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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基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ＭＧＷＲ）

张　琦，曹蔚宁，延书宁

摘　要：基于２０１８年全国地级市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ＭＧＷＲ）分析旅游发展对城乡收

入差距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尺度规律。结果表明，旅游发展对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的 影 响 以 扩 大 作 用 为 主，且 影

响效果体现出空间异质性规律：在华南和西南地区，旅游发展对城 乡 收 入 差 距 具 有 较 为 明 显 的 扩 大 作 用；在

中部和西北地区，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 大 作 用，但 影 响 程 度 较 弱；在 华 东、华 北 和 东 北 地 区，旅

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最弱，在沿海区域表现 为 缩 减 作 用，内 陆 区 域 表 现 为 扩 大 作 用。因 此，未

来应当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大力发 展 全 域 旅 游，促 进 城 乡 旅 游 全 面 协 同 发 展；旅 游

发展规划兼顾区域均衡发展和城乡均衡发展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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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脱贫攻坚迈向共同富裕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时代命题，然而，我国当前的城乡收入差距

问题仍较为突出，全国低收入群体数量较大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１］，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区

域间差异。因此，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旅游业是由交通、住宿、旅行社、购物、营销等多元业态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鲜明的综合性

和关联性特征，能够有效减贫增收、拉动经济［２］（Ｐ３４）［３］（Ｐ８３）。因此，旅游发展能否在实现经济效应的

同时又促进城乡收入均衡增长，成为社会广泛讨论的命题［４］。然而，这一问题在学理上并未形成普

遍共识。一方面，乡村地区往往拥有丰富的自然吸引物和异质性文化资源，对于游客具有较强的吸

引力［５］，乡村旅游业可以发挥吸纳就业、融合生产要素、带 动 关 联 产 业 发 展 等 作 用，提 升 农 民 收

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６］。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存在 “城市偏向”，城市作为现代

旅游活动的主要目的地和空间场域，往往聚集更多资金、设施、人才等旅游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与

要素，从而在旅游发展中获益更多，而乡村则相对被边缘化［７］，从这一角度看，旅游业的发展无疑

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由此认为，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双重效应叠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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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体现出空间差异性［８］［９］。如何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引导旅游

业良性发展，尚有待深入和精确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２０１８年中国１９４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

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ＭＧＷＲ）研究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 异质性 规律，以期在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社会诉求之下，为旅游发展的空间规划、要素配置和区域协同机制提供科学依

据和理论指导。

二、文献回顾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着社会稳定程度和发展潜力，其影响因素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近年

来，随着旅游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逐渐凸显，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成为国内外学者关

注的重要命题。
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涉及多重效应、包含不同作用方向的复杂过程。诸多学者认

为，乡村地区旅游 业 的 发 展 能 够 促 进 生 产 要 素 向 乡 村 聚 集，减 少 城 乡 收 入 差 距［１０］。如 美 国 学 者

Ｋａｄｉｙａｌｉ和Ｋｏｓｏｖá［１１］指出，旅游发展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红利，中国学者Ｌｉ［１２］据此判断，
旅游发 展 能 够 促 进 农 业 和 农 村 发 展，为 缩 小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做 出 贡 献；美 国 学 者 Ｖａｌｄｉｖｉａ ［１３］、

Ｄａｓ［１４］，韩国学者Ｐａｒｋ［１５］以及中国学者陆林等［１６］认为乡村旅游能够通过创造就业机会、调整产业

结构、激活经济体系等方式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乡村经济增长，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在实证

研究层面得到了证实，国内学者赵磊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全国数据，发现旅游发展能够有

效减小城乡收入差距［９］；麻学锋［１７］、袁智慧等［１８］通 过 对 部 分 旅 游 城 市 的 实 证 研 究 得 出 类 似 结 论。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态度，韩国学者 Ｈｗａｎｇ［１９］、中国学者李如友［２０］认为，由于乡村旅游发

展条件相比城市旅游较为滞后，当今旅游业更多惠及城市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

的扩大。王永明、王美霞［２１］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对张家界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研究发现当

地旅游业发展促进了城镇居民收入提升，对于乡村居民收入则无显著影响，这表明旅游发展可能会

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诸多研究表明，由于城乡旅游业的发展差异，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是双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２２］。
以上研究从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的角度对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做出了有益探索，但

大多遵循二者关系不受空间影响的假设。鉴于此，部分学者将空间因素纳入研究视野以提高研究的

科学性与精确性。当前，此类成果大多关注变量的空间依赖性，从全域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变

量的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如李如友［２０］运用空间滞后模 型分 析发现，中国省域城乡收入

差距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非空间计量 模 型 高 估 了 旅 游 发 展 对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的 正 向 作 用；张 瑜

等［２３］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得出类似结论。Ｚｅｎｇ和 Ｗａｎｇ［２４］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旅游收

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周边省份旅游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的缩小。此类研究在考虑空间依赖性的前提下，能够更加科学地度量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

用规律，提高了研究的准确性。
然而，在现实情况中，旅游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不仅表现出空间依赖性，还受到地理条

件、经济水平和政策设 计 等 现 实 因 素 影 响 而 表 现 出 空 间 异 质 性。例 如 夏 赞 才 等［２５］在 研 究 中 发 现，
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用较弱；王明康等［２６］研究

发现，我国东、中、西部的旅游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态势存在差异，旅游发展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此外，空间尺度对于准确判断二者关系的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有必要将空间异质性及其作用尺度纳入研究视阈，对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进

行更为精准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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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引入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ＭＧＷＲ），利用２０１８年全国１９４个地级市数据，
研究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 型 （ＭＧＷＲ）在地理加

权回归模型 （ＧＷＲ）局部回归的基础上进 一 步 做 出 改 进，允 许 各 个 变 量 具 有 不 同 的 带 宽。因 此，
本文研究结果能够揭示我国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异质性规律及其尺

度，同时结合相关研究探索规律背后所可能存在的原因。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获 得 性，本 文 利 用２０１８年 全 国１９４个 地 级 市 数 据 进 行 实 证 研 究。数 据 来 源 于

２０１８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１．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根据晏艳阳［２７］、胡荣才等［２８］

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数作为量化指标，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２．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发展水平 （ｔｏｕｒ）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赵磊［９］、马兴超等［２９］的

研究，本研究采用旅游深度指标来衡量旅游发展水平，旅游深度指标即旅游总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

３．控制变量。由于全国不同地级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需要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社会经

济因素进行有关的控制，避免遗漏变量造成的结果偏误。因此，本文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ｐｇｄｐ）、
教育水平 （ｅｄｕ）、经济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产业结构 （ｉｎｄ）以及城市化率 （ｕｒｂａｎｒａｔｅ）作为实证研究

控制变量。（１）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ｐｇｄｐ）。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本研

究选择每个地级市的人均ＧＤＰ代表其经济发展水平，并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２）教育水平

（ｅｄｕ）。本研究选取普通高 等 学 校 在 校 学 生 人 数 占 总 人 数 的 比 例 代 表 该 指 标。 （３）经 济 开 放 程 度

（ｏｐｅｎ）。对外开放将本地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连，由此带来资本与技术的跨国流动，对商品与劳动力市

场造成冲击，影响经济结构。本研究采用进出口总 额 占ＧＤＰ比 重 作 为 经 济 开 放 程 度 的 代 理 变 量。
（４）产业结构 （ｉｎｄ）。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阶段，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对中国就业、经济结构等

方面产生突出影响。本研究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５）城市化率 （ｕｒ－
ｂａｎｒａｔｅ）。城市化进程意味着劳动力城乡分配格局的转变，可能影响城乡社会发展进程，进而对城乡

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在本研究中用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来表示。
相关变量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选取与描述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ｇａ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核心解释变量 旅游发展水平 ｔｏｕｒ 旅游总收入／ＧＤＰ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ｐｇｄｐ 城市人均ＧＤＰ （对数化）

教育水平 ｅｄｕ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城市总人口

经济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 城市进出口总额／ＧＤＰ
产业结构 ｉｎｄ 第三产业增加值／ＧＤＰ
城市化率 ｕｒｂａｎｒａｔｅ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四、研究方法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ＧＷＲ）是基于局域回归分析和变参数的思路，以曲线拟合、平滑等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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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回归的非参数方法为理论基础，将数据的空间位置嵌入回归参数中，利用局部加权最小二乘方

法进行逐点参数估计，从而研究随空间变化的回归关系。

ＧＷＲ模型的结构如下：

ｙｉ＝∑
ｋ

ｊ＝１
ｘｉｊβｂｗｊ（ｕｉ，ｖｉ）＋εｉ （１）

式中：ｙｉ 表示被解释变量，（ｕｉ，ｖｉ）表示位置在ｉ处的中心点坐标；ｂｗｊ表示在第ｊ个变量回归系

数所使用的带宽；βｂｗｊ表示ｉ处第ｊ个变量的回归系数。
与经典的ＧＷＲ模型相比，ＭＧＷＲ回归最大的不同在于该模型是局部模型，允许参数在空间

上变化，即带宽具有特异性。ＭＧＷＲ模型的核函数和带宽选择准则依然延续着经典ＧＷＲ模型的

选择标准，本文采取了最为常用的二次核函数和修正的赤池信息准则 （ＡＩＣｃ）。对于多尺度地理加

权回归模型的估计，可以看成一个广义加性模型：

ｙ＝∑
ｋ

ｊ＝１
ｆｊ＋ε （２）

其中：ｆｊ＝βｂｗｊｘｉｊ。
针对广义加性模型则常常采用后退拟合算法对各个平滑项进行拟合。在拟合前，该算法需要对

ＭＧＷＲ模型里面的每一个系数进行初始化设置，而初始化设置一般有４种方式：使用地理加权回

归 （ＧＷＲ），使用半参数 地 理 加 权 回 归 估 计，使 用 最 小 二 乘 估 计 和 均 设 置 为０。本 文 采 用 经 典

ＧＷＲ估计作为初始估计，之后利用真实值和后退拟合算法初始化的预测值之间的差值，得到初始

化残差ε^。

ε^＝ｙ－∑
ｋ

ｊ＝１
ｆ^ｊ （３）

之后利用该残差加上第一个加性项ｆ^１，和第一个自变量Ｘ１ 进行地理加权回归，从而找到最优

的带宽ｂｗ１ 以及一列新参数估计ｆ^１ 和ε^来更新之前的估计。接着在第二个自变量Ｘ２ 中重复进行地

理加权回归，然后更新第二个变量的参数估计ｆ^２ 和^ε。如此不断重复该过程，直到完成最后一个自

变量Ｘｋ 的运算。以上步骤整体为第一步循环过程，后面不断重复第一步，直到估计收敛到收敛准

则位置。本文采用的是经典的残差平方和变化比例 （ＲＳＳ）作为收敛准则：

ＳＯＣＲＳＳ＝｜
ＲＳＳｎｅｗ－ＲＳＳｏｌｄ
ＲＳＳｎｅｗ ｜ （４）

其中：ＲＳＳｏｌｄ代表上一步残差平方和，ＲＳＳｎｅｗ代表这一步残差平方和。

五、结果与分析

（一）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分析

由图１可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均衡性，呈现西高东低的带状结构。在研究

范围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两个地级市为黑龙江省的鸡西 市 与鹤 岗 市，城乡收入比分别为１．３１
和１．５０。同时，珠三角与长三角一带的城乡收入比普遍较小，在１．３１～１．９０之间。而收入差距最

大的两个地级市为甘肃省的天水市和山西省的忻州市，城乡收入比分别为３．４６和３．４１。城乡收入

差距较大的区域主要为西北、西南和中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贵州、云南、山西等省份。
（二）模型对比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ＭＧＷ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ＧＷＲ）都适用于解释旅游发展对

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异质性问题。然而，通过对比拟合结果发现，ＭＧＷＲ模型的 ＡＩＣｃ值与

ＧＷＲ模型相比更低，调整后的拟合优度Ｒ２ 更高，并且 ＭＧＷ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显著低于ＧＷ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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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模型，这表明 ＭＧＷＲ模型更加接近真实值的回归结果。由此可以判断，ＭＧＷＲ模型更适合于解

释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此外，ＭＧＷＲ模型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真实地给出解释变量的 作 用 尺 度，
并且反映出不同变量之间的尺度差异，而ＧＷＲ模型只能反映出变量作用尺度的平均值。在本研究

中，ＧＷＲ模型作用尺度带宽为６２，占样本总量的３１．４７％，而通过 ＭＧＷＲ模 型则可以看出，解

释变量实际的作用尺度为１２８，而控制变量的作用尺度在４３～１９４之间变动。

表２　ＧＷＲ模型与 ＭＧＷＲ模型拟合结果比较

模型指标 ＧＷＲ　 ＭＧＷＲ
ＡＩＣｃ　 ４６８．６９　 ４０４．２０
调整Ｒ２　 ０．５６　 ０．６５
残差平方和 ６３．８６　 ５４．０２
变量带宽 ６２　 ４３ （常数项）

１２８ （旅游发展水平）

４３ （经济发展水平）

１９４ （产业结构）

８４ （教育水平）

１９４ （城市化率）

４３ （经济开放程度）

（三）尺度分析

在诸变量中，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整体显著的

有旅游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经

济开放程度，而城市化率、产业结构对被解释变

量没有显著影响。
表２中的变量 带 宽 表 示 各 变 量 的 作 用 尺 度。

较大的带宽表示变量在较大甚至全局范围内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带宽则表示变量在区域乃

至局部范 围 内 影 响 城 乡 收 入 差 距［３０］。常 数 项 表

示在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不同位置

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主要控制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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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因此常数项主要表示了地理环境、人文等其他区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常数项的带

宽为４３，占总样本的２１．８３％，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对区位变化的情况十分敏感。作为核心变量，旅

游发展水平的带宽为１２８，占样本总量的６４．９７％，这表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一

定空间异质性，影响效果在区域尺度间变化。教育水平的带宽为８４，占总样本的４２．６４％，尺度相

对较小，说明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而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开放程度

的带宽均为４３，占据总样本的２１．８３％，作用尺度均较小，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开放程度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更强的空间异质性，在局部范围内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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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ＭＧＷＲ模型回归系数分布小提琴图

（四）系数空间格局分析

ＭＧＷＲ模型回 归 系 数 的 描 述 性 统 计 （如 表３所 示）
和回归系数分布的小提琴 图 （如 图２所 示）反 映 了 各 因

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总 体 影 响 情 况。在 影 响 作 用 显 著 的

变量中，常数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是缩减作用。
旅游发展水平对城乡 收 入 差 距 的 影 响 系 数 主 要 为 正，表

示旅游发展通常会扩 大 城 乡 收 入 差 距。而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对城乡收入差距则主 要 起 到 缩 减 作 用，且 缩 减 效 果 较 为

强烈。教育 水 平 对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的 作 用 全 部 是 正 向 的，
表示教育水平的进步 会 扩 大 城 乡 收 入 差 距。而 经 济 开 放

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 作 用 是 双 向 的，且 两 级 分 化 情 况 最

为突出，表明经济开放 对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的 影 响 在 不 同 城

市间差异较大，且 对 部 分 城 市 而 言，经 济 开 放 对 城 乡 收

入差距的缩减作用非常明显。

表３　ＭＧＷＲ模型回归系数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常数项 －０．０９９　 ０．３６３ －０．７９８ －０．１６６　 ０．７９６
旅游发展水平 ０．０９８　 ０．１１６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２　 ０．３１６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３７８　 ０．２６７ －０．７６６ －０．４５５　 ０．２３７
产业结构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３
教育水平 ０．１８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９５　 ０．３１０
城市化率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４
经济开放程度 －０．０８９　 ０．３７１ －１．３７５　 ０．００３　 ０．４７３

我国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以扩大作用为主，影响效果具有一定空间异质性 （如

图３所示）。首先，在华南、西南地区，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为明显的扩大作用，系数

范围为０．１４～０．３２。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旅游业的 “城市偏向”较强［３１］，城市在旅

游发展过程中的收益更多，而乡村地区相对居于边缘地位［３２］［３３］，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

乡收入差距。其次，在中部和西北部分地区，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但影响强度

较弱，系数范围为０．０６～０．１３。可能原因在于，该地区旅游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而城市旅游业由

于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相对完善而相比乡村旅游业而言发展较为成熟，旅游业对收入增长的拉动作

用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但程度有限。再次，在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影响强度最弱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在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区域表现为缩减作用，系数范围为

－０．０７～－０．０１，而在内蒙古、山西、安徽等内陆区域表现为扩大作用，系数范围为０．００～０．０５。
对于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而言，一方面，华东和华北的沿海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较高，且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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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度低［３４］，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熟，因此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缩减作用，但由于该

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本身较小且较为稳定，受旅游发展的负向缩减作用影响程度有限；另一方面，在

东北以及华东、华北的内陆地区，尽管旅游资源与旅游产业要素集中在自然区位和社会发展条件较

好的城市地区［３１］，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但由于旅游发展水平整体较低，旅游

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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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旅游发展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空间分布

总体来看，我国旅游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扩大作用为主，这主要由于我国城乡旅游

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乡村旅游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城市旅游的发展。我国城市作为传统的旅游目

的地和集散地，旅游业得到率先发展，而现代化的乡村旅游则是社会经济、公共设施、思想观念和

旅游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３５］，如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处于较高的旅游发展阶段［３６］，因此形

成了典型的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热点区域［３２］。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决定了我国

城乡收入差距较高的区域往往同时面临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条件有限、旅游资源和要素在城市

集中所导致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的问题，乡村旅游难以反哺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一定程度上导

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在诸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首

先，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缩减作用为主，这表明在大部分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如图４所示）。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取值范围为

－０．７７～０．２４，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地区逐渐减小，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回归系数低于周边地区。可能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使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较东部地区更为明显，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由于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较高，

农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３７］。除此之外，东部沿海地区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

体系建设，从而促进该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而西部地区丰富的自

—８１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N N

0 365 730 1�460�km0 365 730 1�460�km

!"
#$%&’( P)

!"

-

*+,

0.06~0 24
0 32 0 07
0 46 0 33
0 62 0 47
0 77 0

-
- -
- -
-
- -

.
. ~ .
. ~ .
. ~ .
. ~ .63

0.51~1 00
0 11 0 50
0 06 0 10
0 02 0
0 00 0
*+,

.
. ~ .
. ~ .
. ~ .05
. ~ .01

图４　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空间分布

然与文化旅游资源对于游客具有突出的吸引力，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限制乡村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因此在该地区，经济发展导致旅游发展的不平衡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其次，在全国范围内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 （如图５所示）。教育水平

N N

0 365 730 1�460�km 0 365 730 1�460�km

!"#$
%&

P’
%&

0.27~0 31
0 22 0 26
0 17 0 21
0 12 0
0 06 0
()*

.
. ~ .
. ~ .
. ~ .16
. ~ .11

0.51~1 00
0 11 0 50
0 06 0 10
0 02 0
0 00 0
()*

.
. ~ .
. ~ .
. ~ .05
. ~ .01

图５　教育水平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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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系数取值范围在０．０６至０．３１之间，大致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系数高值集

中在华东、华北沿海地区，系数最低值集中在陕西、山西、内蒙古、湖南等中部地区。可能的原因

在于，在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拥有产业链完善的区位优势，可以提供更多

就业岗位从而吸引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流入，从而造成城市人才聚集而乡村人才流失，扩大了

城乡收入差距。
最后，经济开放程度对于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呈现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格局 （如图６所 示）。

在中部、西北部分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而华北、华南等其他地区，
经济开放程度则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缩减作用。可能由于在内陆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对外贸

易的初步发展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聚集，从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在对外经济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地区，城市对外贸易行业的发展会发挥辐射和溢出效应，惠及周边乡村，从而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除此之外，在 沿 海 与 边 境 地 区，对 外 开 放 水 平 较 高 意 味 着 入 境 旅 游 业 发 展 程 度 较 高［３８］，
旅游业带动区域和行业发展的增长极作用更为突出，从而促进旅游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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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经济开放程度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空间分布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将 ＭＧＷＲ模型应用于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分析，基于 ＭＧＷＲ模型局部

回归与多重带宽的属性，探究了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尺度与空间异质性，得到以下

结论：首先，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国的分布存在不均衡性，呈现西高东低的趋势；其次，我国旅

游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扩大作用为主，且由于不同区域的城乡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程度不

同，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在华南、西南地区，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

距具有扩大作用；在中部和西北地区，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作用，但影响程度较弱；

在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最弱，在沿海区域表现为 缩 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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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内陆区域表现为扩大作用。相比既有研究中的全局回归与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本文首次运用

ＭＧＷＲ模型研究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将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纳入研究视野，允许旅游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空间尺度上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不同的回归系数，
藉此考察旅游发展在不同地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区别，增强结果稳健性和可靠性的

同时更加真实地反映现实情况。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针对旅游发展政策设计与发展规划的具体建议如下：

１．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高乡村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收益。城乡旅

游发展程度的差距是造成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空间异质性的重要原因，推进乡村旅游发展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时

空机遇，能够推进乡村旅游创新发展方式、提升文化内涵，实现业态优化升级［３９］。因此，针对东

部乡村旅游水平较高的地区，如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可以抓住政策机遇，创新特色乡村旅游业

态，形成特色乡村旅游品牌，打造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引领性区域；对于华南、西南以及中西部内陆

地区，应当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居环境，为乡村旅游业提供良好的配套服务。同时，全

国各地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应当挖掘当地差异化、特色化的旅游资源，将其转化为乡村旅游业发展的

比较优势，缩小城乡旅游业的发展差距。

２．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促进城乡旅游全面协同发 展。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往往需要一

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思想观念基础作为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城市旅游的发展，从而无法发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对于全国多数地区而言，片面追求城市地区、热门景点旅游业的

孤立发展无法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而全域旅游的发展战略能够促进城乡旅游业的融合发

展，提高城市旅游对乡村旅游的辐射力和带动作用，促进人才、资金、文化资源等要素在城乡间的

双向流动，让乡村居民在城乡旅游协同发展中获得更大收益。例如，通过引入知名旅游城市与旅游

景点的项目经营理念和相关技术，带动乡村旅游繁荣发展；鼓励各地政府、旅游企业推出城乡旅游

协同合作项目，打造城乡旅游合作平台，实现城乡旅游经营主体的信息、技术、资源、客源共享；
鼓励各地推出城乡一体化旅游线路，利用当地优势景区、旅游地，打造覆盖城乡的旅游廊道、旅游

线路或旅游圈，带动城乡旅游全面协调发展。

３．旅游发展规划兼顾区域均衡发展和城乡均衡发展的 双 重 目 标。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旅游发

展的作用在区域尺度上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导向下

对旅游业规划要在较大的区域性空间范围上进行评估、构想和规划。而旅游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

响表现出空间差异，这表明要在区域均衡发展和城乡均衡发展的目标下进行旅游发展规划，注重城

乡旅游业协同发展的同时，促进区域间交流合作，打造城乡协同、区域共建的旅游圈或旅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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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琦，等：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基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ＭＧＷ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