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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借助标准差、变异系数、Gini系数、锡尔指数,对2004—2010年广西旅游经济时空差异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广西旅

游经济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但相对差异总体趋势减小,且具有明显的波动性;旅游发展速度不平衡,地域差异显著;旅游

经济发达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湘桂铁路沿线;桂东、桂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广西旅游经济差异及桂中地区内部旅

游经济差异是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广西旅游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本研究

结果能为管理部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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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旅游经济差异是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从国内学者的研究区域看,多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

区[1-8],对西部地区,尤其以广西为研究单元的研究较少。从目前检索到的有关广西旅游经济差异的文献看,多
以静态研究为主[9-10],未能准确揭示广西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及时空演变特征,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引入标准差、变异系数、Gini系数、锡尔指数等方法,以时间为跨度,对广西旅游经济差异进行分析,明确广

西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及时空演变特征,揭示旅游经济差异形成的内在机制,旨在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旅

游发展战略及规划提供参考。

1研究范围及方法

1.1研究范围

到2010年底,广西共设有地级市14个,县级市7个。本文考虑到《广西统计年鉴》中县级市的旅游数据缺

失,不易获得,且7个县级市从行政区划分上已包含在14个地级市中,所以仅选取了广西的14个地级市作为研

究对象,即南宁、柳州、桂林、北海、钦州、防城港、来宾、玉林、河池、百色、贵港、梧州、贺州和崇左。

1.2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包括国内旅游经济差异和国际旅游经济差异,其中,国内旅游经济差异的衡量指标主要

为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经济差异的衡量指标主要为旅游外汇收入,因此,本文选取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

旅游外汇收入3个指标作为研究广西旅游经济差异的衡量指标。本文数据来自《广西统计年鉴2005—2011》。

1.3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学者多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极差系数、Gini系数、锡尔指数等方法,对区域旅游经济差异进行研

究,因此,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选用标准差测度广西旅游经济绝对差异;选用变异系数测度旅游经济相对

差异;选用Gini系数评价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对旅游经济总体差异水平的影响程度;选用锡尔指数测度桂东、桂
中、桂西3大地带内和3大地带间的旅游差异,以及桂东、桂中、桂西3大地带内和3大地带间的旅游差异对广西

旅游经济总体差异水平的影响程度。
标准差系数σ和变异系数V 的公式如下[11]

σ= ∑
n

i=1

(xi-μ)2/n,V=σ
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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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为第i城市的旅游总收入;μ为全省平均旅游收入;n为城市个数;σ值越大,旅游经济绝对差距越大;V
值越大,旅游经济相对差距越大。

Gini系数在体现旅游经济总体差异性的同时,还可以分解为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2个组分,以考察各个组

分对旅游经济总体差异水平的影响程度。公式如下[6][12]

G=2n∑
n

i=1
iyi-n+1

n
,G=∑

k

μk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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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SkCk (2)

式中:G 为Gini系数,yi为i地区旅游总收入所占比重(按升序排列,y1<y2<…<yn);Ck表示第k 组分的Gini
系数,μk、μ分别表示第k组分收入与旅游总收入,Sk即为第k组分收入所占比重;因此SkCk/G×100%即为第k
组分的贡献率。

锡尔指数的公式如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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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表示广西全省城市间的旅游经济差异;Tw表示桂东、桂中、桂西3大地带内城市间的旅游经济差异;TB

表示桂东、桂中、桂西3大地带间的旅游经济差异;Y 和P 分别代表广西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Yi、Pi分别表示i
地带的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Yij、Pij分别表示i地带的第j城市的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

2广西旅游经济时间差异分析

利用广西2004—2010年各市旅游总收入和公式(1)、(2),计算标准差、变异系数、Gini系数,结果如图1、表1。

        
图1 2004-2010年广西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

表1 2004-2010年广西旅游经济Gini系数分解结果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Gini系数

旅游总收入 0.476 0.452 0.435 0.444 0.454 0.41 0.392
国内旅游收入 0.466 0.442 0.423 0.432 0.441 0.401 0.384
旅游外汇收入 0.617 0.584 0.575 0.573 0.583 0.548 0.532

对差异的贡献率/%
国内旅游收入 91.9 91 89.8 88.6 90.3 91.7 92.2
旅游外汇收入 8.1 9 10.2 11.4 9.7 8.3 7.8

  图1表明:2004—2010年标准差系数逐年增大,说明广西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2004—2010年变

异系数与Gini系数总体趋势减小,但不是逐年递减,而是经历了一个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呈波动减小状态,
这说明广西旅游经济相对差异总体趋势减小,但具有明显的波动性。

表1显示:2004—2010年广西国内旅游收入的Gini系数始终小于旅游外汇收入的Gini系数,说明广西国内

旅游发展差异始终小于国际旅游;从年际变化看,2004—2010年,国内旅游及国际旅游发展的差异总体趋势都在

递减;从两个组分对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看,国内旅游所占比重始终超过88.6%,说明国内旅游经济

差异是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3广西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3.1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及演变

广西各市旅游总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可反映各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2004年、2010年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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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旅游总收入分别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相比,结果见表2。

表2 2004—2010年广西各市旅游总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的比率

年份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贵港 玉林 百色 贺州 河池 来宾 崇左

2004 4.24 1.49 2.63 0.43 1.06 0.26 0.34 0.38 0.98 0.56 0.6 0.66 0.32 0.44

2010 3.51 1.33 2.48 0.76 1.03 0.43 0.41 0.52 0.74 0.85 0.56 0.65 0.22 0.55

  依据表2中2004年、2010年的数据,按照比率值>1、0.75-1、0.5-0.75、<0.5的标准,将广西区域旅游经济

发展水平分为4类,即旅游经济发达区、较发达区、欠发达区及不发达区,同时借助GIS软件,生成图2。

      
图2 2004年、2010年广西市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图

从图2可以看出:2004年广西旅游经济发达区包括南宁、桂林、柳州和北海4市,从空间分布上看主要集中

分布在湘桂铁路沿线,与2004年相比,2010年旅游经济发达区所包含的市域数量和分布格局均未发生改变;较
发达区的数目增多,由原来的1个增加至3个,表现为梧州由不发达区演变为较发达区,百色由欠发达区演变为

较发达区;不发达区所包含的市域数量减少,由原来的6个减少为3个,表现为梧州由不发达区演变为较发达

区,贵港、崇左由不发达区演变为欠发达区;欠发达区的数目增多,由原来的3个增加至4个,包括贺州、崇左、贵
港和河池;桂东、桂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明显,表现在崇左、贵港由不发达区演变为欠发达区,梧州由不发达

区演变为较发达区,百色由欠发达区演变为较发达区。

3.2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差异

通过计算广西省内各市旅游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各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差异。2004-
2010年广西各市旅游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计算结果见表3。表3表明:2004-2010年广西旅游经济发展速度不

平衡,地域差异显著。表现为梧州、百色、防城港、钦州、贵港、崇左6市年均增速相对较快,均超过21%,尤其梧

州更快,高达27.4%;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玉林、来宾6市年均增速相对较慢,均小于17.5%,尤其来宾更低,
只有12.9%,不及梧州的一半。旅游落后地区增长迅速,旅游发达地区增长缓慢,是导致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

减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3 2004—2010年广西各市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

南宁 柳州 桂林 梧州 北海 防城港 钦州 贵港 玉林 百色 贺州 河池 来宾 崇左

年均增长率/% 15.9 17.1 17.2 27.4 16.3 23.1 21.4 23.6 14.6 25 17.5 18.3 12.9 23.1

3.3旅游经济差异的分解与演化

依据地理区划,将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分解为桂东地区内部差异、桂中地区内部差异、桂西地区内部差异

和桂东、桂中、桂西3大地带间的差异等4个部分。桂东地区包括桂林、玉林、贺州、梧州、贵港5市,桂中地区包

括柳州、来宾、南宁、钦州、防城港、北海6市,桂西地区包括崇左、百色、河池3市。利用广西2004-2010年各市

旅游总收入及人口数据,借助公式(3),计算锡尔指数,结果如表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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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4—2010年广西旅游经济差异的锡尔指数及分解

年份

全省锡尔指数及其分解 锡尔指数构成比例/%

全省 桂东 桂中 桂西
桂东、桂中、桂西

3大地带间
桂东 桂中 桂西

桂东、桂中、桂西

3大地带间

2004 0.105 0.0348 0.0437 0.0002 0.0263 33.11 41.60 0.19 25.10
2005 0.0945 0.03 0.0419 0.0005 0.0221 31.74 44.34 0.53 23.39
2006 0.0864 0.031 0.0382 0.0012 0.016 35.88 44.21 1.39 18.52
2007 0.0902 0.0355 0.0361 0.0007 0.0179 39.36 40.02 0.78 19.84
2008 0.0904 0.0339 0.0372 0.0005 0.0188 37.56 41.22 0.33 20.89
2009 0.0835 0.0334 0.0336 0.0006 0.0159 40.05 40.29 0.72 18.94
2010 0.0834 0.0328 0.0366 0.0008 0.0132 39.28 43.83 0.96 15.93

图3 2004—2010年广西旅游经济差异

的锡尔指数变化

  表4、图3表明:1)广西全省的锡尔指数和桂东、桂中、桂西3
大地带间的锡尔指数变化相同,总体趋势都在减小,但不是逐年

递减,而是经历了一个下降(2004—2006)-上升(2006—2008)-下
降(2008—2010)的过程,这说明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和桂东、
桂中、桂西3大地带间的差异总体趋势都在减小,但不是逐年减

小,而是波动减小。2)从构成比例看,对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

影响最大的是桂中地区,其占总体差异的比重始终大于40%,且
在波动中呈现一定的减小趋势。桂中地区内部旅游经济差异大

的原因是位于该地区的旅游发达城市南宁、柳州,旅游发展水平

高,旅游总收入份额占全省的比重较大,而同在该地区的来宾、防

城港、钦州旅游发展落后,发展水平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因此,桂中地区内部旅游经济差异很大。同时,由于近

几年防城港、钦州旅游发展速度较快,而南宁、柳州、北海发展速度趋缓,因此桂中地区内部的旅游经济差异呈现

一定的减小趋势。3)桂东地区的锡尔指数在3个地区中居中,接近桂中地区,对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

率始终在30%~41%之间,说明桂东地区内部旅游经济差异也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位于该地区的桂林旅游发

展起步早,发展水平大大高于其它4市所致。从桂东地区的锡尔指数变化看,总体呈下降(2004—2005)-上升

(2005—2007)-下降(2007—2010)的波动状态,变化不大,这说明桂东地区的区内差异近年来变化较小。4)桂西

地区的锡尔指数始终小于0.01,其占总体差异的比重始终低于1.5%,说明桂西地区的区内差异一直很小。桂

西3市目前均处于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旅游业刚开始步入正轨,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因此差异很小。

4广西旅游经济差异的成因分析

4.1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一个地区旅游资源的数量和等级影响着该地区旅游发展的水平[6]。广西旅

游资源极其丰富,但分布很不均衡。截止到2010年,广西共有2A级以上旅游景区133处,其中5A级2处,4A
级71处,3A级52处,从空间分布看,主要分布于湘桂铁路沿线,且多集中于桂林、柳州、南宁3市。2010年桂

林、柳州、南宁3市拥有2A级以上旅游景区75处,4A级景区40处,5A级景区2处,分别占全省的56.4%、

56.3%和100%,正因为湘桂铁路沿线地区旅游资源数量多、等级高,所以,旅游整体发展水平高。相比之下,广
西其它大部分地区如来宾、崇左、钦州等,旅游资源数量少、等级低,旅游发展相对落后。旅游资源的这种分布特

征是导致广西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相对不均衡现状的影响因素之一。

4.2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尤其是交通运输[13]。广西省内各市的旅游服务设施状况差距很

大。截止到2010年,全省共有旅行社448家,4星级以上酒店64家,其中桂林、柳州、南宁、北海4市拥有旅行社

246家、4星级以上酒店45家,分别占全省的54.9%和70.3%。此外,广西省内各地区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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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差异。湘桂铁路沿线及北部湾沿海地区交通、通讯设施比较发达,而桂西及桂东地区交通、通讯设施则

比较落后,尤其桂西地区更落后,交通、通讯落后一直是两地区旅游发展的瓶颈。如桂西地区的河池市,虽然旅

游资源数量多(2A级以上景区13处)、等级高(3A级以上景区8处),但由于交通、通讯落后,可进入性差,联系

不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入河池旅游的游客数量,导致河池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欠发达状态。
旅游基础设施的空间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广西各区域的旅游经济差异。

4.3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旅游为高消费的经济活

动,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越高,出游的可能性越大[7];二是旅游业需要雄厚的经

济实力作为支撑,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旅游及基础设施投入越大,旅游发展水平越高。桂林、柳
州、南宁3市旅游经济比较发达,主要原因除了旅游资源丰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高,旅游投入较

大,除此之外,这3市居民可支配收入高,由此所引发的高频次短程旅游较多,这对拉动3市旅游业发展起到了

重要作用。河池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与它的旅游资源禀赋水平不相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低,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少,致使交通、通讯落后,游客可进入性差。

5结论

从时间角度看:2004-2010年广西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相对差异总体趋势减小,但具有明显的波

动性。从空间角度看:旅游发展速度不平衡,地域差异显著,表现为旅游落后地区增长迅速,旅游发达地区增长

缓慢;旅游经济发达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湘桂铁路沿线;桂东、桂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明显。从旅游经济差异

的构成看:1)2004—2010年,广西国内及国际旅游经济的发展差异总体趋势都在递减,相对而言,国内旅游经济

发展的差异要小于国际旅游,但国内旅游经济差异却是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2)2004—2010
年,桂中地区内部差异>桂东地区内部差异>桂东、桂中、桂西3大地带间的差异>桂西地区内部差异,其中,桂
中地区内部旅游经济差异是广西旅游经济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各年贡献率均超过40%,桂东地区的区内差

异呈波动状态,变化较小,桂西地区的区内差异则一直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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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TourismEconomicDifferenceinTime-Spacein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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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alyzingthetime-spacedifferenceoftourismeconomyinGuangxifrom2004to2010bythemethodsofstandarddevia-
tion,variationcoefficient,GinicoefficientandTheilindex.Theresultsshowthattheabsolutedifferenceoftourismeconomyis

graduallyexpanding,therelativedifferenceisreducing,butithastheobviousvolatility;thedevelopmentspeedoftourismeconomy
isunbalanced,existingobviousregiondifference;thedevelopedareasoftourismeconomyismainlydistributedintheareasalong
Xiang-Guirailway;thedevelopmentleveloftourismeconomyissignificantlyenhancedintheeasternGuangxiandwesternGuangxi;

thedifferencesofdomestictourismeconomyandthedifferenceofinnertourismeconomyofthecentralareainGuangxiplayanim-
portantroleintheoveralldifferencesoftourismeconomyinGuangxi.Basedonthis,thispaperfurtheranalyzesthemainreasonfor

thedifferencesoftourismeconomyinGuangxi.Thepurposeoftheresearchistoprovidethereferencefortourismdevelopmentplan

whichthelocalgovernmentdraw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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