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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入境旅游流流量与流质的时空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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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湖南省及其各市州入境旅游流流量和流质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分析了１５年来湖南入境旅游流流
量规模和流质的历时性变化，结果表明：１５年来，湖南入境旅游流流量逐年上升，平均增速达２８．１％；湖南入境旅游流流质
指数自２００３年开始从优质旅游流水平下跌至低质旅游流水平，随后呈现逐年不断下降的态势；湖南省各市州入境旅游发展
除长沙、张家界、岳阳外大都低质低量。总体看来，湖南省入境旅游还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阶段，其未来的发展任

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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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入境旅游迅速发展，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３年湖南省接待

入境旅游者２３０．６６万人次，与２０００年相比翻了近
５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８．２３亿美元，较２０００年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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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将近４倍。虽然湖南入境旅游发展较快，但也应
该看到与东部沿海城市之间的差距，如广东省２０１３
年接待入境过夜旅游者３３９７．９０万人次，是湖南省
的１４．７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１６２．７８亿美元，近
似于湖南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 ２０倍。相比较而
言，湖南省拥有更多丰富的旅游资源，虽然交通系

统及区位条件不及广东省，但是作为中部崛起的重

要省份，湖南省入境旅游发展的潜力巨大。为将旅

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湖南省于

２０１２年５月出台了《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建设旅游强省的决定》文件，为湖南旅游业

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政策支持。研究入境旅游流

流量与流质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区域旅游经济的状

况，能为发展区域旅游经济提供政策指导。为此本

文将湖南省入境旅游流作为研究重点，从湖南省和

省内各市州两个方面分析入境旅游流的流量和流

质时空变化，并综合运用差异分析和二维矩阵模型

对湖南入境旅游流质量进行区域划分，从小尺度入

手，进一步加深对入境旅游流时空演变的认识，对

加强省内区域合作、缩小区域入境旅游差异，促进

全省及各市州入境旅游的发展具有参考作用。

　　一　文献研究

旅游流分为广义旅游流和狭义旅游流。广义

的旅游流是指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或目的地与目

的地之间单向、双向旅游客流、信息流、资金流、物

质流、能量流和文化流的集合。［１］８５狭义的旅游流是

指旅游客流，即需求近似的旅游者从旅游客源地向

旅游目的地进行的一定规模的空间迁移现象，包括

旅游者迁移的数量规模和迁移模式。本文所讨论

的旅游流是指指广义的含义。旅游流在流量规模、

流质、空间布局、流速、集散模式、分布集中性等多

个方面均反映国家、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揭示

旅游业没有达到均衡发展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进而对旅游

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从追求规模数量型向效益质

量型进行转型升级产生一定影响。旅游流作为旅

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

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对旅游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

取得了较大成果。

国外研究方面，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了对
旅游流的相关研究，ＪｉｅＺｈａｎｇ与 ＣａｍｉｌｌａＪｅｎｓｅｎ［２］

分析了自然禀赋、工艺创新和基础设施等供给因素

对吸引国际旅游流的重要性；ＥｍａｎｕｅｌａＭａｒｒｏｃｕ与
ＲａｆｆａｅｌｅＰａｃｉ［３］分析了知识、社会、技术等无形资
产、基础设施等是提高旅游流效率的重要积极因

素；ＢｒｕｃｅＰｒｉｄｅａｕｘ［４］探讨了旅游业的结构和识别五
个大类的因素影响两国之间双向旅游流的总体规

模。总体上来讲，国外对旅游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旅游流的理论体系研究、影响因素研究、产生机理

研究、旅游流时空模式研究、旅游流规模及扩散研

究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目前国外

对旅游流流质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

国内对旅游流的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目前，国内对旅游流的研究集中在单向入境旅游

流、［５］旅游空间结构与特征、［６－８］时空集散模

式、［９－１１］场 效应、［１２－１３］旅 游流质量体系及衡

量、［１４－１６］影响因素及机理［１７－１８］等方面，且省市等

中尺度的研究对象较多，全国范围的大尺度研究对

象有所增加，而对于县级城市等小尺度研究对象和

景区景点等微观尺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正在逐

渐拓展，但还不够全面，针对不同省的各个市州甚

至是各个旅游景区（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

的情况、经济发展和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变化及差异

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的湖南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各市州统计信息网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整理了 １５年的湖南入境旅游者人数及环比增长
率、湖南入境旅游者占湖南旅游总人数的比重、湖

南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及环比增长率、湖南国际旅游

外汇收入占湖南旅游总收入的比重、湖南各市州入

境旅游者人数及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等数据，据此计

算出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来湖南省入境旅游流客流、资
金流和流质指数见表１。

（二）二维矩阵分析

将入境旅游规模和流质指数两指标归并构建

二维矩阵，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观察湖南省入境旅游

流质量，揭示各市州旅游流发展状况。将入境旅游

规模位序＝７和湖南省流质指数的平均值作为交
界点，将１４个市州入境旅游流质量划分为４个象
限：第Ｉ象限，入境旅游规模较大且流质指数较高，
属于高质高量型，入境旅游流质量水平较高，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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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发展态势；第 ＩＩ象限，入境旅游规模较高但流
质指数较低，属于低质高量型；第 ＩＩＩ象限，入境旅
游规模 和流质指数均较低，属于低质低量型，处于

劣质发展的态势；第ＩＶ象限，入境旅游规模较低但
流质指数较高，属于高质低量型，如图３所示。

　　三　湖南入境旅游流流量的时空变化分析

（一）湖南省入境旅游规模变化

从表１中我们可以看出，湖南省入境旅游人数
由 １９９９年的 ３８．５８万人次增加到了 ２０１３年的
２３０．７万人次，增长了近 ６倍，平均增速为
２８１０％，占全省旅游接待人数比重较小且有所下
降。总体上看，１５年间入境旅游接待人数呈逐年
稳步上升的趋势，以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８年为分界点划分
为四个阶段：①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湖南省入境旅游客
流稳步增长，平均增速１３．６８％，占全省旅游接待人

数比重有小幅增长但总体比重偏小；（２）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湖南省入境旅游迎来了一次高速发展的阶
段，２００７年占全省旅游接待人数比重突破１．１％ ，
为１５年来最高值，由于２００３年受ＳＡＲＳ的影响，入
境人数相比２００２年减少了４１．２３万人次，但之后
的三年入境旅游迅速回升并高速发展；（３）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５０年难遇的冰冻灾
害等负面影响，２００８年入境旅游规模较２００７年相
比较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随后入境旅游规模高

速上升，在２０１１年达到２２８．６３万人次；（４）２０１２年
至今，湖南省入境旅游呈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增

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接待量仍稳步缓慢上升，占全

省旅游接待人数比重下降，可见入境旅游发展逐渐

落后于国内旅游，从总体上看，入境旅游发展取得

了良好的成绩，但仍需要更大的发展劲头。

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湖南省入境旅游接待人数及外汇收入变化

年份
入境旅游人

数／万人次

环比增

长率／％

占全省旅游接

待人数比重／％

外汇收入／

百万美元

环比增

长率／％

占全省旅游总

收入比重／％

入境旅游

流质指数

１９９９ ３８．５８ — ０．８９ １８５．４６ — １２．６１ １．７４

２０００ ４５．４０ １７．６８ ０．９７ ２２１．０６ １９．２０ １２．３０ １．５４

２００１ ５０．４６ １１．１３ １．００ ２７０．７０ ２２．４６ １０．４３ １．２９

２００２ ５６．６２ １２．２２ ０．９８ ３１１．０８ １４．９２ １０．４８ １．２９

２００３ １５．３９ －７２．８２ ０．２６ ４５．７７ －８５．２９ １．２９ ０．６０

２００４ ５５．３４ ２５９．５８ ０．８５ ３１３．０８ ５８４．０３ ７．００ ０．９９

２００５ ７１．９８ ３０．０７ １．００ ３９０．２４ ２４．６５ ７．１４ ０．８６

２００６ ９７．０８ ３４．８７ １．０６ ５０３．３６ ２８．９９ ６．８１ ０．８１

２００７ １２０．５７ ２４．２０ １．１１ ６４２．００ ２７．５４ ６．９８ ０．７９

２００８ １１１．０２ －７．９２ ０．８７ ６１７．４２ －３．８３ ５．０４ ０．８４

２００９ １３０．８７ １７．８７ ０．８１ ６７２．７０ ８．９５ ４．１８ ０．７５

２０１０ １８９．８７ ４５．０９ ０．９３ ９０６．２２ ３４．７１ ４．２３ ０．６８

２０１１ ２２８．６３ ２０．４１ ０．９０ １０１４．３４ １１．９３ ３．７８ ０．６３

２０１２ ２２４．６０ －１．７６ ０．７４ ９２８．３６ －８．４８ ２．６２ ０．５６

２０１３ ２３０．７０ ２．７２ ０．６４ ８２０．００ －１１．６７ １．９０ ０．４８

平均值 １１１．１４ ２８．１０ ０．８７ ５４６．８８ ４７．７２ ０．７８ ０．９２

　　（二）各市州入境旅游流规模变化
宏观上看，湖南省各市州的入境旅游规模处于

逐年增长的发展态势，从微观方面来看，长沙市和

张家界市的入境旅游规模相较于其他１２个市州而
言，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从１９９９年分别为１５．９万
人次和１１．１９万人次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５．１９万人
次和２１５．８万人次，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４０．１１％
和１３０．６１％。为了清楚地反映各市州入境旅游规

模的历时性变化，绘制了１４个市州的入境旅游规
模位序变化图。如图１所示，横轴表示年份，纵轴
表示位序，１４条折线分别代表１４个市州入境旅游
规模位序变化。长沙市和张家界市的位序变化不

大，一直处于前两位，仅在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
年出现位序交换，最后又分别回到１９９９年的水平，
平均位序分别为１．３３和１．５３。

其他１２个市州入境旅游规模位序变化较复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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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其中益阳、衡阳、怀化、郴州和株洲、湘潭、湘西

以及娄底、永州波动较大。益阳、衡阳和怀化、郴州

大体沿着下降－上升 －下降 －稳定 －下降和下降
－上升－稳定－上升的轨迹发展，其中益阳从１９９９
年第１１位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第１３位，衡阳位序未改
变，怀化降了一位，郴州升了一位。株洲、湘潭、湘

西沿着稳定 －上升 －下降的轨迹发展，株洲、湘潭
从１９９９年的第８位和第７位到达２０１３年的第７位
和第１０位，湘西则未有所突破。娄底和永州的规
模位序基本沿着上升 －下降的轨迹发展，娄底从
１９９９年的第 １３位上升到第 ８位，永州则回落到
原点。

邵阳、岳阳、常德的入境旅游规模位序波动较

小，邵阳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２位经过小幅波动最终又回

落到原来的水平，岳阳和常德则分别从１９９９年的
第３位和第６位到达２０１３年的第４位和第５位。

总体上看，长沙、张家界一直稳居前列，是湖南

省入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城市，娄底位序提升较显

著，入境旅游实力在不断增强；株洲、湘潭、衡阳、岳

阳、常德、郴州和湘西自治州的入境旅游规模虽有

不同程度的波动，但入境旅游发展的实力比较稳

定；邵阳、益阳、永州和怀化的入境旅游规模基本上

处于落后状态，虽然出现个别年份的位序上升，比

如益阳２００５年上升到第６位、永州２００４年上升到
第７位等，但是发展后劲不足，表现在后期入境旅
游规模位序下降明显。总体来说，湖南省入境旅游

空间格局变化不大，但随着湖南省旅游强省的目标

的提出，入境旅游的发展将有所突破。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湖南各市州入境旅游规模位序变化

　　四　湖南入境旅游流流质的时空变化分析

由于对入境旅游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和文

化流等的研究不够，定量分析方法和数据收集比较

困难，因此借鉴李振亭和马耀峰等学者提出来的流

质指数的概念来衡量湖南省入境旅游流质量，即特

定规模（流量）旅游流所带来的资金流规模与客流

规模的比例关系，用公式可表示为：

Ｑ＝
ａｉ
ｂｉ
＝
ｘｔｉ／∑

ｎ

ｉ＝１
ｘｔｉ

ｙｔｉ／∑
ｎ

ｉ＝１
ｙｔｉ

（Ａ）

式Ａ中：Ｑ表示旅游流流质指数；ａｉ表示第ｉ个地区
旅游外汇收入的市场份额；ｘｔｉ表示第ｉ个地区第ｔ年
的旅游外汇收入；ｂｉ表示第 ｉ个地区入境旅游接待

人数的市场份额；ｙｔｉ表示第ｉ个地区第ｔ年的入境旅
游接待人数。李振亭和马耀峰等学者对Ｑ的取值做
了如下界定：Ｑ，＞１，入境旅游流（流量）所带来的
资金流规模大于客流规模，属于优质旅游流，是比

较理想的状态；Ｑ＝１，入境旅游流（流量）所带来
的资金流等于客流规模，属于良质旅游流；Ｑ＜１，
入境旅游流（流量）所带来的资金流小于客流规

模，属于低质旅游流；Ｑ值越大，旅游流的流质越
高。

（一）湖南入境旅游流流质分析

湖南省入境旅游流流质分析，是湖南省入境旅

游接待人数和收入与国内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之

间的相对比较，针对具体问题对公式（１）进行一定
的修改：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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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ｈ ＝
ａｈ
ｂｈ
＝
ｘｔｈ／Ｘ

ｔ

ｙｔｈ／Ｙ
ｔ （Ｂ）

式Ｂ中：Ｑｈ表示湖南省入境旅游流流质指数；ａｈ表
示湖南省入境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ｘｔｈ表
示湖南省第ｔ年的入境旅游收入；Ｘｔ表示第ｔ年的湖
南省旅游总收入，包括国内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

入两部分；ｂｈ表示湖南省入境旅游接待人数占旅游
接待总人数的比重；ｙｔｈ表示第 ｔ年的湖南省入境旅
游接待人数；Ｙｔ表示第ｔ年湖南省旅游接待总人数。
对Ｑ所得值的界定未变。
１５年来，湖南省入境旅游流流质指数有较大

幅度的波动，且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如图２
所示，从１９９９年的１．７４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０．４８，下
降了１．２６个指数点，从旅游流质量从优质逐步跌
落为低质，湖南省入境旅游的发展出现了严峻的

挑战。

具体来说，湖南省入境旅游流流质变化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１）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的下降阶段，平均
下降幅度为０．１５，入境旅游收入的增长幅度与入境
旅游接待人数的增长幅度相当，但总体来说这几年

一直保持在１．２９以上，收入增加带来的经济效益
大于人数增加带来的经济效益。（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的下降－回升－下降阶段，随着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的
影响，湖南省入境旅游流流质指数急剧下降到

０６８，随后的 ２００４年出现了短暂的回升，到达 ０．
９９，但并未回升到优质旅游流的水平，之后几年又
缓慢下降到０．７９。（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回升 －下
降阶段，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吸引力使湖南入境旅
游流流质指数出现了从０．７９到０．８４的小幅回升，
但仍然处于低质旅游流的水平，而之后的全球经济

危机使湖南入境旅游流指数以平均减幅约为０．０７
的速度直线下降，形势不容乐观。

图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湖南省及其各市州入境旅游流流质指数变化

　　（二）各市州入境旅游流流质分析
针对湖南省内各市州入境旅游流流质的相对

比较对公式（１）做一定的修改：

Ｑｚ＝
ａｚ
ｂｚ
＝
ｘｔｚ／∑

１４

ｉ＝１
Ｘｔｉ

ｙｔｚ／∑
１４

ｉ＝１
Ｙｔｉ

（Ｃ）

式Ｃ中：Ｑｚ表示各市州入境旅游流流质指数；ａｚ表
示第ｉ个市州入境旅游收入占全省１４个市州入境
旅游收入之和的比重；Ｘｔｉ表示第ｉ个市州第 ｔ年的
入境旅游收入；ｂｚ表示第 ｉ个市州入境旅游接待人
数占全省 １４个市州入境旅游接待人数之和的比

重；Ｙｔｉ表示第ｉ个市州入境旅游接待人数。对Ｑ所得
值的界定未变。

从图２可以看出，长沙市流质指数除了 ２００３
年和２０１３年外，基本处于１以上，说明长沙入境旅
游发展较好，属于优质旅游流，但是也应该看到

２０１３年流质指数的降低说明长沙市入境旅游或许
面临某种危机，需要加以重视。株洲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年流质指数均处于１以下，但是近两年上升为１．３９
和１．０８，张家界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流质指数虽处于１
以下，但是不断上升，并且从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基本上
在１上下波动，２０１３年达到１．７８，且有持续上升的
趋势，说明株洲和张家界入境旅游发展势头正盛，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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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质旅游流跨越到优质旅游流，需要积极引导，

有效巩固，健康发展。岳阳、常德、益阳和郴州４个
城市入境旅游流流质指数呈现下降 －回升的发展
态势，经历了从优质到低质再到优质的变化过程，

说明这几个城市入境旅游发展不够稳定，若要保持

优质水平还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湘潭、衡阳、邵

阳、娄底、永州、怀化和湘西入境旅游流质指数基本

上处于１以下，属于低质旅游流，客流规模的增长
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加，如何改变现状，发展好入

境旅游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体来看，湖南省 １４
个市州入境旅游流流质还比较低。

　　四　湖南省入境旅游流质量的衡量

（一）湖南入境旅游流“规模位序———流质指

数”的二维矩阵分析

优质的入境旅游流不仅需要量的提升，也需要

质的飞跃，包括入境旅游接待人数规模的扩大和入

境旅游流流质的增长，两者共同增长达到较高的水

平，优质入境旅游流的定位才更有意义。因此，综

合考虑规模和流质，建立“规模位序－流质指数”的
二维矩阵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评估湖南省及其各

市州入境旅游的发展。

（二）湖南入境旅游流质量的衡量

１．湖南入境旅游流质量分析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３年湖南省入境旅游接

待人数达到２３０．７万人次，１５年的平均值为１１１．１４
万人次，入境旅游规模的环比增长率大都保持在

１１％以上，旅游规模增长较快；而入境旅游流流质指
数从２００３年开始一直处于１以下，且一直处于下降
的趋势。总体质量偏低，属于低质高量的旅游流。

图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湖南入境旅游流质量的市州分布

２．四象限的市州分布格局
从图３可以看出，处于第 Ｉ象限的城市有长

沙、张家界和岳阳，１５年来流质指数的均值和接待

规模都较高，入境旅游发展处于优势地位；第 ＩＩ象
限属于低质高量型，居于此象限的有衡阳、郴州和

常德，这３个城市入境旅游发展不均衡，片面的旅
游规模的扩展并没有带来同等水平的质量的提高，

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入境旅游接待规模也并不大，与

长沙、张家界等城市仍有一定的距离。处于第 ＩＩＩ
象限的城市数量最多，占全省１４个市州的一半以
上，其入境旅游接待规模和流质指数都低于全省的

平均值，入境旅游发展处于劣势，仍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第ＩＶ象限属于高质低量型，目前未有市州居
于此象限，说明湖南各城市入境旅游收入的增加还

主要依靠接待规模的扩张，单位接待规模所带来的

入境旅游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

３．四大区域分布比较
根据省委省政府指示，湖南被划分为四大区域

板块，包括长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湘南地区和大

湘西地区。第Ｉ象限的四大区域数量比为１：１：０：
１，除湘南地区入境旅游在高质高量发展方面稍微
落后外，其他三个地区基本持平；第 ＩＩ象限的四大
区域数量比为０：１：２：０，湘南地区在入境旅游接待
规模方面相对优于其他地区；第 ＩＩＩ象限的四大区
域数量比为２：１：１：４，湘西地区的数量相对高于其
他地区，其入境旅游处于较劣势发展。

我们还可以看到，长沙入境旅游发展较好，但

是并没有对长株潭地区的湘潭和株洲产生较大的

良好辐射和溢出效应，张家界和岳阳对其所在区域

的影响亦是如此。

　　五　结论和对策

通过历时性分析法和“接待规模位序－流质指
数”二维矩阵分析湖南省及其各市州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入境旅游发展的质和量两个方面的时空变化，从

而观察出，湖南入境旅游流流质指数呈现逐年下降

的态势，入境旅游接待规模则逐年上升，以低质高

量的模式不断发展的入境旅游急需转型升级；另一

方面，各市州入境旅游发展大都比较低质低量，其

发展入境旅游任重道远。总体上讲，要努力转型升

级湖南省入境旅游的发展模式，不仅在接待规模上

实现扩大，也要在效益方面不断突破提高。

针对湖南省１５年来入境旅游流质量的时空变
化态势所反映出的问题，提出如下三点对策：

（１）依托资源优势，升级旅游产品。湖南省是
旅游资源大省，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比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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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潭地区丰富的人文景观、张家界和邵阳独具特色

的自然景观，岳阳优美的环洞庭湖景观、南岳衡山

景观和宗教文化、湘西凤凰的古城景观等。从资源

出发，因地制宜，将传统的观光型旅游产品转型升

级成集体验价值、娱乐价值、科学价值于一体的综

合性休闲旅游产品，使其不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而且能够突出区域特色，形成品牌效应。

（２）利用良好区位条件，实现区域合作。湖南
地处中国中部地区，能够良好地吸收来自沿海地区

的二次客流，同时，其较为便利的交通也为入境旅

游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机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湖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交通体系远不及沿海发达

旅游城市，景区的可进入性不足，景区内交通有待

改进。要充分利用长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湘南

地区和大湘西地区的分区建设发展，促进湖南省区

域合作。各大地区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宣传、

共同发展，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升级交通系统，打造

区域旅游形象，树立区域特色品牌。

（３）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水平。首先不仅
要对现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升级，而且需要对各城

市的社会性基础设施进行改进和完善。在公共基

础设施方面，需要全面升级交通系统，完善邮电通

讯、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省内许多景区的交通

便利性程度太低，入境旅游得不到有效发展；城市

及景区的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严重，亟待改善。在

社会性基础设施方面，需要完善文化教育、科技、医

疗卫生等事业，为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空

间。其次，要提高服务水平，在旅游产品服务、景区

公共服务、导游服务等多个方面提供优质满意服

务，提高旅游者的体验价值和满意度。

本文从入境旅游接待规模和收入两个角度切

入，综合分析湖南省及其１４个市州入境旅游流的
流质和流量的时空变化，并通过二维矩阵分析衡量

入境旅游发展的质量，同时针对湖南入境旅游的不

均衡发展，提出宏观性的转型升级对策以促进湖南

入境旅游的发展。本文对湖南入境旅游质量的分

析比较宏观，对区域差异的成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通过微观尺度，如景区景点等，对湖南入境旅

游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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