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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城镇化

这一重要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１)在考

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前提下,中国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城镇化

从总体上抑制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应;(２)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

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则显著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显著强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３)城

镇化对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同样呈现出不同的时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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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得到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也日益拉大,其差距比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６∶１提升至２００９年的３．３∶１,近年来的城乡收入差

距比仍明显地维持在３∶１左右.此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２０１６年高达０．４６５,显著高

于０．４的国际警戒线.其中,对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的部分仍然是城乡收入差距[１],其

贡献率甚至高达７０％以上[２].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俨然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社会稳定的瓶

颈.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与效率提升就成为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

课题.
作为我国服务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旅游业具有显著的就业吸纳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及要素

融合效应,成为农村居民增收脱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及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利器.而随着中国居民

旅游需求的扩张与旅游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旅游产业集聚现象也不断凸显,其通过规模经济、知识外

溢与资源共享效应能够有效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企业绩效的提升及就业增加,成为助推区域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３].此外,我国城镇化发展成绩斐然,其城镇化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７．９２％提升至２０１７
年的５８．５２％,其在推动资源要素及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及居民消费

升级转型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已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此,面对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拉大的典型事实,旅游产业集聚能否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 而其缩减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

时空差异? 旅游产业集聚又能否受益于城镇化发展,从而强化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 针对

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为当前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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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综述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Kuznets就开始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他认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收入

差距会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即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４].随后,城乡收

入差距问题逐渐受到学者重视.其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自然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而从

产业集聚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则成为重要切入点.蔡武等认为当前城市产业的集聚效应占主导地

位,促进了各类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５].刘军等则证实了产业集聚显著促

进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产业集聚水平提升与城市集聚产业对农村劳动

力的有效吸纳[６].曾鹏等基于中国２３个城市群的经验数据,得出中西部地区城市产业集聚更有利于

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７].同时,部分学者也从不同行业视角对产业集聚影响城

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现状进行深入研究.谢乔昕基于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得出浙

江省商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８].而张秀娟和吴立力则均对金融业集聚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前者认为金融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典型的时空异质性特征,而
后者则得出金融业集聚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展现出区域差异性、行业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特

征的结论[９Ｇ１０].
此外,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与其就业效应、扶贫效应的凸显,关于旅游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相

关研究也日渐普及.在地区收入差距探究方面,Leatherman等认为旅游发展会扩大地区的收入分配

差距[１１],Li等则认为旅游发展显著缩小了中国地区收入差距[１２],赵磊则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

了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显著存在[１３].在城乡收入差距论证方面,Paniagua则以

西班牙旅游发展为例,发现有些城市居民从城市移民至乡村从事旅游企业经营,从而促进乡村旅游发

展,实现城乡差距的进一步缩小[１４].多数国内学者基于我国整体旅游业发展视角,采用动态面板、空
间面板计量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旅游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普遍认同

“旅游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进一步探究了影响机理及时空分布的差异性特征.例如,赵磊

证实中国旅游业发展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从而有效促进了城乡收入

差距的缩小[１５].李如友则证实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旅游发展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应并不明显,而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旅游发展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作用显著存在,其基本原因是乡村旅游发展极大助推

了农村居民脱贫增收[１６].夏赞才等则认为东部地区的旅游经济增长比中西部地区更能有效带动城

乡收入差距的缩减[１７].此外,也有学者针对特定区域或知名旅游目的地进行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

距关系重点探究,如马兴超等深度解析浙江５２个县旅游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得出了

“浙江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１８].麻学锋等探究了张家界城乡收入差

距与旅游服务密度之间的关系,认为旅游服务密度的提升能够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先升后降的

倒“U”型变动态势[１９].王永明等则认为张家界旅游业发展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主要原因

为旅游业发展更多使城镇居民受益,而农村居民获益较小[２０].
城镇化作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力量,已成为业内学者关注的焦点.在城镇化影响城乡收

入差距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聚焦不同的研究区域,采用差异化的实证数据及多元化的计量方

法,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千差万别.Todaro、陆铭等与吕炜等均认为城镇化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２１Ｇ２３],而陈斌开等与余菊等则证实城镇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２４Ｇ２５],也有部分学者则得出了

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N”型[２６]、“U”型[２７]及倒“U”型关系[２８Ｇ２９].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集聚、旅游产业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较为深入,这为本文的

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与理论借鉴.但同时也应看出当前关于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

差距的相关研究还较为匮乏.基于城市旅游集聚形式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空间组织形式[３０],旅
游产业集聚则意味着向中心城市地区聚集与周边乡村地区扩散的双向作用过程,其对城乡收入差距

会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而这个过程也受到城镇化进程的明显影响与制约.因此,基于城镇化发展背

景下的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命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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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基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在对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理阐述基础上,将城镇

化这一重要调节变量纳入其作用框架中,并以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中国大陆地区３１个省市数据为样本,构
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其作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时空异质性视角下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差异性影响,以期在拓展旅游产业集聚效应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为有效促进中国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提升扶贫增收效率提供科学依据.

　　二、理论机理

　　１．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聚集与扩散效应是旅游产业集聚两个对立与统一的过程,集聚过程中有扩散,扩散过程中有集

聚,这也是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空间分布变化的基本动力[３１].旅游业供给具有较强的本地根植性与

地区市场依赖性特征,其产业形态具备较高的空间集聚性[３２],并且这种空间集聚性随着时间推移会

逐渐得到强化,形成显著的扩散效应[３３].因此,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带来了聚集效应的提升与

扩散效应的强化两种互动作用过程,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
(１)旅游产业集聚的聚集效应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双重影响.理论上,城市旅游产业集聚通过

规模经济效应与知识外溢效应两种传导途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

①规模经济效应.由于旅游产业劳动密集型特征明显,产业关联性与融合度较强,并且具有较强

的社区参与能力,因此旅游产业集聚带动了景区、住宿及餐饮等旅游核心行业与金融、保险、装备制造

及教育培训等辅助部门规模的同时集聚与扩张,提升了城市整体产业的就业容纳能力.旅游产业集

聚在提升城镇居民就业水平,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时,也通过推动旅游及相关服务业规模扩张吸纳

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旅游部门,而其从事第三产业所获取的非农收入远高于农业生产劳

动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使得农村人均土

地拥有量得到增加,有利于实现土地规模化与产业化经营,从而提升农民收入[２１],这也间接缩小了城

乡收入差距.

②知识外溢效应.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有效促进了旅游企业与人才的聚集与交流,容易产生明

显的知识外溢现象,从而提升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知识技能.而相关的农村就业群体则在进

行人力资本积累后,通过从事返乡后的农业投资和农村经济建设,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益[３４],在乡

村旅游的创业发展方面尤为明显,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但另一方面,就知识溢出的受益范围而

言,城市旅游产业集聚的知识外溢现象更多发生在城市内部,城市居民受益明显更多.同时,旅游行

业内部不同部门的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差异,由于城乡人力资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劳动力就业多

数集中在餐饮、住宿等低技能、低门槛、低薪酬特征明显的旅游部门,而在商务、会议及文化娱乐等高

端旅游部门,城镇居民占比较高,城镇居民接受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效应与人力资本提升质量强于农村

居民,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会被锁定在低端旅游行业部门,城市劳动力则可能转向了收益相对更高的

旅游部门与其他城市行业,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２)旅游产业集聚的扩散效应趋向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旅游产业集聚达到一定规模

后,就会导致区域旅游市场出现饱和,将不利于就业机会的创造[３２],其集聚经济效应就也会减弱,城
市旅游发展效率出现下降态势,辐射扩散效应得到显现,资源、资金、技术及信息等要素不断由中心城

市向周边农村扩散流动,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互动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而为乡村地区旅游业发展创造

有利条件,同时也优化了农村产业发展环境及提升了农村经济活动效率,从而带动农民脱贫增收,为
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提供较好的基础.

２．城镇化对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机制的调节机理

城镇化推动着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并向城镇集聚,从而构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

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通过集聚效应、辐射效应与市场效应三种路径在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差距影响

机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１)聚集效应.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破除城乡二元制结构与户籍制度的藩篱,加速农村剩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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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强化城镇对资金、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吸纳能力,不断深化与拓展旅游产业链

条,使得城市旅游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从而有效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旅游企业技术应用能力、创新

能力与运营效率[３５],进而扩大旅游市场规模,提升了旅游产业就业吸纳能力与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对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２)辐射效应.城镇化进程不仅是人口和产业空间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城镇居民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向农村居民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人口迁移、产业集聚促进旅游生产

要素的积累的同时,也释放了城乡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其消费观念的转变,扩大了旅游需求范围,引
起游客流、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等旅游流的网络化扩散和旅游化的空间溢出效应[３６].与此同时,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工业反哺农业与城市支持农村,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改善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产业发展环境与居民消费理念,进一步推动了旅游产业在农村

地区的发展与布局,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创造条件.
(３)市场效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规模扩大所形成的市场效应能够进一步影响城

市旅游产业集聚与扩散.一方面,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与居民闲暇时间增多的双重利好下,城
镇居民旅游休闲消费需求日益旺盛,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旅游产业的就近集聚态势.另一方面,鉴于当

前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持续优化升级,其旅游需求更加注重绿色、生态及乡土特色,而乡村旅游发展

恰好迎合城镇居民的这一旅游需求[３７].城镇化释放的市场红利,能够有效推动旅游产业围绕城市周

边的乡村地区形成显著的布局特征,环城游憩带就是较为典型的布局类型.而居民出游时间的增加

与交通条件的便利化,明显拓展了乡村旅游的集聚范围,进而更加长远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三、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１．研究方法与模型

(１)研究方法.Anselin曾指出“两事物距离越近,越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３８].事实上,一直以

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趋同俱乐部”现象,从而导致区域的其他社会经济及产业发展

产生显著的空间趋同性,而城乡收入差距在理论上也存在着空间趋同及相关性.基于此,本文采用全

局Moran’I检验中国３１个省市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相关性,其公式如下:

Moran’I＝
∑
n

i＝１
∑
n

j＝１
wij Yi－Y

－
( ) Yj－Y

－
( )

S２∑
n

i＝１
∑
n

j＝１
wij

(１)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中国３１省市城乡

收入差距的全局Moran’I

年份 全局 Moran’I 年份 全局 Moran’I

１９９７ ０．１７０∗∗∗ ２００７ ０．１７１∗∗∗

１９９８ ０．１７３∗∗∗ ２００８ ０．１６０∗∗∗

１９９９ ０．１７３∗∗∗ ２００９ ０．１６７∗∗∗

２０００ ０．１７２∗∗∗ ２０１０ ０．１６７∗∗∗

２００１ ０．１７８∗∗∗ ２０１１ ０．１６５∗∗∗

２００２ ０．１７４∗∗∗ ２０１２ ０．１６４∗∗∗

２００３ ０．１７５∗∗∗ ２０１３ ０．１６５∗∗∗

２００４ ０．１７３∗∗∗ ２０１４ ０．１６４∗∗∗

２００５ ０．１７１∗∗∗ ２０１５ ０．１６３∗∗∗

２００６ ０．１７２∗∗∗ ２０１６ ０．１６４∗∗∗

　注:∗∗∗ 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在式(１)中,S２＝
１
n∑

n

i＝１
Yi－Y

－
( )２;Y

－
＝

１
n ∑

n

i＝１
Yi,Yi 表

征第i个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值;n 为省市总量;wij为

空间权重矩阵W 的i,j( ) 元素,表征着i省市与j省市

之间的空间联系,本文采用省会城市之间距离的倒数构

造空间距离权重矩阵.Moran’I取值在－１至１之间,
若其值为负值,则意味着空间负相关;若其值为正值,则
意味着空间正相关;若其值为零,则意味着不存在空间

相关性.其绝对值越大则意味着其空间相关性越明显,
反之不明显.

如表１所示,全局 Moran’I 计算结果显示了自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６年,我国３１省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全局

Moran’I结果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由此表明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正向空间相关性较为显

著,如果对这种正向空间效应不加考虑,可能会使得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计量结果出现

较大偏差.
(２)空间计量模型设置.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本文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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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实证探讨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３９Ｇ４０],空间滞后模型

(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是较为常见的两种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具体的表达式如下:

①空间面板滞后模型

lngapit＝α∑
n

j＝１
wijlngapjt＋β１lnaggit＋β２lnurbanit＋

β３lnaggit×lnurbanit＋βilnXit＋μi＋λt＋εit

(２)

②空间面板误差模型

lngapit＝β１lnaggit＋β２lnurbanit＋β３lnaggit×lnurbanit＋βilnXit＋μi＋λt＋εit (３)

εit＝α∑
n

j＝１
wijεjt＋οit,οit~iid (４)

其中,gap 为城乡收入差距,agg 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urban 为城镇化水平,X 为其余的控制变

量,β为回归系数,i为区域,t为时期,μ 为区域异质性,λ 为时间异质性,ε为误差项.采用何种空间

计量模型,需要根据LM 检验结果来决定.根据 Anselin等[３９]提出的模型判别准则,若SLM 的LM
统计量比SEM 的LM 更显著,且SLM 的LM 稳健统计量比SEM 的LM 稳健统计量显著,那么选用

SLM,反之,选用SEM.由于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估计中,极大似然估计(MLE)较传统的OLS 估

计更有效,因此本文主要利用该方法,进行模型的有效估计.

２．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gap)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基于大多学者的研究,本文衡量城

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２２,４１].本文同样遵循

这一做法,选择该指标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２)核心解释变量.旅游产业集聚水平(agg)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学者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

指标包括基尼系数、EＧG 指数及区位熵等,由于区位熵指标能够较好地消除区域规模差异的影响,更
加客观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结合郭悦等[４２]的研究,本文利用区位熵来求得旅游产业集聚

水平,其公式如下:

aggit＝
tourit/gdpit

tourt/gdpt
(５)

aggit是第i个省市t时期的区位熵指数,tourit与gdpit分别是第i个省市t时期的旅游总收入与

国内生产总值,而tourt 与gdpt 分别是全国t时期的旅游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
(３)调节变量.城镇化(urban)为本文的调节变量,本文主要基于陈斌开等[２４]的研究,利用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镇化进程,并在模型中引入城镇化水平的二次项(urban２),验证城镇化对

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
(４)控制变量.鉴于不同省市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明显,若不能对影响各省市城乡收入差距的其

他社会经济变量进行有效控制,可能会导致遗漏变量问题的发生,从而影响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基于

此,参考相关文献[１５,２５Ｇ２７],本文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纳入计量分析,变量的分

类、选择与定义见表２.

３．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所需要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７)»«中国旅游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７)»«新
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缺失数据主要通过各省市的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其数据的主要选取对象为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中国大陆地区３１省、直辖市

与自治区.本文对数据的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鉴于旅游收入按照入境旅游与国内旅

游分项统计的惯例,本文通过对旅游外汇收入进行汇率换算,并与国内旅游收入进行加总获取旅游总

收入.第二,出于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及提高数据可比质量的考虑,本文以１９９７年为基期,利用各年度

分省 GDP平减指数对人均 GDP进行折算,同时通过各年度分省的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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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平减.第三,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

处理,以此避免异方差带来的计量偏差.
表２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gap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①的比值

核心解释变量 旅游产业集聚水平 agg 旅游产业区位熵

调节变量 城镇化 urban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② pgdp 人均 GDP
产业结构 str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财政支农水平 agri 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社会保障水平 sec 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对外开放水平 open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比重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占 GDP比重

人力资本水平 edu 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数量

　　四、结果分析

　　１．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计算LM 统计量来选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由表３可以看出,在模型(１)~(４)中
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LM)与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的LM 稳健统计量均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水

平检验,但空间面板滞后模型的LM 统计量及显著性显然更优于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因此,本文考虑

采取空间面板滞后模型进行计量回归.出于比较分析的考虑,本文采用传统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其

Hausman检验值为１１２．８８,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较为合适,具体回归

结果见表３模型(５).
表３　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lnagg
－０．０３４∗∗∗

(－１２．２３)
－０．０８１∗∗∗

(－９．６７)
－０．１５１∗∗

(－２．５５)
－０．１６２∗∗∗

(－２．７２)
－０．１８９∗∗∗

(－３．１３)
－０．１４０∗∗

(－２．３１)

lnurban
－０．２１９
(－１．３９)

０．２５４∗

(１．６９)
０．７２８∗∗∗

(３．３４)
０．５７６∗∗∗

(２．６４)
０．９４１∗∗∗

(４．２３)

(lnurban)２ ０．０２７
(１．３４)

０．０３１
(１．５４)

－０．０７９∗∗∗

(－３．０２)
－０．０６１∗∗

(－２．３０)
－０．１０７∗∗∗

(－３．９７)

lnagg×lnurban
０．０１９
(１．２０)

０．０２２
(１．４８)

０．０３５
(１．５９)

０．０１４
(１．０７)

lnpgdp
－０．９３０∗∗∗

(－６．７９)
－０．８６３∗∗∗

(－６．３１)
－０．９６２∗∗∗

(－６．８６)

(lnpgdp)２ ０．０４１∗∗∗

(６．３１)
０．０３７∗∗∗

(５．８０)
０．０４３∗∗∗

(６．４５)

lnstr
－０．０３２
(－０．９５)

０．０１３
(０．４４)

－０．０２０
(－０．６６)

lnagri
－０．０１０∗∗

(－２．２３)
－０．０１４∗∗∗

(－３．４１)
－０．０１１∗∗

(－２．２９)

lnsec
０．００４
(０．８３)

０．００２
(０．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７０)

lnopen
－０．００１０
(－０．２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２)

lnfinan
０．０２０∗

(１．６６)
０．０２４∗∗

(２．０３)
０．０２０∗

(１．６７)

lnedu ０．０２１∗∗

(１．９９)
０．０２３∗

(１．９３)
０．０２１∗

(１．７６)

３８

①

②

由于居民收入统计口径的调整,２０１４年以后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由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代.
为了探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特引入人均 GDP的二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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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３　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wlngap
１８．１３０∗∗∗

(１５．３４)
１６．３７６∗∗∗

(９．８６)
１６．６９５∗∗∗

(１０．０４)
１０．５１０∗∗∗

(２．８４)
５．４６８∗

(１．８３)

N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６２０ ５８９
R２ ０．５１４ ０．４８８ ０．４８７ ０．５９３ ０．５９７ ０．５９４
LogＧlikelihood １５０８．８９ ９１０．５５ ９１１．２７ １２３５．９９ １２３５．９９
LMspatiallag ８６．６４３∗∗∗ ７５．３２７∗∗∗ ７７．２４４∗∗∗ ８１．５６５∗∗∗ ５４．５８４∗∗∗

RＧLMspatiallag ５３．４８７∗∗∗ ３９．８７２∗∗∗ ４１．０２１∗∗∗ ４７．８１５∗∗∗ ４５．７６１∗∗∗

LMspatialerror ４７．２４８∗∗∗ ４３．６１８∗∗∗ ４４．６９０∗∗∗ ５４．２８９∗∗∗ ８．４３５∗∗

RＧLMspatialerror ９．６７５∗∗ ７．９６４∗∗ ８．１４９∗∗ １０．４５１∗∗ ７．４８７∗∗

模型类型 SLM SLM SLM SLM FE SLM
　注:括号内表示T 或Z 统计量值;∗∗∗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在总体样本回归过程中,从模型(１)~(４)逐步加入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化、旅游产业集聚与城镇

化的交叉项、控制变量,以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定性.由上述４个模型可以看出,旅游产业集聚的回归

系数至少在５％的水平上均显著为负,显示了在考虑了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后,旅游产业集聚在集聚

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综合互动作用下,成为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利器.在模型(４)中,城镇化与城

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与莫亚琳等[２８]的“城市化进程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呈现

出先恶化再改善状态”观点相一致.而旅游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交叉项系数为正,显示了城镇化对旅

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应形成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说明中国城镇化进程总体上仍然以规

模扩张为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使得城镇居民受益更多,其具有的辐射效应与市场需求效应红利未

能普惠广大农村居民.
此外,如模型(１)~(４)所示,其空间滞后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相邻省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明显.进一步对比模型(５)与模型(４)的影响系数结果可以看

出,如果不考虑这种正向空间效应的影响,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则相对较高.由

此可见,如果忽略空间外部性影响,则容易对旅游产业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产生过高估计.
基于模型(４)探究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均 GDP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

著的“U”型关系,这与假定的库兹涅茨“倒U”理论不相符,与陆铭等[２２]发现较为一致.进一步计算其

“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 GDP对数值为１１．３４时,而样本区内２０１６年的我国省市人均 GDP对数值平

均为１０．６１,说明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基本处于“U”型曲线下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

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财政支农水

平的负向影响较为显著,国家与地方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刺激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
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效应为正,却不显著,虽然近年来社会保障服务覆盖面

开始惠及农村,但财政分配的城镇偏向政策使得城镇社保投入高于农村,农村居民总体上仍然难以享

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待遇.对外开放的影响系数为负,这与 Chen[４３]的结论一致,说
明对外开放的深化实现了城乡居民整体受益,但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较为有限.金融发展

水平的正向影响较为明显,这也印证了叶志强等[４４]对于“中国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
论断.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揭示了由于人力资本的提升更多来源

于城镇居民,城乡人力资本差异的加剧,引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着刺激城乡劳动力及产业要素的流动,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态势的作用机

理[４５],因此也需要考虑城乡收入差距与旅游产业集聚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了避免核心解释变

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IV)进行模型估计,探究上述研究结论是否依旧稳健,
本文主要选用旅游产业集聚的滞后一期作为自身的工具变量,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与其滞后一期的

相关系数为０．９７０,并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具有相关性”
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期的城乡收入差距难以影响到前一期的旅游产业集聚状态,也满足“工具变量与

随机扰动项无关”的要求.通过工具变量法,利用SLM 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其回归结果见表３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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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６).通过工具变量法所得到的核心估计结果与上文基本一致:(１)旅游产业集聚显著缩小了城乡

收入差距;(２)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３)城镇化弱化了旅游产业集聚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

２．时空异质性结果分析

(１)区域异质性分析.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较为典型的非均衡性,无论是旅游产业集聚与城镇

化,还是城乡收入差距也可能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本文从三大区域视角探究旅游产

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差异性影响状况.按照通常的区域划分方式,本文将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及海南１１省市划归为东部地区,将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及湖南８省市划归为中部地区,将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１２省市划归为西部地区.经过对三个区域分别进行SLM 与SEM 的LM 检

验后,可以发现三大区域的计量分析适合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模型进行,具体回归计量结果如表４中的

模型(７)~(９)列所示.
表４　基于时空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东部

模型(７)
中部

模型(８)
西部

模型(９)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

模型(１０)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模型(１１)

lnagg
０．３２３∗

(１．９１)
－０．５１２∗∗∗

(－３．３８)
－０．６３６∗∗∗

(－４．８６)
－０．０１７
(－０．４６)

－０．３３６∗∗∗

(－３．４６)

lnurban
－０．８１３
(－１．４２)

１．４２７∗∗∗

(３．１５)
０．２６０
(０．５３)

０．３５３
(１．２０)

２．９４８∗∗∗

(７．４２)

(lnurban)２ ０．１３９∗

(１．７４)
－０．２０９∗∗

(－３．２５)
０．０４９
(０．８４)

０．０４７
(１．３４)

０．３９３∗∗∗

(７．３４)

lnagg×lnurban －０．０８９∗∗

(－２．０７)
０．１２６∗∗∗

(３．１５)
０．１６９∗∗∗

(４．３４)
０．０４６
(１．６０)

－０．０５９∗

(－１．８６)

lnpgdp
－１．９８８∗∗∗

(－１０．５０)
－０．９８７∗∗∗

(－３．３８)
－０．９１５∗∗

(－２．２２)
－０．９３５∗∗∗

(－３．６２)
－０．３８５∗∗∗

(－４．８８)

(lnpgdp)２ ０．０８９∗∗∗

(１０．２６)
０．０４６∗∗∗

(３．１７)
０．０３２
(１．５７)

０．０４０∗∗∗

(３．１６)
０．０４０∗∗∗

(４．９８)

lnstr
－０．０７２
(－１．６２)

－０．１５３∗∗∗

(－４．５２)
０．０２６
(０．４３)

０．０７５
(１．３４)

－０．０５２∗∗

(－２．０１)

lnagri
－０．０３２∗∗∗

(－６．７８)
－０．０１１∗∗∗

(－２．９３)
０．００８
(０．５２)

－０．０１０
(－１．２６)

－０．０１６∗∗

(－２．２１)

lnsec
０．０１６∗∗∗

(３．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６５)

－０．０３５∗∗∗

(－３．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１．０３)

lnopen
－０．００７∗∗∗

(－４．４１)
０．０１５∗∗

(２．４６)
０．００９
(１．２７)

０．０１１∗

(１．８７)
－０．００１
(－０．５５)

lnfinan
０．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８９∗∗∗

(３．８０)
０．１５５∗∗∗

(５．３１)
０．００７
(０．３２)

－０．００６
(－０．８２)

lnedu ０．０５２∗∗∗

(３．３４)
０．０６６∗∗∗

(３．４９)
０．１５３∗∗∗

(３．４３)
０．０７１∗∗∗

(３．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７)

wlngap
２９．７３∗∗∗

(５．０３)
４３．０６∗∗∗

(５．０７)
１４．４３８∗∗∗

(３．０２)
１０．３９４∗∗

(２．０７)
１６．０６８∗∗∗

(４．７９)

N ２２０ １８０ ２２０ ３１０ ３１０
R２ ０．５９２ ０．７６１ ０．６６９ ０．４３１ ０．３１０
LogＧlikelihood １２３５．９９ １２３５．９９ １２３５．９９ １２３５．９９ １２３５．９９

　　由表４可知,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显示

了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较为突出,而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成为城乡

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途径.究其原因,一方面,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程度,城市

旅游效率普遍面临着规模收益递减的态势[４６],就业的创造与容纳能力开始下降,基于提升旅游发展

效率的需要,东部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更加注重技术、品牌及资本,这使得更具人力资本优势的城镇

居民受惠更明显,同时该地区旅游集聚的扩散效应发挥稍显不足.而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化水

平较低,就业容纳能力与产业带动能力的上升空间较大,加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省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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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间流动态势也日趋明显①,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受益于旅游产业集聚水平

提升实现了收入更快增长.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手段与政策也日趋多元化,旅游产业集聚对于城乡收入

差距缩小的作用有所稀释.而产业落后与基础设施薄弱使得中西部地区增收的手段并不多,但丰富

的旅游资源条件与显著的扶贫功能又使得旅游发展成为中西部脱贫增收的主要平台,无疑放大了旅

游产业集聚缩小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的影响作用.东部地区在１０％的

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中部地区则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

验,西部地区的“U”型关系则不显著,与此同时,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东部地区的城镇化与旅游产

业集聚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而中西部地区则显著为正,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新型城镇化进

程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抑制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的发挥.而在中西部地区城

镇化水平相对滞后,旅游产业在城镇集聚现象更加明显,农村居民由此无法享受到城镇化进程所带来

的益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产业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发挥.
(２)时期异质性分析.旅游产业集聚在城乡之间的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上,

而这又是旅游业发展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因素.２００７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出现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的内容,掀起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热潮,乡村旅游的规模化、标准化与特色化发展得到凸显,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点)及星级示范企业(园区)的建设层出不穷,乡村旅游俨然成为乡村地

区脱贫增收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阵地.因此,本研究基于２００７年这一重要的时间点,分别选取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这两个阶段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与比较,其模型回归结果分别见表４
的模型(１０)与(１１).

由表４可以看出,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这一阶段,旅游产业集聚的负向影响系数在１０％水平上并不

显著,说明该阶段旅游产业集聚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并不突出,而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旅游产

业集聚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揭示了这一时期旅游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城乡收入差距缩

减效应.与此同时,城镇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U”型关系也较为明显,城镇化与旅游产业集

聚的交叉性负向系数也通过了１０％显著性检验,说明了该阶段城镇化开始推动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

收入差距缩减效应的发挥.以上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为,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这一阶段,旅游产业集聚

的城镇聚集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虽然城镇旅游业集聚效应的发挥能够吸纳一定数量的农村剩余劳

动力,从解决就业角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旅游产业集聚的扩散效应并不明显,乡村旅游发展

不具规模,无法有效带动农村居民脱贫增收,制约了旅游集聚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深入发挥.而

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这一阶段,旅游产业在城市集聚的基础上,向乡村地区有序扩散,乡村旅游得到规模

化与产业化发展,农民群体参与旅游意愿日趋强烈,扩大了农村居民受益面,成为乡村振兴与扶贫的

重要途径.与此同时,该阶段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更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城镇的聚集效应与扩散效

应并重,城镇化的市场需求效应更加惠及农村,这均有效强化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作

用发挥.

　　五、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本文在对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阐述基础上,借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并利

用１９９７－２０１６年中国３１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深入研究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与

时空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总体而言,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对旅

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应具有抑制作用.如果忽略空间外部性影响,则容易对旅游产业

６８

① 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中部与西部地区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分别比上年提高０．７％与

１．２％,而东部地区仅提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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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产生过高估计.第二,在不同的区域层面上,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

差距存在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的强化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中

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提升则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够有效

抑制了旅游产业集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发挥,而当前中西部地区落后的城镇化水平则对旅游

产业集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应的发挥产生一定阻碍.第三,在不同时期,中国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

收入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由于旅游产业的城镇聚集效应占主导地位,使得旅游

产业集聚对城乡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并不明显,而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基于乡村旅游的兴起与新型城镇化

的稳步推进,旅游产业集聚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显著的促进影响.

２．建　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给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１)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均应依托优质的资源条件,充分发挥其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延伸旅游产业链条,不断强化旅游产业集聚态势,从而促进旅游企业网络化、协同化、集团化与品牌化

发展,促进旅游集聚在城乡间的均衡布局,最大程度释放集聚经济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
(２)不同区域应该采取不同的产业集聚思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发达地区要提升城市旅游空

间集聚效率,增加旅游产业集聚就业容纳与人力资本提升的空间,加强城乡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更
好地发挥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扩散效应,提升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水平.中西部地区(如云南、
四川及湖北等省区)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与政策优势,精心打造更具地域特色与人文优势的

旅游产业园区或特色体验区,有效发挥旅游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优势,从而显著强化其对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吸收能力.与此同时,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人才援助等方式加快中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

展,建立多元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以实现中西部地区农村旅游脱贫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
(３)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要稳步提升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

展的质量与内涵,最大限度发挥城镇化的辐射效应与市场需求效应,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

会福利保障机制及公共服务管理体系,从而提升城镇居民的乡村旅游消费规模及倾向,并积极完善城

乡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就业服务公平共享的相关机制,充分发挥城镇旅游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强产业

关联度行业特点,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拓展旅游就业空间.与此同时,也需要通过健全城

镇反哺机制,激励城镇人才下乡及民工返乡参与旅游就业与创业,并促进城镇资金、技术、知识要素向

乡村旅游领域流动与扩散,从而通过城乡联动、产业融合及利益共享等多元化方式有效促进农村居民

实现乡村旅游精准脱贫增收,从而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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