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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贵州旅游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研究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 

李锦宏 王君1 

贵州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管理学院 

摘要：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 从接待能力、资本要素、劳动力供给、信息服务 4个方面构建了影响贵州旅游

业经济发展的供给因素指标体系, 并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了各指标因子与贵州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大小。结果表明:资本要素

因子和载客汽车辆数与贵州旅游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最强, 劳动力供给因子和餐饮业从业人数对贵州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最弱。基于此, 提出推进贵州旅游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强旅游交通建设,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旅游信息化水

平, 规范旅游市场开发；重视节能环保, 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探索旅游人才培养制度, 提高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形成旅游区域协作机制, 走旅游产业特色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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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 为了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国内经济发展问题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

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
[1]
相对于需求侧而言, 供给侧是围绕社会生产端进行的改革, 主要是从生产技术、

要素、方式以及技术创新等几个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提升, 以此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需求的变化。
[2]
中国现代旅游业起步比较

晚, 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由于受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较多, 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旅游资源配置中的巨大优势, 

还存在着旅游市场开发不规范、旅游人才培养制度不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缺陷。
[3]
目前, 中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同其

他行业一样, 也面临着深化改革的困境与难题。因此, 在“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下, 从供给因素分析旅游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

素, 对于加强旅游业的供给力量, 促进旅游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贵州省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旅游省份之一, 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旅游业逐渐成

为贵州省支柱性产业并在其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十二五规划以来, 贵州省委省政府多次出台相关文件要

求大力发展旅游业, 实现旅游经济的“井喷式”增长。为此, 本文选取贵州省作为研究区域, 从供给角度分析影响贵州省旅游

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构建影响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供给因子指标体系,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识别影响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

主次因子, 以期加强贵州旅游资源与服务的优质供给, 提高贵州旅游业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为推进贵州旅游经济快

速、健康发展提供可行性对策与建议。 

一、供给因素指标体系的构建 

旅游经济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既有需求因素, 也有供给因素。从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供给因素来看, 其中星级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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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个数、旅馆客房数、交通运输财政支出、载客汽车辆数等都对旅游业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
[4]
本文在总结众多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 结合贵州旅游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及各供给因素对贵州旅游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从供给角度选取 4 个影响贵

州旅游经济发展的一级供给层指标因子, 即接待能力供给因子、资本要素供给因子、劳动力供给因子、信息服务供给因子, 并

进一步把 4个供给层指标划分为 14个二级方案层指标, 由此得出影响贵州省旅游经济发展的供给因子指标体系, 详见表 1。 

表 1 影响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供给因子指标体系 

目标层 供给层指标 方案层指标 

影响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供给因素指标体系 

接待能力供给

因子 

星级饭店个数 

旅行社总数 

旅馆客房数 

载客汽车辆数 

文化事业机构数 

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 

资本要素供给

因子 

交通运输财政支

出 

教育财政支出 

节能环保财政支

出 

劳动力供给因

子 

旅行社职工人数 

住宿业从业人数 

餐饮业从业人数 

信息服务供给

因子 

广播电视综合人

口覆盖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研究方法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各供给因子与贵州省旅游经济的关联度大小。灰色关联分析法是灰色系统理论 (Grey 

Theory) 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是由我国著名学者邓聚龙教授在 20世纪 80年代所提出的。
[5]
灰色关联法的核心思想是比较

系统发展过程中各因素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 (即灰色关联度) , 若两个因素几何曲线的变化趋势相一致, 具有较高的同

步性, 则此二者的关联程度较高, 反之, 则较低
[6]
。 

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分析过程如下: 

第 1步, 分析系统特征, 明确分析数列。通过分析系统的行为特征, 将能够代表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作为参考数列, 将

影响其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作为比较数列
[7]
。设参考数列 (又称母序列) 为 x0={x0 (k) |k=1, 2, Λ, n}；比较数列 (又

称子序列) 为 Xi={Xi (k) |k=1, 2, Λ, n}, i=1, 2, Λ, m。 

第 2 步,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消除差异。为了消除系统中参考数列和各比较数列数据的量纲差异, 便于各数列的比较, 在

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时, 要对各数列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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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步, 计算关联系数。设 x0 (k) 为参考数列, xi (k) 为比较数列, 则 x0 (k) 与 xi (k) 的关联系数公式为: 

 

其中, 称为分辨系数。ρ值与分辨力成反比, 当ρ≤0.5463时, 分辨力最好。在灰色关联分析法中, 通常取ρ=0.5。 

第 4 步, 计算关联度并比较关联度数值。由于关联系数不止 1 个, 为了信息便于整体性比较, 需要将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

求取平均值, 以此作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间关联程度的数量表示。关联度 ri公式如下: 

 

计算出关联度后, 需要将各关联度按照数值高低排序并比较各自数值的大小。 

2. 数据来源所需数据来源于 2011—2015年《贵州统计年鉴》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选取 14个二级方案层指标作为

灰色关联的分析序列, 其中以旅游业总收入代表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程度, 作为该研究的参考序列。即选取旅游总收入 (亿元) 

X0为参考数列, 比较数列包括 X1星级饭店个数 (个) , X2旅行社总数 (个) , X3旅馆 (年末) 客房数 (间) , X4民用载客汽

车拥有量 (万辆) , X5 文化事业机构数 (个) , X6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亿元) , X7 交通运输财政支出 (亿元) , X8 教育财政

支出 (亿元) , X9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亿元) , X10旅行社职工人数 (人) , X11住宿业企业从业人数 (人) , X12餐饮业企业

从业人数 (人) , X13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 , X14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万户) 。贵州旅游业供给因子原始数据如表 2

所示。 

三、影响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1. 灰色关联度分析第 1步,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中根据数据特征采用均值化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得到均值化处理数列表 3。 

表 2 贵州旅游业供给因子原始数据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X0 1429. 48 1860. 16 2370. 65 2895. 98 3512. 82 

X1 340. 00 368. 00 377. 00 358. 00 343. 00 

X2 270. 00 302. 00 321. 00 337. 00 353. 00 

X3 26120. 00 29358. 00 32058. 00 31320. 00 32473. 00 

X4 101. 14 126. 47 158. 03 195. 17 240. 35 

X5 2075. 00 2213. 00 2241. 00 2235. 00 220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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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 307. 21 430. 16 488. 78 422. 49 428. 61 

X7 305. 16 288. 56 299. 79 432. 01 392. 25 

X8 376. 86 500. 51 560. 67 637. 03 772. 91 

X9 55. 45 65.73 66.44 85. 34 96.49 

X10 3240. 00 3624. 00 3852. 00 5242. 00 5540. 00 

X11 27069. 00 31814. 00 32580. 00 34125. 00 32722. 00 

X12 15121. 00 17593. 00 19645. 00 17355. 00 15016. 00 

X13 88. 00 88.50 90.00 91. 50 92.30 

X14 204. 80 243. 90 292. 40 310. 90 386. 80 

注: 住宿业从业人数指限额以上住宿业年末从业人数，餐饮业从业人数指限额以上餐饮业年末从业人数。 

表 3 均值化处理数列表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X0 0. 59 0. 77 0. 98 1. 20 1. 46 

X1 0. 95 1. 03 1. 06 1. 00 0. 96 

X2 0. 85 0. 95 1. 01 1. 06 1. 11 

X3 0. 86 0. 97 1. 06 1. 03 1. 07 

X4 0. 62 0. 77 0. 96 1. 19 1. 46 

X5 0. 95 1. 01 1. 02 1. 02 1. 00 

X6 0. 74 1. 04 1. 18 1. 02 1. 03 

X7 0. 89 0. 84 0. 87 1. 26 1. 14 

X8 0. 66 0. 88 0. 98 1. 12 1. 36 

X9 0. 75 0. 89 0. 90 1. 15 1. 31 

X10 0. 75 0. 84 0. 90 1. 22 1. 29 

X11 0. 85 1. 00 1. 03 1. 08 1. 03 

X12 0. 89 1. 04 1. 16 1. 02 0. 89 

X13 0. 98 0. 98 1. 00 1. 02 1. 02 

X14 0. 71 0. 85 1. 02 1. 08 1. 34 

第 2步, 计算关联系数。根据表 3得到的均值化处理数列表, 计算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同一时期的绝对差[9]。从中找

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为:Δmax=0.57, Δmin=0, 取ρ的一般值为 0.5, 代入关联系数公式: 

 

其中, ，即 ，求得关联系数后, 得

到关联系数矩阵。 

第 3步, 计算关联度, 并排序。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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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贵州旅游总收入与供给因子间的灰色关联度 

贵 

州 

旅 

游 

业 

供 

给 

因 

子 

关 

联 

度 

排 

名 

供给层指标 方案层指标 灰色关联度 排名 

接待能力 

供给因子 

星级饭店个数 0． 54 12 

旅行社总数 0． 63 7 

旅馆客房数 0． 59 9 

载客汽车辆数 0． 96 1 

文化事业机构数 0． 57 10 

资本要素 

供给因子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 55 11 

交通运输财政支出 0． 66 6 

教育财政支出 0． 81 2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0． 73 5 

劳动力 

供给因子 

旅行社职工人数 0． 76 3 

住宿业从业人数 0． 60 8 

餐饮业从业人数 0． 51 13 

信息服务 

供给因子 

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0． 59 9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0． 75 4 

2. 灰色关联度结果分析 

从表 4 中各指标灰色关联值的结果可以看出, 各指标关联度计算值的结果都在 0.5 以上, 说明该研究中选取的供给因子指

标与贵州旅游总收入指标有着较强的关联程度, 旅游业供给因子对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影响比较显著, 同时也说明该研究中的

指标选择比较合理、可信度高。 

在影响贵州旅游业经济发展的供给因子指标体系中, 从供给层指标来看, 4个因子与贵州旅游业总收入的关联度由强到弱排

序分别为资本要素供给因子、信息服务供给因子、接待能力供给因子、劳动力供给因子。这表明资本要素供给因子与贵州旅游

业经济发展有较强的关联程度, 加强资本要素的投入, 就可以完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 促进消费需求。信息服务供给因子和接

待能力供给因子与贵州旅游业总收入的关联度比较强, 一方面表明在“互联网+旅游”的信息时代, 网络平台已经成为贵州旅游

宣传推广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表明良好的接待能力能为外来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增加游客逗留的天数, 从而促进贵州旅游

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供给因子与贵州旅游总收入的关联度较弱, 说明贵州旅游业劳动力供给不足, 旅游业劳动力市场仍有很大

发展空间。 

从影响贵州旅游经济增长 (旅游业总收入) 的 14个方案层指标来看, 载客汽车辆数、教育财政支出、旅行社职工人数、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因子的关联度值均大于 0.7, 其与旅游业总收入的关联程度比较高。由此可知:第一, 近

年来, 贵州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 极大地方便了游客的出行, 拓展了游客旅游的空间区域, 从而促进了贵州旅游经济的增

长。因此, 在贵州旅游业建设过程中, 交通基础保障必不可少, 应合理规划区域旅游路线, 根据不同景点的游客流量安排汽车

辆数；第二, 教育财政的支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区域人口和服务管理人员的素质水平, 人口素质水平越高, 旅游服务质

量越有保障。同时, 教育财政的支出也促进了旅游科技水平的发展, 丰富了游客的度假体验。贵州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 除了

应进行教育资金投入外, 还应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并激励科学技术在旅游服务业中的应用；第

三, 旅行社职工人数的关联度值较高, 表明近年来贵州旅行社业务范围的扩大和接团数量的增加, 极大地刺激了贵州旅游经济

的增长；第四,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反映贵州旅游业信息服务能力有所提高, 使得贵州优质的旅游资源得以快速传播, 为众多

旅游企业提供宣传渠道, 在旅游业建设方面, 贵州应当重视信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第五, 节能环保的财政支出对贵州旅游经

济的增长发挥作用较大, 表明良好的景区环境能够给游客带来舒适的旅游体验, 贵州应注重对旅游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提升贵

州旅游资源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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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可以看出, 旅行社总数、交通运输财政支出、住宿业从业人数的关联度值为 0.6~0.7, 与贵州旅游业总收入关联程度

一般；而旅馆客房数、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文化事业机构数、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星级饭店个数、餐饮业从业人数的关

联度值均低于 0.6, 与贵州旅游业总收入关联程度比较弱。由此可知:第一, 旅行社总数、旅馆客房数、星级饭店个数从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贵州旅游市场的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 从模型分析结果来看, 旅游市场的接待能力制约了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 贵

州旅游市场开发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第二, 交通运输财政支出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贵州旅游经济的增长贡献都不大, 说明

贵州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待加强；第三, 贵州拥有丰富多彩的特色民族文化资源, 但文化事业机构数的关联度值却比较低, 

表明贵州旅游业没有充分发挥好民俗风情的作用, 应进一步加强人文环境建设, 打造多彩特色的贵州旅游文化, 提升旅游的吸

引力和竞争力；第四, 餐饮业职工人数关联度值比较低, 表明旅游业劳动力供给不足, 因而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制定相关措施, 

促进劳动力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合理配置和流动；第五, 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与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共同反映了贵州旅游

业的信息服务能力, 但二者对旅游经济的贡献却存在较大差距, 表明贵州在旅游信息基础建设方面还不够完善, 旅游信息过于

侧重对外宣传, 缺乏对省内宣传的重视。 

四、推进贵州旅游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加强旅游交通建设, 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贵州在“十三五”期间, 应继续加强对公路和铁路的交通建设:一方面, 要继续完善省外和省内的交通网络体系, 为外来游

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入境通道, 并完善交通路线的规划, 加强各个旅游景点间的流通方式, 从而使游客能够在固定时间内游览更

多的旅游景点；另一方面, 贵州要持续加大对旅游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并加强对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旅游企业进行旅游项目的开发。 

2. 提高旅游信息化水平, 规范旅游市场开发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旅游”已经成为贵州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但由于贵州信息基础建设比较薄弱, 信息

行业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 目前贵州众多旅游网络服务平台之间“信息孤岛”的现象难以打破, 众多企业之间的数据没有建立

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 难以实现跨平台的数据交流和共享, 这不利于贵州旅游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因此, 一方面贵州旅游

业应提升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 建立不同平台直接的信息共享机制；另一方面应建设完善的旅游管理信息系统, 充分发挥网络

平台的巨大优势, 扩大对内对外的旅游宣传。与此同时, 还应规范旅游市场的开发, 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流动。 

3. 重视节能环保, 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 

由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可知, 环保建设对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贵州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独特的喀斯特

自然风光, 但同时贵州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一旦破坏将很难恢复。
[10]
因此, 加强旅游地区的环境治理, 保护生态环境, 是贵

州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地政府应进行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 并建立相关政策法规, 对破

坏生态环境的企业或个人依法进行处理。另外, 贵州应健全旅游市场监管体系, 建立完整的旅游质量监督体系, 规范旅游市场

秩序, 疏通游客投诉举报通道；建立旅游诚信机制, 制定旅游从业人员诚信服务准则, 并建立相关旅游企业及单位的信用等级

制度。 

4. 探索旅游人才培养制度, 提高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旅游人才建设是保障旅游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是构成旅游资源的核心要素。旅游人才主要包括行政管理人员、从业

人员、研究人员等。从本文研究模型的研究结果来看, 劳动力供给因子对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最小, 这是因为目前贵

州旅游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比较低。因此, 贵州应完善旅游业人才市场机制, 加强相关岗位培训, 并且加大对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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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教育扶持力度, 吸引更多业务能力强、文化素质高的人才从事本省旅游业的建设。
[11]
同时, 在旅游业内部应大力完善和

推行各类服务质量的标准, 建立完整的业内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制度, 形成优胜劣汰的行业竞争机制。 

5. 形成旅游区域协作机制, 走旅游产业特色化之路 

旅游业的区域合作是壮大贵州省旅游业的重要途径, 加强其制度建设尤为重要。贵州应推动区域旅游城市的联合与互动, 

打破地域界限；同时依托各区域独特的旅游资源和产品, 优化旅游产业布局, 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贵州不仅具

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而且具有丰富的人文景观, 应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 打造贵州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 如喀斯特地质文

化、长征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 设计旅游文化精品路线, 实现人文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融合。
[12] 

五、结语 

贵州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省份之一, 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资源, 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近几

年的努力和发展, 贵州旅游业经济快速增长,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此同时, 贵州旅游业发展同样面临着旅游市场不规范、

制度不健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等问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 贵州旅游业应充分把握时代机遇, 从供给角度重新

审视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 促进旅游资源合理流动, 从而实现旅游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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