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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1995 ～2005 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 应用灰色关联度理论就贵州省旅游业与其国民经济中第一、二、三产
业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 , 从而揭示出贵州省旅游业与其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以及贵州省经济发展结构模式的合理性。此
外 , 还就贵州省旅游业对其国民经济所产生的拉动效果 , 进行一定程度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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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Impact of TourismIndustry on Local Economyin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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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statistics datathat published by Guizhoustatistics bureauin 1995 ～2005 , the relevance betweentourismindustry and the pri ma-
ry ,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i n Guizhou Province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by using grey relational theory . The coordi nativity of tourismindustry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its rationalit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were revealed . Furthermore , the analysis
economic of the pull effects of tourismindustry on national economy in Guizhou Province were conducted in some degr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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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省旅游业与其第一、二、三产业关联度的实证性分析

灰色理论关联度分析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其所分析的对

象、时序数列曲线的相似性来判断其关联程度 , 即两条曲线

越相似 , 其关联度就越大 ; 反之则越小。在具体分析和计算

时, 可将无限收敛曲线用近似收敛数组来取代 , 从而为解决

大量实际问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数

学模型是设参考数列为 X0 , 被比较数列为 Xi , 且 X0 = { X0

( 1) , X0( 2) , ⋯, X0( n) } ; Xi = { Xi( 1) , Xi( 2) , ⋯, Xi( n) } ( i =

1 ,2 ,3 , ⋯, n) 。则称 εi( k) 为 X0 与 Xi 在第 k 点的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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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i( k) 为第 k 点上 X0 与 Xi 的绝差 ,min
i

min
i
△i( k)

为两级最小差;max
i

max
i

△i( k) 为两级最大差,ρ为分辨系数 ,

其值一般取0 .5。

由此可得出, X0 与 Xi 的关联度为 r i = 1
n

∑
n

k =1
εi( k) ( 2)

下面就贵州省旅游业与其国民经济中第一、二、三产业

的关联度进行测算。表1 为贵州省旅游业与其国民经济中

第一、二、三产业的有关数据。

1 .1  测算步骤 应用灰色关联度理论分析贵州省旅游业与

其国民经济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关联度, 其步骤如下:

1 .1 .1 计算产值比。根据表1 数据, 计算贵州省旅游业的增

加值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 X0( k) 以及第一、二、三产

业分别在贵州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计算结果见表2 。

1 .1 .2 计算最大绝对差值与最小绝对差值。计算得到的时

间序列 X0( k) 与比较时间序列 Xi( k) 的绝对差△i( k) 的极值

为:

  min △= min min△i( k) = - 24 .13 ( 3)

  max △= max max △i( k) = 20 .98 ( 4)

1 .1 .3 计算关联系数。由以上得到的最小绝对差值( 3) 与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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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贵州省国内生产总值、旅游业及其第一、二、三产业的相关

数据 亿元

年份
国内生产

总值
旅游收入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5 653 .47  29 .201 6 227 .82 239 .76 185 .89

1996 719 .83 37 .678 7 260 .56 257 .82 201 .45

1997 792 .98 43 .963 2 271 .83 293 .47 227 .68

1998 841 .88 68 .749 4 264 .89 326 .03 250 .96

1999 911 .86 75 .140 0 267 .57 348 .59 295 .70

2000 993 .53 106 .687 8 270 .99 387 .85 334 .69

2001 1 084 .90 130 .795 8 274 .17 419 .74 390 .99

2002 1 185 .04 163 .465 0 280 .83 474 .68 429 .53

2003 1 356 .11 137 .511 3 298 .37 579 .31 478 .43

2004 1 591 .90 225 .182 2 334 .11 714 .66 543 .13

2005 1 942 .00 323 .960 8 359 .18 822 .83 759 .99

  表2  贵州省旅游业收入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以及第一、

二、三产业分别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

年份 X0( k) X1( k) X2( k) X3( k)

1995 15 .71 34 .86 36 .69 28 .45

1996 18 .70 36 .20 35 .82 27 .98

1997 19 .31 34 .28 37 .01 28 .71

1998 27 .39 31 .46 38 .73 29 .81

1999 25 .41 29 .34 38 .23 32 .43

2000 31 .88 27 .28 39 .04 33 .68

2001 33 .45 25 .27 38 .69 36 .04

2002 38 .06 23 .70 40 .06 36 .24

2003 28 .74 22 .00 42 .72 35 .28

2004 41 .46 20 .99 44 .89 34 .12

2005 42 .63 18 .50 42 .37 39 .13

 注 : X0( k) 为旅游收入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 ; X1( k) 为第一产业在

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 X2( k) 为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

中所占的比重 ; X3( k) 为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大绝对差值( 4) , 另取分辨系数为 ρ= 0 .5 , 代入公式 εk( k) =

min△+ ρmax △
△i( k) + ρmax △

, 可计算出比较时间序列在各时刻的关联系

数εi( k) , 计算结果如表3 所示。

1 .1 .4 计算关联度。运用灰色理论关联度公式 r i = 1
n

∑
n

k=1
εi

( k) 计算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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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3 可计算出贵州省旅游业与其国民经济中第一、

二、三产业的关联度如下:

r 1 = 0 .41 ; r2 = 0 .17 ; r3 = 0 .42 。

由此可见 , 贵州省旅游业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最大, 与

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小。

  表3 时间序列在各时刻的关联系数

年份 ε1( k) ε2( k) ε3( k)

1995 0 .11 0 .10 0 .14
1996 0 .11 0 .11 0 .16
1997 0 .12 0 .11 0 .16
1998 0 .22 0 .14 0 .25
1999 0 .22 0 .14 0 .20
2000 0 .54 0 .18 0 .26
2001 1 .00 0 .20 0 .24
2002 0 .81 0 .25 0 .36
2003 0 .84 0 .13 0 .19
2004 0 .32 0 .23 1 .00
2005 0 .23 0 .31 0 .45

1 .2 原因分析  计算结果表明, r 3 最大, 这说明在1995 ～

2005 年的近10 年时间里, 贵州省的旅游业与第三产业的关

联度最大。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归结于贵州省第三产业中

的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饮食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居民

服务业等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为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提

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贵州省旅游业与其第三产业呈现正

相关的关系 , 一方面说明, 贵州省这几年来在发展第三产业

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另一方面也为其进一步发展第三产

业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r 2 最小 , 说明在1995～2005 年期间贵州省的旅游业与其

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小。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应归结于近

年来贵州省在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建筑业等方面的过度发展

给环境、地貌、气候等自然资源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 从而影

响其生态型旅游业的发展。但是, 也应看到 , 在第二产业工

业行业中存在的旅游制品、土特产食品加工、特色纪念品加

工等一系列的生产或加工型行业与旅游业间呈现出较强的

关联性。然而, 对贵州省工业主要行业发展过程进行主成分

分析与聚类分析, 结果却表明, 贵州省的旅游制品制造业、土

特产食品加工业、特色纪念品加工业比较落后 , 该结果与旅

游业自身的发展极不相称。因此, 笔者认为贵州省应把第二

产业中与其旅游业呈现出较强关联性的旅游制品制造业、土

特产食品加工业、特色纪念品加工业等一系列生产或加工型

行业的发展作为战略性的任务来抓, 以通过规模经济的产业

化发展 , 使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步入新阶段。

2  贵州省旅游业对该省经济的拉动效果分析

近10 年来 , 贵州省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其经济

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内投资以及产业发展和市场需

求的不断扩张。其中 , 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贵州省 GDP 构成

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是带动贵州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因素之一。特别是自国家1999 年确定以“生态环境游”为旅

游主题以来 , 贵州的旅游市场呈现一派生机。仅2005 年, 贵

州省旅游总收入就达323 .960 8 亿元 , 旅游业正成为贵州省

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GDP 的旅游依存度是反

映旅游产业对其国民经济贡献的重要指标, 贵州省旅游收入

对其经济的拉动效果见表4。

  表4 贵州省旅游收入对其经济的拉动效果

年份
国内生
产总值
亿元

经济
增长
率∥%

旅游
收入
亿元

旅游
收入
增加值
亿元

旅游
收入
依存
度∥%

旅游收
入拉动经
济增长
率∥%

旅游收入
对经济
的贡献
率∥%

扣除旅游
收入影
响的增
长率∥%

1995 653 .47 26 .16 29 .201 6  8 .03 4 .47  1 .23  5 .93  27 .48

1996 719 .83 10 .16 37 .678 7 8 .48 5 .23 1 .18 12 .78 9 .27

1997 792 .98 10 .16 43 .963 2 6 .28 5 .54 0 .80 8 .59 9 .80

1998 841 .88 6 .17 68 .749 4 24 .79 8 .17 2 .94 50 .70 3 .22

1999 911 .86 8 .31 75 .140 0 6 .39 8 .24 0 .70 9 .13 8 .23

2000 993 .53 8 .96 106 .687 0 831 .55 10 .74 3 .18 38 .63 5 .99

2001 1 084 .90 9 .20 130 .795 8 24 .11 12 .06 2 .22 26 .39 7 .58

2002 1 185 .04 9 .23 163 .465 0 32 .67 13 .80 2 .76 32 .62 7 .07

2003 1 356 .11 14 .44 137 .511 3- 25 .95 10 .14 - 1 .91 - 15 .17 19 .29

2004 1 591 .90 17 .39 225 .182 0 287 .67 14 .15 5 .51 37 .18 12 .15

2005 1 942 .00 22 .00 323 .960 8 98 .78 16 .68 5 .09 28 .21 18 .39

  由表4 可知,1995 年贵州省的旅游依存度只有4 .47 % ,

之后逐年提高, 到2005 年达16 .68 % , 比1995 年高3 .73 倍。

由此可见 , 近10 年来, 贵州省的经济增长对其旅游市场的依

赖程度越来越高。按目前水平, 贵州省每生产1 个单位的

GDP , 就有1/ 6 单位是源于旅游收入。表4 还表明 ,1995 ～

2005 年期间 , 旅游收入增长对 GDP 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21 .36 % , 也即在同期12 .93 %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中 , 有2 .15

个百分点是旅游收入拉动的效果。如果扣除旅游收入的拉

动, 贵州省近10 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只有10 .78 % 。

3  经济结果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贵州省第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

总值中所占比重呈现出如下态势 : x1( k) < x3( k) < x2( k) 。

并且自1995 年以来, 贵州省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率逐年提高。2005 年, 贵州省第三产业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

达39 .13 % , 比1995 年提高了10 .68 个百分点, 比第一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高20 .63 个百分点。1995 年贵州省第一

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34 .86 % , 而2005 年贵州省第一

产业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8 .50 % , 比1995 年下降16 .36

个百分点。可见, 贵州省第一产业对其 GDP 增长的贡献率正

呈现出一种逐年递减的态势。以上数据充分说明 , 贵州省以

第二、三产业为主导共同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已经形

成。按照这种态势可以看到, 贵州省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思

路还是遵照“一二三步骤战略”, 即其经济的发展是从农业社

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再逐步进入第三产业发展, 这种经济结

构与发达国家所遵循的一般经济结构 x1( k) < x3( k) < x2( k)

的基本规律相一致。当前贵州省正处于由第二产业的初期

向中期发展的一个阶段, 而且其走势良好、结构良好 , 后发优

势较大。并且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共同带动贵州国民经济

增长新格局的形成, 势必会为其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

的宏观环境。在此基础上, 其旅游业的发展势必又会对贵州

省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起到一个反向的、积极有效的促进作

用, 即旅游收入对其GDP 的拉动效果会愈加显著, 并成为其

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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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Granger 因果检验 由表3 可以看出,CLD 在滞后阶为

3 时, 75 % 的置信度下, 原假设被拒绝, 即 CLD 是 GINI 的

Granger 成因; 在滞后阶为1 、2 、4 时, 原假设不能被拒绝的概

率较大, 即CLD 不是 GINI 变化的 Granger 原因。GINI 在滞后

阶为4 时,71 % 的置信度下, 是CLD 的Granger 成因; 在滞后阶

为1、2、3 时, GINI 不是CLD 变化的Granger 原因的概率较大。

  表3  耕地非农化与收入差距的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滞后阶

1 2 3 4

CLD 不是GINI 变化的Granger 原因 F 0 .35 0 .28 1 .77 0 .68

Pro 0 .56 0 .76 0 .25 0 .65

GINI 不是CLD 变化的Granger 原因 F 0 .38 0 .26 0 .98 2 .07

Pro 0 .55 0 .77 0 .46 0 .29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 .1 结论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显示, 滞后3 期的CLD 是

GINI 的成因, 也就是说, 目前的耕地非农化( CLD) 导致了3 年

后的收入差距扩大( GINI) 。因为我国农村家庭承包制把土

地作为保障农户基本生活需要的主要手段, 并通过土地政策

努力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

系, 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 , 一旦农民失去非农岗位时 , 家庭生

活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同时, 由于资金流动周期和房地产建

设周期的存在, 也使得耕地非农化进程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

在滞后期。

滞后4 期的GINI 是CLD 的Granger 成因, 换句话说, 随着

时间的推移 , 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导致

了非农化耕地增多。这是因为, 一方面, 贫困者尤其是农民

在耕地非农化的短期利益驱动下 , 增加了对耕地非农化流转

的要求 , 出让耕地。另一方面, 收入差距的扩大促使富人对

耕地非农化需求加强。

4 .2 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 耕地非农化和收入差距存

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非农耕地数量增

多, 耕地非农化又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 国家在

制定政策时要考虑耕地非农化和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 ,

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缩小收入差距为目的, 以利于耕地的

保护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1) 慎重对待耕地非农化过程。耕地非农化是每一个国

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是, 对于我国

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 , 保护耕地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①

维护粮食安全; ②不让农民失业。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

本, 农民没了土地 , 就没了职业和收入 , 如果让大量农民成为

“三无”人员, 则社会稳定令人堪忧。

( 2) 合理分配耕地非农化收益。目前耕地非农化过程中

的焦点问题就是给予农民的补偿标准太低。按土地的原用

途补偿, 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客观上损害了农民权

益。农民集体土地是生产要素, 其价格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

来决定,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产权 , 其价格要由赢利能

力来决定。要根据被征土地的未来用途、区位、质量、供求关

系等因素, 结合当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和被征地农民未

来生存发展的需要, 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

( 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

远未惠及农村居民, 他们所有的社会保障都不得不依赖土

地, 农民对土地社会保障的期望远大于对其生产功能的期

望[ 12] 。因此, 在非农化过程中, 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

降低的关键是建立全面的惠及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设立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是各国对失地农民通行的做法 , 以征

地补偿安置费和土地转用后的增值收益为主要资金来源, 建

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可行

方案[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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