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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国内旅游规模区域差异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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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区域研究对象,以各个地级市的国内游客量为基础数据,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地理集

中数、相对发展率等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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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广西

国内旅游规模绝对差异由2003年的295.74增加到2009年的740.10,国内旅游规模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而相对差

异则在波动中缩小,从2003年的0.912下降到2009年的0.864。从时间上看广西国内旅游规模总体差异在不断缩

小﹐但空间上区域旅游规模集中程度较高﹐且梯度差异明显。在此基础上,选取人均GDP、2A及以上景点数、公路

铁路总里程、旅行社数等相关指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国内旅游规模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地区人均

GDP与区域国内旅游规模差异关联度最大,达到0.870;其次是旅行社数、2A及以上景点数、公路铁路总里程、星级

饭店数、旅游部门职工数,关联度分别为0.7308、0.7112、0.6936、0.6762、0.6235,可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旅游

资源条件、交通条件等因素对旅游规模差异的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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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随着广西旅游业的发展,国内旅游规模也得到

了迅速增长;但由于旅游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交通区位、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相关条件的差

异,广西旅游规模分布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对广西

国内旅游规模的地区差异研究,不仅可以认识区域

旅游规模差异现状、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而且对制

订有效的区域旅游规模差异调控政策,促进广西旅

游业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主要

有:敖荣军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中国旅游业区域差

异[1];陆林、余凤龙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中国省

际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总体水平及变化的空间结构

特征[2];吕帅以地理集中指数为指标,测算了各省区

市游客数量地理集中度变化趋势及过程[3];陈秀琼

采用Theil系数测量中国入境旅游时间尺度上的地

带间、地带内、省际差异变化状况[4];姜海宁采用标

准差、变异系数、Theil系数等分别分析了江苏入境

旅游的总体差异和地带间、地带内、市际差异[5];靳

诚采用Theil系数分析浙江省入境旅游区域差异,
认为浙江入境旅游地带内差异主要是北部地区差异

构成的[6];卫红采用标准差、地理集中数等指标,分
析了陕西省11个地市旅游空间差异[7]等。

以上研究主要从大区域间及省份间旅游差异和

入境旅游差异角度入手,而对省域内旅游差异的研

究较少,以广西作为研究对象就更少,仅有甘永

萍[8]、韦福巍[9]、谢莲花[10]等对广西入境旅游发展

差异做了系统研究。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内

旅游已成为旅游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国内旅

游与入境旅游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在借

鉴前人的基础上,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对2003—2009年广西国内旅

游规模的区域差异及演变进行研究,以期得出的结

论能够促进广西国内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研究区域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珠江流域上游,该地区具

有奇特的喀斯特地貌,灿烂的文物古迹,浓郁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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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是我国西南一个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大省区。
广西旅游产品包涵了红色旅游、会展旅游、观光旅

游、边 境 旅 游 等;据 广 西 旅 游 局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03—2009年广西旅游总收入由204.33亿元上升

到700.95亿元,翻了1.77番;接待游客总人数由

1146.201万人上升到3038.27万人,增长了2.65
倍。
2.2数据来源

本文以广西14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考虑到数

据的 可 获 得 性、可 比 性 和 可 操 作 性,笔 者 选 取

2003—2009年广西各个地级市的国内游客流量作

为分析广西各市旅游规模差异的指标数据;分析的

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2004—2010)、
2003—2009年各地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等资料。
2.3研究方法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采用标准差、
变异系数、地理集中指数、相对发展率和各市旅游规

模与全区平均旅游规模的比值等方法和理论来分析

广西旅游规模差异的时空演变。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是分别测定区域旅游规模总

体水平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重要指标。标准差是

衡量地区旅游规模绝对离散程度的重要指标,其公

式为[11]

S=
∑
n

i=1

(xi-x)2

n-1
式中S为标准差,n为城市个数,xi为第i个城市国

内旅游人数或入境旅游人数,x 为当年国内旅游人

数或入境旅游人数的平均数。
变异系数是衡量地区旅游规模相对离散程度的

重要指标,是标准差与其相应的平均数之比,可以消

除价格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其公

式为[11]

Cv=S
x =1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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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xi-x)2

n-1
式中Cv为变异系数,n 为城市个数,x 为平均数。

变异系数大,说明离散程度大;变异系数小,说明离

散程度小。
地理集中数g是衡量旅游地游客城市分布的重

要指标,g越接近100,游客越集中于一个或某几个

城市;g值越小,游客越分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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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j表示第j个城市国内旅游人次数(入境旅游

人次数),P 表示广西国内旅游人次数(入境旅游人

次数)。
相对发展Nich是测度各区域在某一时期内旅

游规模的变化与同一时期全区平均旅游规模的变化

的关系

Nich=
(Y2i-Y1i)
(Y2-Y1)

式中Y2i和Y1i分别代表第i个地区在时间2和时间

1的旅游规模;Y2 和Y1 分别代表广西在时间2和时

间1的旅游规模的平均值。

3区域旅游规模差异时空演变分析

3.1旅游规模绝对差异分析

2003—2009年广西国内旅游人数发展迅速,从
2003年的4540.35万人增长到2009年11987.77
万人,增长164%,年均增长23.43%;反映旅游规模

绝对差异的标准差从2003年的295.74逐步上升到

2009年的740.1,增长了15.03%;2003年,国内游

客接待量居首位的南宁(1142.71万人次)是游客接

待量最少城市防城港(113.59万人次)的10.06倍;
2009年南宁的国内旅游游客量(3071万人)是最少

接待量的来宾市(300.07万人)10.23倍,这表明广

西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正在呈扩大的趋势。
3.2旅游规模相对差异分析

7年期间,反映旅游规模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

总体上呈缩 小 趋 势,从2003年 的0.912下 降 到

2009年 的0.864,降 幅 为5.26%。在2001年 和

2008年,呈阶段性上升,其余年份都处于下降趋势,
在2007年达到了最低点;从这可以看出,广西国内

旅游规模的相对差异不断缩小。

表1 2003—2009年广西旅游规模总体差异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标准差系数 295.74 365.19 411.88 463.74 516.65 632.89 740.10

变异系数 0.912 0.928 0.888 0.878 0.846 0.915 0.864

地理集中指数 35.58 35.86 35.18 35.00 34.48 35.63 34.78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04—2010)》计算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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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旅游规模集中度差异分析

地理集中指数能够较好反映游客人数在区域的

空间分布,其值越大,说明游客人数的集中性强,区
域旅游规模差异越大;反之,区域规模差异越小。从

表1中可以看出,2003—2009年间,广西旅游规模

地理集中指数总体上处于不断缩小的态势,但存在

较小的波动。整体上从2003年的35.58缩小到

2009年的34.78,2004、2008年比上年有所上升的

情况。可以看出,总体上广西旅游规模差异不断缩

小。广西旅游规模地理集中指数的不断缩小并且都

低于40,说明了广西国内旅游将由集中向分散发展

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基
础设施的相继完善及各地市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广
西各地市国内旅游得到蓬勃发展,区域差异在不断

减小。

3.4旅游规模相对发展率差异分析

本文引入相对发展率指标来反映广西各地市旅

游规模相对发展的差异,并以2006年为界,把旅游

规模分为2003—2006年和2006—2009年两个时间

段,来分析各地市相对发展差异的演变。
表2表明,2003—2009年广西各地市旅游规模

的相对发展率呈现出层次差异。2003—2006年,南
宁、桂林、柳州、百色旅游规模的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其余10个地级市相对发展率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南宁、桂林的相对发展率远高于其他地市,柳
州、百色次之,玉林、梧州的发展速度较为接近、北
海、贵港、贺州、河池归为一类,钦州、来宾、防城的发

展速度最慢。2006—2009年,南宁、桂林、柳州、北
海和百色的相对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

南宁由于其区位、交通、经济等优势,相对发展率远

高于其他地市达到3.64;其次贵港、崇左、梧州、钦
州、防城港处于第二层次;玉林、贺州、来宾为第三

层次。
对两个时间段对比发现,相对发展率增加的城

市有北海(0.52)、河池(0.37)、钦州(0.34)、防城港

(0.39)、贵港(0.02),其中北海的相对发展率增加到

1.02,高于全区的平均水平;但是桂林、柳州、玉林、
崇左、梧州、来宾等城市的相对发展率都有不同程度

的减少。这由于南宁国内旅游的发展较为成熟,并
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处于全区的领先地位;桂林、
柳州等地旅游发展速度有所放缓;防城港、北海、河
池和钦州发展速度加快。

表2 广西各地市旅游规模的相对发展率

地区 相对发展率(2003—2006) 相对发展率(2006—2009) 地区 相对发展率(2003—2006) 相对发展率(2006—2009)

南宁 3.42 3.64 崇左 0.66 0.50

桂林 2.05 1.87 贺州 0.58 0.37

柳州 1.49 1.08 河池 0.51 0.88

北海 0.50 1.02 梧州 0.96 0.59

玉林 0.86 0.37 钦州 0.28 0.62

贵港 0.53 0.55 来宾 0.43 0.23

百色 1.41 1.57 防城 0.32 0.71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04—2010)》计算整理得到。

3.5旅游规模空间差异分析

通过各地市旅游规模与全区旅游规模平均水平

的比值(表2),分别以比值1、0.5为界限,可以看出

各地市间旅游规模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旅游规模较

大的地市,主要有南宁、柳州、桂林、百色,其旅游规

模高于全区旅游规模的平均水平;旅游规模中等的

地市,主要有梧州、北海、贵港、玉林、河池、崇左,其
旅游规模低于全区旅游规模的平均水平;旅游规模

较小的地市,主要有防城港、钦州、贺州、来宾,其旅

游规模远远低于全区旅游规模的平均水平。

2003—2009年,南宁、柳州、桂林的比值一直大

于1,远高于全区旅游规模的平均水平;其中南宁旅

游规模一直维持在全区平均水平的3.5倍左右;另
外其他地市旅游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2003
年的百色只有全区的66.2%,上升到2009年的

120.6%,高于全区平均水平,进入到旅游规模较大

的行列;这主要是基于近年来全国大力开展红色旅

游的结果。相对于2003年广西各地市旅游规模,

2009年广西各地市旅游规模的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变

化,依然是以南宁、桂林两大旅游区为中心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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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地市旅游规模与全省旅游规模平均水平的比值变化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南宁 3.5243.5253.5003.4843.3703.697 3.586
柳州 1.1761.2501.2941.2971.2861.311 1.226
桂林 2.4972.6192.3822.3242.2962.170 2.022
梧州 0.5080.4570.6470.6810.6860.69340.643
北海 1.1360.9910.9490.8920.9851.004 0.953
防城 0.3500.3890.3660.3380.3170.322 0.488
钦州 0.4210.4200.3800.3660.4950.500 0.467
贵港 0.7110.6570.6330.6390.6510.646 0.613
玉林 0.9520.9040.8710.9180.9550.765 0.713
百色 0.6620.6390.8730.9500.9190.932 1.206
贺州 0.5540.5990.5730.5640.5160.517 0.472
河池 0.5360.5870.5480.5250.5290.633 0.670
来宾 0.4080.4200.3950.4180.4110.221 0.350
崇左 0.5650.5440.5860.6030.5830.587 0.590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04—2010)》计算整理

得到。

3.6区域旅游规模位序演变

以接待国内游客数为指标对广西各地市旅游规

模进行排序,可以看出2003—2009年期间,南宁、桂
林、柳州一直处于前3位(图1),主要是由于南宁是

广西的经济、文化、政治及交通中心,使得国内旅游

处于领先地位;桂林和柳州主要是基于其旅游资源

的独特性和交通等因素,使其依次排二、三位。此

外,北海、玉林、贵港、河池、百色、崇左、梧州,其接待

国内游客数多数年份居于第4到第10位间,其中贵

港、百色的变化较大,贵港由2003年的第6位一直下

降到2009年的第9位;而百色2003年排名第10位,

2009年排名第4位。接待国内游客数规模较小的

钦州、来宾、防城等,其排名靠后,基本居于第11到

14位之间。

图1 2003—2009年广西各地市旅游规模位序变化

4旅游规模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地区旅游规模的因素是多元的、复杂的,在
现有的研究中,学者将规模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归

结为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条件、基础设施、区位

条件、产业结构、闲暇时间、汇率变动等。本文研究

的是国内旅游规模,可以忽略闲暇时间、汇率变动、
社会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同时,鉴于影响因素数

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选取以2006—2009年的

国内旅游客流量(X0)为参考数列,人均GDP(X1)、

2A及以上景点数(X2)、公路和铁路总里程(X3)、星
级饭店数(X4)、旅行社数(X5)、旅游部门职工数

(X6)等6个影响因素为比较数列,对广西国内旅游

客流量与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计算结果如

下(表4)。

表4 广西国内旅游影响因素与国内旅游规模灰色关联度

人均

GDP

2A及以上

景点数

公路铁路

总里程

星级饭

店数

旅行

社数

旅游部门

职工数

0.8700 0.7112 0.6936 0.67620.7308 0.6235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07—2010)》相关数据

计算得到。

由上表可知,广西旅游影响因素与国内旅游规

模的关联度都大于0.6,说明影响因素对旅游规模

的影响都比较显著,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由高到低

排序为:人均GDP(0.8700)、旅行社数(0.7308)、

2A 及 以 上 景 点 数(0.7112)、公 路 铁 路 总 里 程

(0.6936)、星级饭店数(0.6762)、旅游部门职工数

(0.6235)。

4.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旅游地对旅游设施和旅游

资源的开发规模和质量,决定营销的力度[13],因此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接待能力越强,
国内旅游规模相对来说也就越大,所以,以各地级市

的人均GDP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由表4可知,人均GDP对旅游规模的影响比较

显著,并且关联度在6个影响因素中最高(0.8700)。
这表明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旅游地发展影响较

大,也是影响地区旅游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
年人均GDP较高的南宁、柳州、桂林,3个地级市所

接待的国内旅游游客达到5852.05万人次,占全区

全年接待国内游客的48.82%;而地区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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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低的梧州、河池、贺州、贵港等地,旅游规模相对

较小。

4.2旅游资源条件

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是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旅游资源分布的空间差

异,导致了地区国内旅游规模的差异。由表4可知,

2A及以上景区数对旅游规模影响显著(0.7112);
据统计,2009年广西拥有2A及以上景区数110个,
但空间分布很不平衡;桂林居首位,拥有35处,其次

是南宁18处,贵港最少2处。以各地区的旅游规模

占全区全年旅游规模的比重和各地区的2A及以上

景点数占全区总景点数的比重,绘制“线-柱状图”;
从图2中可以看出,旅游景点数与旅游规模存在着

同向性,2A及以上景点数较多的南宁、桂林、柳州等

地,其国内旅游规模也较大;而2A及以上景点数偏

少的梧州、贵港、钦州等地,其国内旅游规模也较小。

图2 广西2A及以上景点数与国内旅游规模的关系

4.3旅游相关基础设施

旅游相关基础设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

提,其中饭店和交通尤为突出。饭店是接待游客的

主要场所,其服务质量、星级等级等是影响旅游规模

的主要因素之一;区域的交通条件是衡量地区基础设

施水平和景区可进入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旅游规模

的影响也很大。所以,采用星级饭店数、铁路公路总

里程来分别代表住宿业发展水平、旅游交通条件。
分析结果表明,公路铁路总里程(0.6936)、星

级饭店数(0.6762)与国内旅游规模存在着较高关

联度。这说明旅游相关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对旅游

规模的影响很大。截止2009年年底,广西星级饭店

共有416家,其中五星级饭店13家,四星饭店46
家,但区域分布很不均衡。从表5中可以看出,南宁

市的星级饭店最多,其次是桂林市,再次是柳州市,这
与南宁、桂林、柳州3市接待国内旅游规模相一致。

近年来,广西不断加大对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

设施的建设力度,已经初步建立适应旅游业发展的

交通网络,但是各个地区的交通差异依然明显。其

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南宁和桂林,已经拥有国际机场、
发达的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已经成为旅游的重要

目的地和游客集散中心,每年接待的国内旅游规模

处于全区的第一、二位,占全区的40.1%;而交通欠

发达的贺州、来宾、河池等地,国内旅游规模相对

较小。

表5 广西地级市星级饭店数及占全区比重

地区
星级饭

店数/个

占全区

比重/%
地区

星级饭

店数/个

占全区

比重/%

南宁市 85 20.43 贵港市 19 4.57

柳州市 25 6.01 玉林市 20 4.81

桂林市 73 17.55 百色市 20 4.81

梧州市 21 5.05 贺州市 18 4.33

北海市 37 8.89 河池市 34 8.17

防城港市 16 3.85 来宾市 10 2.40

钦州市 18 4.33 崇左市 20 4.81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统计年鉴2010》相关数据计算整

理得到。

4.4旅游服务水平

良好的旅游服务水平和高素质的旅游从业人员

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采用旅行社数

和旅游部门职工数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旅游服务水

平。从表4中可知,旅行社数和旅游部门职工数对

国内旅游规模的关联度,分别达到0.7308、0.6235;
这表明这两个因素对旅游规模的影响显著。但地区

间不同的旅游服务水平,广西旅游规模在地理区域

上也呈现空间差异(图3)。以各地区的旅游规模占

全区全年旅游规模的比重、各地区的旅行社数占全

区旅行社数的比重及各地区旅游部门职工数占全区

旅游部门职工数的比重,绘制“线-柱状图”;从图3
中可知,旅行社数和旅游部门职工数较多的南宁、柳
州、桂林、北海等地,其国内旅游规模较大;而旅游服

务水平较低的来宾、防城港、钦州等地,其国内旅游

规模也相对偏小。

图3 旅行社数、旅游部门职工数与国内旅游规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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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

本文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地理集中指数、相
对发展率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对广西国内

旅游规模区域差异演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1)2003—2009年,广西国内旅游规模绝对差异呈扩

大趋势,相对差异在波动中缩小;2)空间上,虽然广

西国内旅游规模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但旅游规模集

中程度很高,且区域旅游规模梯度很大;3)广西国内

旅游规模的区域差异,主要是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旅游服务水平、旅游资源条件及相关基础设施等因

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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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egionalDisparityofScaleofDomesticTourisminGuangxi

BIYan1,XUHong-qiong2,CHENQiao2

(1.CollegeofResourceandEnvironmentalScience;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

GuangxiTeachersEducationUniversity,Nanning530001,China)

Abstract:Takes14citiesofGuangxiAutonomousRegionasexample,usesthenumberofdomestictourismasthebasicdata,

andthenanalyzesthedifferencescaleofdomestictourismandthespace-timeevolutionofscaleoftheGuangxidomestictourism
from2003to2009bythemethodsofstandarddeviation,coefficientofvariation,geographycentralizedindexandrelative
changerate.Theresultsshowedthat:Guangxidomestictourismscaleisgoingthroughanabsolutedifferenceofincreasesfrom
295.74in2003to740.10in2009,andabsolutedifferencescaleofthedomestictourismhasbecomeenlargedyettherelative
differencelessensinfluctuationdownfrom0.912in2003to0.864in2009.Inthetimedimension,wecouldseethattheover-
alldifferenceinGuangxidomestictourismscaleisshrinking,however,inthespacedimension,thescaleoftheregional
tourismishighlyconcentrated,plus,thegradientdifferencesaremoreobvious.Basedonthis,theauthorselectstheindex
numberslikepercapitaGDP,thenumberof2Aandabovescenicspots,thetotalofmileageofthehighwayandrailway,the
numberofstarhotel,thenumberofstaffintravelagencies,andtheircorrelationdegreeare0.7308,0.7112,0.6936,0.676
2,0.6235respectively.Therefore,itisfairenoughtosaythatthefactorslikethedegreeof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

situationofthetourismresourcesplusthetrafficconditionsandsoonhavemadealotimpactonthescaledifferenceoftourism.
Keywords:scaleofdomestictourism;regionaldisparity;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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