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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测量与评价

——基于动态分析视角：2009-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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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经济引力论的相关理论，利用统计年鉴与社会统计公报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对2009-2013年连续5
年的北部湾广西区4个中心城市（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的旅游经济联系度进行了测度，测度结果显示：从动
态角度来看，北部湾广西区各主要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且趋势十分明显；南宁与其他3个城市
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是4个中心城市中最强的，而北海与其他3个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则是最弱的；无论就
旅游业发展水平而言，还是就区域旅游经济合作而言，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旅游业发展水平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
最后，就北部湾广西区旅游业下一步的发展战略问题提出了相关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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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n the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 of Central Cities
in Guangxi Beibu Gulf Area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Analysis：2009-2013
GONG Fei1，LV Guan-sheng2，3

（1. Guangxi Economic & Trade Polytechnic，Nanning 530021，China；2. Guilin Tourism College，Guilin 541006，China；
3. Guangxi Institute of Tourism Sciences，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conomic gravitation theory，statistical yearbook and social statistics bulletin data，employing the gravity
model，the paper makes the measurement on the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 of four central cities （Nanning，Beihai，Qinzhou
and Fangchenggang） in Guangxi Beibu Gulf area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of 2009-2013.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dynamic point of view，the economic linkage among all major central cities presents a rising trend year by year，and the upward
trend is very clear. Among the four cities，Nanning has the strongest tourism economic linkage with the other three，whereas Beihai
is the weakest. No matter on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or on regional tourism economic cooperation，the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 of central cities in Guangxi Beibu Gulf area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uangxi Beibu Gulf are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entral cities in Guangxi Beibu Gulf area；tourism economic linkage；dynamic analysis

一、问题提出

国家旅游局和广西区人民政府共同编制的《北

部湾旅游发展规划》（2009）提出，要建设南宁国

际会展商贸旅游区、北钦防滨海旅游度假区、中越

边境跨国旅游区、桂东南温泉养生休闲度假旅游

带、海口热带滨海城市休闲旅游区、海南岛西海岸

滨海度假旅游带、雷州半岛及琼州海峡复合型旅游

度假区等 7大旅游区。根据《规划》，以南宁、北

海、钦州、防城港为中心城市的广西沿海将致力于

建设跨国海滨度假旅游目的地，并将在2012年建设

为国内著名滨海度假地，2015年发展为亚洲一流滨

海度假地，2020年成为世界级滨海度假地。

在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旅游业一直被

列为重点产业和先行先导产业，目前已有的对北

部湾旅游业研究成果大多关注该区域旅游业的业

态和发展战略，而对各主要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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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欠缺［1］。基于此，本文拟以 2009-2013年的国

内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收入为依据，借用经济引力

论的相关理论［2］，对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即南

宁、北海、钦州、防城港 4个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

联系度进行动态测度和评价，以期为北部湾经济区

旅游合作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学术回顾和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旅游合作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区域城市旅

游经济联系度进行研究。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国

内其他区域内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进行了研

究，代表性的成果有：王苏洁、卞显红对长三角各

主要旅游城市的经济联系度进行了测度和评价［3］；张

广海、周菲菲对环渤海湾区域主要旅游城市的旅游

经济联系度进行了分析［4］；邹统钎、郑春晖对京津

冀地区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进行了研究［5］；张洪、

夏明对安徽省17个地市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和旅游经

济联系量进行了实证研究［6］；赵亮、李红娜对辽宁

省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演变及其动力机制进行了分

析［7］；姜嫣、马耀峰、高楠、王永明以东部10省市

为例，对区域旅游产业与经济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研

究［8］；何艳对陕西省各地市旅游经济联系度进行了

实证分析［9］。

上述的研究多建立在以单个年份数据为面板数

据的静态分析，仅为描述性研究，在数据采集方

面，也只是采用国内旅游市场部分数据，或是采用

总体市场（即国内+入境）数据。这种静态的分析

和数据采集不全面，难以反映事件的形成和演变过

程。因此，本文拟选取多个年份 （2009-2013年）

的数据进行动态分析。另外，基于北部湾经济区旅

游经济以国内旅游市场为主的结构特点（表1），本

文采用国内旅游市场部分数据。

表1 2013年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旅游经济基本面

项目

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

入境旅游人数（万人次）

旅游总人数（万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入境旅游收入（亿元）

旅游总收入（亿元）

南宁

5 840.00

35.11

5 875.11

469.64

6.73

476.37

北海

1 521.16

11.50

1 532.66

137.27

2.53

139.80

钦州

774.25

4.61

778.86

60.99

0.93

61.92

防城港

965.11

14.67

979.77

61.79

2.75

64.54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借鉴前面所提到的关于区

域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研究成果中使用最普遍的引

力模型测度方法，该测度方法是一个类似于物理学

上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该公式表达为：

Rij= PiGi PjGj

Dij
2 （1）

其中，Rij为 i、 j两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

Pi、Pj为城市 i、j的国内旅游总人次（单位：万人

次）；Gi、Gj为城市 i、j的国内旅游总收入（单位：

亿元）；Dij为城市 i、j之间的最短交通距离（单位：

km）。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 4个城市

为研究单元，以国内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收入作为

衡量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对 2009-2013年北

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度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中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广西统计年鉴》及各市

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市

2009-2013年旅游业发展基本情况见表2所列。

表2 2009-2013年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国内旅游经济

基本情况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南宁

国内
旅游
人数

（万人次）

3071.00

3 705.00

4 374.74

5 122.00

5 840.00

国内
旅游
收入

（亿元）

179.03

234.10

307.05

397.13

469.64

北海

国内
旅游
人数

（万人次）

810.00

938.00

1 100.79

1 311.20

1 521.16

国内
旅游
收入

（亿元）

50.50

67.00

86.07

110.20

137.27

钦州

国内
旅游
人数

（万人次）

402.20

469.33

570.42

692.75

774.25

国内
旅游
收入

（亿元）

21.00

27.04

44.03

51.02

60.99

防城港

国内
旅游
人数

（万人次）

418.09

550.08

675.59

806.53

965.11

国内
旅游
收入

（亿元）

17.14

27.89

38.73

50.36

61.79

根据最新发布的广西公路里程表及搜狗地图时

间最短方案，北部湾广西中心城市之间距离见表 3
所列。

表3 北部湾广西各中心城市间距离 km

城市

南宁

北海

钦州

防城港

南宁

-

215

120

153

北海

215

-

91

165

钦州

120

91

-

58

防城港

153

165

58

-

三、实证分析

表 4反映的是 2009-2013年北部湾广西区各中

心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情况。从表 4中的数据

可以发现：

（1）从 2009-2013年，北部湾广西区各中心城

市间的经济联系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上升趋势

十分明显（图1）。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各城市之间

联系度值的逐年上升，也体现在整个区域联系度平

均值的逐年上升。整个区域的平均联系度值从2009
年的 2.63上升到 2013年的 15.08，5年间增长了近

4.73倍。但是，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度表现得十

分不均衡，以2003年为例，南宁与钦州之间的联系

度值为24.99，而北海与防城港之间的联系值却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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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两者相差 10.9倍，对于同在一个城市群、城

市距离相差也不是很悬殊且正在大力推进同城化进

程的区域内城市来说，这个悬殊差距说明北部湾广

西区各中心城市间在推进区域旅游合作和旅游同城

化的工作上，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表4 2009-2013年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平均值

南宁-
北海

3.24

5.05

7.72

11.72

16.37

8.82

南宁-
钦州

4.69

7.29

12.76

18.83

24.99

14.11

南宁-
防城港

2.68

4.93

8.08

12.28

17.28

9.05

北海-
钦州

2.24

3.41

5.89

8.59

11.99

6.42

北海-
防城港

0.63

1.14

1.83

2.81

4.10

2.10

钦州-
防城港

2.31

4.15

7.62

11.27

15.77

8.22

平均值

2.63

4.33

7.32

10.92

15.08

图1 2009-2013年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度趋势

（2）在北部湾广西中心城市群中，南宁作为区

域旅游经济中心十分明显。在 2009-2013年间，以

南宁为中心、与其他三个城市组合的旅游经济联系

度值都高于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平均值。而

无论是单一年份还是 5年整体时间，北海与其他城

市组合之间旅游经济联系度在所有城市组合中多居

于最后两位，且差距明显，尤其是北海与防城港之

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在整个区域的城市组合中是最

弱的，也远远低于区域的平均值。比较南宁、北海

两市与钦州、防城港两市之间的城市距离，北海与

钦州之间的距离要远短于南宁与钦州之间的距离，

但南宁与钦州之间的联系度却一直高出北海与钦州

之间的联系度。旅游经济联系度与人口流动有着非

常密切的关系，旅游流的扩散转移可以极大促进区

域间经济联系强度［1］。由于北海和南宁之间的旅游

经济规模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旅游经济上的差

距大到足以消弭空间距离上的差距。在北部湾广西

区 4个中心城市中，与其他三个城市的平均距离最

长的是南宁，最短的是钦州，但南宁与北海、防城

港之间的联系度明显高出钦州与北海、防城港的联

系度，也同样说明空间上的距离对于城市旅游经济

联系度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城市间的旅游经济

联系度更多决定于两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3）在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群中，南宁与钦

州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最强，在所有年份中均位

居第一；南宁与北海、南宁与防城港、钦州与防城

港这三组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大致相当；北

海与钦州之间的联系度在所有 6个城市组合中居于

倒数第二位，但较之北海与防城港之间的联系度明

显要强出很多。以2013年为例，各城市之间经济联

系度的高低排序为南宁-钦州、南宁-防城港、南

宁-北海、钦州-防城港、钦州-北海、北海-防城

港，这个排序与这 6组城市组合的国内旅游人数加

总排序和国内旅游收入加总排序（按照国内旅游人

数加总和国内旅游收入加总，排序均为：南宁-北
海、南宁-防城港、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北

海-钦州、钦州-防城港）之间并不一致。

（4）就总体而言，尽管整个地区的旅游经济联

系度在过去 5年间有了比较明显的增强，但这种增

强只是相对较低的起点而言，相比于国内旅游业发

达地区而言，这一地区主要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

度仍处于起步状态，整体发展水平依然比较低［10］，

远低于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上海、南京、杭州、

苏州、无锡、常州），而数据显示早在 2003年这 6
个城市间的旅游经济联系度就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

（表 5）。这说明，无论就旅游业发展水平而言，还

是就区域旅游经济合作而言，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

市旅游业发展水平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从目前广

西区中心城市的实施效果来看，虽然在人数和收入

方面已具初步规模，但与《北部湾旅游发展规划》

所提出的“国内著名的跨国滨海度假旅游目的地”

要求（知名度、入境游客规模、产业发展稳定程度

等）还有较大差距，且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整

个地区旅游业发展势头在放慢，如何保持旅游业快

速发展已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表5 长江三角洲中心旅游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

城市

上海

南京

杭州

苏州

无锡

常州

上海

-

20.96

67.20

216.28

96.69

23.36

南京

20.96

-

4.78

8.73

9.01

6.34

杭州

67.20

4.78

-

20.58

7.68

3.23

苏州

216.28

8.73

20.58

-

345.50

25.86

无锡

96.69

9.01

7.68

345.50

-

58.64

常州

23.36

6.34

3.23

25.86

58.64

-

注：数据根据王苏洁、卞显红“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
联系测度与评价研究”（《商业经济文萃》，2005年第4期）整理。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根据对 2009-2013年连续 5年的北部湾广

西区 4个中心城市（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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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联系度进行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

点结论：

（1）北部湾广西区各中心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度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上升趋势十分明显；在北部

湾广西中心城市群中，南宁作为区域旅游经济中心

地位十分明显，与其他三个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联

系度最强，而北海与其他三个城市之间的旅游经济

联系度最弱。

（2）无论就旅游业发展水平还是就区域旅游经

济合作而言，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市旅游业发展水

平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但是，旅游产业对北部湾

经济区发展依然重要，能够推动北部湾经济区开放

开发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二）对策建议

北部湾广西区旅游业下一步的发展应着手解决

以下两个问题：

（1）要推进城市间的资源共享。当前，北部湾

广西区各中心城市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资源共享，

尤其是在客源共享方面。当前的北部湾入境旅游市

场几乎都是各自为战状态，之所以无法形成共享，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形成成熟的旅游线

路；二是技术壁垒，如旅游企业信息互通。在目前

成熟旅游线路尚未培育完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

以通过建立云协作的方式实现北部湾广西区中心城

市间旅游资源和信息共享的最大化。借助云协作，

既可以优化本区域旅游信息流通渠道，整合本区域

旅游各产业的资源，降低本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成

本，不仅可以提升本区域中小旅游企业的市场竞争

力，还可以延展本区域旅游产业链条，实现多产业

的合作共赢［9］。

（2）推进各城市旅游业的统筹均衡发展和产业

融合。当前，整个北部湾广西区国内旅游和旅游总

收入结构中，南宁市占了 60%以上的份额，整个地

区旅游业发展过于依赖南宁市，而南宁市旅游业的

发展主要依赖国内旅游业市场。要改变整个北部湾

广西区旅游业对于南宁市旅游和国内旅游市场的过

分依赖，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应是统筹规划本

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战略，加快本区域的旅游产业融

合。北部湾广西区各中心城市的旅游业各有产业优

势和区域优势，在制定本区域旅游同城化发展战略

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城市的产业特点和区域特点，赋

予不同的产业定位和产业分工；同时，要大力推进本

区域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

跨界融合发展，形成融合型旅游新业态，形成经济、

企业和行业三重效应共同起作用的良性循环［10］。

五、结束语

本文建立在多个连续年份数据基础之上的动态

分析较以往采用单一年份、静态分析的方法有了很

大进步，能够更清晰和准确地解释北部湾广西区中

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形成及演变过程。但引力模

型测度公式只是一个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量化分析

工具，实际上，对于区域间的旅游经济联系问题，

需要有翔实、可信的城市客流单、双向流动统计数

据才能做出更可信的定性分析，这也是今后需要继

续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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