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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入境旅游区域差异特征分析

冷显鹏1，张耀光2
(1．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116029；2．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大连 116029)

摘 要：文章首先采用Theil系数来分析环渤海地区的17座沿海城市入境旅游总

体差异，定量评价1997—2006年环渤海地区的17座沿海城市入境旅游时间尺度上的地带

间、地带内和市际差异变化状况。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的17座沿海城市入境旅游的市际

差异逐渐缩小，且变化速度趋缓；地带间差异大于地带内差异，地带间差异是市际差异的

主要来源。最后分析其影响因素，整合环渤海地区旅游资源，缩小入境旅游差异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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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入境旅游区位条件优越、地域范

围辽阔，环渤海地区地处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

部，位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东面隔渤海

海峡与韩国和日本相望；西面毗邻中国中部地区；

北面与东北地区相沟通；南面与长江三角洲、珠

江三角洲、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相联系u]。

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其具有得天独厚的腹地

基础和通往世界的海上通道，为环渤海区域经济

的发展、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有利

的环境和条件，滨海旅游业重要性有所提升，它

将成为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应

将加强海陆旅游统一规划，形成沿海、海岸、海

岛和海域统一的滨海旅游地域系统，成为海内外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的热点地区瞳]。入境旅游作为

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

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提高旅游效益、

增加旅游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手段[3]。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区域发展不平

衡现象已成为一个普遍问题，也引起国内外旅游

经济研究专家的重视。国外学者对入境旅游区域

差异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研究

表明，入境旅游虽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由于

沿海和内陆的社会经济条件存在差异和旅游供需

分布不均，区域之间入境旅游发展不均衡，这进

一步加剧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4]。国内学

者对入境旅游地区差异的关注相对较晚，主要集

中在旅游总体规模、旅游流空间分布、资源赋存

和竞争力等方面。朱俊杰[51等分析我国东中西三

大地带旅游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甘巧林[61通过

构建省域旅游业实力指标体系来分析中国省域旅

游经济的综合实力，叶护平[7]等采用系统数据和

计量分析方法来系统地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差异及其变迁，曾军[83等

采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为评价指标，从发展速度

和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分析我国入境旅游经济发展

状况的区域差异，陆林凹]以入境旅游为重点，分

析了1990一2002年中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

总体水平及变化的空间特征。2002年入境旅游收

入占中国GDP的61％，并具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说明入境旅游在区域经济发展运行中已经起到愈

益重要的作用[1州。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旅游综合发展水

平的重要指标[1¨，是提高旅游效益、增加旅游收

入的有效途径，也是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对外合

作交流的重要手段。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旅游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

最快的行业之一[12l，但由于旅游资源禀赋、社会

经济、交通区位和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差异，旅游

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平衡性，认识和研

究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对于正确

认识旅游业在地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优化旅游

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改善地区经济结构，

制定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差异调控政

策，促进我国旅游业持续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1引。上述对中国区域入境旅游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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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旅游空间结构静态差异上，本 域差异程度Theil系数T。为

誓耄竺蓁蓁竺竺宴茎耄耋黧霉来进行江苏省入 L=莩军事·n惫条境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定量研究。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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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环渤海地区入境旅游的差异特征分析

1．1 数据来源

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测度，总是基于一定

的指标，且指标能够衡量各区域旅游经济整体

状况。基于入境旅游统计指标体系相对完善，

各地区对旅游外汇收入的统计时间较早且统计

口径较为一致，能较好地反映旅游业的发展历

程。为保证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区域间的可

比性，本研究选取旅游外汇收入、旅游入境人

数以及GDP作为环渤海17座城市旅游经济差

异的衡量指标。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97—

2006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1．2环渤海地区入境旅游的差异特征分析

衡量的方法

本研究采用Theil系数T衡量环渤海地区入

境旅游区域发展水平差异，计算环渤海地区三

省一市入境旅游差异，考察环渤海地区旅游区

域差异的演变过程。

Theil系数T是指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

等于各个国家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加

权总和，权数为各国的收入份额。当收入在N个

组之间平均分配时，Theil系数为O。当所有的收

入被一个组占有，系数达到它的上限logN。Theil

系数T越大，表示区域经济差异越大。[143环渤海

地区入境旅游区域差异Theil系数依次分解为：

1)地带内城市间入境旅游发展差异程度

Theil系数丁刚

h一军导，n惫瓮
式中：y。和N；，分别为环渤海地区i省区J城市

的入境旅游收入和人口数；yi和Ni分别为环渤

海i省区入境旅游总收入和总人口数。

2)地带间入境旅游差异程度Theil系数了、肽

T一军等-n篇
式中：y和N分别为环渤海地区入境旅游总收

入和总人口数。

3)以城市为单位的环渤海地区入境旅游区

2．1 环渤海地区入境旅游总体概况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北方经济中心区，主要

包括天津市，辽宁省的丹东、大连、营口、锦

州，河北省的秦皇岛、唐山、沧州，山东省的

烟台、威海、青岛等17个城市。随着我国旅游

业的飞速发展，环渤海地区已经成为我国旅游

业的重点区域之一。1997年，国际旅游外汇收

入占全国旅游外汇收入的22．4％；2005年，北

京、天津、青岛、大连、烟台的国际旅游外汇

收入分别排在全国第一、第十、第十一、第十

三和第二十七位，在入境旅游方面发展迅速。

并且仍然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各地区之

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

2．2环渤海地区入境旅游区域差异分析

2．2．1 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地带内差异

三省一市内部市际差异存在极大的不平衡，

辽宁省地带内差异逐渐下降，天津市地带内差异

基本保持稳定，山东省和河北省地带内差异较大，

且波动明显。辽宁省沿海地区入境旅游地带内差

异总体上呈逐渐减小的趋势，从0．7降到了0．4

(图1)，缩小幅度较大，主要归功于营口、丹东

等后发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天津市地带内差

异保持在较稳定水平。山东省与河北省呈现出较

大的波动性。山东省从1996—1998年差异逐渐增

大，而1998—2000年又恢复到1996年的差异水

平，从2000年开始增加到O．6左右，以后基本稳

定在这一水平。河北省1996年差异仅为0．4，但

随着经济发展差异的迅速加大，秦皇岛遥遥领先

其他3市，2000年一度达到1．2，随后尽管有一

些波动，但差异仍接近1．o。山东省与河北省地

带内变化趋势与整个环渤海地区基本一致；天津

市地带内差异一直较小，且变化趋势较为缓慢；

辽宁省差异逐渐缩小。由此可见，辽宁省和天津

市差异不明显，山东省和河北省差异显著。

究其原因，从2000—2002年，山东省的入境

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一直呈明显的增长趋势，

2003年因为全球性的“非典”疫情的发生入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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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6—2005年环渤海沿海地区

地带内差异的演变

数和旅游外汇收入有所下降，到2004年又迅速回

升。从2000一2002年，入境人数增长率除2000

年稍微有一点下降外基本呈缓慢增长，而旅游外

汇收入增长率在这一阶段一直缓慢增长，2003年

因“非典”有很明显的下降，2004年“非典”疫

情过后两者的增长率迅猛增长，增长率达50％以

上。旅游创汇随着入境人数的增多以较高的速度

增长，同时说明除不可抗因素造成的损失外，山

东省入境旅游基本上呈良性发展(图2，图3)。

图2环渤海地区旅游人数变化

图3环渤海地区旅游收入变化

辽宁省入境旅游的人数和外汇收入都呈现稳

定增长的态势(除2003年因“非典”事件外)。

2002年入境旅游人数为929 428人次，到2006年

已经达到1 612 987人次，净增长为683 559人

次，平均年增长率为18．4％。2003年因“非典”

事件，入境旅游人数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

2004年就显示出明显地恢复性增长，在2005年

和2006年都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分别实现

年增长率20．5％和23．9％。与此同时，辽宁省

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也实现了快速增长，2002年

入境旅游外汇收入约5．5亿美元，到2006年已

实现9．34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为17．5％，

2005年和2006年分别较上年实现了20．4％和

26．7％的增长，呈现了加速发展的态势，尤其

是2006年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入境

旅游人数增长速度，也表明入境旅游游客的消

费能力进一步增强。

河北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河

北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现状格局是区域经济的区

域经济差异演变的结果，通过比较2000年旅游

外汇收入与全省平均旅游外汇的比值，可以看

到：秦皇岛市作为全省旅游业的龙头，旅游经

济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2000年秦皇岛旅游

外汇收入是全省平均水平的5．66倍，而沧州、

唐山两地市旅游外汇收入却不及全省平均水平

的O．1％，两极分化严重，区域差异显著。

天津“海、河、山、城”的骨架孕育了丰富

的旅游资源，形成了以近代历史文化资源为突出

特色的滨海、河流、温泉、湖泊、湿地、森林、

自然遗产、历史遗址、建筑、民俗、宗教、工农

业和教育文化等多种资源构成的旅游业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从旅游市场的角度，2005年，入境

旅游者前六位的国家分别为日本、韩国、美国、

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结合地缘关系，可

以预测未来韩国、日本旅游者仍会占有较大比例。

2．2．2 辽宁、河北、天津、山东地带问差异

环渤海地区三省一市地带间入境旅游差异

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且差异逐步加大。

1998年是三省一市地带间差距最大的一年，

2003年是差距最小的一年(图4)。

这种差异扩大主要是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受

一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只有当经

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能为旅游业提供必要的

财力、物力、人力等支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旅游景区的保护和维

护以及高素质的旅游业从业人员的供给等u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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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年份

图4 1996—2005年环渤海沿海地区

地带间差异的演变

可以看出，与其他省份比较除辽宁省外，

山东省的接待人数和国际旅游收入均高于河北、

天津；与辽宁相比，山东省的接待人数较多，

增长率低；而国际旅游收入低，增长率高，且

山东的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上升趋势，辽宁

的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山

东有赶上辽宁的发展潜力[1引。

2．2．3环渤海地区市际差异

环渤海地区三省一市入境旅游省际差异总体

上呈上升趋势，且波动明显。从1996年的O．4增

长到了2005年的接近0．6(图5)。从增长的幅度

不大和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可以看出，环渤海城市

在入境旅游方面都拥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都具

备一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从对环渤海城市旅

游竞争力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主要从4个方面

分析了旅游竞争力差异：①旅游现状竞争力。天

津、大连、青岛旅游市场强劲，其中天津市场占

有率最大，青岛位居第二，但与天津差距很大。

烟台、威海、秦皇岛旅游现状竞争力相当，其中

烟台得分高于其他两市，秦皇岛现状竞争力最低。

②旅游基础环境竞争力。天津基础环境优势明

显，但“道路交通”和“污染治理”相对欠缺；

大连各项基础环境得分均高于平均水平；青岛在

“社会环境”和“污染治理”方面还有待提高。其

他3市基础环境竞争劣势则相对明显。③旅游潜

力竞争力。天津、大连、青岛旅游发展规模大，

客源市场稳定，因此旅游综合潜力竞争力处于领

先地位；秦皇岛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但对外发展

潜力较为薄弱；烟台、威海两市各项竞争潜力均

处于劣势。④旅游综合竞争力。天津依靠其社会

经济基础优势、区位优势及旅游资源优势等成为

该区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大连、青岛旅游发

展综合竞争力基本相当，仅次于天津；其他3市

旅游综合竞争力较弱，以威海综合竞争力最弱。

妊
靶
破
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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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图5 1996—2005年环渤海沿海地区

市际差异的演变

2003年9月19～21日，京、津、冀三地旅

游局还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广场举办了“环渤海旅

游宣传周”活动。进入2004年，北方旅游联合体

在4月9日正式成立。2005年10月14日，环渤

海地区16个港口城市(天津、大连、青岛、烟

台、秦皇岛、丹东、滨州、沧州、东营、葫芦岛、

锦州、盘锦、唐山、威海、潍坊和营口)的旅游

部门和相关单位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环渤海

港口城市旅游合作组织，于天津举行了成立大会，

就加强区域合作，推动资源整合，发挥放大效应，

共同打造环渤海“金项链”无障碍旅游圈达成了

合作协议。这一组织成立以来，已经陆续召开2

次年会，在推动环渤海地区邮轮经济发展等具体

合作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2．4 各市应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色旅游，

缩小差距

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威海近代历史

文化资源丰富，通过以保护文物古迹，打造

“近代港口沧桑”为主题的历史文化旅游板块，

同时避免产品形象及旅游方式的雷同。秦皇岛

具有以“天下第一关”为代表的悠久长城风情

及舒适的疗养气候条件，通过保护环境，重点

打造“最佳滨海疗养城市”。天津重点打造地方

特色文化旅游。天津、大连、青岛是环渤海现

代城市风光的集中地带，购物、饮食、主题公

园成为其主要卖点。天津小吃及大连、青岛的

海鲜构成了滨海城市风光带的“饮食”元素；

社会繁荣、经济较为发达，商品种类丰富、品

质高，组成其“购物”元素；“主题公园”可以

作为休闲度假游的互补元素，大连“发现王国”

弱∞笛∞”

∞∞∞

O

0

O

O

O

O

O

O

籁霉呔椭

 



海洋开发与管理

主题公园即为成功范例。此外，烟台、威海、

秦皇岛可依靠区内山岳风光，借滨海观光契机，

发展“临海山川游”“登山观海”等主题旅游，

将旅游线路沿纵深方向适度发展。

3环渤海地区入境旅游发展对策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的组合

状况，将环渤海地区分为3种组合类型：经济

发达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经济发达旅游资源欠

丰地区、经济欠发达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各类

地区旅游发展要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引。

3．1．经济发达旅游资源丰富地区

经济发达旅游资源丰富地区主要包括山东、

辽宁两省。此类地区具有发展旅游经济的最大

优势，为人境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此类地区今后入境旅游发展的关键应为利用经

济和技术方面的优势，提供更加丰富多样、新

颖的旅游产品，可考虑将入境旅游和国际会议、

国际商务考察相结合，使旅游经济和其他类型

的外向型经济相互促进。借鉴发达国家旅游发

展模式，适当发展以满足特殊游客群体的高消

费旅游项目，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我国

对外开放典型城市代表大连，其发展历史较短，

但大连现为我国重要的旅游城市，已创造出许

多具有强烈吸引力、知名度很高的旅游资源，

如星海广场、老虎滩、发现王国和金石滩等。

大连的经验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3．2经济发达旅游资源欠丰地区

经济发达旅游资源欠丰地区主要包括天津

市。这个海滨的直辖市，面积狭小，城市发展

历史相对较短，旅游资源欠丰，且现有的旅游

资源多为人造景观，对入境观光游客的吸引力

不太强。但是他们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的代

表，今后应利用其经济优势弥补旅游资源的不

足，适当发展有特色的主题公园，以国际会议

会展旅游、商务旅游和特色海洋旅游作为区域

旅游经济发展的重点。

3．3经济欠发达旅游资源丰富地区

经济欠发达旅游资源丰富地区包括河北省。

这类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资源的品位高，

有不少世界级的旅游资源，除云南位于西部边

陲外，其余地区距离我国的主要入境客源国都

不太远，旅游基础设施较好，交通便利，旅游

接待设施较完善，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较高，

旅游科研、教育较发达，具有发展国际旅游的

良好条件，是我国未来10年旅游经济的主力

军。目前关键是既要有效地发挥旅游资源优势

但又要在旅游资源基础上力求创新，提供更加

多样的旅游产品，提高游客的停留时间，激发

游客的旅游购物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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