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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旅游产业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分析
＊

李　民
（吉首大学商学院，湖南 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在分析张家界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基础上，认为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给城乡居民收入带来了显著的差异，并从

游客活动与消费、城乡居民就业质量、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等３个方面分析了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后从加大力度发展乡

村旅游、加快发展农村土特产品市场建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村居民就业总量、优化农村居民就业结构等方面

提出了均衡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中城乡居民收入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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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是湖南省和全国的著名旅游城市，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已取得了很大成效，
是中国典型的旅游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型城市．张家界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湘西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

的作用，使湘西地区的ＧＤＰ总量不断增长、人们收入不断增加、就业容量不断扩大．

１　旅游产业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影响
１．１张家界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旅游产业是张家界市的支柱产业，近２０多年发展迅猛，旅游业总收入１９８８年仅为０．１５亿元，旅游业

总收入超１亿元是在１９９４年，超１０亿元是在２０００年，突破１００亿元是在２００９年（见表１）．而２００９年，张
家界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才突破２００亿元大关（２０３．１亿元），其中旅游业收入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近５０％，
旅游产业在张家界不仅总量增长快，而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是最大的．２００９年张家界国内生产总

值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６．８９亿元，增长５．６％；第二产业增加值４７．０６亿元，增长１７．７％；第三产业增加

值１２９．１５亿元，增长１３．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５．０％、２９．４％、６５．６％，三次产业的比重由上年

的１４．６∶２３．５∶６１．９调整为１３．２∶２３．２∶６３．６（资料来源《２００９年张家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张家界市旅游产业不仅总量增长快速，而且旅游产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旅游业六要 素 中，住

宿、餐饮等要素比重大体呈下降趋势，游览、娱乐要素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大体呈上升趋势．
表１　张家界市旅游产业总量变化情况

年度
国内外游客

总数／万人次
国内数／
万人次

入境数／
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
亿元

旅游外汇

外汇券／万元 外汇／万美元
门票收入／

亿元

１９８８　 １５１．７２　 １４４．１４　 ７．５８　 ０．１５
１９８９　 ５７．７９　 ５６．４０　 １．３９　 ０．２５　 １０
１９９０　 ８６．５０　 ８４．２０　 ２．３０　 ０．２８　 ６５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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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国内外游客

总数／万人次
国内数／
万人次

入境数／
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
亿元

旅游外汇

外汇券／万元 外汇／万美元
门票收入／

亿元

１９９１　 １２９　 １２６．３５　 ２．６５　 ０．４４　 ３８７
１９９２　 １５５　 １５１．６０　 ３．４０　 ０．５５　 ４０６
１９９３　 ９３　 ８９．８０　 ３．２０　 ０．７５　 ２４２
１９９４　 １１０　 １０８．２０　 １．８０　 １．１３　 １　８７５
１９９５　 １４０　 １３８．５０　 １．５０　 ２．５７　 １６５
１９９６　 １６５　 １６３．２０　 １．８０　 ３．０４　 １９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７　 ２０４．９３　 ２．０７　 ４．１６　 ２２１
１９９８　 ２０７．５５　 ２０４．５１　 ３．０４　 ６．５６　 ４０９　 ０．５０
１９９９　 ３２７．３５　 ３１２．２０　 １５．１５　 ９．４６　 ２　１５９　 １．０３
２０００　 ５１３．０９　 ４９２．９０　 ２０．１９　 １９．４１　 ２　９０５　 ２．１３
２００１　 ６２７．８　 ６０２．４０　 ２５．４０　 ２６．８６　 ３　６９１　 ２．７４
２００２　 ７７３．７１　 ７４２．７３　 ３０．９８　 ３２．８　 ５　０４９　 ３．１２
２００３　 ７５９．５８　 ７２３．８５　 ３５．７３　 ３２．０１　 ６　１９８　 ３．０７
２００４　 １　２６８．９９　 １　１７８．６６　 ９０．３３　 ５５．０５　 １７　３０３　 ５．６７
２００５　 １　４５３．３６　 １　３２４．５７　 １２８．７９　 ６４．３５　 ２５　７２６　 ７．３１
２００６　 １　６７５．８０　 １　５４８．３２　 １２７．４８　 ７９．３８　 ２３　４９４　 ９．６０
２００７　 １　８７８　 １　７５２．１０　 １２５．９０　 ９１．２５　 ２３　９１８　 １１．１２
２００８　 １　６７９．１３　 １　５７３．２８　 １０５．８５　 ８３．４９　 ２０　０００　 ８．６２
２００９　 １　９２８．４２　 １　８４７．７４　 ８０．６８　 １００．２０　 １４　７００　 ９．１０

　　　注　数据来源《张家界统计年鉴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张家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１．２张家界市农村居民收入变化

张家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促进了当地居民收入和就业

水平的提升，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但是旅游产业发展的这种

影响在城镇和农村居民之间是否存在较大的差异，需要展开深入的研究．这也是笔者研究的核心和重点，
即考虑在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条件下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存在多大的差异，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

么，如何均衡提升城乡居民收入等问题．
首先分析张家界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条件下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是否存在 差 异．本 研 究 以２００９年 为

例，分析并比较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张家界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状况（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９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比较

指标 计量单位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比上年增长率／﹪

（一）城镇居民生活

（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０　５６１　 １１　５１４　 ９．００
（２）人均实际收入 元 １１　０３３　 １２　１６８　 １０．３０

＃工薪收入 元 ６　８７６　 ７　７５１　 １２．７０
经营净收入 元 １　０２３　 ９７５ －４．７０
财产性收入 元 ７５４　 ７５３ －０．２０
转移性收入 元 ２　３８０　 ２　６８８　 １２．９０
（３）人均消费性支出 元 ７　９４６　 ８　６９８　 ９．５０

＃食品 元 ３　１０８　 ３　１８１　 ２．３０
衣着 元 ８２２　 ９５４　 １６．００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元 ４７７　 １　１０４　 １３１．２０
医疗保健 元 ６２７　 ６３１　 ０．６０
交通和通信 元 ８３３　 ６８５ －１７．８０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元 ９１７　 ８７３ －４．８０
居住 元 ９３７　 １　００７　 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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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计量单位
年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比上年增长率／﹪

杂项商品和服务 元 ２２５　 ２６４　 １７．６０
（４）恩格尔系数 ％ ３９．１２　 ３６．５７ －２．５５
（５）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ｍ２　 ４６．１１　 ４５．３７ －１．６０
（二）农村居民生活

（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　８４２．７７　 ３　１７６．９０　 １１．７５
（２）人均纯收入 元 ２　９４３．６３　 ３　２７５．５７　 １１．２８

＃工资性纯收入 元 １　１９７．５７　 １　４３１．５０　 １９．５３
家庭经营纯收入 元 １　５３８．３０　 １　５２６．０６ －０．８０
财产性纯收入 元 １９．７４　 １７．２７ －１２．５２
转移性纯收入 元 １８８．０２　 ３００．７４　 ５９．９５
（３）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２　８２５．３０　 ３　１３２．６９　 １０．８８

＃食品 元 １　５０２．２７　 １　６４３．８３　 ９．４２
衣着 元 １１６．２７　 １３０．５６　 １２．２９
居住 元 ５０１．６３　 ５４３．２８　 ８．３０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元 ８３．４８　 １２７．８１　 ５３．１１
医疗保健 元 ２１２．４８　 １３２．１６ －３７．８０
交通和通信 元 １７１．４２　 １８４．０１　 ７．３５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元 １８６．２９　 ３３２．１１　 ７８．２８
杂项商品和服务 元 ５１．４６　 ３８．９４ －２４．３４
（４）恩格尔系数 ％ ５３．１７　 ５２．４７ －１．２２
（５）人均住房面积 ｍ２　 ３５．２７　 ３５．８６　 １．７０

　　　　注　资料来源于张家界市统计信息网２００９年主要经济指标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收入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１１　５１４元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３　１７６．９元

的３．６倍，但增幅比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低２．７５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１２　１６８元，是农村人

均纯收入３　２７５．５７元的３．７倍，增幅分别为１０．３％和１１．２８％，增幅低０．９８个百分点．城镇居民的人均消

费性支出为８　６９８元，是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３　１３２．６９元的２．７８倍．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为４５．３７ｍ２，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为３５．８６ｍ２，比农村居民人均多９．５１ｍ２．因此，可以看出城镇

居民生活水平比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高，存在较大的差异．
１．３城镇居民收入变化

以《张家界市统计年鉴》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张家界城镇居民收入变化情况，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每

年调查户数１００户，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７年每年调查户数１５０户（如表３所示）．
表３　张家界市历年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统计（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项目 　　单位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调查户数 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平均每户家庭人口 人 ３．３２　 ３．２０　 ３．２７　 ３．４５　 ３．１７
平均每户就业人数 人 １．５４　 １．４７　 １．４３　 １．５３　 １．５０
平均每户就业面 ％ ４６．３９　 ４５．９４　 ４３．７３　 ４４．３５　 ４７．３２
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 人 ２．１５　 ２．１８　 ２．２４　 ２．２４　 ２．１１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６　５８３．０９　 ７　１８９．５４　 ７　５７４．４４　 ８　４２３．５５　 ９　４８４．４７
城市居民实际收入 元 ６　７８８．５６　 ７　４２８．５４　 ７　８７７．５　 ８　７９３．０６　 １０　３８４．５５
工薪收入 元 ４　０１４．２２　 ４　３０２．２８　 ４　６４４．８４　 ５　７３１．７８　 ６　３７３．７５
经营收入 元 ６１２．９７　 ７９７．９５　 ８７０．７４　 ６７５．６２　 １　５３０．５８
财产收入 元 ４３８．２３　 ４４８．３７　 ４６０．９５　 ７５４．９２　 １３２．１４
转移性收入 元 １　７２３．１３　 １　８７９．９４　 １　９００．９８　 １　６３０．７５　 ２　３４８．０７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元 ４　７４３．４３　 ５　１９９．２２　 ５　５２５．８５　 ６　５８６．６０　 ７　１２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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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单位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食品 元 １　６１６．０３　 １　７１７．８３　 １　９７３．１７　 ２　３３７．１８　 ２　５８３．５２
衣着 元 ４３７．６３　 ４２５．０６　 ４９０．５７　 ７２２．２８　 ７７４．６１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元 ２９０．３５　 ３７６．９６　 ３８０．４７　 ４１３．８７　 ５１６．９９
医疗保健 元 ３４０．４６　 ４６０．１４　 ４３８．８７　 ３６５．０９　 ３４９．２４
交通和通讯 元 ４９１．７０　 ７０６．５６　 ５２３．４０　 ６５５．２２　 １　０４２．３６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元 ７３７．２４　 ７７５．３６　 ７３２．００　 ９９７．７２　 ８６５．７５
居住 元 ７５３．０８　 ６５８．９０　 ８７７．５７　 ９６３．１０　 ７９４．２３
杂项商品和服务 元 ７６．９３　 ７８．４０　 １０９．８０　 １３３．９６　 １９８．２８

　　注　资料来源于《张家界统计年鉴２００８》

分析表３可得，平均每户就业方面连续几年都维持在４５％左右，最低４４．３５％，最高４７．３２％，始终没

有超过５０％．平 均 每 个 就 业 者 负 担 人 数 在２．１～２．２左 右．城 市 居 民 的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从２００３年 的

６　５８３．０９元，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９４８４．４７元，增加了４４％．城市居民实际收入从２００３年的６　７８８．５６元，增

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０　３８４．５５元，增长率为５３％，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较快．城市居民实际收入中，以工薪

收入为主，转移性收入次之，再其次为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最少．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方面，从２００３年的４　７４３．４３元，提高到了２００７年的７　１２４．９７元，结合表２

可以看到，到２００９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已经提高到了８　６９８元．２００９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中，食品支出达３　１８１元，由此可以计算出张家界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即为３　１８１／８　６９８＝３６．５７％．２００９
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２００８年的３９．１２％下降了２．５５％，说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在提高．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性支出中，其次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的１　１０４元，居住支出为１　００７元（见表２）．

２　旅游产业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影响的差异
（１）游客主要在城区和景区消费，旅游收入城乡分配不均．
在张家界市大多旅游者主要在城区和景区停留，停留时间和地点集中在城区．旅游者的餐饮、住宿、购

物、娱乐、游览等消费主要流向城市，较少流入农村，旅游收入城乡分配不均．形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旅游者大都从城区出入张家界，另一方面因为景区景点离城市距离较近，景区景点经营性收入很难

进入农村居民手中．
（２）城乡居民就业质量差别较大，工资收入水平差异较大．
张家界旅游产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就业人口，但是无论在景区还是在农村，城乡居民就业质

量存在较大差别．换句话说，就是城市居民由于在知识水平、能力素质、技能技巧等方面整体上比农村居民

要高，从而导致城市居民在就业岗位和工作待遇等方面整体上要比农村居民的好．城市居民的工薪收入占

了主导性地位．城乡居民就业质量差别较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差异较大．
（３）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别大．
城市个体经济比农村活跃，是城市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张家界市辖区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４年私人和个

体从业人员数不稳定，但２００５年以来呈稳步增长趋势，到２００８年达到了３９　５４３人（见表４）．
表４　张家界市辖区私人和个体从业人员数

年份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人数 ２７　６５７　 １７　３８９　 ２１　０４０　 １２　４７８　 ２１　４６４　 ２１　４７９　 １９　４９７　 ２１　９９７　 ２７　１６０　 ３９　５４３

　　农村商贸流通业发展缓慢和滞后，主要以便利店等形式存在，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张家界

第三产业发展较快，根据第三产业的一般性分类，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

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
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

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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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部门等．
张家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旅游业发展迅速，旅游产业收入中流入城市居民的大大多于

流入农村居民的，导致张家界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别大．

３　旅游产业发展均衡城乡居民收入对策
（１）加大力度发展乡村旅游．张家界是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需要进一步将张家界旅游产业链条做

长做细，加大力度发展乡村旅游．充分发挥张家界品牌的影响，增强张家界农村旅游吸引力，吸纳更多来张

家界的旅游者到张家界农村体验独特的湘西农村魅力．更多的旅游者进入了农村，为旅游者服务的一系列

配套服务项目就有可能跟上，从而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就业，提高农村人口非

农就业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２）加快发展农村土特产品市场建设．张家界国际旅游品牌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前来张家界旅游的中

外游客逐年增多．外来游客在张家界旅游的六要素之一的购物项目结构比例，在近年有下降的趋势．这充

分反映张家界在旅游购物项目上还存在很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要依靠张家界广大农村的优质土特产品

来打开局面．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创立张家界农业产品品牌，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张家界农村土特产品市场

建设．既为广大游客能购买到张家界农村土特产品服务，又能为张家界广大农村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３）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无论是游客的顺利出行，还是各类物资在张家界城乡之间的畅通流动，

都有张家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基础设施有密切关．特别是要加快建设张家界农村的道路交通、餐饮住宿、
购物娱乐、邮电通讯、交融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来张家界的游客去往农村地区创造有利条件和基本便利性

保障实施．
（４）扩大农村居民就业总量，优化农村居民就业结构．由于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留在农村的

人口年龄偏大、国际语言交流能力低下等方面的因素，农村居民的就业总量较低，就业结构也不合理，从而

导致张家界在发展旅游产业过程中出现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异较大．因此，政府教育等部门，要针对农村

人口开展就业与再就业培训，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就业总量，优化农村居民就业结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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