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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旅游流视角 的旅游经济联系研究评述
‘

刘 丝雨
， 李 伟

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云南 昆明

摘 要 ：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问题之一 ， 半个 多世 纪以来 ，研究成果颇丰 。 旅

游经济联 系是一种经济实体之 间 的关 系
，
旅游地之间 通过旅游流来 交换各种人口 流 、物质流 、

资金流 、信息流 、能量流和技术流等 达到相互联 系的 作 用 。 本文通过 文献分析 从基本理论 、

研究方 法和存在的 问题三个方面对旅游经济联系研究 的相关成果进行归纳 、 总结 ，
以进一步深

化对旅游流经济联 系 的认识 ，扩宽旅游经济联 系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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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会吸引 和促使更多的旅游流量向旅游 目 的地转

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
一

，
移 。 纵观国 内学者对旅游经济联系 的研究视角 ，

对其研究主要呈现旅游流空 间结构 、时空演化机 是基于旅游流的视角来研究旅游经济联系的 通

理以及空间场效应三个层次 的递进趋势 ，半个多 过建立各种数学模型来测算旅游地之间的旅游经

世纪以来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 旅游流是客 济联系 并取得 了很多成果 ， 为旅游经济联系的研

源地与 目的地之间或 目 的地与 目的地之间单双 向 究作 出了贡献 。

旅游客流 、信息流 、资金流 、物质流 、能量流和文化 二 、旅游经济联系研究进展
流的集合 。 狭义旅游流是指旅游客流 ，它构成了

国外学者对于区域‘济联系的研究主要集 中
旅游流研究的核心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 国内 ’有关

榻市之间 而专 门来研究纖地间经济联系的

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 早期对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
区域经济联系是 个综合 的概念 旅游地作

研究集中于空间组织结构方面 ，研究者们 以德 国
为区域的

一

种划分 其也存在着经济联系 。

一方
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 （ 和经济学家

面
，膽麵对增强区域经济联系有极大的促进

廖什 丄 提出的
‘ ‘

中心細论
”

为基础 探讨
作用 ， 另 方面 ，

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增强
了城市对其直接腹地经济的意义 ， 由于各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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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不成熟 ，当 时研究者们只能通过批发和零售 的独特理论基础和模型范式 奠定 了旅游地间经

行业的货 物空间 流量来简单地评价城市 的 中心 济联系 的研究基调 。 乌尔曼 （ 从供求

性。 此外 研究者们还发现城市 间 的经济联 系强 关系的 角度出发 提 出 了两个城市之间相互作用

度存在着距离衰减效应 。 可见在 当时 ，
通过流的 需要的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 ， 区域之间 的互补性 。

视角来研究经济联系就开始萌芽 了 。 即相关区域之间 必须存在对某种商 品 、技术 、 资

到了 世纪 、 年代 ，许多研究 者注重对 金 、信息或劳动力等方面的供求关 系 。 从根本上

城市经济联系的理论研究 ，并形成了诸如圈层结 讲 ， 只有区域之间具有了互补性 才有建立经济联

构理论 、
距离衰减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和空间扩散 系的必要 。 空 间 相互作用 的大小与互补性成正

理论 等较 为 成熟 的 经典理论 。 如 ： 弗 里 德 曼 比 。 第二 ， 区域之 间 的可达性 。 即 区域之 间进行

提 出 了 中心一外 围理论 ， 日 本学者 商品 、资金 、
人 口 、技术 、 目息等传输的可能性 。 第

狄更生和木 内信藏提 出 了城市体系地域分异 的 三 干扰机会 。 这是指两个 区域之间发生相互作
“

三圈层学说
”

等 。 年代 ，研究者们对城市经济 用 可能性受到 了来 自 其他区域的 干扰 。 总

联系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上 并 而言之 ，
区域之间 发生空 间相互作用首先要存在

提 出大规模的城市群出现和城市之间 的经济联系 互补性 可达性好 ， 并且没有干扰机会或干扰机会

强度有关 。 年代以 来 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背 的影响小 。 随后的 旅游经济联 系研究 中 ，许多学

景下 城市群出现向外缘扩散的趋势 ，城市的 中心 者把空间相互作用作为理论支撑来研究旅游地间

不再是最初的单核心形态 ， 随之改变为 多核心形 的经济联系 。 两个旅游地间要有经济联系 ，首先

态 ，这
一时期 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越来越强 。

要以交通网络的发展作为基础 ，
也就是 区域间的

同时大量的计量模型 的构建被应用于研究中 ， 对 可达性 ；
其次是两个旅游地间要有互补性 也就是

城市嶋经鐘系赚翻了 个賴敲 。

丨細地之 麵 资願存在差异性 ，才能吸引

年代至今 ， 国 内研究者对城市之间 的经济联 系研
旅游客流从

一个旅游地向另
一

个旅游地流动的驱

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 的成果 ，研究内 容涉及肖
动力

；
最后是干扰机会 ，说的是旅游地之间存在旅

济联系 的賺 、经济縣便贿觀济縣細
識源或者

，
游产 籠性 ，使纖 了两个旅

度 、经济联系首位度以及经济联系互补性等方面 ，

游地间的第二个旅游地对其 中 个具有重复性的

研究区域多 以 长江三角 洲 、珠江三角 洲 、 山东半
了竞争 ’ 扰机会 。 由此可见 ’

岛 、京賴等东部发达瓶为主 但是针对旅游行

业的经济縣研究还较少 。

二
） 旅游经济联系 的分析方法

三 、旅游经济联系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旅游经济联系研究主要从区域之间 的空 间联

旅游经济联系的分析理论 系和功能联系两个方面展开 。 空间联系 的研究视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最早是 由美国的地理学家 角主要是以旅游地间的交通网络为基础而形成 的

乌尔曼 （ 提出来的 ， 他把其他研究者 经济联系 例如 ，旅游客流 、 资金流 、信息流 、 文化

诸如俄林 （ 、斯托夫 （ 、 泰 勒 流等 ；
功能联系则是侧重于旅游地间的规模等级 ，

等人的观点进行了 整合 ，借鉴了很多 不同 的旅游地 由 于资源稟赋等不同 ，旅游地 的吸

的经济学 、物理学 以及统计学中的理论和模型 ， 最 引能力也会有所差异 ， 所具备的辐射和集 聚功能

终提出了空间相互作用的理论。 国 内学者研究空 也有所不同 。 旅游地间 的功能联系 是空间联系的

间相互作用理论 比较晚 大多是偏 向于应用西方 基础 ， 空间联系是旅游地间 的交通网络 、经济水平

的理论和模型进行实际的操作研究 ；空间相互作 等发展到一定 阶段所产生的经济联系 ，是功能联

用理论提出 以后 ，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 并且把 系进
一

步发展的结果 。 因此 ，在研究旅游经济联

它应用于研究城市间 的经济联系 中 。 空间相互作 系时 要分别从空间联系和功能联系两方面入手 ，

用体现了地理学在研究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所具有 具体的研究手段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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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旅游经济联系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方法模型 说 明

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指数 分别为

两地区人境旅游者数量 、 分别 为两地

经济联系强度 （ 引力模型 ）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仏为两地距离 是引
“

入的航班参数 反映航空交通联系 程度对

两地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 。

— 此公式被广 为利用来分析次级城市与中心
经济联系隶属度 式

肺之间的隶属关系 。

‘

为断裂点到城市 的距离 为两城的

直线距离 为两城的人 口 。 由 于断

断裂点公式
“

裂点公式理论基础合理 数据可得性强 计

算简单 因此被广泛用来确定城市吸引 范

围和经济区的划分 。

为小区域 ， 为产业 为小区域 内产

业 的产 出指标 仏 表示小区域 内产业

的区位商 。

； 表示第 ） 区域对外联系 中 区域的相对
；

“

紧密程度 、 表示第 区域对第 区域的完

全联系强度 系数 ； 表示完全联系强度

经

： ，

性 ‘

“

系数矩阵第 列元索之和
， 表示第 ￡行

元素之和 ； 表示全部完全系强度

⑵ 系数总和 。 如果 则表示 区域对

；

“

区域的联系程度超过 了一般程度 区域 和

区域 属于联系较为 紧密的 区域 ， 越大
‘

‘

“

表明 了联系的紧密度越高 。 如果

则表明联系程度低 。

为城市 的可达性值 为 城市与某中

心城市间的最短路径交通距离 ’
‘
为 城市

“ 与某 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道路平均行车速

度 假定道路条件和行车速度是相同的 计

算时 厂 取值为 为 城市与 个中心

城市间 态 的平均值 为可达性系数。

中心职能强度是用来考察城市对其周 边地

区吸引 范围的一个指标 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
一

个城市对其周边地区所发挥的经

— 济辐射作用 的 大小 ，
即所发挥的 中心职能

经济联系首位度
“

强度 的大小 。 在确定反映城镇规模的指标

中心职能强度 ）
时 通常选择国 内生产总值 （ 和非农

“

业的人 口数代表城市 的经济发展实力 和发
“

‘

展水平 依据各城市非农业的人 口数 （

分别计算各中心城市 的非农业人

口指数 、 ） 和经济职能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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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旅游经济联系研究中 几个基本问题 （
三 关于研究的完整性问题

旅游经济联 系 的研究 ， 是基于旅游客流从旅

旅游经济联系作为旅游流研究 中 的重要 内
游 目 的地到旅游 目 的地 或者是旅游客源地到旅

容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变 游 目 的地的 ，但是 现有的旅游经济联系研究大都

化能够反映出两个旅游地之 间 的旅游客流 、资金 只针对旅游 目 的地到旅游 目 的地之间 （ 即二手客

流 、景区景細吸引力强度以及交通网細变化 。

’

肺场 ） ，
并且是假设旅游流在流 动的过程 中都

但是从 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 旅游经济联 系 的 是 次性产生的 不考虑旅游流重复流动和二次

析在某些环节上仍然较为薄弱 。
消费等问题 。 此外 ，

在划分旅游地间 的等级关系

关于实证 究的问题

目前赚游经济联系研究大都是基于
“

客源
也会 所不同 ， 能 成不变■ 用借 有的

地
一

目 的地
”

即
— 模型 ） 理论和空间 相互作

公式模型 ，应该全面地从交通 、人 口 、旅游经济收

用理论 研究对象往往是以大区域范围 内的城市
入以 及 景 点 的变 化等 来 重新考 虑划 分 的

之间 的旅游经济联系为主 ，
且大多基于人境旅游

胃 。

流来研究 ，而对于国 内各旅游地的旅游经济联 系

的研究涉及不是很多 且研究成果集 中于长江三

角洲 、珠江三角 洲 、 山 东半岛 、京津冀等东部发达 ！

参考 献
，

地区的研究 。 学者们 在研究旅游经济联系时 ， 都
社

李 中 国入境旅雜研究 北 京 ： 科

是把现有的统计指标数据带人现成的公式和模
刘 宏盈 马耀峰 入境旅游流 空 间 转移 与 省域旅游 经

中 ，计算得出结果并给出 相应的措施和策略 ，
呈现

济联 系 强度耦合 分析
——以上海入境旅游 流西 向 扩

出一种套路化 的现象 。 以
“

人境旅游客流
”

为研 散为 例 资源科学

究对象 ，却对国 内旅游流的研究鲜为关注 ，研究的 章锦 河 张捷 中国 国 内 旅游流空 间 场 效应分析

尺度太大 导致研究成果对地方旅游业发展 的实 地理研究 ：

际指导价值不是很大 。
猜玉 良 马維 入境旅游流 空 间 转移 与 旅游 经济联 系

二
） 研究模型及方法的科学性问题 研究

一以北京向 致綱之路转移 为 例 资 源 科学

目前 旅游经济联系 的研究大多数侧重 于分
：

析旅游城市间 的经济联系现状 。 尽管研究方法各 ！
与 旅游经济联 系 强度耦合分析 以陕西向 个典

异 ，但经过综合分析 ’发现很多子者都是 曰鉴引用
型省 市转移为 例 资源 科 学与 市场

现有 的模型和公式 代入数据 ，并没有深入地思考

模型和公式中的指标是否完全适用于在不断变化 尚雪梅 基于旅游流 空 间结构视角 的 京津冀 区域旅游

中的旅游经济联系 。 例如 ，采用引力模型来测算 经 济一体化研究 区域 经济
，

两个旅游地间 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把旅游地之 刘 丽 华 林明 水 海峡西 岸旅游 区城市旅游 经济联 系

间 的经济联系强度完全取决于两城市 的游客数 研 究 区域经济 ，

量 、人 口规模 、交通距离 。 然而
，
随着交通 网络的 付碎碎 区城经济联系研究——以定西 市 为 例 兰

不断完善发展 ， 交通 的距离不仅仅局限于陆路的

影响 ，
还涉及航空 。 有 的学者后来修正 了引 力 模

旅

，
型 ，指标 的选取包括了 航空因素 ；但是 ， 随着影响

证分析⑴ 干旱 区 资 源 与 环境 ’
應

’

； 游发展的各种要素 不断地变化 又会有新 的指
制 良

，紐旅 游純空 间结构 以及经济联系
——

标需要我们重新考虑 ，例如 ，景区景点 的增加 、旅 以四 川 省 为 例 兰 州 大 学 学报 ： 自 然 科 学版 ，

游产品 的开发等 ，这些旅游经济联系 的影响 因素

‘ ’

并没有纳入模型分析的范畴 。 李振婷 ， 中 国 西部典 型 区域入境旅游流关联度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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