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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及旅游空间结构重构研究 

吉首大学城乡资源与规划学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吴吉林  

吉首大学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 刘水良 

摘要：以湖南省 14个市(州)为研究单元.运用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了该省 2002—2013年旅游经

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并对旅游经济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湖南省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较大，但有缩小的趋势，国际

旅游区域差异大于国内旅游区域差异，五大地区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为了进一步减少区域间的差异，提出了“双核、双带、

五片区”的旅游空间结构重构建议，即构建长沙—张家界旅游双核，打造京广、沪昆高铁旅游双带，发展湘东旅游区、湘西旅

游区、湘南旅游区、湘北旅游区、湘中旅游区五大特色旅游区，从而实现湖南省旅游经济相对均衡的协调发展和旅游产业竞争

力水平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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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客观存在且对区域旅游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学者对旅游区域经

济差异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研究主要内容有区域旅游发展中影响的差异、区域旅游发展中的竞争力差异等，代表

学者主要有 Leiper N[1]、Michael E[2]、Crouch G[3]、Muzaffer U[4]、Gooroochurn N[5]、Patty S[6]。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内

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区域差异，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考量区域旅游发展状况的多项指标，或构建反映区域旅游

整体实力的指标体系，开展对比研究，从而反映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7-10]；另一方面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以旅游外

汇收入为指标来衡量旅游经济的省域差异，并分析造成差异的影响因素，由此提出缩小地区差异的建议对策[11-15]。 

21 世纪以来，湖南旅游业的地域竞争在经历了过去 20 多年的景点竞争、城市竞争、线路竞争后，开始步入了一个竞合的

时代[8]。由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交通状况、重点客源市场、区位机遇、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因素的不同使湖南省旅游经济区域

空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16，17]。基于旅游业的高关联性和高开放性，旅游合作成了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旅游

空间结构的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旅游合作的效用。鉴于此，本文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旅游经济时空差

异，根据分析结果对原有的旅游空间结构进行调整和重构，促进湖南省旅游业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湖南省“十一五”旅游规划中明确将整个湖南划分为长株潭旅游区、环洞庭湖旅游区、大湘西旅游区、大湘南旅游区和湘

中旅游区五大区域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本文根据这一格局，也将湖南省 14 市(州)划分为长株潭旅游区(长沙市、株洲市、湘

潭市)、环洞庭湖旅游区(益阳市、岳阳市、常德市)、大湘西旅游区(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大湘南旅游

区(郴州市、衡阳市、永州市)和湘中旅游区(邵阳市、娄底市)五大旅游区域[8]，选取各个区域在旅游总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和国

内旅游收入三方面内容，作为衡量其旅游经济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2002—2013年《湖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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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南省传统五大旅游区域示意图 

1.2  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基本方法，选取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进行测度。变异系数作为衡量区域经济相对

离散程度的重要指标，是指总体中单位样本值变异程度的相对数，表现为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11]。由于是在标准差的基础上

进行计算的一个统计指标，所以可消除价格变动所产生的影响，有利于年际之间的比较。同时，考虑到研究中各地区的重要性

有所差异，加权处理后，本文以各地区人口总数占全省的比重作为权重，因此最终的加权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CVw为加权变异系数，Yi为各地区旅游总收入， 为 14 市(州)旅游总收入的平均值，Pi为各地市人口，P为全省总人

口。基尼系数可体现旅游经济总体差异性，同时还可以分解为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两个组分，以考察它们对旅游经济总体差异

水平的影响程度[11]。基尼系数的计算通式和分解式(用于计算两个组分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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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为基尼系数；yi为第 i 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占所研究区域的比重(按升序排列，y1＜y2＜„＜yn)；Ck为第 k 组分的基

尼系数；uk、u 分别表示第 k 组分的收入与旅游总收入；Sk为第 k 组分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因此，SkCk/G×100%即为第 k

组分的贡献率。泰尔指数作为测量收入不平等度的指标具有令人满意的几个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对加法可进行因素分解[11]。 

为了深入研究湖南省旅游经济差异的地区构成，引用泰尔指数将总体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从而便于考察和揭

示两个差异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及其在总差异中的重要性和影响。泰尔指数的计算通式及其分解式为： 

 

式中，I为泰尔指数，Iw表示区域内部差异(组内差异)，Ih表示区域之间差异(组间差异)，yi为第 i地区旅游总收入占全省

旅游总收入的比重，Yd为 d区域旅游总收入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比重，Pd为 d区域人口数，Pi和 P的含义同上。 

2  湖南省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特征分析 

2.1  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特征分析 

根据式(1)和式(2)，计算 2002—2013年度湖南省旅游经济总收入的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 

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从表 1 可见，加权变异系数从 2002 年的 1.2640 降到 2013 年的 0.9652，除了 2007

年、2009年上升外，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基尼系数与加权变异系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均呈下降趋势，但略有波动。2002

—2006年这五年中除了 2004年外，其基尼系数均在 0.4以上，超过了差距的“警戒线”，尤其是 2002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4760。

根据基尼系数的范围界定，当其取值介于 0.4—0.5 之间时，表示差距偏大，说明湖南省在 21 世纪的前几年旅游经济差异呈现

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而 2007—2013年基尼系数均小于 0.4，根据基尼系数的范围界定，当基尼系数的取值介于 0.3—0.4之间时，

表示差距较为合理。因此，可作出判断，湖南省旅游经济从 2007年开始，呈现出较为合理的经济差异，同时旅游经济的总体相

对差异在缩小。 

表 1  2002—2013 年湖南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状况 

年份 加权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 

2002 1.2640 0.4760 

2003 1.2470 0.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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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1650 0.3772 

2005 1.1510 0.4488 

2006 1.0560 0.4037 

2007 1.1310 0.3840 

2008 1.0310 0.3520 

2009 1.1110 0.3466 

2010 0.9850 0.3133 

2011 1.0122 0.3345 

2012 0.9984 0.3432 

2013 0.9652 0.3326 

国内旅游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大：为了研究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运用基尼系数分解式进行分析衡量。

将湖南省旅游总收入分解为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两个组分，根据式(3)计算其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见表 2。结果表明，

从年际变化看，2002—2013 年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的空间差异呈现出波动性，并且从 2008年起差异都有明显缩小。总体上旅游

外汇收入的基尼系数比国内旅游收入的基尼系数大，说明湖南省国际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明显大于国内旅游。尽管如此，但从

两个组分对差异的贡献程度可以看出，国内旅游收入所占比重很大。除 2005年外，国内旅游收入对差异的贡献率都在 85%左右，

而国际旅游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则很小。由此说明国内旅游收入的空间差异性是造成湖南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 

表 2  2002—2013 年湖南省旅游经济基尼系数分解结果 

年份 

基尼系数 组分所占比重 对差异的贡献率(%) 

旅游总收入 旅游外汇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 旅游外汇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 旅游外汇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 

2002 0.4760 0.7789 0.4537 0.0886 0.9114 14.505 86.867 

2003 0.4170 0.7382 0.4095 0.0356 0.9644 6.2940 94.716 

2004 0.3772 0.8402 0.3443 0.0738 0.9262 16.431 84.555 

2005 0.4488 0.7830 0.4066 0.1199 0.8801 20.922 7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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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0.4037 0.8125 0.3693 0.0805 0.9195 16.201 84.111 

2007 0.3840 0.7900 0.3520 0.0743 0.9257 15.289 84.850 

2008 0.3520 0.7728 0.3253 0.0606 0.9394 13.302 86.830 

2009 0.3466 0.7236 0.3278 0.0491 0.9509 10.254 89.930 

2010 0.3133 0.7086 0.2935 0.0521 0.9479 11.784 88.812 

2011 0.3452 0.7754 0.3050 0.0886 0.9114 13.225 86.852 

2012 0.3274 0.8202 0.2954 0.1154 0.8846 15.764 84.243 

2013 0.3115 0.8434 0.2922 0.1242 0.8758 19.544 80.645 

2.2  区域内及区域间旅游经济差异特征分析 

根据式(4)、(5)分别计算 2002—2013年湖南省总体泰尔指数，并按照传统五大旅游区域进行分解。各区域的泰尔指数及贡

献率计算结果见表 3和表 4。 

表 3  2002—2013 年湖南省五大区域泰尔指数分解结果 

年份 总体差异 长株潭旅游区差异 
大湘西旅游区差

异 

环洞庭湖旅游区

差异 

大湘南旅游区差

异 
湘中旅游区差异 组间差异 

2002 0.1699 0.0430 0.0323 0.0030 0.0161 0.0006 0.0750 

2003 0.1852 0.0352 0.0380 0.0009 0.0042 0.0028 0.1041 

2004 0.1700 0.0340 0.0374 0.0004 0.0033 0.0006 0.0943 

2005 0.2215 0.0265 0.0626 0.0011 0.0334 0.0006 0.0972 

2006 0.1561 0.0244 0.0460 0.0025 0.0112 0.0004 0.0715 

2007 0.1505 0.0292 0.0371 0.0023 0.0059 0.0022 0.0738 

2008 0.1318 0.0232 0.0353 0.0010 0.0033 0.0028 0.0661 

2009 0.1314 0.0242 0.0191 0.0014 0.0049 0.0038 0.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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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0.1088 0.0170 0.0177 0.0008 0.0056 0.0025 0.0625 

2011 0.1242 0.0224 0.0354 0.0012 0.0042 0.0032 0.0632 

2012 0.1254 0.0245 0.0258 0.0010 0.0058 0.0022 0.0588 

2013 0.1312 0.0322 0.0225 0.0008 0.0044 0.0015 0.0524 

表 4  2002—2013 年湖南省五大区域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 

年份 长株潭旅游区(%) 大湘西旅游区(%) 环洞庭湖旅游区(%) 大湘南旅游区(%) 湘中旅游区(%) 区际贡献(%) 

2002 25.28 19.02 1.74 9.50 0.32 44.13 

2003 19.02 20.52 0.48 2.27 1.51 56.20 

2004 20.02 21.99 0.24 1.95 0.33 55.47 

2005 11.97 28.25 0.50 15.09 0.29 43.91 

2006 15.61 29.48 1.63 7.17 0.28 45.82 

2007 19.40 24.66 1.51 3.95 1.44 49.04 

2008 17.59 26.79 0.79 2.53 2.13 50.16 

2009 18.43 14.55 1.09 3.70 2.86 59.37 

2010 15.65 16.23 0.74 5.14 2.32 59.92 

2011 17.45 27.42 0.68 7.56 2.89 54.56 

2012 18.78 25.28 0.72 6.75 3.22 52.34 

2013 20.22 25.22 0.64 8.24 3.84 52.28 

五大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特征分析：由表 3 可知，长株潭、环洞庭湖、大湘西和大湘南四个旅游区内旅游经济差异和全省总

体差异的变动趋势基本相似，呈波动性下降，但大湘西、大湘南旅游区下降的幅度大于长株潭和环洞庭湖旅游区；而湘中旅游

区区域内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趋势，是因为湘中旅游区的娄底和邵阳在旅游发展上确实存在较大差异，邵阳近年来旅游业发展

势头良好，与娄底旅游业发展拉开了一定的差距；而 2011—2013年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大湘西旅游经济受到较大冲击，这

不但反映在区内的差异下降，而且同样也表现在了总体空间差异。湖南省旅游经济的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这五大地区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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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差异，2002—2013年区际差异均在 0.07 左右，2003年因为“非典”区际差异达到 0.10以上，表现为区际差异并且差异相对

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株潭和大湘西旅游区分别有长沙、张家界等旅游业发达城市，其旅游总收入一直居湖南省前列，旅

游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相对而言大湘南、环洞庭湖和湘中旅游区虽然近几年发展较迅速，但还远远没有达到长株潭和大湘西

旅游区的程度，所以导致区际差异较大。 

五大区域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分析：从表 4 分析可知，区际差异贡献率一直在 50%左右，且近两年有上升趋势，说明不同

区域对全省旅游经济差异的贡献有很大不同。总体上大湘西旅游区对全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大，平均贡献率在 20%

左右，长株潭旅游区对空间差异的贡献率在近几年有所下降，但仍然比较大。这与两个区域旅游发展在全省范围内的绝对优势

有关。大湘南旅游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衡阳、郴州和永州加大了旅游的投入。尤其

是郴州，投入了 10多亿元大力开发景区，生态旅游发展迅速，成为了湖南旅游业的“黑马”，使近几年大湘南旅游区的差异逐

渐减小。2005 年，由于衡阳在“非典”之后旅游业最快出现反弹，而大湘南其他地区仍处在“非典”的后续影响中，使地区间

差异加大，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也加大。之后，随着湖南旅游节的影响不断扩大，大湘南各地区旅游业逐步恢复，地区间差异

逐渐缩小，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也逐渐减小。 

湘中旅游区因为近几年对旅游业的重视，开发了一批高质量的景区，旅游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一直呈

现上升趋势。但比较前面三个区域而言，湘中旅游区贡献率仍然比较低，主要是因为湘中地区仅包括娄底、邵阳两市，旅游经

济总体竞争力不够，因此对全省旅游经济的贡献率不高。从 2008年起，环洞庭湖旅游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都是最低的，并且

在逐年递减；一方面由于岳阳、益阳、常德在旅游业发展上基本同步，导致区域间差异相对缩小，从而使得整个旅游区对总体

差异的贡献率逐年递减；另一方面，相对其他产业旅游业在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因此与其他地区比较

来看，该区域对全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上贡献最小。 

3  湖南省旅游空间结构重构 

通过对湖南传统的五大旅游区域的经济差异进行细致分析，并综合考虑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一是在充分考虑各区域旅游经

济在湖南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中的贡献率的基础上，旅游空间结构的建立要全面利用旅游资源，缩小区域旅游差异，促进区域

旅游的协调发展；二是旅游空间结构的建立要便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充分考虑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与差异、旅游资源的区域分

布特征；三是以旅游城市为载体，强调城市在旅游发展中的功能，既能为满足旅游区发展提供服务，又可避免旅游区大规模建

设造成环境破坏和设施利用不完全；四是以交通干线为基础，旅游交通组织系统结构与湖南省甚至全国的总体交通系统结构具

有一定的关联性，通过交通干线把旅游资源地和中心地相连接。据此，笔者提出了“双核、双带、五片区”新的湖南省旅游空

间结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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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湖南省旅游空间结构重构 

3.1  构建长沙—张家界旅游双核 

从上文可知，长沙所在的长株潭旅游区和张家界所在的大湘西旅游区对全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贡献远远大于其他区域，且

因为长沙和张家界在这两个区域内表现突出，使这两个区域的内部差异也相对较大。两地在旅游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上都有明

显优势，旅游业发展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当，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实力，并且两地都非常重视旅游

业的发展，把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点、支柱产业培养。因此，无论从全省格局看还是区域内部来看，长沙和张家界这两个城市

作为旅游发展核心的特点都较突出。 

3.2  打造京广—沪昆高铁旅游双带 

前面分析表明，国内旅游差异是造成全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缩减国内旅游差异是重组全省旅游空间结构

的关键。国内旅游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区域，而且国内旅游市场的均衡主要依靠交通的连接，基于这一现实，通过交

通线重组旅游空间结构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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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5年武广高铁开通与 2012年京广高铁全线贯通，高铁旅游带动了沿线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拉近了湖南省与粤港澳、

武汉都市圈、环渤海经济圈、中原经济区等旅游市场的距离，自南向北贯通了湖南省的大湘南、长株潭和环洞庭湖旅游区，打

通了湖南省与国内主要旅游市场的通道。2014 年湖南段开通并即将全线贯通的沪昆高铁也将自西向东贯通长株潭、大湘中和大

湘西旅游区，拉近湖南省与长三角、环鄱阳湖经济圈、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南宁城市群等旅游市场的距离。在高铁经济

迅猛发展的新背景下，湖南省应以此重组本省的旅游空间结构，着力打造京广高铁南北旅游纵线和沪昆高铁东西旅游横线两条

高铁旅游带。南北线主要以文化旅游为主，以永州、衡阳、长沙和岳阳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为据点，重点打造湖湘文化旅游带；

东西线主要以自然风光为主，以长沙、湘潭、娄底、邵阳、怀化为节点，突出长株潭两型社会城乡风光、紫鹊界梯田世外桃源

和丹霞山风光、南山牧场草原风光等，重点打造田园风光旅游带。 

3.3  发展五大特色旅游区 

在两核两带的基础上，科学构筑并大力发展湘东、湘西、湘南、湘北、湘中五大特色旅游区。原有的旅游区主要是以行政

单元为基础划分的，将全省十四个地级市大致按照地理联系进行简单组合，这样组合也使前面的分析结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已

知偏差。虽然行政单元的政府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旅游发展，减少区域差异，但事实上旅游业的发展还与很多其他更重要

的因素相关，如交通通达性、地理位置的相近、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等。因此，重组湖南省旅游空间结构要破除现有唯行政单元

为主体的格局，综合考虑各方因素，重新构建全省旅游区的空间布局。在现有的行政主导区划下，将行政单元缩小到县市级，

尽量将联系紧密的相邻县市级地区整合。如表 5 所示，考虑到无论是交通联系还是经济联系，衡阳与长株潭地区都非常紧密，

因此将衡阳从原来的湘南旅游区划到湘东旅游区。在地理联系上，怀化地区的通道和靖州与邵阳毗邻，与同一区域的湘西州、

张家界相距甚远，因此把这两个地方归入湘中旅游区；又如株洲的炎陵县和茶陵县在地域上与郴州相邻，加上炎陵县有炎帝陵，

和永州的舜帝陵在旅游主题上比较一致，因此一起划入湘南旅游区。 

表 5  旅游空间重构后的湖南省五大特色旅游区 

湘东旅游区 长沙、湘潭、株洲(除茶陵县和炎陵县)、衡阳 
两型社会城乡风光旅游、伟人故里红色旅游、南岳宗教文

化旅游、工业旅游等 

湘西旅游区 张家界、湘西州、怀化(除靖州、通道) 绝美自然风光旅游、神秘民俗风情旅游、湘西边城风光等 

湘南旅游区 永州、郴州、株洲地区的茶陵县和炎陵县 历史文化旅游(炎帝、舜帝文化等)，森林生态旅游等 

湘北旅游区 常德、岳阳、益阳 洞庭湖湿地旅游、名楼文化旅游、黑茶文化旅游等 

湘中旅游区 娄底、邵阳、怀化地区的靖州和通道 丹霞地貌旅游、梯田牧场田园风光旅游、侗瑶民俗风情旅

游等 

各个区域在旅游发展上也应突出各自的主题和特色，互相补充，加强合作。长沙市既是旅游核，又是两带的重要交点，是

湖南省的客源集散地，以长沙市为中心的湘东旅游区在自然与文化景观特色上都比较突出，是湖湘文化的主要展区，主打长株

潭两型社会城乡风光旅游、红色旅游、南岳宗教文化和株洲工业旅游等品牌；湘西旅游区以张家界为核心，主要以自然风光和

民俗风情见长，主推张家界地貌、喀斯特地貌等自然生态旅游，以凤凰、洪江为代表的湘西边城历史文化旅游、土家族与苗族

民俗风情旅游等；湘南旅游区在文化上主要突出炎帝、舜帝文化品牌，自然风光以莽山、九嶷山、阳明山等森林生态旅游最有

价值；湘北旅游区主要突出洞庭湖湿地景观，在文化上主打岳阳楼名楼文化和安化黑茶文化；崀山申遗成功，将为湘中旅游区

发展和定位带来起色，因此该区在自然景观上主要打造丹霞地貌旅游，再利用紫鹊界梯田和南山牧场打造田园风光品牌，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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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主要突出侗族和瑶族民俗风情。这样的布局使湖南省的旅游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和展示，各个区域的特色明显，互不冲突，

有利于合作并打造湖南省旅游业发展的整体优势。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利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方法对 21 世纪湖南省内传统的五大区域旅游空间经济差异进行了细致的分

析，为缩小区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并优化旅游空间结构，提出了“双核、双带、五区”新的旅游空间结构。 

进入 21世纪以来，湖南旅游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显著。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总体差异较大，但呈

波动性下降趋势，近年来尤其是近三年呈现出较合理的经济差异。这与之前学者得出的湖南旅游经济发展总体呈现不平衡的发

展态势是一致的，但与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的结论不一致[8]。此外，湖南省国际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大于国内旅游，但

国际旅游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很小，说明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旅游收入的空间差异性。 

近年来，随着新宁莨山旅游风景区的异军突起，邵阳市旅游发展势头迅猛，远远将同属于湘中地区的娄底市抛在身后，导

致湘中地区区域内旅游经济差异呈上升趋势；大湘西地区对全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大，近几年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

响，张家界旅游业受到的冲击较大，不但使大湘西旅游区内空间差异下降，而且也缩小了湖南省区域旅游的总体空间差异。大

湘南地区尤其是作为湖南旅游业“黑马”的郴州加大了旅游开发和宣传，对全省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在逐渐减小。 

在充分发挥交通干线对发展地区旅游业重要性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旅游资源禀赋条件与合理利用，以优化旅游空间结构为

手段，以缩小区域旅游经济差异为目标，重构了“双核、双带、五区”新的湖南省旅游空间结构。即构建长沙—张家界旅游双

核，打造京广高铁南北旅游纵线和沪昆高铁东西旅游横线两条高铁旅游带，发展湘东、湘西、湘南、湘北、湘中五大特色旅游

区。新的湖南省旅游空间重构与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是否更合理还有待今后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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