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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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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化将重塑区域间旅游产业的互动和关联。既有研究虽然对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

之关系有所探讨，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因而难以准确测

量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贡献。采用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从区域关

联的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影响。结果

表明：① 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传统的计量模型因未考虑个体间的

空间交互作用而误估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产出弹性；②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

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单纯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并不一定能促进旅游产

业的发展，过度的规模竞争反而会陷入“索洛生产率悖论”；而信息技术消费的提升虽有助于正

向的空间溢出，但其空间重构的潜力仍有待释放；③ 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和旅游接待规模等

都是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多维要素，但在信息化的交互影响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溢出均不

明显，而资源禀赋、环境质量、服务经济占比和产业集聚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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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和网络互联时代，区域经济活动跨越市场分割，空间个体孤立发展的状态
逐渐被打破，本地生产要素在促进区域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开始对其周边地区形成
渗透和辐射[1]，即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出空间溢出效应[2]。信息化导致了“时空压缩”并不
断改造着传统的地理空间[3-4]，使得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因而信息技术
的进步和扩散被认为是促进区域增长溢出的关键驱动力[5-6]。旅游业是典型的信息密集型
产业[7]，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对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信息条件的改善提升
了信息的可贸易性进而重塑了区域间的旅游产业关联[8]。近年来兴起的“智慧旅游”、旅
游“515”战略、“旅游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等建设热潮，驱动着旅游产业空间格局的演
变[9]，使其呈现出新的经济地理特征[10]。在此背景下，每一地区都需要根据自身与周边区
域的关联，不断调整发展策略[1]，以求融入到旅游信息化的建设中。因此，从空间关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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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探讨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外关于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集中在企业管理领域。基于信

息化对传统旅游产业改造效应（Transformational Effects）的认知[11]，学者们从管理理论
和案例实证层面分析了信息技术对旅游企业的组织变革[12]、服务创新[13-14]和旅游流预测[15]

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扩散推动着旅游产业生产方式的“网络化”转
变[16]，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决策系统指导着旅游企业“更聪明地工作”[17-18]，在催生出一
系列新的服务业态的同时也提升了旅游产业的运行效率[19]。

在旅游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中，Buhalis等[11]、Bethapudi[20]和Balandin等[21]一致
认为，信息化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Zaidan通过调查迪拜和阿联酋国
家的旅行代理商，研究了信息技术应用、供应商的网络营销等对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的战
略地位的影响，认为信息技术提升了该地区的旅游国际化程度、巩固了迪拜的国际旅游
目的地形象[22]。此外，资本、劳动力和信息化等都对旅游产业的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信
息化与旅游产业存在耦合协调发展[23-25]；但也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高成本[22]、电子商
务的不成熟[26]、人才的匮乏[11]以及消费者的低接受度[27]等也会阻碍旅游产业的发展。

Brida等[28]、金鹏等[24]、孙媛媛[25]等少数学者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信息化对旅
游产业发展的影响，但均忽视了空间效应。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表明，地理空间的异质性
和邻近性影响并决定着不同地区间的产业协作和发展溢出[1, 5]，溢出效应的存在将推动区
域经济的协同增长。信息化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29]，其溢出和扩散[5, 30]对旅游产业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理论研究表明，信息技术的远距离传输和网络化中介功能将重构区域间
的旅游产业关联模式[31]、促进旅游知识的转译以及旅游创新的扩散和溢出[32]。但是，信
息化的扩散和溢出并不能突破距离的限制[5-6]，服务业中普遍存在的缄默知识和不可编码
知识的传递仍然需要人们面对面的交流[5, 32]，而且各区域对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及利用也依
赖于其原有的知识吸收能力[33]。这种区域差异影响并强化了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5]，而

“影子效应”则有可能限制了空间溢出[34]，在三者的交互作用下，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
的空间效应尚未可知。因此，很有必要从空间溢出视角探讨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对丰富的成
果，但多数研究集中在微观的企业管理领域，并主要从组织变革、服务创新以及效率提
升等角度审视旅游产业发展，很少从区域经济层面展开探讨；而仅有的几篇实证研究也
都预设了旅游产业发展完全依赖于区域自身的固有属性，较少考虑信息化引致的时空压
缩和空间关联，而从空间视角考察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几乎没有。

鉴此，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同时参考了信息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相关研
究，提出如下疑问：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全局空间溢出效应如何？信息化基础设施
和信息技术消费又分别有何影响？针对上述疑问，本文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利用中国
大陆地区31个省份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

费对旅游产业发展①的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既弥补了传统研究对空间效应的关注不足，
又为“互联网+”与“旅游+”的融合互动提供理论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能够兼顾区域自身的固有属性及其空间联系，因而被广泛应用于

① 由于国内缺乏旅游业增加值的直接统计数据，本文采用包含旅行社和星级饭店的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作为替代，以此

衡量旅游产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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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增长溢出的研究中[35]。鉴于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空间溢出影响的可能性，本
文选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来考察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
发展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yit = ρ∑
j = 1

31

wij yjt + γxit +∑
j = 1

31

αwij xit + μi + νt + εit （1）

式中：yit和 xit分别表示第 i省份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ρ、γ以及α分别为被解释变量
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解释变量的系数和空间溢出系数；wij为 31×31的空间权重矩阵，yjt

表示第 j省份的被解释变量，二者乘积wijyjt为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μi和νt分别为空间和
时期效应；εit为扰动项且服从独立分布。

式（1）中，当α=0时，此模型退化为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SPAR）；当 α = -ργ时，

此模型退化为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PEM）。可见，SPAR和SPEM是SPDM的特例。需要
注意的是，SPDM估计出来的系数并不代表真实的边际效应，只有对SPDM的估计结果
进行分解才能对变量的边际效应作合理解释。
2.2 空间效应分解

空间效应分解的核心思想是采用偏微分的方法将SPDM模型估计出来的系数分解为
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和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前者代表解释变量对该区域本
身的影响，后者代表对邻近地区的影响，即“空间溢出效应”。借鉴LeSage和Pace的研
究[36]，将（1）式合并同类项后可得：

Y =[I - ρW ]-1 ×[kIN + X 'γ + WX 'γ + ε*] （2）

式中：Y为 N × 1维因变量的向量；k为常系数项；IN为元素均为1的 N × 1维向量； X ' 为
N × M 维的解释变量矩阵； ε* 为误差项；N=31，其余变量含义同式（1）。

对（2）式中的因变量Y 取其期望 E(Y ) ，并对第 k 个解释变量求其偏微分，可得：

é

ë
êê

ù

û
úú

∂E( )Y
∂x1k

⋯∂E( )Y
∂xNk

=[I - ρW ]-1[ ]Iγk + Wγk （3）

式中：右端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均值 γk 即为直接效应数值，代表该地区第 k 个解释变量

对因变量的产出弹性；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均值即为间接效应数值，代表该地区第 k 个解
释变量对其邻近地区因变量的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算术和为总效应大小。
2.3 变量设定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表1）。① 旅游产业发展（ln Y）：因国内缺乏旅游
产业增加值的直接统计数值，本文借鉴王坤等的研究[37]，采用各省市区旅游企业的营业
收入来代表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不同的是，因相关数据在观察期间内统计口径发生变
化，本文只选择了包含旅行社和星级饭店两类旅游企业的营业收入来反映旅游产业发展
水平。② 信息化基础设施（ln ICT1）：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强烈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布局，本文采用能直接反映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也是众多学者所选用的移动电
话交换机容量来反映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24, 38]。③ 信息技术消费（ln ICT2）：信息
技术消费是衡量信息化水平的主要内容和依据。部分学者采用信息化综合指数来表征信
息化水平，但因其所涉及的指标众多且统计口径不一，加上计算方法不一致，难以进行
深入分析。相比而言，邮电业务额包含网络（互联网和移动终端）、固话、移动电话、邮
政报刊和函件、特快专件等营业数额，基本上涵盖了信息技术消费的各个方面，在观察
期内统计口径一致且不存在数据缺失，因而适合量化反映信息技术消费水平[39]。

（2）控制变量（表 1）。① 固定资产投资（ln FC）：有关旅游产业的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由于该统计资料在观察期内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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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在时间上的可比性以及与被解释变量的一致性，仅选取旅行社和星级饭店两类
旅游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来反映旅游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已有关于旅游产业发展的
相关实证分析也选取了这一指标[40-41]。② 劳动力（ln LAB）：旅游业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产
业，劳动力要素投入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选取旅行社和星级饭店两类旅游
企业的从业人数来表示。③ 旅游资源禀赋（ln RES）：旅游资源是吸引游客的核心要
素，资源赋存情况是各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基础和前提。借鉴Yang等的研究[38]，采用加
权平均法计算各省区旅游资源赋存情况，包含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数、优秀旅游城市数、世界遗产数，对应的权重数值分别为1、2、3、4。④ 可进入性
（ln ACC）：可进入性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借鉴向艺等的研究[42]，采用各省市区公
路和铁路总里程数与其土地面积的比值来表征。⑤ 环境质量（ln ENV）：环境是旅游产
品的重要组成，环境质量可采用各省市区环境保护投资与当地GDP比值来反映[43]。⑥ 旅
游接待规模（ln INF）：旅游业是资源依赖型产业，旅游接待规模反映了各省市区旅游业
的接待容量和能力，采用旅行社和星级饭店的数值和来反映旅游接待规模[42]。⑦ 服务经
济占比（ln STR）：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较高的服务产业，服务经济比重反映了旅游经济
的发展环境，采用各省市区服务业增加值与当地GDP的比值来表示。⑧ 旅游产业集聚
（ln CLU）：旅游经济活动和相应产业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水平影响着区域内旅游产业发
展的格局，借鉴刘佳等的研究，采用各省市区旅游业总收入的区位熵来表示[44]。

（3）数据说明。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保证平稳性，本文采用各变量的自然对数
进行实证分析。不同于传统的空间邻接和地理距离矩阵，研究采用经济距离作为空间权
重[45]，这样设定的基本假设是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越大，符合不同省
份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实际情况。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5年）、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副本）》（2001-2015 年） 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1-2015
年），为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变量统一缩减为2000年
的价格水平。

3 研究结果

3.1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测度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效应之前，需要验证信息化

表1 变量设定与说明
Tab.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

旅游产业发展

信息化基础设施

信息技术消费

固定资产投资

劳动力

旅游资源禀赋

可进入性

环境质量

旅游接待规模

服务经济占比

旅游产业集聚

符号

lnY

lnICT1

lnICT2

lnFC

lnLAB

lnRES

lnACC

lnENV

lnINF

lnSTR

lnCLU

定义

旅游企业的营业收入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信息技术消费水平

旅游企业固定资产

旅游企业从业人数

旅游资源赋存情况

公路、铁路里程与土地面积之比

环境保护投资与GDP之比

旅游企业数量

服务业增加值与GDP之比

旅游业总收入的区位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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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自相关性。本文通过计算2001-2014年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
技术消费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全域Moran's I 指数（表2）来加以检验。

表 1显示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的空间自相关检验Moran's I 指数均为正
值，其中信息技术消费在 2001-2014年Moran's I指数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信息
化基础设施在 2001-2009 年 Moran's I 指数较为显著，旅游产业发展在 2008-2014 年
Moran's I指数至少通过0.1的显著性检验，基本上可以说明信息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较
强的空间自相关性。虽然2010-2014年信息化基础设施以及2002-2007年旅游产业发展的
Moran's I并不显著，但这并不能判断任一地区的信息化与邻近区域无关：一方面这与邻
接矩阵强制割裂了原有的空间联系有关，另一方面这种相关性可能只存在于部分地区，
或者存在正向相关和负向相关的地区相互抵消，使得全域空间自相关在统计上不显著，
因此需要计算局域Moran's I指数来考察局域层面的空间自相关性[46]。

鉴于全域Moran's I指数均等化了地区差异，无法细致反映省域间的空间关联，本文
选取2002年、2008年和2014年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局域Moran's I指数散点图（图1）进行
分析。图 1显示，3个年份的Moran's I数值都至少大于 0.13，并且至少有 18个省份处于
第一、三象限，占到全部省份的 58.1%，说明中国信息化基础设施主要呈现高高和低低

图1 2002年、2008年和2014年信息化基础设施的Moran's I散点图
Fig. 1 The Moran scatter plot of ICT infrastructure (2002, 2008 and 2014)

表2 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全域自相关检验
Tab. 2 The test of spatial correlation of ICT and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信息化基础设施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莫兰值

0.124*

0.116

0.117*

0.125*

0.133*

0.133*

0.123*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莫兰值

0.108*

0.103*

0.096

0.083

0.079

0.069

0.065

信息技术消费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莫兰值

0.173**

0.156*

0.160*

0.163**

0.160**

0.154*

0.143*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莫兰值

0.132*

0.124*

0.122*

0.119*

0.116*

0.117*

0.117*

旅游产业发展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莫兰值

0.161*

0.094

0.088

0.057

0.121

0.113

0.124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莫兰值

0.169*

0.184**

0.148*

0.174**

0.152*

0.002

0.244***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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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集聚模式，这进一步印证了上文全域Moran's I指数所表明的信息化呈现全局正的空
间自相关性的初步判断。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验证了信息化与旅游产业发展都具有较强的空间关联性，研究二
者关系时不能忽视空间因素，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忽视空间效应而
带来的偏误。
3.2 模型识别

在选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时，需要结合 LM 和 Robust LM 统计量来判
断。表3给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SPLM模型的LM和Robust LM统计量均通
过了 0.01 的显著性检验，SPEM 模型的 LM 统计量也通过了 0.01 的显著性检验，而
Robust LM统计量只通过了0.03的显著性检验，从数值上来看SPLM模型要优于SPEM模
型，结果也表明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具有空间关联性。其次，在确认SPLM模
型要优于SPEM模型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建立SPDM模型，并检验其是否可以退化
为 SPLM 或 SPEM 形式。SPDM 简化为 SPLM 和 SPEM 的 Walds_Spatial lag 和 LR_Spatial
lag的统计量均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SPDM不可退化为空间计量模型的简化形
式，SPDM为最优模型。进一步地，Hausman统计量通过了 0.0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固
定效应模型为本研究的最优模型。实际上，本文所考察的截面单位属于全样本范围，固
定效应模型能比较好地解释某些个体特质[47]。因此，本文运用SPDM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参数估计，同时也估计了标准面板个体固定效应，分别采用Elhorst提供的空间计量软件
包和Eviews 6.0软件实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3.3 拟合结果
综合各类检验及模型拟合指标，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SPDM的空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本研究的最优模型。从表4中SPDM的各类效

应检验结果来看，空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对数似然值（Log L）和调整后的拟合系数
（Adj R2）相较于其他三类效应要优。其中，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的对数似然值虽然最大，
但其拟合优度也最差。综合来看，SPDM 的空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本研究的最优模
型。因此，下文将以SPDM空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来具体分析。

（2）忽视变量间的空间交互作用将误估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产出弹性。表 4显
示，在不考虑空间因素的传统标准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信息化基础设施对旅游产
业发展的系数为负，且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考虑了空间溢出效应的SPDM个体固
定效应模型中，其估计系数为正，并且显著性明显提高（虽然未通过0.1的显著性检验，
但实际上其P值为 0.123，可以认为信息化基础设施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但同时也可以看到，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发现了信息化基础设施作用无法凸显的
原因不是其自身作用，而在于空间交互项的负向影响。此外，在传统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中，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估计系数为0.418，而在考虑了空间交互作用后，信

表3 模型识别检验
Tab. 3 The results of spatial panel model identification

统计量

LM_Spatial lag

Robust LM_Spatial lag

LM_Spatial error

Robust LM_Spatial error

Hausman

数值

66.932

12.849

59.134

5.052

58.4646

P值

<0.001

<0.001

<0.001

0.025

0.000

统计量

Wald_Spatial lag

LR_Spatial lag

Wald_Spatial error

LR_Spatial error

数值

27.897

29.903

27.938

30.035

P值

0.002

0.001

0.00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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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弹性系数为0.223，二者均通过了至少0.05的显著性检验。
显然，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不考虑空间因素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会误估信息化对
旅游产业发展的产出弹性，具体表现为对信息化基础设施的作用识别不足，以及对信息
技术消费作用的高估。

（3）不同区域间旅游产业的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旅游产业发展的
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ρ值为正，且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信息化不断深入
的进程中，省际旅游产业发展在区域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邻近地区旅游经济的
发展具有明显的集聚与示范作用。同时，这也表明信息化的溢出效应通过促进区域内旅
游产业的优势互补而间接促进了邻近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
3.4 空间效应分解

在上述SPDM空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信息技术消费的空间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
0.141，只通过了0.19的显著性检验，但仍然可以认为信息技术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
溢出作用。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点估计的方法来测算空间溢出效
应，方法本身存在缺陷，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偏回归系数，因此需要
将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进行分解[48]。在对SPDM个体固定效应估计的

表4 非空间面板个体固定效应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
Tab. 4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panel data and SPDM with fixed effects

变量

lnICT1

lnICT2

lnFC

lnLAB

lnRES

lnACC

lnENV

lnINF

lnSTR

lnCLU

Adj R2

LogL

个体固
定效应

0.020

(0.475)

0.418***

(9.201)

0.077***

(2.629)

0.181***

(4.897)

-0.010

(-0.243)

0.013

(0.285)

-0.041***

(-3.655)

0.116**

(2.371)

-0.261**

(-2.428)

0.390***

(17.282)

0.985

243.746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

无固定
效应

-0.006

(-0.112)

0.547***

(8.756)

0.152***

(4.828)

0.325***

(7.466)

-0.105***

(-5.069)

0.086***

(4.145)

0.022

(1.310)

0.168***

(3.673)

0.175*

(1.732)

0.300***

(15.381)

0.969

83.696

空间固
定效应

0.068

(1.527)

0.223**

(2.515)

0.076**

(2.922)

0.146***

(4.129)

-0.028

(-0.719)

-0.011

(-0.189)

-0.024*

(-1.844)

0.132***

(2.914)

-0.259***

(-2.161)

0.390***

(19.255)

0.912

286.000

时期固
定效应

0.029

(0.495)

0.496***

(7.884)

0.144***

(4.618)

0.349***

(7.930)

-0.115***

(-5.390)

0.095***

(4.359)

0.013

(0.724)

0.184***

(4.027)

0.177*

(1.720)

0.298***

(15.264)

0.968

92.362

双重固
定效应

0.062

(1.525)

0.116

(1.471)

0.070***

(3.032)

0.154***

(4.803)

-0.059*

(-1.687)

0.044

(0.880)

-0.026**

(-2.078)

0.091**

(2.239)

-0.294***

(-3.146)

0.406***

(22.119)

0.645

341.702

变量

W×lnICT1

W×lnICT2

W×lnFC

W×lnLAB

W×lnRES

W×lnACC

W×lnENV

W×lnINF

W×lnSTR

W×lnCLU

ρ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

无固定
效应

-0.017

(-0.213)

-0.281***

(-3.131)

-0.021

(-0.308)

0.001

(0.017)

0.055

(1.025)

-0.080*

(-1.754)

-0.072***

(-3.074)

-0.040

(-0.435)

0.190

(0.828)

-0.005

(-0.098)

0.312***

(5.573)

空间固
定效应

-0.164***

(-2.565)

0.141

(1.310)

0.018

(0.350)

-0.037

(-0.465)

-0.097

(-1.190)

0.023

(0.305)

-0.013

(-0.686)

-0.014

(-0.165)

-0.229

(-1.167)

-0.239***

(-4.445)

0.432***

(8.481)

时期固
定效应

0.112

(0.999)

-0.505***

(-4.378)

-0.013

(-0.184)

0.341***

(2.996)

0.018

(0.306)

-0.088*

(-1.805)

-0.143***

(-3.239)

-0.049

(-0.533)

0.411

(1.463)

-0.022

(-0.458)

0.152***

(6.653)

双重固
定效应

-0.150*

(-1.676)

-0.190

(-1.364)

0.001

(0.026)

0.171*

(1.914)

-0.213***

(-2.753)

0.104

(0.854)

-0.015

(-0.533)

-0.137*

(-1.673)

-0.766***

(-2.951)

0.003

(0.052)

-0.079

(-1.221)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系数估计的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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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采用前述空间效应分解的思路与方法，分解出信息化及其他解释变量对旅游产
业发展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表5）。从空间效应的分解结果来看：

（1）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路径。信息化
基础设施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效应为0.057，显著性为0.19，表明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提
升对自身旅游产业发展具有微弱的正向效应；信息化基础设施对邻近地区旅游产业发展
的间接效应为-0.227，并通过了0.02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信息化基础设施扩张对邻近地
区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单从数值上来看，信息化基础设施扩张的负向外溢效应要
大于其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正向影响。这也导致了在一般的计量模型中信息化基础设
施的影响并不显著。

此外，服务业存在着典型的“索洛悖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无处不在，除了在
生产率提升方面”，尤其是在需要手眼配合以及面对面交流的“停滞性个人服务业”，如
住宿业[49-50]。虽然这可能是由于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计量方法存在误差造成的，但计量误
差不至于大到误导整体生产率的程度[51]，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源于各地区信息化处于
不同的发展阶段且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信息化非均衡发展。为验证这一观点，本文继续采

用标准面板计量模型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回归检验②。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信

息化基础设施对旅游产业发展影响的估计系数均至少通过0.1的显著性检验，但东部地区
系数值为正，西部地区为负，而中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在不同的发展水平
下，信息化基础设施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不一。单就西部地区而言，信息化基础
设施的扩张未必能促进其旅游产业发展，相反，由于西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小、资源集聚
水平较低而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和运营维护成本较高，非理性的规模化扩张反而会使其
陷入低效的“索洛悖论”。

总的来看，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负向外溢效应大于其直接的正向效应，单纯的信息化
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微弱，甚至因为在空间上的不合理集聚，负向
空间溢出抵消了其原本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故此，如若不控制信息化基础设施空间交
互作用的发展程度和作用方向，其有可能阻碍旅游产业的发展。

（2）信息技术消费的提升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正向溢出效应。信
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为0.245和0.398，均通过了至少
0.01 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信息技术消费每提高 1%，会直接促进本地旅游产业发展
0.245%，促进邻近地区旅游产业发展0.398%。并且信息技术消费的正向溢出效应强于其

② 东部地区包含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桂、琼12个省区；中部地区包含晋、蒙、吉、黑、赣、皖、豫、鄂、湘9个

省区；西部地区包含渝、川、贵、滇、陕、宁、青、甘、新、藏10个省区。限于篇幅，此处没有报告分省份普通面板的回归结

果，留待备索。

表5 空间固定效应SPDM模型的空间效应分解
Tab. 5 Decomposed spatial effects of SPDM with spatial fixed effects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ICT1

0.057

(1.337)

-0.227**

(-2.391)

-0.170*

(-1.665)

lnICT2

0.245***

(2.882)

0.398***

(2.960)

0.643***

(5.617)

lnFC

0.080***

(2.881)

0.084

(1.013)

0.165*

(1.687)

lnLAB

0.150***

(4.144)

0.049

(0.387)

0.199

(1.458)

lnRES

-0.038

(0.936)

-0.182

(-1.286)

-0.220

(-1.362)

lnACC

-0.007

(-0.117)

0.025

(0.239)

0.019

(0.182)

lnENV

-0.026**

(-2.113)

-0.040

(-1.430)

-0.066*

(-2.328)

lnINF

0.134**

(2.655)

0.065

(0.445)

0.199

(1.140)

lnSTR

-0.292***

(-2.903)

-0.568*

(-1.826)

-0.860**

(-2.409)

lnCLU

0.382***

(18.064)

-0.118

(-1.360)

0.264**

(2.710)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系数估计的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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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效应。高效的信息技术应用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旅游组织盈利模式[19]、改造了旅游组
织结构[31]、变革旅游服务形式[16]，而且推动了旅游产业链的升级、提升了本地旅游产品
的附加值。特定地区通过承接营销服务外包、提供远程信息处理、搭建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和旅游创新的网络扩散，在区域旅游发展中扮演着“信息服务中转站”或“旅游信息
枢纽”，进而形成对其他地区的渗透和辐射。

这也引发了笔者对区域内旅游信息产业布局问题的思考。事实上，什么形式的信息
化组织模式和空间集聚能够有效地将品牌营销、服务创新、知识溢出等要素融入产品
中，以发挥其规模效应，不仅有赖于信息技术产业围绕一定规模的中心城市或地区在一
定距离范围内集聚，还必须考虑信息技术自身的特点和产业特性。不是每个中心城市或
地区都有能力和有必要发展信息技术集聚，有别于传统的生产要素，信息技术的知识和
技术密集特征更为显著、有效作用距离较长、服务能力巨大，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的经济
规模、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等实际情况，差异化地选择发展信息技术的某一部分（如产
品设计、营销、客服等），从而形成不同区域间旅游信息技术的整体协作和协调配合，促
进整体层面的旅游创新和产业发展。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中国东西部地区信息技术消费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东部
地区呈现出显著的高高集聚格局，中部地区信息技术消费处于中等水平，而西部地区绝
大多数处于低水平集聚，并形成路径依赖。局域Moran's I分析表明，陕西和四川是西部
地区信息化的高地，在深化旅游信息化的进程中，应继续重点培育和扶持其在西部地区
中的增长极作用，充分利用其高校、人才和教育优势，推进旅游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合，以期与东部地区旅游信息化的协调与配套。待其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完善，再适时由
近及远地向其他西部地区扩散，促进信息、知识、创新等交流和共享，从而发挥其信息产
业高地的渗透和引领效应。当然，这在总体上有赖于区域内的统筹规划和协调配合，“一
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导向为其优化产业布局、深化产业转型升级等提供了契机。

（3）在其他控制变量中，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劳动力、接待规模等诸多要素都
是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信息化的交互作用下，其外溢效应明显减弱。伴
随信息化的资本深化，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劳动力输出，成为新的资本输出和
控制形式，旅游业也从劳动密集型向信息密集型转变。环境质量、服务经济占比对旅游
产业发展的影响为负向，表明目的地环境质量与旅游产业发展不匹配、服务经济结构存
在不协调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国内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另外，在信息化的交互
下，资源赋存、可进入性等要素对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减弱，信息技术和社会化媒
介重新定义了旅游资源，传统意义上的非著名旅游目的地正兴起成为“网红目的地”，并
引起旅游消费方式的变化。最后，旅游产业集聚仍然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同时其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减弱，表明信息技术的“去地理”、“弱空间”功能
解构并重塑了以往旅游产业集聚中资源配置和联系模式，为旅游产业的区域协调发展提
供了可能。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4.1 结论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本文采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检验信息化对旅

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既是对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影响研究的定量补充，也是对信息化
潜在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此外，本文从空间效应视角嫁接起信息地理与旅游地
理领域的交叉研究，拓展了学科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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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消费以及旅游产业发展在中国大陆地区存在着省际空间
依赖特性，在观测期内大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因而可以认为，讨论信息化对旅
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时不能忽略空间效应。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
展具有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基础设施的空间不合理布局和竞争会带来负向的空
间溢出作用，阻碍区域内旅游经济的协同增长；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表现出显
著的正向影响和空间溢出作用，邻近地区信息技术消费的提升能够促进本地区旅游产业
的发展。在信息化进程中，旅游企业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接待规模等诸多要素对旅
游产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环境质量、服务经济占比等对旅游产业发展呈现出负向影
响；资源赋存、可进入性等对旅游产业发展影响减弱。可见，信息化进程推动着旅游产
业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征，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大小和方向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本文在指标选取、研究视角、研究时限等方面存在若干不足。囿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未考虑高铁、航班等对可进入性的影响，不能完全反映可进入性对旅游产业发展的
作用。研究视角上，本文采用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是全局估计，回归系数仅能反映整体
上的影响，无法揭示信息化对局部的各个省份的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和溢出效应。研究
还存在观测时序较短的问题，伴随国内信息化和“旅游+”的稳步推进、区域旅游信息化
格局将进一步深化或重构，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有待考证。因此，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未
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各个指标，并考虑采用地理加权等回归模型考察信息化对旅游产
业发展的局部溢出效应。
4.2 政策含义

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路径，应协调发展
各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消费，以发挥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信息化基础设施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硬件基础，而信息技术消费则意味着旅游产业发
展的软环境，是信息化的核心。应更加注重推进信息技术的应用，引导信息技术消费，
提升各地区的知识吸收能力和创新发展势能，从软环境上跨越信息化鸿沟。信息化重塑了
区域间的旅游产业关联，但如何发挥信息化的溢出和扩散效应、推动区域间旅游产业的
空间协调发展，则有赖于政府的引导。鉴于信息技术的高知识密集特征和强渗透能力，
各地区在旅游信息化进程中应理性思考其在整体信息化网络中的地位，依据产业基础和
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化地发展信息技术中的优势部分，并建立不同区域间的长效合作机
制，以期推动区域整体层面上的旅游产业协调发展。

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但信息化是众多因素中最为基础和普遍的。它
不仅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地投入到旅游业生产中，而且信息的传输和服务能够联结其他的
生产要素，进而间接地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因此，有必要将信息化置于区域旅游产业发
展战略的核心地位，发挥“互联网+”与“旅游+”的融合互动作用，推动旅游产业的生
产、管理、营销、消费等的网络化转型，进而全面促进旅游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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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Longjie1, ZENG Guojun1, BI Doudou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is
reconstructing and reshaping the relationships and inter-connection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Existing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IC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y; however, scarc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ICT. As a
result, it is hard to estimate accurately the influence of ICT on growth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findings in that regard are not wholly convincing. Given the shortcomings mentioned
above,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ICT infrastructure, ICT
consumption and growth of tourism industry; there is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ICT. We selected 31 provinces in China as our case region; our aim was to
assess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clustering across the whole of Chinese mainland. Our data
sources included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China Tourism Yearbook from 2001 to 2014.
To determine the global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ICT on the growth of tourism industry, we
employed the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 using balanced panel data from 2001 to 2014. W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ICT and tourism industry shows a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so that the conventional traditional models may be unable to
accurately assess the related effects owing to ignorance of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econd,
ICT infrastructure and ICT consump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growth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ICT infrastructure alone is not certain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at industry, instead, unequal competiti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may produce Solow
paradox. ICT consumption has both significant positive dir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growth of tourism industry. Third, capital input, labor input and tourism infrastructure are
still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industrial growth. However, with the transformative effects of
IC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apital and labor are insignificant; tourism resources,
environment quality, proportio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tourism agglomeration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which leads to fierce competition among neighboring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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