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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袁洪英,张广海
1
 

(中国海洋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基于 2005—2019年我国 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人口老

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 结果表明:①2005—2019 年,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不断

提升,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但“东部—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一直存在｡ ②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促

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区域异质性｡ ③人口老龄化在促进本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

会对周边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④人口老龄化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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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旅游业发展逐渐呈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趋势,并与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

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2020 年,我国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1.9064 亿人,老龄化率达 13.50%[1,2]｡按照国际划

分老龄社会的标准,我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 20 余年｡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增长速度快,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较长时期内老

龄化将是我国基本国情｡在此背景下,老龄人口的康养和旅游消费需求急速膨胀,呈现高端化趋势,老年旅游､康养旅居等市场前

景广阔｡与此同时,为满足不同人群旅游需求,旅游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催生了众多旅游新业态和新模式,旅游业增长方式从粗放

式的规模增长不断向质量提升转化｡旅游业作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正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而当下人

口老龄化对旅游消费和生产均具有重要影响,科学地认识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机制,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1.1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7 年以前,属于旅游业发展质量内涵与测度的探索阶段｡张爱平

等[3]提出“旅游发展质量”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的产物,具体包含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设施质量､市场质量､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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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子系统;刘佳等[4]认为旅游经济增长和旅游经济效率提升是旅游产业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个阶段为 2017年以后｡十九大

报告指出,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宏观政策和发展战略为旅游业高质量提供依据,学者们随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

究,构建指标体系,测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如,何芙蓉等
[5]
以旅游者在旅游地的平均消费水平来衡量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但

旅游业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仅用单一指标并不能全面衡量和刻画旅

游业的综合水平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一些学者寻求综合指标来进行衡量和测度｡如,刘英基等[6]从经济效率､产业结

构和环境质量 3 个维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并测算了旅游经济发展质量,但未考虑到旅游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测度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支撑｡何建民[7]指出,我国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系统是多种利益相关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具有内生的创新引领性､协调带动性､开放互动性､环境友好性､共建

共享性;张新成等[8]､孙晓等[9]基于新发展理念建构了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评测体系｡综上所述,有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

指标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依据,借鉴相关研究,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省域层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

行评价比较,进一步把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状况与区域差异,对未来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具有指导意义｡ 

1.2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人口是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是不断变化的老龄需求,尤其是退休后的老年人拥有较宽裕的收

入和充足的闲暇时间,出游欲望高,银发旅游引起人们广泛关注[10,11]｡由于生产者向消费者身份的转变,老龄人口主要通过需求和

供给两个方面对旅游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一方面,随着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消费结构发生改变,对旅居养老需求越来越高,推动

了旅居养老产业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特色旅游产品和服务等,旅游供需两端的品质

化和中高端化趋势日益明显,进而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和质量提升[12]｡已有多位学者从实证角度证明老龄群体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生

产力,对服务业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13-15]｡薛伟玲等[16]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游客人次增长具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老年人的旅游消费结构的改变,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为旅游业的带来新活力
[17,18]｡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具

有“长寿效应”和“赡养效应”,会降低劳动生产率[19],同时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从而产生一

定的副作用[20]｡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是多元的,但整体上老龄人口旅游消费需求扩大并向高端化变动发展,将带动旅游

经济发展,引发产业升级调整,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本文基于 2005—2019年我国 31个省份(因数据收集困难,故研

究区域未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内

涵出发,构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其时空特征,实证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影响及

其空间效应｡ 

2 模型､变量和方法 

2.1模型构建 

首先,结合上述分析,建立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深入考察人口老龄化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

回归模型为: 

 

式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Hqtit 为被解释变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Oldit 为解释变量人口老龄化程度;Xit

为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19],本文选取政府干预(Cov)､基础设施水平(Inf)､收入水平(Inco)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εit

为随机误差项,且服从独立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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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时需先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以确保变量具有空间相关性｡运用 LM 检验判断空间误差项和滞

后项是否存在,当两种情况都存在时,宜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杜宾模型是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AR)的一般化

形式,可以减弱因重要变量缺失而造成内生性偏误｡进行 Hausman 检验需选择合适的估计方式进行 Wald 检验,检验空间杜宾模型

(SDM)是否能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AR)｡Moran′sI 指数的基本形式为: 

 

空间杜宾模型基本形式为: 

 

公式(2)和公式(3)中: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i,j);S2 为样本方差;Hqt 为被解释变量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X 为解释

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集合;W为空间权重矩阵;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γ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系数;φ､ε､μ､δ为随机扰动项｡进一

步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两个方面,参照前人研究[21],分别选取邻接距离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

､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进行空间计量分析｡ 

2.2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Hqt),基于指标构建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构建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Hqt)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含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5 个一级指标､15 个二级指标

和 25个基础指标｡其中,对于逆向指标正向化处理为: 

 

式中:xij表示 i个省份的第 j项原始指标值;x′ij表示经过正向化处理的第 i个省份的第 j项原始指标值｡ 

核心解释变量为人口老龄化(Old),采用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预(Cov),选取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作为度量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选取公路里程除以年末总人口数作为度量指标;人民生

活水平(Pld),选取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度量指标｡ 

2.3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和各省份统计

公报,对于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充｡ 

3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3.1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时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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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测算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2005—2019 年间,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由

0.203 上升至 0.360,累计增长了 77.84%,年均增长率为 4.2%,表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处在加速上升阶段｡进一步分析每个子系统

发展质量,发现每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都呈现增长趋势,表明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各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子系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5.39%､5.67%､2.80%､3.06%和 7.65%｡可见,共享发展､创新

发展和协调发展系统的年均增长率较高,增长潜力较大,增长势头迅猛,发展潜力较大;而绿色发展系统在增长速率上虽然处于相

对弱势,但是占比较大,是主要的推动力｡ 

从东部､中部､西部 3 大地区看,各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年度均值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分区域看,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累计

增长了 110.63%),其次为中部地区(累计增长了 101.8%),而东部地区提升幅度最低(累计增长了 45.49%)｡东部地区虽然一直处于

领先地位,但是提升幅度较低,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提升速率较高｡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旅游业的核心地区,区位

､市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突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资源丰富,区位与开发基础条件较好;西部地区经

济实力稳步增强,基础设施完善升级,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后继优势明显,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

｡ 

3.2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差异 

本文选取 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19年 4个截面展示各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化特征(图 1)｡以 2005年为基期,

研究时段内各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基期相比均得到提升,空间差异不断缩小｡其中,2005 年､2010 年､2015 年线条波动幅

度较大,表明各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大;2019 年曲线波动较为平缓,表明各省份差异逐渐较小｡究其原因:自 2016 年

以来,我国全面进入全域旅游时代,全域旅游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机制体制的全面创新和全社会齐抓共管,实现旅游业带动

经济全面深化发展的理念和模式;发展全域旅游,推进旅游资源共享､相关产业共生,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治理规范化､旅游效益

最大化,旅游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文化效益得到全方位和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全域旅游成为新时代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战略,推动各区域旅游业均衡发展｡ 

具体对比各省份旅游业高质量水平:2005 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值为北京(0.385),最低值为宁夏(0.102),两者相差

3.77倍;2010年依旧是北京(0.390)和宁夏(0.177),两者相差 2.21倍;2015年分别为浙江(0.430)与宁夏(0.193),两者相差 2.23

倍;2019 年为广东(0.472)和宁夏(0.270),两者相差 1.744 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区域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吻合,主

要表现为分布于沿海地区的广东､浙江､北京等经济发达省份,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也较高,而宁夏､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

等地一直属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低水平区｡总体上,东部地区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整体呈

“东部—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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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5—2019年我国 31个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趋势 

4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4.1基准回归 

为了验证人口老龄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关系,本文根据公式(1)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和数据平稳性

检验,数据平稳且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再经 Hausman检验,解释变量不存在内生性｡因此,选择适合模型的固定效应(FE)估计基

准回归,结果如可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时(列 1),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只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通

过时间联合显著性检验也证明了模型中不包括时间效应｡因此,本文只采用控制省份的固定效应模型(列 2),此时的检验结果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发现,所有的控制变量对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表明一个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升｡首先,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旅游业相关法律政策,加强对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为旅游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同时,政府引导整合旅游资源,制定旅游业整体发展战略,对区域旅游业进行顶层,创新旅游机制体制,引导和推进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其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意味着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得到完善,目的地机场､高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现代

交通网络形成和覆盖,直接扩大了人们的出行半径,带动老龄人口区间旅游流动和旅游消费,促进区域整体旅游经济效率提升｡最

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旅游需求个体呈现出差别化和个体化特征,对优质旅游环境和旅游产品偏好更加强烈,从需求侧方

面形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4.2区域异质性 

我国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人口老龄化问题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也因此呈现不同的特征｡由于

采用整体样本进行回归可能无法识别不同区域内二者关系上的差异,因此本文将观测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一步根据

公式(1)对 3个区域分别进行回归,以考察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分区域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全国不同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存在正

影响,结果不显著;中部地区存在负影响,结果在 1%水平上显著;对西部地区存在正影响,结果在 10%水平上显著｡具体分析,区域异

质性导致不同区域内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异质性特征｡部分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储蓄率降低,消费资本会

降低,旅游消费也随之降低｡同时,人口老龄化会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减弱,无法推动产品创新,降低了旅游产业发展效率｡也

有部分地区预期寿命增加,延长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引至人力资本积累,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智力支撑｡总之,人口老龄

化变量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受各地区的老年社会保障条件､旅游市场规划和老年人自身的闲暇时间分配

､健康水平､购买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同区域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用不同,这就需要构建适应性人口老龄化与区

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制｡ 

4.3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通过改变主要解释变量的测度指标验证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具体采用老年抚养比

(Odr)替代之前核心变量,作为人口老龄化的代理指标｡第(3)列与第(4)列所示,虽然因改变主要变量的测度指标进行重新估计,

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存在略微差异,但是符号与显著性与前文保持一致,本文的核心结论和主要观点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进一步验证了分析的合理性｡ 

5 直接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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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直接效应 

人口老龄化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首先,本文借助 STATA16.0软件进行空间诊断性检验｡全局Moran′sI指数测

度结果显示,2005—2019 年,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 Moran′sI 值在 0.286—0.438 之间波动,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我

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此需要采用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来开展实证研究｡其次,进行 LM 检验｡其

中,LM—error和 LM—lag的 p值均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 SEM模型和 SAR模型都合适,进而选择 SDM模型｡第三,进行 Hausman检

验｡其 p 值显著,表明固定效应有效,因此研究选取空间杜宾模型(SDM)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第四,进一步继续施以

Wald和 LR—lag和 LR—error检验,结果均表明 SDM不能退化为 SAR模型或 SEM模型,即 SDM模型是最优的｡ 

构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W1)､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2)､经济距离权重矩阵(W3),并分别检测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人口老龄

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可见,空间自回归系数 ρ 在 1%显著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

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具体从人口老龄化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看,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下,Old的系数为 0.294且通过 5%显著性水

平,表明本地人口老龄化能显著促进本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滞后项 W-Old 系数为 0.380 且通过 10%显著性水平,表明本地人

口老龄化能促进邻近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结果类似,证实上述结果稳健｡在地理

距离权重矩阵下,Old的系数为 0.142,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空间滞后项 W-Old系数为 1.327,通过 10%显著性水平,表明人口老龄

化能促进本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虽然效果不显著,但是对邻近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5.2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LeSage 等
[22]

指出,通过将影响效率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可更准确地分析解释变量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通过偏微分效应分解法,计算得出各权重效应模型的空间效应的分解结果,深入探析各项影响因素是否在影响本地区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机制传导至邻近地区｡ 

人口老龄化对本地旅游业高质量的影响: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下,人口老龄化对本地旅游业高质量的直接效应估计为 0.351,

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目的地旅游业高质量水平｡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年龄的提高,老年群体的身体机

能开始出现下降,对旅居养老的需求越来越高,推动了旅居养老产业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美好产业,

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对策,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政府干预对本地旅游业高质量的直接效应估计为-

0.048,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干预对旅游业高质量水平的提升有阻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需要投

入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建设大量养老服务工程和服务设施,政府通过财政､税费减免､土地､金融､保险､信息技术等多个方面加大了

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体系构建,以回应老龄需求,保证刚需为主｡基础设施水平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升对本地旅游业高质量的直接效应估计 0.011和 0.042,在 1%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扩大了老龄

人口休闲游览的地域范围,提供了便利条件,刺激了老年人口的旅游消费｡地理距离､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结果与邻接空间权重矩

阵的结果类似,证实上述结果稳健｡ 

进一步看,各权重矩阵下人口老龄化和旅游业高质量的空间溢出系数均是显著的,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临近地区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溢出效应｡通过对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估计数值大小,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

作用主要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而非直接效应｡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政府财政､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

平对周边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间接效应估计不显著,表明区域间良好辐射带动效应较低,应通过政府间合作营造良好的旅游消

费氛围,破除区域沟通障碍,加强区域间要素流动,形成旅游业高质量溢出机制,带动区域旅游高质量平衡发展｡ 

6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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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结论 

本文使用 2005—2019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评价了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基准回归模

型,依托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主要结论如下:①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时空演化格局在时序上呈持续增长的趋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多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共享发展､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系统的

年均增长率较高,增长潜力较大,增长势头迅猛,发展潜力较大,而绿色发展系统在增长速率上虽然处于相对弱势,但是占比较大,

是主要的推动力｡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特征,省际差异较为明显｡②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在中国实践情境下,人口老龄化能有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分区域检验结果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

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效应存在着差异｡因此,各地区需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优势,综合考虑各区域老龄化现状､趋势和旅

游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政策,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区域合作｡③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

溢出效应｡要实现区域旅游高质量均衡发展,应充分考虑空间邻近性和相关性｡一方面,区域之间应加强合作,推动要素流动,扩大

空间溢出效应,推广健康积极的老龄化理念,打造更高质量的为老服务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带动老年人跨区域旅游｡另一方面,

应充分挖掘和发挥老年人充足的经验基础,鼓励有劳动力和劳动意愿的老龄老年人到博物馆､文化场馆等场所弹性就业,并为他

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使适应新技术､新知识,从而扩大旅游行业人力资本存量,推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在积极应对老龄化

同时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④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和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情况,人口老龄化将

对旅游经济发展､旅游产业结构带来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全是对立的｡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人口老龄化可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

生正向影响,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因此,旅游业应加快供给侧改革,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打造

高质量旅游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实现旅游服务供给与老龄旅游需求相适应,持续巩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产业基础,提升挖掘人

口老龄化急剧增长将带来庞大的老龄产业市场的能力｡进一步可通过旅游业高质量吸引更多的老龄人口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拓展

老人人际交往,较少孤独感,提升其身心健康质量,并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机会,丰富其人生价值｡最终将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

推进人民幸福的积极因素｡ 

6.2讨论 

值得说明的是:一方面,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主要探讨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及其空间效应,把握主方向,

深入进行宏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丰富和弥补了宏观研究的不足,提升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本文虽然验证

了人口老龄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的基础上,但是还需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进行持续

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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