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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前四年，湖北省累计接待旅游者 270.92万人次（其中，外国人 212.35万人次、港澳台同胞 58.57

万人次），年均增长 8%；旅游外汇收入 8.13亿美元，年均增长 19.55%。接待国内旅游者 2.53亿人次，年

均增长 11.53%；国内旅游收入 1447.24亿元，年均增长 10.97%。2004年，全省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409亿

元，相当于全省生产总值的 6.5%。虽然目前旅游业各方面指标增长很快，但和其他旅游业比较发达的省份

相比，湖北省旅游业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经济影响力等各方面指标还远远赶不上发达省份。全面科学

地度量旅游业在湖北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必将对优化旅游经济结构，提高旅游业地位，促进湖北省旅

游业整体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一、研究方法与指标选择  

    

  （一）研究方法  

  通过分析 1998～2004年旅游业总产值变化情况，从旅游需求的角度确定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

地位和作用，并尝试探讨湖北省旅游业如何扩大其经济影响力。文中数据主要来源是 1999～2005年湖北统

计年鉴。本文研究方法为应用收集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对旅游经济的产业地位指数、需

求扩张系数、社会产品实现深度系数、旅游经济影响力指数进行分析，确定了湖北省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地位与作用，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指标选择  

  旅游业具有明显的消费特征，和其他服务业一样，实际上是处于需求一端的，它能对物质生产进行再

组织，从而开拓市场需求。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为产业部门搭建跳板、促进社会产

品由生产到价值的实现，加快从供给到需求的转化过程，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一股经济繁荣的

促进力量。因此，可以认为旅游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程度大小主要表现在旅游对社会需求的

扩张、对社会产品的价值实现程度和需求总量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形成一个合力，共同影响国民经济。

据此，本文构建旅游的产业地位指数、旅游对社会产品的实现程度系数、旅游对需求的扩张系数等指标，



得出一个综合旅游经济影响力指数。对近七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旅游业对湖北省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促

进作用的大小，并提出优化策略。  

    

  二、湖北省旅游经济影响力分析  

    

  （一）湖北省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  

  旅游经济产业地位指数是一个表征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指标，该指数的大小从

侧面反应了旅游经济的产业影响力大小。1998年至 2004年湖北省旅游产业地位指数及其变化情况如表 1

所示。 

 

    

  从产业地位指数来看，自 1998～2004年之间，全省的旅游收入占 GDP比重平均值为 6.9%，旅游产业

地位指数的平均增长率为 2.1%，这揭示了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升高，旅游业增长势头较为强劲。

  

  从增长情况来看，1998年至 2002年，湖北省旅游收入和产业地位指数增长速度都比较快，尤其是 20

00年至 2002年的两年里，增长率一度达到 14.2%。而在 2003年则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这并不是说旅游

产业地位整体趋势下降了，而是由以下几点客观原因造成的：第一，2001～2002年，由于三峡工程的修建，

三峡“绝版游”、“告别游”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客，尤其是在 2002年湖北三峡库区游客达到 56.87万人，大

大增加了当年的旅游收入。第二，2003年受“非典”的影响，正值旅游旺季而大部分景区未能开放，直接造

成旅游人数减少、旅游收入降低。  

  单从数字上看，旅游经济在湖北省的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目前湖

北省旅游业还处于旅游业发展初期；其次湖北省的工业、农业都比较发达，导致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目前看来并不算高。旅游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行业，未来旅游业对湖北省国民经济的作用将会逐渐加大。 

  

  （二）旅游业对湖北省社会需求的扩张程度分析  

  自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以来，旅游消费对消费需求就具有强劲拉动作用。旅游需求扩张系



数表征着旅游业在刺激需求、引起有效需求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当旅游需求扩张系数达到 20，左右时，旅游消费在弥补社会总需求不足、调节供需平衡、保障国民经

济稳定协调发展等方面将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相关数据测算，湖北省旅游需求扩张系数一直未超过 16%，

这说明湖北省旅游消费在全省总消费中所占的地位还不明显，旅游经济对需求的扩张程度还有待提高。从

历年增长来看，旅游扩张系数以平均每年 12.79%的速度增长，表明湖北省旅游业对刺激需求、引导需求不

断提高的作用在不断加强。旅游经济对需求的扩张程度也在逐渐增大。  

  （三）旅游业对湖北省社会产品实现程度分析  

  用相关方法计算出湖北省历年旅游的社会产品实现深度系数及变化情况见表 2。  

    

  从表 2可看出湖北省旅游社会产品实现深度系数从 1998年至 2002年始终不断增长，其中 2002年最高，

达 18.6%，2003年有所降低，而 2004年又出现增长趋势，这说明湖北省旅游业对促进社会产品的价值实现

作用虽有所波动，但仍十分重要，如排除其他因素，总体是保持增长趋势的。社会产品实现深度系数变化

率的大小是反映旅游业在促进社会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变化过程。1998年至 2004年，湖

北省旅游业社会产品实现深度系数平均增长率为 1.44%，若除去 2003年的特殊因素，这一指数应该 6.08%，

这样较为符合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的情况。  

  （四）旅游经济影响力指数分析  

  根据相关方法，计算出湖北省旅游经济影响力指数如表 3。  

    

  根据表 3 数据算得湖北省七年中旅游经济影响力指数平均值为 19.951%，说明旅游经济的影响力比较

大，旅游经济在湖北国民经济中还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旅游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促进作用都很

明显。从历年旅游经济影响力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旅游产业的发展还有一定的空间。旅游业在产业结构

中占有重要位置，湖北省旅游业已初具产业规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旅游经济对湖北省国民经济影响力比较大，旅游产业地位较高，对社

会需求扩张和社会产品的价值实现作用比较明显。第二，客观因素对湖北省旅游业的影响很大，极具价值

的旅游吸引物比较单一，仅限于特殊的自然资源，因此 2002年旅游收入激增，而 2003年旅游收入大幅度



减少，行业发展不够稳定。第三，旅游经济影响力平均增长水平还不够高，旅游业要取得长远发展，还需

不断加强产业链建设和产业扶持力度。第四，旅游经济影响力是全方位深层次的，为旅游产业定位时，不

能单纯考虑旅游收入占 GDP的比重这一指标，还应该综合考虑旅游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以及旅游对社会产品

的价值实现作用。  

    

  三、优化湖北省旅游经济影响力的对策和建议  

（一）合理整合旅游资源  

  合理整合湖北省内旅游资源，使湖北旅游产品的整体优势得以发挥，增加产品内涵，发掘潜在客户，

增加回头客。以三峡景区为核心，建立“大三峡旅游圈”。鄂西北以武当山为核心建立大岳武当文化旅游区，

以武当山为龙头，以道教文化为特色，面向汉文化圈国际市场和国内旅游市场，形成以武当文化为主体兼

及三国文化和生态旅游的大岳武当文化旅游区。另外，还应加大力度开发大武汉旅游圈，充分发挥武汉的

辐射带动效应，把周边一些小城市的旅游资源如鄂州梁子湖、咸宁温泉等带动起来，开发出一个环城旅游

度假带。  

  （二）优化旅游消费结构  

  研究表明，游客用于购物、娱乐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越大，旅游对 GDP增长的贡献越大，提供

就业机会越多。旅游消费中弹性最大的是购物消费，传统湖北省旅游以观光游为主，购物消费比重不大，

刺激游客增大旅游购物、娱乐等非基本旅游消费，可提高旅游经济影响力。旅游相关企业应多开发和设计

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纪念品不可忽略其商品的艺术性及其不可替代性，这样才会对旅游购物

有所刺激；适当的对当地特产进行宣传也可增加旅游消费；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旅游消费的引导和扶持，使

用一些技术手段，丰富旅游消费的内容，提高消费水平与层次。 

  

  （三）建立有效的行业管理体制  

  旅游产品的供给主体具有分散性，各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驱动，因此往往容易追逐各自的利益而损

害了整个行业的形象，导致旅游经济发展日益走下坡路，如愈演愈烈的价格战，采用不正当手段坑害消费

者等。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行业协调管理机制，来统一规划指导各供给主体的经营活动，促进旅游业的健

康发展，提高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增强旅游经济的影响力。而考虑到旅游业的综合性，由政府为主导，以



相关法规和产业政策为手段的管理体制是比较有效的。  

  （四）加大旅游产业融资力度  

  广泛筹措旅游发展资金，是确保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证。首先要加大政府引导性投入，特别是一些投

资额大、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应由政府承担。其次，旅游开发投资涉及诸多部门，为增加投资者信心，政

府应协调各个部门的关系，创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并引导投资流向。最后，还应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能力，

提高企业资金使用率，并可考虑旅游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以化解旅游产业发展的融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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