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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也日益

增大。但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仍位于初级阶段,旅游业相关规章制度、设施及消费者权益等均有待改善。

本文将2009-2018年中国国内旅游业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内旅游人数、旅行社

的数量和星级饭店的数量这四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通过STATA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使用显著性检验、

DW检验等方法进行模型参数检验,并且在多重共线性检验中剔除了旅行社的数量和星级饭店的数量两

个变量,最后得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国内旅游人数及国内旅游收入有显著相关关系,最后基于研究结果

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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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income and 

living standards, tourism is also making an increasing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and the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facilities and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ourism need to be improved.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from 2009 to 2018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and takes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the number of domestic tourists, the number of travel agencies and the number of star hotel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STATA, and the model parameters are 

tested by significance test and DW test. And two variables, the number of travel agencies and the number of star 

hotels, are excluded from the multiple collinearity test, and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nd the number of domestic tourists and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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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研究背景和意义：旅游业可以满足人们对物质和文化需

求的不断增长。通过旅游,人们可以在身体和精神上得到休息,

改善健康状况,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进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取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并对国民经济相关

部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1]。例如,推动商业、餐饮服务

业、旅馆业、民航和铁路等行业的发展,并促使这些部门不断改

善设施、增加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2]。 

旅游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但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还处在初期阶段,旅游设施建设和旅游产品创新未能跟上旅游

市场的快速增长需求,旅游服务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距离,

旅游业经济收益亟需提升,旅游行业政策引导需要被加强,旅游

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地规范,旅游执法需求标准化等等。因此,

针对旅游产业发展问题的探讨和如何提高旅游业的收入在理论

和实际应用方面都具有深远的价值。 

(2)文献综述：许多学者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为研究的视角

探讨影响旅游收入的因素,如王鑫(2011)的研究采用人均可支

配收入作为评估其对旅游总收入影响的指标,运用stata软件施

行ols分析,通过排除多重共线性等手法,证实了GDP对旅游总收

入有显著影响[3]。聂晓庆(2014)基于区域旅游认知的基础上认

为交通情况也是影响旅游业收入的因素之一,利用Eviews分析

得出国内旅游收入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等因素之间存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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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关系,具有长期均衡关系[4]；高记珍、王新华(2021)认为居

民消费水平是影响旅游业收入的重要变量,通过 stata回归

分析,得出居民消费水平与其研究地区旅游业收入有显著相

关关系[5]； 

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网络科技的发展对国内旅游收益产生影

响。徐梦南(2021)使用2005-2020年中国大陆省级区域数据构建

模型,分析了网络科技进步与旅游业创新和集中效应之间的关

系[6]。陆芳芳(2014)研究认为全国旅行社数量会影响到旅游业

收入,并利用Eviews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出全国旅行社

数量与旅游业收入呈正相关关系[7]。 

1 模型变量、模型估计及结果解释 

1.1数据介绍和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国内旅游业

收入等变量进行截取得到。考虑到数据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国

内旅游收入和国内旅游人数这两个变量作取对数的处理。 

旅游收入是反映我国在某一年份某一地区的旅游发展状况

的直观指标,也是表现我国旅游业发展及运行情况的综合性指

标,因此本文将国内旅游业收入(lnY)作为被解释变量。 

再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lnX1),国内旅游人数(X2),旅行社

的数量(X3)和星级饭店的数量(X4)这四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多少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出行选择,人

均可支配收入越高,旅游的概率就越大,旅游中消费也会越高,

旅游收入也就越高。国内旅游人数是一个直观性的指标,它直接

反映了当年某个地区的旅游发展情况。考虑到国人出门旅游的

方式选择,本文将旅行社的数量和星级饭店的数量两个变量纳

入模型。 

1.2模型建立 

设定线性模型：lnＹ＝β０＋β１ln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

＋β４Ｘ４＋ｕ 

lnY——国内旅游收入(亿元),lnX1——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X2——国内旅游人数(亿人次),X3——旅行社数量(个),X4

——星级饭店的数量(个)。 

2 用OLS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 

2.1回归结果 

在stata软件中使用OLS法构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结

果如图1。 

 

图1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2.2经济意义及模型结果解释 

假定其他变量不变,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一个百分比,国内

旅游收入将增加2.361735个百分点； 其余变量皆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考虑存在多重共线性。 

2.3统计检验结果推断 

①拟合优度检验。拟合优度是指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

程度。度量拟合优度的统计量是可决系数R²。R²的值越接近1,

说明回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越好。由图1可得,所建模型

的可决系数R2=0.9936,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884,接近于1,说

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 

②F检验。H0：β1=β2=β3=β4=0；H1：β1=β2=β3=β4≠0,p

值接近于零明显小于α=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认为人均可支

配收入、国内旅游人数、旅行社数量和星级饭店数量这几个变

量联合起来对于被解释变量“国内旅游收入”具有显著影响,

回归方程显著。 

③T检验。H0：β1=β2=β3=β4=0；H1：β1=β2=β3=β4≠0,

只有人均可支配收入p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均可支配收

入对国内旅游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余三个变量都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但由于可决系数和F值,需要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

的检验,发现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大于10,模型具有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通过逐步回归法发现变量X3,X4的p值无法通过

显著性检验,因此剔除这两个变量。X2国内旅游人数对国内旅游

收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较大,于是我们利用lockterm命令将X2

引入模型,建立了lnY与X1,X2之间的模型,最终得到的关系模型

如下： 

lnY=2.07973lnX1-0.0103098X2-9.903335 

(0.2831884)(0.00429575) 

T=(7.34)(-2.40) 

可决系数R2=0.9927,调整的可决系数R2=0.9906,模型拟合

优度较高,说明模型拟合较好。 

④异方差检验。利用怀特检验法对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进

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图2所示。 

 

图2 怀特检验结果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原假设：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备

择假设：模型存在异方差,由图2怀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显著性

P值为0.2530>0.05,不拒绝原假设,即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无需

进行修正。 

⑤自相关检验。我们通过德宾-瓦特森检验(即D.W检验)对

模型进行自相关的检验以防止出现模型统计推断失效的后果。

检验结果如下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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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D.W检验结果 

由图3可知,DW值为1.821931,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

ＤＷ统计表得：４－ｄｕ＞ＤＷ＞ｄｕ,所以无自相关性,不需

要修正。按时间顺序绘制残差图如下图4所示。由残差图散点分

布来看,该模型既不存在正自相关性也不存在负自相关性。 

 

图4 残差图(按时间顺序) 

3 结论及建议 

由上述结果可得出结论：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国内旅游收入

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以上分析结果,本文对未来国内的旅游业

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大力发展经济,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增加人民旅

游需求,从而增加国内旅游收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通过给予游

客良好的服务享受和观感体验从而吸引顾客,增加旅游人数。 

(3)创新宣传方式,通过新奇的宣传方式,利用微博微信

等覆盖范围较广的社交平台进行宣传,从而吸引游客,增加旅

游人数。 

(4)政府加大对旅游业的扶持力度,通过宏观把控,面向市

场合理调配资源,促进旅游业实现更快更好发展,从而吸引更多

的游客,增加国内旅游人数。 

(5)促进旅游市场结构改革升级。针对市场客户需求,促进

旅游市场发展休闲度假旅游类产业,吸引更多中等收入家庭阶

层,增加旅游人数。 

(6)开发相关旅游产业体系。发展旅游产业相关体系,带动

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发展,如农家乐等形式既可以带动旅游业

的发展也可以给餐饮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旅游行业整体

地向前发展有利于国内旅游业的整体水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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