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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财富如何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来自中国286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鲍鹏程,黄 磊

摘 要:生态财富在旅游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

基于2007—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生态财富和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基础

上,从效果和机制两个角度实证分析了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生态财富在总

体上显著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构成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上中游和东部平原丘陵生态旅游片区以及大小城市、较高的生态财富城市中更为显著;
(3)生态财富能够通过推动信息技术渗透和激发旅游市场活力进而促进所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4)旅游经

济发展具有显著时空依赖效应,并且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以短期效应为主,长

期效应还不明显。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生态财富效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财富;旅游经济;信息渗透;市场活力;空间效应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3)02-007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长江上游地区 ‘化工围江’的环境风险及差异化治理路径研究”(20CJL021)
作者简介:鲍鹏程,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重庆400715);黄磊 (通讯作者),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

授,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huanglei2051@163.com (湖北 武汉430072)

一、引 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从旅游资源大国跨越成为了旅游大国,旅游业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满足居民精神需求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由2007年的

7770.6亿元增长到了2019年的57250.9亿元,国内游客则由2007年的16.10亿人次增长到了

2019年的60.06亿人次,这表明我国旅游经济规模得到大幅提升。进入新世纪,党中央提出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有力推进了生态治理的自觉行动,生态财富得以加速形成。合理

开发自然资源是吸引更多游客和实现旅游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之一[1],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能够影响旅游经济发展。鉴于生态财富的有效积累以及旅游经济健康有序

发展的典型事实,深入分析生态财富和旅游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机制,对于加快释

放内需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从经验上看,面对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速放缓和错综复杂国际环境等形势,党中央毫不动摇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新时代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的时

期。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观念升级和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更加倾向于亲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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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旅游日益成为大众生活的日常休闲方式,并已成为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

领域。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财富能否发挥作用? 其传导机制如何?
纵观国内外现有文献,全面探讨生态财富驱动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少,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

要有两支。第一支文献主要从某一方面考察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的影响。郭向阳等研究发现生态环

境对城市旅游发展的影响具有持久性[2]。方叶林等研究表明城市生态韧性对周边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3]。空气质量下降会减少公众外出游玩次数[4],抑制了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5]。也有

研究指出,评估国家公园休闲潜力有利于促进旅游业发展[6],评估社会生态系统能够综合了解旅游

业发展动态[7],旅游资源禀赋正向影响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8]。第二支文献致力于研究旅游经济的

影响因素及机制。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显著促进旅游消费[9][10],积极影响旅游产业动态优化及旅

游企业发展[11]。刘瑞明等研究表明文化体制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进而带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12],
吕德胜等研究发现知名数字音乐产品能够通过激发市场活力进而提升地区旅游经济水平[13]。也有

研究从旅客情感角度分析,游客对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核心吸引物存在差异化评价[14],旅游者

地方依恋能够促进景区经济发展[15]。两支文献各有侧重地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因素开展了有益的探

讨。事实上,生态财富的有效积累依赖于协同推进扩绿、减污和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协同推进过

程中势必影响信息技术应用程度;生态财富作为物质财富的基础,为旅游业发展创造新的市场需

求。然而,以生态财富为切入点,尚未发现有专门聚焦于就信息技术渗透和旅游市场活力对中国旅

游经济发展具体贡献的系统考察。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潜在贡献体现在:一是研究视角上,以生态财富这一视角切入,从自

然、经济和社会维度构建生态财富指标,系统分析与实证检验了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丰富了城市生态财富的相关研究。二是机制探究上,基于信息技术渗透和旅游市场活力两个角度,
理论层面探讨了生态财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严格检验,进而

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经验依据。三是利用空间动态杜宾模型,从地理邻接和信息距离空间关联矩

阵出发,考察生态财富和旅游经济固有的空间相关性以及旅游经济本身具有的惯性,能够得到更为

可靠的研究结论并有利于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生态财富是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满足人的生产需要和消费需要[16],并在互动过程中全民树

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是指旅游活动

过程中为游客提供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商品和服务的总收入,并符合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趋势。人地系统理论认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有促进或抑制作用。
(一)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生态财富有助于吸引旅游企业入

驻。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地区在初始状态具有的某种优势,将会吸引更多的优质要素向本地区

流动[17]。自然资源形成的旅游资源禀赋增强旅游市场主体的信心,吸引旅游企业在该空间范围内

集中,汇聚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和部门,形成完整的旅游目的地体系,这会使得自然生态财富较好

的地区具有旅游经济增长的潜力。生活垃圾、餐饮垃圾等及时清理,观光河道、湖泊等水污染及时

净化,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进而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第二,生态财富有助于游客开展旅游活

动。根据风险感知理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风险感知越低,越有动力前往该旅游目的地。在旅游

出发前,游客比较旅游信息后会倾向于选择空气质量较好的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过程中,公园、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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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等自然环境有助于保持良好的情绪、促进社会互动[18],进而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在旅游结

束后,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能够给游客留下较深的印象,增加未来重游概率以及向身边亲朋好友推

荐的可能性。第三,生态财富有助于爱护旅游资源。从旅游经营者角度看,在资源约束趋紧下,为

提高旅游正常运转过程中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旅游企业需要开发环境友好型旅游产品以及需要注

重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保护。从游客角度看,大众旅游时代,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爱护一花一草才能

实现旅游经济健康发展。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生态财富能够影响信息技术渗透。一方面,动态的自然资源为共享经济提供丰富信息资源。旅

游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而互联网是对旅游目的地进行宣传和营销的重要平

台。生态财富的积累,数据资源的存储和应用需求大幅增加,大量的景区基础形象和生态产品创意

被搬到网上,潜在游客青睐互联网所附带的共享推荐,旅游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接入互联网平台,
共同推动了信息技术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例如,重庆的洪崖洞旅游地依靠社交平台红爆网络[19]。
另一方面,生态治理推动了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城市在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过

程中拓宽了信息技术的应用空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真正融入生活和生产全过程,需要信

息技术建立线上线下互动、上下左右联动的环保全员参与机制。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渗透也会对旅游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一是信息渠道效应。借助互联网,供

需双方的互动突破时空限制,彼此间的信息交互达到连续、双向和实时的效果[20]。这种需求端替

代了传统信息闭塞下供给需求,将游客实际需求纳入供应流程,无形之中增加旅游服务的认可度,
从而产生较强的旅游出行意愿。信息技术依靠自身传递信息影响游客对目的地的感知[21],潜在游

客可以通过在线学习完成信息整合进而识别符合自身需求的旅游目的地,游客抵达旅游目的地会对

所在地旅游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二是便捷交易效应。信息技术植入旅游产业链后提高了闲置资源、
跨行业资源等的配置效率,并改善了旅游业开发和接待能力[22];信息技术服务高度嵌入旅游空间,
使得互联网、旅游者和旅游企业之间形成新的社会契约,共同遵守显性规制降低了逆向选择风险,
快速便捷完成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各环节的交易。信息技术压缩游客交易时间成本,能

够将节省的时间分配到旅游体验中去,进而对当地旅游收入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2:生态财富通过推动信息技术渗透进而提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生态财富可以对旅游市场活力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生态财富吸纳了社会多方资本。伴随绿

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绿水和青山的旅游价值得到大众认可,进而引发旅游市场机

遇。一批民营旅游企业加入,为旅游产业发展注入了多方面的资本支持[12],带动了区域餐饮、住

宿、娱乐等第三产业繁荣。另一方面,生态财富创造了就业机会。自然资源整合娱乐、休闲等资

源,衍生出新型服务品类,有利于旅游业吸纳更多劳动者就业[8]。同时,旅游从业者具有较高的流

动性[23],在市场机制下,旅游从业者的合理流动能够实现不同旅游企业间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
进而激发旅游市场活力。

旅游市场活力也与旅游经济发展关联紧密。一是提升品质供给。旅游过程中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属于服务业范畴,优化供给能够实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旅游经营者可以洞察游客消费变化,深挖

新型消费者的潜在消费需求,进而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出游选择,增强旅游业柔性供给能

力[24]。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是赢得游客认可的重要因素,开发差异化、品质化旅游产品,打造观

光旅游、休闲养生等多样性旅游方式,则能更好满足旅游消费需求。二是推进旅游产业联动。旅游

企业单打独享难以适应新时代旅游业发展趋势,旅游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和收购兼并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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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促进规模化经营,进一步强化旅游发展的区域优势。地区住宿、餐饮等旅游配套产业发展,延

长旅游产业链,改善旅游消费体验,进而吸引游客并使其停留更长时间。例如,游客从 “过路客”
变为 “过夜客”,旅游收入会大幅度增加。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生态财富通过激发旅游市场活力进而提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三)生态财富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分析

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合作效应。从供给侧看,旅游

资源在空间上具有不可移动性。旅游资源的地域特征和旅游产品的功能组合决定了旅游流的空间延

展性,不同城市间旅游合作可以取长补短,带动关联地区旅游经济的良性互动[25]。从需求侧看,
游客在这些旅游地之间走动会带动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流动。游客在一次旅行中选择多个邻近

城市组成旅游路线,相较于远距离跨城市旅游,在保证不降低旅游丰富度的前提下,还可以降低边

际时间成本和边际消费成本[26]。二是竞争效应。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有一定

的分量,省级部门下达减排目标所对应的考核对象往往是地理距离接近的省内城市群,因此,周边

地区的环境治理存在一定的竞争。在协同推进减污、扩绿和增长中积累更多的生态财富,地方政府

不仅要利用现有信息技术提高城市治理效能,还要督促旅游经营者通过创新开发新的生态产品,进

而吸引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完成旅游。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生态财富能够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三、实证策略和数据

(一)模型设定

1.基础线性模型。前文理论阐述,生态财富与旅游经济发展存在某种逻辑关联。本文采用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假说1,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Tourit=α0+α1Ecowit+αcXit+μi+λi+εit (1)
其中,Tourit表示旅游经济发展,Ecowit表示生态财富。Xit表示城市i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

包括高铁开通、交通运输能力、城镇居民收入、高等教育程度、绿色技术创新、财政支出水平。

μi、λ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在该模型中,系数α1 反映了生态财富对

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预期α1 的估计值显著为正。

2.中介效应模型。为讨论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

进行机制检验。检验步骤如下:在式 (1)的系数α1 显著性通过检验基础上,分别考察生态财富对

中介变量的影响,以及引入中介变量后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以上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

设定如下:

Medit=β0+β1Ecowit+βcXit+μi+λi+εit (2)

Tourit=γ0+γ1Ecowit+γ2Medit+γcXit+μi+λi+εit (3)
其中,Medit为中介变量,包括信息技术渗透和旅游市场活力。根据中介检验原理,在β1 显著

正向前提下,若γ2 显著但γ1 不显著,该效应被称为完全中介;若γ2 显著且γ1 的显著性下降或系

数小于式 (1)中的α1,该效应被称为部分中介。此外,通过β1γ2/α1 可估算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

占总效应的比重。

3.空间面板模型。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容易被其他地区学习,从而促使空

间联动性加强。同时,旅游需求的空间关联也使得旅游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特征。为克服线性面

板模型缺乏空间解释力的缺陷,有必要将空间效应纳入基础线性模型实证检验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

发展的空间效应,再将旅游经济发展的滞后一期加入模型刻画旅游经济的路径依赖,将其拓展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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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 (SDPD):

Tourit=α0+τTourit-1+ρWTourit+ϕ1WEcowit+α1Ecowit+ϕcWXit+αcXit+μi+λi+εit (4)
其中,τ表示旅游经济发展的滞后一期项系数;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其符号和显著性可以

反映城市间旅游经济外溢效应的特征;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包括地理邻接和信息距离两种形式

的空间权重矩阵。具体含义依次为:(1)地理邻接矩阵W1。相邻城市Wij=1;非相邻城市Wij=
0。(2)信息距离矩阵W2。W2=Iit·Tjt/d2ij,其中Iit、Tjt依次表示考察期内i与j城市人均国际

互联网用户数,dij表示两城市间地理距离。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旅游经济发展 (Tour)。《“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旅游业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过程中承担着扩大内需的重要任务,旅游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且成为促进经济结构

优化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采用国内旅游人数除以城市总人数衡量人均国内旅游接待人次,采用国内

旅游收入除以城市总人数衡量人均国内旅游收入,采用国内旅游收入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衡量旅

游产业协调水平。需要说明的是,2013年起国家旅游局对入境旅游者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并

且样本考察期内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旅游人数数据缺失较多,故入境旅游相关数据不在本文考虑范

围内。在参考刘瑞明等[27]研究的基础上,将人均国内旅游接待人次、人均国内旅游收入、旅游产

业协调水平统一纳入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测度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综合

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生态财富 (Ecow)。美好生活既依托于经济,也依赖于舒适的人居环境和普

惠的生态产品。因此,本文尝试从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细化生态财富评估指标体系,并利用

熵权法对相应的指标进行赋权,综合量化城市生态财富。(1)自然生态财富。公园具备欣赏和休闲

功能,完整的绿地系统能产生优美景观、蒸腾降温、调节气流和防治减轻污染的效果,切实提高人

居环境的舒适度。本文采用每万人公园数衡量城市休闲娱乐水平,采用人均绿地面积和城市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反映城市绿化建设水平。(2)经济生态财富。减少和消除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外部

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28]。借鉴董直庆等[29]的研究,采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反

映城市循环发展能力,采用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反映城市环境治理水平,采用单位

GDP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PM2.5浓度转化为正向指标衡量城市空气质量。(3)社会生态财富。
建设美丽中国不仅需要依靠居民环保意识,也需要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参考陈诗

一等[30]的做法,环保词频占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词频总数比重可以有效构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环

保意识和政府环境规制,环境相关词汇涉及生态、绿色、低碳、环境保护、环保、污染、能耗、减

排、排污、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

3.中介变量。对中介变量进行如下设置: (1)信息技术渗透 (Itp),采用互联网用户数与总

人数之比对其衡量。互联网中的共享经济依赖于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凭借信息生产、存储和传递

方面具有的优势,能够向旅游业渗透并影响潜在游客的选择偏好。(2)旅游市场活力 (Tmv),借

鉴刘瑞明等[12]的思路,采用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数与总人

数之比对其衡量。旅游市场活力需要进行估计或寻找代理变量来表示,而旅馆业、餐饮业、娱乐

业、商贸业、零售业等产业发展与旅游经济息息相关。生态财富增加,可以促进当地餐饮、酒店、
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4.控制变量。为了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偏误,本文加入了如下控制变量:(1)高铁开通

(Hsr),参照黄凯南等[31]对高铁开通的设置,以城市当年是否开通高铁予以度量;(2)交通运输能

力 (Tri),近年来私家车得到快速发展,以私人汽车拥有量与总人数之比予以度量;(3)城镇居民

收入 (Inc),城镇居民是中国旅游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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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度量;(4)高等教育程度 (Edu),参考刘瑞明等[27]的做法,以地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

数的比重予以度量;(5)绿色技术创新 (Tgre),绿色技术深刻影响旅游全链条,以每万人绿色发

明专利授权数予以度量;(6)财政支出水平 (Fis),财政支出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影响旅游

发展[32],以人均地方一般预算内支出的自然对数予以度量。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Tour 旅游经济发展 3718 0.082 0.081 0.000 0.828
解释变量 Ecow 生态财富 3718 0.173 0.050 0.066 0.659
中介变量 Itp 信息技术渗透 3718 0.176 0.160 0.006 1.153

Tmv 旅游市场活力 3718 0.008 0.012 0.001 0.119
控制变量 Hsr 高铁开通 3718 0.342 0.474 0.000 1.000

Tri 交通运输能力 3718 0.098 0.100 0.001 1.141
Inc 城镇居民收入 3718 9.790 0.344 8.662 10.895
Edu 高等教育程度 3718 0.018 0.023 0.000 0.131
Tgre 绿色技术创新 3718 0.120 0.337 0.000 4.880
Fis 财政支出水平 3718 8.455 0.664 6.518 11.343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2007—2019年的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包含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在样本选择上,实证研究中剔除了考察期内巢湖市和三沙市等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在数据时

间段上,由于2006年开始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和单位GDP能耗降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约束

性指标,相应的政策措施、管理制度等需要一段时间来发挥作用,为排除干扰,本文去除2006年

及以前的数据。PM2.5浓度数据来自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高铁数据来自于中

国铁路总公司网站和12306网站,其他变量主要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库、国家

知识产权局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地级市统计年鉴。对于少数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

齐。此外,涉及价格类数据,皆平减至2006年为基期。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实证检验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作为参考,第

(1)列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生态财富,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生态财富的系数为

0.397,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生态财富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了尽可

能消除其他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第 (2)- (7)列逐一加入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生态财富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以第 (7)列为例,
生态财富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生态财富显著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从

经济意义上看,生态财富每提高1个标准差 (0.050),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2.235个百分点。
以上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说1。

观察控制变量系数。高铁开通 (Hsr)的回归系数由正向显著转为正向不显著,即高铁开通对

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稳定,现有研究证实了高铁开通促进了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可能高铁开通

没有优化旅游经济结构。交通运输能力 (Tri)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拥有越多私人汽车的城市,越

能拉动旅游经济发展,得益于自驾游或者打车可以规避公共交通约束,从而自主选择出行时间。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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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态财富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Tour

(1) (2) (3) (4) (5) (6) (7)

Ecow 0.397** 0.422*** 0.472*** 0.441*** 0.421** 0.445** 0.447**

(0.159) (0.159) (0.164) (0.163) (0.168) (0.177) (0.176)

Hsr 0.011*** 0.010** 0.009** 0.007* 0.006 0.006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Tri 0.219*** 0.229*** 0.161*** 0.108* 0.107*

(0.056) (0.052) (0.060) (0.060) (0.060)

Inc 0.072*** 0.067*** 0.064*** 0.065***

(0.020) (0.020) (0.020) (0.020)

Edu 1.544*** 1.618*** 1.620***

(0.495) (0.493) (0.492)

Tgre 0.022* 0.022*

(0.012) (0.012)

Fis -0.002
(0.009)

Constant -0.024 -0.027 -0.041* -0.713*** -0.683*** -0.659*** -0.644***

(0.022) (0.022) (0.024) (0.188) (0.187) (0.185) (0.195)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636  0.639  0.656  0.661  0.671 0.674 0.674 
N 3718  3718  3718  3718  3718 3718 3718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居民收入 (In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收入较高时游客具备较好的支付能力,旅游消费需

求则越大,进而可以拉动旅游经济发展。高等教育程度 (Ed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一般而言,
本地大学生人数越多越有利于文化交流,进而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绿色技术创新 (Tgre)系数

显著为正,意味着绿色技术进步可以实现旅游市场规模扩大和集聚发展。财政支出水平 (Fis)对

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财政支出有较多的分类,难以剥离出与旅游业相关的支出,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二)内生性检验

为了克服互为因果和测量误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从相关历史因素中寻找工具变量。2003
年9月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标准正式公布,而 《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首次汇报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数这一环境保护类数据。由于2003年数据是截面数据,最终构造2003年

每百人环保类从业数与全国城市绿地面积对数 (与时间有关)的交互项作为生态财富的工具变量

(IV1)。一方面,当历史上城市安排了较多的环保类从业者时,能够通过环保意识和环境治理经验

等因素影响到后续阶段城市生态财富,因此环保类从业者与城市生态财富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工具

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环保类从业者作为历史数据,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不会直接对

考察期内的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并且全国层面绿地面积变化和城市层面的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

互为因果关系不强,因此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条件。为避免工具变量选取偏误,鉴于解释变量滞后

一期能够避免反向因果关系,本文还选取2006—2018年城市生态财富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 (IV2)。
表3汇报了两阶段的回归结果。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生态财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即历史上环保意识较强的城市生态财富有效积累的可能性更大,这与预期相符。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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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看,工具变量不仅满足可识别性,而且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

量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系数值来看,采用工具变量

后Ecow 的系数大于基准回归的估计值,这意味着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倾向于低估了生态财富对旅游

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

表3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回归:Ecow 第二阶段回归:Tour

IV1 IV2 IV1 IV2

Ecow 1.410*** 0.488***

(0.512) (0.117)

IV 0.095*** 0.720***

(0.023) (0.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rk 15.762  54.552  15.762 54.552  
LMstatistic [0.000] [0.000] [0.000] [0.000]

Kleibergen-Paaprk 16.856 443.637 16.856 443.637
WaldFstatistic {16.38} {16.38} {16.38} {16.38}

R2 0.681 0.835 0.661 0.668
N 3718 3718 3718 3718 
  注:中括号中为P值,花括号中为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指标的使用以及样本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到基准估计结果。为了避免基准回归结果是

碰巧产生的,有必要从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调整样本等多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在基准回归中,测度被解释变量用到人均国内旅游接待人次、人均国内

旅游收入和旅游产业协调水平三个指标形成的综合水平。与此相关的一个担心是,各个城市第三产

值基础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使得本文核心结论发生改变。为缓解这一担心,采用人均

国内旅游接待人次和人均国内旅游收入两个指标极差标准化之后相加来测度旅游经济发展

(Tour1)。表4第 (1)列结果显示,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该结

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Tour1 Tour Tour Tour
(1)Ecow (2)Ecow1 (3)Ecow (4)Ecow

Ecow 0.987** 0.447** 0.356*** 0.457**

(0.393) (0.176) (0.111) (0.206)

Constant -1.605*** -0.644*** -0.606*** -0.635***

(0.455) (0.195) (0.188) (0.19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679 0.674 0.723 0.655 

N 3718 3718 3718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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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在基准回归中生态财富指标体系涉及地区实际GDP,为了消除直接利

用GDP数据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的干扰,本文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式增加生态

财富这个数据的可信度。参照王镝等[33]的做法,将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除以该城市的建成区面

积替换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再同其他指标一起重新构建生态财富 (Ecow1)的指标,对

式 (1)再次回归。表4第 (2)列结果显示,生态财富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改

变,说明变换生态财富水平的度量方法不会改变基准结论。

3.调整样本。本部分采用两种方法调整样本,之后再对式 (1)进行验证。第一,修正离群

值。离群值可能会对回归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出于对数据离群值的担忧,本文对生态财富与旅游经

济发展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表4第 (3)列结果显示,生态财富仍然显著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第二,剔除大城市样本。由于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在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发展等

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为了排除这种特殊性的干扰,去除样本中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回归结果

如表4第 (4)列所示。不难发现,生态财富提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依然稳健。
(四)分位数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侧重从均值上分析,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因而有必要探讨不同旅游经济发展

水平下,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边际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本部分选取0.10、0.25、0.50、

0.75和0.90分位点进行分位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在所有分位点处生态财富

对于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旅游经济发展分布两侧的改善效果小于

中间部分。从10%分位数至90%分位数的变化趋势上看,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近

似倒 “U”型的变化。具体来说,在50%分位数点及以下,生态财富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值随着分

位点的上升而上升;在50%分位数点及以上,生态财富系数显著为正,但数值随着分位点的上升

而下降。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其旅游经济基础薄弱,旅游经济增

长潜力较大,从而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大;而旅游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受到

交通模式和假日动机等多元化旅游特征性因素影响,生态财富效应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综合来

看,生态财富整体上拉动了中国城市旅游经济发展,且对中等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最为

明显。

表5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q10 q25 q50 q75 q90
Ecow 0.075*** 0.137*** 0.217*** 0.109*** 0.061**

(0.028) (0.036) (0.045) (0.036) (0.026)

Constant -0.183*** -0.238*** -0.340*** -0.320*** -0.215***

(0.066) (0.079) (0.077) (0.056) (0.0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631 0.627 0.652 0.741 0.824 
N 3718 3718 3718 3718 3718 

(五)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经证明,对于所有286个样本城市平均而言,生态财富能够有效提升旅游经济发展水

平。中国城市在区域特征、人口规模等方面存在差异,探讨异质性影响有助于针对性提出政策建

议。因此,本节依次检验区域特征、城市规模和城市生态财富带来的异质性影响。

1.区域异质性。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域旅游特色存在一定的差异。鉴于此,根据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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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国家旅游局出台的 《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 (2016—2025年)》,在全国生态旅游发展划

分为八个片区的基础上,将本文样本划分为六个片区。需要说明的是,在样本考察期内青藏高原生

态旅游片区和海洋海岛生态旅游片区各有两个城市,由于样本较少尚未进一步分析。表6汇报了生

态旅游六个片区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估计结果,第 (1)列东北平原漫岗生态旅游片区、第

(3)列北方荒漠与草原生态旅游片区和第 (6)列珠江流域生态旅游片区的生态财富系数不显著,
说明这三个片区生态财富并没有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对此的解释是:东北平原漫岗生态旅游片区毗

邻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和蒙古国,侧重发展跨境生态旅游,进而对国内旅游经济影响微弱;
北方荒漠与草原生态旅游片区的景区大多数是欣赏山水为主,娱乐设施较少,进而没有带动当地旅

游经济发展;珠江流域生态旅游片区涉及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两地有较多沿海城市,更多靠

游客看海和消费海鲜美食拉动旅游经济,此时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促进作用不明显。表6第 (2)
列黄河中下游生态旅游片区、第 (4)列长江上中游生态旅游片区和第 (5)列东部平原丘陵生态旅

游片区的生态财富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这三个片区生态财富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主要原因在于:
这三个片区包含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地处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分布着较多生态旅游示范区,
使得旅游市场活力更强,有效扩大旅游流和信息流的活动范围,较好吸引国内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

度假。

表6 生态旅游六个片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Tour

(1) (2) (3) (4) (5) (6)

Ecow 0.176 0.732*** 0.012 0.641* 0.998* 0.013
(0.175) (0.187) (0.191) (0.344) (0.534) (0.048)

Constant 0.077 0.242 0.003 0.453 -0.430) -0.825*

(0.330) (0.311) (0.537) (0.435) (0.754) (0.4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764 0.745 0.796 0.740 0.706 0.787
N 481 884 325 871 650 455

2.城市规模异质性。城市活力的源头来源于人的集聚,旅游经济发展也离不开当地人口规模。
因此,有必要从城市规模出发考察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2014年出台的 《国务院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2014年中国城市市区常住人口数据为参照标准,100万以

上、50万以上100万以下和50万以下依次作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并由此进行分样本回

归。回归结果如表7第 (1)- (3)列所示,小城市的生态财富显著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大

城市,而该效应在中等城市中影响是不显著的。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小城市原有旅游消费意愿不

足,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空间较大,在旅游价值得到认可的过程中推动区域内旅游资源合理开

发,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进而挖掘旅游消费潜能;大城市旅游发展程度一般较高,其旅游

发展处于相对成熟时期,生态财富的边际作用较小;中等城市可能注重发展多元化产业,没有足够

重视生态财富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带动作用,亦有可能旅游经济发展依赖于人文旅游带动。

3.城市生态财富异质性。与生态财富较低的地区相比,生态财富较高地区的政府在城市精细

管理、城乡环境美化等方面经验丰富。因此,较高的生态财富与较低的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

影响可能不同。鉴于此,本文将城市生态财富这个指标三等分:一等分组为低生态财富城市,二、
三等分组 依 次 为 中、高 生 态 财 富 城 市。在 此 基 础 上,对 式 (1)再 次 回 归,具 体 结 果 见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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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6)列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中、高生态财富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低生态财富系数不显

著,这说明中、高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强于低生态财富。造成上述结果的原

因在于:一方面,中、高生态财富城市凭借先发优势,形成了明显的旅游资源集聚效应;另一方

面,与低生态财富城市相比,中、高生态财富已经形成较好良性互动的城市治理格局,合理和高效

利用自然资源。相反,低生态财富城市在开发旅游资源、集约生产等方面还处于摸索之中,从而对

旅游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表7 城市规模与生态财富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Tour

(1)大城市 (2)中城市 (3)小城市 (4)低生态 (5)中生态 (6)高生态

Ecow 0.222*** -0.079 0.705** 0.095 0.462*** 0.488*

(0.081) (0.120) (0.347) (0.121) (0.168) (0.285)

Constant -0.486** -0.437 -0.198 0.168 -0.583** -1.957***

(0.220) (0.307) (0.539) (0.242) (0.229) (0.5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779 0.708 0.730 0.725 0.700 0.698
N 1885 1170 663 1235 1248 1235

五、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生态财富显著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理论分析表明生态财富主要通过信息技术

渗透和旅游市场活力两条路径影响旅游经济发展,本小节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生态财富对旅游经

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表8的模型 (1)- (3)汇报了信息技术渗透作为中介

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 (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生态财富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生态财富的有

效积累有利于带动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模型 (2)回归结果显示,生态财富与信息技术渗透存在显

著的正向联系。同时考虑生态财富和信息技术渗透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如模型 (3)所示,
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生态财富和信息技术渗透均能为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积极

影响。但从数量上来看,生态财富的系数由模型 (1)中的0.447降为模型 (3)中的0.394,下降

约11.86%,根据β1γ2/α1 可计算出信息技术渗透中介效应的效应量约为11.80%。综合来看,表8
模型 (1)- (3)的结果验证了信息技术渗透在生态财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即假说2得到验证。

观察旅游市场活力这个中介变量。模型 (4)生态财富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态财富能够显

著激发旅游市场活力。模型 (5)是同时加入生态财富和旅游市场活力的变量后,解释变量生态财

富的系数仍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没有加入旅游市场活力变量时,生态财富的回归系数为

0.447且在5%水平上显著,加入之后变为0.418,这意味着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

降低。由此可知,旅游市场活力是生态财富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中介因素,此时假说3得到验证,
根据β1γ2/α1 可计算出旅游市场活力中介效应的效应量约为6.33%。更进一步地,如模型 (6)所

示,在同时加入中介变量信息技术渗透和旅游市场活力之后可以发现,信息技术渗透和旅游市场活

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生态财富的估计系数在数值上出现了进一步下降,这说明信息技术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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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市场活力是生态财富拉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机制。

表8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Tour Itp Tour Tmv Tour Tour
(1) (2) (3) (4) (5) (6)

Ecow 0.447** 0.544** 0.394** 0.039** 0.418** 0.373**

(0.176) (0.231) (0.178) (0.019) (0.175) (0.176)

Itp 0.097** 0.090**

(0.040) (0.039)

Tmv 0.726** 0.613*

(0.342) (0.323)

Constant -0.644*** 0.040 -0.648*** -0.028 -0.624*** -0.630***

(0.195) (0.350) (0.192) (0.031) (0.194) (0.1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674 0.790 0.681 0.394 0.678 0.683 
N 3718 3718 3718 3718 3718 3718 

(二)空间效应

1.空间相关性检验。全局 MoransI指数可以刻画整个空间集聚情况。在进行参数估计前,采

用全局 MoransI指数对研究对象空间溢出效应的显著性予以判断。结果显示地理邻接和信息距离

空间权重矩阵下全局 MoransI指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从2007年至2019年生态财富和旅

游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变化特征①。因此,有理由相信空间自相

关检验结果为探讨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起到了较好的逻辑支撑作用。

2.空间计量回归。本文依次进行LM检验、空间杜宾模型固定效应检验、Hausman检验以及

空间杜宾模型简化检验。基于上述检验结果,最终选取双向固定SDPD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

表9。不难发现,旅游经济发展滞后一期系数显著为正,在时间轴上,旅游经济具有动态惯性趋

势,即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时空依赖效应。此外,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

为正,意味着生态财富显著促进本地旅游经济发展,生态财富积累过程中旅游资源得到合理开发以

及环境得到改善,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从而对旅游经济产生实质性推动作用。SDPD模型结

果显示,生态财富的空间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初步表明生态财富对邻近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存在显

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由于空间加权系数包含反馈效应,直接点估计分析存在一定偏误。为此,
对空间动态模型进行效应分解,以加入控制变量后为参照,重点关注溢出效应。从短期效应来看,
生态财富跨区域溢出效应对旅游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从长期效应来看,生态财富跨区域溢

出效应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可能的解释是,本地生态财富的积累将吸引其他地区

游客前来旅游,邻近城市 “一日游”居多,两个城市相距较远时 “过夜游”居多,但总体上跨区域

旅游更多是短暂性停留,加之部分地区游客重游率偏低,从而表现出短期效果明显优于长期效果的

时效性。由此可知,假说4部分得到验证。
进一步考察旅游经济发展自身是否存在空间溢出。由表9可知,无论控制变量是否加入,空间

自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均达到1%,即中国城市旅游经济存在显著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本地区

旅游经济发展会通过地理邻近或人际联通上的关联,显著促进其他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究其原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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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纳如下:一是竞争效应,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地方政府以生态文明建设

为契机,以提高城市居民幸福为目标,精细化城市管理有助于旅游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 “力争上

游”的良性竞争关系;二是示范效应,一些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通过城市间的参观旅

游企业、人际交流等渠道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促进低旅游发展水平地区通过对这些经验的借鉴和学

习而加快其追赶速度;三是需求引致效应,本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会使得 “周边游”需求更旺盛,从

而有效推动相近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综上,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和需求引致效应可以共

同促使旅游经济发展表现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9 空间动态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Tour

地理邻接W1 信息距离W2 地理邻接W1 信息距离W2

Tourt-1 1.155*** 1.160*** 1.098*** 1.093***

(0.019) (0.019) (0.020) (0.019)

ρ 0.113*** 0.243*** 0.154*** 0.290***

(0.014) (0.022) (0.014) (0.022)

Ecow 0.200*** 0.191*** 0.091*** 0.057***

(0.022) (0.022) (0.022) (0.021)

W×Ecow 0.600*** 1.829*** 0.247*** 0.954***

(0.030) (0.046) (0.028) (0.041)
直接效应 (短期) 0.215*** 0.238*** 0.082*** 0.041*

(0.021) (0.022) (0.021) (0.021)
溢出效应 (短期) 0.689*** 2.438*** 0.212*** 0.764***

(0.035) (0.098) (0.026) (0.036)
总效应 (短期) 0.904*** 2.677*** 0.294*** 0.762***

(0.042) (0.106) (0.028) (0.037)
直接效应 (长期) -0.750*** -0.508 -9.275 1.357

(0.196) (97.014) (203.572) (12.960)
溢出效应 (长期) -2.257*** -4.523 15.904 3.695

(0.181) (96.999) (203.600) (12.965)
总效应 (长期) -3.007*** -5.031*** 6.628** 5.052***

(0.182) (0.270) (2.592) (0.696)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对数似然函数值 955.350  -5.099e+04 401.898  -1.783e+04
R2 0.942 0.847  0.864 0.837  
N 3432 3432  3432 3432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城市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度生态财富和旅游经济发展的

综合水平,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动态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考察生态财富

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从多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系统分析了异质性影响。主要研究结

论如下:其一,生态财富明显地促进了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尤其对中等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

用最为明显。其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处在黄河中下游生态旅游片区、长江上中游生态旅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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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东部平原丘陵生态旅游片区,则该城市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生态财

富对小城市、大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高生态财富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促

进作用要明显强于低生态财富。其三,机制检验表明,生态财富能够通过推动信息技术渗透和激发

旅游市场活力进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其四,空间动态杜宾模型表明,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时空

依赖效应;生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以短期效应

为主,长期效应还不明显。
根据研究结论,从生态财富有效积累和旅游经济健康发展出发,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有序推进城市生态财富积累,助力旅游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城市居民日常游憩

需求,因地制宜开发和利用现有的自然风光,有序开展公园绿地建设、污水净化等工程,旅游企业

充分挖掘自然景观的品牌效应,发挥好生态财富对游客的吸引作用,推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地方

政府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定期对旅游地自然生态进行量化考核,推动旅游

企业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增强游客生态文明意识。此外,在生态财富积累过程中,要注意生态财富

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异质特征,推广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生态旅游成功经验,带动全国其他片区探

索合适的生态旅游模式;中等城市应主动以积累生态财富为抓手,学习生态旅游经营方式,激活生

态财富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第二,生态财富效应的充分发挥离不开信息技术和旅游市场活力支撑。一方面,深化 “互联网

+旅游”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相关服务商和运营商应转变旅游运营方式,主动利用互联网创新传播

和智能管理,完善景点在线预约、扫码入园、酒店入住等智能服务平台。同时,善于从互联网呼声

中提炼反馈意见,引导广大游客积极参与到景点改造、产品设计等环节,实现数字资源和旅游资源

高效对接。另一方面,建设一批集观景栈道、餐饮服务、特色销售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旅游驿站,
调动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事业的积极性,完善旅游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接待能

力、管理技能和服务水平。同时,强化旅游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按照参与贡献率建立奖励机

制,增强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荣誉感。
第三,加强互联互通,提高城市间旅游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各个城市在关注自身旅游经济发展

的同时,也要关注周边城市旅游经济进展,正确看待区域间旅游资源存在的差异,增强能够发展好

旅游经济的信心和决心。旅游地需要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打造特色小吃街和购物街,刺激

游客消费意愿,尤其打造夜间旅游产品和品牌,使得游客 “过路游”变成 “过夜游”。城市之间主

动加强旅游经济跨部门协调,在资源、品牌、景区日常管理等方面加强交流,鼓励和支持跨区域开

展旅游供给侧合作,协同打造内容丰富、差异互补的旅游线路,进一步延伸旅游产业链,降低旅游

产品成本,从而共同提高旅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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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doesEcologicalWealthPromoteTourismEconomyDevelopment
—EmpiricalEvidencefrom286CitiesinChina

BAOPeng-cheng,HUANGLei

Abstract:Ecologicalwealth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tourismeconomy,butthere-
search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isstillinitsinfancy.Basedonthepaneldataof286prefec-
ture-levelandabovecitiesinChinafrom2007to2019,thispaperempiricallyanalyzestheimpactofeco-
logicalwealthonthedevelopmentoftourismeconomyfromtheperspectiveoftheeffectandmechanism
bymeasuringthecomprehensivelevelofthetwofactors.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ecological
wealthsignificantlypromotesthedevelopmentoftourismeconomyonthewhole.Thepromotioneffect
ismoresignificantinthemiddleandlowerreachesoftheYellowRiver,theupperandmiddlereachesof
theYangtzeRiverandtheeasternplainsandhillyecotourismareas,aswellaslargeandsmallcitiesand
citieswithhighecologicalwealth.Ecologicalwealthcanpromotethedevelopmentofurbantourisme-
conomybymeansofpenetr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andstimulationofthevitalityofthetourism
market.Thedevelopmentoftourismeconomyhasasignificantspatialandtemporaldependenceeffect,

sothepositivespatialspillovereffectismainlyashort-termeffect,whilethelong-termeffectisnotob-
vious.Theresearchconclusionsprovideempiricalevidenceandpolicyrecommendationsforthefullplay
oftheecologicalwealtheffect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
Keywords:ecologicalwealth;tourismeconomy;informationpenetration;marketvitality;spati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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