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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旅游经济空间特征的初步分析
*1

文瑚霞 毛端谦 王海燕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目前，对旅游经济的研究从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角度研究较多，而从空间的角度研究旅游经济

的区域差异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对较小区域内部旅游经济地区差异的研究仍为少见。正确认识江西省旅游经济空间

特征，认清省内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格局，以便科学有序地发展各地区的旅游业，提高全省旅游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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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长期以来我国对旅游产业实施扶持政策，各地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都很高。但由于旅游供给与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导致

了旅游业不可能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地区，从而旅游经济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目前对旅游经济的研究从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角度研究较多，而从空间的角度研究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还相对薄弱
[1]
。在现有从空间角度展开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省际等宏观区

域
[1-8]

，而对较小区域内部旅游经济地区差异的研究仍较为少见。王敬武依据旅游业发达程度指数对国内 60 个主要旅游城市的国

际旅游实力进行了排序
[9]
，李江帆等对广东旅游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省内的比较研究

[10]
，周志红对广东省旅游经济影响力及地区

差异进行了分析
[11]
，徐颂等人对珠三角城市的旅游经济综合实力进行了评价与类型划分

[12]
。

笔者以江西省为例探讨了小区域内部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以此揭示江西省旅游经济的空间特征。把握全省旅游经济的空

间特征，协调全省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提高江西省旅游经济的整体效率，促进全省旅游业科学有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笔者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13]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江西省从 1997 才开始对各地级市涉外旅游情

况进行统计，而笔者所能得到的最新数据是 2004 年的统计数据，故笔者的研究时限为 1997 年到 2004 年。1999 年赣州地区改为

省辖市，2000 年吉安、宜春、上饶、抚州四地区也分别改为省辖市，由于江西省旅游经济数据还未能细分到以各县、区为单位

进行统计，故在数据处理时，没有考虑上述变化，即 1997-1998 年赣州市的统计数据沿用原赣州地区的数据，1997-1999 年吉安

市、宜春市、上饶市、抚州市的数据分别沿用原吉安地区、宜春地区、上饶地区、抚州地区的数据。

1
收稿日期:2006 -10 -13

作者简介:文瑚霞(1978 -)女, 湖南醴陵人, 硕士研究生;毛端谦, 教授、博士, 区域经济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编号:05yj33。



2

笔者借鉴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地区旅游经济差异进行量化分析
[14，15]

。首先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角度对江西省旅

游经济差异的总体情况进行测度，采用标准差(St)和变异系数(Vt)分别表示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并引入偏态系数

(Ct)反映旅游总收入的频率密度分配曲线的对称(或偏态)情况。

根据区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建立了评价江西省 11 个地级市旅

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主要有：反映旅游资源禀赋的指标：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数量、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数量、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数量、国家级森林公园数量、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数量；反映地区旅游经济基础的

指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通达性(高等级公路里程)；反映旅游经济规模的指标：旅行社数目、星级宾馆数目、客房

数、床位数、旅游总收入、游客总人次；反映旅游经济增长速度指标：nich 值；反映旅游消费水平的指标：国内游客平均消费；

反映旅游产业地位的指标：旅游产业专门化率。以 2003 年和 2004 年的数据为例，运用 SPSS13.0 软件，通过因子分析，找出能

代表原指标绝大部分信息的几个主因子，求出因子综合得分从而对各地级市的旅游经济实力排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全省旅

游经济的空间分异规律并提出了相应的旅游产业定位。

三、江西旅游经济的空间特征

(一)江西省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分析

以江西省 11 个地级市的旅游总收入作为评价指标，测算了 1997-2004 年江西省旅游经济的均衡度，反映了全省旅游经济差

异的总体变化情况(如表 1)。

由上表可知：1997-2004 年江西省各地市相对差异不断缩小，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逐年扩大，仅在 2003 年突然缩小。这反

映出自 1998 年旅游业被确立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后，江西省各地市都加大了发展旅游业的力度，因而使得省内相对差异缩小。但

由于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经济基础的差异，各地市旅游经济总量及增速有所不同，故绝对差异是扩大的。2003 年由于“非

典”的影响，各市旅游业都遭受了巨大打击，弱化了省内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性。1997-2004 年全省旅游经济的偏态系数均大于

0且数值较大，表明全省旅游总收入右偏态分布，即旅游总收入不高的地级市占多数，全省多数地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

(二)江西省 11 个地级市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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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PSS 软件对上述指标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旋转后公共因子特征值和贡献率，发现前 3 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已达到

90.568%(如表 2)，即这 3 个公共因子可以反映原指标 90.568%的信息量，因此，原指标可以综合成 3 个公共因子，对照碎石图

与这一结论也相符合。并由此计算出 3 个主因子的权重分别为：0.6356，0.2260，0.1384。

通过观察因子旋转结果(如表 3)，可知：第一个因子变量在星级宾馆总数、旅行社总数、旅游总收入、床位数、游客总人次

有较大的载荷，可以称作是旅游规模因子；第二个因子变量在等级公路里程、旅游资源有较大的载荷，可以称作是基本旅游供

给因子；第三个因子变量在专门化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旅游产业的倾斜程度。为了对各地级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

评价，由 SPSS 软件分别计算出 11 个地级市在 3个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利用公式：F=0.6356×F1+0.2260×F2+0.1384×F3 计算

出各个地级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排序，(如表 4)。南昌、九江、赣州、吉安、上饶五市的综合得分大于 0，表明其旅

游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上；而其他六个地市的综合得分小于 0，表明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下。

(三)江西省旅游经济分异性与旅游产业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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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大多数地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整体经济实力有较大偏差，赣北和赣南地区是全省旅游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上的前五位城市中有四个属于上述地区。但除省会南昌外，其他四个城市的整体经济实

力在全省的排名均较后，其中上饶市、赣州市和吉安市整体经济实力为全省排名最靠后的三个城市，与此对应的是，整体经济

实力居于全省前列的新余、景德镇、萍乡、鹰潭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资源，特别是高级别的旅游资源是吸引游客，

发展旅游经济的物质基础，江西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旅游资源的丰度表现出了高度的相关性，旅游资源禀赋好的

城市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全省旅游经济相对发达的九江、赣州、吉安、上饶等城市其旅游资源丰度亦居于全省前列，因此

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旅游经济仍是资源依托型的。

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表达了一个地区资源价值运动的不同阶段，资源优势是条件，经济优势是目标，产业优势

则是从资源优势到经济优势的桥梁
[17]

。旅游产业的定位与旅游经济作用的发挥有着必然的联系，前文亦论证了全省各地级市的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旅游产业倾斜上具有较大的载荷。选择地区主导产业，要考虑多方因素，有着复杂的标准
[18]

，而旅游产业

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容易导致地区经济的不稳定，以旅游业作为地区的主导性产业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支柱产业的选择基准相对

简单，主要是看某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率的大小，一般认为其增加值要占区域 GDP 的 8%以上
[19]
。笔者测算了全省 11 个地级

市 2002-2004 年旅游收入占地区 GDP 的比重，并取 3 年的平均值作为衡量标准。结果表明旅游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 8%的有

景德镇、九江、鹰潭、赣州、吉安，上饶为 7.9%，这些城市可以考虑将旅游业作为其支柱性产业；南昌、萍乡、新余、宜春和

抚州五市的旅游业贡献率在 4.5%-5.9%之间，对于资源和产业都不具备区际优势的上述地区，旅游业可以作为基础产业，满足本

地居民在双休日和特定假日的休闲；但南昌市，考虑其是江西省省会，是具有地区意义的金融中心、交通枢纽、商贸集散地，

旅游业具有开放性的、更为强大的特殊产业功能，将其确立为关联产业则更为合适。

四、结论

定量分析了江西省旅游经济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1997-2004 年江西省 11 个地级市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不断缩小，绝

对差异却逐年扩大。(2)旅游规模因子、基本旅游供给因子和旅游产业的倾斜程度三个主因子的综合得分决定了江西省各地市旅

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南昌、九江、赣州、吉安、上饶五市的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处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上，而其他六个地市的

旅游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居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下。(3)全省旅游经济仍是资源依托型的并呈现出分异性，大多数地市的旅游经济发

展水平与其整体经济实力有较大偏差，赣北和赣南地区是全省旅游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4)按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因素对

各地市旅游产业进行了不同的定位：南昌市可考虑将旅游业确立为关联产业；九江、鹰潭、赣州、吉安，上饶可以考虑将旅游

业作为其支柱性产业；萍乡、新余、宜春和抚州旅游业可以作为基础产业。

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反映了省内各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现实格局，由此形成了旅游产业配置上的差异。为全

面提高全省旅游经济效益，正确认识旅游经济在地区经济中作用的多元性，科学有序地发展各地区的旅游业，进行地区间合理

分工和合作是必要的。

注释：

① 上述公式中:Yti为第 t年第 i个地级市的旅游总收入；Yt表示旅游总收入的全省平均值；N为地级市个数，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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