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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2002~2020年度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交通便利程度、第三产业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城镇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探究这些变量对旅游总花费、住宿业营业额和餐饮业

营业额的影响，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后发现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国内旅游总花费有负向影响，对住

宿业营业额有负向影响，对餐饮业营业额有负向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和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对国内旅游总花费有正向影响。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对住

宿业营业额有正向影响；交通便利程度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对餐饮业营业额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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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tertiary 
industry fixed assets (excluding farmers) investment, urban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con-
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GDP as variables from 2002 to 2020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se va-
riables on domestic tourism expense, the effect of these variables on the turnover of lodging in-
dustry and the effect of these variables on the turnover of catering industry, and establish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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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models. After th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omestic tourism expense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urnover of the 
lodging industry 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urnover of the catering industry. GDP, the ur-
ban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tertiary industry fixed assets (ex-
cluding farmers)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omestic tourism expenses.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urnover of 
the lodging industry. The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and urban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urnover of the cate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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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Expense, Turnover of Lodging Industry, Turnover of Cate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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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00 年后，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两大主要变化。在经济快速增

长方面，人均 GDP 从 2000 年的 7942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72,000 元，年均增长率达 11.71%；在城市化发

展方面，城市化率从 2000 年的 36.22%增长到 2020 年的 63.89%，年均增加 2.88%。经济增长使人民越来

越富有，对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日益增长，城市化使人民越来越向往自然美景，于是旅游逐渐成为人们放

松身心、陶冶情操的首选方式，与日俱增的居民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费，促进了国内旅游的发展。所谓

旅游花费(Tourist Expenditures)是指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金额，主要由客源地花费、旅游

路途花费以及旅游目的地花费三部分构成[1]。 
2020 年春节前后新冠疫情的爆发，对我国旅游行业造成冲击，旅游业所受损失不仅体现在行业收入减

少，而且通过自身的产业关联和社会关联影响到宏观经济社会层面[2]。2020 年七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

研究中心发布文章，强调为应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以及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实行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充分进行挖掘超大规

模的市场优势，发挥消费基础力，建议无论是立足当前的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还是着眼于长远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更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认识到发展旅游业对有效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作用[3]。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国内旅游总花费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了解旅游产业并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旅游是人们在基本生活需求获得保障之后，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进行以观赏美景、寻

求愉悦体验为特征的活动[4]。国内外对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大多围绕国内经济水平或人均

可支配收入开展[5]。魏小安等提出旅游业能否获得发展，是由人均收入所决定的，他们认为当人均国民

收入达到 300 美元时，人们便会产生国内旅游的想法[6]。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均

可支配收入提高，国内旅游需求也随之高速增长[7]。翁钢民等从生活水平、人口规模、文化水平、交通

状况的角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研究影响城市居民国内旅游需求的因素，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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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国内旅游需求的重要因素[8]。Groffrey Crouch 认为收入和价格是影响旅游需求的重要因素[9]。当国内

经济水平或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后，民众的旅游需求必然旺盛，使得国内旅游业发展趋于良好，同时民

众在旅游方面的消费自然会跟着提高，因此国内经济水平或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研究国内旅游需求和旅

游消费时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 

2.2. 旅游花费的影响因素 

旅游消费与旅游花费是不同的概念，宋子千认为旅游消费分为基本旅游消费和非基本旅游消费，住

宿、餐饮、长途交通、游览等是消费者在进行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基本旅游消费，旅游购物、娱乐、

邮电通信消费等是由旅游活动衍生出的非基本旅游消费[10]。谢彦君认为旅游消费是旅游者对核心旅游产

品的消费[11]；谷明认为旅游消费是指满足旅游者动机的最根本需要所发生的花费，不包括随之衍生的交

通、住宿等花费[12]，旅游活动中食、住、行、游、购、娱各方面消费的加总应该称之为旅游花费。国内

关于旅游花费的研究较少，大多以研究旅游消费为主，旅游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消费结构、影响因

素、旅游消费模型等方面。 
李银兰与范红发现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 GDP 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13]，王宁等基于我国

2010~2017 年 31 个省份的旅游相关数据建立了路径分析模型，结果发现交通便利度对国内旅游收入有直

接影响，同时交通便利度通过中介变量旅游资源丰富度对国内旅游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旅游资源丰富度

对国内旅游收入则只有直接影响。常住人口规模对国内旅游收入有直接影响并通过中介变量人均旅游花

费和旅游资源丰富度产生间接影响。人均旅游花费对国内旅游收入只有直接影响[14]。 
蔡永龙等人发现实际利用外资，房地产项目投资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旅游总收入是消费类指标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5]。因此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会通过影响经济增长，

而影响旅游总收入。 
汪亚菲采集我国 1994~2010 年的旅游数据，选取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居民收入、失业率

4 个变量研究影响旅游业发展的的影响因素，发现失业威胁着家庭的稳定，过高的失业率一方面会降低

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周围人的心理，使有消费能力的群体由于心理的影响而失去

旅游的兴趣[16]。因此城镇登记失业率不仅影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更降低城镇居民的旅游意愿，对消

费者的旅游花费造成影响。 
张琦选取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内旅游人次、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及是否有集中假期五个因

素为解释变量，研究我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花费的影响因素，发现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

镇居民国内旅游人次是影响城镇居民国内旅游花费的重要因素[17]。刘泽杰和雷晓雪采集 2001 年~2018
年中国的国内旅游业总花费数据，以国内游客量、旅客运输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影响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并依据模型预测结果提出相关的建议[18]。史清华和陶振

振采集 2003~2018 年浙江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呈上升趋

势，纯收入、保险支出、过去的消费习惯和汽车的普及度是影响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19]。 
由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居民收入(GDP 或人均可支配收入)、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运输量(铁路营业里

程、公路里程)、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因素是影响消费者旅游花费的重要因素。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依据前述各文献的探讨，选定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为变量，另外

本文认为交通便利程度以及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可能会对旅游消费者的住宿意愿或餐饮选择造成影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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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旅游总花费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收集国家统计局的年度数据，选定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交通便利程度和国内旅游花费、住宿业营业额、餐饮业

营业额等变量，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变量间的关系和国内旅游花费的影响因素。 
由于餐饮业营业额和住宿业营业额为旅游总花费组成的主要部分，因此本文选取了国家统计局

2002~2020 年度的旅游总花费、住宿业营业额和餐饮业营业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用 y1、y2、y3 表示，

其中住宿业营业额 y2 缺乏 2002 和 2003 年的数据。影响变量解释如下，整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Table 1. Overview of the data in this study 
表 1. 本研究数据概览 

年度 y1 y2 y3 x1 x2 x3 x4 x5 

2002 3878.40  740.30 4.00 112.97 27759.00 789.10 121717.40 

2003 3442.30  896.20 4.30 115.83 33862.00 1072.40 137422.00 

2004 4710.70 1170.50 1160.50 4.20 119.72 40199.00 1141.20 161840.20 

2005 5285.90 1353.30 1260.20 4.20 214.09 48670.00 1289.70 187318.90 

2006 6229.70 1551.90 1573.60 4.10 221.25 59114.00 1314.90 219438.50 

2007 7770.60 1804.28 1907.22 4.00 229.36 72481.00 1467.50 270092.30 

2008 8749.30 2231.61 2592.82 4.20 238.73 93536.00 2247.73 319244.60 

2009 10183.70 2260.70 2686.36 4.30 247.09 114825.00 3245.06 348517.70 

2010 12579.80 2797.84 3195.14 4.10 256.52 138609.00 5182.21 412119.30 

2011 19305.40 3261.89 3809.05 4.10 262.81 167781.00 4557.23 487940.20 

2012 22706.20 3534.44 4419.85 4.10 271.20 201496.00 5062.65 538580.00 

2013 26276.10 3527.99 4533.33 4.10 278.80 233858.00 5222.99 592963.20 

2014 30311.86 3535.20 4615.30 4.10 285.69 257865.00 5463.90 643563.10 

2015 34195.10 3648.22 4864.01 4.10 292.95 282386.00 4946.80 688858.20 

2016 39389.82 3811.12 5127.07 4.00 300.56 305949.00 5412.02 746395.10 

2017 45660.77 3963.93 5312.78 3.90 305.50 322931.00 6085.75 832035.90 

2018 51278.29 4059.70 5622.90 3.80 310.18 344071.00 5893.22 919281.10 

2019 57250.92 4343.61 6557.38 3.60 320.80 356451.00 6017.84 986515.20 

2020 22286.30 3329.74 6037.26 4.20 332.68 362877.00 6842.16 1013567.00 

 
1)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居民作为旅游的主体，居民失业率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收入，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导致人们

对旅游的意愿产生变化。因此将城镇登记失业率因素设为解释变量，以 x1 表示，单位为亿元。 
2) 交通便利程度 
交通是居民旅游出现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交通的便利程度影响了居民的旅游意愿。因此将交通便

利程度因素设为解释变量，以 x2 表示。本研究的交通便利程度 = 0.6*铁路营业里程 + 0.4*公路里程，单

位为万公里。由于航空相关数据较难获取，所以以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为因素进行计算。假设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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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出行选择铁路比选择公路多，因此采取铁路营业里程的权重略高于公路里程。 
3)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旅游业的产业结构，从而影响旅游业的发展。第三产

业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以 x3 表示，单位为亿元。 
4)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游客选择旅游地点主要以城镇为主，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客的旅游意愿，从而

影响国内旅游花费。因此将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设为解释变量，以 x4 表示，单位为亿元。 
5) 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旅游消费与 GDP 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因此将国内生产总值设为解释变量，以 x5 表示，单位

为亿元。 

3.2. 研究模型建立 

本文研究国内旅游花费 y1 的影响因素，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1 10 11 1 12 2 13 3 14 4 15 5 1y x x x x x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1) 

由于住宿业营业额 y2 和餐饮业营业额 y3 为旅游总花费组成的主要部分，因此本文希望建立住宿业营

业额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2 20 21 1 22 2 23 3 24 4 25 5 2y x x x x x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2) 

以及餐饮业营业额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3 30 31 1 32 2 33 3 34 4 35 5 3y x x x x x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3) 

4. 分析结果 

4.1. 旅游花费的多元回归模型 

以旅游花费 y1 为依变量，输入城镇登记失业率 x1、交通便利程度 x2、第三产业固定资产(不含农户)
投资额 x3、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x4 和国内生产总值 x5 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

现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通过删除变量 x3、x4 的方式，建立 VIF < 10 的多元回归修正模型 1，拟合度结果、模型显著性和回

归系数如表 2、表 3 及表 4。 
 

Table 2. Fitting results of the modified model 1 in this study 
表 2. 本研究修正模型 1 的拟合度结果 

模型 y1 R R 方 调整后 R 平方 标准标准误 

 0.953 0.908 0.809 5709.33 

 
Table 3. Significance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ified model 1 in this study 
表 3. 本研究的多元回归修正模型 1 的显著性 

模型 y1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回归 4821026665.09 3 1607008888.36 49.30 0.000** 

残差 488947167.95 15 32596477.86   

总计 5309973833.0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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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ified model 1 in this study 
表 4. 本研究的多元回归修正模型 1 的结果 

模型 y1 B 标准错误 T 显著性 VIF 

常量 156547.925 41638.950 3.760 0.002**  

x1 −37943.246 9973.493 −3.804 0.002** 1.577 

x2 −2.220 43.686 −0.051 0.960 4.806 

x5 0.040 0.011 3.649 0.002** 5.855 

 
由表 2 可以发现 R 方为 0.908，代表模型拟合度非常好，由表 3 可以发现模型具有统计显着性，由表

4 可以知道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此时旅游总花费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1 1 5156547.925 37943.246 0.040y x x= − ∗ + ∗                         (4) 

亦即旅游总花费可以用城镇登记失业率 x1 和国内生产总值 x5 两个变量进行预测。城镇登记失业率提

高则旅游总花费会受到影响而降低；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会引起消费者国内旅游的意图使旅游总花费会受

到影响而提高。 
通过删除变量 x3、x5 的方式，建立 VIF < 10 的多元回归修正模型 2，拟合度结果、模型显著性和回

归系数如表 5、表 6 及表 7。 
 

Table 5. Fitting results of the modified model 2 in this study 
表 5. 本研究修正模型 2 的拟合度结果 

模型 y1 R R 方 调整后 R 平方 标准标准误 

 0.941 0.885 0.862 6380.369 

 
Table 6. Significance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ified model 2 in this study 
表 6. 本研究的多元回归修正模型 2 的显著性 

模型 y1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回归 4699337204.82 3 1566445734.94 38.48 0.000** 

残差 610636628.23 15 40709108.55   

总计 5309973833.04 18    

 
Table 7.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ified model 2 in this study 
表 7. 本研究的多元回归修正模型 2 的结果 

模型 y1 B 标准错误 T 显著性 VIF 

常量 212239.928 43493.975 4.880 0.000**  

x1 −51898.592 9957.186 −5.212 0.000** 1.259 

x2 16.283 49.539 0.329 0.747 4.948 

x4 4.356 1.572 2.770 0.014* 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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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 可以发现 R 方为 0.885，代表模型拟合度非常好，由表 6 可以发现模型具有统计显着性，由表

7 可以知道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此时旅游总花费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1 1 4212239.928 51898.592 4.356y x x= − ∗ + ∗                         (5) 

亦即旅游总花费可以用城镇登记失业率 x1 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x4 两个变量进行预测。城

镇登记失业率提高则旅游总花费会受到影响而降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增加会强化消费者的

旅游意图使旅游总花费提高。 
通过删除变量 x4、x5 的方式，建立 VIF < 10 的多元回归修正模型 3，拟合度结果、模型显著性和回

归系数如表 8、表 9 及表 10。由表 8 可以发现 R 方为 0.939，代表模型拟合度非常好，由表 9 可以发现模

型具有统计显着性，由表 10 可以知道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此时旅游总花费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1 1 3158981.195 37354.127 0.110y x x= − ∗ + ∗                         (6) 

亦即旅游总花费可以用城镇登记失业率 x1 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 x3 两个变量进行预

测。城镇登记失业率提高则旅游总花费会受到影响而降低；第三产业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增加会强

化消费者的旅游意图使旅游总花费提高。 
 

Table 8. Fitting results of the modified model 3 in this study 
表 8. 本研究修正模型 3 的拟合度结果 

模型 y1 R R 方 调整后 R 平方 标准标准误 

 0.969 0.939 0.927 4640.586 

 
Table 9. Significance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ified model 3 in this study 
表 9. 本研究的多元回归修正模型 3 的显著性 

模型 y1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回归 4986948259.92 3 1662316086.64 77.19 0.000** 

残差 323025573.12 15 21535038.21   

总计 5309973833.04 18    

 
Table 10.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ified model 3 in this study 
表 10. 本研究的多元回归修正模型 3 的结果 

模型 y1 B 标准错误 T 显著性 VIF 

常量 158981.195 33108.084 4.802 0.000**  

x1 −37354.127 7913.543 −4.720 0.000** 1.503 

x1 −20.863 34.623 −0.603 0.556 4.569 

x3 0.110 0.021 5.278 0.000** 5.400 

4.2. 住宿业营业额与餐饮业营业额的的多元回归模型 

以住宿业营业额 y2 为依变量，输入城镇登记失业率 x1、交通便利程度 x2、第三产业固定资产(不含农

户)投资额 x3、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x4 和国内生产总值 x5 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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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现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通过删除变量 x2、x3，删除变量 x2、x5 以及删除变量 x3、x5 的方式，建立 VIF < 10 的多元回归模型

后，发现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率 x1 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x4 的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因此以住宿

业营业额 y2 为依变量，城镇登记失业率 x1 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x4 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

分析，拟合度结果、模型显著性和回归系数如表 11、表 12 及表 13。 
由表 11 可以发现 R 方为 0.928，代表模型拟合度非常好，由表 12 可以发现模型具有统计显着性，由

表 13 可以知道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此时住宿业营业额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2 1 47344.764 1523.906 0.429y x x= − ∗ + ∗                          (7) 

亦即住宿业营业额可以用城镇登记失业率 x1 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x4 两个变量进行预测。

城镇登记失业率提高则住宿业营业额会受到影响而降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提高会引起消费

者旅游的意图使住宿业营业额提高。 
 

Table 11. Fitting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of lodging industry turnover 
表 11. 住宿业营业额的多元回归拟合结果 

模型 y2 R R 方 调整后 R 平方 标准标准误 

 0.963 0.928 0.917 293.625 

 
Table 12. Significance of multiple regression of lodging industry turnover 
表 12. 住宿业营业额的多元回归模型显著性 

模型 y2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回归 15480964.331 2 7740482.165 89.781 0.000** 

残差 1207015.200 14 86215.371   

总计 16687979.531 16    

 
Table 13.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of lodging industry turnover 
表 13. 住宿业营业额的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模型 y2 B 标准错误 T 显著性 VIF 

常量 7344.764 2051.954 3.579 0.003**  

x1 −1523.906 483.858 −3.149 0.007** 1.246 

x4 0.429 0.042 10.269 0.000** 1.246 

 
以餐饮业营业额 y3 为依变量，输入城镇登记失业率 x1、交通便利程度 x2、第三产业固定资产(不含农

户)投资额 x3、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x4 和国内生产总值 x5 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

果发现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通过删除变量 x3、x5 的方式，可以建立 VIF < 10 的最佳多元回归模型，拟合度结果、模型显著性和

回归系数如表 14、表 15 及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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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4. Fitting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of catering industry turnover 
表 14. 餐饮业营业额的多元回归拟合结果 

模型 y3 R R 方 调整后 R 平方 标准标准误 

 0.981 0.962 0.954 403.137 

 
Table 15. Significance of multiple regression of catering industry turnover 
表 15. 餐饮业营业额的多元回归模型显著性 

模型 y3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显著性 

回归 61604198.929 3 20534732.976 61604198.929 0.000** 

残差 2437789.417 15 162519.294 2437789.417  

总计 64041988.345 18  64041988.345  

 
Table 16.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ple regression of catering industry turnover 
表 16. 餐饮业营业额的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模型 y3 B 标准错误 T 显著性 VIF 

常量 6613.737 2748.12 2.407 0.029*  

x1 −1744.43 629.134 −2.773 0.014* 1.259 

x2 6.814 3.13 2.177 0.046* 4.948 

x4 0.602 0.099 6.064 0.000** 4.902 

 
由表 14 可以发现 R 方为 0.962，代表模型拟合度非常好，由表 15 可以发现模型具有统计显着性，由

表 16 可以知道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此时住宿业营业额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3 1 2 46613.737 1744.43 6.814 0.602y x x x= − ∗ + ∗ + ∗                      (8) 

亦即餐饮业营业额可以用城镇登记失业率 x1、交通便利程度 x2 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x4 三

个变量进行预测。城镇登记失业率提高则餐饮业营业额会受到影响而降低；交通便利程度提高会引起消

费者旅游的意图使餐饮业营业额提高；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提高会引起消费者旅游的意图使餐

饮业营业额提高。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对我国旅游总花费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由于餐饮业营业额与住宿业营业额是旅游总花费的主

要构成部分，所以本文分别构建了旅游总花费与影响因素、住宿业营业额与影响因素和餐饮业营业额与

影响因素三种类型的多元回归模型，建立多元回归方程以预测游总花费、住宿业营业额与餐饮业营业额，

并得出以下结论。 
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国内旅游总花费有负向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和第

三产业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对国内旅游总花费有正向影响。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对旅游花

费影响贡献度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因此为了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应该优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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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并降低城镇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对住宿

业营业额有负向影响；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对住宿业营业额有正向影响。城镇登记失业率对餐

饮业营业额有负向影响；交通便利程度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对餐饮业营业额有正向影响。交

通便利程度对餐饮业营业额影响贡献度高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因此为了促进住宿业营业额，

应该优先提高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并降低城镇失业率。为了促进住餐饮业营业额，应该优先

发展铁公路交通、提高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并降低城镇失业率。 

5.2. 建议 

本文根据研究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为了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大力发展交通基础建设，为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出行条件和出行方式，可以在各省各市推出一站

式旅游路线，如海南的环岛路线等，给与游客更加便捷的旅游方式。 
2) 提高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在各城市建立更多的旅游项目，如打造产业创新园区，休闲旅游

基地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3) 出台促进就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为失业人群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在地方鼓励人

们进行旅游创业，增设相关店面以及产业园区，增加就业岗位，满足当地人的就业需求，整个社会群体

提高就业率，人们的收入会相对稳定，从而能产生想要旅游的意愿。 
4) 推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提高景观建设，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建设城市公园，增加城

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优化旅游景区的环境，刺激旅客前来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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