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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
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郭向阳 明庆忠 丁正山

  摘要: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地理单元为研究样本,综合采用空间分析、双变量关联检验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

型方法,探究了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与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并重点探查公路交通发达

度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呈现“东高西低,局部集聚”和
“多核心-边缘”式空间分布特征,其空间格局与地形起伏度、经济实力、人口分布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空间重叠性;
(2)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经济呈现“自东向西级差化递减”和“中心城市带动型”特征,其与城市旅游资源禀赋、经济

实力、交通优势度、信息化水平、人口密度等因素呈现空间耦合性;(3)城市旅游经济高值区对公路交通高发达地区

具有显著的依附性,公路交通发达度对城市旅游经济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旅游产业集

聚、信息化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对本地旅游经济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大,旅游资源对周边城市旅游经济的间接效应

为正,但不显著;由于空间竞争效应及地理距离衰减屏蔽效应的存在,本地旅游产业集聚将对周边地区旅游经济产

生竞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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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往来是人类亘古不变的需求,现代旅游业发展与交通运输业紧密相连。区域交通建设不仅是旅游资

源开发和旅游节点壮大的前提,也是衡量旅游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①。无论是交通方式变革还是交通技术突

破,均对区域旅游空间格局演变产生深刻影响②。近30年来,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其
创造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总量的40%以上③。现阶段长江经济带正处于绿色发展、创新转型的关键时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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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具有产业关联性强、环境污染小和“一业兴百业”的行业特质,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突

破口,对区域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及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长江沿线各地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优势,为把长

江沿线培育成为黄金旅游带提供了条件,且旅游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旅游系统由

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通道三部分组成,其中旅游通道是以交通系统为载体连接旅游系统供需两端的桥梁。公

路交通具有影响力大、覆盖面广的产业服务属性,其运输效率直接影响着旅游业服务供给质量优劣和产业效率

的高低。在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主线的旅游业发展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促进了城市旅游经济增

长吗? 公路交通发达度对城市旅游经济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科学地探索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

度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具有重要的实证研究价值。
鉴于公路交通系统建设与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着天然的空间耦合性,学界基于不同的关注角度对公路

交通、城市旅游经济及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作了相关研究。在公路交通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公路交

通可持续性评价①、公路交通可达性②、公路交通运输效率③、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④、高速公路交通

流⑤、公路交通环境脆弱性⑥等;研究方法涉及可达性评价模型、综合指数模型、社会网络分析、耦合协调模型等

定量评价模型与方法⑦。城市旅游经济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研究多选择典型旅游地为研究案

例,以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为基础,注重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⑧;研究尺度由全国尺度⑨向县域等微观

尺度细化;研究方法由早期的相关性多元回归分析向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等空间计量模

型转向。此外,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也是研究的重点。公路交通对旅游发展的影响

主要涉及到公路交通对旅游需求、旅游效率、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变、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等方面。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溢出效应对旅游业影响逐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综上,以往研究基于公路交通对旅游发展的影响作了有益探讨,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公路交通对城市

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方法虽逐渐由定性转向定量,但较少考虑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且采用空间计

量模型进行分析时缺少对不同模型的优选,关于城市旅游经济空间效应的解析也有待深化。地理学第一定律

认为距离相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旅游地是多种相互联系的功能要素聚集并不断调整的复合地理系统,忽略

空间因素势必导致交通因素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评估结果出现偏差。(2)从现有文献来看,以往鲜有关于公路

交通跨区域溢出效应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且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关联及交互作用研究还

有待深化。随着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网络化与一体化发展能够给区域旅游发展带来显著的影响,合理布局公

路交通系统以促进城市旅游经济提质增效发展,已成为统筹长江经济带交通设施建设与城市旅游经济协调发

展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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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30个地理单元为样本,采用空间分析、双变量关联检验模型、空间面板杜宾

模型方法,研究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与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基于双变量空间关联

视角验证公路交通发达度与城市旅游经济空间集聚模式,运用空间计量面板模型揭示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对

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一方面,为探究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关联

模式提供公路交通要素对城市旅游经济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的新证据;另一方面,丰富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

影响的研究内容,为区域公路交通供给质量提升与城市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一 理论基础: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机理

公路运输是一种机动灵活、简捷方便的运输方式,尤其在实现“门到门”的运输中其重要性更为显著。公路

交通作为区域间物质能量流、资金流、劳动力流、信息流,尤其是旅游客流传导的重要通道载体,在促进旅游地

投资环境优化、服务功能提升、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公路交通主要通过投资效

应、需求效应和扩散效应等作用方式对城市旅游经济产生影响(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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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机理

(一)投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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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投资是旅游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规模性、集群式开发的重要保障。首先,旅游地公路交通网络

完善和服务功能优化,有利于降低区域间产业要素流、旅游客流流动的时间成本,对区域旅游资源组团式开发

和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①,从而加速旅游资本要素、劳动力流在重要旅游节点形成集聚,并对周边地

带产生涓滴效应;其次,公路交通网络优化有助于引导目的地旅游资源的集群式或规模性开发②,降低旅游企业

的投资风险,更快地将旅游地资源本底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形成区域旅游“组合拳”竞争优势,提升目的地旅

游综合实力;第三,公路交通的机动灵活性是景区(点)间、区域间旅游合作的重要支撑载体,有助于提升本地旅

游对外开放联系度,为吸引旅游企业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促进旅游地在区域旅游合作中发挥投资“洼地”效应。
(二)需求效应

需求是指人们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某个具体商品的数量。现代公

路交通网络化、智慧化发展为游客出行提供诸多便利,增进区域间连通性,刺激旅游总需求量增加,改变着人们

的旅游经历和旅游消费模式,促进区域旅游合作加深。首先,区域间公路交通网络密度增大,降低了游客在景

点间或目的地间周转换乘的时间成本,在旅游主体“行游比”降低驱使下,旅游极核的旅游流规模效应凸显,有
利于拓展与延伸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场范围③。其次,公路交通服务功能优化能够加速旅游产品业态更新,创造

旅游新供给和新业态,扩大旅游需求总量,如自驾车(房车)旅游、乡村旅游、交通文化旅游方兴未艾,逐渐成为

移动的景观和体验性的旅游产品业态;同时,在公路交通发展驱使下,旅游需求增加对目的地服务链扩充、产业

结构升级产生良性胁迫或倒逼效应。再次,公路交通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与经济联动增长属性能够将旅游发

达区的先进发展经验、管理模式、产业要素流传送或分流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帮扶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缓
解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最后,公路交通具有文化传播功能,促进文化交流融合与文化变迁,引发地方文化重

构,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也会引来外来文明对本地文化的冲击。此外,生态景观公路与绿道系统建设能够改善旅

游地生态环境质量,拓展生态旅游消费领域,但当自驾游流量超过旅游地合理环境容量阈值时,也会对生态系

统造成扰动和冲击④,导致旅游地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旅游吸引力下降。
(三)扩散效应

扩散作用是区域各旅游节点间的一种基本作用力,推动区域旅游空间不断演变更替⑤。首先,公路交通系

统本身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廊道效应能够打破区域旅游活动发生的边界效应,加速人力资本、产业要素流、信息

流的空间外溢与扩散,提升产业要素再配置效率,促使旅游极核邻近地区共享旅游发展的益处,对周边地带产

生辐射与示范效应;其次,快速公路交通系统的时空压缩效应与空间组织协同效应,有利于打破旅游流距离衰

减规律理论,促使产业要素流扩散强度随距离减弱的特征逐渐弱化,进一步拓展了旅游地客源市场,旅游主体

扩散效应显著,并催生次级旅游极核和次级旅游节点的诞生,重塑区域旅游空间结构⑥;最后,公路交通除了作

为空间组织的一个重要载体,其对旅游地旅游线路优化、旅游形象塑造和先进管理理念、旅游制度创新及传播

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游客或人力资本为载体所携带的先进旅游知识形态、技术、信息等要素,通过交通系统的空

间传递与扩散作用,一方面能够提升周边地带旅游产业效率⑦,另一方面对区域旅游要素空间优化发挥着“多米

诺”效应,推动区域旅游空间结构趋向“多中心、网络化和一体化”方向均衡发展。
二 研究方法与指标构建

(一)研究区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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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方、李俊芳、戢晓峰《高铁对区域旅游交通可达性格局的影响分析》,《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16年第4期,第225-230、247页。
郭向阳等《旅游地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的空间耦合分析》,《地理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21页。
郭建科等《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供需市场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景点可达性的分析》,《地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4期,第508-512
页。
李欣《高速公路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治理措施》,《交通世界》2019年第10期,第162-163页。
陈浩、陆林等《都市圈旅游空间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66页。
郭向阳等《云南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变研究》,《山地学报》2017年第1期,第78-84页。
魏丽、卜伟、王梓利《高速铁路开通促进旅游产业效率提升了吗? ———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实证分析》,《经济管理》2018年第7期,第72-90
页。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内河经济带,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地势西高东低,横跨中国地

形的三大阶梯,是高等级自然和文化遗产旅游资源集中分布地,是中国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先行示范区,旅游业

对外开放的前沿区。一直以来,长江经济带旅游在中国旅游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旅游总收入由2000年的

3438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1035亿元,旅游接待总人次由2000年的4.925亿人次上升至2018年的76.906亿

人次,年均分别增长19.96%和16.50%。同时,公路交通发展迅速、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2000年的5746km增

长至2018年的55691km,年均增长13.45%①,城市旅游经济与公路交通建设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本文研究

长江经济带共计130个地理单元②。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本文研究思路遵循“理论基础构建→时空特征探究→空间关联模式验证→空间效应揭示”的研究主线(见
图2)。首先,在构建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机理框架基础上,分别对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城市

旅游经济的时空格局特征进行探究;其次,运用双变量LISA模型探究交通发达度和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集聚

模式;最后,在验证双变量是否存在空间关联的前提下,决定是否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量长江经济带公路

交通发达度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作用路径。

时空特征分析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

ArcGIS10.2软件空间分析法 全局空间自相关、双变量LISA模型、空间计量模型

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双变量空间关联模式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时空变化特征

若不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则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

若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则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揭示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路径1
路径2

图2 研究技术路线

2.研究方法

(1)双变量LISA模型

双变量LISA模型能够科学有效地揭示两种地理要素的空间关联模式③。本文采用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

关(BivariateMoransI)判定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与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关联特征。其具体运算公式

见LucAnselin的研究④。
(2)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空间面板模型包括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PLM)、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PEM)以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
DM)。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是SPLM和SPEM的组合扩展形式,是考察地理事物空间关联性的主要模

型,它同时涵盖了内生交互项,也涵盖了外生交互项⑤。本文用其揭示公路交通发达度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

空间溢出效应,SPDM的表达式为:

Yit=βXit+ρ∑
N

j=1
WijYjt+φ∑

N

j=1
WijXjt+μi+υt+ε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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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   www stats gov cn tjsj ndsj )和中国统计信息网(http   www tjcn org 。)
研究单元主要包括上海市、重庆市2个直辖市,安徽省16个地级市,贵州省6个地级市和3个自治州,云南省8个地级市和8个自治州,湖北

省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3个省直管县级市和1个林区,湖南省13个地级市和1个自治州,江苏省13个地级市,江西省11个地级市,浙
江省11个地级市,四川省18个地级市和3个自治州,共130个研究单元。
李平星、陈雯、孙伟《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地理学报》2014年第6期,第802页。

LucAnselin Localindicatorsofspatialassociation—LISA  GeographicalAnalysis27 no 2 April1995  93-115 
魏素豪等《中国农业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0年第6期,第1291-1292页。



  Yit(Yjt)、Xit(Xjt)分别为第t年单元i(j)研究单元城市旅游经济和公路交通发达度的观测值;Wij为空间

权重矩阵;β为自变量的待估参数向量;ρ为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滞后系数;φ为公路交通发达度的空间回归系

数;μi、νt 分别代表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 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当φ=0,ρ≠0时,式(1)为空间

面板滞后(SPLM)模型;当φ+ρβ=0时,式(1)为空间面板误差(SPEM)模型。需要说明的是,直接效应表示研

究单元i的公路交通发达度对本地区旅游经济的影响;间接效应表示研究单元i的公路交通发达度对其邻近区

域旅游经济的影响。在不考虑诱发效应的情况下,公路交通发达度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总效应等于直接效

应和间接效应(溢出效应)之和①。
(三)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城市旅游经济是城市旅游投入要素转化为本地整体效益的综合表征。城市旅游经济增长不仅与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密切相关,还与其他相关因素关系密切。根据本文研究目的,选取城市旅游经济为被解释变量;公路

交通发达度为核心解释变量;依据上文理论分析,并在梳理相关研究文献②基础上,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

源禀赋、旅游产业集聚、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根据研究目的,设定城市旅游经济为被解释变量,重点考量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旅

游总收入是旅游接待部门(或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过销售旅游商品而获取的全部货币收入,本文用旅游

总收入(lnincome)表征城市旅游经济。旅游总收入包括国内旅游收入(亿元)和外汇旅游收入(美元)。首先,作
者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水平,将外汇旅游收入部分转化为人民币计价;其次,将转化为人民币计价的外汇旅游收

入部分与国内旅游收入部分相加得到旅游总收入;最后,按照GDP平减指数,将长江经济带130个研究单元各

年份旅游总收入调整为2000年不变价格水平③。

2.核心解释变量

设定公路交通发达度为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公路交通设施作为公共物品,其建设投资决策的制定并不

一定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而是需要考虑社会整体效益,鉴于用货币形式衡量的投资额对其规模进行研究具有

一定的偏差性和滞后性,本文采用实物形式的变量进行表征,其中公路交通发达度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普适

性,采用公路密度表征。

3.控制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lngdp)。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从供需两侧影响旅游地建设,用人均GDP表征(元/人),采
用GDP平减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折算得到。(2)旅游产业集聚(lnagg)。本文借鉴安烨和钟廷勇基于区位熵

的文化创意产业结构专业化分析方法,对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进行测度④。(3)旅游资源禀赋(lnres)。旅游资源

等级和集聚性能影响旅游流集聚规模,选取4A级以上旅游景区数量(赋权1)、国家风景名胜区(赋权2)和世界

自然文化遗产地(赋权4)加权求和表征。(4)信息化水平(lninfor)。信息技术革新有利于旅游业信息资源共

享,促使旅游业拥有更大的服务半径,降低信息传输成本,创新旅游产品业态,改善游客旅游消费模式,提升旅

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选用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来表征(万户)。(5)对外开放度(lnopen)。对外开放度的提升,
一方面有利于优化旅游资本结构和技术扩散,另一方面有助于旅游企业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生产要素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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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卫等《丝绸之路沿线交通基础设施空间经济溢出效应测度》,《经济地理》2018年第3期,第23-24页。
郭悦、钟廷勇、安烨《产业集聚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旅游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旅游学刊》2015年第5期,第

14-22页;王龙杰、曾国军、毕斗斗《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地理学报》2019年第2期,第368-369页;YapingLiu Yin-
changLi ParnpreeParkpian InboundtourisminThailand MarketformandscaledifferentiationinASEANsourcecountries  Tourism
Management64 no 1 February2018  22-36 
田雅娟、刘强《中国旅游业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旅游学刊》2020年第6期,第42-43页。
即旅游产业集聚指数aggit=(incomeit/gdpit)÷(incomet/gdpt),它表示第i市t时期旅游收入占全市GDP的比重与全区旅游收入与全区

GDP比重的比值,衡量了i市旅游产业在全区所占市场份额(%)。参见:安烨、钟廷勇《吉林省文化创意产业规模、结构的时空分布和趋

势———基于信息熵和区位熵的分析》,《税务与经济》2012年第5期,第110-111页。



理经验①,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表征。
研究数据主要源自《中国交通地图册》(2001-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9年)、《中国区域

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1-2019年)、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130个

研究单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三 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时空格局及空间关联性

(一)公路交通发达度空间格局特征

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局部集聚”和“多核心-边缘”式空间特

征,其空间格局与地形、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等具有空间重叠性。(1)2000-2018年,公路交通发达度呈现

由“分散”极化到“集聚”组团演进态势,空间格局呈现由长江三角洲地区向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上游城市群梯

度递减的特征,且呈现局部集聚现象。长江三角洲地区地势相对平坦、人口密集且经济实力雄厚,自2000年以

来,长三角地区公路交通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以沪宁、沪杭、杭甬为轴线的“Z”字型交通优势度格局,且
随着浙江沿湾发展战略和江苏沿江发展战略的实施,长三角地区公路交通设施发展趋向均质化。长江中游城

市群是沪蓉、京珠等多条高速公路的空间交汇地带,其公路交通也较为发达,形成以武汉为交通枢纽的“核心-
放射”状格局。长江上游地区的公路交通发达度相对较弱,尤其是乌蒙山区、横断山区、滇西地区和川滇地区及

其毗邻地带,地貌复杂、地势起伏较大,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多为中国扶贫攻坚战略实施

的重点和难点地区。(2)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具有明显的“多核心-边缘”式结构特征,逐渐形成以长三

角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滇中城市群等为核心,并各自向周边地带等级递减的态

势,在多个城市群之间的过渡地带多为公路交通发达度劣势区,且研究期间其空间分布具有空间锁定效应。
(二)城市旅游经济空间格局特征

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经济总体上呈现“自东向西级差化递减”和“中心城市带动型”的双重

特征,其空间格局与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实力、交通设施优势度、信息化水平、人口密度等因素呈空间耦合性。
(1)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经济呈现“由东至西级差化过渡”的特征,且由“离散状”极化向“群聚

状”均衡演变,城市间旅游经济差距减小。长三角地区旅游资源禀赋、交通优势度、信息化水平和经济实力均处

于优势地位,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旅游投资和旅游智力的集聚高地,区域旅游国际化和旅游一体化水平较

高。长江中游地区城市旅游经济仅次于长三角地区,是长江流域探寻区域旅游业绿色发展模式的重要示范区,
拥有武陵山、大三峡、大别山和罗霄山等旅游合作区,城市旅游经济呈现明显的区域集聚效应。长江上游地区

城市旅游经济较为滞后,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深入践行,其城市旅游

经济提升明显,尤其是成都城市圈、黔中地区呈现出“群聚状”均衡化增长发展态势。(2)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

经济呈现“中心城市带动型”的特征,分别以上海、南京、合肥、武汉、长沙、重庆、成都、昆明等国际知名旅游城市

为旅游经济发展优势区,呈现各自向周边逐级扩散的层级化特征,形成对邻近地区城市旅游经济的渗透与引领

效应。随着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区域旅游合作加深,中心旅游城市对其邻近地区的带动效应愈益明显。
(三)公路交通发达度与城市旅游经济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通过测算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130个研究单元公路交通发达度和城市旅游经济的单变量 Moran’sI
值及显著性,探究二者的空间关联模式,并采用OpenGeoda软件中的双变量LISA模块测算二者双变量 Mo-
ran’sI值及显著性,揭示二者之间空间关联集聚特征(见表1)。

表1 公路交通发达度与城市旅游经济的单变量和双变量全局 Moran’sI统计值

年份

单变量 Moran’sI 双变量 Moran’sI

公路交通发达度
(Trafficdevelopment)

城市旅游经济
(Tourismeconomy)

公路交通发达度(Trafficdevelopment)
与城市旅游经济(Tourism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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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向阳、明庆忠、丁正山《中国旅游业与城镇质量协调度空间特征及驱动力识别》,《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79
页。



2000年 0.3036*** 0.0838*** 0.0201*

2001年 0.3040*** 0.0846*** 0.0321**

2002年 0.3124*** 0.0859*** 0.0356**

2003年 0.3156*** 0.0948** 0.0401**

2004年 0.3189*** 0.1049*** 0.0645***

2005年 0.3397*** 0.2052*** 0.0808***

2006年 0.3546*** 0.1957*** 0.0846***

2007年 0.3689*** 0.2024*** 0.0942***

2008年 0.4028*** 0.2146*** 0.1146***

2009年 0.4658*** 0.2106*** 0.1367***

2010年 0.5059*** 0.2133*** 0.1484***

2011年 0.4831*** 0.1952*** 0.1328***

2012年 0.4765*** 0.1979*** 0.1398***

2013年 0.4631*** 0.1749*** 0.0213***

2014年 0.4597*** 0.1651*** 0.1349***

2015年 0.4479*** 0.1670*** 0.1258***

2016年 0.4462*** 0.1568*** 0.1345***

2017年 0.4326*** 0.1523*** 0.1268***

2018年 0.4268*** 0.1462*** 0.1398***

  注:*、**、***分别表示统计值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1可知,公路交通单变量 Moran’sI值处于0.3036-0.5059之间,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
明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呈现高值集聚、低值趋同的分布特征;城市旅游经济单变量 Moran’sI值均

为正,且至少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城市旅游经济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公路交通发达度与城

市旅游经济的双变量空间关联模式验证结果表明: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双变量 Moran’sI值均为正,
且至少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空间正相关性显著;公路交

通发达度高(低)类型区与城市旅游经济高(低)类型区邻近分布,表明研究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关系时

不能忽略空间效应的存在。
四 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一)模型识别

为探究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效应,采用 Matlab2016a软件对长江经济带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首先,LM-spatiallag和RobustLM-spatiallag统计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LM-spa-
tialerror和RobustLM-spatialerror检验结果表明城市旅游经济标准面板模型的空间依赖形式是以空间误

差形式存在(spatialerror)。其次,Walds和LR统计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拒绝了SPDM可以简化

为SPLM和SPEM的原假设,故采用SPDM模型测度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效应具有合理性。最后,Haus-
man统计值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且本文所考察的截面单位为全样本范围,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更能客观地

解释某些个体特性,最终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表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值 概率(p) 检验方法 统计值 概率(p)

LM-spatiallag 2.1032 0.133 Wald-spatiallag 36.210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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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LM-spatiallag 1.1526 0.264 LR-spatiallag 665.3216*** 0.000

LM-spatialerror 76.2594*** 0.000 Wald-spatialerror 32.1058*** 0.000

RobustLM-spatialerror 71.6458*** 0.000 LR-spatialerror 759.6289*** 0.000

Hausmantest 1620.3401*** 0.000

  (二)公路交通发达度对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效应分析

采用空间面板杜宾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的识别结果见表3。公路交通发达度、
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产业集聚、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对城市旅游经济均具有正向影响,弹
性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公路交通发达度、经济发展的空间滞后系数为正值,表明公路交通、
经济发展会对周边城市旅游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而旅游产业集聚、信息化水平的空间滞后系数为负值。
此外,城市旅游经济空间溢出系数ρ为0.2136,且通过了1%显著水平检验,表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单元旅

游经济存在显著空间关联与依赖特征,城市旅游经济高值区邻近彼此受益。
表3 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Variables)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

无固定效应
(Nofixed)

空间固定效应
(Spatialfixed)

变量(Variables)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

无固定效应
(Nofixed)

空间固定效应
(Spatialfixed)

公路交通发达度
(lnhighway)

0.0682***
(2.7052)

0.1253***
(3.3245) W×lnhighway

-0.0456
(-1.2234)

0.2019***
(3.5346)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0.0346***
(3.5467)

0.1742***
(8.6548) W×lngdp

-0.0056
(-0.4154)

0.0527**
(1.6832)

旅游资源禀赋
(lnres)

0.0756***
(5.4586)

0.3865***
(11.4378) W×lnres 0.1176***

(4.5687)
0.0321
(0.6896)

旅游产业集聚
(lnagg)

0.9123***
(40.5423)

0.7578***
(30.9657) W×lnagg

-0.8021***
(-23.7689)

-0.1056**
(-1.6908)

信息化水平
(lninfor)

0.0435**
(2.5543)

0.4657***
(15.7658) W×lninfor

-0.0056
(-0.3121)

-0.1732**
(-3.3210)

对外开放度
(lnopen)

-0.0023
(-0.3245)

0.0376***
(4.2138) W×lnopen

0.0082
(1.2654)

-0.0133
(-0.7898)

Adj.R2 0.8054 0.8905

LogL -24654.752 362.1942
ρ

0.7054***
(21.8905)

0.2136***
(2.5562)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系数估计的t统计量,下同。

然而表3中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回归系数并不能完全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只是提供了各城市

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概念,还需要通过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进一步考察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

度及各控制变量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采用求偏微分法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见
表4)。

表4 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Variables)

公路交通发达度
(lnhighway)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旅游资源禀赋
(lnres)

旅游产业集聚
(lnagg)

信息化水平
(lninfor)

对外开放度
(lnopen)

直接效应
(Directeffect)

0.1039***
(2.4261)

0.1886***
(10.3326)

0.3648***
(14.5628)

0.7756***
(35.3621)

0.4936***
(19.3016)

0.0342***
(4.0123)

间接效应
(Indirecteffect)

0.2002***
(3.1236)

0.0932**
(2.3687)

0.0816
(1.5213)

-0.0305
(-0.8821)

-0.1203
(-0.3106)

-0.0098
(-0.6521)

总效应
(Totaleffect)

0.3041***
(3.1362)

0.2818***
(7.2062)

0.4464***
(6.8906)

0.7451***
(13.5624)

0.3733***
(6.0168)

0.0244*
(1.7038)

  在核心变量方面,公路交通发达度(lnhighway)对城市旅游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均通过1%显著水平检验。本地公路交通发达度每提升1%,本地及其周边地区旅游经济分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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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9%和0.2002%,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表明公路交通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随着长江经济

带公路交通(尤其是高速公路)网络优化演替及服务能级提升,其“弱空间”、“去地理”功能解构,重塑并优化

了以往城市旅游产业要素配置的方式和地理单元旅游强度联系的模式,为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要素系统的

共生耦合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公路交通的跨区域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城市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新动能。
该研究结论一方面提供了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产业的促进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的直接量化证据,另一方面

丰富了地理学视角下交通与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体系,有利于在交通与旅游融合、高质

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强化旅游业与交通协调发展的学理认知,为长江经济带旅游业提质增效与交通系统

优化布局提供科学借鉴。
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lngdp)、旅游资源禀赋(lnres)、旅游产业集聚(lnagg)、信息化水平

(lninfor)和对外开放度(lnopen)均对本地区城市旅游经济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旅游产业集聚对本地

城市旅游经济的正向影响效应最大,旅游产业集聚能有效整合优化旅游地产业要素的空间组织形式,形成旅

游发展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旅游产业集聚度每提升1%,本地城市旅游经济相应增长0.7756%。信息化

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对本地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系数大小分别处在第二、三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能促进城

镇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的转变,刺激本地居民休闲旅游等多样化需求,其对本地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也

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0.1886);对外开放水平对本地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系数最小;经济发展水平对周边地

区城市旅游经济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932,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从供需两端促进城市旅游

经济增长,本地人均GDP每提升1%,邻近地区城市旅游经济相应增长0.0932%;信息化对城市旅游经济的

间接效应系数为-0.120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王龙杰的研究一致①。信息服务业存在着典型的“索洛

悖论”,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信息化设施对城市旅游经济的作用机制迥异,加之不同区域人口密度、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会导致信息化设施的利用率、维护成本不同;本地旅游资源禀赋、对外开放度分别对周边地区城市

旅游经济产生正向和负向效应,但均不显著。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在“交通强国”战略和旅游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优质旅游发展背景下,考量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

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成为新的科学命题,这对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优化长江经济带交通设施与旅游要素空

间优化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网络化及外部性特征,在区域旅游转型升级过程中充

当着发动机的角色,使得学术界对交通系统的旅游影响力和作用机制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本文以长江经济

带130个地理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机理框架,并运用双变量LISA模型

验证二者存在显著空间关联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解析公路交通对城市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溢出

效应,考量在公路交通影响机制下城市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及作用路径,提供了经济带区域尺度下交通系

统支撑城市旅游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的新证据。

1.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公路交通发达度空间分布呈现“东高西低,局部集聚”
和“多核心-边缘”式结构特征,其空间格局与地形起伏度、经济实力、人口密度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空间重叠

性,体现了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对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的双重影响。

2.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经济总体水平逐渐提升,其空间分布呈现“自东向西级差化递减”和“中心城市带

动型”的特征,城市旅游经济空间格局与公路交通优势度、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实力、信息化水平、人口分布等

因素具有明显的空间耦合性,表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仅是影响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城市旅游

业是复杂且综合性较强的产业体系,其系统内部要素结构调整及提质增效发展受区域内其他因素的影响。

3.公路交通发达度与城市旅游经济的双变量 Moran’sI值为正,且至少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说明二者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公路交通发达度高(低)类型区与城市旅游经济高(低)类型区邻近分布,这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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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地理学第一定律的“相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表明研究公路交通发达度对城市旅游经济作用关系时不能

忽略空间因素。

4.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lnhighway)对城市旅游经济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旅游经济高值区邻近彼

此受益,且城市旅游经济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究其作用机理可知,一方面公路交通(尤其

是高速公路交通)系统在区域旅游发展中充当着重要桥梁和通道功能,公路交通通过其网络优化、可达性和

服务能级提升加速区域内部和区际之间旅游要素流的流动传导与优化配置,增进区域旅游生产要素的流动

与累积,并以“串珠”式催生新的旅游节点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公路交通(尤其是高等级公路)网络状优化演

替能够缩小旅游发达区与欠发达区的差距,使旅游欠发达区的资源本底优势转化为整体效益优势,能够打破

区域固有“核心-边缘”式不平衡旅游发展格局,引导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趋向“多中心、网络化和一体化”方
向均衡发展。交通系统通过集聚效应不断累积区域自身旅游发展实力,并通过其轴向扩散效应对周边地带

旅游业发展产生涓滴效应。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影响下,周边地区旅游业发展不断形成自身旅游要素累

积优势,其又借助交通系统通过“反哺效应”为本地及其周边旅游发展提供旅游产业信息、技术、人才等供给

侧要素,通过体制化旅游交流与合作逐渐形成可持续的区域旅游协作体系,从而实现地区间在旅游产业人

才、技术与管理水平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共建共享,促进区域整体旅游产业效益提升。

5.经济发展水平(lngdp)、旅游资源禀赋(lnres)、旅游产业集聚(lnagg)、信息化水平(lninfor)和对外

开放度(lnopen)均对城市旅游经济产生正向效应,印证了上文的理论假设。其中,旅游产业集聚对城市旅游

经济正向影响效应最大,表明适度的旅游产业集聚能有效整合旅游地产业要素的空间组织形态,产生规模经

济和集聚效应;信息化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对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对外开放水平对城市旅游经

济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长江经济带内部跨区域旅游合作仍有待加强;旅游资源禀赋对周边城市旅游经济的

溢出效应为正,但不显著,归因于跨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体制未完全建立和旅游基础设施的服务本地化特征;
信息化对周边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旅游产业集聚对周边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表

现为负向性,主要由于空间竞争效应及地理距离衰减规律屏蔽效应的存在,加之城市旅游发展尚未真正形成

集聚效应,导致其对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的扩散或涓滴效应未得到释放。需要说明的是,公路交通因素虽已成

为城市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但不是影响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应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实

际,着力将跨区域交通设施建设与旅游资源整合、旅游市场拓展、旅游信息化水平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实力提高、对外旅游联系网络拓展、生态环境保护等通盘考量,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旅游业信息化、一体

化和国际化进程,提升其旅游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综合竞争力。
(二)政策启示

鉴于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发达度对城市旅游经济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尤其是在长江经济带已成为

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区域,“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建设逐渐提上日程的背景下,有必要继续以交通基础设施

投资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为促进长江经济带交通系统建设与城市旅游业高质量协调发展,
提出以下政策与建议。

1.注重二者功能布局互动,相关规划对接。鉴于长江经济带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

依赖特征,未来应强化二者功能布局互动,重点加强相关规划对接,将交通建设规划与旅游资源开发、经济社

会发展、城乡建设、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规划相衔接,确保经济带交通建设、
旅游开发与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2.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发挥公路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互联互通的联动效应。应注重高速铁路、民航运输

对公路交通的带动作用,积极将高速公路进出口与航空港、高铁站点进行互联互通及有效衔接,压缩旅游要

素及旅游客流跨区域传导流动的时间与费用成本。此外,强化旅游资源富集区干线通道规划建设,加快川藏

铁路、沿江高铁、渝昆高铁、西(宁)成(都)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注重发挥高速铁路和公路协同发展,构
筑联通区域中心旅游城市、特色旅游目的地(景区)、高铁站以及机场区域的便捷公路旅游通道网络,着力实

现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有效衔接与联合运营,构筑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的综合旅游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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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旅游产品业态,推动形成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一方面,应加强干线交通沿线及站点周边地区旅游

产业与文化(历史文化、地域特色文化、民族民俗文化、传统农耕文化等)、工业、农业、林业、体育、金融、教育

等多元产业的融合发展,培育建设一批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医疗健康、研学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产品新业态,
在旅游产品供给侧实现由单一的观光式产品向高端的休闲体验式现代旅游产品转变;另一方面,应积极致力

于旅游大数据、旅游智能服务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对旅游服务便利化、旅游管理智慧化、旅
游业态多元化的推动作用。

4.注重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完善及旅游品质提升。一方面,应构建连接区域间的全域旅游交通体系,
加快停车场、旅游标识、无障碍设施建设,完善公共休闲设施、旅游集散与咨询服务体系等;另一方面,应积极

制定完善旅游产品业态、旅游要素设施、旅游公共服务、生产运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旅游标准体系。

5.强化政策支持引导。加强对宏观交通建设与旅游规划的引领,同时加强财政金融、旅游用地、旅游品

牌营销、旅游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保障。
鉴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公路交通与城市旅游经济均存在非均衡发展现象,应重点兼顾长江经

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发展的协同性。
首先,长江下游地区应在公路交通规模达到“量”的基础上,把握好公路交通建设“质”的提升,以区域内

核心城市为依托,积极发挥旅游极核对边缘区域的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即注重发挥上海、杭州、苏州、南京

和合肥等核心交通节点城市对旅游要素的溢出效应,深化区域内城市旅游相互协作,依托其客运枢纽地位,
拓展其枢纽旅游集散功能,推出“高速公路+景区门票”、“高铁+酒店”等快捷旅游路线和产品,提升区域旅

游整体竞争优势。
其次,长江中游地区亟需加大城际交通和快速交通系统建设,积极推进长三角地区先进旅游理念、旅游

信息创新、旅游人才等要素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空间扩散,推进自身旅游产品业态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增大

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优化旅游投资环境与人才引进政策,提升区域旅游自身发展能力。
最后,由于自然地理因素和经济社会因素的综合制约,长江上游地区公路交通发达度、城市旅游经济发

展度与中、下游地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未来仍需侧重在交通与旅游要素“量与质”方面做文章。一方面,
应充分发挥沿边开放区位优势,加快跨境旅游合作区、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强化资源整合和联合营销,创新

一批连接南亚、东南亚的边境、跨境旅游产品和线路;另一方面,加快长江上游地区开放大通道建设,依托长

江黄金水道,构建陆铁、陆空、空铁联运和中欧班列等有机结合的联运服务模式和旅游客流大通道,借助旅游

大通道功能推进要素流在区域间的传导与配置效率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因上游地区地势起伏较大,不利于

公路等陆路交通网络拓展延伸,应充分发挥公路交通与航空运输的有效衔接,发挥航空运输与高速公路互联

互通对旅游要素流的“跨界”空间服务价值。此外,本文研究表明,旅游资源禀赋、产业集聚均对本地旅游经

济产生正向效应,旅游资源集群、产业要素的专业化与规模化均能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增长。因此,长江上游

地区应积极利用旅游信息技术整合优势旅游资源,依托重要交通轴线培育区域内有潜力的旅游增长极或旅

游节点,并建立区域内部战略性旅游合作联盟,依托核心城市促使旅游要素回拢,在地理空间形成集聚并发

挥其规模效应。这样既可以发挥增长极对旅游要素的集聚作用,又能够“以点带面”发挥交通系统对旅游要

素流的扩散效应。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统筹规划,绿色发展,梯度有效推进”的原则;另一方面,要契合“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力争形成长

江经济带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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