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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湘西地区

为例1

黄 昕 1，陈 进 2

（1.湖南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2.湖南工

商大学 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文章在探讨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 2002—2021年湘西地区市域面板数据，刻 画

了环境规制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过程，运用系统 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机制模型等实证检验环 境规制对旅

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传导机制及调节机制 。研究发现：①2002—2021年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 稳步上升态势；环境

规制以 2010年为节点分两阶段变化，第一阶段各市（州）环境规制力度逐渐增强，第二阶段环境 规制先骤降，后进入缓冲期

进而飞速发展 。②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每提升 1 个单 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相应提升 0.0967

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滚雪球 ”特征 。③环境规制能通过信息化水 平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信息化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应提升 0.6939个单位；人力资本与城 镇化均在整个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因此，要因地

制宜加强环境规制监管、完善环境规制手段，着重推动人力资 本培育，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强区域间合作联系，建立环境

共同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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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被很多区域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重点培育。然而，旅游业也存在两面性，其推动

经济向上发展的同时，也因开发不当等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1]。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旅游经济与

生态建设共同发展格局尤为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指出要“坚

持可持续发展并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21年《“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

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生态安全与旅游业发展，推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可见，探

究生态环境与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环境资源具有公共品属性，其污染的负外部性会降低市场调节作用，故

政府采取措施进行环境规制是必要的[2]，作为治理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环境规制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机制[3]。

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具有直接联系，环境约束亦内生化于旅游业发展[4]。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仅有

助于推动绿色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更对开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与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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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源环境问题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故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热点。环境规制指通过政府部门实施并制定相关法律

或规范，包括设置排污标准或者征收排污费等方式来达到环境治理目的的社会性规制[5]。结合公平和效率原则，规制主体从政

府逐渐拓展到组织和公众，成为以环境保护为目的、有形制度或无形意识为存在形式的一种约束性力量[5]。环境规制工具包括

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6]，其衡量方式是企业和政府博弈下环境治理绩效的评估，常采用 DEA及其优化模型[7]

和构建指标体系[8]。

高质量发展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9]。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

首，旅游业肩负助推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三大重要使命[10]，加之面临着旅游规划科学性不足、

旅游产业融合不深、旅游产品质量不高、旅游规范保障不够等问题[11]，亟待在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多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推进高

质量发展。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下，旅游与经济、社会、环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

综合反映[12]，注重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全面增进民生福祉。要素结构、制度环境分别是提升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行

动资源、保障机制，因而旅游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发力[13]。此外，旅游高质量发展与旅游资

源禀赋[14]、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5,16]、环境治理强度[17,18]等密切相关。

目前学界鲜有直接关于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研究，现有研究或单一分析环境规制对旅游经济或旅游业的影响

[19]，或对整体高质量发展展开研究[20]。同时，对该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的探讨仍有不足。因此，本文以典型旅游扶贫地区和

生态脆弱区的湘西地区为案例地，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新发展理念，构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指标体系，在分析环境规制

对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探究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从产业结构水平与信息化水平分析其影响效应的中介

传导机制，并探测人力资本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对环境规制影响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调节作用。

2 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说

2.1 环境规制影响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

旅游业作为当前最大的产业之一，对于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1]。然而，大量的旅游活动和

开发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造成威胁，而缺乏有效的环境保护和规范管理则可能导致质量下降、环境破坏和游客体

验不佳等问题的发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我国陆续颁布了数十部环保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环保政策体系。2021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将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为生态环境管控的重要手段。旅游高质量发展下创新发展是动力源泉、绿

色发展是常态、协调发展是内生特征、开放发展是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根本目的[22]。旅游高质量发展强调质量而非数量，追

求可持续的利益和发展，注重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23]。

环境规制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影响：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在消极影响方面，环境规制要求旅游企业采取

一系列措施，比如减少废物排放、改善水和空气质量、加强环境监管工作，这一过程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和加剧了企业行政负

担[24]。由于生产成本增加也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地影响消费者行为选择[25]。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限制旅游业扩

张和潜力挖掘，尤其是在自然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减缓旅游行业增长潜力，也会对居民生计产生影响[26]。而且，为了遵循

环境保护制度，部分中小旅游企业因没有能力进行环境保护策略，失去竞争优势，进而在市场中被淘汰。在积极影响方面，环

境规制通过诸多工具，如征收环境保护税、编制自然资源负债表、制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等，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在供给方

面，环境规制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加强旅游目的地管理，限制旅游目的地

的开发速度和规模，保护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27]；在需求方面，环境规制通过民众的环境教育，唤醒游客和旅游目的地居民

的环境意识，将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同旅游目的地的游览行为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效应，总体为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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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旅游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三产业比例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即由农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

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28]。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旅游业能够优化产业结构[29]。而环境规制通

过调整资源配置，限制部分污染性较强的重工业发展，倒逼产业结构合理化、激励产业结构高级化，进一步推进旅游高质量发

展[24]。通过对自然景点或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实施严格的保护限制，要求旅游企业提供优质并具有较强文化性的产品服务，引导

产业结构向可持续方向发展，限制开发行为和旅游活动的规模和密度[30]。环境规制要求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激励旅游业寻

求更加环保和节能的技术解决方案，形成消费替代效应，推动旅游业中技术密集型和环保型子行业的发展，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环境规制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

2.3 环境规制通过信息披露效应影响旅游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环境规制要求旅游相关信息在互联网上的发布和传播符合一定的准则和标准，提高旅游信息的透

明度和可信度，减少虚假信息和误导，使游客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旅游目的地的环境状况和文化特色。通过社交媒体、旅游评价

网站等渠道，游客可以分享自己的旅游体验、提出改进意见，旅游目的地和企业可以通过收集这些反馈进行改进和优化。因此，

建立互动和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有助于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使旅游业能够迅速地回应市场需求，并根据市场需求持续

改进。此外，环境规制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监管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合规性。通过建立在线平台用于监测和报告旅游目的

地的环境指标、能源消耗和废物排放等数据，促使旅游企业更加关注可持续性问题，加强环境管理和监测，帮助政府和监管机

构更好地了解和应对环境挑战。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环境规制能通过信息化水平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

2.4 人力资本和城镇化的调节效应

人力资本是指个体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等途径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对于环境规制与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的调节作用[30]。人力资本的培养过程中，教育和培训机构可以向从业人员输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知识和观念，提

高从业人员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关注度[31]。具备环境意识和知识的从业人员更有可能主动遵守环境规制，积极采取环境友好的

经营模式，促进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32]。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与竞争力之间可能存在“U型”关系，初期环境保护的投入可

能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但是长期来看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创新，形成环境规制对旅游产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创新

补偿[33]，要求从业人员具备适应新环境和提出创新解决方案的能力，推动旅游业在环境规制下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应用和

可持续发展实践。

城镇化是指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流动过程，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34]。城镇化带动了居民收入水平

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增加了人们对旅游活动的参与需求，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市场机遇和推动力[35]。同时，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与改善是环境规制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有助于提高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和吸引力。城镇化对环境规制与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调节作用还体现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由于城市面积的扩大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

力也会增加。环境规制需要加强对城市环境的保护，限制和管控污染排放、土地开发和自然资源的利用[36]。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4a和 H4b：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人力资本调节效应与城镇化水平调节效应。

3 研究区概况、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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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先试先行示范区，是武陵山区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与旅游扶贫的关键区，地

交湘、鄂、桂、黔和渝五省（市），是承接东西部、连接长江和华南经济区的枢纽区。湘西地区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为湘西州）和怀化市，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和文化遗产地，民族文化浓郁，旅游资源丰富。2001年 4月，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考察了张家界和凤凰后指出：“发展旅游是湘西最大的门路”。湘西地区在张家界市和凤凰县的示范

作用下，旅游经济逐渐发展壮大[37]。同时，由于资源开发过度和无序致使该地区生态环境系统受到巨大威胁。截至 2019年，

湘西地区旅游总收入达 1882亿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与 2021年旅游总收入分别为 1161亿元与 1200亿元，分别下

降了 38.33%与 36.25%。在主导产业受到巨大冲击的背景下，该地区生态环境因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等调整面临巨大压力。因

此，选择湘西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鲜明的区域典型性与研究价值。

3.2 研究设计

3.2.1构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新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充分融入旅游发展及彰显旅游产业特色，参考刘雨婧等人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38]，并基于现有研究[39,40,41]，在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考虑旅游产品对发展的特殊性，从旅游产品活力、旅游创新发展、

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绿色发展、旅游开放发展、旅游共享发展 6个维度、32个指标对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

建（表 1）。

表 1 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要 素 层 指标层 单 位 参 考 文 献 权重

旅 游 产 品 活 力

旅 游 产 品
A 级景区数量（+）
自然保护区个数（+）
旅行社数量（+）

个 ［36］ 个
［13］ 个 ［36
］

0.0409
0.0358
0.0376

旅 游 服 务 星级宾馆数（+）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从业人员（+）

个 ［36］ 人
［39］

0.0241
0.0238

旅 游 规 模
入境国际旅游人数（+）
国内旅游人数（+）

人 ［38］
万人 ［38］

0.0498
0.0424

旅 游 创 新 发 展
创 新 投 入

旅游固定资产投入（+）
旅游R&D经费支出（+）

万元 ［39］
万元 ［36］

0.0544
0.0858

创 新 产 出
旅游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专利申请数（+）

万元 ［37］
个 ［37］

0.0671
0.0449

旅 游 协 调 发 展

产 业 协 调
旅游总收入占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旅游总收入占第二产
业增加值比重（+）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36］ %
［36］ % ［36
］ / ［20］

0.0307
0.0363
0.0211
0.0149

区域协调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
各市（州）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市（州）旅客周转量占总周转量比重（+）

% ［20］ %
［37］ % ［36
］

0.0260
0.0129
0.0112

旅 游 绿 色 发 展
绿 色 环 境

森林覆盖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36］
m2/人 ［36］

% ［36］

0.0125
0.0192
0.0187

环境治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环保投资占GDP比重（+）

% ［38］ %
［38］

0.0205
0.0269

旅 游 开 放 发 展

旅 游 开 放 入境旅游人数占总游客比重（+） % ［37］ 0.0317
贸易开放 对外贸易依存度（+） % ［37］ 0.0287
投 资 开 放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GDP比重（+） % ［37］ 0.0243

旅 游 共 享 发 展

文化共享
文体与娱乐行业从业者（+）
公共图书馆、艺术馆和文化馆数量（+）

人 ［36］ 个
［36］

0.0347
0.0374

收入共享
城镇居民旅游收入弹性（+）
农村居民旅游收入弹性（+）

/ ［36］ /
［36］

0.0106
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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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共享
旅游就业贡献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 ［36］ %
［37］

0.0277
0.0352

注：指标层中“+”“-”分别代表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

3.2.2模型设定

为剖析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式中：i为市（州）名称；t为时间；TQ为旅游高质量发展；ER表示环境规制；control表示所选取系列控制变量；β0、β

1、β2、β3分别为常数项、因变量系数、核心变量系数、控制变量系数；ε为模型残差项。其中，考虑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动

态变化性，因此，将其滞后一阶纳入模型中进行相关研究。

为检验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借鉴温忠麟等[42]所构建的中介传导机制与调节机制模型，并结合

基准回归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中介传导机制如式（2）和（3）所示，调节机制过程如式（4）和（5）所示。其中，M为中介变量，选取产业结构

水平（IS）与信息化水平（IM);Mod为调节变量，选取人力资本水平（HC）与城镇化水平（UZ);α0、α1、α2分别为式（2）

的常数项、核心变量系数、控制变量系数；ρ0、ρ1、ρ2、ρ3分别为式（3）的常数项、中介变量系数、核心变量系数、控制

变量系数；ω0、ω1、ω2、ω3、ω4分别为式（4）的常数项、因变量系数、核心变量系数、调节变量系数、控制变量系数；

λ0、λ1、λ2、λ3、λ4、λ5分别为式（5）的常数项、因变量系数、核心变量系数、调节变量系数、调节变量与核心变量交

互项系数、控制变量系数；ε为模型残差项。

3.2.3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TQ），见上文。

(2)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借鉴周清香等的研究思路[43]，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将各市（州）的 SO2排放量、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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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水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以负向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以构建环境规制综合评价指数。

(3)中介变量：产业结构水平（IS）与信息化水平（IM）。其中，产业结构水平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度

量[43]；信息化水平以年末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与常住人口数量之比描述[44]。

(4)调节变量：人力资本水平（HC）与城镇化水平（UZ）。从人力资本与城镇化的角度[45]，探究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调节机制。其中，人力资本水平以每千人拥有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描述；城镇化水平以城镇化率表征。

(5)控制变量：参考学者们研究成果[1,42,43,44,45]，控制变量设定如下：金融发展水平（FD），以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占 GDP之比度量；人口密度水平（PD），采用常住人口数量与行政区面积之比度量；交通便利水平（TC），通过每万人公路

里程数刻画；政府规模水平（GS），用一般财政收入占 GDP之比表示。

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所选数据为 2002—2021年湘西地区各市（州）面板数据。来源于 2003—2022年《湖南统计年鉴》《湘西统计年鉴》《怀

化统计年鉴》《湖南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2021年《张家界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及 2002—2021 年各市（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与政府工作报告；在湖南旅游监管网

（http://jg.hnt.gov.cn/）及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http://whhlyt.hunan.gov.cn/）获取等级景区的评定时间。其中，存在少量

数据缺失，采用线性趋势法进行填补。

关于指标处理，其中，旅游固定资产投入、旅游 R&D经费支出、旅游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指标未进行统计，采取相应值乘

旅游收入所占 GDP比重描述；城镇居民旅游收入弹性与农村居民收入弹性以居民收入的增长率与旅游收入的增长率之比衡量；

旅游就业贡献率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表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2013年及以前未进行统计，以农村居民纯收

入代替；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地区货品进出口总额与 GDP比率描述。

3.4 旅游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规制典型动态特征

由图 1可知，2002—2021年湘西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规制整体呈现波动上升发展趋势。

3.4.1旅游高质量发展

2002—2019年各市（州）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处于稳步上升态势，其中，怀化市上升趋势幅度较大，湘西州较为缓慢。

2019年底所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旅游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至 2021年，湘西州、张家界市和怀化市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别下

降了 10.49%、38.72%和 19.82%，张家界市受到冲击尤为严重。其原因在于张家界市作为以旅游立市的城市，一旦旅游业发展不

畅，经济将全面受损，经济韧性受旅游业影响程度极大。相较而言，湘西州与怀化市则依靠其他产业以缓冲地方经济压力，使

整体高质量发展水平下降幅度得以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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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2021年湘西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规制水平

3.4.2环境规制

各市（州）环境规制虽在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10年）：各市（州）均以不

同方式向上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其中怀化市上升幅度最大，其发展速度为 188.61%，但整体平均水平仍处各市（州）最低。第二

阶段（2011—2021年）：2010年后，各市（州）环境规制力度骤降，而后进入缓冲期再而后飞速发展。其中，发展速度与平均

发展水平排名均为：怀化市>湘西州>张家界市。可能的原因是湘西地区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在第一阶段处于奠基阶段，

作为调整建设的重要方向，环境规制力度逐步扩大，生态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渐入良性循环。2011年，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在发展路线上出现重大转向，各地区为实现经济跃升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后在宏观调控下环境规制力度逐渐增强，生态环

境发展水平得以有效提高。就各市（州）而言，由于旅游资源禀赋存在地区差异，怀化市相较湘西州与张家界市旅游业发展水

平不足，作为整体欠发达地区，怀化市是湘西南的老工业城市，在无法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产生良好经济效益情况下，致使地

方政府减轻环境规制力度，更加注重于发展高能耗、高排放的相关企业以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此类企业虽然对经济发展有一定

的拉动力，但不利于地区整体提质增效，所产生环境污染问题会从多方面负反馈于当地社会，从而对旅游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

而旅游业较发达的湘西州与张家界市，通过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公共服务，从而助力经

济稳定提质。此外，湘西州与张家界市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大批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地方

政府更注重于污染治理与环境管控以防破坏当地生态自然的和谐性。因此，湘西州与张家界市环境规制力度平均水平大于怀化

市。

4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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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准回归分析

基于 Stata17.0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进行探测，表 2为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1）为未纳入滞后一期旅游高质量发展与控制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模型（2）在（1）的基础上纳入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

以探究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连续性与惯性；模型（3）在（1）上加入相关控制变量；模型（4）为加入滞后一期旅游高质量发展与

控制变量的系统 GMM动态面板模型。模型均通过了 Sargan检验与 AR(2）检验，表明基准回归 4个模型均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问

题。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未引入任何变量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每提升 1个单位，旅

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应提升 0.5725个单位，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H1。在模型加入滞后一期旅游高质量发展后，环境规制对其仍

保持显著的促进效应，但作用力度明显降低，而滞后一期旅游高质量发展能显著提升当期旅游高质量发展，说明旅游高质量发

展具有较强的“滚雪球”特征。在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引入模型后，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依然在显著性水平为 0.01的

条件下通过检验，即环境规制每提升 1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相应提升 0.0967个单位，再次验证了研究假设 H1，表明加强环

境规制对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增长具有稳定性。

从控制变量来看：(1)人口密度水平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就湘西地区整体而言，其人口密度未达

地区承载力上限，不仅湘西地区能较优地容纳当地常住人口数量，良好的人口密度也会促进“人—地—业”之间的适配，促进

旅游高质量发展。(2)交通便利水平亦能显著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但其推动效应极弱，交通便利水平每提升 1个单位，

旅游高质量发展相应提升 0.0023个单位。其原因在于，交通作为推动旅游业高速发展的重要渠道，能从提升游客效益、加大外

界联系、推动商品贸易等多方面作用于旅游高质量发展。然而，截至 2021年 12月，张吉怀高铁顺利开通，湘西地区现有 2个

机场，24个高铁火车站，2021年公路里程总计 43477.92 km，该地区交通已发展至一定水平，其上升趋势受到限制从而对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3)政府规模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一般财政收入有利于湘西地区旅游高质量发

展。财政收入直接反映了当地政府硬实力，在为旅游业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也能有效预

防环境污染，为生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TQ（1） TQ（2） TQ（3） TQ（4）

L.TQ
0.8911*** 0.7947***

（29.08） （34.57）

ER
0.5725*** 0.0685*** 0.3192*** 0.0967***

（18.94） （4.37） （3.67） （3.46）

FD
0.1431** -0.0226
（2.41） （-0.66）

PD
108.3025*** 38.9252***

（ 17.45） （2.74）

TC
0.0095*** 0.0023***

（5.34） （4.76）

GS
2.5471*** 1.5227***

（2.72） （3.86）

常数项
0.0552*** 0.0279*** -2.3283*** -0.7917***

（10.35） （7.95） （-18.71） （-3.07）

Sargan 236.79 78.06 172.28 69.17

AR（1）
-0.95 -1.31 -0.02 -1.36

（0.343） （0.190） （0.984） （0.175）

AR（2）
-0.63 -1.29 -1.09 -1.06

（0.530） （0.196） （0.277） （0.290）

注：*、**、***表示分别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 3～表 5同。

4.2 作用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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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中介机制分析

中介机制主要从产业结构水平与信息化水平两方面进行分析（表 3），其中，模型（1)(2）和（3）构成以产业结构水平为中

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模型（1)(4）和（5）构成以信息化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模型（6）以产业结构水平和信息化水

平为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由模型（1）可知，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提升效应。模型（2）和（4）分别探析了环境规制是否对产业结构水平

与信息化水平具有积极影响，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信息化水平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产业结构水平则在显著性水平为

0.1的条件下未通过检验，即环境规制能有效促进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而无法对产业结构水平产生影响，故得出环境规制无法通

过产业结构水平对旅游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效应，故研究假设 H2不成立。由模型（5）可知，将信息化水平纳入环境规制对旅

游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方程中，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仍在 0.01的水平下显著，但相对模型（4）有所下降。同时，信息化水平

也能显著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其每提升 1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相应提升 0.6939个单位。由此可得，信息化水平的中介效

应显著，即环境规制通过信息化水平对旅游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研究假设 H3得到验证。在链式中介效应中，因产业结构

水平作用不显著，未能通过相关检验。信息化水平通过提高沟通效率、降低交流壁垒等方式，增强了个体对环境的敏感性。同

时，在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下，更使得湘西地区旅游发展重心逐渐由速转质，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

表 3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TQ（1）

产 业 结 构 水 平 信 息 化 水 平

IM（4） TQ（5）

链 式 中 介 效 应

IS（2 ） TQ（3） TQ（6）

ER 0.3192***（3.67） 0.1061（0.63） 0.3192***（3.64） 0.2739***（3.46） 0.1291***（3.54） 0.1295***（3.60）

IS -0.0004（-0.03） -0.0072（-0.92）

IM 0.6939***（19.96） 0.6953***（23.18）
控 制 变 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2.3283***（-18.71） 3.2214（ 1.02） -2.3270*** （-20.44） -2.9748***（- 12.34） -0.2640**（-2.42） -0.2367**（-2.07）

Sargan 172.28 195.25
172.21

278.26 76.55 75.74

AR（1） -0.02（0.984） -0.71（0.478） -0.02（0.982） 0.72（0.472 ） -1.17（0.241） -1.08（0.280）
AR（2） -1.09（0.277） -0.62（0.533） - 1.07（0.284） -1.33（0.184） -1.36（0.173） -1.35（0.176）

4.2.2调节机制分析

调节机制主要从人力资本水平与城镇化水平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由表 4模型（1）可知，人力资本水平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具

有显著性影响，且回归系数为-0.0031，表明提高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对旅游高质量发展产生微弱的抑制作用。模型（2）中引

入环境规制与人力资本水平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 0.0027并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推动了环境规制

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湘西地区作为典型欠发达地区，其匮乏的教育资源与日益增长的教育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错配，形成的人力资本缺口对旅游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虽然教育的供需失衡抑制了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但在政府

政策推动下，教育缺口趋小，整体水平上升，仍能通过调节人力资本在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效应中起到较小的促

进作用。因此，上述研究结论为假设 H4a提供经验支持。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表 4模型（3）中 UZ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为 0.01的条件下通过检验，表明城镇化水平能有效提升

旅游高质量发展。在引入城镇化水平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后，各系数仍然显著，说明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强化了环境规制对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效应，研究假设 H4b得到检验。城镇人口的不断聚集不仅能有效推动生态建设亦能通过规模效应提升经济水

平为旅游业发展充能提速。同时，从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旅游资源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布局，有利于提升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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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模型的稳健性，通过更换计量模型与缩短研究时段方法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1)更换计量模型，选用差分 GMM

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由表 5中模型（1）与（2）可知，在更换计量模

型后进行影响效应探测，不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旅游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规制依旧在显著性水平为 0.01的条件下通过

检验，且与前文回归系数探测结果相近，表明模型具有一定稳健性。(2)缩短研究时段，依据 2019年底所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尤其是旅游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表 5模型（3）和（4）为将 2020与 2021年剔除研究时段后所得回归结果。

可见，不论是否控制相关外生变量，其结果均与基准回归模型近乎一致，故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在样本剔除

该两年的相关数据后，旅游高质量发展滞后一期系数显著提高，而环境规制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表明在未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下，

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更优的连续性与惯性，环境规制力度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下降，亦从侧面反映出疫情暴发后两年，

湘西地区整体生态建设水平有所下降。

表 4 调节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人 力 资 本 水 平 城 镇 化 水 平

TQ（1） TQ（2） TQ（3） TQ（4）

L.TQ
0.8301*** （47.30） 0.8091*** （40.01） 0.6670*** （10.55） 0.5792*** （7.13）

ER

HC

HC·ER

0.1042* （ 3.64 ）

-0.0031** （-4.72）
0.1591***

（3.66）
-0.0027***

（-8.72）
0.0223*

（-1.68）

0.0857*** （4.99） 0.0232*

（ 1.80）

UZ
0.7124**

（2.37）
0.8044*** （2.77）

UZ ·ER 0.2482*** （2.69）

控 制 变 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7732** （-4.86） -0.7860*** （-6.39） -0.5724** （-2.09） -0.5442* （-1.91）

Sargan 54.21 54.96 69.29 76.55

AR（1）
-1.34 （0.179） -1.36 （0.173） -1.50 （0.135） -1.37 （0.171）

AR（2）
-0.92 （0.359） -0.90 （0.366） -1.10 （0.271） -1.36 （0.173）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更 换 计 量 模 型 缩 短 研 究 时 段

TQ（1） TQ（2） TQ（3） TQ（4）

L.TQ
0.8824*** （25.88） 0.7631*** （14.36） 1.0910*** （29.29） 0.9977*** （36.99）

ER
0.0757*** （4.06） 0.1104***

（3.85）
0.0566*** （7.70） 0.0171*** （4.13）

控 制 变 量 NO YES NO YES

常数项 - -
-0.0120 （-1.02） -0.6843*** （-15.72）

Sargan 77.27 68.28 44.95 42.67

AR（1）
-1.31 （0.189） -1.48 （0.138） -1.42 （0.156） -1.30 （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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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2）
-1.24 （0.216） -0.95 （0.341） -0.52 （0.606） -0.94 （0.350）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在对环境规制影响旅游高质量发展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02—2021

年湘西地区各市（州）面板数据，刻画环境规制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运用多种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传导机制及调节机制。本研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学、经济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融合发展，拓宽

了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内涵与分析框架，为欠发达地区推动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借鉴，为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可靠思路。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时间上，2002—2021年湘西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规制整体呈现波动上升发展趋势。其中，旅游高质量发展

在 2019年后有一定下跌回调趋势；环境规制上升分为 2002—2010与 2011—2021年两个阶段，后阶段上升趋势更大。

第二，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每提升 1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相应提升 0.0967个单位，

该结论与大多相关研究保持一致[1,2,19]，但在规模较小的城市中环境规制可能对高质量发展起到负面影响[43]；旅游高质量发展

具有较强的“滚雪球”特征；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口密度水平、交通便利水平、政府规模水平均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

应。

第三，就传导机制而言，环境规制能通过信息化水平对旅游高质量发展起提升作用，其中信息化水平每提升 1个单位，旅

游高质量发展相应提升 0.6939个单位，但产业结构水平无法通过检验，其与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传导结论相悖[43]，可

能的原因在于作为单一产业，旅游业未达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性与整体性，在作用过程中，产业结构优势相应削弱；就调节机制

而言，人力资本与城镇化均在环境规制影响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一定调节作用，这一点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

响过程中存在共通之处[45]，不同的是人力资本在其影响过程中起传导作用，而在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中起调

节作用。

5.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相关政策启示：

第一，因地制宜加强环境规制监管、完善环境规制手段。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行为，但亦要依据不

同城市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创新水平等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管控方案，提升环境管控力度。如针对怀化市，需提高地方环

保标准、积极开展排污权交易等以促进当地产业升级，推进生态建设；湘西州与张家界市则需以加大宣传力度提升人民对于自

然生态的敏感性，使其意识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个人生活有着直接联系。

第二，着重推动人力资本培育，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通过培育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促进绿色创新水平发展，为有效抑

制环境污染与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协同提升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基础。此外，还需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其

能有效促进社会整体转型升级，从一定程度上推动环境规制建设，以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第三，加强区域间合作联系，建立环境共同治理机制。湘西地区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需各区域集思广益、取长补短，

发挥自身现有优势，加强区域间协作，推动政策协同以达到治理效果最优化。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流动性与负外部性，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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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某县或某市的单一责任，需共同预防与维护。因此，建立环境共同治理机制，不仅能在生态建设方面出现“1+1>2”的局面，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促进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优质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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