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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旅游业逐渐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引发的
经济效应备受关注，文章基于尺度视角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价，微观尺度下的民众效

应从旅游发展的收入增加效应、旅游收入差异与收敛效应两个方面展开述评，中观尺度下的区域

效应从区域旅游业增加值核算、区域旅游发展经济拉动效应两个方向进行述评，宏观尺度下的国

家效应从国家旅游业增加值核算、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检验两个角度进行述评，最后从构建

完善的旅游数据收集与统计体系、科学规范旅游经济效应研究过程、创新旅游经济效应研究方

法、完善旅游经济效应研究体系四个方面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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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综合型产业，旅游业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产业之一，因其能够增加税收、外汇收入，促进

投资、就业，带动前后相关联产业发展，驱动经济增长
［１］
而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迅速，国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分别由１９９５年的８７亿美元、１３７６亿元增长至
２０１４年的５６９亿美元、３０３１２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９．２６％、１４．５８％。旅游业逐渐成
为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８年，旅游业被定位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２００３年，国务院提出
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出台的《加快旅游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把旅游
业建设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到２０２０
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全
国近３０个省（区、市）将旅游业视为支柱产业、先导产业和重点产业。尤其是部分欠发达地区，其传统产业
发展不景气，在寻求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往往选择开发地方景观资源，发展技术含量及产业成本相对较

低的旅游业，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器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有效手段
［２］
。

学术界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涌现出不同层面、

不同视角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应成为近１０年来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之一［３］
。所

谓旅游经济效应是指由旅游消费引起的目的地国家或地区产生连锁效应，扩大经济再循环，促进经济增长

与发展的作用
［４］
，其影响过程表现为旅游不仅作为一个产业或经济部门对整个经济作出贡献，而且能够

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传导渠道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５］
。相关研究成果表明，不同研究对象的旅游经

济效应结果表现出差异性，这些单项研究无法从整体上有效回答中国旅游业发展引发的经济效应，无法获

得规律性认识。本文尝试从尺度视角切入，分析旅游业发展微观尺度下的民众效应、中观尺度下的区域效

应和宏观尺度下的国家效应，其具体意义体现在，经济学视角下的尺度分析有助于经济效应的综合评价，

且同一尺度下的研究结果可以进行有意义的相互比较；同时，尺度概念具有人文地理学意义，是研究数据

收集和分析的宏观、中观、微观空间维度
［６］
。鉴此，本文基于不同尺度视角，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对象

和参考，对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方法、研究趋向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不仅有助于全面认

识中国旅游业发展引发的经济效应，为不同尺度区域旅游发展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依据；而且有助于认

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规范研究方法与过程，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二、微观尺度下旅游业发展的民众效应

微观尺度下旅游业发展的民众效应研究主要围绕民众收入增加效应、旅游收入差异与收敛效应两方

面展开。

（一）民众收入增加效应

旅游业发展的民众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增收方面，分析了不同地区乡村旅游的经济效应，取

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唐代剑和黎彦（２００９）对浙江省３个乡村旅游点的调查显示，乡村旅游发展可
带动农村就业率提高１３．２６％、农民增收１２．１７％［７］

；杨启智和向银（２０１２）对成都市的乡村旅游发展调查
发现，有６４．８１％的当地农民通过在农家乐打工所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２０％ －８０％，乡村旅游发展促进
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且成为一些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途径

［８］
；李瑞等（２０１２）的研究显示，河南重渡

沟景区的开发让社区居民充分受益，人均收入由２０００年的不足５００元提升到２００７年的近万元，远超同期河
南省人均水平３８５１元［９］

。上述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对旅游地民众增收效果明显，主要受益于旅游流量增加直

接带动居民收入增加，而且带动特色农家乐、牧家乐、渔家乐发展，促进乡村土特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链条

完善，通过推动集群的形成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居民收入增加，实现“以农为本”向“以旅游服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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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生产模式转换，逐渐实现小康目标
［１０］
。尤其在贫困地区，微观意义上的旅游经济效应更容易与旅游

扶贫联系起来，因为旅游业可以发挥独有的富民优势，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和收入水平提高，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民众收入增加效应与其它国家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一致性，如韩国乡村旅游政策的实施

在增加非农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１１］
。

中国乡村旅游民众增收研究主要通过实地调查进行分析，其中问卷调查具有代表性，得到了广泛

应用，但表现出问卷设计不规范，调查组织缺乏经验，样本控制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１２］
；并且主要以小区

域范围、短时间调查为主，而跨区域的综合调查、跨时间段的序列调查仍然较为缺乏，导致乡村旅游研

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仍然存在不足。近年来趋于增多的计量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获得了更

具规律性的认识，如黎洁等（２０１０）基于社会核算矩阵账户法（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ＳＡＭ）对江苏省
旅游业发展的分析显示，２００２年其对农村居民收入总贡献达到２５３．１７亿元［１３］１１５

；肖宏伟（２０１４）基于面
板数据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乡村旅游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发
挥了关键性作用

［１４］
。

此外，旅游业发展不仅对农村居民具有增收、脱贫致富的效果，同时在促进城镇居民就业、增收方

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黎洁等（２０１０）基于 ＳＡＭ账户测算得到２００２年江苏旅游业对城镇居民收入总
贡献达３５５．３０亿元［１３］１１５

；于正松等（２０１４）的研究显示，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中国入境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居民
人均收入影响明显

［１５］
。从整体上看，旅游业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研究较为充分，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但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居民的就业、增收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作用机制与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比

较缺乏。

（二）旅游收入差异与收敛效应

由于受到旅游地民众自身能力、参与意愿进而影响的参与程度以及旅游景区开发主导方式的影响，旅

游业发展的民众收入效应具有差异性，如黎洁（２００５）的研究表明，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３个农村
社区４２．８％的家庭没有旅游业收入，而３３．４％的家庭５０％以上的收入来自旅游业［１６］

；周荣华等（２０１２）的
调查结果显示，四川省都江堰市７个行政村的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民收入不同程度增加，超过５０％的农民收
入增加３０００－８０００元［１７］

；王一帆等（２０１４）对不同旅游开发形式进行的对比研究显示，社区主导型旅游开
发对农民增收效果不明显，导致乡村旅游经营质量和利润水平下降，而政府主导型旅游开发对农民增收效

果明显，但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１８］
，尽管旅游收入增加的差异效应与西班牙的案例研究具有一

致性，加利西亚地区旅游业发展使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受益更多，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区域内部不同民

众之间的收入差距
［１９］
，但应该充分重视如何发挥旅游业的普惠性，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措施，实现旅

游业发展对不同民众增收的协调性，有效控制、解决旅游收入差异过大问题。

同时，乡村旅游发展对于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呈现明显的收敛效应，如赵磊

（２０１１）基于分省动态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的研究显示，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中国旅游发展能够显
著减小城乡收入差距

［２０］
；袁智慧和王东阳（２０１４）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海南省１７个市（县）面板数据的分析表

明，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协整关系，旅游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２１］
，但相关研究成果相

对较少，呈现片段化的零散研究，没有构成完整的体系，亟需开展系统化研究，明确乡村旅游在改善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中发挥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三、中观尺度下旅游业发展的区域效应

中观尺度下旅游业发展的区域效应研究主要沿着区域旅游业增加值核算和区域旅游发展经济拉动效

应两个方向进行。

（一）区域旅游业增加值核算

旅游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主要采用旅游卫星账户法（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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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ＴＳＡ）、投入产出法（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ＯＡ）和剥离系数法对区域旅游业增加值及其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进行了核算，结果显示不同区域旅游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呈现出差异性，在旅游业占主导地
位的城市或省份，成功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高，如２００２年昆明旅游业直接增加值
为４８．４１亿元，占 ＧＤＰ比重为６．５４％［２２］

；２００４年北京旅游业增加值为３１４．１３亿元，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

５．１８％［２３］
，这些区域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５％（通常作为支柱产业衡量标准）以上，在国民经

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一些城市或省份，尽

管旅游业比较发达，但其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相对较低，大多数不足５％，如２００５年大连市旅游业增加值
为８３．２２亿元，对 ＧＤＰ的贡献为３．９％［２４］

；２００２年江苏旅游业增加值为４４６．６３亿元，对 ＧＤＰ的贡献为

４．２％［２５］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尽管不同区域旅游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表现出差异性，但绝大部分区域旅

游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呈现持续提高的趋势。此外，尽管涌现出区域旅游业增加值核算的系列成果，但因
区域旅游统计体系不完善，旅游相关数据缺乏，导致区域旅游业增加值核算准确性不高，甚至对同一区域

的不同核算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随之引发的不利影响是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旅游业增加值的核

算研究成果较为缺乏，与旅游业在区域旅游经济中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明显不相称。

（二）区域旅游发展经济拉动效应

旅游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愈加重要，研究者通过相关指数构建、协整分析、时间序列回归模

型以及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ＣＧＥ）对区域旅游发展的经济拉动效应进
行了大量分析。对黄山等典型旅游城市的研究表明，旅游业与经济发展都越来越表现出良好的协调性，

旅游业扩张有利于城市经济规模增长，每增加１个点产出，将带动城市经济总量增长０．１７１个点［２６－２７］
；

对浙江、江苏、湖南、安徽等省的研究表明，旅游业具有较高的产出乘数，旅游业影响力系数高于全社会

平均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８－３１］

，大部分地区旅游业对 ＧＤＰ的拉动系数在０．５－１．５个

百分点
［３２］２９

。进一步研究证实在更大区域层面上，不论是东部沿海城市、中部六省份，还是西部地区，旅

游业发展都能够通过乘数效应扩大经济增长效应，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３３－３５］

，并且西部地区１２个
省的旅游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规模报酬系数为１．４２７８，旅游要素投入仍将促进旅游
经济发展

［３６］
。区域旅游发展的经济拉动效应与其它国家的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如 Ｐａｃｉ和 Ｍａｒｒｏｃｕ

（２０１４）的研究结果显示，欧洲１７９个地区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国内和入境旅游显著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３７］
。在

实际研究过程中，不少研究在数据的采用与处理、指标的选择、方法的应用方面存在不足，忽视了数据

的预处理过程，直接用于模型分析，如以当年价格核算的旅游业增加值，无法用作不同年度的直接比

较；一些研究者在衡量旅游业的重要性时，采用旅游业总收入与 ＧＤＰ比重进行衡量，甚至有些研究者
通过两者的比重直接计算旅游业的拉动系数，事实上，旅游业总收入并非增加值指标，将其与 ＧＤＰ两
类不一致的指标直接比较存在不妥，且容易夸大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此外，因旅游统计

数据准确性不高，直接导致对数据要求较高、较准确的 ＣＧＥ模型在国内旅游领域难以实际应用，致使
这一新的分析方法与技术应用进展缓慢。

四、宏观尺度下旅游业发展的国家效应

宏观尺度下的旅游业发展国家效应主要围绕旅游业增加值核算、旅游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检验两个

方面进行。

（一）国家旅游业增加值核算

与区域旅游业增加值核算方法类似，研究者主要采用 ＴＳＡ法、ＩＯＡ法和剥离系数法测算我国旅游
业增加值，但不同研究结果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如曾国军和蔡建东（２０１２）的测算结果表明，旅游
业增加值由２０００年的３８９３．７１亿元增长至２００８年的１４７６６．６６亿元［３２］２６

，而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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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增加值由１９９４年的８３８．０２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１年的１１５６５．６７亿元［３８］
；马仪亮（２０１４）的测算结果显示，

２００７年中国旅游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约为２．６７％［３９］
。相关研究尽管采用了当前旅游业增加值核算

的主流方法，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表现出准确性、可靠性、科学性方面的不足，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两方

面，一是 ＴＳＡ法、ＩＯＡ法、剥离系数法等研究方法本身具有一定差异性，不同研究方法对同一对象的核
算结果存在一定偏差；二是当前我国旅游统计制度不健全，基础性的 ＴＳＡ尚未建立，统计数据的精确
性、适用性难以保证。

（二）旅游业对经济发展影响检验

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大多数研究者采用 ＶＡＲ模型和 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
检验方法分析旅游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倾向于自１９８５年以来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
稳定的协整关系，对全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发展旅游业可以引致经济增长

［４０－４２］
，一项２５４个地

级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旅游业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旅游业每增长１
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地级市人均 ＧＤＰ增长约０．０３个百分点［４３］

；并且中国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呈

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
［４４］
，这一特征符合“旅游导向型经济增长”假说，即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也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欧盟２７个国家旅游业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４５］一致。但也有研究者指

出，１９８４－２００４年中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稳定关系［４６］
，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尚处于“较

弱”阶段
［４７］
。造成上述矛盾的原因一是可能与旅游业发展的门限效应有关，在达到门限值之前影响不明

显，而在门限值之后影响显著，武春友和谢风媛（２０１０）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当中国入境旅游收入相当于
ＧＤＰ的比重低于２．３６％时，入境旅游业对地区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当该比例高于２．３６％时，入境旅
游业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４８］
。二是不同研究者采用的数据序列时间不一致，而动态性和阶

段性特征数据预示着旅游业地位与作用经历着快速变化，或者采用关系不紧密的替代数据或对不同类型

数据进行直接比较，大大降低了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导致针对同一对象、同一时期的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存

在较大差别。

从总体上看，宏观尺度下旅游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检验一方面持续受到不同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涌现

出一系列研究成果，能够比较好地认知旅游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局

限，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业与经济发展两者相互关系的数理统计分析方面，出现了扎堆现象，重复研

究频现，创新不足，而某些重要领域、重要方向却少人问津，忽视了一些更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如旅游业发

展经济效应的机制、路径与规律等问题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缺乏深度，引领旅游经济

效应的前瞻性研究成果缺乏，不能全面、有效地认识旅游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另一个值得注

意的问题是，一些研究因数据量较少，致使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回归时变量选择方面受到制约，直接进

行旅游收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线性回归，忽略了控制性变量的参与，简单的线性回归形式可能无法准确评

估旅游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且数据量不足容易造成研究结果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实践指

导意义。

五、旅游经济效应研究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不足，推动中国旅游业发展经济效应的研究需要构建完善的旅游数据收集、统计体系，

科学规范旅游经济效应研究过程，创新旅游经济效应研究方法，完善旅游经济效应研究体系。

（一）构建完善的旅游数据收集、统计体系

在微观领域，实地调查过程中数据的准确、科学收集极其重要，需精心设计调查问卷，认真组织实地调

查，确保调查的规范性、科学性是相关研究者必须充分重视的问题，跨区域的综合调查与跨时间段的序列

调查应成为扩充研究样本数量的重要方式，为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分析提供基本依据，推动计量分析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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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度的提高和科学结论的提出。在宏观领域，旅游业增加值的核算作为旅游经济效应研究的基础和依据，

重要性不言而喻，中观尺度下的区域层面和宏观尺度下的全国层面旅游业增加值的核算，尽管取得了一些

进展，但总体看研究成果仍然比较缺乏，完善的数据统计体系是进行统计计量分析的基本前提，当前亟需

在国家层面上完善旅游基础统计体系，建立 ＴＳＡ体系，规范旅游统计口径，为旅游业增加值核算、旅游经
济效应研究奠定科学、准确分析的基础。

（二）科学规范旅游经济效应研究过程

规范的研究过程与方法是得出准确结论的必要前提，徒有其形的伪实证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如果方法应用不当，可能得到有偏差、甚至完全错误的结论，不少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过程仍有较大的

改进余地，规范旅游经济效应的研究过程尤其是规范计量分析过程，以获得科学的认识和可靠的结论，这

显得必要和迫切，需要通过数据处理标准化、计量过程规范化确保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充足的样本数量对

提升结果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力求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弥补不足，其克服了不能完

全控制截面的固有特征差异以及简单的线性模型无法刻画旅游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复杂关系的缺点
［４９］
，越

来越成为精确分析的基本方法；在计量分析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假设检验的应用，因为假设检验是定量研究

与计量分析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应用经典计量模型时，为避免伪回归应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

验，判断分析数据序列是否平稳、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稳定关系，并且采用不同模型的平

均估计替代模型的选择估计，因为模型平均组合利用了不同模型的信息，可提高估计稳健性、降低估计风

险
［５０］８
。

（三）创新旅游经济效应研究方法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旅游研究创新动力不足问题突出
［５１］
，研究者应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在创新

性、深度与广度上实现突破，如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如何获取真实信息是值得研究者充分重视的问题，其解

决的关键之处在于创新性调查问卷的设计，以减少调查对象的顾虑，获取客观信息；在应用 ＴＳＡ、ＩＯＡ等方
法对旅游业增加值进行核算时，如何结合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各种方法的优势，开发独具特

色的研究方法，成为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和方向；旅游业的计量化、模型化已成为研究的重要趋

势和方向，中观与宏观尺度的旅游经济效应研究方法与国际旅游学界的研究趋势越来越表现出一致性，计

量经济分析方法正逐渐成为旅游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且应用日渐成熟，但模型选择估计往往具有较高风

险，可能选择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模型，导致较大误差
［５０］７
。因此，针对研究内容设计科学合理的计量

模型，提高计量分析的准确性应受到充分重视和关注；此外，在参照国内外相关文献时，需要根据具体研究

内容量身打造创新性研究方法，实现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完全匹配，以创新性研究方法更好地分析研究

内容。

（四）完善旅游经济效应研究体系

尽管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但不同尺度视角下旅游发展的经济效应

研究体系仍不完善，当前亟需对诸多遗漏的领域进行深入考察和探究。在微观尺度下，旅游扶贫的案例分

析及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与较为丰富的乡村旅游经济效应研究相比，旅游对城镇居民个体增

收效应的研究明显不足，与其在解决城镇居民就业、增收方面的重要地位不相称，需要引起研究者进一步

的关注和重视；在中观、宏观视角下，如何准确、科学测度不同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旅游业增加值问题是值

得关注的重要方向。随着中国旅游业规模快速扩张，旅游业地位日趋重要，旅游业发展将引发多方面的直

接和间接经济效应，亟需全面评估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应，不仅包括旅游业在就业与增收方面的带动与拉

动作用，还应扩展到旅游业引起的财政收入效应、区域发展的收敛效应，旅游业发展对其它产业的挤出效

应，进而对经济增长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同时系统考察隐藏在经济效应背后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不断

丰富研究内容，开展卓有成效的前瞻性研究，扩展研究广度和深度，全面、有效认识旅游业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角色扮演，形成完善的旅游经济效应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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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

基于尺度视角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经济效应相关研究成果的集成分析表明，在微观尺度下，旅游业的发

展对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均具有增收效应，但旅游业发展的民众收入效应具有差异性，同时旅游业对城乡

居民的收入差异具有收敛效应；在中观尺度下，区域旅游业增加值在 ＧＤＰ中的比重近年来表现出持续升
高的趋势，旅游业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宏观尺度下，中国旅游业增加值持续、

快速增长，多数研究结果认为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同时，

对当前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总体看，相关研究主要存在旅游经济效应研究体系不完善，旅游业增加值核

算结果不准确，旅游经济效应研究过程欠规范，旅游经济效应研究创新不足等问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推

动旅游经济效应研究的进一步展望，提高实地调查的规范性、科学性，建立完善的旅游基础统计体系，进一

步规范旅游统计口径，为科学的旅游经济效应研究提供基础；规范研究过程，实现模型回归前数据的标准

化处理，重视分析过程中的假设检验与协整检验，充分利用不同模型的优势，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不断

创新研究方法，开发独具中国特色的旅游业增加值核算方法，设计合理的分析模型，提高分析结论的科学

性；进一步丰富旅游经济效应的研究内容，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仅关注旅游业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带

动与拉动作用，而且关注旅游业发展引发的多方面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全面评估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

应，以形成完善的旅游经济效应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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