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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李伟
1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如何健康平稳发展旅游业，以此带动第一二三产业发展，是贵州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运用灰色关

联分析法，定量分析 2004年至 2019年贵州省旅游业收入增长与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观察其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贵州省第一二三产业经济增加值与旅游业收入增长有显著的关联度，且关联度逐年增高，其中第三产业

增加值在速度和幅度方面均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促进贵州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当从保护旅游资源、健全

管理制度，加快第一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的步伐、推行绿色旅游，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第二产业与旅游业协

调发展等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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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全省地貌包括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气候温暖湿润，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多样的民族文化是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优势。自改革开放以来，来贵州省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从而带

动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产业迅速发展。据统计 2019年，贵州省旅游业总收入为 12318.86亿元。其中 2019年贵州省地区生

产总值为 16769.34亿元。旅游业占比高达 73.46%。如何健康平稳发展旅游业，以此带动第一二三产业发展，是贵州经济增长的

重要问题。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定量分析近十年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化，提出相应的旅游业政策措施，促进

贵州省经济稳定发展。 

1 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状况 

1.1贵州省旅游资源状况 

据贵州省 2019 年统计年鉴统计，贵州省共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8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 53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1

个，旅行社数量 606个，其中国际旅行社数量 29个，国内旅行社数量 577个，星级饭店数量 231个，五星级饭店数量 6个，四

星级饭店数量 66个。 

1.2贵州省旅游人数与收入状况 

2019年，贵州省旅游人数总计 113526.6万人次，其中国内旅游者总计 113479.42万人次，入境旅游者 47.18万人次，入境

旅游者人数共计 235005人。2017年旅游业总收入为 7116.81亿元，2018年旅游业总收入为 9471.03亿元，增长了 33.08%。2019

年旅游业总收入为 12318.86亿元，增长了 30%。 

1.3旅游业发展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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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和表 2 可知自 2004 年，贵州省旅游业收入和地区生产总值逐年递增。其中自 2016 年，贵州省旅游业收入占地区生

产总值 42.63%。2017年贵州省旅游业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 52.56%。2018年贵州省旅游业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 63.97%。2019年

贵州省旅游业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高达 73.46%。贵州省旅游业发展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直接影响着贵州省

的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的提高。研究旅游业收入与各产业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推进各产业改革，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根

据贵州省统计局网站数据汇总得到表 1，计算得到表 2。 

表 1 2004年到 2019年贵州省各产业增加值历年数据 单位：亿元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旅游业收入 

2004 1677.8 334.5 681.5 661.8 167.6 

2005 2005.42 368.94 821.16 815.32 251.14 

2006 2338.98 382.06 967.54 989.38 387.05 

2007 2884.61 446.88 1124.79 1312.94 512.28 

2008 3563.27 540.9 1370.03 1652.34 653.13 

2009 3913.27 551.86 1476.62 1885.79 805.23 

2010 4602.79 625.66 1800.06 2177.07 1061.23 

2011 5725.99 726.94 2212.55 2786.5 1429.48 

2012 6878.59 892.72 2698.06 3288.81 1860.16 

2013 8116.34 999.34 3297.3 3819.7 2370.65 

2014 9300.52 1281.52 3882.17 4136.83 2895.98 

2015 10541 1641.99 4175.24 4723.77 3512.82 

2016 11792.35 1861.81 4669.53 5261.01 5027.54 

2017 13540.83 2032.27 5428.14 6080.42 7116.81 

2018 14806.45 2159.54 5755.54 6891.37 9471.03 

2019 16769.34 2280.56 6058.45 8430.33 12318.86 

 

表 2贵州省旅游业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占比 9.99% 12.52% 16.55% 17.76% 18.33% 20.53% 23.06% 24.96%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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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27.04% 29.21% 31.14% 33.33% 42.63% 52.56% 63.97% 73.46% 

 

2 贵州省旅游业收入与第一二三产业灰色关联分析 

2.1分析方法 

利用 2004 年到 2019 年贵州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和旅游业收入为基本数据。对近五年的旅游业收入和第一二三产业增加

值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计算出历年的关联度，观察关联度曲线走向，如果为上升趋势，说明旅游业发展与产业增值关联越来越

密切，如果为下降趋势，则说明旅游业发展对产业增值影响变小。 

2.2分析步骤 

分别计算 2004年至 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旅游业收入与第一二三产业的相关系数。 

其中以 2004年至 2019年为例，确定 2004年到 2019年贵州省旅游业收入为母序列，2004年到 2019年贵州省第一二三产业

增加值为特征序列，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可知，取贵州省旅游业收入为 y，以 y为参考数列，各产业

收入为比较数列 xi。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x1，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x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x3。)由下列公式计算关联系数。其

中ρ为灰色分辨系数。取值范围是 0到 1之间。一般选取 0.5。 

 

ξi(k)为 xi在 k点对 y(k)的关联系数，由此利用下列公式计算关联系数 ri。 

 

同样用以上述步骤分析 2004年至 2015年、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的数据，并进行汇总见表 3和图 1。 

表 3 2004年至 2015(16、17、18、19)年贵州省旅游业收入与第一二三产业关联度统计 

年份 第一产业关联度 第二产业关联度 第三产业关联度 

2015 0.663 0.693 0.719 

2016 0.703 0.728 0.75 

2017 0.735 0.756 0.772 

2018 0.752 0.769 0.783 

2019 0.763 0.777 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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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贵州省旅游业收入与第一二三产业关联度曲线图 

2.3分析结果 

由表 3可知，贵州省旅游业收入与第一二三产业关联度均大于 0.5，有很强的关联关系。贵州省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

很强的正向影响。 

2.3.1关联程度随着年份增加而增加，说明贵州旅游业收入对于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逐渐增大。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基于优

质的地区资源环境、少数民族特色、以及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有着天然的旅游资源优势。二是交通设施不断的升级改造，

到 2018 年，省内机场共 11 个，达到地级市全覆盖，缩短了其他国家和其他省份到达贵州的时间。2015 年贵阳到广州和上海的

高铁开通后，贵阳高铁实现了从无到有，到 2018年全线通车，里程长达 1127km，开辟了与发达地区间的便捷交流通道。且省内

的公路道路达到 9657km，道路的平均宽度为 19.62m。桥梁数量 1222座，道路照明灯 94.4万盏，平均每 10.23m拥有一盏路灯。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多，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10121 美元。随着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下降，更多的

人们选择旅游的方式改善生活体验。而旅游业带动饮食、住宿、交通、购物等相关行业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2.3.2各年份第三产业增加值关联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关联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关联度。贵州省旅游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较

高，是因为旅游业发展与服务业密不可分。旅游业不断发展，带动服务业的需求不断增加。尤其以自然景观和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开发最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数量也与日俱增，如旅游购物商场、特色美食店、度假酒店等。 

2.3.3第一产业增加幅度>第二产业增加幅度>第三产业增加幅度。说明与第一二产业的相关程度正在逐步加强。但是关联的

程度还是第三产业最大，说明一二产业也应当借助旅游发展来优化升级，使第一二产业和旅游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3 对策与建议 

3.1保护旅游资源，健全管理制度 

来贵州省的旅游人数在不断上涨，而旅游业对于贵州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相较于其他省的旅游资源，贵州省的旅游资源

多为天然地貌，有一定的脆弱性，如果旅游环境的保护制度不健全，旅游地的开发企业和大量的游客很容易破坏旅游资源，有

些资源的修复是非常困难甚至无法修复的。因此应当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

念，注意保护旅游资源，推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提高当地居民保护旅游资源的意识，并对违反规定的企

业或者个人依法进行惩罚。制定旅游资源的开发制度，控制游客流量，制定游客行为规范，建立旅游征信系统，将破坏旅游资

源的游客列入黑名单，取消其在省内的各景区游玩资格。加强旅游人才的培养，对景区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强化保护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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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意识。定期对各地旅游资源的保护现状进行考核评分，建立奖惩制度。加大对高校旅游类专业的扶持力度，吸引高素质

人才进入此行业，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3.2加快第一产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推行绿色旅游 

过去几年，贵州省的第一产业与旅游业的关联度持续上升，但还是小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旅游业的关联度，第一产业

和旅游业的有机结合，互相促进发展还有很大的前景。贵州省的旅游业依赖于独有的环境特色和清爽的生态环境，因此应当一

边保护生态环境，一边开发旅游资源。坚决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行绿色旅游。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和旅游业有

机结合，着力打造乡村旅游题材，改善乡村环境。改善乡村居民生存状况的同时，还能让城市游客亲身感受本地乡村生活的乐

趣，体验本地特有的民族风情。贵州省的地貌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可见山地在贵州省的占比非常大，这一独特的地貌

特征，在其他省份很难找到类似的旅游资源。应围绕贵州省独有的自然资源优势进行宣传、和包装，营造不可替代和不可复制

的氛围，同时注意与当地的文化资源、产业资源以及红色旅游资源相结合，从各个方面改善游客的旅游体验，努力将贵州打造

成为以自然景观闻名的旅游胜地。 

3.3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第二产业和旅游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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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游客的旅游舒适度。继续提升交通质量，建立完善的交通路网，建设并维护好旅游景区内部及省内各景区间

的交通道路，提升公路的质量和宽度，让游客游玩更便捷、畅通。同时要提高基础信息的网络建设，提供便捷良好的网络使用

环境，保障多渠道支付体系的正常运转。完善应对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系统，加强水力电力的维护，筑牢旅游设施的动力基础。

对于第二产业中污染和浪费资源严重的企业和行业，应当果断淘汰，实现市场出清，借此促进第二产业的良性发展。力争在旅

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相关的第二产业，以旅游业带动旅游商品，如银饰、蜡染等饰品和工艺品，以及具有地方民族

特色的土特产品的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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