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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次基于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在检验

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的基础上"估计

了资本和劳动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检验了旅游经济增长

过程中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2..- e2.., 年间"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和集群趋势加强"邻近

省域的经济增长及旅游资本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资本

和劳动的旅游产出弹性系数均为正"前者对旅游经济增长的

贡献大于后者"我国省域尺度的旅游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

本要素投入驱动"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劳动力要素的贡

献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政府在制定旅游产业政策和发展规

划时"必须致力于加强邻近地区旅游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合作

与交流"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中的资本空间溢出效应"改革旅

游业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及再次分配体制"激活邻近省域旅游

劳动力投入与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互动性"以便提高邻近地

区及本地区劳动力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协同贡献%

!关键词"旅游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溢出效应&空间面板计

量经济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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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旅游经济出现了高速增

长的态势/ 目前)旅游业增加值已占 XEJ的 0f以
上)对国民经济的带动和关联作用在不断加强)在拉
动社会投资’促进消费’解决就业等方面的贡献明
显)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逐渐显现/ 从实
践上考察)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吃’住’行’游’娱’

购旅游六要素均存在着明显的跨区域流动性)不管
是旅游生产行为 --. )还是旅游消费行为 -2. )都存在
着普遍的空间相关性/ 从理论上看)旅游资本和劳
动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导致旅游投入产出活
动存在空间相关性)邻近地区旅游资本和劳动投入
对本地区的旅游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溢出效应或集聚
效应/ 可见)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在准确测算资本和
劳动要素投入贡献的基础上)定量研究区域旅游经
济增长过程中的溢出效应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
注的课题/ 从政策模拟和决策支持的角度看)基于
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模型)研究区域旅游经
济增长及溢出效应所得的结果与结论)对政府旅游
管理部门制定相关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旅游企业制
定经营管理规划和营销策略以及旅游消费者制定科
学的出行计划)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相关研究中)已有学者认识到了空间相关性
与异质性效应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
开始使用截面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对
中国省域旅游产业的弹性系数研究发现)省域旅游
业产出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及集群趋
势)理论和实证研究不能忽视空间效应作用 --. ,对
我国农村居民一日游人均花费和一日游人数比例的
空间统计分析发现)省域一日游人均花费的全域空
间自相关性存在明显的高值集聚区域)不同出游目
的的一日游人数的局域高值集聚区域也很明显 -2. ,

对中国地级市及地区的旅游规模空间分布及水平变
化的分析发现)总体上全国区域旅游规模在空间上
存在一定正向集聚效应)且空间集聚水平不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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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1. /
以上研究证明)省域或地级市的旅游行为存在

着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但没有综合考虑时间序列与
截面的相关性对区域旅游行为的协同作用/ 实际
上)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区域维度
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同时也存在时间维度的相关性)
这种时空协同相关性需要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
行检验/ 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研究发现)我国
省域旅游发展对其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推动作用)省
际经济增长受到本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邻近区域
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及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 -0. ,相邻
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水平高#低$)则区域旅游业发展
水平也高#低$ -B. ,省域农村人均居民旅游消费存在
空间依赖性)旅游消费行为受到本地旅游消费及相
邻省域旅游消费的共同影响)制定旅游消费政策时
需考虑空间相关性 -/. /

在为数不多的旅游经济增长投入产出弹性系数
测算研究中)大多都没有考虑空间效应对我国省域
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且估计结果相差较大/ 采
用生产函数法对中国旅游业经济增长进行的测算结
果显示&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
的弹性系数分别为 .h-.1, 和 .hD,/-)中国旅游业
属于典型的#劳动$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 -C. / 基于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中国省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证
研究发现)资本和劳动对旅游产出的弹性系数分别
为 .h/-C, 和 .h10/.)资本是驱动我国省域旅游产
业发展的主动力之一 -D. / 对我国住宿餐饮业柯
布 b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 MV? 估计显示)资本和劳
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 .h02DD 和 .hBC-2 -,. /

总的来看)目前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对中国区域
旅游经济增长进行了空间计量经济探索性研究/ 但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点&一是大多测算投入要素对
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基本上都没有考虑区域旅
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问题 -C)D. )如果空间效
应确实存在)而忽略它势必会影响要素弹性系数估
计结果的准确性 --. )事实上)目前有关中国省域资
本和劳动的旅游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存在截然相反
的结果 --)C)D. ,二是开始考虑空间因素的相关研究在
构建空间权值矩阵 F时基本上采用的都是二元邻
接矩 阵 # ()+H5OF5H% ">5O:H$ 或 门 槛 距 离 矩 阵
#H:;>7:)$A A57H8+(>">5O:H$ -- b/. )这虽然反映了一种
邻近概念上的地理空间联系)但是不完全符合旅游
空间经济实际)而使用基于距离衰减函数构建的空
间权值矩阵则更为符合区域旅游发展实际,三是一

些研究虽然采用了空间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
型 -0 b/. )但没有对区域旅游经济空间面板模型的固
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做出假设和检验)且仅仅考虑了
被解释变量#如旅游收入$的空间相关性)而没有将
解释变量#如劳动’资本’交通运输等$的空间溢出
效应纳入模型)难以获得准确的模型参数估计值)也
很难科学刻画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依赖性的具体
传导机制/

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在索罗增长模型 --..基础
上)基于我国 1- 个省域 2..- e2.., 年的面板数据)
首次构建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
型#768H58$68+>$>()+)*>H;5(7*)A>$7$)在准确估算
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基础
上)系统测度邻近地区的旅游经济增长及资本和劳
动要素流动是否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产生空间溢出
效应)如果存在这种溢出效应)如何来检验并选择恰
当的实证模型来解释这个效应( 最后)提出了相应
的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对
策措施/

二)旅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旅游经济增长模型构建
为了估计要素投入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弹性系

数)并检验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溢出效应)本文使
用索罗增长模型 --..构建柯布 b道格拉斯区域旅游
生产函数 --)C)D. &假定有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技术
进步被视为外生变量)%地区 6时期的旅游经济产出
G%6为&

G%6 H9@
!
%6C%6

" #-$
!!其中) @%6为 %地区 6时期的资本要素投入) C%6
为 %地区 6时期的劳动要素投入,9为按照恒定比率
增长的技术进步)传统上为希克斯中性生产率项/

对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G%6 H$+9I!$+@%6I"$+C%6 #2$

!!对于 !’ "两个参数的估计值采用以下方法&用
各省域的旅游总产出变量’物质资本存量变量和劳
动投入变量数据对式#2$进行回归/ 根据索罗经济
增长模型的假定)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条件下)
规模报酬不变)即 !I" H-) 将 !’ " 做正规化处
理)可得&

!! H!J!I( )"
"! H"J!I( )" #1$

!!其中) !! 和 "! 为资本和劳动对旅游经济增长
的弹性系数#贡献率$/

2#物质资本存量 @的测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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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域旅游投入产出弹性系数估计过程中)物
质资本存量 @的测度非常关键/ 一般都采用简化
了的永续盘存法 # 6>;6>HF8$5+4>+H);%*>H:)A)JI]$
测度物质资本存量 @)计算公式为&

@%6 H - K( )#@%6K- ID%6 #0$

!!其中)@%6表示 %地区第 6期的物质资本存量,D%6
表示 %地区以第 6期为基期’以不变价计算的投资
额, #为资本折旧率/ 式#0$的含义为)当期实际资
本存量由上期实际资本存量与当期实际净投资两部
分之和构成/

实践中)采用式#0$测算物质资本存量)还依赖
于其他 0 个变量的计算&资本折旧率 #的确定)资本
存量价格指数的构造)固定资产净投资的计算)基期
资本存量的计算/

关于 #) 本文采用大多数文献 -C.所使用的 Bf
的折旧率#,资本存量价格指数用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来表示/ 关于固定资产净投资的测算)一般
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资产原价来衡量/ 本文
以 2..- 年为基期)用各省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
数对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平减折算成实际值/

本文采用科利#d):$5)-,D2$提出的方法来测算
基期资本存量 ---. )计算公式为&

@. HD.J7 I( )# #B$

!!其中) D. 为基期 2..- 年的投资额/
1#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中国大陆 1-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简称为省域$旅游业/ 由于缺乏直接的旅
游总产值#XEJ$指标)本文以各省域的旅游企业营
业收入作为旅游经济产出的衡量指标 --)0)C)D. )而以
旅游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旅游
经济增长的投入指标/ 这样)被解释变量 G为按省
域分的旅游业营业收入#亿元$)解释变量为按省域
分的旅游业固定资产 #亿元$@和旅游业从业人员
#人$C/ 样本数据来源于 2..2 e2.-. 年的!中国旅
游统计年鉴#副本$"和!中国统计年鉴"/ 研究中利
用 1- 个省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旅游企业营业
收入进行了折算)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
进行了折算)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增加可比性/
由于西藏缺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本文以
相应年份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了代替/
另外)为了消除旅游生产函数估计中存在的异方差
性)用到的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处理/

三)空间面板计量经济经验模型的设定
-#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的类型

本文基于柯布 b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区域旅
游经济增长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分析省域旅
游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产出的弹性系数及其空间溢出
效应/ 一般不考虑空间效应作用的旅游经济增长标
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为&

$+G%6 H!$+@%6I"$+C%6I$%I%6I&%6 #/$
!!其中)%表示截面区域# %H-)2)2)B$)6表示

时期# 6H-)2)2)!$) G%6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由 %

区域’6时期旅游经济增长#产出$观测值构成的BL

- 向量)解释变量 @%6和 C%6表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观
测值构成的 BL2 矩阵)!和 "为待估计的常数回归

参数,&%6是独立且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对于 %’6满

足零均值同方差 ’2 ,$%表示空间#个体$效应)%6表
示时期效应)这样模型#/$为空间和时期双效应面

板模型&当模型#/$中没有 $%和 %6时表示为混合面

板模型,当去掉 %6时表示空间效应面板模型,当去

掉 $%时为时期效应面板模型/

为了应对标准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忽略空间效应
的参数估计有偏问题)本文采用纳入空间效应的省
域旅游生产函数/ 如果本地区旅游业产出被解释变
量决定于其邻近地区的旅游经济增长观察值及观察
到的一组局域特征)就需要使用空间滞后面板数据
计量 经 济 学 模 型 #768H58$$8O68+>$A8H8*)A>$)
?VJE]$&

$+G%6 H($
B

MH-
A%M$+GM6I!$+@%6I"$+C%6I$%I%6I&%6

#C$

!!其中) (为空间滞后#自回归$系数) A%M为空间
权值矩阵 F的元素/ 该权值矩阵经过行标准化处
理)每行元素之和为 -/ 关于 F的设定)本文没有采
用一般的地理空间单元邻近矩阵 -- b/. )而构建了各
省域中心#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衰减函数)以最短
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权值)这样处理的好处是能充
分考虑到在地理上接近但并不相邻的省域之间的旅
游业发展也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实际
情况/

如果本地区旅游业产出被解释变量决定于观察
到的一组局域特征及忽略掉的在空间上相关的一些
重要变量#误差项$)这就是空间误差面板数据计量
经济学模型#768H58$>;;);68+>$A8H8*)A>$)?QJE]$&

+D-+

# 我们也计算了 1f’0f’-.f的折旧率结果)发现其与 Bf

的折旧率的计算结果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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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 H!$+@%6I"$+C%6I)%6))%6 H*$
B

MH-
A%M)M6I&%6

#D$
!!其中) )M6表示空间自相关的误差项) *为空间
误差#自相关$系数/

除了邻近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外)如果在空间上邻近省域的资本和劳动力对省域
的旅游经济增长也有影响)这就需要使用空间杜宾
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768H58$AF;[5+ 68+>$A8H8
*)A>$)?EJE]$&

$+G%6 H($
B

MH-
A%M$+GM6I!$+@%6I"$+C%6I

+$
B

MH-
A%M$+@M6I,$

B

MH-
A%M$+CM6I$%I/6I&%6 #,$

!!其中)F$+@’F$+C 表示邻近省域的资本和劳动
力空间滞后变量)与!和 "一样)+’,为待估计的常
数回 归 参 数/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检 验 假 设 N.&
+#,$ H. 可帮助判断是否可将 ?EJE]模型简化为
?VJE])或检验假设 N.&+#,$ I*!#"$ H. 可帮助
判断是否可将 ?EJE]模型简化为 ?QJE]/

2#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的设定
在标准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中)必须控制两类非

观测效应&空间#768H58$$或个体#5+A545AF8$$效应’时
期#H5*>6>;5)A$效应/ 前者反映了随空间#区域$变
化)但不随时期变化的特征变量 #如区域发展战略
变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后者反映了随时期
变化)但不随空间#区域$变化的特征变量#如经济
周期$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实证分析依据对空间及时期非观察效应的处理)分
为空间固定效应#768H58$@5&>A >@@>(H7$’空间随机效
应 #768H58$;8+A)* >@@>(H7$’时期固定效应 # 6>;5)A
@5&>A >@@>(H7$’时期随机效应#6>;5)A ;8+A)*>@@>(H7$’
空间时期固定效应 #768H58$8+A H5*>6>;5)A @5&>A
>@@>(H7$以及空间时期随机效应 #768H58$8+A H5*>
6>;5)A ;8+A)*>@@>(H7$等多种模型设定 --2. /

在以上模型中)空间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常用)理
由是该模型控制了所有时间上不变的空间固定变
量)而典型的横断面研究对这种效应的忽视将可能
导致有偏的参数估计 --1. ,而时期固定效应模型则意
味着控制了所有空间 #区域$上不变的时期固定
变量/

关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标
准)采用 _8F7*8+ 检验/ 如果面板数据模型中不随
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解释变量与可观测的解释变

量相关#个体固定效应的解释变量是内生$)应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否则应采用全部的包含个体随机效
应的解释变量 #外生的随机效应 $ 模型/ 另外)
?EJE]与 ?VJE]的选择采用 Y8$Aj768H58$j$8O和
V<j768H58$j$8O检验)?EJE]与 ?QJE]的选择采用
Y8$Aj768H58$j>;;);和 V<j768H58$j>;;);检验方法/

四)空间面板计量经济经验模型的估计结果与
分析

-#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的检验
本文采用距离阈值距离 #H:;>7:)$A A57H8+(>$的

空间权值矩 --.来计算 2..- e2.., 年省域旅游经济
产出#$+G$的空间自相关 ]);8+*7I指数#表 -$/ 结
果显示&2..- e2.., 年期间)中国 1- 个省域的旅游
经济增长 #$+G$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均至少可通过 .h0f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除了
0非典1发生的前一年 2..2 年和金融危机发生的前
一年 2..C 年外)其他年份的省域旅游产出均表现出
逐步上升的空间自相关性)也就是说)各个省域之间
的旅游产出的空间依赖性在不断加强)省域旅游的
产业集群现象明显)在旅游经济定量研究中必须充
分考虑这种逐渐增强的省域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的
空间相关性效应/

对于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相
关性)除了以上传统的 ]);8+*7I检验以外)还可以
采用拉格朗日乘子#V]$检验及稳健的拉格朗日乘
子#<)[F7HV]$检验/ 对于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
的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 ?EJV]$和空间误差面板模
型#?QJE]$)其各自相应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
差模型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及其稳健形式检验分别
记为 ?VJE]̂V]#V] H>7H+)768H58$$8O$’ ?VJE]^
<V]#;)[F7HV] H>7H+)768H58$$8O$ 和 ?QJE]V̂]
#V]H>7H+)768H58$>;;);$’ ?QJE]<̂V]#;)[F7HV]
H>7H+)768H58$>;;);$/ 拉格朗日乘子检验不但能检
验空间相关性)还能判断空间面板模型到底应该采
用滞后形式还是误差形式/

2#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
下面运用 2..- e2.., 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

#/$ e#,$进行估计/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同时对模
型#/$进行标准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估计)接着对
#C$ e#,$进行普通混合回归空间面板模型’空间固
定效应空间面板模型’时期固定效应空间面板模型’
时期及空间双固定效应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 在回
归方法的选择上)标准面板数据模型采用混合普通
最小二乘估计#JV?$’广义最小二乘估计#XV?$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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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N+,,) P+,,/ 年省域旅游经济增长的 QD>$:*<R检验结果
8$HF)NQD>$:*<R@9<@>9<;&@<DI?>DA%:=%$&@D;>%<# D;@?;@I>D# +,,) @D +,,/

年份 R>8; ]);8+*7I Ĵ48$F> 年份 R>8; ]);8+*7I Ĵ48$F> 年份 R>8; ]);8+*7I Ĵ48$F>

2..- .h2/0B .h..0. 2..0 .h2,0, .h..-. 2..C .h2CD, .h..-.

2..2 .h2B-0 .h..-. 2..B .h1-.- .h..2. 2..D .h1B.B .h..-.

2..1 .h2BB, .h..2. 2../ .h121D .h..-. 2.., .h1B1B .h..-.

!!注*J为 ]);8++7I的伴随概率%

表 +N省域旅游业生产函数的标准面板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8$HF+NG@$:C$>C?$:9&9<@%#$@%D:>9<;&@<DI?>DA%:=%$&@D;>%<#?>DC;=@%D:I;:=@%D:

变量

\8;58[$>7

无固定效应

U)@5&>A >@@>(H7

固定效应

G5&>A >@@>(H7

随机效应

<8+A)*>@@>(H7

空间固定效应

?68H58$@5&>A >@@>(H7

时期固定效应

=5*>6>;5)A @5&>A >@@>(H7

8 .h..,1 .hB-./! .h21B. .h10--!! .h-0CD

#.h,0/2$ #.h..-C$ #.h-.D1$ #.h.-C2$ #.h11C2$

$+@ .h/,1D! .h/B,C! .h///C! .hC./2! .h/0/C!

#.h....$ #.h....$ #.h....$ #.h....$ #.h....$

$+C .h011C! .h21.1! .h1C00! .h2.2B! .h0D-/!

#.h....$ #.h..22$ #.h....$ #.h....$ #.h....$

LAS02 .h,-.D .h,011 .hD.2C .h,C-. .h,-/.

V)OV b--1h-/.C b11h,DD1

EY -h,1/C -h,0./ -hD.C/ -h///0 -h2B//

V]H>7H+)768H58$$8O -,h/D,-

#.h....$

<)[F7HV]H>7H+)768H58$$8O -1hC,-C!

#.h....$

V]H>7H+)768H58$>;;); /hC022!!

#.h..,.$

<)[F7HV]H>7H+)768H58$>;;); .hD00D

#.h1BD.$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 ?值&$ !$!!$!!!分别代表在 -f$Bf$-.f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法)而空间面板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V$方法 --1. /
标准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采用 Q45>"7C 软件’所有
空间 面 板 计 量 经 济 模 型 的 估 计 及 检 验 借 助
]8H$8[2..,8软件来实现/

首先)判断标准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应该采用
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_8F7*8+ 检验值检验
结果为 -Bh.D/B)在 .h.Bf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
检验)拒绝了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的原假设)证
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而且)表 2 的估计及检验
结果显示&根据 EY值和 LAS02) 在所有模型结果的
比较中)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 EY值要
优于随机效应和时期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故应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

其次)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
的选择判断/ 从表 2 标准面板回归 JV? 估计残差的

V]及其 <)[F7H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空间滞后面板
模型 ?VJE]# ?VJE]̂V]及 ?VJE]<̂V]均通过了
.h..-f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这两个检验的数值
上都比空间误差面板模型 ?QJE]# ?QJE]V̂]通过
了 .h,f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 ?QJE]̂<V]未能通
过 -.f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要显著)这说明对于省
域旅游经济增长模型而言)采用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VJE]$将更加合理/

再次)判断空间面板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应该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通过 _8F7*8+
检验考察空间效应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
示&_8F7*8+ 统 计 量 为 00hD20, # 伴 随 概 率 为
.h....$)表明拒绝了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的
原假设)需选择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可见)标准
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 _8F7*8+ 检验结果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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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ON省域旅游业生产函数的空间滞后面板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8$HFONGS4TQ 9<@%#$@%D:>9<;&@<DI?>DA%:=%$&@D;>%<#?>DC;=@%D:I;:=@%D:

变量

\8;58[$>7

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VJE] 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EJE]

无固定

效应&

U)@5&>A

>@@>(H7&

空间固定

效应!

?68H58$@5&>A

>@@>(H7!

时期固定

效应’

=5*>6>;5)A

@5&>A >@@>(H7’

空间时期

固定效应(

?68H58$8+A H5*>

6>;5)A @5&>A

>@@>(H7(

无固定

效应)

U)@5&>A

>@@>(H7)

空间固定

效应*

?68H58$@5&>A

>@@>(H7*

时期固定

效应+

=5*>6>;5)A

@5&>A

>@@>(H7+

空间时期

固定效应,

?68H58$8+A H5*>

6>;5)A @5&>A

>@@>(H7,

8 b.h/2-1! b.h0B-1!!!

#.h..-1$ #.h.C2-$

$+@ .h/1B0! .h1D,B! .h/0C-! .h1-,0! .h/0C2! .h1BD1! .h/0CD! .h12BB!

#.h....$ #.h....$ #.h....$ #.h....$ #.h....$ #.h....$ #.h....$ #.h....$

$+C .h0///! .h2.-1! .h0/2C! .h22CD! .h0B0.!! .h-D2.! .h0/,.! .h22.-!

#.h....$ #.h..-D$ #.h....$ #.h...1$ #.h.2C.$ #.h..0/$ #.h....$ #.h...2$

F$+@ b.h-2D2 .h1DC.! .h-02C .h10D-!!!

#.h2CD1$ #.h..2C$ #.h1B01$ #.h.B02$

F$+C .h./2. b.h1/DD!! .h-C/B b.h../1

#.h/0C2$ #.h.0,/$ #.h2,0,$ #.h,CB0$

( .h-D1,! .hB...! .h2.0.! b.h.0//! .h2BB.! .h12D.! b.h.-,. b.h-BC,

#.h...C$ #.h....$ #.h....$ #.h//B.$ #.h..,-$ #.h...1$ #.hB/BC$ #.h-C,D$

V)OV b-.1hC-CD .hDC.D b--1h.2BB 2Bh0-,B b-.1h-21D Bh0DC0 b,-h/B0C 2/hCDBB

LAS02 .h,-B/ .hC00. .hD,C. .h2/,B .h,-BC .hCB11 .h,-0/ .h2C02

致&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可取/ 中国 1- 个省域旅游经
济增长生产函数的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是所有模
型中更为可取的模型/

最后)通过 Y8$A 和似然比检验 V<检验来判断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EJE]$是否可以简化为空间
滞后模型# ?VJE]$和空间误差模型# ?QJE]$/ 检
验结果显示&Y8$Aj768H58$j$8O和 V<j768H58$j$8O的值
分别为 1h2,/1 和 2h/1.C)其伴随概率值 6;)[ j
768H58$j$8O分别为 .h-,20 和 .h2/D0)Y8$Aj768H58$j
>;;);和 V<j 768H58$j >;;);值 分 别 为 2h2//. 和
2h.10B)其伴随概率值 6;)[ j768H58$j>;;);分别为
.h122- 和 .h1/-/)均未通过 -.f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说明无法拒绝+#,$ H.和+#,$ I*!#"$ H. 的
原假设)这表明对于省域旅游经济增长而言)空间滞
后面板模型 ?VJE]较之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EJE]
的效果更好一些#/

由表 1 中的我国省域旅游业生产函数的空间滞
后面板模型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各类模型估计及
检验结果可知&空间固定效应 ?VJE] 模型!和
?EJE]模型*估计结果的对数似然值 #V)OV为
.hDC.D’Bh0DC0$较之传统面板模型和其他各种空间
面板模型相对要好)而且其拟合优度系数 02 也相对

较高#.hC00.’.hCB11$)各解释变量及空间滞后项
均至少通过 Bf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的经济学
含义明确/ 因而)本文将选择空间固定效应的
?VJE]模型!和 ?EJE]模型*对我国省域旅游经
济增长的投入产出弹性系数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展开
实证分析及解释/

表 1 中空间固定效应 ?VJE]模型!的估计结
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了
.h-Df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资本与劳动投入的估
计系数均为正值)即资本与劳动要素对旅游经济增
长有着正向的作用)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
下)当旅游固定资产投入每增长 -f)可促进我国省
域旅游经济增长上升 .h1,f,当旅游劳动力投入每
增长 -f)可促进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上升
.h2.f/ 表 1 的空间固定效应 ?EJE]模型*估计
结果显示&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投入变量#F$+C$与所
有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能通过 Bf的显著性检
验)同样资本与劳动投入要素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

+-2+

# 另外)根据表 1 的检验结果)空间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滞后
面板模型# ?VJE]$(及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EJE]$*的拟合优度

系数 02 分别为 .#2/,B’.#2C02)是所有模型中拟合优度最差的)因
而最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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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旅游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作用)在不考虑其他
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当旅游固定资产投入每增长
-f)可促进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 .h1/f,当旅游
劳动力投入每增长 -f)可促进我国省域旅游经济
增长 .h-Df/ 而且)资本投入对省域旅游经济增长
的贡献大于劳动力的贡献)该结果与吴玉鸣 --. ’朱
承亮等 -D.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而与左冰和保继
刚 -C.的研究结果相反/ 实际上)在旅游固定资产投
资方面)我国旅游业资产总存量增长迅速)从 2..-
年的 00DhC, 亿元增加到 2.., 年的 ,.,h-2 亿元#按
照 2..- 年不变价格’Bf的折旧率折算$)年均增长
,h20f/ 旅游业资本#固定资产净值$ b产值#营业
收入$率处于稳定增长状态)1- 个省域的旅游资本
生产率平均水平从 2..- 年的 B-h,Cf稳步上升到
B0h,0f)旅游业投资效率在逐步得到改善/ 然而)
我国 1- 个省域的旅游业劳动 #从业人员$ b产值
#营业收入$率平均水平从 2..- 年的 ,h01 元c人上
升到 -/h22 元c人#)虽然增速较快)但全员劳动生
产率水平依然较低/ 据统计)2..1 年我国的旅游业
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 Cf --0. )与旅游发达国
家的差距巨大/ 而且)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的流失率
非常高)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短缺)旅游从业者的经济
收入与其经济贡献出现了严重倒置)导致我国旅游
业的高速增长以旅游从业人员廉价的劳动投入为代
价 -C. / 因此)结合本研究得到的旅游资本产出弹性
系数高于劳动力弹性系数的结论)进一步证明目前
我国省域尺度的旅游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赖资本要
素投入驱动的)呈现一种资本密集型特征)劳动力要
素的贡献尚未充分发挥/

表 1 回归结果还表明&?VJE]模型!和 ?EJE]
模型*的 (值#.hB. 和 .h11$通过了 .h.1f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在考虑和不考虑资本和劳动力
两个解释变量的空间邻近滞后效应的情况下)当邻
近省域的旅游经济增长每增加 -f)省域的旅游经
济增长分别增加 .hB.f和 .h11f/ 这也进一步说
明)在分析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时)传统的不考虑空间
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是有偏的)也验证了吴玉
鸣对我国省域旅游产出的截面空间计量经济估计获
得的资本弹性系数大于劳动力弹性系数的结果 --. /
而且)资本的空间滞后项的空间滞后系数也在 -f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省域资本投入存在显
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当邻近省域的资本投入每增长
-f)可促进省域旅游经济增长上升 .h1,f/ 而劳
动力的空间滞后项的空间滞后系数为 b.h1C)能通

过 Bf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邻近省域的旅游劳动力
对省域经济增长表现为集聚效应/ 需要强调的是)
既然邻近省域旅游资本投入和旅游经济增长都存在
明显的空间溢出性)说明在省域旅游经济增长模型
中不但被解释变量存在交互作用)同时也存在解释
变量的交互作用)在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
一个省域的旅游资本投入与旅游产出增长将会带动
周围省域的旅游产出增长)周边省域的旅游资本投
入与旅游经济增长可以带动某一省域的旅游产出增
长)省域内投资与邻近省域的投资效果相差不大)一
同驱动着我国省域旅游经济的增长)而增强这种协
同空间溢出效应对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可持续增长意
义重大/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基于 2..- e2.., 年中国 1- 个省域的面板数

据)在检验我国省域旅游经济产出增长是否存在空
间依赖性的基础上)本文首次建立空间面板计量经
济学模型)就资本和劳动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做
了准确估计)检验了资本和劳动及旅游经济增长是
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如下结论&#-$中国省
域旅游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而且
各个省域之间的旅游产出的空间依赖性在不断加
强)省域旅游的产业集群现象明显)在旅游经济估计
研究中必须充分考虑省域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空
间相关性/ #2$资本和劳动对省域旅游产出的弹性
系数均为正)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劳动
力)我国省域尺度的旅游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
要素投入驱动)呈现一种资本密集型的特征)劳动力
要素的贡献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1$邻近省域旅游
资本投入和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我国
省域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省域的旅游资本投
入与旅游产出增长将会带动周围省域的旅游产出增
长)周边省域的旅游资本投入和旅游经济增长对省
域旅游经济增长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更好地促进省域
旅游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省域旅游经济
增长的空间依赖性及旅游产业集群化趋势的加强)
意味着政府在制定旅游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时)必
须致力于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中的空间溢出效应)充
分重视加强邻近地区旅游企业在投入和劳动力方面
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旅游生产要素的跨地区和跨行
业流动与集聚)提高省域旅游资本投入与旅游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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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对周围省域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带动效应/ #2$
采取措施形成省域旅游资本和劳动空间关联互动机
制)优化和提高省际资本投入的空间配置效率)提高
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增加其对旅游经济增长协同贡
献率/ #1$改革旅游业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体制和再
次分配体制)改变旅游劳动者报酬偏低’旅游业发展
获益者主要是资本所有者和政府而非旅游从业者的
不合理状况)通过政府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
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调节和改善旅游从业人员收
入低下的状况)激活近邻旅游劳动力投入与旅游经
济增长的空间互动性)以便提高邻近地区及本地区
劳动力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协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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