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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游规模差异与位序规模体系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万田户,黄和平

(华东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　选取江西省１１个地市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入境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外汇收入数据,综合运用标准差、

变异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Ｇ希斯曼指数、基尼系数及位序规模模型,结合Eviews７．０计量软件,对江西省入境旅

游规模差异与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规模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日渐

缩小,入境旅游地市首位度在交替发展和波动中呈降低趋势,各地市入境旅游表现出更为激烈的竞争态势;江西

省入境旅游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由初期明显的首位分布转向集中分布,并有进一步向分散均衡型分布的发展态

势.总结出江西省入境旅游规模发展的３种不同趋势(稳步上升型、迂回徘徊型和衰退下滑型),并提出了相应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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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旅游作为国际旅游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区

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是旅游目的国

(地)实现旅游创汇、缩小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改

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入境旅游增长势头强劲,整体发

展速度喜人.２０１２年江西省入境旅游人数１５６．１８
万人次,实现旅游创汇４８４７３万美元,相比１９７９年

的０．４４万人次和６２万美元,分别增长了３５５倍和

７８２倍,年均增长率为２３．０６％和２４．５１％;整体入境

旅游市场中,最大客源地为港、澳市场,台湾市场在

２００６年以后增长势头强劲;２００４年后美国、韩国、日
本、英国、德国、新加坡和法国成为江西省外国入境

旅游市场前７强;其中,韩国市场从２００５年之前的

不足１万人次,在２００８年赶超日本成为江西省入境

游在亚洲的最大客源市场[１].
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入境旅游经济不均衡现象开

展的诸多常态化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入境旅游规模

之间的非均衡性受区域旅游资源质量等级数量大

小、空间分布属性、政策因素、区位条件、服务设施及

其他相关产业支撑等多种因子的差异化影响[２Ｇ６].

Douglas认为应通过综合基尼系数、地理集中指数、

泰尔系数、计量模型、聚类分析等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的测度指标,对不同区域尺度上的旅游规模、功能与

结构差异化进行定量分析,才足以探究规模差异背

后的成因、机制[７].国内一些学者利用标准差、变异

系数、首位度、赫芬达尔指数、位序规模分布理论模

型分别从大中国区域、长三角区域、大关中城市旅游

群、中国中部地区、中国十大城市群等较大尺度分析

了城市旅游的规模差异及位序规模分布特征[８Ｇ１２],
为我国区域旅游规模的差异化研究做出了积极贡

献.还有部分学者采用同样的区域经济差异分析方

法分别以四川省、江西省、江苏省以及安徽省为例,
探讨了省域内部城市旅游的规模差异及位序规模分

布特征,并分析了差异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相

关对策建议[１３Ｇ１６].
以上研究成果,均使用单一的国内旅游收入、入

境旅游外汇收入数据或者国内旅游客流及入境旅游

接待客流数据,并且侧重就区域总体旅游规模差异

(含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与位序体系展开宏观研

究,而就入境旅游规模差异及位序规模体系分布的

深入研究较少.由于位序规模具有时空不断交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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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显著特征,并且区域旅游客流与区域旅游收入

两者不一定呈现出共时性或者完全匹配的特征,存
在旅游客流规模与收入规模错位现象.所以,一定

程度上,单一的数据并不能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旅游

规模的总体状况及客流与收入在时空上的动态变化

特征,容易导致研究结果过于片面,甚至产生分析的

错位与冲突.
本文拟基于现有研究方法,整合江西省１９９９－

２０１２年入境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外汇收入数据,综
合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以及位序Ｇ规模分布

等研究方法,以江西省１１个地市入境旅游发展为切

入点,构建江西省入境旅游规模差异及位序体系,并
结合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促进江西地市

入境旅游发展与合作、提升江西省入境旅游流量和

流质发挥一定的作用.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方法

(１)旅游规模差异测度.地市入境旅游规模的

绝对差异用标准差衡量,相对差异用变异系数和基

尼系数进行测度,其值越大,表明区域差异越大.首

位度、赫芬达尔Ｇ希斯曼指数则用于测算地市入境旅

游规模的集聚程度.相应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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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和式(２)中,VOC 为标准差,CV 为变异

系数,n 为样本总数,Xi 为相应样本的值,X
－

为样本

平均值.
S＝P１/P２ (３)

式(３)中S 为首位度,P１ 为入境旅游规模居第

一位的地市,P２ 为入境旅游规模居第二位的地市.

HHI＝∑
n

i＝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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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 HHI为赫芬达尔Ｇ希斯曼指数,Pi 为

前i位地市入境旅游规模所占规模总数的比值,本
文计算选取江西省入境旅游规模前６位的地市,其
值越接近１,表示旅游规模越集中,反之则越弱[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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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５)中,G 为基尼系数,其值越大说明集中度

越高,分布越不均匀;基尼系数越小则说明集中程度

越低,分布越均匀.基尼系数取值范围介于(０,１)之
间,一般认为其值若超过０．４,则说明不均衡度较

高[１８Ｇ１９].
(２)位序规模分布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最早

由德国学者奥尔巴克提出,经过学者们不断地科学

改进和研究实践,在分析区域旅游规模分布差异时

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计算公式如下:
P＝K×R－q (６)

式(６)中P 为地市入境旅游规模,K 为理想首

位地市入境旅游规模值,R 为地市位序,q 为集中指

数.集中指数q 值大小反映出位序规模的不同类

型:q≥１．２为首位分布型,０．８５＜q＜１．２为集中分布

型,q≤０．８５为分散均衡型分布.

２．数据来源

由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江西入境旅游数据可得性

和地市统计数据的完整性问题,本文以１９９９－２０１２
年江西省南昌、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抚州、吉
安、赣州、宜春、萍乡、新余共１１地市入境旅游人数

与外汇收入为研究指标,以综合反映江西省地市入

境旅游规模.数据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江西旅游政务网(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统计公报

入境旅游部分).

　　二、研究结果

　　１．江西省各地市入境旅游规模发展差异分析

(１)江西地市入境旅游总体规模绝对差异扩大、
相对差异缩小.由表１可知,一方面,江西省入境旅

游总体规模的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１１地市入境

旅游人次标准差除２００３年非典时期呈下降趋势外,
总体差异由１９９９年的１１５０１．２０扩大到２０１２年的

８４３１５．６１,１４ 年 间 增 长 了 ６３３．１０％,年 均 增 长

４５．２２％;地市入境旅游总人数由１９９９年１３．８６４万

人 次 增 加 到 １５６．１７９ 万 人 次,１４ 年 间 增 长

１０２６．４９％,年均增长７３．３２％.外汇收入标准差在

２００５年以前上下波动较大,２００６年开始逐年增大,
总体差异由１９９９年的 ５７１．３４ 扩大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７５６．４８,１４年间增长３８２．４６％,年均增长２７．３２％.
另一方面,江西省入境旅游总体规模的相对差异在

不断缩小.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人次变异系数和基

尼系数分别从１９９９年的０．９１２５、０．５０６１下降到

２０１２年的０．５９３９、０．３２８３,地市入境旅游外汇收入

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２４７５、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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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７２８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６２５７、０．３４９７.尤其是

江西省入境旅游总体规模基尼系数自２００７年后基

本降到０．４以下,虽然入境旅游外汇收入的基尼系

数在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有了反弹,但是与０．４的警

戒线偏离度较小,总体呈现较为均衡的发展态势.
根据研究需要,分别绘制出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的入境旅游流规模洛伦兹曲

线 图(图１),更直观地展示江西入境旅游规模的相

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规模差异及变动

年份 标准差
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客流差异及变动

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 首位度 赫芬达尔系数
标准差

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差异及变动

变异系数 基尼系数 首位度 赫芬达尔系数

１９９９ １１５０１．２０ ０．９１２５ ０．５０６１ １．０７８４ ０．１６４０ ５７１．３４ １．２４７５ ０．５７２８ ２．８６５７ ０．２２６６
２０００ １３５３７．５１ ０．９１３３ ０．４９９８ １．０１９０ ０．１６４４ ６９３．３９ １．２２３５ ０．５７８１ ３．０２５８ ０．２２３６
２００１ １６３０８．８１ ０．９１３７ ０．４９１５ １．０８０１ ０．１６４２ ７７７．５４ １．２１６５ ０．５７５６ ２．９８４６ ０．２２１４
２００２ １８１８４．０８ ０．８３０３ ０．４５５０ １．００７１ ０．１５０８ ５３５．８４ ０．８２３０ ０．４５１７ １．０９９７ ０．１４６９
２００３ １２１３３．０６ ０．８０６１ ０．４５３６ １．１３８４ ０．１４５１ ３４２．０５ ０．７９２８ ０．４４２６ １．１１８５ ０．１４０７
２００４ ２０３９０．６７ ０．７７９５ ０．４３８８ １．１１３５ ０．１４３１ ５９６．７７ ０．８２３０ ０．４４１９ １．０３６１ ０．１４６９
２００５ ２５２３６．５９ ０．７４５２ ０．４２４６ １．２３１４ ０．１３１７ ７４２．０９ ０．７８４８ ０．４２７３ １．３０５１ ０．１４１８
２００６ ３３５２０．４５ ０．７４１５ ０．４２２９ １．５６７４ ０．１３３７ ９９７．２９ ０．７８５８ ０．４３４１ １．４７１９ ０．１４２２
２００７ ３９３６５．７３ ０．６５１５ ０．３５６５ １．７３６２ ０．１１９９ １４０７．２１ ０．７９１６ ０．３９６２ ２．１７８５ ０．１３９８
２００８ ４６１９３．７０ ０．６３３５ ０．３４７２ １．７００５ ０．１１６６ １６０６．３０ ０．７０２０ ０．３８１３ １．６４９９ ０．１２８０
２００９ ５６９３２．５０ ０．６４９４ ０．３５４５ １．４１１６ ０．１１９３ ２０９０．０１ ０．７９３４ ０．４２００ １．４７２１ ０．１４０８
２０１０ ６７４４４．８７ ０．６５０３ ０．３５６２ １．２８５３ ０．１２９１ ２４７２．５３ ０．７８５４ ０．４２２９ １．３９５３ ０．１４０３
２０１１ ７７５６７．２７ ０．６２８２ ０．３４５３ １．２４３１ ０．１１９１ ２６０７．８９ ０．６９１３ ０．３８１９ １．３０６３ ０．１２７１
２０１２ ８４３１５．６１ ０．５９３９ ０．３２８３ １．１７３８ ０．１１４６ ２７５６．４８ ０．６２５７ ０．３４９７ １．２７７２ ０．１１８４

图１　入境旅游客流和外汇收入洛伦兹曲线

对变化.
(２)江西入境旅游地市首位度在交替和波动发

展中逐渐降低.表１中,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人次

规模差异首位度均小于２.通过图２进一步分析得

知,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江西省入境旅游人次规模差异首

位度中,赣州市作为首位城市,南昌、九江交替作为

第二位城市,２００１年九江接待人次超过南昌,成为

第二位城市,首位度差异增大到 １．０８０１.２００２年

九江旅游接待人次开始超过赣州,成为首位城市,首
位度仅为１．００７１;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一度超前稳居首

位,其中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南昌成为第二位城市,首位

度逐渐增加至２００７年的１．７３６２;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景

图２　１１个地市入境旅游客流和外汇收入位序规模变化趋势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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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镇超过南昌成为第二位城市,首位度逐年下降,由

２００８年的１．７００５下降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１７３８.
结合表１和图２可知,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外

汇收入规模差异首位度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７年４
年间均大于２,尤其是２０００年超过了３,其他年份均

小于２.入境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差异首位度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年南昌作为首位城市,赣州、景德镇、九江交替

作为第二位城市;２０００年景德镇超越赣州成为第二

位城市,首位度值升至最高,为３．０２５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和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赣州、九江分别作为第二位城

市,首位度在逐渐降低,由 ２００１ 年 ２．９８４６ 降至

２００４年１．０３６１.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九江旅游外汇收入

超过南昌成为首位城市,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南昌作为第

二位 城 市,期 间 首 位 度 不 断 增 加,２００７ 年 达 到

２．１７８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景德镇旅游外汇收入超过南

昌,成为第二位城市,期间首位度不断降低,由２００８
年的１．６４９９降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２７７０.

总体而言,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外汇收入规模

差异首位度与入境旅游人次规模差异首位度比较匹

配.入境旅游客流规模首位地市在赣州和九江之间

交替,入境旅游外汇收入规模首位地市在南昌和九

江之间交替,第二位地市则在南昌、九江、赣州、景德

镇之间交替;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南昌和

景德镇在江西入境旅游总体规模差异中,同时作为

第二位地市相互交替,期间首位度在波动中不断提

高与降低.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江西入境旅游总体规

模首位度呈现上升的趋势,说明２００６年作为江西省

入境旅游年,全省启动了入境旅游３年倍增计划,加
上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拉动效应,使首位地市入境

旅游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同时也自２００８年开始基本

稳固了九江和景德镇在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发展规

模中的前两名位序.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江西入境旅游

总体规模首位度虽然仍超过１,但下降的趋势比较

明显,说明首位地市旅游发展规模与其他地市旅游

发展规模差距在逐步缩小.主要是江西省进一步实

施入境旅游促进战略,借北京奥运会的有利契机,重
点开拓港澳台、东南亚等近程入境旅游市场,整合

推介庐山、井冈山、三清山、龙虎山、景德镇、婺源

等赣鄱美景,营造良好的海内外舆论环境,使“江
西风景独好”的品牌影响力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

深入人心,在区域整体上促进了江西入境旅游业

的发展.
(３)江西地市入境旅游规模集中度趋于弱化,但

竞争激烈程度进一步加强.江西地市入境旅游规模

总体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且赫芬达尔Ｇ希斯曼

指数较小,入境旅游接待人次赫芬达尔Ｇ希斯曼指数

由１９９９年的０．１６４０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１１４６,入
境旅游外汇收入赫芬达尔Ｇ希斯曼指数由１９９９年的

０．２２６６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１１８４.入境旅游规模

集中度较低,发展相对均衡,但竞争强度加剧,这与

之前戈冬梅等的分析基本一致[１４].说明入境旅游

发展对推动地市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进
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主导旅游产业发展的理念与动

力,不仅注重依托地理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特色资

源、发挥地域品牌辐射效应,更善于利用旅游强省的

政策优势以及营销支持大力拓展客源,主动抢占入

境旅游市场,促进了江西省域入境旅游市场的竞合

发展态势,并使其总体规模分布趋于均衡.

２．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位序规模体系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结果,结合位序Ｇ规模理论,使用

Eviews７．０计量分析软件对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位

序 规模进行双对数回归分析(表２),进一步阐述江

表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位序规模分布回归结果

年份
地市入境旅游接待人次位序规模分布回归结果

q c K/人次 R２

地市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位序规模分布回归结果

q c K/万美元 R２

１９９９ １．７１８７ １１．４８０３ ９６７９７．５３ ０．７１ １．６３１０ ８．０２４７ ３０５５．６７ ０．７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３４７ １１．６４８５ １１４５２８．３７ ０．７１ １．７９０３ ８．４０６６ ４４７６．７７ ０．７３
２００１ １．６７０６ １１．７７０５ １２９３８９．００ ０．７１ １．７１７４ ８．４５７２ ４７０９．１２ ０．７３
２００２ １．４４２６ １１．７５６９ １２７６４１．２１ ０．７５ １．４３４０ ８．２４４０ ３８０４．９４ ０．７０
２００３ １．３３７２ １１．２９０９ ２１７７２３．７１ ０．７７ １．３５２８ ７．７５５９ ２３３５．４３ ０．７０
２００４ １．３５５４ １１．８４９２ １３９９８３．４１ ０．７５ １．３０６２ ８．２１３４ ３６９０．２７ ０．７８
２００５ １．３０４６ １２．０６０２ １７２８６７．４９ ０．７２ １．２８８０ ８．４６７５ ４７５７．８８ ０．７５
２００６ １．２５８５ １２．３０５１ ２２０８３３．０５ ０．７２ １．２７３４ ８．７５４７ ６３４０．７９ ０．７７
２００７ ０．９５６０ １２．２７５９ ２１４４８２．２１ ０．７５ １．０３８６ ８．８３２２ ６８５１．７５ ０．７９
２００８ ０．９１９８ １２．４２２７ ２４８３９６．８７ ０．７５ １．０２６２ ９．０８１０ ８７８７．２８ ０．７７
２００９ ０．９４２５ １２．６３４７ ３０７０５５．７１ ０．７５ １．１２７８ ９．３３００ １１２７１．８３ ０．７８
２０１０ ０．９４９８ １２．８０７０ ３６４７９３．１０ ０．７５ １．１２９８ ９．５１００ １３４９４．８５ ０．７９
２０１１ １．７１８７ １１．４８０３ ９６７９７．５３ ０．７１ １．６３１０ ８．０２４７ ３０５５．６７ ０．７０
２０１２ １．７３４７ １１．６４８５ １１４５２８．３７ ０．７１ １．７９０３ ８．４０６６ ４４７６．７７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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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地市入境旅游位序规模分布规律.
由表２得知,江西省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入境旅游人

次和外汇收入规模与位序的拟合度(R２)均在０．７以

上,同时通过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显

示江西入境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因为

集中指数q 值区间为０．８５＜q＜１．２和q＞１．２.

２００６年以前,江西入境旅游规模集中指数q 值均大

于１．２,连续８年江西入境旅游规模首位分布明显;

２００６年以后,江西入境旅游规模集中指数q 值均大

于０．８５小于１．２,集中分布较为明显,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江西入境旅游人次规模集中指数q 值大于１．２,
呈首位分布.１４年整体趋势上,江西入境旅游规模

集中指数不断下降,从明显的首位分布转向集中分

布,并体现出一定的分散均衡型分布趋势.
从理想的入境旅游规模K 来看,入境旅游规模

理想值K 在经历了２００３年非典后,快速上升.其

中入境旅游人次理想值 K 由１９９９年９６７９７．５３人

次,增加到２０１２年４７１１７６．１６人次,而１９９９年最高

人次实际值赣州仅为３４６３９人次,２０１２年最高人次

实际值九江仅为２９９１１２人次;入境旅游外汇收入

理想值 K 由１９９９年的３０５５．６７万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２年１５７３５．３４万美元,而１９９９年外汇收入最高

实际值南昌仅为２１５５万美元,２０１２年最高外汇收

入实际值九江仅为９９８８万美元.１４年来,江西入

境旅游规模实际值与理想值差距过大,一方面说明

江西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的能力亟待

提升,旅游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升级,旅游品牌

的营销推广仍需加强,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江西省入

境旅游市场发展的可塑潜力.
由于受各市名优旅游资源和地方特色旅游资源

禀赋、区位交通优势、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与定位、旅
游服务接待设施配套供给及旅游营销水平和政府政

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入境旅

游规模发展态势.结合图２,可将江西地市入境旅

游发展趋势分为３种类型.
稳步上升型:此类型所属地市入境旅游客流和

外汇收入呈稳步上升的态势,发展后劲充足,以九

江、景德镇、上饶和吉安四市为代表,形成赣东北品

牌旅游资源核心区和赣中红色旅游资源特色区,集
聚了世界文化遗产庐山、中国瓷都景德镇、世界自然

遗产三清山、中国最美丽的乡村婺源、中国革命摇篮

井冈山等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名优特色旅游资

源,成为江西入境旅游接待的主要集聚区[１,２０].截

至２０１２年底,九江已有５A景区１个、４A景区４个,
景德镇已有４A景区５个,上饶已有５A 景区１个、

４A景区１０个,吉安已有５A 景区１个、４A 景区３
个;尤其是九江、景德镇在入境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大幅度提升,旅游份额逐年增大,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九江和景德镇连续５年成为江西省第一、第
二大入境旅游目的地[１].

迂回徘徊型:此类型所属地市入境旅游客流和

外汇收入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发展较不稳定,以新

余、抚州、萍乡和宜春四市为代表,属于赣西、赣东片

区的重点旅游资源开发地带,虽然崛起了一定数量

的新兴景区(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新余、萍乡两地仅有

４A景区各１个,抚州和宜春分别拥有４A景区２个、

４个),但旅游资源整体档次和文化影响力偏弱;加
上赣中、赣东北高品质、高品位旅游资源对其造成

的形象遮蔽效应,新余、抚州、萍乡和宜春四地入

境旅游虽然有所发展,但较为缓慢,仍处在迂回徘

徊期.
衰退下滑型:此类型所属地市入境旅游客流和

外汇收入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以南昌、赣州和

鹰潭三市为代表,尤其是鹰潭入境旅游发展趋势衰

退明显.南昌为江西省省会城市,具有重要的交通

枢纽功能和城市旅游功能(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拥有４A
景区５个);赣州为江西省面积最大的地市,具有安

远三百山、梅关古驿道、客家文化等丰富的自然和文

化旅游资源及濒临广东省的区位优势(截至２０１２年

底,拥有４A景区１２个,为江西之最),鹰潭具有中

国道教发源地、世界自然遗产龙虎山的独特资源优

势(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拥有５A 景区１个),经历了入

境旅游发展中前期的蓬勃发展阶段后,现如今都面

临衰退下滑的窘境.对于南昌和赣州两地而言,其
主要原因在于全国、省市层面整体交通基础设施的

改善、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发达等因素造成两地原

有的枢纽功能和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加上入境旅游

者消费时空观念的改变,特别对于赣州以接待港澳

客源市场为主的入境旅游格局而言,大大制约了入

境旅游的后续发展.而对于鹰潭而言,有且仅有龙

虎山一个有名的品质旅游资源,资源组合能力和竞

争力较为有限,加之本身道教文化品牌塑造不成熟

以及国外旅游者对中国道教文化的认同度不一等因

素的影响,鹰潭入境旅游发展同样面临衰退下滑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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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与建议

　　针对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江西１１个地市入境旅游规

模差异的分析及位序Ｇ规模体系的构建,研究表明:
江西地市入境旅游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相对差异日

渐缩小;入境旅游人次规模首位地市在赣州和九江

之间交替,入境旅游外汇收入规模首位地市在南昌

和九江之间交替,第二位地市则在南昌、九江、赣州、
景德镇之间交替,入境旅游地市首位度在交替和波

动发展中趋于降低;虽然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规模

集中度趋于减弱,但表现出更为激烈的竞争态势.
位序Ｇ规模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

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由初期明显的首位分布转

向集中分布,并表现出一定分散均衡型分布态势.
由于受各市名优旅游资源和地方特色旅游资源禀

赋、区位交通优势、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与定位、旅游

服务接待设施配套供给及旅游营销水平和政府政策

导向等因素的影响,江西地市入境旅游表现出稳步

发展型、迂回徘徊型和衰退下滑型３种不同发展趋

势.虽然戈冬梅等做过类似研究,但是其选择江西

省单一的入境旅游收入指标作为基础数据,着重的

是江西省规模位序体系的宏观研究,对于地市的区

域差异及位序规模并未明确阐述,且忽略了江西省

地市入境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差异首位度与入境旅游

人次规模差异首位度的匹配特征,总体分析过程中

动态性和差异性不够突出,未能对江西省内１１地市

的入境旅游规模位序发展特征做进一步的细分和预

测.本文基于江西省各地市入境旅游人次与外汇收

入的综合数据,对其入境旅游位序规模进行宏观及微

观视角的系统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戈冬梅等对于

省域入境旅游差异化与动态性方面研究的不足.
针对江西省地市入境旅游规模位序的差异化状

况,无论是稳步上升型、迂回徘徊型还是衰退下滑型

地市,首先应强化旅游发展观念,统一认识,把握政

府推进旅游强省建设工作的有利时机,真正贯彻好

像抓工业化城镇化一样抓好旅游的时代决策,积极

制定发展入境旅游的相关旅游产业政策,做足旅游

资源特色化开发、旅游形象差异化定位、旅游营销捆

绑式推进、旅游品牌统一化塑造等方面的文章,完善

和提升旅游交通及服务接待基础设施,并积极促进

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转型升级,提高入境旅游

者消费水平,做活、做大、做强入境旅游;其次,应加

强区域互动合作,发挥区域间旅游资源、旅游市场、

旅游营销的联动效应,在亚欧美地区的主要客源国

进行捆绑式营销和推介,并进一步发挥江西省的区

位优势,拓展港澳台入境旅游市场及亚洲邻国市场,
提高江西省入境旅游的抗风险能力.

对于九江、景德镇、上饶、吉安４个稳步上升型

地市以及南昌、鹰潭２个衰退下滑型地市,则应进一

步发挥前者的累积优势和示范带动效应,凸显庐山、
三清山、井冈山、龙虎山、婺源、景德镇等名优旅游资

源集群效应,提升资源丰度与品位,设计、开发龙头

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塑造国际旅游品

牌;同时,给予必要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以扩大江西

名山、名湖、名镇、名村等高品位、高知名度景区的国

际影响力,并进一步提升南昌作为省会城市的国际

化水平,增强对入境旅游市场的吸引力.对于新余、
抚州、萍乡和宜春４个迂回徘徊型地市,则应通过深

入挖掘当地特色旅游资源,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强化宣传营销意识,加强对重点

旅游景区、旅游企业的扶持,突破发展瓶颈,瞄准新

的市场机会将入境旅游培育成为地市经济发展新的

增长点.而对于赣州这种衰退下滑型地市,应积极

利用中央苏区建设的有利政策条件及其独特的地理

区位优势,进一步整合本地客家文化、红色文化等特

色旅游资源,完善旅游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提升城

市品位,加大营销推广力度,重点发展港澳入境旅

游,主动拓展其他入境旅游市场.
江西省各地市入境旅游在追求各自发展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地区位优势、资源特色、经
济水平、观念理念、政策制度以及经营管理等因素的

影响,在时间、空间以及制度等维度上彼此竞争,产
生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或者一区独大、
唯我独尊的“围栏效应”.江西省入境旅游整体规模

的扩大和效益的提升,各地市相关部门必须通力合

作,群策群力,着眼长远,以省域入境旅游发展大局

为重,尽量破除行政壁垒障碍,在竞争中相互取长补

短、在竞争中更好地进行区域联动合作,以延长入境

旅游者逗留时间,提高入境旅游者消费水平,提升入

境旅游整体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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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DifferenceofInboundTourismSize
andSystemofRankＧSizeDistribution

———ASampleFromJiangxiProvince

WANTianＧhu,HUANGHeＧping
(BusinessSchool,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０２４１)

Abstract　UsingStandardDeviation,CoefficientofVariation,PrimacyRation,HerfindalＧheasman
index,GiniCoefficient,andRankＧsizeDistributiontheorymodelcombinedwithEviews７．０comprehenＧ
sively,thispaperanalyzesthedifferenceofinboundtourismsizeandconstructionofrankＧsizedistribuＧ
tionof１１citiesinJiangxiProvincebasedonthedataofinboundtouristreceptionandinboundtourism
revenuefrom１９９９to２０１２．Resultsrevealthattheabsolutedisparityamonginboundtourismofcitiesin
JiangxiProvinceisexpanding,buttherelativedisparityisnarrowingthoughthecity’sfirstdegreeis
graduallydecreasingwithalternativeandfluctuatingdevelopment,andthecompetitionamongcitiesis
moreintense．InboundtourismofJiangxiisinlinewiththedistributionofrankＧsize,andithasalready
transformedfromthefirstdistributiontotheconcentrationdistributionandshowsthetrendofscattered
equilibriumdistribution．Finally,threedifferenttrendsofinboundtourismdevelopmentinJiangxiare
presented,namelystablerising,circuitousandrecession,accordinglythereferencemeasurementsareput
forward．

Keywords　inboundtourism;differenceoftourismsize;rankＧsizedistribution;theprimacyratio;

jiangx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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