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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1~2020年八大典型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效率以及旅游发展

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进行测算，并且通过回归模型来分析八个旅游城市10年间的旅游业的发展给

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制造业水平造成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2020年这些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效率不

均衡，且差异较大；旅游发展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总体质量在下降，区域对旅游的深入推进，作用在发展

效率上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发现旅游依赖度、对外开放水平会对制造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本文结合问题建议旅游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更深入挖掘旅游资源潜力，加大科技和人才的投入，提高

区域协作成效，促进旅游综合效率提升，加快旅游高质量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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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EA and Malmquist index models to measur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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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dex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he eight 
typical tourist cities from 2011 to 2020,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eight tourist cities on the local human capital level and manufacturing level in the past 10 
years through regression models. Through the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our-
ism development among these cities in 2020 is not balanced, and the difference is large; The over-
all quality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s declining, and the effect 
of regional in-depth promotion on tourism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s not very obvious; It i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tourism dependence and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
pact on the leve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our-
ism cities should further tap the potential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
opment, increase the inpu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
gional cooperation,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tourism, and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high-quality touris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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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三产业中，旅游业的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特别是旅游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

一直都是旅游经济学中颇受关注的重点问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其原因是：旅游业是综合性的产业，

其他产业的发展与其存在强大的相关性；其中当前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时会更关注“可持续性”的发

展，是符合当前发展要求很好的选择，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一直将旅游业的发展放在较高位置。在以往

的研究中提出的“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 TLGH)被广泛的接受。而

随着该概念的逐步完善与系统化，它的重要悖论思想和内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该概念

运用到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根据旅游领域高度依赖性自然与人类资本的特性，部分研究者逐步地把“资

源诅咒”现象及理论引入旅游研究领域，形成了“旅游资源诅咒”命题。在近些年不断地对这一主题探

讨中，杨勇(2015)研究了旅游业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Petar Kurecic (2017)考察旅游和自然资

源依赖型经济体中的“自然资源诅咒”现象及其对不同类型投资的作用；邓涛涛、刘壁如(2017、2019)
对旅游业资源诅咒效应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李文静、张朝枝(2019)在路径依赖视角下

对旅游资源诅咒建立演化模型；高洋、冯乐晨(2020)具体对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是否存在资源

诅咒进行探讨。在目前引入资源诅咒概念研究旅游城市发展中的文章较为少见，且大多为定性分析或者

总结类的文献综述文章，在这定量分析方面的深入研究有待加强。 
故本文以“旅游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为作为创新出发点，结合全要素生产变化率和回归模型探讨该

八大旅游城市在十年内的发展，使用 Malmquist 指数模型和来分析这些城市在十年间以及 2020 年的旅游

发展效率，探讨其发展历程和现状，同时通过模型数据分析其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本文进一步创新

的结合资源诅咒的视角，分别对两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探讨旅游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和人力资本是否存

在资源诅咒的现象。综合分析结果给出多维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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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和样本、指标选取 

2.1.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 DEA)和 Malmquist 指数模型和来分析

这些城市的旅游发展效率。 
美国运筹学家 Charnes 等人提出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一种用于评价多输入、多输出的決策单元

(Decision Making Unit，简称 DMU)的相对效率的非参统计估计方法[1]。Malmquist 在 1953 年最早提出

Malmquist 模型的概念。Roil Fare 等人于 1992 年将 Malmquist 指数与数据包络分析法相结合，并将

Malmquist 指数进行分解，分别为决策单元在 2 个时期内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变化，在 DEA 分

析中反映生产前沿的变动情况[2]。 

2.2.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两类的旅游城市：第一类是综合性大城市，具备经济发展水平高且存在大规模的旅游产业

的特征，如北京、上海、杭州等，这类城市基础设施完善，在旅游服务业的基础设施也相对完善，旅游

业的发展也能产生巨大的收入，尽管这类城市旅游发展水平高，但是其旅游产业的收入占其经济发展总

量并不显著；第二类是典型的旅游城市——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城市发展的中小城市，其特征是旅游

产业的收入占经济发展总量中比例很高，如三亚、黄山、桂林等城市[3]。这两类城市都是旅游城市，但

是本篇文章认为，旅游收入占经济总量高的旅游城市，其旅游业具有更高的发展水平。 
本文选择旅游依赖度较高(旅游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作为样本，旅游依赖度是指地区经济对旅游业的依

赖程度，具体体现在旅游业对地区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影响[3]。本文在样本的选择

上从城规模和旅游依赖度两个方面考虑，选取 2011~2020 年期间，在全国城市中平均旅游产业依赖度大

于等于 30%的 8 个旅游城市，具体的旅游依赖度见表 1。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个别数据通过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了补充。 
 

Table 1. Tourism dependence of 8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表 1. 2011 年~2020 年国内 8 个城市旅游依赖度 

年份 丽江 三亚 黄山 张家界 舟山 乐山 桂林 丽水 

2011 0.85 0.55 0.66 0.56 0.30 0.22 0.13 0.20 

2012 1.00 0.58 0.71 0.55 0.30 0.26 0.19 0.23 

2013 1.12 0.64 0.66 0.58 0.30 0.28 0.21 0.27 

2014 1.45 0.67 0.69 0.61 0.30 0.32 0.23 0.32 

2015 1.67 0.69 0.74 0.76 0.30 0.38 0.27 0.39 

2016 1.97 0.68 0.76 0.89 0.30 0.44 0.31 0.44 

2017 2.40 0.77 0.76 2.23 0.30 1.07 1.20 1.98 

2018 2.85 0.86 0.78 1.31 0.30 0.55 0.69 0.48 

2019 2.28 0.93 0.81 1.64 0.30 0.56 0.89 0.53 

2020 1.00 0.61 0.44 1.02 0.30 0.52 0.58 0.43 

平均依赖度 1.73 0.71 0.73 1.01 0.30 0.45 0.46 0.54 

排序 1 4 3 2 8 7 6 5 

表中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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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标选取 

本文研究典型代表旅游城市的区域旅游发展效率，检验测试旅游发的发展给制造业和人才带来了什

么影响，通过投入当地区域旅游的相关指标，产出当地区域制造业和人力的指标进行分析，具体指标见

表 2。 
 

Table 2. Efficiency index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表 2. 区域旅游发展效率指标 

变量 指标/描述 

投入 

旅游依赖度 地区旅游收入占地区 GDP 比重 

政府投入资金水平 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对外开放程度 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 GDP 比重 

产出 
制造业发展水平 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占当地从业人员总数比重 

人力资本水平 城市普通中等及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 

3. 区域旅游城市发展效率现状分析 

2020 年八个城市的旅游发展效率是在 DEA 模型的基础上借助 DEAP2.1 计量软件所得，具体结果见

表 3。若想实现 DEA 有效，投入和产出就要实现最优化。从整体上来看，2020 年的综合效率平均值为

0.77，综合效益是由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组成，分别为 0.93 和 0.806，这些数据都小于 1，表示这八大中

国典型的旅游城市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都没有达到最优。相对而言在技术效率上发展

的较好，说明在这几大旅游依赖度高的城市只中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做的较好。综上所述，在这八个旅游

型城市今后为了更好的发展旅游行业并带动的区域经济的增长，应该更加关注提高旅游资源的投入和利

用率，优化产业的结构，同时注意劳动力的结构和人才的培育，同时也要关注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从局部层面来看，这八大旅游城市中有一半的城市达到了 DEA 有效，实现了投入和产出的最优，分

别是：丽江、三亚、桂林和丽水；其中两个城市：黄山和张家界的综合效率低于综合效率的平均值。这

说明再 2020 年在旅游型城市现有的科技水平下，有部分的城市旅游发展效率较低，对资源配置的能力以

及利用能力较低。规模效率和综合的指标呈现相同的形式，依旧是黄山和张家界低于平均水平，这表明

这些区域的规模效应发挥作用欠佳，亟待提高。总体来看，除了丽江、三亚、桂林和丽水的旅游发展效

率是有效的之外，其余四个城市各个指标都是非 DEA 有效，其中各指标最低的是张家界市。说明在一些

旅游型城市中，科学技术的变化和规模效率对整体的旅游发展效率影响较大。 
 

Table 3. Tourism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eight major cities in 2020 
表 3. 2020 年八大城市的旅游发展效率 

城市 技术效率 TE 规模效益 SE(k) 综合效益 OE (θ) 规模报酬 

丽江 1.000 1.000 1.000 规模报酬固定 

三亚 1.000 1.000 1.000 规模报酬固定 

黄山 1.000 0.257 0.257 规模报酬递增 

张家界 0.492 0.485 0.238 规模报酬递增 

舟山 0.955 0.847 0.809 规模报酬递增 

乐山 1.000 0.865 0.865 规模报酬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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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桂林 1.000 1.000 1.000 规模报酬固定 

丽水 1.000 1.000 1.000 规模报酬固定 

平均值 0.930875 0.80675 0.771125  

4. 八大区域旅游城市发展效率分析 

根据 2011~2020 年八个区域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的测算结果，求取平均

值即可得到 2011~2020 年八个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特征，具体计算结果如表四所

示。由计算结果可得 2011~2020 年八个区域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见图 1。 
 

Table 4. Change index of tourism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ight major cities from 2011 to 
2020 
表 4. 2011~2020 年八大城市旅游发展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 

年份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2011~2012 0.736 0.829 0.884 0.833 0.610 

2012~2013 0.953 1.031 1.009 0.945 0.982 

2013~2014 1.156 0.838 1.125 1.028 0.969 

2014~2015 1.104 1.010 1.010 1.092 1.114 

2015~2016 0.976 1.261 0.972 1.004 1.231 

2016~2017 1.008 0.630 0.961 1.049 0.635 

2017~2018 0.933 1.061 0.987 0.945 0.989 

2018~2019 1.241 0.876 1.117 1.111 1.087 

2019~2020 0.944 1.809 1.018 0.927 1.707 

指数均值 0.996 0.996 1.007 0.989 0.992 

 

 
Figure 1. Change index of tourism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2011 to 2020 
图 1. 2011~2020 年旅游发展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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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和图 1 分析可得，综合效率变化均值 0.996，小于 1，总体质量在下降，区域对旅游的深入推

进，作用在发展效率上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值为 0.996，与综合效率变动趋势相同，

抑制效应 0.4%，说明技术水平的变化，影响了各要素利用效率。纯技术效率均值为 1.007，而纯技术效

率变化指数有 4 年小于 1，5 年大于 1，纯技术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基本完全发挥技术和资源潜力。

同一年段的纯技术效率变化与规模效率变化大部分时间是正向增加的，且纯技术效率幅度区间更大，说

明纯技术效率变化与规模效率变化引起综合效率变化的作用相比更加明显。规模效率均值为 0.989，而旅

游城市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 0.992，说明规模效率较高，总体上基本保持不变。在规

模效率基本不变、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综合效率却总体呈波动下降态势，说明在旅游要素配置中存在不

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甚至出现资源闲置等问题，其是旅游发展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说明旅游发展

处于转型升级迫切时期[4]，应注意在保持或合理扩大旅游规模效率的同时，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潜力，

不断加大科技和人才投入，提高区域协作成效，促进旅游综合效率提升，加快旅游高质量发展进程[5]。 

5. 在资源诅咒的视角下分析旅游型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通过考虑在旅游城市的各项旅游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来探讨投入和产出指标之间的关系，具体分

析八个旅游城市 10 年间的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制造业水平造成的影响。具体各个变量

的水平指标如下表 5： 
 

Table 5.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of various places from 2011 to 2020 
表 5. 2011~2020 年各地方的综合指标 

地区 旅游依赖度 对外开放水平 政府投入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 制造业水平 

丽江 1.730971 0.003852 0.528022 0.025688 0.054100 

三亚 0.708477 0.031016 0.216500 0.093941 0.017626 

黄山 0.730424 0.021068 0.272760 0.015731 0.018645 

张家界 1.014611 0.015751 0.309924 0.015518 0.057067 

舟山 0.304730 0.015674 0.221127 0.032163 0.206414 

乐山 0.454032 0.004672 0.193844 0.023022 0.226325 

桂林 0.457490 0.004619 0.227386 0.045690 0.167626 

丽水 0.536804 0.011114 0.349115 0.023303 0.227045 

各个地区的指标取的 10 年间的指标的平均值作为综合指标。 

 
因变量分别选取制造业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自变量选取旅游依赖度、对外开放水平和政府投入水

平，进行回归得到结果进行分析。 

5.1. 旅游城市对制造业的影响 

从表 6 可知，对模型进行 F 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 F 检(F = 10.245, p = 0.024 < 0.05)，也即说明模型

构建有意义。将旅游依赖度，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入水平作为自变量，而将制造业水平作为因变量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从上表可以看出，模型 R 方值为 0.885，意味着旅游依赖度，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入

水平可以解释制造业水平的 88.5%变化原因。最终具体分析可知： 
旅游依赖度的回归系数值为−0.251 (t = −3.252, p = 0.031 < 0.05)，意味着旅游依赖度会对制造业水平

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对外开放水平的回归系数值为−5.492 (t = −2.904, p = 0.044 < 0.05)，意味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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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放水平会对制造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政府投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值为 0.506 (t = 1.498, p = 
0.209 > 0.05)，意味着政府投入水平并不会对制造业水平产生影响关系。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tourism city’s relative level to manufacturing level 
表 6. 旅游城市相关水平对制造业水平的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95% CI VIF 

常数 0.236* (3.328) 0.097~0.374 - 

旅游依赖度 −0.251* (−3.252) −0.402~−0.100 4.884 

对外开放水平 −5.492* (−2.904) −9.198~−1.785 1.271 

政府投入水平 0.506 (1.498) −0.156~1.168 5.418 

样本量 8 

R2 0.885 

调整 R2 0.798 

F 值 F (3,4) = 10.245, p = 0.024 

因变量：制造业水平；D-W 值：2.641；*p < 0.05，**p < 0.01 括号里面为 t 值。 

 
总结分析可知：旅游依赖度，对外开放水平会对制造业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但是政府投

入水平并不会对制造业水平产生影响关系。 

5.2. 旅游城市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从表 7 可知，将旅游依赖度，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入水平作为自变量，而将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因

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从上表可以看出，模型公式为：人力资本水平 = 0.036 + 0.020 * 旅游依赖度 + 
1.228 * 对外开放水平 − 0.114 * 政府投入水平，模型 R 方值为 0.360，意味着旅游依赖度，对外开放水

平，政府投入水平可以解释人力资本水平的 36.0%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 F 检验时发现模型并没有通过 F
检验(F = 0.750, p = 0.576 > 0.05)，也即说明旅游依赖度，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入水平并不会对人力资本

水平产生影响关系，因而不能具体分析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关系。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 of tourism city related level to human capital level 
表 7. 旅游城市相关水平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95% CI VIF 

常数 0.036 (0.782) −0.054~0.127 - 

旅游依赖度 0.020 (0.396) −0.079~0.119 4.884 

对外开放水平 1.228 (0.995) −1.190~3.646 1.271 

政府投入水平 −0.114 (−0.518) −0.546~0.318 5.418 

样本量 8 

R2 0.360 

调整 R2 −0.120 

F 值 F (3,4) = 0.750, p = 0.576 

因变量：人力资本水平；D-W 值：1.817；*p < 0.05，**p < 0.01 括号里面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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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分析是否存在资源诅咒 

从以上回归结果分析可以看出，旅游产业依赖与制造业发展水平之间呈负相关。这说明在旅游依赖

型城市中，旅游依赖度与对外开放程度对制造业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说明了部分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

出现该现象存在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当地政府[3]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比其他产业重，同时旅游业自身具

有高回报的特征，导致在发展产业时要素向旅游板块聚集，制造业则发展受阻碍；第二，在旅游发展的

过程中，劳动力的价格出现上涨现象，提高了制造业生产成本，压缩了制造业的生产利润[3]。第三，旅

游业对外部资本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外部资本的进入会加大市场竞争，同时外部企业可能具有较为先进

的技术，对本地的制造业产生挑战。制造业部门在面对生产要素不足、生产成本高、市场缩减的情况下，

就会减少生产甚至退出市场[6]。 
同时在上述回归分析中发现旅游依赖度、对外水平、和政府投资，都没有与人力资本呈现负相关的

关系，但是在城市和经济的发展中都需重视人才的培养，才能使得区域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6. 结论和建议 

本文使用 DEA 和 Malmquist 指数模型对 2011~2020 年八大典型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效率以及旅游发

展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进行测算[7]，并且通过回归模型来分析八个旅游城市在 2011~2020 年间旅

游业的发展给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制造业水平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 2020 年这些城市之间旅游

发展的效率不均衡，且差异较大；二是 2011~2020 年八个区域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质量不高，存在旅游

产业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甚至闲置，旅游发展处于转型升级迫切时期。 
在旅游城市相关水平对制造业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结果中，在制造业发展上存在一定的资源诅

咒效应。同时发现旅游依赖度、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投入水平并不会对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关系，但

如果不积极的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则在未来也存在资源诅咒的可能性。 
总体看来我国的旅游城市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准备，转向高质量发展旅游业，促进区域经济更好的发

展。针对以上旅游城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避免资源诅咒的产生，提出一些建议： 
1) 在旅游城市的发展中，应注意在合理扩大旅游规模效率的同时，进一步挖掘旅游资源潜力，同时

加大科技、人才投入，达成区域协作均衡发展，促进旅游综合效率提高，加快旅游高质量发展进程。 
2) 发展传统旅游业会容易陷入资源诅咒陷阱，需要开发旅游创新，突破升级旅游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将科技、人才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打造新型的旅游业，实现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加大协作效应[3]。 
3) 充分利用旅游业的优势，发挥旅游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同时其他的产业需要克服对旅游

业的依赖性，升级优化自身的产业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占据席位，实现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同步健康发展，

既能够避免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单一，也能够为旅游城市创造新的增长动力。 
4) 发展当地的科技水平和人力资本，政府部门需要时刻重视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对科技和人才进

行投资，才能够保证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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