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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理论与实践】

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叠加效应下

旅游经济转型升级路径

郑国中
(常州大学商学院，江苏常州213164)

摘要：文章结合旅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南京为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与

“一路一带”叠加效应下，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转型路径。文章认为，基于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和旅游产业分析

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对城市旅游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发展模式和经济效应进行系统、综合研究，将有助于拓展

城市旅游产业研究范围与内容，对城市旅游产业研究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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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叠加效应下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一)叠加效应下旅游产业发展的评价方法

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叠加效应下，南京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的选择上，同样考虑到

上述的诸多因素，以南京市旅游产业的基本发展的影响因素作为切人点，结合旅游产业的基本规律，对于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建构起南京城市旅游产业分析框架。继而本文基于旅游产业GIu框架评价旅游产业影响因素

的定量化指标。在数据来源层面，本文以官方统计指标为准，基本保证了从官方统计数据中直接获取的一手材

料，对于没有直接体现出影响因素的指标予以相应的转换或者替代，以保证数据指标选取与处理方法的一致

性和可比性。主要考察了《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3—2013)、《中国城市年鉴》(2003—2013)。【1]在具体的建构过

程中，考虑到城市旅游产业本身的动态与复杂性质，本文在基本指标体系的建构、具体测量与评价中，遵循了

坚持科学与可操作性、样本全面与可代表性、层次性与系统性的基本原则。本文基于系统的观点将旅游产业发

展的影响因素细分为三个层面，也即政策方面、产业方面和城市旅游环境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彼此之间相

互联系、共同促进的关系，制约并影响了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层次。

(二)叠加效应下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

第一，政策层面的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的是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叠加效应对于南京为代表的东部旅

游城市的旅游发展的路径提升影响，由此，政策层面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政府政策主要包括旅游产业

政策、区域合作、投资政策及环保政策，涉及城市管理、政策制定等实施。这些指标较多地是定性的指标体系，

然而，为了便于研究指标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测算过程中将其转换为定量指标。具体来说，用旅游城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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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管部门颁布的政策数目与级别来衡量其产业政策实施，用旅游收入在地方GDP占比衡量产业政策的绩

效，用高校在校生中相关专业学生数目衡量人才储备，用非公经济组织占比衡量市场经济自由度，用三次产业

比重衡量政策对产业升级的支撑力度，用实际吸引外资衡量政策指引下的产业投资环境【2】。

第二，产业层面的指标选取。长江经济带与“一路一带”尽管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然而，它的

实施必然依靠产业的支撑，产业指标是我们考虑的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概言之，产业层面包括生产要素、产业

规模、产业集群与产业结构等诸多影响因素。其中，生产要素涵盖了相关的旅游资源禀赋、资金、人力与技术资

源。这些资源既包括了既有的资源，也涵盖了潜在的资源。后者指的是在旅游定位扩展基础上，借助城市的文

化资源、艺术资源来开发的旅游资源。在具体的指标获取与分析中，本文对于南京市的A级到5A级别的旅游

景区进行了考察，用于反映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品味。在具体的指标测算过程中，选取相应的艺术馆、图书

馆的数量作为衡量艺术发展水平的指标，资金资源作为产业资产的指标。产业集群指标用于衡量旅游企业集

中度，产业规模衡量旅游产业收入情况。

第三，城市发展环境的指标选取。城市发展环境包括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层面的评

价指标。具体来说，包括城市铁路、民航旅客周转指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财政占比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也包

括三产在GDP上的占比，科技创新力度以及城市规模经济的比重和要素成本等方面的指标。

二、基于南京为例的叠加效应下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一)南京旅游产业的分层评价

对南京旅游产业分层的评价与分析，实际上是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南京旅游业发展的样本评价，旨在提

取公共因子成分以便揭示出叠加效应下的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的动态特称，进而判别其基本的发展模式，

对于其发展路径与特征做出相应的总结，进而为后续的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效益提升提供研究的基础。

第一，基于南京市政府层面的政策因子分析。通过SPSS软件关于南京市旅游产业发展政府政策层面原

始数据的因子分析发现，其KMO指标为0．741，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基于此，抽取公共样本因子中的各

个变量，通过指标分化的方式，得出其共同度，用于衡量公共样本的重要度。结果显示的提取后公因子方差指

数则表征了原始数据中被提取的样本和信息数量。换言之，从效度的角度来说，如“政府旅游产业政策级别与

数目指标”的方差为0．93l，也就意味着与政策级别的指标中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信息被有效提取出来，符合基

本的效度指标要求(如表1)。从信度的角度来说，通过总方差解释可以看出，其基本的公共因子贡献率第一成

分特征为3．874，较好地阐明原始数据，在信度上是符合标准的(如表2)。

根据主要成分的特征根系统指标和相关的累积方差的贡献率(表3)可以得知，南京市在政策决策方面的

载荷矩阵成分与公共因子的相关度在两倍以上，其所包含的正确的信息指数相对较高，信息量较大，较好地阐

释了因子的相关度。尤其是，从旋转后的相关矩阵指数可知，政府产业政策级别的指数(x1)、二三产业产值比

重(x6)等指标的载荷较大，占到相关比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可以看出，南京市政府在政策等政府相关的领

域，尤其是与一路一带等相关的领域进行的产业支持力度较大，而且对于旅游相关的产业重视程度较高，为旅

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环境和投资等制度、政策方面的支持。p】由是，将其定义为公因子Fl。与此同时，高校

学生数量(x3)与非公经济占比(x4)等指标的载荷加大，将其称之为公因子F2。这一指标的变化显示出的是

政府对于旅游产业发展领域的投人，在高校及人才培养，高端人才储备等方面都提供了较好的支撑。非公经济

占比的指标则体现了南京市政府有效地调节市场资源配置、激活旅游资本、完善旅游主体、提升旅游绩效方面

表1变量共同度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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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总方差解释

ExInc虹on S哪s Rol^60n Sums of
lnmal EigcrIval∞s

COmpon％t 。Sqmred Loadjn铲 Squared L∞din8s

％of ％ ％of ％ ％of ％

Tola】 V删ance Cumul暑live T哦Al Va—Bncc Cumula右vc To协l V诅hancc C埘n‘ll-t．、

l 5-382 76 88l 76．88l 5．382 76．88l 76．88I 3，874 55 342 55 342

2 1．05l 15．009 9I．889 1．05j 1 5．009 91，889 2．558 36．547 91．889

3 O．254 3．628 95 517

4 0．176 2 512 争8．029

5 009l l 303 99．332

6 0037 0 53 99 862

7 00l OI 38 lOO

较为灵活的政策措施和产业保障手段【4】。基于上述分析，进一步将两个公因子F1，F2明确为南京市政府在政策

层面采取的措施中的促进政策和保障政策两个方面(见表4)。
表3 F1Ⅲ2特征根及累积方差的贡献率

旋转糟 旋转后

书成分 特征 方蓑 蘩}l彷蓑 特征 方夔 累计方蓑

根 霓献率 贡献率 根 贡献率 贡献宰

Fl 5．382 76T鹤l 76．881 3．874 55，342 55．3鸵

阮 1．05l 15∞9 91．髓9 2 558 36．547 91．889

表4公共因子得分矩阵

进一步地，根据公共因子F1Ⅲ2得分矩阵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其标准的变量值和基本载荷的关系，同时以

上述公共因子作为贡献率的权重，可以得出南京市旅游产业政策层面的因子得分Al。(表5)

表5南京市产业政策Al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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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市产业政策得分的基本情况来看，南京市2011年之前的数据显示其政策领域的得分大幅度提升，

政策因子的比重明显增强。从实际的领域来看，南京政府及旅游主管部门对于城市旅游的投入不断加大，实施

相关政策的效度和信度得到提升，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的相关制度保障也得到了全力的提升，显然，这对于当

下“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具有极强的政策扶持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旅游产业促进政策Fl的贡献率

较高，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五，显然，近年来，尤其是2013—2014年两年间，南京由于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赛事

的举办和相关活动的支持，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

升级和城市旅游的发展。而当下的“长江经济带”的提出和“一路一带”战略的叠加必将建基于以上的政策发力

的基本路向，带动相关产业上下游的发展，这从经济规律发展的层面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旅游产业

保障政策F2的贡献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三。这又在另一个层面强调了政府在灵活地处置市场资源配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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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本市场多元化、提升市场经营效率领域发挥了市场的机制作用和政府调节作用的有效组合，促进了南京

旅游产业的良性互动。

第二，基于南京市产业发展层面的因子分析。同样地，通过SPSS软件关于南京市旅游产业层面原始数据

的因子分析发现，其KMO指标为0．720，也是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抽取公共样本因子中的各个变量，通

过指标分化的方式，得出其共同度，用于衡量公共样本的重要度。结果显示的提取后公因子方差指数则表征了

原始数据中被提取的样本和信息数量。换言之，从效度的角度来说，如“旅游核心产业固定资产”的方差为

0．902，意味着与产业级别的指标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信息被有效提取出来，符合基本的效度指标要求(如表6)

从信度的角度来说，通过总方差解释可以看出，其基本的公共因子贡献率第一成分特征为4．808，较好地阐明

原始数据，在信度上是符合标准的。
表6南京市旅游产、U，层面的变量共同度

旅游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占城疆旅游魑收入比重 x15 1

根据主要成分的特征根系统指标和相关的累积方差的贡献率得知，南京市在产业方面的载荷矩阵成分与

公共因子的相关度较高。尤其是，从旋转后的相关矩阵指数可知，旅游资源禀赋(x8)、艺术馆图书馆数量比重

(X9)等指标的载荷较大，占到相关比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可以看出南京市政府在产业经营相关的领域支持力

度较大，而且对于旅游相关的产业重视程度较高，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环境和投资等制度、政策方面

的支持。与此同时，核心产业从业人员数量(x10)与旅游企业集中占比(x14)等指标的载荷加大。这一指标的变

化显示出的是旅游产业发展领域提供了较好的支撑。旅游产业市场资源配置、旅游资本提升方面较为灵活。南

京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自2011年开始，南京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态势。具体来说，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旅游产业的基本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比进一步优化，

核心旅游产业的发展贡献比值较为稳定。这说明，南京市的旅游产业的发展仍然是以核心的旅游产业作为主导

的，投入产出效应的比值趋于合理与优化。值得注意的是，旅游企业的员工生产效率的基本负荷较大，从一个侧

面显示了市场经济和快节奏的生活下，旅游产业从业者之间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所增加，工作的效

率和相应的收益产出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倘若站在长江经济带和_二路一带的发展的长远视野来说，核心产业的

集聚和叠加对于南京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分化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旅游产业的集群化与产业化的趋势日益凸

显。由此，我们根据公共因子Fl＼F2得分矩阵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其标准的变量值和基本载荷的关系，同时以上

述公共因子作为贡献率的权重，可以得出南京市旅游产业层面的因子得分A2。

(二)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识别

基于南京城市旅游发展的GIU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的基本方法得出南京市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因

子得分(A1)产业发展因子(A2)和城市环境发展因子(A3)。从三个层面上的因子得分隋况可以看出，三个层面

的得分情况与南京旅游产业发展的关联程度。在三个层面的得分可知，A2因子最大，A1次之，A3最后。因此，

可以认定以南京为代表的东部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之一：产业驱动、政策支持型的旅游模式。

南京产业驱动、政策支持型的旅游发展模式中非公经济的比重负荷较高，旅游产业发展中保障作用的首

要因素是市场经济制度，其次是人才制度。尤其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

制度保障，有利于南京在未来的一路一带体系中营造更为良好的经济环境。在上述环境的营造的同时，南京市

政府之前采取的一些了促进旅游产业市场化的相关制度，为南京旅游产业市场经济框架体系的稳定扫除了基

本的准人障碍，促进了多元体制共同发展，产业素质和发展的基本效益不断提升。这对于当前的南京长江经济

带体系发展的优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打破了经济体制障碍和条块性质的分割，更多的因素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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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与自由组合更为灵活多样，产出效应得到体现。二是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旅游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

旅游需求结构基本一致，旅游要素之间的市场关联趋于多元。尤其是，旅游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各类

资本充分调动起来。三是南京旅游产业的市场竞争形势的放开，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全，拓展了各种新兴旅游业

态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商业、文化、科教等产业发展，提升了南京的产业发展内涵。四是南京市政府对于旅游产

业的发展所采取的保障政策也在旅游发展中起到了保障作用，制定了相关经济、投资与产业政策，通过人才培

养、生态保护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素质的提升，真正完善了上述模式的基本路径。

(三)城市旅游经济效应与升级方式

通过上述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的探究和分析，结合南京样本现实发展状况可以得出其基本的经济发

展的效益模型。基本前提是对于南京城市旅游发展的三个假设。第一，南京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南京经济发

展中是促进作用。第二，南京旅游部门产出的增长极大地带动了非旅游部门产出的增长。第三，旅游产业的发

展促进了相关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上述三个假设，考察南京市旅游产业发展同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结

果显示，其旅游收入与GDP的数据序列呈相似的基本走势，二者关联度极高。实际上，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收

人与GDP的数据序列的实证研究已经较为成熟，本文采用了基本的数据增长的研究方法，通过回归模型的测

算认为，南京的城市旅游经济增长与当地的GDP增长之间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正向拉

动效应。换句话说，上述假设的1，2，3点均成立的前提下，城市旅游部门的边际生产力较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

产效率较高，旅游中融人了较高的非劳动力要素，不断提升了相关的产业附加值，旅游产业集约化增长的态势

相对明确。然而，对于南京的城市旅游发展而言，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存在齐头并进的局面。相反的，南京核心

旅游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推进了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配套设施的完善，第三产业

结构得到优化，通过其产业链条的波及效应产生的直接以及间接的产业发展，不断调整着城市产业的结构模

式。在这种产业模式发展效应的带动和完善下，南京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升级与换代，城市产业结构向着第三

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基本路向实现优化。

三、南京城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借力国家战略，优化旅游产业政策结构。区域一体化与区域旅游竟合是提升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南京地区城市旅游产业发展要在国家战略引导下，不断借助相关的产业竞合，

培育新的旅游增长点，挖掘文化特色的潜力，采取潜能升级的方式实现旅游产品的错位互补发展态势。

第二，强化产业集群，构建旅游新兴旅游链条。产业集群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极大的推动力量。南

京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能够将既有的旅游资源比较优势进一步转换为竞争优势，为此要不断强化国家级核心

景区的集群结构，提升围绕核心而形成的带状集群结构模式。同时，要发展多种形式的旅游地区，构建商务旅

游、遗址类旅游、自然资源旅游等多种产业形式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三，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旅游产品结构。鉴于旅游产品与旅游城市环境之间的空间结构、行业结构、消费

结构等方面的重要关系，南京地区旅游环境建构要与旅游产业升级同步进行，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旅游产品的

产品结构，提高旅游城市的科技含量和信息化水平，借助产业竞合、知识溢出，加强对于主题旅游的建设，增强

旅游城市吸引力、体验感，让游客能够感同身受，促进旅游产品结构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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