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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由于“旅游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中西部省份经济始终增长

速度缓慢。本文以中西部地区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法、个案研究法等相关研究方法，对其旅

游资源诅咒现象进行总结，分析其产生旅游资源诅咒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解决旅游资源诅

咒问题、提高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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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are rich in tourism resources, but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ourism resources curse”, the economy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has always been 
growing slowly.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vinc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literature data method, case study method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 me-
thods, summarizes the phenomenon of who curses their tourism resources,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curse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urse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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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在旅游方面的投资有所增加。旅游资源作为可再生资源是旅游业的重要支

撑，不同于煤炭、石油等非可再生资源，其丰富度与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当地的旅游经济收入。据世界

旅游组织统计，旅游业目前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2022~2023 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数据显

示，2022 年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 1.30 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 17.12 亿人次，其中国内收入 8749.3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6%，国际旅游收入在 2022 年达到 1 万亿美元，与 2021 年相比实际增长 50%。 
然而，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是否就一定会比旅游资源匮乏地区经济增长快速，却成为人们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资源诅咒作为经济学的理论之一，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将“资源诅咒”

引申到“旅游资源诅咒”，现阶段，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我国中西部向来旅游资源丰富，但纵观经济

成果却不理想。因此，本文以中部省份：安徽省、江西省及山西省，西部省份：云南省、四川省、贵州

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等收集中国及各省 2010~2020 年旅游总收入值、各省旅游

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比例及各省 2010~2020 年 GDP 增速等作为衡量数据，对其是否存在旅游资源诅

咒现象以及原因进行深入探讨，理论上丰富了我国在省市角度进行旅游资源诅咒研究的成果，实践上希

冀为中西部省份经济更好发展提供帮助。 

2. 文献回顾 

2.1. 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最先由 Auty [1]提出，他将其定义为自然资源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Sachs [2]则证明

了资源诅咒现象存在的普遍性。Ozcan [3]等分析了制度质量和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资

源诅咒带来的负面影响。Badeed [4]等研究发现国家可以通过创新来克服资源诅咒。邵帅[5]等从证实了资

源诅咒在我国省市区域存在。郭启光等[6]运用实证分析得出资源诅咒对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产生一定

的阻碍作用。王雅俊等[7]实证对黄河流域城市资源诅咒异质性效应进行研究，得出资源诅咒效应由强到

弱的四个类型。张子龙[8]对资源型城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依赖对地市级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存在

显著负向影响。 

2.2. 旅游资源诅咒 

旅游资源诅咒有别于资源诅咒，是指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落后于旅游资源贫乏的地区。它试图

证明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目前，对于旅游资源诅咒存在三种讨论，即关于

旅游资源诅咒存在性的支持论、质疑论与非线性关系论[9]。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43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鄂喜月 
 

 

DOI: 10.12677/orf.2023.135437 4382 运筹与模糊学 
 

对于旅游资源诅咒存在性的研究，Copeland [10]先研究了旅游业扩张对工业与国民福利的影响，在

理论上证实了旅游资源诅咒的存在。Ashworth 和 Page [11]指出过度依附旅游业来发展经济反而会阻碍经

济的发展。Petar [12]认为依赖旅游业的小经济体走向多样化，不能只依赖支撑其经济发展中的一部分。

李澜[13]以博弈论的方法证实了海南旅游业存在旅游资源诅咒。李彤[14]等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对旅游资源

诅咒演化模型进行了修正。曹翔[15]等得出我国少数城市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张莞[16]通过实证得出

四川省旅游存在资源诅咒。韩春鲜[17]得出新疆旅游资源优势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旅游劣势区。

王玉珍[18]证实了山西的旅游资源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对于旅游资源诅咒的存在性质疑论，有学者认为旅游资源作为一种可持续的资源能够转变为资本要

素，带动就业、消费等以增加经济的发展。Lanza [19]等通过计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旅游专业

化不会持续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Dritsakis [20]等证实支持高度依赖旅游业发展，打造旅游专业化的国家

在控制初始产出水平、人力资本等指标后，旅游业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隋建利[21]等发现旅游产业发展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仍是有利因素。 
针对非线性关系论，Po 和 Huang [22]首次得出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Chang 等

[23]研究旅游专业化三水平区制，发现在三个区制中，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分别呈现低水平正向影响、高

水平正向影响与不显著的关系。Pan 等[24]发现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2.3. 小结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内外对旅游资源诅咒研究颇为丰富，但聚焦于特定区域的研究尚且不足，因此，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列举中西部省份中比较典型的份对其旅游资源与经济增长现状进行剖析，探讨其存

在旅游资源诅咒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改进建议，为中西部省份向良好经济发展方法提供参考。 

3. 中西部省份旅游资源特点与旅游业现状 

3.1. 中西部省份旅游资源特点 

3.1.1. 旅游资源类型全面 
中西部地区具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位于长江、黄河源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孕育着悠久的历

史文化[25]。因此，其旅游资源类型十分丰富。以贵州和江西为例，现阶段贵州包含 49 个少数民族，保

留着传统的文化习俗，因此非常具有研究与观光游览的价值，除此之外，其还有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

遗址优秀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江西省根据不同的旅游特色将其分类为：山水旅游、红色旅游、陶瓷旅

游以及宗教旅游，四大旅游种类下包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他种类。现阶段，随着依靠旅游业发展经济

的省份越来越注重旅游专业化，因此各省市纷纷开始将旅游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从而衍生出体育旅游、

康养旅游、茶文化旅游等交叉旅游活动[26]，极大丰富了当地旅游资源的类型，使得旅游资源类型更趋于

全面、多样化，进而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3.1.2. 旅游资源品位高 
旅游资源的品位度是指旅游资源的质量，基于天然条件以及人为修保，中西部省份旅游资源不仅类

型全面而且品位度也极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省份级统计年鉴以及相关资料，2021 年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云南省有 12 个，安徽省有 10 个；省级名胜区云南省有 57 个安徽省有 28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云南省

有 10 个，安徽省有 27 个；世界遗产全国有 55 项，其中云南省有 5 项占据 1/10，安徽省有两项；国家级

地质公园云南省具有 10 个安徽省 16 个；世界级地质公园云南省具有两处安徽省三处等。不同等级的旅

游资源在中西部占比居多，由此可见，中西部省份旅游资源具有高品位的特点[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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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旅游资源分布广 
中西部地区占据我国国土较大比例，其中西部地区占据 70%左右，中部地区占据 10%左右，随着科

技的不断进步，中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连接越来越方便，呈现出空间分布交叉的组合特点，旅游资源质

量、规模与基础设施均有了较大的改善。中西部地区省份约占全国的 2/3，因此，旅游资源的分布延伸到

各地级市，覆盖范围极其广泛。 

3.2. 中西部省份旅游业现状 

3.2.1. 区域差异性较大 
中西部省份旅游业地区差异性较大主要体现在旅游热点高度集中，自疫情开放，旅游业再次恢复热

潮。根据统计预测 2023 年五一期间贵州黄果树瀑布接待游客 33.2 万人次，张家界接待游客 86.37 万人次，

西双版纳接待游客 180.12 万人次。各省份不同著名景点接待旅游人数陆续在破新高，越是知名度高、旅

游基础设施越完善的旅游景地越受消费者关注，也难免旅游季人们纷纷去往[28]。 

3.2.2. 消费结构发展不平衡 
为进一步丰富我国人们的娱乐生活，各省份陆续进行公园与相关参观景区的建设，向人们进行免费

开放[29]。因此，对于旅游资金规划有限的游客来讲，他们的消费支出比例更大程度上花费在食住行方面，

对于游购娱方面支出相对较少，特别是进行跨国、跨省的游客他们倾向于旅游过程中的体验，对于旅游

地的购物消费需求并没有很大。因此，造成消费结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3.2.3. 旅游设施日渐完善 
对于主要依靠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的省份，更加注重旅游业的专业化，因此旅游设施也相对完善，

以便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30]。我国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旅行社的数

量也越来越多，所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多样化，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3.2.4. 旅游方式趋向于多元化 
人们的旅游方式已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旅游方式多种多样，公费旅游、家庭旅游、自驾游等

等，选择不同的旅游方式也是消费者追求不同旅游经历的一种体验，然而，总结现阶段的旅游形式，大

部分依旧是以参观活动为主，出于探险、修学等形式的旅游还是较少的[31]。 

4. 中西部省份旅游业与经济发展分析 

GDP 是衡量省份发展经济现状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以中部省份安徽、江西、山西，西部地区云

南、四川、贵州为例，通过查询不同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对其旅游收入以及 GDP 值进

行汇总，总结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现状。 
本文对各省份在 2010~2020 年间旅游总收及全国旅游总收入进行整理如表 1： 
 

Table 1. Total tourism revenue of China and its provinces from 2010 to 2020 
表 1. 中国及各省 2010~2020 年旅游总收入 

年份 

中国旅游

总收入/亿

元 

安徽省旅游

总收入/亿

元 

江西省旅游

总收入/亿

元 

山西省旅游

总收入/亿元 

云南省旅游

总收入/亿元 

四川省旅游

总收入/亿元 

贵州省旅游

总收入/亿

元 

2010 15694.36 1150.57 818.32 1083.46 1006.83 1186.09 1061.23 
2011 22454.80 1891.62 1105.93 1342.59 1300.29 2449.15 1429.48 
2012 25868.24 2617.85 1402.59 1813.01 1702.54 3280.30 1860.16 
2013 25903.24 3010.34 1896.06 2305.44 2111.24 3877.40 23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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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4 29775.76 3430.34 2649.70 2846.51 2665.74 4891.00 2895.98 
2015 41206.61 4120.11 3637.65 3447.50 3281.79 6210.57 3512.82 
2016 46793.32 4920.45 4993.29 4247.12 4726.25 7705.54 5027.54 
2017 53992.29 6196.87 6435.09 5360.21 6922.23 8923.06 7116.81 
2018 59692.46 7241.02 8160.00 6728.70 8991.44 10112.75 9471.03 
2019 66321.14 8525.60 9656.00 8026.92 11035.19 11594.32 12318.86 
2020 22286.30 4240.46 5424.00 2920.08 6477.03 6500.00 5785.09 

 
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tourism revenue of each province in the total tourism revenue of the whole country from 
2010 to 2020 
表 2. 各省 2010~2020 年旅游总收入分别占全国旅游总收入比例 

年份 安徽省 江西省 山西省 云南省 四川省 贵州省 
2010 7.33% 5.21% 6.90% 6.45% 7.56% 6.76% 
2011 8.42% 4.93% 5.98% 5.79% 10.91% 6.37% 
2012 10.12% 5.42% 7.01% 6.58% 12.68% 7.19% 
2013 11.62% 7.32% 8.90% 8.15% 14.97% 9.15% 
2014 11.52% 8.90% 9.56% 8.95% 16.43% 9.73% 
2015 10.00% 8.83% 8.37% 7.96% 15.07% 8.52% 
2016 10.52% 10.67% 9.08% 10.10% 16.47% 10.74% 
2017 11.48% 11.92% 9.93% 12.82% 16.53% 13.18% 
2018 12.13% 13.67% 11.27% 15.06% 16.94% 15.87% 
2019 12.86% 14.56% 12.10% 16.64% 17.48% 18.57% 
2020 19.03% 24.34% 13.10% 29.06% 29.17% 25.96% 

 
Table 3. GDP growth rate of each province in 2010~2020 
表 3. 各省份 2010~2020 年 GDP 增速 

年份 
安徽省 GDP

增速/% 
江西省 GDP 增

速/% 

山西省 GDP 增

速/% 
云南省 GDP 增

速/% 

四川省 GDP 增

速/% 
贵州省 GDP

增速/% 
2010 14.30% 14.00% 10.80% 12.30% 15.10% 12.80% 
2011 13.40% 12.50% 10.00% 13.70% 15.00% 15.40% 
2012 11.20% 11.00% 9.20% 12.00% 11.70% 13.00% 
2013 10.30% 10.00% 9.00% 12.20% 10.00% 12.40% 
2014 9.20% 9.70% 4.90% 8.10% 8.50% 10.80% 
2015 8.70% 9.10% 3.00% 8.70% 7.90% 10.70% 
2016 8.80% 9.00% 4.10% 8.70% 7.80% 10.50% 
2017 8.60% 8.80% 6.80% 9.50% 8.10% 10.20% 
2018 8.00% 8.70% 6.60% 8.90% 8.00% 9.10% 
2019 7.30% 7.90% 6.10% 8.10% 7.40% 8.30% 
2020 3.70% 3.80% 3.60% 4.00% 3.80% 4.50% 

 
其中表 1 数据来源于中国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各省份旅游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及中国日报网，且

由于 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缺少国际外汇收入，因此 2020 年两省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过大；表

2 为作者自行整理；表 3 来源于中经数据。 
为更直观看出中国及各省 2010~2020 年旅游总收入变化趋势，绘制相应图形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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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end map of China’s total tourism provinces from 2010 to 2020 
图 1. 2010~2020 年中国及各省旅游总收入趋势图 
 

从图与表中可以观察到 2010~2020 年中国及各省旅游业的总收入持续增长，占据全国旅游总收入的

比例大体呈现攀升态势且不同省份均存在不同的旅游收入突出转折点。 
为更好呈现 2010~2020 年各省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收入比例与省份 GDP 增速之间的变化趋势，现

将各省份旅游总收入全国旅游收入比例与省份 GDP 增速绘制为如图 2、图 3、图 4、图 5、图 6、图 7： 
 

 
Figure 2. Comparison of tourism income share and GDP growth rate in Anhui Province 
图 2. 安徽省旅游收入占比与 GDP 增速对比图 

 

 
Figure 3. Comparison of tourism income share and GDP growth rate in Jiangxi Province 
图 3. 江西省旅游收入占比与 GDP 增速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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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mparison of tourism income proportion and GDP growth rate in Shanxi Province 
图 4. 山西省旅游收入占比与 GDP 增速对比图 

 

 

Figure 5. Comparison of tourism income proportion and GDP growth rate in Yunnan Province 
图 5. 云南省旅游收入占比与 GDP 增速对比图 
 

 
Figure 6. Comparison of tourism income share and GDP growth rate in Sichuan Province 
图 6. 四川省旅游收入占比与 GDP 增速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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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omparison of tourism income proportion and GDP growth rate in Guizhou Province 
图 7. 贵州省旅游收入占比与 GDP 增速对比图 

 
通过观察上图发现，各省份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收入的比例与各省份 GDP 增速的增长趋势呈现相

反态势，可以清晰观察到 2010~2020 年各省份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比例逐渐增加，而省份的

GDP 增速却在逐年降低。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过对中西部省份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旅游总收入比例与各省份 GDP 增速进行总结分析，本文得

出中西部省份旅游经济与 GDP 呈现负增长，且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西部省份存在旅游资源诅咒。 
中西部省份旅游资源极其丰富，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为省份经济贡献占据较大比例。在我国经济增

长的大环境趋势带动下，虽然中西部经济已经呈现稳步增长，但相较于旅游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旅游

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依旧缓慢。 

5.2. 中西部省份旅游资源诅咒原因分析 

5.2.1. 旅游业技术创新不足 
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旅游业已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这也变相要求旅游业要不断进行技术的创新，

与其他产业开展融合，交叉发展，且目前旅游业仍呈现区域差异性，旅游福祉越是知名，越能够引来诸

多游客进行参观游览，对于那些旅游地知名度相对不高，即便旅游资源丰富也会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因此，提高旅游业的技术创新十分必要。 

5.2.2. 产业资金投放不均衡 
中西部省份中部分省份由于旅游资源极其丰富，进而想打造专业性旅游，以此提高当地经济发展，

但正因如此造成省份产业资金分配不均，过度倾向于旅游业，使得其他产业资金紧张，过度依赖旅游业

发展当地经济且旅游业短期内回报效果并不显著，使得当地经济发展困难。 

5.2.3. 旅游业人才专业性不足 
虽然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覆盖，但中西部省份中仍部分存在人才受教育程度质量较低的状况，人力

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机制，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32]。专业型旅游业技术人员也是发展旅游技术创

新的关键，旅游业专业型人才过分流失，将加剧当地的旅游资源诅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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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议 

5.3.1. 加强旅游业技术创新 
中西部省份应建立多产业交叉融合，加强旅游业技术创新，充分发挥各产业的优势进行互补，相互

促进发展。将旅游业与网络技术、智能 AI、VR 技术联合，尽可能满足游客需求，给予其身临其境之感，

同时继续完善旅游业相关产业设施建设，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进而增加游客消费，提高当地

经济发展水平。 

5.2.3. 适当调节产业发展结构 
政府等相关决策者进行资产分配时要全面了解当地的发展情况，合理进行资金的投入，减少对旅游

业的过分依赖与投入，注重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要适当为旅游企业提供优惠政策，严格监督经

济产出，将调节产业发展结构落到实处。 

5.3.3.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在旅游型人才培养方面，政府以及相关机关单位应注意积极鼓励相关人员参加培训教育，使其素质

得到更好的提升，同时为避免人才流失，应针对性向这些人员提供相关福利政策，既保证现有人才不流

失，又保证新型人才的引进，以此调节经济发展状况，缓解地区旅游资源诅咒现象。 

5.4. 不足与展望 

本文以中西部省份为研究对象，主要对中部地区省份：安徽、江西、山西，西部地区省份：云南、

四川、贵州进行了相关总结与阐述，以此分析中西部省份存在资源诅咒当前状况以及原因，丰富了现有

研究成果。不足之处在于，对其他省份是否存在旅游资源诅咒现象尚未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与探讨，在

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在此方面的研究，并进一步细化到各省份中哪些市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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