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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借助ＤＥＡ－Ｍａｌｑｕｉｓｔ方法，从静态、动态两个角度对辽宁沿海经济带６个城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旅游资源利用情况进

行了评价，并对２０１５年辽宁沿海经济带总体旅游效率进行空间分异分析并提出区域旅游效率优化目标。结果表明：①辽宁沿

海经济带城市旅游综合效率达到相对有效的城市较少，研究区资源配置和利用有较大提升空间；城市旅游效率受技术进步指

数影响较大，而规模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主要的限制因素；②２０１５年，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效率在空间上呈东南高、西

北偏低的分布特征，且空间差异明显；规模效率是影响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城 市 旅 游 综 合 效 率 及 其 空 间 分 异 的 主 要 因 素；③辽 宁

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投入普遍存在要素冗余现象，可通 过 产 业 结 构 调 整、优 化 投 资 环 境、避 免 低 水 平 重 复 建 设 等 方 式 提 升 区

域和城市旅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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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辽宁沿海经济带旅 游 资 源 丰 富、旅 游 开 发 潜 力 大，特 别

是被纳入国家战略之 后，当 地 经 济 获 得 飞 速 发 展，为 旅 游 业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和

国家“十三五”规划 中，首 次 将 海 洋 经 济 纳 入 区 域 发 展 战 略，

加大了对沿海地区的开发力度，为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业的

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但 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在 旅 游 业 迅 猛 发 展

的同时，也存在着旅游 资 源 配 置 不 合 理、对 旅 游 资 源 过 度 依

赖、旅游资源利用效率 低 下 等 问 题，限 制 了 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１］。

城市旅游效率是指城市作为旅游经济的生产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实现旅游产 业 发 展 过 程 中 单 位 生 产 要 素 实 现 产 出

最大化，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获得总剩余最大化［２］。国内外研

究者在对城市旅游效率方面的研究已较成熟，取得了一系列

的研究成果。根据对国内外文献检索的结果可以看出，现有

的研究主要集 中 在 旅 游 产 业 中 的 酒 店 和 旅 行 社、旅 游 目 的

地、旅游交通等领域。在旅游酒店方面，Ｍｉｃｈａｅｌ对酒店服务

环境进行了评价分析，指出客房员工的绩效对客人满意度的

提高具有最直接的影响［３］；孙景荣等研究了中国城市酒店业

效率的空间特征并 提 出 了 具 体 优 化 措 施［４］。在 对 旅 行 社 效

率研究中，Ｂａｒｒｏｓ等对葡萄牙２５家旅行社进行了研究，指出

成立时间长的旅行社相对效率较高［５］；胡宇娜等对中国区域

旅行社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旅行社业效率

在时序上呈先 上 升 后 下 降 的 态 势，在 空 间 上 以“山”形 为 主

导［６］。交通工具效率在旅 游 产 业 发 展 中 具 有 重 要 的 桥 梁 作

用［７］，Ｃｈａｒｌｅｓ对欧洲１２家航空公司与美国７家主要航空公

司进行了研究，指 出 员 工 成 本 与 航 空 公 司 的 利 润 关 系 较 密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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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８］；刘静卜等研究了中 国 民 航 的 运 营 效 率，并 进 行 了 评 价

分析［９］。与旅游产业部门的研究相比，国内外学者针对综合

性旅游目的地的研究 相 对 较 少，仅 对 国 家 公 园，风 景 名 胜 景

区等运营情 况 进 行 了 研 究 分 析［１０，１１］。近 年 来，国 内 学 者 对

旅游效 率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对 某 一 区 域 的 旅 游 资 源 进 行 评

价［１２－１４］，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对省域或市域层面

特别是沿海地区旅游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资 源 开 发 与 利 用 情 况 进

行评价分析的较少。

本文选择旅游业发展 迅 速 的 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为 研 究 对

象进行城市旅游效率研究，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业的

发展与旅游效率的提高提供借鉴，为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业

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以期促进该地区旅游业发展

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２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概况

辽宁沿海经济带位 于 我 国 东 北 部，毗 邻 黄 海 和 渤 海，地

处东北亚经济圈的关 键 地 带，包 括 大 连 市、丹 东 市、锦 州 市、

营口市、盘锦市、葫芦岛市６个沿海城市及其所辖行政区域，

土地面积约 占 辽 宁 省 的１／４，海 岸 线 长２２９０ｋｍ。该 地 区 旅

游产业发展区位优势明显，区域内人文景观资源和自然旅游

资源各具特色，特别是 滨 海、港 口 等 海 洋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且 腹

地广阔；同时较高的对外开放度和便利的海陆交通为当地旅

游经济的发 展 提 供 了 有 利 条 件。根 据 相 关 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５
年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全年旅游总收入达１９１８．２８亿元，占全

省旅游收入的５２．９９％，表明该地区的 旅 游 业 在 整 个 辽 宁 省

旅游业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近年来该地区旅游

产业发展呈现资源高消耗、经济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即主要

存在资源利用与分配 不 合 理、旅 游 地 重 复 建 设、景 区 管 理 不

合理等问题，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效率均有待

提高［１５］。

２．２　研究方法

ＤＥＡ模型：数据 包 络 分 析 法（ＤＥＡ）是 一 种 广 泛 应 用 的

定量研究方法，主要用 于 分 析 处 理 同 类 型 的 多 投 入、多 产 出

指标的相对有效性。在 对 多 投 入、多 产 出 的 处 理 上，该 方 法

无需假设权重和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与其他方法相比具有

显著的优越性。数据包络分析法利用线性规划模型，把所选

取的被评价单位作为 决 策 单 元，通 过 数 学 模 型 计 算，得 到 产

出与投入的比值。结果 分 为 两 种：效 率 值 为１的 单 位，被 称

为相对有效单位，表 示 产 出 大 于 等 于 投 入；大 于０而 小 于１
的单位，则为相对非有效单位，表示产出小于投入。同时，通

过对比分析，ＤＥＡ可 找 出 有 效 单 位 和 非 有 效 单 位 之 间 的 数

据差距，并针对非有效 单 元 提 出 相 应 的 建 议，以 促 进 非 有 效

单元达到低投入、高 产 出 的 相 对 有 效 结 果。根 据ＤＥＡ模 型

方法，在本文研究过程中的城市综合效率指数反映的是该城

市旅游资源要素配置、利 用 和 规 模 集 聚 等 效 率，该 指 数 等 于

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技术效率指数是指该城市旅游

资源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规模效率指数是指该城市旅游

资源投入规模集聚效率；规模报酬是指城市各项生产要素等

比例变化所带来的产量变化，若产出增加比例大于投入增加

比例，则规模报酬递增，若投入增加比例大于产出增加比例，

则规模报酬递减。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模型：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 产 率 指 数 是 评 价 多 个 时

期旅游动态生产效率的常用方法，是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而

提出的。依据Ｆａｒｅ等的 定 义，在 规 模 报 酬 条 件 不 变 下，从ｔ
期到ｔ＋１期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计算公式为：

Ｍ（ｙｔ＋１，ｘｔ＋１）＝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ｘｔ，ｙｔ）

×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

× ｄ
ｔ（ｘｔ，ｙｔ）

ｄｔ＋１（ｘｔ，ｙｔ ］）
１／２

（１）………………………………………

当 Ｍ＞１时，表示生产率水平提高；当 Ｍ＝１时，表 示 生

产率水平不变；当 Ｍ＜１时，表示生产率水平下降。式（１）可

分解为：

Ｍ（ｙｔ＋１，ｘｔ＋１，ｘｔ）＝
ｄｔ（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ｘｔ，ｙｔ）

×ｄ
ｔ＋１（ｘｔ＋１，ｙｔ＋１）
ｄｔ＋１（ｘｔ，ｙｔ［ ］）

１／２

（２）………………………………………………………

如式（２）所示，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 产 率 指 数（ＴＦＰＣＨ）可 以 分

解为技术 效 率 变 化 指 数（ＥＦＦＣＨ）和 技 术 进 步 变 化 指 数

（ＴＥＣＨＣＨ）。其中，技术 效 率 变 化 指 数（ＥＦＦＣＨ）又 可 分 解

成纯技术效率变化（ＰＥＣＨ）和规模效率变化率（ＳＥＣＨ）。在

规模报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ＥＦＦＣＨ大于１时，表示ｔ和

ｔ＋１期间城市效 率 有 所 提 高；当ＥＦＦＣＨ 等 于１时，表 示 在

这段时期内城 市 效 率 没 有 变 化；当ＥＦＦＣＨ 小 于１时，则 表

示此期间城市效率降低。式（２）中其他指数数值含义与ＥＦ－
ＦＣＨ所表示的含义相同。

变异系数：变异系数（ＣＶ）又称为标准离差率，是反映数

据离散程度的统计量［１６］。一般来说，变异系数 越 小，表 明 组

内观测值的分异程度 越 小，组 内 数 据 间 的 分 布 越 均 衡，稳 定

性越好；变异系 数 越 大，表 明 其 离 散 程 度 越 大，分 布 越 不 均

衡，稳定性越差，计算公式为：

ＣＶ＝σ
μ
＝

Σ
ｎ

ｉ＝１
（ｘｉ－μ）

２

槡 ｎ
μ

（３）…………………………

式中，σ为数列的标准差；μ为数列平均值；ｘｉ 为组内第ｉ
个数据；ｎ为组内数据个数。

２．３　指标与数据来源

评价指标的选择应当具有科学性、适宜性和可操作性原

则［１７］。投入指标方面，依据传统的经济学意义，最 基 本 的 生

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 和 资 本，但 由 于 城 市 旅 游 生 产 活 动 受

土地面积的影响较小，所以土地面积可不作为投入要素。劳

动和资本对城市旅游满意度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将这

两种要素作为投入要 素。由 于 我 国 对 地 市 级 城 市 旅 游 部 门

直接从业人数的统计缺失，本文选取城市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指标作为劳动要素进行综合效率分析。资本要素投入方面，

在当前的城市建设过程中，更多的投资和建设主要是用来满

足城市的基本需求，与 旅 游 相 关 的 资 产 投 资 所 占 比 重 较 小，

而旅游服务在提高城市吸引力中又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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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取住宿业与餐饮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作 为 资 本 要 素。产 出

指标方面，城市旅游的直接产出应该能满足游客旅游过程中

的所有需求和服务，但目前研究城市旅游效率文献中的产出

指标多选择旅游收入或旅游接待人次，因此本文借鉴其他学

者的研究，产出指标选择城市旅游总收 入（表１）［２］。有 关 城

市旅游效率 的 投 入 与 产 出 指 标 所 需 数 据 均 来 源 于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的《辽宁统计年鉴》。
表１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业投入产出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评 价 内 容 指 标 类 型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城 市 旅 游 业
发 展 效 率

投 入 指 标
劳 动 要 素 投 入 第 三 产 业 从 业 数（万 人）

资 本 要 素 投 入 住 宿 业 和 餐 饮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万 元）

产 出 指 标 效 率 产 出 旅 游 总 收 入（亿 元）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效率测度分析

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城 市 旅 游 效 率：运 用ＤＥＡＰ２．１测 算

软件对辽宁沿海 经 济 带 城 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综 合 旅 游 效 率

指数与各项效率 指 数 进 行 测 度，结 果 见 表２。①综 合 效 率。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 旅 游 综 合 效 率 达 到 相 对 有 效 的 城 市 较

少，区域差异较大。其中，丹 东 和 盘 锦 市 达 到 有 效 的 次 数 各

４次，综合效率均值分别为０．９４７和０．９２７，表明旅游资源的

要素配置与规模集聚 能 满 足 其 旅 游 消 费 的 需 求 且 达 到 最 佳

配置；锦 州 和 葫 芦 岛 市 的 综 合 效 率 均 值 仅 为０．６０５和０．

６１０，最低值为２０１５年的锦州市（０．３２５）。总体而言，辽宁沿

海经济带城市旅游综合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

变化较平缓，综合效率水平一般。②技术效率。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技术效率的 平 均 值 分 别 为０．７６６、０．

９１４、０．９３５、０．９０９、０．８６９，呈先上升后缓慢下降趋势，平均值

较高且发展趋势较稳定，说明该地区对现有技术的使用能力

总体较强。其中，大连、丹东和盘锦市 的 技 术 效 率 均 为１，表

明３市在信息技术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较好，能面对日趋

激烈的竞争，而其他３市 的 技 术 效 率 存 在 较 大 的 波 动 性，但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③规 模 效 率。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辽 宁 沿 海

经济带城市规模效率达到有效的城市个数呈递增趋势，且区

域差异较小。整 体 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城 市

平均规模效 率 分 别 为０．８５９、０．８１１、０．８２７、０．７９３、０．７０５。

由于大连市近年来旅 游 规 模 的 扩 张 速 度 过 快 导 致 其 规 模 效

率较低，而除大连市之外的其他城市的平均规模效率均处于

０．７９９以上，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的 规 模 投 入 能 满 足 其

旅游需求。从各市来看，丹 东 市 的 规 模 效 率 除２０１３年 外 均

达到了１．０００，盘 锦 市 的 规 模 效 率 除２０１５年 外 均 已 达 到 有

效，说明丹东和盘锦市 的 旅 游 资 源 配 置 和 利 用 情 况 较 合 理。

④规模报酬分析。从表２可见，辽宁沿海经济带规模报酬递

增的城市数量呈现先减少后增加趋势。即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辽

宁沿海经济带 规 模 报 酬 递 增 的 城 市 数 由３个 减 少 到１个；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由１个增 加 到４个，说 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辽 宁

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不断提高，可加大

旅游投入，以促进产出增加。

表２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效率计算结果（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年份 变量 大连 丹东 葫芦岛 锦州 盘锦 营口

２０１１

综合效率 ０．４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６４７　０．４４２　１．０００　０．３５２
技术效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５０　０．５２６　１．０００　０．４１８
规模效率 ０．４７５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５　０．８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４３
规模报酬 递减 — 递增 递增 — 递增

２０１２

综合效率 ０．４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６　０．８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３３４
技术效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８１
规模效率 ０．４５８　１．０００　０．９０６　０．８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９４
规模报酬 递减 — 递减 递增 — 递增

２０１２

综合效率 ０．３７６　０．７３４　０．５２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技术效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规模效率 ０．３７６　０．７３４　０．８５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规模报酬 递减 递减 递增 — — —

２０１４

综合效率 ０．４１６　１．０００　０．５１９　０．４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技术效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１３　０．６３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规模效率 ０．４１６　１．０００　０．６３９　０．７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规模报酬 递减 — 递增 递增 — —

２０１５

综合效率 ０．９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４１４　０．３２５　０．６３５　０．４８８
技术效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１９　０．５６６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８
规模效率 ０．９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６　０．５７３　０．６３５　０．５８９
规模报酬 递减 — 递增 递增 递增 递增

　　注：—表示规模报酬保持不变。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效率变化趋势分析：全要素生

产率（ＴＦＰＣＨ）的一般是指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的开发利

用效率。从旅游产出角度看，旅游收入和旅游接待增加主要

是由于生产率、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等因素的

促进。从旅游效率角度看，生产率相当于一定时期内旅游收

入与旅游接待人次和各类资源要素总投资的比 值［１８］。实 质

上，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为增加旅游

收入，提高旅游效率与 整 体 旅 游 竞 争 力 而 做 出 努 力 的 成 果。

本文将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的投入与产出

数据作为原始依据，利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模型对该地

区各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结果 见 表３。技 术 效 率

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 变 化 指 数 是 影 响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指 数 的

主要原因。由表３可 知，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指 数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均大于１且 呈 增 长 趋 势，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小 于１；技 术 效 率 变

化指数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在前两个时期大 于１，后 两 个

时期小于１，且都 呈 现 逐 年 下 降 趋 势；规 模 效 率 变 化 指 数 仅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大于１，其他３个时期均小于１，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发展趋势；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

趋势相似，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呈增长趋势，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呈下降

趋势，说明技术 进 步 是 影 响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变 化 的 最 主 要 因

素，而规模效率是限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

表３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时 段 技 术 效 率
变 化 指 数

技 术 进 步
变 化 指 数

纯 技 术 效 率
变 化 指 数

规 模 效 率
变 化 指 数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指 数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 １．１５３　 ０．８９９　 １．２２４　 ０．９４１　 １．０３７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１．０４２　 １．１０２　 １．０４１　 １．００１　 １．１４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０．９３６　 １．３３４　 ０．９７３　 ０．９６１　 １．２４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０．８５７　 ０．６０６　 ０．９５１　 ０．９０１　 ０．５２０

平 均 ０．９９１　 ０．９４７　 １．０４２　 ０．９５１　 ０．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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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运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将表２中２０１５年辽宁沿海

经济带城市旅游效率 按 照 自 然 间 断 点 分 级 法 进 行 等 级 划 分

（图１）。整体上看，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 游 效 率 在 空 间 上

呈东南高西北低的 特 征，且 空 间 差 异 明 显。主 要 表 现 在：①
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 旅 游 综 合 效 率 整 体 上 自 东 南 向 西 北 呈

递减趋势。其中，东 南 部 的 丹 东 市 综 合 效 率 最 高 达 到１，西

北部的锦州市综合效率最低仅为０．３２５；营 口 市 的 旅 游 综 合

效率 低 于 两 边 的 城 市，数 值 为０．４８８，低 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０．６３１），呈现效率凹陷 区。②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城 市 旅 游 技

术效率有效区域与综合效率相比范围较广。整体看，该区域

内投入要素的配置 结 构 较 合 理，技 术 利 用 能 力 强。其 中，大

连市、丹东市和盘 锦 市 技 术 效 率 均 达 到１，最 低 值 出 现 在 西

部的锦 州 市，其 值 为０．５６６，低 于 全 省 平 均 技 术 效 率（０．

８６９），表明个别城市的 技 术 利 用 能 力 有 待 提 高，应 进 一 步 完

善技术要素投入配置，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旅游业发展水平。

③辽宁沿海经济带城 市 规 模 效 率 整 体 上 呈 现 自 东 南 向 西 北

逐渐递减的趋势。其中，规 模 效 率 最 优 的 城 市 是 丹 东 市，规

模效率已达到１；大连市的规模效率为０．９２４趋近于１；葫芦

岛市的规模 效 率 仅 为０．５０６，低 于 平 均 旅 游 规 模 效 率 水 平

（０．７０５），说明该市的规模效率有待改善。同时，辽宁沿海经

济带城市平均旅游规模效率低于平均旅游技术效率，表明规

模效率是限制该地区城市旅游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

图１　２０１５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空间分布

　　空间分异成因：综 上 所 述，技 术 效 率 和 规 模 效 率 的 乘 积

等于综合效率，因此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共同影响综合

效率的变化。因此，为了研究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效率

空间分异特征形 成 的 主 要 因 素，本 文 分 别 计 算 了２０１５年 该

地区城市旅游技术效率和旅 游 规 模 效 率 的 变 异 系 数（表４）。

从表４可见，２０１５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平均技术效率

略高于平均规模效率，且城市旅游技术效率的变异系数小于

规模效率的变异 系 数。这 说 明 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城 市 旅 游 技

术效率普遍较高，且 彼 此 间 差 别 相 对 较 小；而 平 均 规 模 效 率

普遍偏低，且城 市 间 差 异 较 大。因 此，城 市 旅 游 规 模 效 率 已

成为制约辽宁沿海经济带总体旅游效率发展的主要因素，即

城市旅游规模效率的 变 化 是 影 响 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城 市 旅 游

综合效率空间分异格局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具体来看，从技

术效率角度分析，现阶段区域间的旅游合作和人才流动成为

促进旅游产品创新 性、旅 游 功 能 高 级 化、提 高 旅 游 效 率 的 主

要动力。辽宁沿海 经 济 带 位 于 东 北 地 区 最 南 部，腹 地 广 阔、

交通便利，素有东北“海 上 门 户”之 称，地 理 位 置 的 优 越 性 有

利于该地区人才的吸引与对外交流、海陆交通的共同发展提

供了区域间合作的平台，因此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技术效率

较高且差异性小。

从规模效率角 度 分 析，相 关 研 究 表 明，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较

高的城市往往具备较高的旅游投资水平，能促进城市旅游规

模效率的提高，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则容易受到“涓滴效应”

的影响，但吸引投资的能力较差；城市旅游通过扩大规模，可

进一步促进城 市 旅 游 业 发 展 从 而 获 取 更 高 的 收 益［１９］，从 而

使区域城市间旅游规模 发 展 差 异 化 逐 渐 加 剧［２０］。辽 宁 沿 海

经济带各城市由于国 家 政 策 覆 盖 的 范 围 与 自 然 资 源 分 布 的

地区差异，使该 地 区 各 城 市 间 经 济 基 础 差 异 较 大。此 外，辽

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 对 交 通 设 施 和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投 入 的 各

异，因此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的规模效率水平存在较大的

空间差异。综上所 述，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城 市 的 经 济 基 础、旅

游投入差异所影响的 规 模 效 率 差 异 性 是 影 响 旅 游 综 合 效 率

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
表４　２０１５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技术效率

和旅游规模效率的变异系数

旅游效率类型 标准差 平均值 变异系数

技术效率 ０．１７１　 ０．８６９　 ０．１９８
规模效率 ０．２０５　 ０．７０５　 ０．２９１

　　城市空间分异分析：葫芦岛市位于辽宁沿海经济带最西

部，是典型的重工业城 市，２０１５年 该 市 的 第 三 产 业 比 重 仅 占

全省的２．４１％。近年来受到“三期叠加”政策影响，经济发展

迟缓。葫芦岛城市内部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重二轻三”的

发展方式导致该市的旅游业长期未受到重视，对旅游业的投

资不足，造成该市的旅游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在研究区内均

最低。然而葫芦岛市 开 展 的“避 暑 消 夏 辽 宁 行 纳 凉 节”特 色

活动，将传统旅游业 与 新 生 态 旅 游 相 结 合，进 一 步 实 现 了 旅

游新突破。未来葫芦岛在 发 展 转 型 工 业 的 同 时，在“一 带 一

路”倡议的推动下，加大对旅游业的关注，依托古城、温泉、海

滨等资源开展特色旅游并促进各项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加

强交通、住宿等基础 设 施 建 设，使 旅 游 业 成 为 带 动 城 市 发 展

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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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锦州市 地 处 辽 西 地 区，经 济 发 展 速 度 相 对 较 慢，

城市规模较中东内 陆 地 区 较 小，同 时 旅 游 资 源 以 山 海 旅 游、

人文历史景观为主，因此经济现状及旅游产品性质限制了旅

游资源的进一 步 开 发 和 建 设，使 规 模 效 率 不 高。此 外，该 市

的旅游资源分布不均，且存在盲目开发、重复建设的情况，因

此技术效率普遍 较 低。近 年 来 锦 州 市 政 府 开 展 了 红 色 旅 游

系列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未来锦州市在保证经济发展

的同时，应适 当 加 大 对 旅 游 技 术 要 素 的 投 资，综 合 资 源、交

通、客源等因素整合旅游资源，加强旅游的宏观调控，实现配

置优化，提升管理水 平 和 旅 游 接 待 服 务 质 量，实 现 旅 游 资 源

吸引力的提高。

盘锦市的自然、人 文 旅 游 资 源 较 丰 富，同 时 作 为 我 国 典

型的石油化工城市，石油经济为该市发展提供了较强劲的支

撑和动力，石油开发为当地集聚了大量优秀人才，因此资源、

经济与人才 的 组 合 为 该 市 旅 游 业 发 展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基 础。

当前，盘锦市旅游业 发 展 正 处 于 初 级 阶 段，城 市 旅 游 规 模 效

率偏低，但盘锦拥有 全 省 最 密 集 的 高 速 公 路 网，同 时 当 地 政

府已认识到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未

来盘锦旅游业发展应 以“红 海 滩”湿 地 温 泉 特 色 旅 游 建 设 为

基础，加强宣传力度和交通网络建设，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

增强旅游地活动的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吸引力，提高旅游规模

效率，提升该市旅游综合效率。

营口市地处辽东半岛中枢，位于河、海的交汇处，优越的

地理位置使该市形 成 了 海 滨 浴 场、温 泉 疗 养、名 胜 风 景 区 等

一系列旅游产业链。但由于营口市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旅游

业起步较晚、吸引力 不 强 等 因 素，使 该 市 的 旅 游 规 模 效 率 偏

低，影响了城市 旅 游 综 合 效 率。近 年 来，营 口 市 加 大 了 对 旅

游业的重视程度，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旅游接待能力

的提高促进了营口市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技术效率

逐渐提升。此外，营口市还提出了以鲅鱼圈区发展为重点带

动全域旅游发展 的 计 划。未 来 营 口 市 旅 游 业 发 展 应 注 重 提

升区域品牌吸引力，发 展 更 加 完 善 的 产 业 链，促 进 旅 游 规 模

的扩大。

大连市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是东北地区较为理想的避

暑胜地，海岛海滨旅游、近代战争遗迹旅游等资源丰富多样；

经济较为发达，ＧＤＰ和第三产业均占辽宁省的１／３。长 久 以

来，大连市依托丰富 的 海 洋 资 源 大 力 发 展 滨 海 旅 游，海 岛 旅

游等相关产业，形成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滨 海 旅 游 体 系，成 熟 的 旅

游发展模式使大连市的旅游效率较高。同时，大连市的旅游

总收入多年来一直处于龙头地位，表明该市旅游业的发展相

对成熟稳定，可作为增长极带动其他城市共同发展。但由于

该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旅游规模的急剧扩张，导致该市的规

模效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因此，大连市应加强旅游

监管，提高旅游服务 的 效 率 与 质 量，同 时 调 整 旅 游 资 本 投 入

结构，明确旅游业发展的定位、方向和特色，制定完善的全市

域的旅游发展规划，促 进 旅 游 产 业 的 集 聚 式 发 展，以 获 得 更

高的产出效益。

丹东市作为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是国家特许的经营赴

朝旅游的城市之一。跨境旅游、边境旅游成为丹东市旅游收

入的主要 来 源。此 外，该 市 的 生 态 环 境 极 佳，素 有“鸭 绿 江

畔，美丽丹东”之称，因 此 该 市 的 生 态 旅 游 开 发 前 景 广 阔，应

充分利用政府发展经济政策支持的有利条件，加强生态旅游

产品的开发和建设，同 时 提 高 边 境 旅 游 服 务 能 力，加 强 基 础

设施的完善和促进便利程度的提高，以生态和边境旅游打造

特色旅游文化，提升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的整体吸引力和经

济效益。

３．２　投入指标的优化目标值分析

ＤＥＡ模 型 优 化 目 标 值 是 城 市 实 现ＤＥＡ有 效 输 入 的 目

标值，能反映城市投入产出的冗余和优化方向［２］。本文通过

ＤＥＡＰ　２．１软件对２０１５年 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 城 市 的 投 入 指 标

数据进行了计算，结果见表５。一般来说，旅游城市可通过优

化投资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做好旅游项目的宣传推广、增加

技术产业投入、提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等措施提

升城市旅游效率的整体水平［２］。从表５可见，辽宁省沿海经

济带城市整体上存在投入要素冗余的现象，即该地区要素的

规模和结构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具体而言，丹东市的投资

结构相对合理，但投 入 不 足，因 此 该 市 应 以 特 色 旅 游 产 业 为

主体，吸引优 质 区 域 的 投 资，从 整 体 上 提 高 旅 游 综 合 效 率。

葫芦岛市虽然投资结构合理，但存在投入要素等比例冗余的

情况，因此该市应通过优化投资环境、集中投资项目、提高投

资项目建设水平、提升该市投资要素转化水平等措施来提高

该市的规模收益，促进该市旅游业发展。盘锦市和锦州市住

宿业和餐饮业固定资产投资冗余情况较为严重，特别是锦州

市应尽量避免投资分散与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情况，优化产品

结构，促进现有 旅 游 企 业 的 重 组，按 比 例 增 加 投 入 要 素。营

口市的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且第三产业冗余现象最为明显，

因此该市应当在保证旅游运营的同时，缩减第三产业从业人

数，提高第三产业从 业 人 员 的 综 合 素 质，增 强 该 市 旅 游 产 业

的关联带动作用，加 强 区 域 间 合 作，提 高 该 市 的 旅 游 效 益 规

模和综合效率。大 连 市 虽 然 第 三 产 业 从 业 人 数 投 资 较 为 合

理，但房地产行业 和 餐 饮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冗 余 现 象 比 较 明 显，

因此该市应提升要 素 转 换 效 率，推 进 资 产 重 组，与 其 他 城 市

开展旅游合作和人员交流，引领辽宁省城市旅游业的稳步发

展。
表５　２０１５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各城市投入指标的优化目标值

大 连 丹 东 锦 州 营 口 盘 锦 葫 芦 岛

第 三 产 业 从 业 数
（万 人）

１６２．３０
　

５１．１０
　

２４．３１
　

３０．１１
　

２６．９４
　

２３．８５
　

较原 始 值 变 化 幅 度
（％）

－７．６３
　

—
　

－６７．５５
　

－７３．７７
　

－３６．４７
　

－５８．６
　

住宿 业 和 餐 饮 固 定
资 产 投 资（万 元）

５３４１０．３５
　

１６８１６．００
　

７９９９．４５
　

９９０８．０３
　

８８６４．６５
　

７８４８．０５
　

较原 始 值 变 化 幅 度
（％）

－８８．０３
　

—
　

－８１．８６
　

－５１．２３
　

－５６．５５
　

－６５．１４
　

　　注：“—”表示较原始值没有变化幅度。

４　结论

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兴朝阳产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

作用越来越显著，对城市旅游效率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城市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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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资源的配置和利 用 情 况，从 而 为 城 市 旅 游 发 展 提 出 建 议。

本文借助ＤＥＡ－Ｍａｌｑｕｉｓｔ方 法 对 辽 宁 沿 海 经 济 带６个 城 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旅游资源利 用 情 况 进 行 测 算，并 对２０１５年 城

市旅游效率进行空间分异分析，以期为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

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主要结论为以下５个方面：①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辽宁沿海经

济带城市旅游综合效率总体不高，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

势，变化较为平缓。其中，达到效率最优的城市个数较少，区

域差异大。该地区技术效率普遍较高，呈先上升后缓慢下降

的趋势，数值变 化 程 度 小。总 体 而 言，该 地 区 规 模 效 率 达 到

最优的城市个数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 有 所 提 高，到２０１５年 有 所

下降，区域差异较小。该地区处在规模递增阶段的城市数先

减小后增大，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情况提

升空间较大，且投入产出效率有所提高。②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辽

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效率受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较大，而

规模效率是提 高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最 主 要 的 限 制 因 素。③２０１５
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城 市 旅 游 综 合 效 率 整 体 在 空 间 上 呈 东 南

高、西北偏低的分布特征，且空间差异明显。其中，营口市的

旅游综合效率低于 周 边 城 市，呈 现 效 率 凹 陷 区；辽 宁 沿 海 经

济带城市旅游技术效率有效区域与综合效率相比范围较广。

整体上看，该区域内 投 入 要 素 的 配 置 结 构 较 合 理，技 术 利 用

能力较强，但个别城 市 的 技 术 利 用 能 力 有 待 进 一 步 提 高；辽

宁沿海经济带城市规 模 效 率 整 体 上 呈 现 出 自 东 南 向 西 北 逐

渐递减的趋势。同时，个别城市的规模效率也有待改善。此

外，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平均旅游规模效率低于平均旅游技

术效率，表明规模效率是限制该地区城市旅游综合效率的主

要因素。④根据变异系数计算结果，辽宁沿海经济 带 城 市 技

术效率普遍较高，且各市差异较小，规模效率 普 遍 偏 低，且 各

市之间差异较大，旅游规模效率是制约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

旅游综合效益的主要因素。⑤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旅游投入

普遍存在要 素 冗 余 现 象，可 通 过 产 业 结 构 调 整、优 化 投 资 环

境、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等方式促进城市旅游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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