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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C2D 生产函数和回归分析技术得出中国旅游产业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 ;利用索洛余值法测

算出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 1996 —2001 年及 2001 —2006 年两段时间区间内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中国

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

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增长 ;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三大区域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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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978 年以后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 ,中国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入境旅游产业迅猛发展。

1996 年之后 ,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扶持全国旅游

业 ,尤其是中西部旅游业发展的政策[1 ] ,加快了旅游

业发展的步伐。2006 年末 ,旅游业固定资产原值累

积达到 6934178 亿元 ,从业人员数 271134 万人 ,年

经营收入 3443126 亿元[2 ] 。总结我国旅游产业自改

革开放以来 30 年的发展历程 ,尤其是我国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之后近 10 年的发展历程 ,是哪些因素促

进了中国旅游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 各个因素对旅

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是

否存在显著差异 ? 显然 ,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制订

中国未来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中西部地区扶持政策 ,

以及增强我国旅游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保持旅游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 ,自新古

典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以来 ,经济增长一直是学者关

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献来

看 ,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3 - 5 ] 、因素

贡献率的测算[6 - 7 ] 、经济增长方式的判断[8 - 9 ] 等方

面。这些研究成果为提高我国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

增长速度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研究对象来看 ,主要涉及农业、工业或整个区域的

宏观经济增长[10 - 13 ] 。与全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相比 ,

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相对较弱 ,主要涉及入境旅游

人数、旅游外汇收入、旅游就业等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14 - 16 ] 。有关旅游要素投入与旅游产业经济增长

的关系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发展。本文以中国近 10

年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 ,分析旅游资本、

劳动和技术进步 3 大因素对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

献 ,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对旅

游产业的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作用 ? 这些因素所起

的作用在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 中国旅游产

业的增长方式属于哪一类型 ?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1 　研究方法

21111 　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

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

增长的主要因素有资本、劳动力、制度、环境、技术、

产业结构、知识进展等。由于制度、环境、技术、产业

结构等因素难以准确测量 ,传统上把这些因素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统称为广义的技术进步 ,这样引起经

济增长的因素分解为 3 大类 :资本、劳动和广义的技

术进步[ 17 ] 。这 3 类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

得到大量学者的证实[3 - 5 ] 。本文也依此分类方法把

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为资本、劳动和广义

的技术进步 3 大类。

21112 　旅游产业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率的测算方法

分析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旅游产业经济增长

的作用 ,需要测算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从当前研究来看 ,常用的方法有生产函数法 (参数

法) [6 ]和生产率指数法 (非参数法) [ 7 ] 。生产函数法

以某一种具体生产函数形式为基础 ,通过一系列假

定条件 ,估计模型参数 ,计算出资本和劳动的贡献

率 ,并利用索洛余值法求出技术进步率 (或称全要素

增长率 , TFP) 。生产率指数法是一种典型的统计学

方法。采用统计学意义下的产出指数与投入指数之

比来度量 TFP。前者易于应用 ,但由于受到函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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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本身的限制 ,在应用时必须要加上竞争性均衡、规

模收益不变和中性技术进步等假定条件。后者在投

入、产出各个指标的选择、归类与整理中 ,主观性比

较大[ 9 ] 。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

的市场经济模式 ,竞争性均衡一般能够满足。另外 ,

旅游产业作为消费服务性产业 ,技术进步也比较接

近中性技术进步类型。因而 ,只要所估计的模型能

够满足规模收益不变这一假定 ,利用生产函数法测

算 TFP 相对于指数法更为客观合理。本文采用生

产函数法测算各个因素对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具体如下 :

设总量生产函数为柯布 - 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

数 :

Y t = A t K t
α

L t
β。 (1)

Y t为 t 期旅游产出 ; A t为 t 期技术水平 ; Kt为 t

期旅游资本投入量 ; L t为 t 期旅游劳动投入量 ;α为

固定资本的产出弹性 ;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α + β

= 1 , 即规模报酬不变。

对 (1) 式两边取自然对数 , 得 :

ln Y t = lnA t +αln Kt +βlnL t 。 (2)

式 (2)对时间 t 求导 ,得 �Y t

Y t
=

�A t

A t
+α�K t

K t
+β�L t

L t
。

(3)

由此把经济增长率 �Y t

Y t
分解为三部分 :α�K t

K t
为

资本引致的增长率 ;β�L t

L t
为劳动引致的增长率 ;

�A t

A t

( =
�Y t

Y t
- α�K t

K t
- β�L t

L t
)为技术进步率 (即全要素生产

率 , TFP) 。

α�K t

K t
、β�L t

L t
、�A t

A t
分别除以 �Y t

Y t
,得资本、劳动和技

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1113 　计量模型的具体化

计算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的关键问题是求解式 (2)中的参数α和β。为此 ,需

要选取一定的样本数据 ,对式 (2)做回归分析。为了

避免单纯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产生的序列

相关性和异方差性问题 ,以及为了增加样本容量 ,本

文以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区域每年的数据为一个样

本单位 ,采用同时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

的平板数据 (panel data) 回归技术。时间跨度为

1995 —2006 年 ,共 12 年。考虑到在如此长的时间

跨度内 ,旅游产业的技术水平可能会发生变化 ,令

A t = A 0 e
λt 。 (4)

同时考虑到资本、劳动对旅游经济的产出弹性

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式 (2)修正为 :

ln Y t = lnA 0 +λt +α1 ln Kt +α2 lnL t +α3 tln Kt +

α4 tlnL t 。 (5)

另外 ,资本、劳动对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

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 ,故增加两个

虚拟变量 D1 、D2 于模型中 ,分别代表东、中部地区 ,

缺省值代表西部地区①。

D1 =
1 ,东部地区

0 ,其他地区
; D2 =

1 ,中部地区

0 ,其他地区
。

(6)

lnA 0 用α0 表示 ,最终的回归模型形式为

ln Y it =α0 +λt +α1 ln Kit +α2 lnL it +α3 tln Kit +

α4 tlnL it +α5 D1 +α6 D1 ln Kit +α7 D1 lnL it +α8 D2 +

α9 D2 ln Kit +α10 D2 lnL it +μit 。 (7)

i 代表地区 ; t 代表年度 ;μit 为扰动项 ;α0 为常

数项 ;λ表示时间对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符

号不确定 ;α1 、α2 为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 ,回归系

数应该为正值 ;α3 、α4 分别为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

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 ;α5 表示东部地区与

西部地区技术水平的差异 ;α6 、α7 表示东部地区资

本、劳动的产出弹性与西部地区的差异 ;α8 表示中

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技术水平的差异 ;α9 、α10 表示中

部地区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与西部地区的差异。

212 　数据来源

式 (7)中 ,各个变量的具体计量如下 :

1) Y 为旅游企业实际产出 ,单位为万元 ,用各地

区所有旅游企业的年经营收入表示。

2) K 为旅游企业资本 ,单位为万元 ,用各地区

所有旅游企业的年末固定资产原值表示。

3) L 为旅游企业劳动力 ,单位为人 ,用各地区所

有旅游企业年末职工总人数表示。

4) t 为时间 :1995 年开始 , t 依次计为 0、1、2 ⋯

11。

共有 372 个样本 ,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于中国

旅游统计年鉴副本。由于重庆市从 1997 年才从四

川省独立出来 ,1995 年和 1996 年数据由四川省数

据根据 1997 年重庆市和四川省的相应数据的比例

关系分解得到。个别地区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由前

一年数据和后一年数据平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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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方法参照中国统计年鉴。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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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归结果与因素贡献率测算

311 　回归结果
表 1 　回归结果

变量 参数 结果

C(常数) α0

t λ

ln K α1
01663196

(71 640412) a

lnL α2
01339340

(31 127272) a

t ×ln K α3
01018298

(11 702436) c

t ×lnL α4
- 01022042

( - 11 640199) c

D1 α5

D1 ×ln K α6
- 01153508

( - 11 758686) c

D1 ×lnL α7
01217331

(11 975057) b

D2 α8

D2 ×ln K α9
- 01264927

( - 21 926019) a

D2 ×lnL α10
01331839

(21 923106) a

A - R2 01 942279

注 :a、b、c 分别表示在 1 %、5 %、10 %水平上显著。

　　由于式 (7) 已经考虑了时间序列的随机因素和

横截面的随机因素对截距项和变量系数的影响 ,模

型参数的估计直接用最小二乘法中的逐步回归法。

回归结果见表 1。每一方格中上面数据表示参数的

回归值 ,下面数据表示回归值的 t 统计值。

A - R2 达到 01942279 ,总体回归效果较优。

α1 、α2 的回归值符号为正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同

时 ,F 统计量检验显示 ,在 1 %的水平上 ,α1 + α2 =

11002536 与α1 + α2 = 1 没有显著差异 ,较好地满足

了模型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设 ,因而用该回归

结果计算各地区的技术进步率比较合理。α6 、α7 、
α9 、α10 显著不为零 ,说明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中

部与西部地区之间在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的产出

弹性上存在显著的差异。α5 、α8 皆不显著 ,说明东

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旅游产业的技术水平并没有

显著的差异。α6 < 0、α9 < 0 ,且分别在 10 %、1 %水

平上显著 ,说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资本的产出弹性

均小于西部地区。α7 > 0、α10 > 0 ,且分别在 5 %、1 %

水平上显著 ,说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劳动的产出弹

性均大于西部地区。

312 　因素贡献率测算

根据表 1 ,将 D1 、D2 的值代入 ,得到我国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生产函数的回归方程分别

为 :

东部 : ln Y = ( 01509688 + 01018298t ) ln K +

(01556671 - 01022042t) lnL ; (8)

中部 : ln Y = ( 01398269 + 01018298t ) ln K +

(01671179 - 01022042t) lnL ; (9)

西部 ln Y = ( 01663196 + 01018298t ) ln K +

(01339340 - 01022042t) lnL 。 (10)

根据式 (8) 、式 (9) 、式 (10) ,利用式 (2) 计算出

东、中、西部地区 1995 —2001 年、2001 —2006 年两

个阶段旅游产业经济增长因素的平均贡献率如表 2

所示。

表 2 　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率测算

项目
1996 - 2001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平均

2001 - 2006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平均

经济增长率 ( %) 14115 261 93 18120 19176 6164 20120 221 66 16150

资本增长率 ( %) 16198 301 42 23145 23162 9131 27111 161 50 17164

劳动增长率 ( %) 11105 151 26 10191 12141 - 0174 22146 131 16 11163

资本产出弹性 01 57 0146 01 73 0159 0167 01 55 0182 01 68

劳动产出弹性 01 48 0159 01 26 0145 0137 01 48 0115 01 34

经济增

长率分

解 ( %)

资本引致 91 74 141 07 17105 13162 6120 15101 131 51 11157

劳动引致 51 30 9106 21 86 5174 - 0127 10187 2100 41 20

技术进步 - 01 89 3180 - 1171 0140 0172 - 51 68 7115 01 73

因素贡

献率 ( %)

资本 68185 521 24 93168 71159 931 25 74132 591 62 75173

劳动 37144 331 66 15172 28194 - 4109 53180 8183 19151

技术进步 - 61 29 141 10 - 9140 - 01 53 101 84 - 28111 311 55 41 76

4 　各因素对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分析
411 　资本对我国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最大

1996 —2001 年期间 ,资本的贡献率为 71159 % ,

2001 —2006 年期间 ,资本的贡献率提高到 75173 % ,

说明资本投入的增长是近十年间我国旅游产业快速

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数据与资本对全国整体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相当[5 ] 。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资本短缺是一个普

遍问题。我国旅游业以发展入境旅游为重点的产业

政策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现状 ,使我国在满足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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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旅游需求时 ,因旅游资本投入不足导致的旅

游可进入性差、旅游接待设施滞后、旅游服务质量低

下等问题更为突出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能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游产业经济的增

长。1996 年以前 ,虽然国家政府对旅游业的发展非

常重视 ,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 ,国家对旅游业的投入

一直很少。我国旅游资本的增加 ,主要来自于外资

和社会资本[18 ] ,这些资本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

1996 年之后 ,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指导

下 ,受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 ,外资和社会资本在旅

游业的投资重点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中西部地

区的旅游投资快速增加。2000 年 ,国家和地方两级

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旅游业的支持力度。该年国家批

准的用于支持西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债达 6 亿

元。国家计委和国家旅游局又在 2000 年 9 月共同

发布了《推荐 2000 年中国旅游业发展优先项目的通

知》。11 月又在国家重点鼓励发展产业目录中新增

了部分旅游项目[19 ] 。这些措施对增加旅游业外资

和社会资本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 ,2000 年前

后 ,全国各地也掀起了旅游景区的经营权向外资和

社会资本转让的热潮[20 ]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 ,

使旅游产业资本在“十五”期间高速增长 , 2001 —

2006 年间资本的贡献率也较 1996 —2001 年间提升

了约 5 个百分点。

因此 ,可以说 ,我国旅游产业经济的增长与旅游

资本的增加密切相关 ,旅游资本的投入规模决定了

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 ,也

决定了旅游经济增长的速度。较高的资本贡献率说

明 ,相对于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 ,当前旅游资本的规

模还远远不够 ,旅游资源的潜在生产力还没有得到

充分发挥。继续增加旅游资本投入仍是未来一段时

期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必要保证。

412 　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居于第二位

劳动的贡献率在 1996 —2001 年间为 28194 % ,

2001 —2006 年间下降到 19151 %。虽然旅游产业劳

动的贡献率低于资本的贡献率 ,但高于劳动对全国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 ] 。较低的劳动贡献率与较高的

资本贡献率是相对应的。旅游产业的劳动贡献率高

于全国整体经济中劳动的贡献率反映了旅游业作为

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但劳动作为旅游生产

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 ,其对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远低于资本的贡献率 ,原因如下 : ①与旅游资本

相比 ,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比较充足 ; ②我国长期以

来把发展旅游业作为解决中低层劳动力就业的重要

渠道 ,而旅游行业的多数劳动力没有受过正规旅游

专业教育 ,没有经过正规旅游培训 ,整体素质不高 ,

形不成有效的劳动生产力。③虽然我国旅游专业人

才培养的规模不断扩大 ,但是现时的人才培养机制

和速度、高等教育设置的学科类目都很难跟上我国

旅游业高速发展的态势。国家旅游局 2002 年对旅

行社从业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 ,导游队伍中大专学

历者占 3914 % ,本科 (含) 以上学历者占 1819 % ,其

中旅游专业的导游只占 3419 % ;旅行社经理人员

中 ,大专学历者占 5418 % ,本科 (含) 以上学历者仅

占 2619 % ,其中旅游、管理专业的人员占 50 %[21 ] 。

旅行社业是旅游业的龙头 ,也是旅游业高素质人才

集中的部门 ,即使是这样的部门 ,还有大量的从业者

未接受过旅游专业或管理专业教育 ,其他旅游业部

门可见一斑。新旧世纪交替之际 ,随着我国旅游产

业的发展 ,旅游区开发、规划、管理、经营等方面的旅

游业高级专业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旅游业发

展、实现我国旅游业战略转型的“瓶颈”[18 ] 。无效劳

动力的供给增加降低了劳动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

413 　技术进步对我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

技术进步对我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1996 —2001 年接近于零 ,2001 —2006 年间虽然有所

上升 ,但也只有 4176 %。这一比例显然低于技术进

步对全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 ] 。可以说 ,在近

十年期间 ,技术进步对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基本上

没有明显的贡献。根据当前常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

判断方法[8 ] ,我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是典型的粗放

型经济增长 ,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资本、

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分析旅游产业技术进步贡

献率较低的原因 ,如下 : ①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

度较低。旅游产业是一个涉及多个行业部门的综合

性行业 ,旅游资源和旅游资本、旅游人才在旅游行业

不同部门的合理配置较其他产业更难 ,旅游产业结

构的合理化水平一般低于其他产业部门 ,导致旅游

资本、旅游人才等旅游产业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较

低。②旅游产业的季节性特征使旅游产业的生产要

素在淡季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降低了旅游产业要素

的利用效率。③外界环境突发因素的发生使旅游产

业的实际生产量一般低于旅游生产要素的生产能

力。④旅游生产要素中越来越大的份额用于旅游资

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没有用于实际的生产过程 ,

真正用于生产旅游产品的生产要素的份额越来越

低。⑤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中 ,旅游资源是一个重要

的生产要素 ,在旅游资源一定的前提下 ,旅游资本和

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会越来越小 ,旅游资本和劳动

共同投入的规模报酬呈递减趋势 ,而本文在计算技

术进步率时 ,其前提假定是资本和劳动力的规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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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不变 ,这样就使一部分属于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

献转化成为资本和劳动对经济的贡献 ,从而低估了

旅游产业的技术进步率。但是 ,从动态角度分析 ,旅

游产业的技术进步率在 2001 —2006 年间没有明显

的提高 ,说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并没有对旅游业的

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 ,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制度环

境等也没有明显的优化与改进。

414 　资本、劳动、技术三大因素的贡献率在东、中、

西三大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1996 —2001 年间 ,西部地区资本的贡献率达到

93168 % ,高出东部地区 24183 个百分点 ,高出中部

地区 41144 个百分点 ,这反映出西部地区旅游资本

供给的极度缺乏性。“九五”期间 ,在国家西部大开

发战略下 ,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本以年均 23145 %的

速度增长 ,劳动以年均 1011 %的速度增长 ,2000 年

底 ,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固定资产在全国的份额由

1995 年底的 12127 %增加到 16135 % ,劳动在全国

的份额则由 1995 年底的 15 %下降到 2000 年底的

1414 %。但是 , 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本产出弹性
(0173)说明 ,相对于该区域旅游发展对资本的需求

相比 ,资本总量还远远不够 ,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本最

缺乏。西部地区在 1996 —2001 年间的资本、劳动、

旅游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结构比例极不合理 ,技术进

步的贡献率为负。中部地区是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

最大受惠者 ,东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在向中西部转

移的过程中 ,首先转移到了中部地区 ,因而中部地区

在“九五”期间旅游资本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率都高

于西部地区 ,分别达到 30142 %和 15126 % ,这也是

符合经济学中的梯度转移规律的。中部地区在

1996 —2001 年间的资本、劳动、旅游资源等生产要

素的结构比例达到了较好的匹配 ,资本的产出弹性

相应下降 ,劳动的产出弹性相应提高 ,同时技术进步

的贡献率也较大 (1411 %) 。东部地区的资本增长率

虽然没有中西部地区高 ,在全国增加旅游投资的大

环境下 ,仍然保持了二位数的增长率。但从技术进

步的负贡献率来看 ,资本、劳动的投入与旅游资源的

结构已经超过了合理比例 ,经济增长率较低。

随着西部地区资本和劳动二要素的持续高速增

长 ,2006 年底 ,西部地区的旅游产业固定资产已达

到全国的份额的 1914 % ,劳动在全国的份额达到

2213 % ,资本、劳动与旅游资源的比例结构越来越趋

于合理 ,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 31155 % ,技术进步超

过劳动成为西部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第二位因素。

但是中部地区旅游资本和劳动一直高速增长 ,其产

业结构偏离了 1996 —2001 年间所达到的合理比例 ,

技术进步贡献率由正转变为负。东部地区资本增长

较慢、劳动力减少 ,资本、劳动、旅游资源的结构回归

到合理的比例 ,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了 10184 %的

高水平。

5 　小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C2D 生产函数和基于平板数据的回

归模型定量分析了 1996 —2001 年和 2001 —2006 年

两个阶段资本、劳动、广义的技术进步对旅游产业经

济增长的贡献 ,并对各个因素的贡献率在三大区域

的差异进行了比较。主要得出如下 3 点结论 :1) 我

国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和劳动两个

要素的投入。资本是我国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的主要

贡献者 ,贡献率超过 70 % ,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居于第二位 ,贡献率介于 20 %～30 %之间。2) 技术

进步对旅游产业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贡献。我国旅

游产业的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3)

资本、劳动、技术进步 3 个因素的贡献率在三大区域

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本最缺

乏 ,资本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都最大 ;东部和中部地

区的旅游资本供给总量已基本能够满足需求。鉴于

这些结论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大西部地区吸引

旅游资本和劳动的优惠政策 ,引导旅游资本和劳动

力由东、中部向西部转移。2) 引导互联网等先进技

术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 ,提高旅游产业的技术含

量。3)引导旅游产业在不同旅游部门之间、不同地

区之间的区域联合 ,加快旅游产业生产要素的合理

流动 ,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提高全国旅游产业生产要

素的利用效率 ,使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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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tribution of Factors to

Economic Growth of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Huang Xiujuan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 ( Tourism Management) ,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 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 Firstly ,t his paper calculates t he elasticity of capital and labor in tourism indust ry in China by using C - D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re2
gression analysis met hod. Then ,it measures t he cont ribution rate of capital ,labor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to tourism economy growt h of east2
ern ,cent ral and western region in China during two periods of 1996 - 2001 and 2001 - 2006 t hrough using Solow Residual Value measurement ,

and compares and analyzes t hem among t hree regions. The result shows t hat ,tourism economy growt h in China mainly comes f rom t he increase

of capital and labor ;t 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 in cont ribution rate of capital ,labor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to tourism economy growt h among

eastern ,cent ral and western region in China.

Key words : tourism indust ry ; economic growt h ; factor cont ribution rate ; technology progress

勘校说明

　　2009 年第 5 期第 73 页 :3. 1 节中的对数收益率计算公式“ ri = ln ( Pi - Pi - 1) = ln Pi - ln Pi - 1”应

为“ri = ln ( Pi / Pi - 1 ) = ln Pi - ln Pi-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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