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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0—2021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县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泰尔系数、Tapio 脱钩模型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研究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关系。结果显示：研究期内，湖南武

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分别表现出波动增长和持续缩小的演化态势；受新冠疫情影响，

旅游发展水平大于片区均值的县域单元数量有所减少。2019 年前，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

乡收入差距的主要脱钩类型为强脱钩；新冠疫情时期，弱负脱钩类型的县域单元数量急剧上升。湖南

武陵山片区的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存在旅游发展水平向城乡收入差距

的单向 Granger 因果关系。据此，建议加强县域间的横向联系，建立健全旅游利益联结机制，发挥旅游

强县的示范引领作用，以促进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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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ounti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21,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pplies Theil coefficient, Tapio decoupling model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o analyze 
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showed trends of fluctuating growth and continuous narrowing respectively.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number of county units with a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greater than the area’s average has 
decreased. Before 2019, the main decoupling type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was strong decoupling;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ther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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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

平衡，其突出表现是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1]。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事关共同富裕，而且有助于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旅游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其进入门槛低、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和

推动作用强，在提高就业率、增加居民家庭收入

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强调，要充分发

挥旅游业综合带动作用，释放“一业兴、百业旺”

的乘数效应，创造更多就业创业机会，更好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湖南武陵山片区是武陵山片区县

域数量最多的分片区。近年来，该区域依托绿色

生态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和多彩民族资源，不断

创新旅游产品与业态，进一步夯实了乡村振兴和

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3-4]。然而，湖南武陵山片区

经济基础薄弱，历史欠账多，发展质量低，持续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较大。

因此，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探讨湖南

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

关系，对于促进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

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关系的研究较多，针对二者关系，主要有如下三

种观点。第一，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能有效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该观点认为，旅游业具有包容性

强、覆盖面广、进入门槛低等特点，可转移农村

剩余劳动力和提高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进而缩

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5-9]；尤其是乡村旅游，具

有较强的惠农作用，能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和提高乡村居民就业率 [10-11]。

在旅游具体业态上，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旅

游和生态旅游的发展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2-13]。

第二，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该观点认为，先期漏损和后续漏损均会对旅游经

济发展的正向外部性产生“遮掩”效应 [14-15]；旅

游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所引致的权力寻租与精英

俘获也会扩大区域城乡收入差距 [16-18]。第三，旅

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动态非线性关系。

该观点认为，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

应具有阶段性，这种非线性关系大致呈现 U 型、

倒 U 型和 N 型 [19-21]。“脱钩”概念源自物理学，

相关学者多借助脱钩模型来探索经济增长与资源

环境间的关系，而在旅游研究领域，学者多聚焦

旅游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的解耦关系、旅游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压力的脱钩评价以及旅游发

展与区域贫困的脱钩关系等 [22-26]。

综上，已有研究多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

探索旅游业发展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借助

脱钩模型从时间和空间、整体和局部等视角探索

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间脱钩关系的研究

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案例，

在分析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格局的

基础上，基于时空二维视角，运用 Tapio 脱钩模型，

探索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关系，

并采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以期为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一、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

的机理分析

脱钩理论可用于分析旅游发展水平提升与城

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解耦现象，并划分和识别所处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ounty units with weak negative decoupling.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is area, and there is a one-
way Granger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Accordingly, 
it is recommended to strengthen horizontal links between counties, establish and improve mechanism for linking 
tourism interests, leverage the leading role of strong tourism coun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coupling of the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Keywords：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urban-rural income gap;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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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章馨，唐月亮：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关系研究

阶段。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其本

质是旅游发展水平提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减

弱直至消失的理想状态，即城乡收入差距在旅游

发展水平提升的基础上缩小 [26]。旅游发展水平与

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机理如下：

旅游业具有门槛低、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的

特点，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产业支撑。（1）

根据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旅游发展能够带动相关

产业如餐饮业、住宿业、金融业等的繁荣，有利

于提升就业能力；此外，旅游发展有利于优化产

业结构，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符合 Petty-
Clark 定理。特别是乡村旅游使农村劳动力转移成

为可能，从而提高村民家庭收入，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 [8]。（2）旅游发展促进了企业和人才的集聚，

从而产生了知识和技术外溢。这种人力资本的积

累有利于提高居民就业技能，农村居民旅游接待

技能的提高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创

造更多的财富，使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脱钩 [12]。（3）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酒店对农产品

的需求随之增加，进而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此外，

旅游开发产生的税收收入是政府资金的重要来源，

其形式是社会转移支付，可加速旅游发展水平与

城乡收入差距脱钩 [10]。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概况

湖南武陵山片区位于湖南西北地区，涵盖 37
个县（市、区），国土面积为 9.27×104 km2，是

武陵山片区县域数量最多的分片区。湖南武陵山

片区旅游资源赋存优越，拥有世界遗产 2 处、4A
级及以上景区 38 处，具有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和旅

游发展潜力 [27]。2021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收

入均值为 579 亿元。虽然新冠疫情给湖南武陵山

片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但随着政策放

宽，片区内旅游经济发展恢复迅速，2023 年“十一”

黄金周，武陵源核心景区接待游客 166 171 人，同

比增长 127.41%。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尤其是

乡村旅游的迅猛发展，片区城乡收入差距也逐渐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比由 2010 年的 4.093 减小至

2021 年的 2.171。湖南省“十四五”规划强调，支

持建设武陵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先行示范区，建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

的旅游目的地。可见，在“十四五”规划时期，

旅游产业稳定恢复和快速发展是缩小片区城乡收

入差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片区城乡

融合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

（二）指标选择

1. 旅游发展水平

旅游总收入的持续增长是旅游发展水平提升

的直接体现 [28]。参考何静等 [26] 的研究，考虑县域

旅游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旅游总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与入境旅游收入之和）来表征旅

游发展水平（TD）。

2. 城乡收入差距

既有研究通常采用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和

泰尔指数来计算城乡收入差距 [29-31]。与其他两个

指数相比，泰尔指数对收入两端的变化更为敏感，

也更加符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实际情况 [30]。因此，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表征城乡收入差距（URIG）。

其计算公式如下：

         。            （1）

式中：Theilit 为城乡收入差距（URIG），其值越小，

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Gij, t 为县域单元 i 在 t 年

的城镇（j=1）或农村（j=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Gi, t 为县域单元 i 在 t 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总和；Pij, t 为县域

单元 i 在 t 年的城镇（j=1）或农村（j=2）居民数量；

Pi, t 为县域单元 i 在 t 年的总人口。

（三）脱钩模型构建

本研究将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绝

对脱钩定义为：旅游发展水平持续上升，城乡收

入差距持续缩小；将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

距相对脱钩定义为：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

距同向增长，但前者增幅大于后者。Tapio[32] 提出

的脱钩模型能有效缓解研究期选择的高度敏感性

或极端性带来的计算偏误，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结

果的客观性。本文采用 Tapio 脱钩模型来分析湖南

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

关系。其公式如下：

    。（2）

式中：ε 为脱钩指数；URIGt+1 和 URIGt 分别表示

t+1 年和 t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TDt+1 和 TDt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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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年和 t 年的旅游发展水平。以 0.8 和 1.2 为阈值，

参考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将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关系划分

为 8 种类型，其具体含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类型及具体含义

脱钩类型

分类依据

含义
状态

解析弹性指数
变动趋势

旅游发展水平
变动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
变动趋势

强脱钩 ε < 0 ∆TD>0 ∆URIG<0 旅游发展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理想

弱脱钩 0 ≤ ε < 0.8 ∆TD>0 ∆URIG>0 城乡收入差距与旅游发展水平呈同步正向增长态势，但前者增长速度慢
于后者

理想

衰退脱钩 ε ≥ 1.2 ∆TD<0 ∆URIG<0 城乡收入差距与旅游发展水平同步降低，且前者降低速度快于后者 较理想

扩张连接 0.8 ≤ ε < 1.2 ∆TD>0 ∆URIG>0 城乡收入差距与旅游发展水平呈同步正向增长态势，增长速度大致相同 不理想

衰退连接 0.8 ≤ ε < 1.2 ∆TD<0 ∆URIG<0 城乡收入差距与旅游发展水平同步降低，降低速度大致相同 不理想

扩张负
脱钩

ε ≥ 1.2 ∆TD>0 ∆URIG>0 城乡收入差距与旅游发展水平呈同步正向增长态势，且前者增长速度快
于后者

不理想

强负脱钩 ε < 0 ∆TD<0 ∆URIG>0 旅游发展水平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二者呈逆向增长态势 不理想

弱负脱钩 0 ≤ ε<0.8 ∆ TD<0 ∆URIG<0 城乡收入差距与旅游发展水平同步降低，且前者降低速度慢于后者 不理想

（四）数据来源

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旅游收入数据主要来源于

各县域单元 2010—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等数据主要

来源于 2011—2022 年《湖南统计年鉴》。部分缺

失数据来源于 2011—2022 年《张家界统计年鉴》《怀

化统计年鉴》《湘西统计年鉴》《邵阳统计年鉴》

《常德统计年鉴》等。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格局

1. 时序演变

图 1 为 2010—2021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

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趋势。由图 1 分析可知：

（1）研究期间，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

呈现波动增长的演化态势，县域旅游收入均值由

2010 年的 147.631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579.352
亿元。这说明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

下，湖南武陵山片区大力开发优质旅游资源、创

新旅游产品业态、提高区域交通可进入性、完善

旅游服务设施、加强旅游市场营销，旅游发展驶

入“快车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冠疫

情的影响，2020 年和 2021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

业遭受“重创”，县域旅游收入均值由 2019 年的

882.204 亿元大幅下滑至 2020 年的 590.361 亿元，

2021 年继续滑落至 579.352 亿元，这说明在“后

疫情时代”，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恢复面临

巨大困难和挑战。（2）2010—2020 年，湖南武陵

山片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表现出稳步下降的演变趋

势，泰尔指数由 2010 年的 0.217 减小至 2020 年的

0.074；但 2020—2021 年，湖南武陵山片区的城

乡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由 2020 年的 0.074 增长至

2021 年的 0.087。这一方面说明城乡融合和精准扶

贫战略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降低农村失业率

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显著；另一

方面也表明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城乡居民失业率有所提高，尤其是农村居民，

其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处于劣势，农村居民收入

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2. 空间分布

图 2~3 所示为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

与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

由图 2 分析可知，研究期内，湖南武陵山片区

图 1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

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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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域单元旅游发展水平的增长趋势显著；然而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旅游总收入大于片区均值的

县域单元数量由 2010 年的 12 个小幅减少至 2021
年的 10 个。此外，湖南武陵山片区县域旅游发展

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旅游收入较高的县

域单元始终为永定区、武陵源区、鹤城区、新化县、

吉首市、凤凰县、慈利县和永顺县。上述县域单

元旅游资源禀赋优越，拥有诸如张家界风景名胜

区、凤凰古城、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矮寨奇观

旅游区、凤凰古城和芙蓉古镇等知名旅游景点；

同时随着航空、铁路和公路等交通体系的逐渐完

善，区域的可进入性进一步提升，扩大了上述县

域单元旅游客流量，进而有力提高了区域旅游发

展水平。

由图 3 分析可知，相比 2010 年，2021 年湖南

武陵山片区各县域单元的城乡收入差距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大于片区均值的

县域单元数量由 2010 年的 15 个大幅减少至 2021
年的 6 个，这表明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城乡

融合战略的有力推动下，区域城乡收入分配机制

进一步完善，尤其是随着区域旅游开发力度的持

续加大，农村居民的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其收入

来源和结构均有所改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期末，新宁县、城步县、麻阳县、芷江县、

芦溪县和花垣县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仍大于0.08，

表明这些县域单元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这

可能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和城乡居民收入

二次分配机制不完善有关。

a）2010 年

b）2021 年
图 2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a）2010 年

b）2021 年

图 3 湖南武陵山片区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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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脱钩关系

1. 不同类型脱钩状态演变

运用 Tapio 脱钩模型计算不同时期湖南武陵山

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脱钩状态，

并借助 Origin 2021 软件绘制冲积图进行可视化分

析。图 4 所示为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同脱钩状态演变。由图 4 分

析可知，2019 年前，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

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脱钩类型为强脱钩，即

旅游发展水平提升，城乡收入差距缩小；2016—

2017 年，共有 33 个县域单元实现了旅游发展水平

与城乡收入差距强脱钩；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2021 年，实现强脱钩的县域单元数量锐减

至 18 个，这说明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萎缩和旅游

经济发展的低迷，部分县域单元的旅游发展难以

带动农村居民增收致富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整

体而言，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

入差距的脱钩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具体来

看，弱负脱钩类型的县域单元数量在 2020—2021
年急剧上升，这说明虽然城乡收入差距处于缩小

状态，但旅游发展水平仍持续低迷。此外，部分

时期，湖南武陵山片区也出现了衰退连接、强负

脱钩和扩张负脱钩等非理想状态。值得注意的是，

早期弱脱钩类型县域单元的数量在波动中逐渐减

少，至研究期末，弱脱钩类型的县域单元数量为 0，

这显示在精准扶贫战略引导下，湖南武陵山片区

逐渐摆脱绝对贫困，片区内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提

高，其城乡收入差距得以有效缩小。

图 4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同脱钩状态演变

2. 关键阶段脱钩状态关系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

村考察时，首次作出“精准扶贫”重要指示；2014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

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20
年 11 月，贵州省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因此，本

文将精准扶贫政策的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分别确

定为 2014 年和 2020 年。表 2 所示为湖南武陵山

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脱钩关

系。由表 2 可知，精准扶贫时期，湖南武陵山片

区 30 个县域单元实现了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

差距强脱钩，占总数的 81.08%，即旅游经济发展

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旅游产业作为第三

产业的重要组成单元，其进入门槛低、产业链长

和涉及面广。在精准扶贫时期，旅游扶贫是湖南

武陵山片区的重要扶贫方式，对贫困地区旅游资

源的挖掘和开发，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

了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冷水江市和涟源市的

旅游发展水平增长态势显著，但其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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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渐扩大，这可能与其旅游收入分配机制不健

全有关；洞口县、桑植县和新宁县的城乡收入差

距虽然显著缩小，但其旅游发展水平也有一定程

度的下滑，尤其是新宁县，其旅游发展水平降幅

远大于城乡收入差距。

旅游产业对外界干扰因素的敏感度较高，整体

韧性相对较低。疫情时期，由于人口流动的管控，

跨地域的客流量锐减，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

遭受重创。由表 2 可知，疫情阶段，湖南武陵山

片区仅有 11 个县域单元实现了旅游发展水平与城

乡收入差距强脱钩；而 17 个县域单元的旅游发展

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实现负脱钩（其中，12 个县

域单元为弱负脱钩，4 个县域单元为强负脱钩；1
个县域单元为扩张负脱钩）；虽然城乡收入差距

缓慢下降，但旅游发展水平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滑，且旅游发展水平的降幅远大于城乡收入差距。

此外，洞口县、城步县和武陵源区等 6 个县域单

元为衰退脱钩，但其旅游发展水平的降幅低于城

乡收入差距的降幅。

表 2　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脱钩关系

精准扶贫阶段（2014—2020） 疫情阶段（2020—2021）

脱钩指数 脱钩指数 县域单元 脱钩指数 脱钩指数 县域单元

强脱钩

-0.130 新邵

强脱钩

  -0.339 新邵

-0.074 邵阳   -0.266 隆回

-0.602 隆回   -0.498 桑植

-0.142 绥宁   -1.518 安化

-0.127 城步   -8.674 溆浦

-0.560 武冈   -3.520 麻阳

-0.533 石门   -0.925 新晃

-0.954 慈利   -0.940 通道

-2.619 武陵源   -0.284 洪江

-0.708 永定   -1.979 泸溪

-0.063 安化   -0.841 花垣

-0.489 中方

衰退脱钩

    8.829 洞口

-0.290 沅陵     2.044 城步

-0.254 辰溪     1.901 武陵源

-0.260 溆浦     6.804 辰溪

-0.035 会同   86.768 凤凰

-1.512 麻阳     1.677 永顺

-0.072 新晃

衰退连接

    0.912 武冈

-6.176 芷江     1.008 靖州

-0.243 靖州     1.095 龙山

-0.223 通道 扩张负脱钩   10.928 鹤城

-1.345 洪江

强负脱钩

  -0.414 中方

-0.211 吉首 -19.963 新化

-0.124 泸溪   -0.064 涟源

-0.356 凤凰   -2.045 吉首

-0.388 花垣

弱负脱钩

    0.256 邵阳

-0.241 保靖      0.605 绥宁

-0.926 古丈     0.334 新宁

-0.307 永顺     0.378 石门

-0.176 龙山     0.249 慈利

弱脱钩

  0.609 鹤城     0.527 永定

  0.130 新化     0.475 沅陵

  0.560 冷水江     0.425 会同

衰退脱钩
  6.087 洞口     0.384 芷江

  2.789 桑植     0.483 冷水江

扩张连接   0.861 涟源     0.505 保靖

弱负脱钩   0.698 新宁      0.339 古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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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检验

1. 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在分析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

乡收入差距脱钩关系后，本文采用协整检验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验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

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为消除数据异方差对检验

结果的干扰，首先对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

距取对数，然后借助 ADF 和 PP 检验验证旅游发

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具有时间平稳性。湖

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单位

根检验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知，旅游发展水平和

城乡收入差距均未通过 10%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

二者均为非平稳性数据，需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

直至数据具有平稳性。在对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

收入差距进行一阶差分后，lnTD 和 lnURIG 均通

过 5% 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两个变量都具有一阶

单整性，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采用 Johansen 检验方法对旅游发展水平和城

乡收入差距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 4。当假设

lnTD 和 lnURIG 不存在协整关系时，P 值在 1% 的

显著性条件下拒绝接受原假设；当假设 lnTD 和

lnURIG 存在协整关系时，P 值在 5% 的显著性条

件下接受原假设，这表明 lnTD 和 lnURIG 存在唯

一的协整关系，即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

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2.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仅能验证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

差距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无法揭示二者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故采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

lnTD 和 lnURIG 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 Granger 因

果检验结果见表 5。由表 5 可知，P 值在 1% 的显

著性条件下拒绝接受 lnTD 不是 lnURIG 的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这表明湖南武陵山片区城乡收入

差距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旅游发展水平的

提 升。 当 原 假 设 为 lnURIG 不 是 lnTD 的 Granger
原因时，P 值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湖南武陵

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的变化无法通过城乡收入差

距来解释。综上，湖南武陵山片区存在从旅游发

展水平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单向 Granger 因果关系，

这再一次验证了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经济发展可

以显著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在分析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与

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化特征的基础上，采用 Tapio
脱钩模型分析各县域单元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

入差距的脱钩关系，再采用协整检验和 Granger 因

果关系检验验证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和因果关系。得到如下结论：

（1）研究期内，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旅游发展

水平表现出波动增长的演化态势；受新冠疫情的

影响，旅游发展水平大于片区均值的县域单元数

量出现小幅下降。在旅游经济发展以及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政策的推动下，湖南武陵山片区城乡

收入差距呈现出稳步缩小的演化趋势，且小于片

区均值的县域单元数量增长较快。

（2）2019 年前，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

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脱钩类型为强脱钩，即

旅游发展水平提升，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在精准

扶贫时期，湖南武陵山片区 30 个县域单元实现了

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强脱钩；而受新冠

疫情的影响，2020—2021 年，弱负脱钩类型的县

域单元数量急剧上升。

（3）湖南武陵山片区的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

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存在旅游发展

水平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单向 Granger 因果关系，即

表 3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 PP

统计量 概率 统计量 概率

lnTD -1.408 0.539 -1.787 0.366

ΔlnTD -3.719 0.023** -4.089 0.013**

lnURIG -1.160 0.650 -1.601 0.449

ΔlnURIG -3.259 0.046** -3.259 0.046**

 注：** 表示 p<0.05。 

表 4　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零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 临界值 P 结论

None 0.713 22.186 15.494 0.004 拒绝

At most 1 0.620 2.693 3.841 0.051 接受

表 5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F P 值 结论

lnTD 不是 lnURIG 的 Granger 原因 15.549 0.007 拒绝

lnURIG 不是 lnTD 的 Granger 原因 3.284 0.122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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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水平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 Granger 因果

关系。

（二）启示

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为实

现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

的脱钩，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片区政府应利用国家助力文旅产业恢

复发展的政策优势，优化营商环境，减税降费让

利，提供旅游恢复发展专项资金；同时，可以张

家界风景名胜区、凤凰古城、洪江古商城、矮寨

奇观旅游区等知名旅游景点为依托，以举办旅游

发展大会为契机，加强不同县域单元的横向联系，

助力片区旅游业稳步恢复。第二，继续发挥旅游

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建立健全

旅游利益联结机制，不断优化旅游收入分配机制。

具体而言，在初次分配时，不断提高参与居民收

入水平；在再分配时，着重丰富参与居民收入渠道，

如借鉴张家界风景名胜区的做法，开发特色民宿、

田园风光、民俗风情、田园综合体等产品，以提

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三，

充分发挥武陵源区、永定区、鹤城区和凤凰县等

旅游强县的示范引领作用，在结合各地实际情况

的前提下，通过举办旅游发展论坛，推广旅游发

展助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模式和路径，从而释

放旅游经济发展的城乡融合效应，助力湖南武陵

山片区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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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改革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发展新质生产力

和实现高质量中发挥引领作用，是今后国有企业

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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