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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循环型旅游业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运作模式已经在旅游产业内得到广泛应用。首

先说明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科学地选取了评价指标。其次，用主成

分分析法对所选取的十个沿海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最后得出结论。找出发展中的不

足并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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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是人类在追求自身发展过程中，协

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和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它

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

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

过程，最终实现“最优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

弃”。出于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的考虑，循环

型发展模式已成为各行各业良性发展的必然选

择。对循环经济发展程度的评价是发展循环经济

的一个必经环节，是正确决策的前提基础。本文

对滨海城市循环型旅游业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在分析构建循环型滨海旅游业评价指标体系基

本原则的基础上，科学地选取各个评价指标，并

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选取的十个沿海城市的发

展状况进行了评价。

一、循环型滨海旅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所谓循环型滨海旅游业评价指标是指为了

评价循环旅游建设和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而采

用的标准和尺度。建设循环旅游业评价指标体

系，一方面，要以现有的各项统计制度和资料为

基础，另一方面，在原有指标的基础上进行有机

综合、提炼、升华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创新。

旅游系统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系统，结合

循环经济的特点和评价的目标，把整个评价体系

分为五个系统，即：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管理系

统、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其中，资源、环境指标

是循环旅游评价的核心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指

标、管理指标是外围指标。根据构建评价指标体

系的基本原则，为更加突出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循

环利用，突出核心指标，简化外围指标，将社会、

管理两个方面合为一个系统，资源环境为一个系

统，共选出10个指标，其中核心指标6个，外围

指标4个(图1)。

经济、社会管理两大系统涉及的范围广，要

全面反映旅游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需要大量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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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

社会管理系统

资源环境系统

旅游从业人员人均旅游收入

旅游产值占GDP的比重

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的比重

环保投入占旅游收入的比重

单位旅游业GDP用水量

环境子系统里的一套指标用于衡量环境质

量的好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反映了生态环境的

优劣，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标，它一方面是

衡量生态环境的指标，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旅游清

洁生产技术和资源循环使用的方式，对环境评价

有一定的意义。
苎垡堕塑些竺旦!里皇里 I

五磊泵丽夏面1 二、滨海城市循环型旅游业发展程度的评价

三污综合利用产品价值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图l评价指标体系

价指标，但是循环旅游建设的重点是放在资源的

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上。因此，在经济系统，社

会管理系统中选择了四个代表性指标来反映旅

游发展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管理水平的主要情

况。在经济方面，选择旅游从业人员人均旅游收

入和旅游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反映循环旅

游发展的产出效益；在社会效率方面，选择旅游

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比例指标；在管理方面，选

择环保投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指标，反映相关

管理部门对旅游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重视程

度和环保投资的力度。

资源子系统将旅游开发和发展的资源投入

与旅游经济相结合，从减量投入，再利用和回收

资源化等方面描述旅游内部的资源和能源利用

的循环状况，充分体现了循环经济的3R原则。

鉴于现阶段细化到旅游业资源环境的指标很少，

一些指标的数据短时间很难获取，因此，主要选

择了单位旅游业GDP用水量、单位旅游业GDP

用电量、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和三污综合利用产

品价值这四个代表性指标。其中，单位旅游业

GDP用水量和单位旅游业GDP用电量由于没有

直接的统计数据，本文采用单位GDP生活用水

的1／10和单位GDP生活用电量的1／10来替代。

1．方法的选择

评估循环型旅游业发展状况需通过由多层

次的、多系统的、各类型的指标构成的循环经济

发展指标体系来进行，而这些指标对循环经济发

展过程及状况说明的程度各不相同，彼此间又难

免有一定的相关性，使它们在信息上发生重叠，

从而导致评估结果不清，甚至发生矛盾。主成分

分析法将原来众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互相独

立，并由原来各单项指标的线性组合来表示的综

合指标，恰能弥补上述指标体系描述和评估循环

经济发展状况的不足。所以，应用主成分分析法

能够较理想地评估测算循环经济发展水平。

2．样本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天津、大连、上海、杭州、厦门、青

岛、广州、深圳、海口、珠海10个沿海城市为研

究对象，利用2005的统计数据对其旅游业的发

展现状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进行评价。

设z。为旅游从业人员人均旅游收入，石：为旅

游产值占GDP的比重，x，为就业人数占第三产

业的比例，知为环保投入占旅游收入的比例，嬲

单位旅游业GDP用水量，‰单位旅游业GDP用

电量，石，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戈。为三废综合利

用产品价值，菇。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其中，互，单位旅游业GDP用

水量和石。单位旅游业GDP用电量由于统计年鉴

中没有直接统计，这里分别用单位GDP生活用

水量和单位GDP生活用电量的十分之一来代替

(表1)。

海洋经济 ·95-

循环型滨海旅游业评价指标体系

  



表l各城市的统计数据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

5．特征值特征向量的计算

将数据标准化以后，可以得到相关阵尺，并可以求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运用MATLAB7．0计算

结果如表2。

表2特征值和贡献率

对应的特征向量如表3。

表3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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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和解释主成份

根据表3知，前四个主成份包含原始数据的

信息总量已达87．44％。这说明用)，。、胁，，3、弘代
表原来的十个指标评价沿海城市循环型滨海旅

游业的发展情况已有足够的把握。四个主成份的

线性组合如下：

，，1=一0．424 6石l—O．012 3茹2+0．322 2菇3—0．426 2省4+

0．144缸5+0．446 O‰+0．304 8新一0．404孙s一

0．02l缸9+0．240阻5

弛=一0．214白I一0．134缸2+0．040 l髫3—0．095侃4+

0．573 0％5+O．219 6石6—0．395 3算7+0．080 3聋8+

0．590毗9+O．194‰lo

，，3=一0．339缸l+0．640‰2—0．200 5菇3—0．100甑4+

0．120厶5+0．145毗6+0．324缸7+0．280眠8—

0．140吼9+O．429吼10

扎=0．084 9笫1+0．352 3菇2+0．631 523—0．202 3名4+

0．260他5—0．047 0‰一0．156 1新+0．252缸8—

0．150 5龙9—0．498 1算lo

主成份的经济意义由各线性组合中权数较

大的几个指标的综合意义来确定。综合因子y。

中石。、石，的系数较大，所以'，。主要是单位旅游业

GDP用电量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的综合反

映。弛主要是单位旅游业GDP用水量和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的综合反映。竹是旅游从业人员人居

旅游收入、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三废综合利用

产品价值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的综合反映。

饥是旅游产值占GDP的比重、就业人数占第三

产业人数的比重的综合反映。

5．沿海城市循环型滨海旅游业的评价

已知 y，、咒、弘、儿分别为沿海城市在4个

综合因子方面的得分，F表示沿海城市的总得

分。将标准化后的数据代入上述的4个方程可算

出各个沿海城市在4个综合因子方面的名次。利

用以下的公式：

，=a1乡l+a2允+口3死+a4五

可以计算出各个沿海城市的综合得分，由综

合得分可排出滨海旅游城市的名次，因子得分及

排序见表4。

在表4的得分中，有许多城市的得分是负

数，但不代表该城市的发展状况为负。这里的正

负仅代表该城市与平均水平的位置关系。沿海城

市循环型滨海旅游业的平均水平算作零点，这是

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将数据标准化的结果。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十个滨海城市循环型旅游业发

展程度的实证研究可得，旅游业的循环发展程度

表4得分与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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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比较高的。并且在单位旅游业GDP用电量、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单位旅游业GDP用水量

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这四个方面做的越好，其综

合排名就越靠前，而这也正好和发展循环经济的

“3R”原则相吻合，从而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制

定政策指明了方向。

此外，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综合反映了滨海城

市旅游业循环型发展模式的现状，并能对协调程

度、失调原因做出合理解释，从而在整体上对各

个滨海城市循环型旅游业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评

价和定位，为中国的滨海城市循环型旅游业未来

的发展重点及发展方向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可

以对中国沿海地区循环型旅游业未来系统的结

构、功能进行引导，为发展模式的实践提供切实

可行的决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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