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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本文以国内旅游收入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各

影响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异质性效应。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了可能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综合

指标，同时对国内旅游收入及各影响因素进行单位根和正态性检验，证明了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合理

性；其次，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除旅游接待能力的作用不明显外，经济发展水平、旅游

核心吸引物、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资源投入均对国内旅游收入有推动作用，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变化

趋势随0.01~0.99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据此，我们做了相应的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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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8, this paper takes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ainly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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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s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 of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Firstly, 
the comprehensive indexes which may affect the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are selected by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unit root and normality test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proves the rationality of using quan-
tile regression method. Seco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role of the tourist reception capacity is not obviou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
velopment, the core attractions of tourism, infrastructure and labor resource investment all have 
a promoting effect on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and the effect of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ize 
change trend changes over 0.01~0.99 sites. Accordingly, we made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inter-
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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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9 年国务院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所谓战略性支柱产业，从质上说，

通常指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对相关产业具有广泛带动和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旅游业还

是满足群众精神需求和实现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的增长，民众收入提高，休闲时间增多，旅

游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组成部分。同时，旅游收入是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我

国 70%以上的景区，坐落在偏远和欠发达地区，因此，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实现财富的转移和国

民收入的再分配，特别是实现财富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的转移。鉴于旅游业的诸多贡献，为了促

进旅游业的发展，各级政府提出了许多关于指导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如 2015 年国家旅游局提出全域旅游

发展理念，并在 2016 年证实启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在 2017 年推行全域旅游发展战略，2018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全域旅游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得益于各级政府的关注与重视，我国旅游业稳步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8 年全年我国实现旅游总收入 5.97 万亿元，全年全国旅游业对 GDP 的综合贡献为 9.94 万亿

元，占 GDP 总量的 11.04%，其中，国内旅游收入 5.13 万亿元，占总收入的 86%，可见国内旅游对我国

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因此，国内旅游的发展不仅是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问题，同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

究的热点领域，从而正确把握国内旅游收入与其因素的内在联系，使旅游业健康发展。近年来，从对国

内旅游的研究来看，采用定量实证方法的文献居多，聂晓庆[1]用 1994~2012 年相关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对国内旅游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国内旅游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农村居民

人均旅游花费、国内旅游人数、铁路营业里程呈正相关关系；王雪勤和冉庆波[2]则选择了不同变量用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理论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表明旅游人数与居民价格消费指数是影

响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姚战琪[3]在中国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全国公里里程、铁路营业里程等国内旅游

收入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加入了“1999 年实行的长假制度”和“2007 年实行的大小长假并行制度”两个因

素，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到铁路营业里程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远远大于全国公里里程、长假制

度对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影响较弱等结论；吴媛媛和宋玉祥[4]用 2005~2015 年旅游经济相关指标的面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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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运用 ESDA、空间变差函数、空间计量方法得到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显著正相关、国内旅游收入在东

–西方向上空间差异最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着中国旅游经济空间格局的形成

与演变等结论；郭伟和曾祥静[5]等将旅游总收入作为因变量，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了 2007~2016 年期

间京津冀 13 市区域旅游经济在高铁网络下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该区域相邻地区的旅游经济呈现负

相关关系，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劳动资本的引入促进本地区旅游发展，同时劳动资本会对邻近地区旅游经

济产生负作用。 
上述研究成果对本文深入研究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

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国内旅游业发展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同时也可以发现部分学者使用线性模型和

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国内旅游收入影响因素的效应，这仅描述了影响因素对其条件均值的影响大小，

没有对其整体分布进行研究，从而不利于探究国内旅游收入与其他因素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为了解

各影响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条件分布的全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

分析，从而探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效应，有利于各省份因地制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本文以下章节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分位数回归方法，之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了

可能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综合指标；第三部分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为检验该方

法的适用性，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和正态性检验，最后得到在不同分位点下的估计结果，并绘制了各影

响因素弹性系数估计值大小及置信区间随 0.01~0.99 分位点变化的曲线图；第四部分为主要结论及相应的

政策建议。 

2.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2.1. 方法介绍 

分位数回归最早由 Koenker 和 Bassett [6]提出，该方法是对传统线性回归的扩展，利用因变量的条件

分位数进行回归，得到所有分位数下的回归模型。传统的线性回归描述的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平

均影响，只有当随机误差项服从零均值、同方差的正态分布时，其参数估计值是最小方差无偏估计。事

实上，该假设往往不成立，现实中的经济变量往往具有高峰度、厚尾部和异方差性等特征，因此，不再

具有上述性质，其估计不再具有有效性。而分位数回归与之相比具有以下优点：1) 分位数回归可以描述

整个条件分布，在不同分位点下可以估计出不同的参数模型，更加细致地描述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间的关系；2) 分位数回归不需要对随机扰动项做服从零均值、同方差的正态分布，适用范围较广，且在

扰动项是非正态的情况下，参数估计值更加有效；3) 分位数回归是通使加权残差绝对值之和求得的参数

估计值，对极值点不敏感，因此，参数估计值更具有稳健性。近年来，分位数回归方法已成为计量经济

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 )
, 0 1i i i

i i i

y x

Quant y x x
τ τ

τ τ

β ε τ

β

′= + < <

=
 

其中，y 表示被解释变量，x 表示解释变量向量，ε 为随机扰动项，其条件分位数分布等于零， ( )i iQuant y xτ

表示被解释变量 y 的τ 分位数。用 τ̂β 表示τ 分位数下回归系数的估计量，则 τ̂β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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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给定不同的τ 值可得到不同的参数估计。Koenke [7]讨论了分位数回归的具体理论。 

2.2. 变量选取 

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很多，现有研究中，许多学者对我国各省域旅游业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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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谢凤媛[8]对 30 个关于区域旅游业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分析，识别出 16 个主要影响因素，分

别为：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核心吸引物、政府政策与管理、科技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区域基础设施、

旅游服务设施、人力资本、集群因素、产业结构、区域生态环境、社会和历史文化、安全和保障、目标

市场定位、与客源地的关系、旅游企业竞争力，并对其出现的频率进行比较分析。借鉴该研究，本文选

取其频率均超过 50%的 5 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别为：1) 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用人均 GDP (元/
人)衡量。2) 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和城市基础设施三方面，其中，交通基础设施由公路营业里程、铁

路营业里程和内河航道里程(万公里)衡量，通讯基础设施由光缆线路长度(万公里)衡量，城市基础设施由

城市绿地面积(万公顷)和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衡量。3) 旅游核心吸引物，本文选取世界遗产、

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景点作为衡量旅游核心吸引物的基本指标。其中，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世界自

然、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旅游景点指 3A 级以上(包括 3A 级)景区总数。4) 旅游服务设施，本文主

要指旅游接待能力，用旅行社个数和星级饭店数来衡量，其中星级饭店依据其档次低到高分为一星级、

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和五星级饭店。5) 人力资本，考虑到人力资本衡量的复杂性，且没有一个得到

一致认可的测度方法，将人力资本替换为劳动力资源的投入，采用旅游业从业总人数来度量，旅游业从

业总人数包括星级饭店、旅行社和旅游景区三方面的从业人数。可以发现，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在

内的其余四个指标都有多个指标衡量，因此，为得到衡量各地区基础设施、旅游核心吸引物、旅游服务

设施和劳动力资源投入的最终指标，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确定权重，再进行加权的方法将上述指标综合，

由于本文采用面板数据，为了降低分析的难度，参照王培和王焱鑫[9]的研究，对每个指标在时间维度上

取均值，从而消去时间维度的影响，退化成截面数据。最后，得到的 5 个指标分别用 PGDP (经济发展水

平)、RC (旅游接待能力)、TAP (旅游核心吸引物)、INF (基础设施)和 LR (劳动力资源投入)来表示。 

2.3. 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所述，为研究各影响因素对我国省域国内旅游收入(DR)在不同分位数下的影响，可构建具

体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为： 

( ) 1 2 3 4 5lnDR lnPGDP lnRC lnTAP lnINF lnLRit it it it it it itQ Cτ τ τ τ τ τ τβ β β β β ε= + + + + + +  

其中， ( )lnDR itQτ 和Cτ 为国内旅游收入和截距项的τ 分位数， iτβ ， 1,2,3,4,5i = 为各解释变量的τ 分位

数弹性系数。 

2.4. 各指标数据来源 

国内旅游收入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人均

GDP)、基础设施相关指标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网，A 级景区数、星级饭店数和旅游业从业人数均来源

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世界遗产数来源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历史文化名城从 1982 年开始由国务院公

布。 

3. 实证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平稳性检验是经济数据分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在现实中，大多数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序

列，而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导致伪回归，所以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之前，采用

单位根检验判断经济变量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经济变量序列存在单位根，则该序列是非平稳的，反之

则是平稳序列。其检验方法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方法假设不同截面存在相同的单位根，例如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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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itung 和 Hadri 等检验；第二类方法假设不同截面之间存在不同的单位根，并且允许一阶自回归系数在

不同的截面单元可以不同，包括 IPS、Fisher-ADF 和 Fisher-PP 等检验。考虑到各变量因素在不同省域的

差异，本文运用第二类方法对国内旅游收入(DR)、经济发展水平(PGDP)、旅游接待能力(RC)、旅游核心

吸引物(TAP)、基础设施(INF)和劳动力资源投入(LR)进行单位根检验，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对各变量取

对数，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原始序列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表示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

假设，说明各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均显著平稳。为了建立非平稳序列模型，Engle
和 Granger (1987)提出了协整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些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

稳序列，说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为检验国内旅游收入与其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

衡关系，本文选用 Kao 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ADF 统计量的值为−6.0015，p 值为 0.000，
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国内旅游收入与各影响因素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可以建立面板分

位数回归模型。 
 

Table 1. Panel unit root test results 
表 1.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IPS Fisher-ADF Fisher-PP 

lnDR −0.5785 89.0274** 120.759*** 

lnPGDP 2.0448 31.5006 67.7363 

lnRC 0.8061 45.6160 69.6469 

lnTAP 0.7266 45.6078 80.7928* 

lnINF 0.5218 47.8021 60.2115 

lnLR 0.445 54.3843 88.0321 

一阶差分变量 IPS Fisher-ADF Fisher-PP 

ΔlnDR −3.6469*** 96.376*** 114.562*** 

ΔlnPGDP 0.8920 92.0637** 90.9185** 

ΔlnRC −2.8202*** 161.466*** 183.317*** 

ΔlnTAP −2.9596*** 110.702*** 113.298*** 

ΔlnINF −2.7083*** 101.943*** 125.854*** 

ΔlnLR −4.7336*** 221.97*** 250.538***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检验水平下显著，下同。 

3.2. 正态性检验 

当样本数据为非正态分布时，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比最小二乘估计具有更强的稳健性，因此在进

行分位数回归分析之前，对各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性检验方法很多，为保证检验的可靠性，本文

同时采用描述性统计、统计量检验和图形法三种方法来检验各变量是否服从正态分布。 
描述性统计。偏度和峰度系数是检验变量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最常用的两个指标，偏度系数用于检验

观测数据分布的对称性，其值等于 0 表示观测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大于 0 表示为右偏分布，小于 0 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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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峰度系数用于检验观测数据的陡缓程度，其值等于 3 表示观测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大于 3 表示具

有过度的峰度，小于 3 表示峰度不足。各变量的偏度和峰度系数值见表 2，可以看到，所有变量的偏度

系数均不为 0，峰度系数均不等于 3，说明各变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 
统计量检验。本文选用 Shapiro-Wilk 和 Shapiro-Francia 检验两种方法进行正态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2，可以看到，所有变量在这两种检验方法下均显著拒绝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 
图形法。Q-Q 图是图形法检验正态分布中最常用的方法，各变量的 Q-Q 图如图 1 所示，图中直线表

示正态分布变量的期望值，由图 1 看出，所有变量均偏离了该直线，表明各变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 
综上所述，本文所有变量均为非正态分布，说明采用 OLS 估计得到的参数估计将不再具有有效性和

稳健性，进一步证实了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合理性。 
 

 
Figure 1. Normal Q-Q plot of lnDR, lnPGDP, lnRC, lnTAP, lnINF, lnLR 
图 1. 变量 lnDR、lnPGDP、lnRC、lnTAP、lnINF、lnLR 的 Q-Q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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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est results of normal distribution of each variable 
表 2. 各变量正态分布检验结果 

变量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Shapiro-Wilk 检验  Shapiro-Francia 

统计量值 P 值  统计量值 P 值 

lnDR −1.058 3.703 0.914 0.000 0.916 0.000 

lnPGDP 0.403 2.775 0.981 0.000 0.982 0.004 

lnRC −0.582 3.306 0.967 0.000 0.969 0.000 

lnTAP −0.479 2.951 0.979 0.000 0.980 0.001 

lnINF −0.404 2.766 0.981 0.001 0.983 0.005 

lnLR −0.672 3.387 0.966 0.000 0.967 0.000 

3.3.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分位数回归可以估计出各分位点对应的回归方程，参数估计结果揭示了不同水平上解释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的边际效应。表 3 列示了部分分位点( 0.1,0.2, ,0.9 )下的弹性系数估计结果，并且为了全面分析各

影响因素对处于不同水平时的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机制，绘制了各影响因素弹性系数估计值大小及其

0.95 的置信区间(lnTAP 为 0.9 的置信区间)随 0.01~0.99 分位点变化的曲线图，如图 2 所示。从表 3 和图

2 可以看出，各影响因素对处于不同水平时的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机制不同，下面结合表 3 和图 2 对分

位数回归结果进行深入探讨。 
 

Table 3.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of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表 3. 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taus 截距项 lnPGDP lnRC lnTAP lnINF lnLR 

0.1 −1.2414 0.5860*** −0.0777 0.1570 0.7870*** 0.1856** 

0.2 −0.8623 0.5409*** −0.0350 0.1447 0.7947*** 0.1638* 

0.3 −0.6010 0.5099*** −0.0244 0.1768 0.7808*** 0.1526 

0.4 −0.3151 0.4429*** 0.0946 0.1982* 0.7537*** 0.0872 

0.5 0.1081 0.4083*** 0.0845 0.2076* 0.7378*** 0.1108 

0.6 0.0635 0.4015*** 0.1081 0.2440** 0.7166*** 0.0857 

0.7 0.1793 0.3893*** 0.1267 0.2360* 0.7099*** 0.0909 

0.8 0.1618 0.3842** 0.1613 0.1907 0.7458*** 0.0924 

0.9 −0.3715 0.4437** 0.1507 0.1398 0.8156*** 0.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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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urves of the estimated elastic coefficients and their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changing 
from 0.01 to 0.99 loci 
图 2. 各影响因素弹性系数估计值大小及其置信区间随 0.01~0.99 分位点变化的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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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从部分参数估计结果方面来看，在 0.1 到 0.9 分位点下，lnPGDP 和 lnINF 系数估计值均显

著大于零，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对国内旅游收入的产出始终为正向作用；lnRC 系数估计值在

0.1~0.9 分位点均未通过系数显著性检验，说明旅游接待能力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不明显；lnTAP 系数

估计值仅在 0.4、0.5、0.6、0.7 分位点处显著大于零，可以认为旅游核心吸引物仅在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中

等收入水平时起明显推动作用，而当国内旅游收入低、高水平时，旅游核心吸引物的作用不明显；lnLR
系数估计值则仅在 0.1、0.2 分位点处显著性大于零，说明劳动力资源的投入仅对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水

平时起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图 2(a)可以看到，lnPGDP 系数估计值 0.01~0.99 分位点变化的曲线始终在

零的上方，且 95%的置信区间除 0.99 分位点，均未与零相交，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内旅游收入

的正向作用，从图形中还可以看出，其正向作用随分位点提高呈现“U”型，即经济发展水平对国内旅

游收入的正向效应随国内旅游收入的提高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大概 0.9 分位点处达到最小值；图 2(b)
可以看到，lnRC 系数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始终与零相交，进一步证实了旅游接待能力对国内旅游收入

影响不明显的结论；图 2(c)可以看到，lnTAP 系数估计值 90%的置信区间大概在 0.4~0.75 分位点均未与

零相交，说明当国内旅游收入处于该水平时，旅游核心吸引物起促进作用，其大小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

势，0.6 分位点处达到最大值；图 2(d)可以看出，lnPGDP 系数估计值始终位于零上方，且其 95%置信区

间均未与零相交，说明基础设施对处于不同水平的国内旅游收入均为推动作用，与其它因素比较可以发

现其作用最明显，其大小整体上呈先减小后增大趋势，但幅度变化不大；图 2(e)可以看出，lnLR 系数估

计值随分位点提高呈下降趋势，且仅在 0.1 分位点以下时，其 95%置信区间未与零相交，说明只有劳动

力资源投入仅对国内旅游收入低的地区有推动作用。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1~2018 年我国 31 个省、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可能影

响国内旅游收入的 5 个综合指标，并对各指标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从

而证明了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合理性，接着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重点探讨了各影

响因素对处于不同分位点处国内旅游收入的不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核心吸引物、

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资源投入在特定的分位数下均对国内旅游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而旅游接待能

力的作用不明显。其中，1) 经济发展水平在 0.01~0.99 分位点处均对国内旅游收入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其大小呈先减小后增大趋势，0.9 分位点处达到最小值；2) 旅游核心吸引物仅在 0.4~0.75 分位点处对国

内旅游收入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其大小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0.6 分位点处达到最大值；3) 基础设施

在 0.01~0.99 分位点处均对国内旅游收入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其大小整体上呈先减小后增大趋势，幅度变

化不大；4) 劳动力资源投入仅在 0.01~0.1 分位点处对国内旅游收入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其作用较小。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各地区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各省应采取以下主要措施：各地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

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不同地区关注的重点应不同。具体的，1) 对于

高、低国内旅游收入的省份，应重点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的促进作用；2) 当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时(0.6 分位点)，应重点关注旅游吸引物对其的促进作用；3) 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内旅游收入推动

作用最大，各地区应都应重点关注；4) 当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水平时(0.1 以下分位点)，不能忽视劳动力

资源对其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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