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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标准差、基尼系数、变差系数、区位商等方法研究了 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的入境

旅游时空分异，并使用 R/S 分析方法预测了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未来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1998-2017 年，长江

经济带入境旅游呈现出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的特征。②上海、江苏和浙江是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

优势区域，云南和安徽为后发优势区域，湖北、湖南、四川和重庆为潜力区域，而贵州和江西属于劣势区域。③预

计 2018-2037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相对差异将持续缩小，并以 2028年为界呈现出先弱后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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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游是衡量区域旅游产业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影响到区域旅游产品供给结构和发展质量，是实现旅游经济优质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我国于 2016年成为世界第四大入境旅游目的地国家。2019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

力的意见》给予入境旅游高度重视，并提出了提升入境旅游环境、促进入境旅游消费等政策。作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

们围绕入境旅游服务质量［2］、入境旅游旅游客流空间特征［3］、入境旅游竞争力［4］、旅游时空分异特征［5］、旅游效率测算［6］、入

境旅游与国际贸易关系
［7］

、入境旅游影响
［8］

、客源市场需求预测与特征分析
［9］

、入境旅游产品开发
［10］

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探讨。 

2014 年以来，我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与规划，试图通过对长江生态环境、交通基础设施、产业转型和城镇化建设

进行加强提升，拟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新时代国家级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高地。长江经济带是以长江为纽带联结而成的相对

完整的经济带，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沿江 9省 2市，面积约 203.83万

km2,占国土总面积的 21.16%，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均超过全国总量的 40%。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各地旅游

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区域旅游发展政策等条件不同，旅游经济发展在时空上呈现出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国

内学者对长江经济带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11］、旅游景观空间格局［12］、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13］、入境旅游省际差异和时空格

局演变
［14］

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综合已有成果，入境旅游研究内容多以现有数据为基础，开展时空特征分析，预测演化趋势的研

究成果较少。从研究方法上看，地理集中指数、标准差、基尼系数、变差系数、Theil 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和 ArcGIS 空间分析

等方法被广泛用于入境旅游的时空特征研究，而重标极差分析作为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的一种方法，在入境旅游趋势预测中的

研究尚不多见。入境旅游文献关注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国家、省域、市域、县域和河西走廊等特殊地理单元等层面。结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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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入境旅游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对其未来演化趋势进行预测研究，成为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之一。本研究以我国长江经

济带作为案例地，在研究其 1998-2017 年入境旅游时空演化特征的基础上，运用 R/S 分析法预测了入境旅游的演变趋势，为优

化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发展格局，促进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旅游外汇收人作为衡量区域国际旅游发展规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可有效避免统计重复率的弊端，其数据获取具有完整性、

准确性和权威性，故本文选择旅游外汇收人作为衡量指标，用于研究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的时空分异及其演化趋势。数据来源

于 1999-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 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2研究方法 

时空差异模型：标准差（VOC）用于衡量入境旅游的绝对差异变化;变差系数（CV）用于测度入境旅游变异程度，反映入境

旅游相对均衡程度，值越大，说明区域差异越大;基尼系数（GN）反映研究区各省（市）入境旅游相对差异，值愈小，表示发展

越平衡，反之则越不平衡。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为长江经济带第 i个省（市）旅游外汇收入; 为各省（市）旅游外汇收人的平均值； ,…， 分别为长江经

济各省（市）入境旅游收人从大到小排列的样本值; 为样本平均值。 

区位商反映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入境旅游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计算公式为： 

 

式中，Qi 为长江经济带第 i 个省（市）入境旅游区位商;Si 为第 i 个省（市）入境旅游外汇收人占整个研究区的比重；pi

为研究区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的比重。Qi 值越大，说明 i 省（市）的入境旅游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假设 表示各

省（市）入境旅游区位商平均值，当 时,则该省（市）处于入境旅游发展的优势区域；当 时，则该省（市）处于非优势

区域。 

趋势预测模型：R/S分析通过幂指数计算能够科学地判断系统的演化趋势，合理地揭示时间序列中的趋势性成分，很好地反

映时间序列的持续性。计算步骤为：给定时间序列以 对于任意正整数 1，定义累计和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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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与相应的样本方差： 

 

R/S统计值为： 

 

现考虑比值 ，若存在 的关系，则说明入境旅游基尼系数在这一时间序列存在 Hurst现象。H为 Hurst指数，

H 值是在双对数坐标系 中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所得斜率，根据其大小判断该时间序列是否完全随机或存在持续性（反持续

性）的趋势成分。H值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当 H=0.5时，时间序列相互独立且方差有限，变化随机，即时间序列的过去变化与未

来发展不相关；当 0.5<H<l 或 0<H<0.5 时，表明时间序列具有长期相关的特征，表示未来变化过程将延续过去发展方向或呈现

出相反的特征。H 越接近于 1，其持续性越强；H 越接近于 0,则反持续性越强。在 R/S 分析法中， 为序列总长度，本文

N=20,取 t<3 时，R/S 计算结果无实际意义；取时，H 指数计算不准确，影响 H 值的预测精度。为了达到更好预测效果，本文取

t>4。 

2 入境旅游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2.1时序演化特征 

通过式（1）-（3）计算得到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收人标准差、变差系数和基尼系数结果（图 1）。由图 1可知，1998—2017

年，其标准差由 3.34逐渐增大至 17.65,最大值为 2012年的 21.20,并自 2012年开始波动下降至 2017年的 17.65。2012年，湖

南、湖北和江西 3省签订《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旅游合作发展协议》，随后以“中三角”旅游发展一体化为出发点，通过举办国际

旅游博览会等国际性旅游交流活动，提升入境旅游发展水平，使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入境旅游差距在 2012年之后逐渐缩小。

同时，受 2003年 SARS危机、2009年“甲流”、2013年雾霾天气、2016年杭州 G20峰会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相应年份的

入境旅游外汇收人绝对差异减小，标准差分别下降了 0.24、0.53、4.16 和 3.82。从入境旅游外汇收入来看，1998 年入境旅游

收人排在第一的上海市（12.18亿美元）比收人最低的贵州省（0.48亿美元）高出 11.70亿美元，2009年高出 46.34亿美元,2017

年两省（市）差距达到了 64.15 亿美元;2012 年入境旅游收人排在第一的江苏省（63 亿美元）比收人最低的贵州省（1.69 亿美

元）高出 61.30亿美元，入境旅游收人差异呈逐渐增大趋势。 

从相对差异指标变化来看，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收人的基尼系数与变差系数除个别年份有小幅波动外，总体上保持着逐渐

缩小的趋势。1998-2017年，变差系数从 1.15下降至 0.82,基尼系数从 0.83下降到 0.73。其中，2003年因受 SARS危机的冲击，

出现了省际之间入境旅游收人相对差异的峰值（变差系数 1.21、基尼系数 0.87）,2003 年后变差系数与基尼系数再次呈现出下

降的趋势。从入境旅游收人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入境旅游的相对差异也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1998 年入境旅游收人

排在前三位的上海、江苏、浙江 3省（市）（19.57亿美元）是排在后三位贵州、江西、安徽 3省（1.43亿美元）的 13.69倍；

到 2017 年，入境旅游收入前三位的上海、江苏、浙江 3 省（市）（144.80 亿美元）是后三位的湖南、江西、贵州（22.08 亿美

元）的 6.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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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空间分布特征 

1997-2012 年，其区位商均值万由 0.41 下降至 0.18,而后波动上升至 2017 年的 0.39（图 2）。从研究时段内各省（市）入

境旅游区位商 Qi与均值 Q的大小来看，上海市和江苏省区位商均大于平均值，但区位商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与其他省（市）

差异逐渐缩小，说明其入境旅游地位有所下降。浙江省区位商除 1998年等个别年份小于均值外，其他年份均超过长江经济带各

省（市）区位商均值。3省（市）发达的经济基础、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良好的旅游资源禀赋、创新的旅游发展模式与超前发

展理念，使它们成为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的优势区域。位居西南边陲的云南省的入境旅游区位商在 1998-1999 和 2013-2017 年

大于均值，中部地区的安徽省也于 2016年、2017年超过均值，两者属于入境旅游的后发优势区域。云南省具有独特的山地生态

景观、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同东南亚接壤的边境区位优势和旅游业先行发展积累的基础，使其在国际客源市场具有较高的知

名度；安徽省拥有黄山、九华山、西递一宏村等多处世界级旅游资源，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个性化体验的自由行入境

旅游产品不断涌现，“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等由当地政府组织的节庆营销效果日益显现，不断扩大了港澳台、日韩、德国和

美国等重点入境市场规模。 

 

2017年，湖北、四川和重庆 3省（市）入境旅游的区位商值分别上升至 0.32、0.22和 0.29,湖南省入境旅游区位商也由 2003

年的 0.04 波动上升至 2017 年的 0.20。伴随着武汉、成都、重庆和长沙成为国际性或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国际客源可进

人性逐渐增强，尤其是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湖北、四川、重庆、湖南 4省（市）核心旅游吸引物的深度开发、

国际旅游产品体系的完善、创新的国际旅游营销举措和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入境旅游发展潜力区域属性更加突出。江西、

贵州两省因旅游产业起步相对较晚，加之区位优势不够明显、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境外市场营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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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对不足，其区位商呈现下降的趋势，位居末位（图 3）。 

 

3 入境旅游趋势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3.1趋势预测 

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收人基尼系数作为 R/S 分析的基础值，并运用公式（5）-（7）对 1998—2017 年长江经济带入

境旅游收人基尼系数进行了计算，得出其时间序列 Hurst指数（表 1）。 

表 1R/S分析结果（Hurst指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H - - - - 0.6628 0.8090 0.7970 0.8120 0.8074 0.8197 

vn - - - - 0.7315 0.8017 0.8234 0.8716 0.8931 0.9195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H 0.7648 0.7426 0.7211 0.7080 0.6945 0.6849 0.6747 0.6649 0.6498 0.6368 

vn 0.8802 ,0.8983 0.8949 0.9105 0.9073 0.9176 0.9131 0.9109 0.8796 0.8784 

 

注：由于一次差分、标准偏差计算和一阶自回归去掉了前 3 个数据，第 4 个数据异常值，因此实际计算过程中所用数据为

5-20个，Vn指标用以检验 Hurst稳定性及估计周期循环长度，计算公式为：  

长江经济带年入境旅游基尼系数的 H（1998-2017）值为 0.6368,大于 0.5,表明在原有区域入境旅游发展环境不变的前提之下，

2018—2037 年入境旅游发展的相对差异变化将与 1998-2017 年具有相同的趋势，即各个省（市）入境旅游发展相对差距将逐渐

缩小（表 1）。H（1998-2002）为 0.6628,而后波动上升至 H⑽-撕）的 0.8197,表明在 2018-2027年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入境旅游

发展的相对差异持续减小， 

而 2028-2037年间这种持续性开始下降。Vn值的变化与 H值变化趋势相同，说明对 H值的周期性估计有效。为进一步检验其

预测精度，本文将 R/S和 r两个序列分别取对数得到 R/S分析图（图 4）。R2值为 0.9813,回归拟合效果较好，预测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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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影响因素 

旅游目的地对国外游客的吸引力是入境旅游发展走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5］

，这种吸引力包括地方景观、自然资源、旅游活

动、交通和服务等［16］。有学者认为，入境游客目的地选择具有旅游景点选择就高、空间距离选择就近、经济联系选择就富的倾

向［17］。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区位条件、交通状况等是影响入境旅游不可忽略的因素［18］。另有学者认为造成入境旅

游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为旅游资源丰度和区位条件［19］。本文选择旅游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交通区位条件分析其对长江经

济带入境旅游发展趋势的影响。 

旅游资源禀赋：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旅游资源类型差异较大（表 2）。上海、江苏、浙江旅游资源呈现出现代都市和鱼

米之乡互相依存，吴越文化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江南园林与主题公园交相辉映的特征，依托经济、科技和交通区位优势和旅

游产业融合的快速推进，入境旅游产品供给更加注重游客服务体验，未来将呈现出工业旅游、教育旅游、科技旅游、体育旅游、

社区旅游和健康旅游等新业态入境游产品。安徽省旅游资源以山岳景观、徽州文化和生物资源见长，形成了以自然观光旅游和

徽州文化旅游为主打的入境旅游产品。随着安徽省与沪苏浙区域旅游合作的持续深入和国际旅游市场的不断开拓，乡村休闲度

假、康体娱乐、徽州文化深度体验、生态旅游、研学旅游等入境旅游产品将不断涌现。云南省作为我国西部地区旅游发展较早

的省份，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和纯美神奇的自然生态风光是最大的资源优势，在“一带一路”倡仪和旅游供给侧改革的背

景下，遗产旅游、国家公园、康体养生、特色商品与美食旅游将受到境外市场的青睐。 

四川、重庆、湖南和湖北 4 省（市）自然风光多奇、历史文化古老、文物古迹独特、近代名人辈出，现有入境旅游产品以

自然景观遗产、文化遗产、历史和现代大型工程景观和宗教旅游产品为主。伴随着传统入境旅游产品的深度国际化和复合化升

级，旅游业与城乡发展的融合，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新业态产品、具有国际水平的休闲度假产品、迎合入境旅游市场需求的新型

城市旅游和乡村旅游产品不断出现。江西、贵州山地、湖泊等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乡村旅游资源、红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旅

游资源丰富，但入境旅游发展起步较晚，现有旅游产品有待转型升级，未来将出现国际山地休闲度假、生态康养、山地户外运

动、乡村休闲度假、民族文化体验、宗教和酒文化等特色文化体验等多种产品类型。 

表 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旅游资源及产品类型 

省（市） 
A级景区 

代表性旅游资源 
主要旅游 

5A 4A 3A 产品 

上海 3 58 38 
科技馆、迪士尼乐园、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野生动物园、外滩、南京

路步行街、朱家角古镇、徐家汇源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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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23 155 196 

苏州园林、大运河、拙政园、南京总统府、玄武湖、明孝陵、中山陵、夫子

庙-秦淮风光带、太湖、瘦西湖、金鸡湖、鼋头渚景区、灵山景区、周恩来故

里、同里古镇、周庄古镇、花果山、三国水浒影视基地 

观光旅游、商务旅游、

文化旅游、宗教旅游、

遗产旅游、海洋旅游、 

休闲度假，等 浙江 17 182 242 

西湖、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雁荡山、天台山、桐乡乌镇、西塘古镇、南浔、

嘉兴南湖、鲁迅故里、沈园景区、蒋氏故里、天一阁、千岛湖、普陀山景区、

横店影视城、江郎山、廿八都古镇、神仙居景区 

云南 8 77 78 
路南石林、滇池、昆明世博园、大理古城、崇圣寺、苍山洱海、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梅里雪山、腾冲火山地热 
观光旅游、民族旅游、

文化旅游、度假旅游、

生态旅游，等 安徽 12 192 215 
黄山、九华山、齐云山、西递一宏村、徽州古城、三河古镇、天柱山、万佛

湖、古徽州文化旅游区、芜湖方特主题公园、天堂寨旅游景区 

重庆 8 87 79 
山城夜景、洪崖洞、奥陶纪景区、武隆喀斯特旅游区、大足石刻景区、金佛

山景区、巫山小三峡 

生态旅游、文化旅游、 

宗教旅游、红色旅游、

休闲度假，等 

湖北 11 136 173 
武当山、长江三峡、三国赤壁古战场、三峡大坝、屈原故里、恩施大峡谷、

黄鹤楼、神龙架 

四川 11 211 116 
峨眉山、乐山大佛、阆中古城、九寨沟、青城山、都江堰、剑门蜀道景区、

海螺沟、朱德故里、黄龙、北川羌城景区、稻城亚丁、大熊猫基地 

湖南 7 96 148 韶山、衡山、东江湖、武陵源、天门山、岳阳楼、洞庭初、岳麓、崀山 

江西 5 107 88 
三清山、庐山、井冈山、鄱阳湖、婺源江、滕王阁、龙虎山、龟峰风、大觉

山、景德镇古窖民俗 
观光旅游、生态旅游、 

文化旅游、民族旅游， 

等 贵州 6 98 133 
梵净山、黄果树、百里杜鹃景区、花溪青岩古镇、赤水丹霞、镇远古镇、西

江千户苗寨 

 

社会经济发展：国外游客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具有某种“嫌贫爱富”倾向，经济发达地区较经济落后地区更具优先选择性，

经济发达地区能够提供更方便的交通、更完备的旅游设施和更优质的服务［20］。江、浙、沪是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发展优势区域，

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2018年，江、浙、沪 3省（市）GDP占全国 GDP总量的 20.16%，其中江苏省 GDP占全国 GDP

的 10.28%，领先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此外，3 省（市）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 50%，为未来入境旅游产品深度开发、入境

旅游基础与服务设施完善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云南、贵州虽然在工业发展上落后于四川与湖北，但是总体经济增长状态良

好，2019年上半年，云、贵 GDP增速分别为 9.2%、9.0%，位居全国前列。川、渝是我国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位

于中游的鄂、湘、赣 3 省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作用，也是加快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

略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2019年上半年鄂、湘、赣的 GDP增速分别为 8.0%、7.2%和 8.6%，大于同时期江浙沪增速，经

济的快速发展为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有助于缩小与江、浙、沪地区入境旅游差距。 

交通区位因素：交通作为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
［21］

，以航空和铁路影响最甚
［22］

。航空交通具有及时、便捷、舒适、

高效等优势，有助于推进入境旅游快速发展［2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现有机场 73座，计划建设 40座，其中国际机场 32座，

开通国际航线（含经停和直飞航线）683 条。《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提出：要拓宽航空运输网络，加强长江上中

下游机场群建设，完善经济带内区域性节点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四川、湖北将规划建设 10座干、支机场，成为两省未来入

境旅游发展潜力优势；湖南、贵州、江西规划建设机场有 13座，航空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可激发入境旅游者活力，有利于增加

旅游潜力区域和劣势区域外汇收人。铁路建设可提升各景点所在城市与重要核心旅游城市之间的可达性，随之而来的高铁时代

也促进了这种“同城效应”的形成，提升了景点之间的便利性和通达性，缩短了旅游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通行时间，促

进了区域均衡化空间结构的形成。沿江、沪昆高速铁路为骨架的快速铁路网和以沿江、衢（州）丽（江）、沪昆铁路为骨架的普

通铁路网逐渐完善，成为潜力区域与劣势区域入境旅游发展契机，也为主要境外客源在主要入境旅游城市之间的转移和扩散提

供了便利，改善了区域入境游客源的空间结构，缩小了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区域发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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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与建议 

从时序演化特征来看，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入境旅游收入标准差逐渐增大，变差系数和基尼系数则逐渐下降。

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在时间序列上呈现相对差异逐渐缩小，而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的发展特征，两者呈反方向演化。从空间分布

特征来看，上海市和江苏省入境旅游的区位商均大于平均值，浙江省近 8 的年区位商超过均值，是入境旅游优势区域；云南省

的区位商在 1998-1999 年和 2013-2017 年大于均值，安徽省的区位商于 2016、2017 年超过均值，属于入境旅游后发优势区域;

湖北、湖南、四川和重庆 4 省(市)的区位商值呈增长趋势，属于入境旅游潜力区域；贵州和江西两省入境旅游区位商居末位，

属于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的劣势区域。从 R/S预测结果来看，H(1998-2017)值为 0.6368(>0.5)。在原有入境旅游发展环境不变的前提

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 2018—2037 年的入境旅游时空演化呈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的趋势，并以 2028 年为界限，其相对差异

缩小趋势的持续性将呈现出先弱后强的特征。 

未来长江经济带应优化入境旅游发展环境，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推动区域内部的入境旅游合作和政策协调，深化

长江经济带跨区域旅游合作，联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加强省中心城市直航(通)交通体系完善，优

化区域一体化设施和联通体系建设，避免出现“政策孤岛”现象;积极发挥自贸区、边境旅游实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的优惠政

策，扩大免签证、落地签证、购物退税、免税购物等优惠政策的范围；推出区域一省一市分级联动的入境旅游宣传口号，完善

目的地市场的国际旅游形象体系，创新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跨区域入境旅游营销模式。 

4.2讨论 

本文以旅游外汇收人指标被较多的应用于国内外入境旅游研究，为了克服此方法的单一性，使结果更加全面客观，未来应

综合考虑旅游外汇收人增长率、入境旅游人数、入境旅游增长率等指标。为了避免使用 R/S 分析法预测的局限性，即长期相关

仅在一定的时间尺度内成立，当 n趋向很大的取值时，长期相关现象消失;短期相关敏感性问题，如果数据中存在明显的短期相

关现象，对 H值的估计可能存在的偏差。未来研究应综合考虑如元胞自动机一多智能体(CA—MAS)仿真技术、灰色预测 GM(1，1)

模型、向量自回归(PVAR)建模、差分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ARIMA)等方法的集成应用进行预测结果交叉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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