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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31省域面板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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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旅游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起到促进作用。基于2003—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域的面板数

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跨空间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发展存在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省的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对临近省域的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的正向作用与来

自周边省域的负向影响相互冲抵,以至于总体而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发展未显现出显著影响。基

于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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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旅游交通作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之一,与旅游发

展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交通是旅游产业的命脉,
是完成旅游活动的前提[1]。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完

善,既有利于增强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也能够带动

目的地旅游资源的集群式开放、旅游流的集聚规模和

扩散,旅游资源要素的组合形态和利用效率等[2],对
旅游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

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除了具备必要的旅游资源条件之

外,还需让旅游者能够进得来、出的去和散得开,在旅

游需求的促动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将成为区

域旅游发展的必然要素。因此,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与旅游发展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长久以来,交通与旅游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

旅游学者的热议焦点,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较为深入

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早在2000年,Rietveld
和Nijkamp便注意到了交通与旅游之间的密切联

系,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

增长[3]。Palmertous等以西班牙的租车旅游为切入

点,验证得出旅游交通和旅游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4]。国内学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的研

究成果日趋丰富。郭向阳等以云南省为例,探讨交通

服务功能和旅游效率之间的空间联系特征[5]。李国

栋等以中国综合交通和旅游业为例展开实证研究,发
现综合交通和旅游业耦合协调度总体呈增长趋势,但
是并没有达到高质量的耦合,区域不平衡现象比较严

重[6]。于景飞等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分

析了旅游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关系[7]。赵临龙等运

用相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探讨了海口市

交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发现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

关系和推动作用[8]。来逢波等以山东省11家5A景

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相互影响的内

在机制以及两者之间富有“弹性”的互动响应关系[9]。
陈婷以湖南省为例,利用文献分析法从理论上探讨了

交通运输网建设促进旅游产业转型的动力机理[10]。
王公为通过对内蒙古旅游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内

蒙古航空运输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其响应

性呈逐年减弱的趋势[11]。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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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线索,同时为区域旅游开发实践提供了有益的

借鉴。
上述研究中,大多学者对于二者关系的探讨通常

聚焦于交通可达性与旅游发展水平的区域匹配程度

的评价,或二者因果关系的检验,却忽视了旅游发展

的空间相关性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的空间溢出

效应。事实上,区域旅游发展存在区域的不平衡性和

明显的空间集聚,同时,区域交通具有整体性和网络

性特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影响本地的发展,
还会影响临近省域的发展而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因

此,将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及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纳入研究范围实属必要。基

于此,选取2003—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域数据,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探讨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对区域旅游发展的跨空间影响,为客观认识二者之间

的关系以及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旅游业发展提供参考。
二、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区域旅游发展的路径

(一)交通发展促进区域旅游开发

从旅游发展的长期效益来看,完善的交通基础设

施是影响政府旅游投资决策及活跃旅游人才市场的

关键因素。一方面,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在降低物流

成本的同时显著拉动了当地的客流量,为旅游活动的

开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加强了政府对当地旅游特

色产品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激发区域旅游开发潜力。
另一方面,健全的交通网络有助于营造优质的宜居环

境,进而吸引更多外商企业的入驻以及旅游专业人才

的涌入。外部资本的投入可以有助于物质资源的优

化配置,形成区域内旅游产业的集聚化,加速旅游要

素的开发延展。同时高素质的旅游服务人才又能够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加强文化宣传,促进文旅融合

发展。
(二)交通发展提升区域旅游经济收入

构建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有效提振区域旅游

经济的重要手段。尽管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各项

支出会因出行方式、目的及规划预算的不同而有所区

别,但对于跨空间距离较远的游客而言,交通费用在

食、住、行等常规旅游开支项目中所占比例往往最高。
与此同时密集的区域交通网络以及多样化的出行方

式,能够有效地改善本地居民的出行及外来旅客的入

境条件,增加客流量,带动景区门票以及相关食、住、
行的消费,进而间接作用于区域旅游经济。

(三)交通发展助推区域旅游方式转变

近年来,随着安全游、亲子游、健康游等新型旅游

形式的盛行,游客的出行方式也逐渐由共乘交通工具

的参团游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驾游转变。在此背景

下,公路的工程质量以及停车的便利程度会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感知。此外,景
区间打造便捷高效的旅游交通网络,有利于设计定制

化旅游产品,实现区域内无障碍旅游,极大缩减了游

客的出行时间及经济成本。
三、研究方法、模型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空间相关性检验

采用 Moran’sI指数对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相

关性进行检验。计算公式为:

Moran’sI=
∑

n

i=1∑
n

j=1wij(xi-x)(xj -x)

s2∑
n

i=1∑
n

j=1wij

其中,n 为样本量,即空间位置的个数;Xi 和Xj 分别

为空间位置i和j的观察值,Wij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本文采用考虑到接壤因素的邻接权重矩阵,具体构建

方式如下:

Wij =
0,i与j不相邻

1,i与j相邻 
  2.空间计量模型

基于空间非均衡的旅游发展实际,在考察交通基

础设施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时,需要纳入空间因素的考

量。空间杜宾模型(SDM)提供了空间计量模型的一

般分析框架[12],比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

模型(SEM)更全面地反映空间相关性对回归结果的

影响[1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空间杜宾

模型(SDM)的优势,在研究中直接使用该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14-17]。因此,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来
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的跨空间影响。其计

算公式为:

Y=ρWY+Xβ+θWX +uit,uit=λWuit+εit

(1)

  3.空间效应分解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同时考虑解释变量和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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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空间残差项,使得解释变量发生变化时不仅会

影响到本省域被解释变量,同时还会影响到其余省域

的被解释变量。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估算结果,将参

考张廷海和王点[18]的研究方法对杜宾模型的总效应

进行分解,并对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说明。
(二)变量的解释说明及研究数据来源

1.变量说明

为验证旅游总收入(INCO)和交通基础设施

(TRAN)之间的关系,将INCO与TRAN作为模型

的核心变量进行考察,各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旅游总收入(INCO):作为因变量,该变量是研

究模型的主要考察对象,用省域旅游总收入来表示。
交通基础设施(TRAN):是重点考察的核心自变

量,用等级公路与铁路里程之和表示,其中,等级公路

即公路设施条件和其他技术条件(保障安全、监控违

章等等)符合国家或者部门标准规定的公路。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EGDP):

用各省份国内生产总值(GDP)除以常住人口数获得

的数值进行衡量;(2)产业结构(INDU):用三产产值

占GDP的比重来表示;(3)旅游资源禀赋(TOUR):
使用景区等级赋值法进行旅游资源禀赋的赋值,即

1A~5A景区分别赋值为1~5,所获得的汇总值即为

该省份的旅游资源禀赋值;(4)城镇化水平(URBA):
参考郭朝晖和王建平对城镇化率的表示方法[19],采
用人口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表

示;(5)市场化程度(DEGR):参考李如友与黄常州的

方法[20],利用省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
该值越高说明政府控制经济规模程度越高,即市场化

程度越低,反之则说明市场化经济程度越高;(6)对外

开放水平(OPEN):参考郭朝晖和王建平的做法[19],
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

2.数据来源

选取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包括各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数据资料为实证检验的研究对象,由于台湾、香
港和澳门等中国其他省域的数据有缺失,故未将这些

省域纳入研究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3—2020
年。其中,旅游收入数据和旅游企业统计数据来源于

各期《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其副本;A级景区数据来

源于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布的统计信息以及各省级

单位的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各期《中国统计

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3.研究模型设定

为考察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

跨空间影响,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公式如下:

INCOit=α+β0TRANit+β1EGDPit+

β2INDUit+β3TOURit+β4URBAit+

β5DEGRit+β6OPENit+θ0WTRANit+
θ1WEGDPit+θ2WINDUit+θ3WTOURit+

θ4WURBAit+θ5WDEGRit+θ6WOPENit+εit

(2)
公式中,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WTRANit 表示核心

变量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滞后量,WEGDPit、WIN-
DUit、WTOURit、WURBAit、WOPENitWDEGRit、分
别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旅游资源禀赋、城镇

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等控制变量的空

间滞后项。
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的判断

表1列出了2003—2020年中国省域旅游发展与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 Moran’sI值。可 以 看 出,

2003—2020年中国省域旅游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的Moran’sI值均大于零,且都通过了水平为0.05
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中国省域旅游发展与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都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同

时,中国省域旅游发展的 Moran’sI值大体呈倒“U”
型变化趋势,2017年之前为总体上升趋势,2017年之

后为总体下降趋势,但考察期内的显著水平未发生明

显变化。中国省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 Moran’sI
值则呈现波动趋势,而且,考察期内的显著水平也发

生明显变化,有9个年份的 Moran’sI值在0.01的

水平上显著,另9个年份则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

较而言,2003—2020年中国省域旅游发展的Moran’sI
值明显高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二)估计结果与效应分解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域旅游发展与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分析二者之

间的关系时有必要引入空间因素,对空间溢出效应进

行检验。因此,下文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作用

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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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3—2020年中国省域旅游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 Moran’sI值

年份
旅游收入

Moran’sI Z 值 P 值

交通基础设施

Moran’sI Z 值 P 值

2003 0.482 4.443 0.001 0.208 2.281 0.029

2004 0.570 4.971 0.001 0.177 1.967 0.037

2005 0.515 4.935 0.001 0.172 1.961 0.036

2006 0.505 4.744 0.001 0.208 2.130 0.031

2007 0.512 4.839 0.001 0.294 2.902 0.008

2008 0.503 4.648 0.001 0.285 2.784 0.009

2009 0.509 5.033 0.001 0.308 2.862 0.006

2010 0.600 5.321 0.001 0.312 2.907 0.006

2011 0.606 5.497 0.001 0.310 2.761 0.009

2012 0.623 5.561 0.001 0.293 2.839 0.007

2013 0.632 5.529 0.001 0.288 2.603 0.012

2014 0.637 5.541 0.001 0.312 3.039 0.005

2015 6.637 5.717 0.001 0.301 2.835 0.005

2016 0.639 5.601 0.001 0.213 2.074 0.029

2017 0.645 5.745 0.001 0.189 2.026 0.028

2018 0.633 5.675 0.001 0.195 2.048 0.033

2019 0.627 5.473 0.001 0.188 2.027 0.028

2020 0.634 5.624 0.001 0.285 2.714 0.008

  表2显示了空间杜宾模型(SDM)的个体固定效

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固定效应的空间 Hausman
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模型的个体

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更为可靠。因此,将基于个体固定

效应模型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为体现估计结果的

稳健性,同时显示了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2
还显示,固定效应模型的ρ值为0.287,且在0.01的

水平上显著,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域的旅游发展存

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同时,交通基础设施(TRAN)
的估计系数为0.137,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

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

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效应为0.125,且在0.0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对本省域旅游发展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交通基础设施增长5%,本
地旅游总收入将上涨0.125%;交通基础设施的间接

效应为-0.284,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空间

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说明一个省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对临近省域的旅游发展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原

因是,加强对某一省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只是为这

一个省域内的旅游发展创造条件,无法将分布于全国

各地的旅游景区贯穿于整个交通网中,进而导致周边

的旅游发展出现负增长现象,即负的空间溢出效应,
同时区域间的旅游发展的差距也将由此扩大。从总

效应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为

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总体来说,交通基础设

施对区域旅游发展作用不突出,这与中国国情和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密切相关。中国幅员辽阔,国土面

积排名世界第三,东西、南北跨度都很大;中国东部沿

海,西部深处内陆,形成了东部经济发达、西部内陆经

济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东部的经济现状,在此国情下,
中国东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东部密集,西
部稀疏的现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减少了

省域与省域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从而加剧了省域之间

的旅游发展水平不平衡状况。

11

袁家德,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31省域面板数据分析



表2 空间杜宾模型(SDM)回归结果及模型分解

SDM模型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SDM模型分解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TRAN 0.137**(2.82) 0.176***(3.54) 0.125*(2.51) -0.284**(-3.21) -0.159(-1.61)

EGDP 1.336***(9.26) 1.268***(8.84) 1.390***(10.17) 1.189***(4.18) 2.578***(8.78)

INDU 0.215(1.74) 0.184(1.46) 0.254*(2.16) 0.544*(2.00) 0.798**(2.66)

TOUR 0.055(1.88) 0.072*(2.39) 0.051(1.84) -0.078(-1.91) -0.027(-0.67)

URBA 0.256*(2.13) 0.274*(2.22) 0.258*(2.35) -0.032(-0.16) 0.226(1.24)

DEGR 0.343**(3.08) 0.216(1.91) 0.357**(3.32) 0.182(0.98) 0.539**(2.91)

OPEN -0.030(-0.85) -0.014*(-2.40) -0.025(-0.72) 0.120**(3.09) 0.094***(4.15)

WTRAN -0.250***(-3.51) -0.188**(-2.58)

WEGDP 0.485*(1.99) 0.231(0.93)

WINDU 0.332(1.54) 0.273(1.25)

WTOUR -0.073*(-2.07) -0.077*(-2.13)

WURBA -0.104(-0.64) -0.135(-0.82)

WDEGR 0.055(0.35) 0.061(0.41)

WOPEN 0.097**(2.60) 0.075*(1.97)

ρ 0.287***(5.62) 0.324***(6.43)

Hausman 57.08(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概率下统计显著,下同。

  表2还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化程

度的直接效应均为正,且都显著,说明三者对区域旅

游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三者的间接效应都

大于0,说明了三者对临近省域的旅游发展也具有推

动作用。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

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镇化水平对本省域的旅

游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周边省域旅游发展的影

响作用不明显。对外开放水平的直接效应为负但不

显著,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说明对外开放对周边省域

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对周边省域的旅游发展有

推动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将使用另

一个表示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变量,即将旅游总收入

(INCO)换成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重(INCO2)重
新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可以看出,Hausman检验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固

定效应模型是最优选择。交通基础设施(TRAN)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数值变化很小;控制变量方面,仅
有旅游资源禀赋(TOUR)变量从原来的不显著变化

为显著,其余变量均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空间杜宾

模型(SDM)分解的结果来看,稳健性估计结果的变

化不大。由此可以认为,空间杜宾模型(SDM)的估

计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选取中国大陆31个省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作用。实

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旅游发展和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同时,考察期内中

国省域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依赖程度呈倒“U”型发

展态势,但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相关性呈现波动趋

势。相较而言,中国省域旅游发展的空间相关性明显

高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

省域的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临近省域的

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但交通基础设施

对旅游发展的正向作用与来自周边省域的负向影响

互为补充,以至于总体而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

发展未显现出显著影响。(3)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

构、市场化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对本省域的旅游发展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对

外开放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总效应

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

放水平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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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空间杜宾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INCO
SDM模型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SDM模型分解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TRAN 0.145**(2.86) 0.161**(3.37) 0.127*(2.46) -0.351***(-3.69) -0.224*(-2.09)

EGDP 0.739***(4.93) 0.498***(3.55) 0.799***(5.65) 1.228***(4.00) 2.028***(6.37)

INDU 0.261*(2.04) 0.171(1.36) 0.299*(2.44) 0.474(1.62) 0.773*(2.38)

TOUR 0.065*(2.16) 0.066*(2.20) 0.058*(2.02) -0.135**(-3.07) -0.077(-1.74)

URBA 0.347**(2.78) 0.330**(2.62) 0.347**(3.05) -0.067(-0.32) 0.279(1.42)

DEGR 0.354**(3.07) 0.437***(4.36) 0.362**(3.26) 0.054(0.27) 0.416*(2.07)

OPEN -0.013(-0.36) -0.032(-0.94) -0.009(-0.24) 0.109**(2.68) 0.100***(4.05)

WTRAN -0.297***(-4.01) -0.191**(-2.58)

WEGDP 0.624**(2.61) 0.348(1.59)

WINDU 0.243(1.09) 0.051(0.24)

WTOUR -0.116**(-3.19) -0.107**(-2.89)

WURBA -0.166(-0.99) -0.195(-1.16)

WDEGR -0.057(-0.35) -0.144(-1.08)

WOPEN 0.082*(2.10) 0.098**(2.69)

ρ 0.318***(6.29) 0.360***(7.23)

Hausman 28.36(0.019)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正确认识交通基础设施在省域旅游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各省在发展和经营旅游业的同时,需要

因地制宜做好发展规划,以完善省域间交通基础设施

并发挥其“以邻为睦”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原则,经
过缜密谋划与实地取证,联合制定综合交通体系规

划,处理好长期发展和短期投资之间的关系,确保交

通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发展。

2.以区域协作为核心构建综合交通网络,依托公

共交通串联不同区域间旅游景点,建立特色旅游环

线。目前国内各大知名旅游景点比较分散,相当多的

旅游景点所处位置较为偏远,导致各景点在公共交通

网络上的可达性较差。而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

空间正相关性。因此,有必要设立跨区域的综合交通

系统。实现各景点之间的无障碍转移与无缝连接,为
游客出行节省时间成本,提升各省域间交通运输的畅

通能力,从而推动整体旅游业的协调发展。

3.交通基础设施并不是影响省域旅游发展的唯

一因素,旅游发展规划还应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

结构、市场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省域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应重视零售、餐饮、娱乐

等行业以及市场规模、人口密度、通信建设等因素所

发挥的作用。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交通基础设

施与诸多因素的有机结合,共同推动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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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Transport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
onRegionalTourismDevelopment:

PanelDataAnalysisof31ProvincesBasedonSpatialDubinModel
YUANJiade,TANPeipei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AnhuiJianzhu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transportationandtourismdevelopmentisveryclose.Ontheone

hand,transportationisthebasisandimportantpremiseoftourismdevelopment.Ontheotherhand,tourism
developmentcanpromotetheconstructionandimprovementoftransportationinfrastructuretoacertain
extent.Basedonthepaneldataof31provincesinmainlandChinafrom2003to2020,thispaperempirically
analyzesthetrans-spatialimpactoftransport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onregionaltourismdevelopmentby
usingthespatialDubinmodel.Theresultsshowthattherearespatialagglomerationandspillovereffectsin
transport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in China. Transport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playsasignificantroleinpromotingthetourismdevelopmentoftheregion,andhasasignificant
negativespillovereffectonthetourismdevelopmentofneighboringprovinces.Asthepositiveeffectof
transportinfrastructureonthetourismdevelopmentisoffsetbythenegativeimpactfromtheneighboring
provinces,ingeneral,transport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hasnotshownasignificantimpactonthetourism
development.Basedonthis,thecorrespondingpolicyrecommendationsareputforward.

Keywords:transportationinfrastructure;regionaltourismdevelopment;spatialDubi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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