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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九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与

旅游创汇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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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旅游数据，选择偏离－份额方法，构建海外游客的相对价值指数和相对人均价值指数，

对泛珠三角内地九省（泛珠九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和旅游创汇的变动研究发现：泛珠九省入境旅游发展和海外游

客人均创汇均领先全国，后者优势逐渐减弱，而旅游总体创汇水平尚未提高至国内平均水平；江西、海南、湖南入境旅游

发展位居泛珠九省前列，福建旅游创汇和广东海外游客人均创汇的优势明显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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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曾剑云：泛珠九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与旅游创汇研究

一　引言
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来，泛珠三角内地九省（简称泛珠九省）入境旅游迈入新阶

段。泛珠九省海外游客数量占全国境外游客的比例由２００４年的２０．１７％猛增至２０１１年的３７．８４％，实
际的旅游外汇收入及其占全国旅游外汇收入的比例相应地由７９．９７亿美元和３１．０７％攀升１７７．４２亿美
元和４６．９１％。因此，对泛珠九省入境旅游进行定量分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考虑到增长率法、市场占有率法等为单因素分析，难以全面反映市场结构演变，本文选择偏离—份

额方法（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Ｍｅｔｈｏｄ，简称ＳＳＭ）研究泛珠九省自２００４年至今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变动，
确定九省在全国旅游发展的地位和省际旅游发展水平差距。本文构建反映旅游总体创汇能力和人均创

汇能力的指标———客源地游客的相对价值指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ｄｅｘ，简称 ＲＶＩ）和相对人均价值指数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ＶａｌｕｅＩｎｄｅｘ，简称ＲＶＰＩ），通过指数分析，确定泛珠九省在全国旅游创汇中的地位和
省际旅游创汇的差距。

二　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与旅游创汇的偏离－份额方法与价值指数分析原理
本文以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四川、广东、福建、贵州、广西、海南、湖南、云南、江西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入境旅游人数、旅游创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为依据，将
入境旅游客源市场选取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等１７个国家和地区。历年旅游创
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按照《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年）提供的当年年均美元汇率换算，并以２００４年年均
汇率为基准进行调整，以克服汇率波动对旅游创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影响。

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偏离—份额方法先假设区域ｉ和上一级大尺度行政区域在基期初年（０）和末
年（ｔ）吸引的全部游客流量分别为ｋ０、ｋｔ、Ｋ０和Ｋｔ，区域ｉ客源地ｊ的游客数量相应为ｋｊ，０、ｋｊ，ｔ，将区域ｉ

内吸引的客源地ｊ游客标准化模ｋ′ｊ、游客数量变化率ｒｊ分别构造为ｋｊ，０Ｋｊ，０／∑
１７

ｊ＝１
Ｋｊ，０、ｋｊ，ｔ／ｋｊ，０－１，并以对

应的大写字母反映大尺度行政区域的旅游指标。客流增长总量Ｇｊ可分解份额分量Ｓｊ、旅游市场结构偏

离分量Ｃｊ和旅游市场竞争力偏离分量Ｅｊ，对应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ｋ
＇＇
ｊＲｊ、（ｋｊ，ｏ－ｋ′ｊ）Ｒｊ和 ｋｊ，ｏ（ｒｊ－ＲＪ）。

吸引全部客源市场的旅游客流增长总量Ｇｉ、总份额分量Ｓｉ、总的结构偏离分量Ｃｉ和总的竞争力偏离分

量Ｅｉ相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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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ｊ。令客源地ｊ游客数量在基期初年和末年占大尺度行政区域的旅

游人数比重为ｈｊ，０、ｈｊ，ｔ，则区域ｉ相对大区域的增长率ｆ＝（ｋｔ／ｋ０）／（Ｋｔ／Ｋ０）可分解为竞争力效果指数ｑ

与市场结构效果指数ｐ之积，而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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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的体验性是指旅游者进行某项消费所感受到的主观感受即利得，如景观、资源、服务、参与

等所带来的精神愉悦感，而旅游者为进行该消费所付出的货币、时间、体力构成利失，二者的比较形成旅

游者价值，旅游地形象、旅游资源与产品服务质量，因而成为影响旅游者价值的关键因素［１－３］。旅游活

动突出的体验性导致旅游者价值决定旅游者旅游地的选择和旅游支出。因而将 ｔ年的 ＲＶＩ构建为第 ｔ
年内本区域与大尺度行政区域获取海外游客带来的外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之比，而ｔ年的ＲＶＰＩ反
映海外游客在不同区域的人均支出与国内外游客人均费用比值之比。二者用公式表示为：

ＲＶ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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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ｋｊ，ｔ、ｍｔ、ｘｊ，ｔ、ｙｔ分别表示第ｔ年内区域ｉ吸引和获取客源地ｊ与所有客源地的游客数量、外汇收

入；Ｋｊ，ｔ、Ｍｔ、Ｘｊ，ｔ、Ｙｉｊ，ｔ反映大行政区域吸引和获取的游客数量和入境收入。若ＲＶＩ大于１，说明区域ｉ入
境旅游总体创汇能力超过大尺度行政区域平均水平，数值越大，入境旅游总体创汇优势越明显；若ＲＶＰＩ
小于１，说明区域ｉ海外游客人均支出比重低于大尺度行政区域平均水平，数值越小，入境旅游人均创汇
劣势更突出。

三　泛珠九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与旅游创汇的偏离－份额与价值指数分析
１泛珠九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偏离－份额分析
先将泛珠九省视为整体，以全国作为上一级大尺度区域整理基期初年和末年入境旅游市场结构数

据，根据前面的分析原理建造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分析表（见表１～表２）。
表１　泛珠九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ＳＳＭ分析结果 单位：万人次

全国

变化率

（Ｒｊ））

九省

变化率

（ｒｊ）

九省

标准化模

（ｋｊ′）

份额

分量（Ｓｊ）

结构

偏离分量

（Ｃｊ）

竞争力

偏离分量

（Ｅｊ）

初年占

全国比重

（ｈｊ，０）

末年占

全国比重

（ｈｊ，ｔ）

中国香港 ０．１９２７ １．２８７７ ６６３．０２２５ １２７．７６４４ ８１．６０４９ １，１９０ ０．１６３３ ０．３１３２

中国澳门 ０．０８２７ １．３８１５ ４０．０８４９ ３．３１５ １３．２０４１ ２５９ ０．０９１３ ０．２００８

中国台湾 ０．４２８１ １．３４２ ６．６９８４ ２．８６７６ ８１．９７７１ １８１ ０．５３７８ ０．８８１９

日本 ０．０９７１ ０．２３０３ ４．９４５ ０．４８０２ １５．２２２ ２２ ０．４８５ ０．５４３９

韩国 ０．４７１２ １．１６０９ １．７８１４ ０．８３９４ ３１．３３１７ ４７ ０．２４ ０．３５２５

马来西亚 ０．６７８３ １．３８７６ ０．３４８５ ０．２３６４ ３４．５１０５ ３６ ０．６９０５ ０．９８２３

菲律宾 ０．６２７８ １．８９９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２ ３．５９６４ ７ ０．１０４８ ０．１８６７

新加坡 ０．６６９３ １．６４７７ ０．２０７８ ０．１３９１ ２３．６７３８ ３５ ０．５５８７ ０．８８６２

泰国 ０．３０９８ １．５５ ０．１１５５ ０．０３５８ ８．３６８２ ３４ ０．５８４４ １．１３７７

美国 ０．６１７１ １．８２３４ ０．６８８８ ０．４２５１ ３４．９９０２ ６９ ０．４３８６ ０．７６５７

加拿大 １．１４９４ ２．５５６４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３６７ １１．４３５２ １４ ０．２８６８ ０．４７４５

英国 ０．４２４８ １．７１０１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３０５ ７．９３６２ ２４ ０．４４８６ ０．８５３２

法国 ０．７５４２ １．９１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３３２ １２．８４５３ ２０ ０．６０７５ １．０１０５

德国 ０．７４３８ １．９３０４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３９３ １１．７１２７ １９ ０．４３２５ ０．７２６９

俄罗斯 ０．４１５２ ６．７６７８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３１６ １．８９２８ ２９ ０．０２５９ ０．１４２

澳大利亚 ０．９２９８ ２．８５９１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３１４ ９．０６２８ １９ ０．２５９９ ０．５１９８

其他 １．１９１ １．７３１３ ７．３６６９ ８．７７４ ２６６．８２８１ １２５ ０．６６６６ ０．８３１

表２　泛珠九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在全国背景下的总体效果 单位：万人次

指标
游客增长

总量（Ｇｉ）

相对增

长率（ｆ）

结构效果

指数（ｐ）

竞争力效果

指数（ｑ）

总份额

分量（Ｓｉ）

总结构偏离

分量（Ｃｉ）

总竞争力偏离

分量（Ｅｉ）

数值 ２９２５．６５９ １．８７６ １．０９６ １．７１１ １４５．０９７９ ６５０．１９２１ ２１３０．３５９

泛珠九省入境旅游占全国比重由２００４年的２０．１６％上升至２０１１年的３７．８４％且相对增长率系数

为１．８７６，说明本区域旅游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泛九省海外游客增长数量按照全国平均

水平为１４５．０９７万人次，实际数值为２９２５．６５９万人次，二者差额源于客源市场结构和客源市场增长速

度。结构系数略大于１，竞争力效果指数达到１．７１１，表明客源市场结构略优于全国，即二者快速成长性

市场占海外客源市场比重大致相当，而客源市场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领先幅度最大的是俄罗斯市场

的６７６．７８％，全体客源市场领先的平均幅度为１３７．６５％。总结构偏离分量为正但远小于总竞争力偏离

分量，且后者在游客增长总量中的比重超过７０％。除其他市场外，１６个海外客源市场竞争力偏离分量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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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结构偏离分量。这些说明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海外游客增长数量主要由客源市场快速增长

所致。

再将泛珠三角作为上一级大尺度行政区域，分别整理四川、广东、福建等九省与泛珠三角的入境旅

游市场结构数据，进行类似计算建立 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分析表，根据相对增长率从小到大的顺序整理可得
表３①。

表３　九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在泛珠三角背景下的总体效果 单位：万人次

游客

增长总量

（Ｇｉ）

相对

增长率

（ｆ）

结构效果

指数

（ｐ）

竞争力

效果指数

（ｑ）

总份额

分量

（Ｓｉ）

总结构偏离

分量

（Ｃｉ）

总竞争力

偏离分量

（Ｅｉ）

四川 ６７．３４１２ ０．７２８１ １．００３８ ０．７２５３ １６．９２８８ １１２．４９９８ －６２．０８９７

广东 １７６７．９７２ ０．９１４３ １．０１５３ ０．９００５ ６３６．２４２５ １４９９．７８９ －３６８．０２５

福建 ２５４．５２３５ １．０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４９．１１１２ １８１．０３５２ ２４．３７７２

贵州 ３５．４１２５ １．０８７ １．０４３ １．０４１ ６．３７４６ ２６．６８５２ ２．３５２４

广西 １８５．２０８８ １．１０５ １．０２４６ １．０７８５ ２２．２５１１ １４０．９２７３ ２２．０３０３

云南 ５０．５６６９ １．１３２１ １．１１３ １．０１６１ ７．２２６８ ４１．９７０９ １．３６９５

湖南 ２８５．２８４３ １．５４０９ １．０７６４ １．４３１５ ２０．５６０４ １４５．５４４２ １１９．１８

海南 １７２．２９６９ １．７６５１ １．００１９ １．７５９１ ８．０５２９ ６５．８１４３ ９８．４２９８

江西 １０７．０５２１ ２．０２５５ １．０６０３ １．９０９５ ８．４３６４ ３３．８９２４ ６４．７２４４

根据表３，以相对增长率和总竞争力偏离分量与总结构偏离分量比的特征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相
对增长率小于１的省份———四川、广东，入境旅游发展位于泛珠三角平均水平之下。九省结构效果指数
差别不大，说明二者缓慢的旅游发展水平主要由客源市场增长速度值过低引起。四川的竞争力效果指

数低于广东，后者也不到１，说明客源市场增长速度低于泛珠三角平均水平，数据显示，除韩国、马来西
亚、菲律宾的游客增长速度快于泛珠三角外，广东最大差额幅度的客源市场是俄罗斯的４６７．８％；四川
与广东衰退性市场比例都比较大。二者总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尽管四川总竞争力偏离分量占总份额

分量的绝对比例超过广东，而广东总份额分量为九省首位说明良好的旅游发展基础弥补了入境旅游增

长速度劣势。这些因素导致四川旅游发展水平最低。二是总竞争力偏离分量与总结构偏离分量比值小

于１而相对增长率略大于１的省份———福建、贵州、广西、云南与湖南，入境旅游发展优于泛珠三角平均
水平，但不明显。这些省份，福建总份额分量最大，但结构效果指数最小，而竞争力效果指数居中，客源

市场结构优势最弱和增长速度适中，导致旅游发展基础最好的省份居于旅游发展最低水平；而湖南总份

额分量居第３位，竞争力效果指数最大，导致旅游市场结构优势明显，客源市场增长速度最快，总竞争力
偏离分量最大，进而成为旅游发展最快的省份。三是总竞争力偏离分量与总结构偏离分量比值与相对

增长率均大于１的省份———海南、江西，入境旅游发展显著领先泛珠三角平均水平。两省竞争力效果指
数较大，尤其是江西，凭借高速发展的客源市场抵消总份额分量相对较小而成为九省旅游发展最快的

省份。

２．泛珠九省旅游创汇的价值指数研究
根据旅游创汇的价值指数原理，分别以泛珠九省和全国为背景，汇总样本期间泛珠九省和全国实际

的旅游创汇收入、旅游总收入和海外游客数量，利用海外游客的相对价值指数和相对人均价值指数公式

计算并按照相对价值指数由小到大顺序整理可得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泛珠九省的ＲＶＩ－ＲＰＶＩ（见表４）。

１８

① 限于篇幅，泛珠九省的ＳＳＭ分析表略去，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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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省与泛珠九省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旅游创汇的ＲＶＩ与ＲＰＶＩ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江西 （０．１８，０．７６） （０．１７，０．７８） （０．２０，０．７５） （０．２３，０．７６） （０．２５，０．７９） （０．２７，０．７４） （０．２７，０．７１） （０．１８，０．６９）

贵州 （０．２６，０．９５） （０．２２，１．０２） （０．１６，０．９５） （０．１４，０．７７） （０．１０，０．７４） （０．０９，０．６８） （０．０７，０．６１） （０．２６，０．５２）

四川 （０．２７，０．８２） （０．２４，０．８３） （０．２２，０．７５） （０．２３，０．７７） （０．０８，０．５５） （０．１２，０．８４） （０．１７，０．７９） （０．２７，０．８２）

海南 （０．４０，０．７３） （０．５５，０．８３） （０．８９，０．９９） （０．９４，１．０３） （０．９１，１．１２） （０．８１，１．２４） （０．８２，１．１４） （０．４０，１．０４）

湖南 （０．４５，１．５６） （０．４６，１．５１） （０．４７，１．３８） （０．４７，１．３７） （０．４１，１．４０） （０．３８，１．２７） （０．４０，１．１９） （０．４０，１．００）

广西 （０．６１，０．６７） （０．６３，０．６８） （０．６３，０．６６） （０．７０，０．７２） （０．６３，０．７５） （０．５７，０．７６） （０．５８，０．７６） （０．６１，０．７８）

云南 （０．６２，１．０６） （０．６６，０．９８） （０．７２，０．９７） （０．８２，１．００） （０．８５，１．０１） （０．９０，１．０２） （０．８８，０．９５） （０．６２，０．９２）

福建 （１．０３，１．６９） （１．０２，１．８４） （１．００，１．７０） （１．１６，２．０８） （１．３２，２．０６） （１．４２，２．０５） （１．６１，１．９０） （１．０３，１．９２）

广东 （１．７４，０．９５） （１．８３，０．９４） （１．９４，０．９６） （１．９０，０．９６） （１．９５，０．９０） （２．０３，０．９０） （２．０４，０．９３） （１．７４，０．９４）

九省 （０．４９，１．５４） （０．４９，１．４８） （０．４８，１．３８）（０．４９，１．２２））（０．５１，１．２６） （０．５２，１．２９） （０．５１，１．１９） （０．６６，１．２４）

　　注：每组数据左为ＶＩ，右为ｐＶＩ。

根据表４，将泛珠九省视为背景，根据ＲＶＩ与ＲＰＶＩ的特征与变化特点，各省入境旅游创汇能力可分
为如下类型：一是海外游客人均创汇明显优于泛珠九省平均水平的省份———福建。样本期间，福建年人

均创汇较区域平均水平高出２５３～３８５美元①，２００７年差额达到最大为区域当年人均创汇的１．０９倍，
ＲＰＶＩ达到最大，人均创汇优势增强趋势明显；除２００６年外，总体创汇略高于平均水平，呈波动性增长，

２０１１年入境旅游创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例超出区域平均水平的５．５７％。二是总体创汇优势显著的
省份———广东。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广东总体创汇超过泛珠九省平均水平的９．４８％ ～１３．７２％，总体创汇优

势更加明显，在２０１０年ＲＶＩ达到最大；人均创汇略低于泛珠九省平均水平，年差额在－１０～－３４美元，
人均创汇劣势逐渐改善，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改善受阻目前尚在恢复。三是海外游客具有人均创汇优

势的省份———湖南、云南和海南。湖南海外游客人均创汇优势逐渐丧失至目前平均水平。２００４年人均
创汇超过泛珠九省平均水平的幅度仅次于福建，而２０１１年略高出平均水平１美元；总体创汇远低于平
均水平，有恶化态势。海南入境游客人均创汇能力增强明显，与区域的差额由负值转为２００７年开始的

正值，２００９年达到最大的９９美元和最大的 ＲＰＶＩ。总体创汇能力明显增强，由劣势比较突出向平均水
平接近。云南总体创汇水平明显提高显著，由中等劣势向接近平均水平演变，２０１１年差额已缩小低至

平均水平的１．３３％。四是缺乏入境旅游创汇优势的省份———江西、贵州、四川和广西。前面３个省旅
游总体创汇明显低于泛珠九省平均水平，江西与贵州海外游客人均创汇能力略低于平均水平，而四川接

近平均水平。江西总体创汇与人均创汇基本稳定；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贵州总体创汇和人均创汇能力

下降趋势更加明显，但２０１１年总体创汇达到２００４年水平；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四川总体创汇和人均创汇基

本稳定，２００８年二者急剧下降，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四川入境旅游逐渐恢复至２００４年水平。广西总体创汇劣
势中等，人均创汇略低于平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在全国背景下，２００４年泛珠九省整体入境旅游总体

创汇能力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总体创汇劣势呈改善趋势，２００８年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发
展至２０１１年，入境旅游创汇占总收入比例与全国差距已缩小至４．７９％。海外游客人均创汇相对全国
具有明显优势，但优势下降导致领先全国的幅度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２７美元缩小至２０１０年的５２美元。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择偏离—份额方法，构建海外游客的相对价值指数和相对人均价值指数实证研究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年泛珠三角九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和旅游创汇，结果表明：泛珠九省入境客源市场结构略优于全

２８

① 本数据和后面数据均根据泛珠九省和全国实际的旅游创汇收入、旅游总收入和海外游客数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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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水平，而客源市场增长性优势非常明显，导致入境旅游海外游客增长量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旅游创汇总体水平持续提高，却未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而海外游客人均创汇优势虽领先全国平均水平却

逐渐减弱。在吸引境外游客方面，省际差距主要体现在客源市场增长性，江西、海南、湖南因相对泛珠九

省区域平均水平具有快速发展的客源市场而优势非常明显，广东因客源市场增长性低于平均水平和最

好的旅游发展基础而接近平均水平，四川因出现衰退性市场比例过大和中等旅游发展基础而明显落后

平均水平，云南、广西、贵州、福建略高于平均水平。在旅游创汇方面，省际差距表现在总体创汇和人均

创汇。福建因突出的人均创汇和平均水平的总体创汇而优势最明显，广东因显著的总体创汇和略低于

平均水平的人均创汇而优势明显，两省优势均呈增强趋势；湖南、云南、海南的旅游创汇因一定的人均创

汇优势而超过平均水平，湖南人均旅游创汇优势弱化而海南则表现强劲；江西、贵州、四川总体创汇明显

低于区域平均水平，广西总体劣势中等，江西、贵州与广西人均创汇略低于平均水平，而四川接近平均水

平，广西与江西入境旅游创汇能力稳定，贵州、四川则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基于研究结果，在不考虑旅游资源功能叠加、冲突等关系前提下［４］，本文建议如下：（１）泛珠九省联
合香港、澳门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形成以湖南、江西为主体的红色旅游文化带、大珠三角的现代城市旅游

风光带、海南的热带海岛风情风光带、闽桂湘的自然山水风光带和四川的世界遗产集群带，以此为基础

形成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品牌，提出代表本区域旅游文化特色的宣传口号，进而增强旅游目的地对有支付

能力的海外游客的吸引力，把较快的入境旅游转化为旅游总体创汇优势，扭转入境人均创汇优势下降趋

势。（２）泛珠各省之间应加大协调力度，立足特色旅游资源，塑造地域文化特征鲜明的旅游形象，开发
互补性强或多样化的旅游产品，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和创新，提高旅游产品的国际化水平和入境旅游服

务的质量，从而优化海外客源市场结构和增强国际游客对泛珠三角旅游目的地价值的认同。（３）广西、
贵州、四川、云南应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除福建、广东外，各省加快住宿、餐饮、邮电通讯与娱乐等部

门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提高服务质量；针对海外客源市场类型采取差别对待，以提升有支付能

力的海外游客占全体旅游者的比例，如结构地位重要、竞争力偏离分量大的优势型客源市场，应作为重

点营销目标市场，加大开拓力度，做好市场调研，掌握游客出游趋势和需求信息，开发适销对路的旅游文

化产品，防止其进入衰退期，市场份额较低而竞争力效果指数大的潜力型客源市场，应设计彰显文化差

异和个性化需求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使其发展为优势型市场；对于结构地位较重要而竞争力偏离分

量小或者负的潜在衰退或衰退型客源市场，基于成本效益角度决定是否有必要分析不利演变的原因及

改变的补救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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