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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旅游经济时空差异的多尺度研究 

马仁锋  倪欣欣  周国强  张文忠  吴杨  许继琴 

【摘 要】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测度浙江省 2004—2013 年的旅游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市际间

整体差异与旅游地带内及带间差异，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差异影响因素，并定量测评各市自然和人文旅游资

源及其市域国内旅游收入相关性。研究发现：①浙江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呈现绝对差异持续扩大、相对差异缩小态

势，且旅游地带内部差异高于带际差异，带际差异与全省整体差异趋势一致；②地貌类型和资源分布决定的旅游地

域三带，带间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显著，人文景观资源异常丰富的杭嘉湖金衢带内差异最大，自然旅游资源主导的

温丽台带内差异最小，而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配置均衡的宁绍舟带内差异介于另外两带之间；③浙江省自

然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而这种诅咒现象对浙江省人文旅游资源却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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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前后，就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将旅游经济与资源禀赋联系作为探讨对象。在探讨旅游经济与资源禀赋关系时，研究者

日益注重以地域为对象的实证，地域涵盖全国、省域、市域，其中省级行政区的研究居多。如潘辉探讨安徽省 16个地级市的旅

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关系
[1]
，韩春鲜基于旅游资源优势度测度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发现旅游资源优势区的旅游经济增长速

度明显慢于旅游资源劣势区
[2]
，方法林基于资源优势度分析江苏旅游资源空间差异与旅游经济的关系

[3]
。随后个别学者探索刻画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特征及其资源禀赋的影响度，如陈智博等研究了江苏旅游经济时空差异的地区构成和旅游经济差异的变化趋

势
[4]
，陆林等研究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旅游资源禀赋贡献度

[5]
。同时，学界开始尝试提出刻画旅游资

源赋存与旅游经济差异的匹配或失衡的理论解释，如空间错位理论和资源诅咒
[6-7]

。付志伟分析影响旅游经济效应的要素后指出

旅游资源、旅游交通等对于浙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 影响
[8]
，拓庆阳定量评价陕西省旅游资源禀赋后认为旅游资源禀赋的

差异化直接影响各市旅游资源开发程度和规模导致了市际旅游经济差异。 

浙江省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旅游经济和资源大省，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空间差异鲜有相关研究。

现有相关研究多关注浙江省旅游产业区域结构
[9]
，各市旅游资源综合评价

[10]
，旅游经济时间序列差异

[11]
等，初步关注浙江旅游资

源的差异，尚未探讨浙江旅游资源差异与旅游经济的关系。鉴于此，本文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多元线性回归方

程等方法，探索浙江近 10年的旅游经济发展多尺度时空差异，并试图解析旅游资源禀赋差异和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旨在为浙

江省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缩小区域差距决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数据源与方法构建 

1.1  研究区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现状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辖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湖州市、嘉兴市、绍兴市、金华市、衢州市、台

州市、丽水市、舟山市共 11个地级市。截至 2012年底，浙江省拥有 4A级以上高等级旅游景区 143家，其中 5A级景区 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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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级景区 133 家，高等级景区数量居全国第二位。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达到 25 家，发展培育了 55 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

景区和景点、40 个省级以上工业旅游示范点和示范基地、35 条四季鲜果采摘游精品线路等新型旅游产品。截至 2013 年底，浙

江省旅游总收入达到 5 536.2亿元，同比增长 15.3%；国内旅游收入达到 5 202.2亿元，同比增长 16.2%；入境旅游收入到达 539 

293.3万美元，同比增长 4.7%。 

1.2  数据来源 

以浙江省 11个地市为研究单元，分析 2004—2013年的浙江旅游经济的多尺度时空差异。相关数据源自《浙江旅游年鉴》、

《浙江旅游统计便览》、《浙江旅游业发展报告》、《浙江旅游统计资料汇编》、《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总报告 2004》。 

1.3  旅游经济多尺度时空差异的研究方法 

1.3.1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采用发展经济学中用来测度收入分配差异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方法来测度区域旅游经济差

异。其中标准差反映区域绝对差异，变异系数反映区域相对差异。标准差与变异系数用于刻画浙江省旅游经济整体趋势与市内

及市际差异。 

1.3.2  泰尔指数。泰尔指数(Theil)主要用于衡量一个地区某指标存在的区域差异性。由于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划

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内部差异及区际差异的实证研究。泰尔指数越大，则表明该地区的各区域间存

在较强的不均衡性；反之则认为各区域间的不均衡程度较弱。Theil系数的计算分解式为： 

T=Tb+Tw=Tb+∑GiTw(i) 

Tb=∑Gi×log(Gi/Pi) 

Tw(i)=∑(gi/Gi)×log[(gi/Gi)/(Pj/Pi)] 

Gi=∑gi，j∈i，(i=1，2，„，n) 

Pi=∑Pj，j∈i，(i=1，2，„，n) 

式中：Tb为区际差异；Tw为区内差异(各区内部差异 Tw(i)的加权和)；Gi为第 i 个区域旅游总收入占全区旅游总收入的份额；

Pi为第 i 个区域人口所占的份额；gi为第 j 个子区域旅游总收入所占的份额；Pj为第 j 个子区域人口所占的份额。Theil 系数越

大，区域差异越大，反之则反。 

根据浙江省各市地貌类型和旅游资源分布组合程度将浙江省分为三个旅游地带(表 1)，分别是①杭州、嘉兴、湖州、金华和

衢州；②宁波、绍兴、舟山；③温州、丽水、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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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旅游经济时空差异因素识别方法 

1.4.1  回归方程模型。浙江省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是由众多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现将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因素归为各

市旅游资源禀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四个因素。每个因素选取 1～3个指标，如：①各市旅游资

源禀赋选取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和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两个指标；②旅游服务设施选取的是旅游星级饭店数量、旅行社数量两

个指标；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各市 GDP 值作为指标；④交通基础设施选取各市公路网密度作为衡量指标。为了剔除不显著

因子使回归方程的各影响因素更具有实际意义，借助 SPSS17.0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所选的样本数据。 

1.4.2  旅游资源定量评价方法。旅游资源评价常采用旅游资源的丰度密度指数、配合指数、整体优势度和平均品质，然

而学界更倾向于从旅游资源丰度指数
[7，11-13]

。可见，旅游资源丰度是衡量旅游资源禀赋差异的重要指标。2004年浙江省旅游资源

普查结果显示，浙江省旅游资源分属 8 个主类、31 个亚类、155 个基本类型，主类和亚类拥有率均为 100%；基本类型比全国总

数仅少 2个，拥有率为 98.71%。《浙江省旅游资源普查从报告 2004》显示浙江省拥有的旅游资源单体(不含未获等级旅游资源)

共 21 126个，旅游资源总储量为 51 970个，其中人文旅游资源的储量为 34 283个，占总储量的 65.97%，自然旅游资源的储量

为 17 687个，占总储量的 34.33%。鉴于浙江省整体旅游资源种类多、分布广、密度高、品质优、综合性强等特点，综合考虑旅

游资源的广度和深度构成旅游资源的丰度指数，并引入各市国内旅游收入指数与丰度指数进行比较，分析浙江省各市资源空间

差异。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为： 

Ai=Ei·Di(i=1，2，„，n)，其中： 

①旅游资源广度指标计算公式为： 

 

式中：Ei表示 i 地区的旅游资源广度；Qi表示 i 地区旅游资源的单体数量， 则表示浙江省所拥有的旅游资源单体数

量总和。 

②旅游资源深度指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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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i表示 i地区的旅游资源深度；Ci表示 i地区旅游资源的资源储量，旅游资源储量是将各等级旅游资源的单体数量分

别乘以 10(五级)、7(四级)、5(三级)、3(二级)、1(一级)，其总和确定为某一区域的旅游资源储量。 则为浙江省所拥有

旅游资源的资源储量总计。 

③各市国内旅游收入指数为： 

 

式中：Ri为国内旅游收入指数；Xi为 i地区国内旅游收入；Xmax和 Xmin分别为当年浙江省各市国内旅游收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  浙江省旅游经济差异的多尺度分析 

2.1  浙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变化 

计算 2004—2013年浙江省各市旅游总收入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测度浙江省区域旅游经济总体变化水平(图 1)。图 1显示：

①浙江省旅游经济总体变化趋势是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波动较小，并呈缓慢下降趋势；②2004—2013 年反映绝对差异

的标准差从 2004 年的 111.2 增加到 2013 年的 396.2，增长了 256.29%，年均增长 28.48%，表现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从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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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99 减少到 2013 年的 0.69，减少了 43.5%。出现上述趋势与省内各市旅游业发展情况有关：①政策导向。浙江省政府对旅

游业高度重视，产业规模不断扩张，近年来旅游经济各项指标均位于全国前列；同时浙江省也非常重视省内各市的旅游合作，

2007 年就提出“三带十区”旅游规划，形成了三大旅游经济带和十大旅游经济区，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来旅游产业不发达的地

区，形成整体效益、降低区域间的旅游经济差异，因此相对差异在缩小。②各市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是旅游发展的保证。杭州和宁波的旅游总收入历年来均高于其他各市，两市的 GDP 也在全省前两位，

而且两地发展旅游时间较其他各市早，旅游收入的基数比其他各市大得多，因此绝对差异仍在扩大。 

  

各市旅游总收入与全省旅游总收入平均值的比率可反映旅游经济的全局空间差异，这种比率可表征出旅游发展的差异(表

3)。 

 

省内六成以上城市旅游总收入均超出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杭州每年都超出省内平均 4倍多，宁波每年超出省内平均 2倍多，

遥遥领先于其他市，形成了浙江省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双核。而衢州在近 10 年的比率都在全省平均水平的 40%左右摆动，处于

全省的最低值。10 年间比率基本持平的是温州、嘉兴、舟山；比率缓慢上升的有湖州、绍兴、衢州、丽水；比率不增反降的有

杭州、宁波、金华、台州。这种变化说明丽水、衢州、舟山、湖州、绍兴的旅游经济对全省旅游经济的贡献在不断增加，而杭

州、宁波、金华、台州对全省旅游经济的贡献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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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地市与旅游地带的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 

据泰尔指数计算公式，选取浙江省各市旅游业的总收入水平和各市年末常住人口总数两个指标，样本时间跨度为 2004—2012

年共 9年，数据源自《浙江省统计年鉴》、《浙江旅游年鉴》。选取 2004、2006、2008、2010、2012年数据，分别计算带际、

带内和整体的时空差异指数(表 4、表 5)。 

 

表 4显示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呈现带不平衡性。整体而言，人文景观资源异常丰富的杭嘉湖金衢的带内差异指数在 2004年

最高为 0.184，但之后有明显下降，到 2012年仅为 0.080。2004—2012年间，带内差异指数呈下降趋势，且下降速度逐渐放缓。

2004—2010年，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资源配置协调的宁绍舟的区域内差异指数呈下降趋势，而在 2010—2012年间又有回升。以

自然旅游资源为主的温丽台区域的指数变化趋势和宁绍舟区域基本一致。 

表 5 显示浙江省旅游经济带内、带际和整体的空间差异指数在 2004—2012 年均有所下滑，其中 2010 年浙江省旅游经济区

域间和整体差异指数有小幅上升。这表明浙江省旅游经济带内差异远大于带际差异，浙江省旅游经济带内差异指数基本维持在

0.1～0.2之间，而浙江省旅游经济带际差异指数基本维持在 0.04～0.07之间，说明浙江省旅游经济差异主要是由带内差异构成。

此外，浙江省旅游经济带际和整体差异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3  资源禀赋角度的旅游经济差异因素分析 

3.1  旅游经济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判别 

用向后筛选策略对样本数据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即解释变量不断剔除出回归方程的过程。利用向后筛选策略共经过三步完

成回归方程的建立。方程建立的过程如图 2，随着解释变量的减少，方程的拟合优度下降了。依次剔除的变量为旅游星级饭店数

量和公路网密度，最终保留在方程中的变量为 GDP、旅行社总数、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和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方程的 DW 检验

值为 2.102，通过检验说明不存在自相关。最终回归方程为： 

旅游总收入=1.16+1.22·旅行社总数+0.052·GDP-0.101·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0.138·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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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统计量：旅行社总数为 9.728；GDP为 4.678；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为-3.922；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为 2.742)。 

 

图 2 显示最后一次筛选得到 R 方=0.996，说明模型拟合得较好。但遗憾的是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的 t 统计量较小，表明自

然旅游资源单体数对旅游总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且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的系数为负值，表明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与旅游总收

入之间的关系是弱负相关的。这可能意味着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旅游总收入水平反而不高，也就是说浙江省旅游资源禀

赋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上的不一致。 

3.2  旅游资源丰度与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 

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影响浙江旅游经济时空差异的因素可知，旅游资源禀赋因素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显著性不明显。浙江省自

然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之间呈弱负相关，而人文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之间呈弱正相关。为进一步证实回归结果是否与

实际情况相符，需对浙江省各市旅游资源进行横向定量分析与比较，再与各市国内旅游收入指数进行比较。如表 6 所示自然旅

游资源单体数和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比较，除温州市外各市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都远远大于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温州市自然

旅游资源单体数占全省的 28.6%。若单论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温州、丽水、台州三市的自然旅游资源单体数明显大于其他各市，

说明这三个市的自然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若单论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杭州、温州、宁波的人文旅游资源最为丰富，但是舟山、

衢州的人文旅游资源相对其他各市较少。舟山的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少和舟山市域面积小有关，而衢州市人文旅游资源单体数

少与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全省边缘地带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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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深度指数衡量了一个地区所拥有旅游资源的品质。就自然旅游资源而言，在自然旅游资源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的

温州，其自然旅游资源深度指数也位居全省首位，说明温州的自然旅游资源品质在全省是最高的，达到了 0.241，高出全省平均

水平的一半以上。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还有杭州、金华、丽水和台州。衢州刚好位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余各市则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就人文旅游资源而言，杭州的旅游深度指数位居全省首位，这和杭州一直以来处于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是分

不开的。从深度指数数值上看，金华的人文旅游资源品质刚好位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一半以上的市人文旅游资源品质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由旅游资源广度与深度指数构成，一个地区旅游资源丰度指数越高，说明该地区旅游资源的数量越多，

品质越高，反之则反。就自然旅游资源而言，温州、丽水和台州三市的丰度指数位居全省前列，而嘉兴、舟山、宁波和湖州四

市的丰度指数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就人文旅游资源而言，各市的丰度指数分布较自然旅游资源更平均，杭州的丰度指数远远

大于其他各市，金华、宁波、绍兴和温州的丰度指数较为接近，范围在 0.006～0.009之间；嘉兴、湖州、丽水和台州的丰度指

数较为接近，范围在 0.003～0.005 之间；衢州和舟山的丰度指数最低，其值不足 0.002。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度指

数排名比较看，自然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排名高于人文旅游资源的城市有金华、衢州、温州、丽水和台州。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丰度指数排名都位居前 5 的有杭州、金华和温州三个市，其中温州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其品质都位于全省

一、二位。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排名均靠后的市有嘉兴、舟山。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排名相差很大多的市有

宁波、台州，宁波的自然旅游资源丰度排名落后于人文旅游资源排名 5 名，而台州的人文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排名落后于自然旅

游资源排名 6名。 

表 7 可知，自然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其国内旅游收入水平不一定最高，如温州的自然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排名

第一，但是国内旅游收入指数排名却在杭州、宁波和绍兴之后。符合这种情况的城市还有丽水、台州、金华等。然而自然旅游

资源丰度指数排名靠后的城市其国内旅游收入水平也不一定最低，如宁波的自然旅游资源丰度指数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下，但其

国内旅游收入指数排名却在第二位。符合这种情况的城市还有绍兴、嘉兴。这种状况也印证了之前的回归分析，充分表明，对

浙江省旅游经济来说，自然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之间确实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即自然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

间上的不一致。比较人文旅游资源丰度指数和国内旅游收入指数，可以发现人文旅游资源丰度指数与旅游经济的正相关性并不

明显，各市的人文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排名与国内收入指数排名差距不是很大。 

 

4  结论与对策 

基于浙江省 11个地市 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测度浙江省 2004—2013年的旅游

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市际间整体差异与旅游地带内及地带间差异。 

第一，浙江省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总体特征呈现绝对差距不断扩大、相对差距逐渐缩小的态势；浙江省旅游经济时空差

异主要由地区内差异构成，且地区内旅游经济差异程度高于地区间差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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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浙江省旅游经济时空差异内部结构分解呈现，人文景观资源异常丰富的杭嘉湖金衢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程度要高

于宁绍舟和温丽台地区，而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的温丽台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程度最小。但杭嘉湖金衢带内旅游经济泰尔指

数整体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宁绍舟和温丽台的带内旅游经济泰尔指数变化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实质上，从资源禀赋视角看，

浙江省旅游经济时空差异主要是由杭嘉湖金衢带内旅游经济差异所构成，但三带之间的差距呈缩小趋势。 

第三，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差异影响因素，定量测评各市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及其与市域国内旅游收入相关性，发

现各市自然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表明浙江省自然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上的不一致，这

也说明浙江省的自然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资源诅咒”。而这种现象对于浙江省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地区而

言却并不明显。 

对于提升浙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具有均衡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品牌培育三方面启示：①浙江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

呈现缩小态势，表明“十一五”以来浙江省内各市的合作，尤其以强市带弱市的旅游政策已初现成效，因此应继续推动以经典

旅游线路和乡村(生态)旅游线路催化市际旅游合作，提升整体水平的均衡发展。②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存在一定“自然旅游

资源诅咒”现象，因此应着重整合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资源潜力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能力，全面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与空间布局。③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内部的旅游经济差异要大于自然旅游资源富集地区，说明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地带内各市

旅游发展差异很大，因此带内旅游经济弱市应先塑造人文旅游品牌，利用带内整体人文旅旅游优势，发展特色或文化等旅游新

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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