大城市的数据都保持一致的统计口径；（2） 考虑到价格水平的影响，对各大城

市旅游业总收入值进行平减处理，即旅游业实际总收入=旅游业名义总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⑨
 

二、浙江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实证分析 

（一） 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概况 

21 世纪以来，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表现在浙江省国内旅游人数和收入得到很大幅度提升，

而且入境旅游的人数和创汇收入也有很大提高。2005年，浙江省国内旅游人数只有 1.2758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 1239.7 亿

元；到 2008 年底，浙江省国内旅游人数达到 2.09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 2040亿元，几乎翻了一番；2011年浙江省国内旅

游人数已达到 3.4295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到 3785亿元，是 2005年的三倍多。同时，2005 年入境旅游人数为 348.01万人，

创汇收入为 17.1623亿美元，到 2011年入境旅游人数达到 773.69万人，创汇收入达到 45.4173亿美元。 

但是，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间差异性也十分突出。根据浙江省经济区域划分标准，杭嘉湖与绍兴四市为一条经济线，

甬台温三市为沿海经济一条线，金丽衢为欠发达地区，舟山市为港口经济发展城市。由于舟山市也属于沿海经济发展城市，本

文将甬台温和舟山四市归为一起，于是区域划分标准为：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四市为浙北区域；宁波、台州、温州和舟山

为东部沿海区域；金华、丽水和衢州为浙西南欠发达区域。以 2011 年为例，浙北区域的旅游收入平均值为 6.533625 亿美元，

而东部沿海区域旅游收入平均值只有 2.788625 亿美元，浙西南欠发达地区的旅游收入平均值只有 2.709433 亿美元；浙北区域

的海外游客平均人数为 119.66 万人，而东部沿海区域的海外游客平均人数只有 48.63 万人，浙西南欠发达地区的海外游客平

均人数只有 33.51 万人。由此可见，浙江省三大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大的空间差异性。 

（二） 基于泰尔指数的地带内、地带间、城市间旅游空间差异及变化 

根据公式 （1）、（2）、（3） 分别计算 2002—2011年浙江省区域的地带内差异指数 Kpi、地带间差异指数 TKr和城市间差异

指数 TG （整体差异指数），结果见表-1。 

 

从表-1 的数据走势可知，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地带内、城市间的空间差异指数在 2002—2011 年间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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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空间差异指数却基本保持不变。其中，2002—2006 年间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地带内指数基本维持在 2.00～2.50 之间，而 2006

—2008 年旅游经济的地带内空间差异指数从 2.21 直线下滑至 1.45，2009 年起该指数又有所增加，至 2011 年基本平稳。2002

—2007 年城市间空间差异指数基本维持在 2.50～3.00 之间，而 2007 年最低，只有 2.13，2008 年后空间差异指数又开始增

加，但没有突破 2.50。由于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地带间空间差异指数基本维持在 0.70附近，而由公式 T G =Kpr+ TK r可知，城

市间和地带内空间差异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三） 浙江省三大区域的旅游景空间差异变化 

根据公式 （1）、（2）、（3） 分别计算 2002—2011 年浙江省三大区域的地带内差异指数 Kpi、地带间差异指数 TKr 和城市

间差异指数 TG （整体差异指数），结果见表-2。 

 

从表-2三大区域数据的走势可以看出，浙江省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以地带内空间差异为例，杭嘉湖+

绍兴所在的浙北区域的地带内空间差异指数在 2002 年最高，为 2.53，但 2002 年以后有较明显的下降，2003—2011 年该指数

在 2.10～2.30 范围内波动。由此可见，浙北区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基本维持恒定，即没有发生较大改变。甬台温+舟山所

在的沿海经济带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性的演变与浙北区域大致相反。浙北区域地带内空间差异有减缓趋势，但沿海经济带地带内

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有缓增趋势，但其指数普遍不高 （1.50～1.80 之间），原因可能在于沿海地区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具有同质

性。地带内空间差异指数变化非常显著的当属金丽衢所在区域，其波动范围最大超过 0.5，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金华、

义乌的发展使得所在地区的旅游经济快速发展而超过周边城市。但总体而言，三大区域的旅游经济地带内空间差异在不断趋同。 

三大区域地带间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指数基本没有太大的波动趋势，其中，浙北区域地带间差异变化最为平缓，金丽衢区域

在 2006—2009年有较大的波动趋势，其余时间段均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四） 浙江省旅游经济区域带分离程度的变化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浙江省三大区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分离程度，我们利用区域带分离指数作更深入的研究。根据式 （5） 计算

浙江省区域旅游经济的分离指数，结果见图-1。 

从图-1 可以看出，浙江省三大区域带的旅游经济分离指数整体上越来越小，可见，浙江整体的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程度在不

断弱化，进一步表明了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的趋同性在不断增强，这与上面三大区域旅游经济的地带内空间差异性不断减弱相

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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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分析了浙江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性，具体从旅游经济的地带内空间差异、地带间空间差异和城市间空

间差异三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旅游经济的整体空间差异性在不断减少，但三大区域各自旅游经济的空间差

异在近 10 年来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且三大区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程度在不断趋同。从旅游经济的区域带分离程度可以看

出，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在不断减弱，这也进一步表明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的趋同性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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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这里的消胀指数采用的是一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从某种层面上讲，它应由旅游消费价格指数表示，但由于缺乏这一指

标的数据，又考虑到旅游收入是由居民的旅游消费获得的，所以这里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