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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锡尔系数的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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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熵权TOPSIS法计算得出西部12省2008—2009年旅游竞争力值,以旅游业绩竞争力、旅游潜力竞争力、旅游

支持竞争力和旅游综合竞争力4方面多角度反映西部各省的旅游竞争力情况,并以旅游综合竞争力为参考标准进行系统

聚类操作。利用锡尔系数法对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的整体差异、层次内差异和层次间差异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

示:2008年、2009年四川旅游综合竞争力为1.7248、1.7827,而2008年西藏只有0.5789,2009年青海仅有0.9054,可
见西部12个省的旅游综合竞争力差异强度出现两极化现象;2008年和2009年旅游潜力竞争力的整体锡尔系数值分别为

2.9845、2.6804,明显大于旅游业绩竞争力和旅游支持竞争力的整体锡尔系数值,因此旅游潜力竞争力是影响西部旅游

竞争力差异的主要因素;从2008—2009年,各指标所对应的整体锡尔系数值和层次间锡尔系数值值逐步变小,如旅游综

合竞争力的整体锡尔系数值由2.5361降低为2.4467,其层次间锡尔系数值由2.5333降低到2.4454,可知旅游竞争力

差异强度随着时间有减弱的趋势;同时,在区位分布上有着明显的同层次集中分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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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是中国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蕴含

着丰富、独特、高品位的旅游资源。自国家“西部大开

发”战略实施以来,旅游业作为“有特色的优势产业”,
已经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产业,提升了地区竞争

力,且旅游竞争力已经成为地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基于西部整体区域范围,其内部旅游竞争力发展

的协调性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有必要了解西部地区

各省份之间旅游竞争力的差异表现,更清楚地认识各

省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以实现西部地区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学者在旅游竞争力差异研究方面取得了丰

富的成果。Enright以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

为研究对象,采用t检验方法讨论了4者的旅游竞争

力是否存在显著差异[1]。李玲从旅游资源、旅游企业、
政府等相关方面对中国东、西部的旅游竞争力进行了

对比研究,认为西部旅游的发展整体落后于东部。曹

艳英评价了山东省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的旅游竞争

力,直接以各城市的绝对旅游竞争力得分值进行了差

异分析与描述[2]。尹优等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并

分析了影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4个城市旅游竞争力差

异的因素。李航飞利用空间自相关理论,对广东省区

域旅游竞争力空间差异进行分析[3]。汪德根运用层次

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通过市场、效益、贡献、资源、设
施、人才、经济、交通和环境等9个细分指标揭示东部

沿海3大旅游圈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4]。张广海

运用空间比较分析的方法,以中国4大经济板块为研

究对象,对区域间及区域内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区域差

异进行了分析[5]。毕燕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地理集

中数、相对发展率等方法,对广西14个地级市从时间

和空间上分析了2003—2009年广西区域旅游规模差

异变化状况[6]。其他关于旅游竞争力差异研究的内

容,多是学者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旅游竞争力评价之

后简单的定性描述[7-16]。
综上所述,国内外旅游竞争力差异研究内容主要

包括旅游资源、旅游企业、政府、市场、设施、人才、经
济、交通和环境等,而研究手段则常用因子分析、聚类

分析以及空间比较分析等方法,形成的分析结果多是

以定性方式描述。所以,本文将尝试运用系统聚类分

析法和锡尔系数法,分别从旅游业绩竞争力、旅游潜力

竞争力、旅游支持竞争力以及旅游综合竞争力4个方

面,定量分析西部12省的旅游竞争力差异。

1研究方法

锡尔系数法最早是由Theil于1967年研究国家

* 收稿日期:2012-10-23  网络出版时间:2013-03-16 13:37
作者简介:文艳,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E-mail:wendy.5092@163.com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0.1165.N.20130316.1337.201302.128_028.html



之间的收入差距时首先提出来的。经过学者们的不断

改进,此方法已在差异分析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
人口分布差异、灾害分布差异、区域经济差异等方

面[17-19],因此,文章将此方法延伸应用到省际旅游竞

争力差异研究领域。但由于锡尔系数方法中包括内部

差异分析,需要根据旅游竞争力水平对西部12省进行

分类,所以文章将使用系统聚类分析法来辅以锡尔系

数方法对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差异进行分析。
聚类分析是依据样品之间的相似性进行分类的多

元统计分析方法,本文采用系统聚类法。根据反映各

省旅游竞争力的分指标值和总指标值进行系统聚类操

作,通过对比分析由不同层次分类得出的结果,而选择

确定科学合理的分类层次。
锡尔系数法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差异

分析方法,可用来分析区域总体差异、区际差异和区内

差异变化的情况,及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对区域

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20]。其锡尔系数计算公式为

I(O)=
∑
n

i=1
logy

yi

n
式中,yi 是第i 区域的旅游竞争力得分值,y表示旅游

竞争力平均得分值,y=
∑
N

i=1
yi

n
。I(O)表示锡尔系数

值,I(O)越大,就表示各地区间旅游发展水平差异越

大;反之,I(O)越小,就表示各地区之间旅游发展水

平差异越小。
为进一步分析西部旅游竞争力层次间的差异和层

次内的省际差异,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对锡尔系数进行

一阶段分解,其计算公式为

I(O)=∑
m

j=1
I(O)j+∑

m

j=1
log1Vj

式中,∑
m

j=1
I(O)j 表示每一组内各省份之间的旅游竞

争力差异,即省际差异。∑
m

j=1
log1Vj

表示各组之间的旅

游竞争力差异,Vj表示第j 组旅游竞争力得分值占整

个西部地区的比重。

2数据来源

目前,旅游竞争力研究已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阶

段。无论是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还是旅游竞争力评

价方法,众多学者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

的成果[4,7-11]。由于本文主要是介绍锡尔系数法在旅

游竞争力差异分析方面的量化分析,所以文章将采用

芮田生等[13]构建的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熵权

TOPSIS评价方法,以2008、2009年中国西部12省旅

游统计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分别计算得出中国西部12
省旅游综合竞争力、二级指标值(包括旅游业绩竞争

力、旅游潜力竞争力和旅游支持竞争力),计算过程省

略,结果见表1。

3结果分析

3.1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聚类分析

文章将分别以2008、2009年西部12省的旅游综

合竞争力值作为分类参考标准,利用SPSS17.0分析

软件中的欧氏距离平方(Squaredeuclideandistance)
度量西部12省之间旅游产业竞争力的相似程度,用
Ward连接法(Wardlinkage)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将西

部省份划分为4个层次,见表2。

表1 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得分及排名

地区

B1 业绩竞争力 B2 潜力竞争力 B3 支持竞争力 A 综合竞争力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四川 0.5722 3 0.6235 2 0.6260 1 0.5934 1
云南 0.5921 2 0.6580 1 0.5954 2 0.5597 2
贵州 0.6132 1 0.5834 3 0.3227 8 0.3969 5
西藏 0.1461 12 0.4806 8 0.0870 10 0.1246 10
重庆 0.4982 5 0.5283 6 0.4704 3 0.4565 3
陕西 0.4908 7 0.5182 7 0.4129 4 0.4210 4
甘肃 0.4402 8 0.4471 10 0.2870 9 0.3013 9
青海 0.3847 11 0.4255 12 0.0866 11 0.0833 11
新疆 0.4310 9 0.5515 4 0.3263 7 0.3415 8
宁夏 0.4216 10 0.4317 11 0.0258 12 0.0709 12
内蒙 0.4930 6 0.4748 9 0.3551 6 0.3660 7
广西 0.4982 4 0.5417 5 0.3662 5 0.3912 6

0.5265 2 0.5658 3 1.7248 1 1.7827 1

0.4401 7 0.4693 8 1.6274 2 1.6870 2

0.4354 8 0.4737 7 1.3714 5 1.4540 6

0.3458 11 0.3590 11 0.5789 12 0.9641 11

0.5662 1 0.6064 1 1.5348 3 1.5912 3

0.4724 5 0.5529 4 1.3761 4 1.4922 4

0.2035 12 0.3196 12 0.9307 9 1.0680 9

0.4131 9 0.3966 9 0.8843 11 0.9054 12

0.3796 10 0.3959 10 1.1369 8 1.2889 8

0.4559 6 0.4814 6 0.9033 10 0.9840 10

0.5182 3 0.5899 2 1.3662 6 1.4308 7

0.4821 4 0.5304 5 1.3466 7 1.4633 5

  注:原始数据来自《2009/2010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9/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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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8、2009年西部12个省份旅游综合竞争力聚类结果

地区
2008年 2009年

排名 层次 强弱 平均值 排名 层次 强弱 平均值

四川 1 Ⅰ + + + +

云南 2 Ⅰ + + + +

重庆 3 Ⅰ + + + +

陕西 4 Ⅱ + + +

贵州 5 Ⅱ + + +

内蒙 6 Ⅱ + + +

广西 7 Ⅱ + + +

新疆 8 Ⅲ + +

甘肃 9 Ⅲ + +

宁夏 10 Ⅲ + +

青海 11 Ⅲ + +

西藏 12 Ⅳ +

1.6290

1.3651

0.9638

0.5789

1 Ⅰ + + + +

2 Ⅰ + + + +

3 Ⅱ + + +

4 Ⅱ + + +

6 Ⅱ + + +

7 Ⅱ + + +

5 Ⅱ + + +

8 Ⅲ + +

9 Ⅳ +

10 Ⅳ +

12 Ⅳ +

11 Ⅳ +

1.7349

1.4863

1.2889

0.9804

  注:++++表示最强型;+++表示强劲型;++表示较强型;+表示一般型。

  由表2可得,2008、2009年4个层次的旅游综合

竞争力得分均值比值分别为2.81∶2.36∶1.66∶1
和1.77∶1.52∶1.31∶1。比较相邻层次间差异发

现:2008年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比值为1.66∶1,旅游综

合竞争力水平差距最大,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比值为

1.20∶1,旅游综合竞争力水平差距最小;2009年相邻

层次间差异就较小,且相对稳定,第一层和第二层、第
二层和第三层的比值均为1.20∶1,第三层和第四层

的比值相对较大,为1.30∶1。可见,各层次的差距比

较明显,说明4个层次的分类结果具有合理性。
3.1.1时间角度分析 由表2可知,2008、2009年西部

12省的旅游综合竞争力排名顺序有所不同,层次结构

也有所差异,且各层次的平均综合竞争力呈现出递增

的趋势。对比2008年的层次结构,2009年重庆从第

一层降到第二层,甘肃、宁夏、青海从第三层降到第四

层。但根据表1中显示的综合竞争力值,以上4省的

旅游竞争力都有所提升,所以只是相对的下降。在

2008—2009年旅游竞争力提升的进程中,重庆相对四

川和云南两省来说,其旅游竞争力的提升较为缓慢,而
在甘肃、宁夏和青海3省的追赶下则旅游竞争力水平

就更加接近,进而分类到同一层次。其中,新疆旅游竞

争力水平的提升表现最突出,绝对提升了0.15个点,
拉开了与甘肃、宁夏和青海的距离。也正因为如此,旅
游竞争力提升较慢的甘肃、宁夏和青海3省落入到第

四层的行列,但这也并不代表就是它们的退步,因为西

藏的综合竞争力也有很大的提升。
在层次结构中,2008和2009年的第一层次都包

含四川和云南,且两省的旅游综合竞争力都在1.60以

上,排名也居前两位,是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竞争力最强

的省份。2008年第二层次包括陕西、贵州、内蒙和广

西,综合竞争力得分在1.34~1.37之间;2009年的第

二层则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了重庆,得分值在1.50
左右,该层次为为旅游竞争力较强型。新疆在2009年

独立为第三层,旅游综合竞争力值为1.2889;而2008
年时的第三层还包括甘肃、宁夏和青海,旅游综合竞争

力值在0.90~1.13之间,为旅游竞争力较强型。西藏

在2008年独立为第四层,旅游综合竞争力值为0.5789;
2009年的第四层扩充为西藏、甘肃、宁夏和青海四个

省,综合竞争力得分在0.90~1.10之间,即该层的旅

游竞争力表现一般。
3.1.2空间角度分析 根据以上的聚类分层结果,绘
制2008年、2009年西部12个省份旅游竞争力强度的

空间分布图,见图1。
从2008年和2009年西部区域整体观察可发现,

由东至西,各省旅游竞争力强度都几乎呈现出递减的

趋势。然而,从局部来看,西部区域中西南地区的旅游

产业竞争力有着突出的表现,如四川和云南两省的竞

争力强度都属于最强型;而西北地区的表现则相对较

差,其旅游产业竞争力强度主要是较强型和一般型。
而由北向南的方向上,各省的旅游竞争强度则有着由

强到弱的空间变化特征。
3.2基于锡尔系数法的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差异分析

根据锡尔系数方法(m=4),分别计算得出2008、
2009年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4个层次内和层次间在

综合竞争力(A)、业绩竞争力(B1)、潜力竞争力(B2)和
支持竞争力(B3)4个方面的差异表现,见表3、4。其

中,I(O)越大,则差异越大。
根据表3、4,对比旅游综合竞争力(A)、业绩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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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8、2009年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强度空间分布图

力(B1)、潜力竞争力(B2)和支持竞争力(B3)4个指标

对应各层次和层次间的I(O)可发现,西部地区旅游竞

争力水平差异主要表现层次间的差异,其中层次间的

锡尔系数贡献率多数在99%以上,除了2008年和

2009年在潜力竞争力(B2)层次间的锡尔系数贡献率

相对较小。而每一层次内部省际差异相对较小,贡献

率基本小于1%。由于2个年份的聚类结果中都出现

了分层中只有一个省份的现象,即2008年仅西藏为第

四层,2009年仅新疆为第三层。所以,在锡尔系数分

析结果中,2008年第四层和2009年第三层的内部差

异不存在,则I(O)为0。

3.2.1整 体 角 度 的 差 异

分析 据表3、4显示,
2008年西部12省在综

合竞争力(A)、业绩竞争

力 (B1)、潜 力 竞 争 力

(B2)和支持竞争力(B3)
的整体锡尔系数值I(O)
在2.4553~2.9845之

间,而2009年的范围则

是2.4242~2.6804。
对比2008和2009年以

上4 个 方 面 对 应 的 I
(O),可发现2009年的

数值都相对较小。因为

I(O)越大差异越大,所
以可确定,西部12省之

间的旅游竞争力差异将

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不断

减弱,这正符合社会经济

发展趋势。其中,单从综

合竞争力(A)的整体锡

尔系数值情况来看,也能

得出同样的答案。
从具体年份来分析,

2008年 中 业 绩 竞 争 力

(B1)是影响整体差异的

主要因素,其高达2.984
5的I(O),与其他项拉

开了0.5个单位的距离。
而在支持竞争力(B3)方
面 的 差 异 最 不 明 显,I
(O)只 有 2.4553。在

2009年旅游竞争力差异

分析中,业绩竞争力(B1)
仍然是主要影响因素,但

对比于2008年,I(O)已减少到2.6804。2009年的业

绩竞争力(B1)的差异度有了明显降低,且在整体中的

差异贡献最小,其I(O)仅为2.4242。
3.2.2层次角度的差异分析 1)层次内部差异分析。
从层次内部的角度来看,由于2008年的第四层和

2009年的第三层都只有一个省份,所以其层次内部差

异就不再讨论了。
对于2008年来说,第一层内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潜力竞争 力(B2),四 川 和 云 南 的 潜 力 竞 争 力 值 在

0.6000左右,而重庆只有0.4704,这是因为在潜力

竞争力8个衡量指标中,重庆只有体现旅游人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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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8年西部12省4个层次旅游竞争力差异锡尔系数I(O)及比重

2008指标 整体锡尔系数
第一层贡献 第二层贡献 第三层贡献 第四层贡献 层次间贡献

I(O) 比重 I(O) 比重 I(O) 比重 I(O) 比重 I(O) 比重

A 2.5361 0.0005 0.0194 0.0000 0.0000 0.0022 0.0886 0.0000 0.0000 2.5333 99.8914

B1 2.6167 0.0012 0.0455 0.0020 0.0755 0.0006 0.0216 0.0000 0.0000 2.6130 99.8574

B2 2.9845 0.0033 0.1098 0.0017 0.0567 0.1785 5.9822 0.0000 0.0000 2.8010 93.8513

B3 2.4553 0.0024 0.0974 0.0008 0.0339 0.0192 0.7833 0.0000 0.0000 2.4328 99.0854

表4 2009年西部12省4个层次旅游竞争力差异锡尔系数I(O)及比重

2009指标 整体锡尔系数
第一层贡献 第二层贡献 第三层贡献 第四层贡献 层次间贡献

I(O) 比重 I(O) 比重 I(O) 比重 I(O) 比重 I(O) 比重

A 2.4467 0.0002 0.0068 0.0003 0.0123 0.0000 0.0000 0.0008 0.0311 2.4454 99.9499

B1 2.4242 0.0002 0.0065 0.0010 0.0397 0.0000 0.0000 0.0005 0.0201 2.4226 99.9337

B2 2.6804 0.0002 0.0069 0.0012 0.0452 0.0000 0.0000 0.0750 2.7977 2.6040 97.1501

B3 2.4377 0.0019 0.0778 0.0016 0.0667 0.0000 0.0000 0.0050 0.2042 2.4292 99.6514

的2个指标超过了四川和云南。但是业绩竞争力

(B1)和支持竞争力(B3)的锡尔系数相对较小,所以使

得第一层的整体差异不明显,综合竞争力(A)的I(O)
仅为0.0005,说明四川、云南和重庆的综合旅游竞争

力水平还是比较相当。第二层中业绩竞争力(B1)和
潜力竞争力(B2)的I(O)相对支持竞争力(B3)的较

大,但都只处在0.0010左右的水平。在本文计算精

确度要求下显示,第二层的整体差异几乎不存在,即综

合竞争力(A)的I(O)为0,说明陕西、贵州、内蒙和广

西四省内部差异小,划分为同一层次具有合理性,彼此

间的综合旅游竞争力差异较小。第三层的整体差异较

为明显,其I(O)为0.0022,其中潜力竞争力(B2)、支
持竞争力(B3)的I(O)为0.1785、0.0192,说明新疆、
甘肃、宁夏和青海的综合旅游竞争力差异较大,但整体

上还是具有同类性。
2009年的第一层中,由于四川和云南的支持竞争

力值分别为0.5658、0.4693,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

该层中支持竞争力(B3)的I(O)达到了0.0019,成为

影响该层内部差异的主要因素。第二层的业绩竞争力

(B1)、潜力竞争力(B2)和支持竞争力(B3)的I(O)分
别都在0.0012左右,则该层的重庆、陕西、贵州、内蒙

和广西5省的整体差异比较第一层就更大。第四层内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潜力竞争力(B2),其I(O)为0.0750。
其中甘肃、宁夏、青海和西藏的潜力竞争力值在0.0700~
0.3400之间,变化幅度较大,所以第四层的综合竞争

力(A)的I(O)达到了0.0008。
2)层次间差异分析。在锡尔系数法应用过程中,

可以直接得出层次间的整体差异值。观察表3中体现

层次间差异的数值可发现,2008年、2009年综合竞争

力(A)、业绩竞争力(B1)、潜力竞争力(B2)和支持竞争

力(B3)的I(O)分别都在2.4000以上的水平,且在整

体差异中所占的比重几乎都达到了99%。2008年的

4个层次之间,潜力竞争力(B2)的差异最大,支持竞争

力(B3)的差异最小,I(O)分别为2.8010、2.4328。
然而,2009年4个层次之间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潜力

竞争力(B2),I(O)为2.6040,而其他方面的I(O)都
只是处在2.4200左右的水平。由此可见,旅游潜力

竞争力(B2)是导致层次间竞争力差异的主要因素。
最后,综合时间和空间角度的分析,旅游发展潜力

是制约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平衡发展的主要因素,则
说明西部12省份旅游资源、旅游服务企业和旅游人才

方面差异较明显,而各省份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旅

游辅助支持系统方面差异相对较小。

4结论

通过利用锡尔系数法从旅游综合竞争力、旅游业

绩竞争力、旅游潜力竞争力和旅游支持竞争力4个方

面分别对2008年和2009年西部区域的4个层次内和

层次间进行了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分解,不仅从西部区

域整体客观地认识了旅游业竞争力现状,还从不同侧

面深化了对区域旅游竞争力空间分布不平衡性的认

识。结合以上关于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差异分析的

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4.1西部12个省的旅游综合竞争力差异强度出现两

极化现象

2008年四川地区的旅游综合竞争力为1.7248,
而西藏只有0.5789;2009年四川和云南的旅游综合

竞争力分别为1.7827、1.6870,而青海仅有0.9054。
所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下,可以重点扶

持像西藏和青海等这种本身旅游资源就丰富且独特的

地区,真正发挥自身的“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实现西部

开发中的旅游产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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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旅游潜力竞争力是影响西部12省之间旅游竞争

力差异的主要因素

文章中体现旅游潜力的因素包括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人才、旅游设施设备(旅行社、旅游饭店)和资金投

入(固定资产)。其中,西部12省旅游资源禀赋和资金

投入的差异较小,而旅游人才和旅游设施设备的发展

失衡是影响西部12省之间旅游潜力竞争力差异的主

要原因,进而导致了比较明显的整体旅游竞争力差异。
表3中显示,在西部整个区域、各层次内部和层次间分

布中,旅游潜力竞争力对应的锡尔系数值都比综合竞

争力、业绩竞争力和支持竞争力的大。
4.3西部12省的旅游竞争力差异强度有逐渐减弱的

发展趋势

对比2008年和2009年在旅游综合竞争力、旅游

业绩竞争力、旅游潜力竞争力和旅游支持竞争力4个

方面对应的整体锡尔系数值I(O),2009年的数值都

明显小于2008年的数值。因为I(O)越大差异越大,
所以可知西部12省之间的旅游竞争力差异将随着时

间的变化有不断减弱的趋势。
4.4从地理区位来看,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差异强度

具有集中分布的特征

由图1显示,具有相近旅游竞争力强度的省份基

本上是成片分布的。2008年、2009年4个层次内部的

构成省份分别都彼此相邻,除了2008年中重庆隔断了

第二层。由于相邻省份之间的地理环境、气候、交通、
消费成本等因素的相似,从而造成了旅游竞争力相近

的现象,以致形成了西部12省旅游竞争力差异强度具

有集中分布的特征。
总而言之,西部12省之间的旅游竞争力差异并未

达到极端现状。通过上述系统分析,更加清晰了各省

的竞争优势或劣势,进而可以对症下药,提升区域整体

发展的协调性。然而,差异是没办法绝对消除,只可能

相对减少,以提高西部区域整体旅游竞争力,这也正是

差异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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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DifferenceofTourismCompetitivenessBasedon
TheilCoefficientin12WesternProvinces

WENYan1,2,ZHENGXiang-min2,LIYong-quan2

(1.TourismCollegeofChongqing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s,Chongqing402160;

2.SchoolofTourism,HuaqiaoUniversity,Quanzhou362021,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usestheentropyTOPSISmethodtoobtainthetourismcompetitivenessvalueofthe12westernprovincesin
2008and2009,andrevealsthewesterntourismcompetitivenessfromthefouraspectsoftourismperformancecompetitiveness,

tourismpotentialcompetitiveness,tourismsupportcompetitivenessandtourism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andthenmakes
systemclusteringoperationusingthetourism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forreferencestandards.Then,thispaperusesTheil
coefficientmethodtomakequantitativeanalysisfromthetourismcompetitivenessoveralldifferences,differenceinlevelanddiffer-
encebetweenlevels.Itfindsthat:in2008and2009thetourism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ofSichuanProvincewere1.7248
and1.7827,butthetourism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inXizangandQinghaiwereonly0.5789and0.9054respectively.
Thenthestrengthoftourism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differencein12westernprovincesappearedpolarizationphenomenon;

thetotalI (O)softourismpotentialcompetencerespectivelywere2.9845,2.6804in2008and2009thatweregreaterthanthe
totalI (O)softourismperformancecompetitivenessandtourismsupportcompetitiveness,sothemainfactorsinfluencingthe
tourismcompetitivenessdifferencewastourismpotentialcompetenceinwestern.From2008to2009,I (O)sofallindexesintotal
andlayershadbecomesmaller,suchasthetotalandlayer’sI (O)oftourism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changedfrom2.5361to
2.4467andfrom2.5333to2.4454.Itshowedthatthestrengthoftourismcompetitivenessdifferencehadaweakeningtrend,and
hadthecharacteristicsofcentralizeddistribution.
Keywords:Theilcoefficient;difference;tourismcompetitiveness;12western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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