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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 

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1 

程慧 朱忠满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对一个区域经济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探究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

例地，采用 2009—2018 年的数据，首先，引用区位嫡指数来分析该地区产业集群的整体演进规律；然后，运用推

拉理论,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结果发现：（1）随着时间的推移，长

三角产业集群现象愈加明显；（2）近十年来，长三角地区的旅游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但旅游产业增速尚未跟上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速，因此，长三角城市群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长三角城市群区

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也对其旅游产业集群有着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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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集群是旅游企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组织围绕核心的旅游资源在旅游目的地区域范围内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从而

产生旅游经济集聚的现象[1]。在目前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趋势下，旅游产业集群现象越来越明显，该集群

现象带来的竞争力优势也日益凸显，研究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及提升区域经

济发展质量有重大意义。 

1 相关研究综述 

1.1 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 E.S.Lee 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关于人口迁移的理论，他首次将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归结为“拉力”和“推

力”两个方面。Dann 首次将这一理论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国内学者也运用推拉理论来研究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贺小荣等以湖南省为例，运用推拉理论研究证实湖南省的旅游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拉动作用，湖南省经济的

发展对当地旅游产业集群演变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赵仁璧等基于推拉理论研究了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旅游产业集群之间

的互动耦合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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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业集群的研究综述 

1890 年马歇尔提出了产业集群的理念，后来 Porter 将其引入旅游业，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由此国内外展开对旅游产业

集群的探讨，同时，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研究也是当今学者们一直探讨的话题。在国外学者对于旅游产业集群的研

究中,Marina等提出旅游集群并不只是企业集聚的结果，重要的是企业之间存在相互分工合作并且认为集群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

是有帮助的[4]。Lafferty等提出了实现有效旅游和防止成熟旅游目的地下降的策略[5]。Chhetri等建立了一个基于集群的理论框

架来划定科技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且找出驱动科技产业集聚形态形成的内在因素[6]。Laing等基于波特聚类理论，构建并测试

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评估目标研究区域的聚类潜力[7]。Martinez-Perez等以位于西班牙遗产城市的 215家酒店和旅游公司为样本，

实证研究了旅游集群环境下社会资本与创新的相互作用[8]。Morgulis-Yakushe 等实证研究了集群组织的协作主动性与集群企业

创新和财务绩效的改善之间的关系
[9]
。国内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2000年以后，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李金华

[10]
、

吕蕊[11]、袁红林[12]、李二玲[13]的等基于产业集群的一般原理,提出了产业集群发展对策。李恒等基于大数据平台对虚拟产业集群

现象进行分析[14]。战洪飞等构建产品设计决策模型,为产业集群产品的布局设计提供相关决策建议[15]。尹彦等通过构建协同度模

型来研究京津冀产业集群与物流系统之间的关系[16]。回亮澔等基于系统论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视角，进行了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之主体技术创新能力协同耦合和效用分析[17]。李田等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指标识别旅游产业集群模型，并

运用回归分析法来研究部分地区的旅游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最后对全省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18]
。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学者们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近年来针对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互动关

系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于长三角城市群这种涉及多个省份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三大旅游城市群之一，

是以上海为核心，江苏、浙江和安徽为长三角旅游城市群的发展支撑省份，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农

业基础良好，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达，服务业发展迅猛，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区域内集中了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拥有上海、南京等科教名城和南京、苏州、镇江、扬州、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由此可见，长三角城市群

具有在文化、经济、区位、交通等各方面发挥旅游产业集群的优势，在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同时,

这也意味着其将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研究长三角

城市群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以期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乃至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

指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产业集聚衡量指标 

区位熵方法通常用于经济学领域且用来研究产业集聚程度，区位熵是指某地特定部门的产值在该地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比重同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之比。区位熵愈大，表示专业化程度愈高。 

 

式（1）中，ei表示某区域旅游产业的某项指标数;Ei表示整个国家旅游产业的某项指标数。当 LQ＞1 时,表明该产业集聚程

度较高;当 LQ≤1时，表明该产业在该地区是自给经济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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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弹性系数 

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旅游产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推动作用难以用直接的经济指标准确地表示出来。鉴于此，本文

采用经济学中的弹性来衡量区域经济对旅游产业集群驱动作用的大小，具体公式如下： 

 

式（2）中，Ei成为弹性系数,Yi表示区域经济增长率，Li表示旅游增长率，其值越高，表示区域经济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拉动

作用越明显。 

2.2 数据来源 

以长三角城市群涉及的 26 个地市及其综合相加而得的 2009—2018 年与旅游业相关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原始数据主要通过

各城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苏省统计局网站、安徽省统计局网站和浙江省统计局网站等途径获取，对于部分缺

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求出。 

3 长三角城市群案例分析 

3.1 长三角旅游产业集群分析 

旅游产业集群是存在竞合关系的相关企业以为旅游者提供产品和服务为共同目标而聚集起来的一种产业形态。利用公式（1）

测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总区位熵指数（见图 1），其中所涉及的线性区位熵指的是 2009—2018年区位熵的线性变化趋势。 

由所收集到的数据所知，长三角城市群 2009—2018年这十年的旅游总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逐年上涨。由图 1可以看出：区

位熵指数值同样也是呈直线上升趋势。以 2015 年为分界点，在 2014 年及之前,长三角区域的区位熵指数总体小于 1,而从 2015

年开始，区位熵指数一直大于 1。这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后，长三角城市群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得到了快速发

展，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 密，集群现象愈加明显且长期保持着较高的集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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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旅游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旅游产业是一个具有极强关联带动功能的产业。随着旅游市场的巨大需求，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推动区域经济进步，增强区位优势与地位是旅游产业集群所带来的福利。因此，分析旅游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以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十分必要。本文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基础，采用以下四个指标来定量描述旅游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拉动作用。 

（1） 旅游收入增量=当年旅游总收入-上年旅游总收入 

（2） GDP增量=当年 GDP-上年 GDP 

（3） 贡献率=（当年旅游收入增量/当年 GDP增量）*100% 

（4） 旅游产业占比=（当年旅游总收入/当年 GDP）*100% 

表 1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占比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动 

年份 旅游收入增量（亿元） GDP增量（亿元） 贡献率（%） 旅游产业占比（%） 

2009 1334.94 11414.64 11.69 12.64 

2010 2273.05 12426.95 18.29 13.50 

2011 2082.77 15261.51 13.65 13.52 

2012 2361.15 10014.38 23.58 14.46 

2013 1316.78 9582.21 13.74 14.40 

2014 2172.95 9988.32 21.75 14.98 

2015 2739.44 8606.59 31.83 16.05 

2016 3654.89 11849.46 30.84 17.24 

2017 4420.74 17958.79 24.62 18.05 

2018 4522.89 13491.8 33.52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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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2009—2018年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变化如表 1所示。十年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贡献率

由 2009 年的 11.69%提升至 2018 年的 33.52%,年均增长率达 12.41%,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同时，旅游产业占比率也逐年增高,

该区域 2009 年旅游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为 12.64%,到 2018 年旅游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达 19.21%。说明近十年来，旅游

产业发展态势较好,旅游产业集群所带来的收益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旅游

收入的增量来看，经过十年的发展，旅游收入增量已从 2009 年的 1334.94亿元提升至 4522.89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1.24%:GDP

从 2009 年的 11414.64 亿元增长至 13491.8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1.87%o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旅游产业的贡献率及其占比值逐年

提升，但是近十年来旅游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该区域 GDP 的增长速度仍略低，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的发展还未完全跟上该区

域经济的发展，这也意味着该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市旅游产业占比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 2 所示。就该区域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来看，根据经济增速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区域除了镇江市，其余城市经济都为正增长，表明该各市旅游产业普遍对

各市经济的发展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产业发展态势较好,旅游产业集群所带来的收益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多，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旅游收入的增量来看，经过十年的发展，旅游收入增量已从 2009年的 1334.94亿元提升至 4522.89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1.24%:GDP 从 2009 年的 11414.64 亿元增长至 13491.8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1.87%o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旅

游产业的贡献率及其占比值逐年提升，但是近十年来旅游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该区域 GDP 的增长速度仍略低，长三角城市群旅

游产业的发展还未完全跟上该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也意味着该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在经济正增长的城市中，池州和舟山两市旅游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位居前列，尤其是池州市的旅游产业对全市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高达 249.68%,而池州市的旅游收入增量和 GDP 增量相对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来说，该增量并不是很多。这说

明池州市因旅游而带来的收入对该地区域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反，镇江市 2018年由于受宏观经济下行、消化过高基

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充分等多种因素影响，该市 2018年 GDP增量为负，但是同年旅游收入增量却为正，旅游产业占比达 23.07%，

表明在经济发展增速有所减缓的背景下,旅游产业仍逆袭增长。这充分说明了在长三角城市群的各市经济转型期,更应该重视旅

游产业在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按照该旅游产业占比，长三角城市群的旅游产业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旅游产业占比在 10%以下，涉及的城市有南

通、盐城、泰州，这三座城市的旅游业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第二等级为旅游产业占比在 10%-30%,其包括上海、南京、

无锡、常州、苏州、扬州、镇江、杭州、宁波、嘉兴、绍兴、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滁州、宣城。第三等级为旅

游产业占比在 30%-60%,包括金华、湖州和安庆三座城市。第四等级为旅游产业占比在 60%以上，其主要涉及舟山和池州这两座

城市，其中池州市旅游产业占比达到 101.04%,这说明这两所城市旅游产业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表 2 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市旅游产业 

地区 

旅游 

收入增量 

（亿元） 

GDP增量 

（亿元） 

贡献率 

（%） 

旅游产 

业占比 

（%） 

上海 491.64 2546.01 19.31 15.29 

南京 291.3 1105.3 26.35 19.19 

无锡 208.97 926.82 22.55 17.06 

常州 134.9 428 31.52 15.44 

苏州 273 1300 21.00 13.98 

南通 94.29 692.4 13.62 8.42 

盐城 54.2 404.4 13.40 6.82 

扬州 121.18 401.25 30.20 16.79 

镇江 112.09 -55.36 -202.47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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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 49.06 363.1 13.51 7.34 

杭州 547.76 953 57.48 26.57 

宁波 289.8 899.1 32.23 18.66 

嘉兴 205.35 516.74 39.74 25.28 

湖州 222.3 242.9 91.52 48.81 

绍兴 156 309 50.49 21.86 

金华 203.5 251.61 80.88 32.95 

 

续表 

地区 
旅游收入 

增量（亿元） 

GDP增量 

（亿元） 

贡献率 

（%） 

旅游产 

业占比 

（%） 

舟山 135.5 97.7 138.69 71.56 

台州 168.89 486.45 34.72 26.71 

合肥 310.81 609.46 51.00 23.04 

芜湖 121.89 213.01 57.22 22.21 

马鞍山 46.94 180.01 26.08 16.14 

铜陵 24.69 58.5 42.21 14.89 

安庆 95.43 209 45.66 36.83 

滁州 34.8 194 17.94 13.37 

池州 76.9 30.8 249.68 101.04 

宣城 51.7 128.6 40.2 24.42 

 

3.3 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集群的 

推动作用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与该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根据公式（2）计算可得在过去的十年中，除上海市外，

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对旅游产业增长的弹性系数均为正，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增长对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且大部分地市的值都大于 1，说明长三角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集群的间接影响较大。而上海市在 2013 年区域经济

增长对旅游产业增长的弹性系数之所以为负数,主要是受入境旅游市场低迷和国内旅游消费大众化的双重影响，由于该年旅游经

济受到重创，需要有个缓冲期去慢慢恢复，所以 2014—2015年上海市区域经济增长对旅游产业增长的弹性系数仍较低。总体来

看，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增长对旅游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有明显增强的趋势。以盐城市为例，其弹性系数 2009 年为 1.69,随

着时间的不断推进，其值逐渐波动增长到 2018 年的 3.07,这说明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集群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究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业是一项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前期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

旅游交通、旅游服务接待以及旅游娱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从而一个地区雄厚的资金能够为旅游的发展

创造出优越的条件。截至 2018年底，铁路方面，长三角城市群内已建成 20条铁路线路，运营里程为 9996km,旅客每日运输量为

172 万人次；至于公路，目前已经有 35 条高速公路通车,2 小时交通圈覆盖的城市已达 24 个;航空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拥有 17

座机场,2016年旅客吞吐量达到了 1.9亿人次。这些优越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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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并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市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

紧跟改革开放的潮流，站在潮流的最前沿，努力进取,不断寻求发展变化和在困境中转型的机会。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

市为龙头，发挥杭州数字经济优势，利用安徽优越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不断打造出科技创新产品和地区特色产品。截至 2018年

底，上海市 GDP为 32679.87亿元，全年共接待入境旅游者 893.71万人次，全市有 206家星级酒店，1639家旅行社,113个 A级

旅游景区（点），34个红色旅游产业基地;浙江省 GDP达 56197亿元，拥有 A级景区 522家,其中有 16家 5A级景区;安徽省全年

GDP达 30006.82亿元，全年入境旅游人数达 607万人次，有 11家 5A级景区;江苏省全年 GDP达 92595.4亿元，全年接待国内外

游客共 81823.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3247.3亿元，共有 14家 5A级景区。 

4 建议 

4.1 区域一体化，资源共享,联动发展 

2019年 12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此为契机，抓住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机遇，依托上海

市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打造出世界级高品质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同时各城市间团结协作,组合各城市间的地理位置、市

场、技术、经济、旅游资源等优势，如前文所提到的旅游产业占比为第三、四等级的城市应依托已有的优质旅游资源,继续在区

域合作背景下提升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对于旅游产业占比位于第二等级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省会城市，可以依托

已有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在提高已有旅游资源发展质量的基础上,拓展新的旅游资源，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而对于旅游产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占比较小的南通、盐城、泰州等城市应借鉴经验，整合旅游资源，提高旅游影响力。总体来

说，要以“长三角”为统一品牌形象，联合开发组合型精品旅游线路，共同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在大力发展本地的特色优势旅

游产业的同时，也要增强其优势旅游产业的辐射能力，拉动本地弱势旅游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区域旅游业的平衡、健康、可

持续发展。 

4.2 完善基础设施，共同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既有通航能力强的长江航道，又有上海所拥有的广阔国际市场，可谓是坐拥了绝

佳的地理位置。但是各城市间的地理位置仍存在着区域差异，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因各地经济、政治环境等状况的不同，存在

着区域差异。就此来看,要想实现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整体大幅提升,首先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通过加快建设区域交通

网络轨道、构建便捷的公路网络、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城际交通网，实现城市间的快速联通。同时，通过提升上海航空枢

纽的辐射能力和强化国际航运枢纽港功能等措施来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提升城市群间的互联互通，各城市的资源才能进行

无阻碍流通。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例地，以其 2009—2018年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区位痼、弹性系数等方法来研究长

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长三角旅游产业集群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长

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该区域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拉动区域经济的高效发展，同时，

区域经济的稳健发展也积极推动着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的提质增效。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对于像南通、盐城、泰州和安徽的大部分城市，

需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引进其他地区的先进技术和营销理念，打造精品旅游区，提高旅游品质。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应以上海

市为龙头，依靠已有的资源优势、交通优势，积极引进旅游专业人才，各地市之间在扩大自身优势的同时，互借优势，携手共

进，打造繁荣的长三角经济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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