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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视角下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演变及优化
———以云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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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遵循“双循环视角—空间演变—影响因素—优化调控”的思路，综合运用多种定量方法探究云

南省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空间演变特征．结果表明：（１）重心演变上，旅游资源重心和国内旅游经济

重心错位程度不断缩小，呈现出非极 化 和 逐 步 协 调 的 态 势．（２）错 位 关 系 上，多 数 州 市 位 于 无 明 显 错 位

区，负错区朝滇西北地区和滇东南地区演变，正 错 区 呈 现 出 “集 聚 分 布—分 散 分 布—空 间 收 敛”的 演 变

态势．（３）匹配性上，昆明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

双高型城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玉溪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临沧市、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曲靖市和昭通市长期为双低型城市，但发展趋势向好；尚不存在低高型城市．（４）优化策略上，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优化游客入滇的交通环境，畅通国内大循环；轴带式联动

化布局，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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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旅游收入断崖式下

跌，旅游业受损严重．同时疫情暴发后我国入境游

客占总游客 数 的 比 重 不 足１％，国 内 旅 游 市 场 占

据绝对主导地位，国民的出境游转向国内游，为国

内旅游市场 复 苏 和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１］．在 新 冠 疫

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及世界经济低迷的环

境下，我国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 格 局．旅 游 经 济 作 为 国 民 经 济 的 重

要组成部分，如何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旅

游双循环发展格局，是亟待学者回答的现实和热

点问题．
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研究对于旅游产业的规

划与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资源的

研究侧重于分类与评价［２］、空间分布格局［３］、影响

因素［４］、保 护 与 发 展［５－６］、旅 游 定 位［７］与 空 间 规

划［８］等方面；旅 游 经 济 的 研 究 成 果 颇 丰，其 中 陆

林、汪德根、朱海燕、吴媛媛和衣传华等人从全国

层面定量测度了旅游经济的空间特征以及旅游发

展对 地 区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等［９－１３］；吴 开 军、李 华、
吴承忠和程进等学者从区域和省域层面探究了旅

游经济的空间演化、成因和影响因素［１４－１７］．但旅游

资源作为创造旅游经济的前提和基础［１８］，国内学

者从“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是否适配”作为切入点

进行关联性探索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李连璞探

究了 旅 游 资 源、规 模 和 效 益 的 同 步 与 错 位 关

系［１９］，邓祖涛剖 析 了 我 国 旅 游 资 源、区 位 和 入 境

旅游收入之间的空间错位关系［２０］，李凌雁分析了

西部地区旅游—文化—经济发展的错位关系［２１］，
杨宇民探究了人口规模和交通对中国城市旅游资

源和经济空间错位的影响［２２］．但相关研究存在以

下问题，一是研究时段缺少动态研究，研究结果可

能是某种 特 定 情 境 下 产 生 的 一 种 短 期 偶 然 性 结

果，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难以为继；二是市场划

分和指标选择上，学者鲜有细分国内外市场，侧重

于用Ａ级景区代表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研究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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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上，鲜有从双循环视角出发，探讨受疫情影响明

显的旅游业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为 此，本 文

在双循环视角下以１４项指标因子共同表征旅游

资源丰裕度，探究动态演变历程下旅游资源和国

内旅游经济的错位关系，对优化国内旅游供给结

构，推动旅游业积极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以云南省为研究区具有典型

性和代表性，可较好地探究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区

其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匹配关系的动态演变

特征，对双循环战略导向下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

提高和国内旅游的提档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１．１　数据来源

旅 游 资 源 方 面，在 参 考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础

上［２２－２４］，结合实 际 情 况，将 云 南 省 旅 游 资 源 划 分

为：３Ａ 级 景 区、４Ａ 级 景 区、５Ａ 级 景 区、世 界 遗

产、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云南省特色小镇、国家级特色小镇、国

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１４
类，数据源于 官 方 网 络 平 台．国 内 旅 游 经 济 方 面，
选取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州市

国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源于《云南省统计年

鉴》（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１．１．２　数据处理

具有多重身份的旅游资源，如石林风 景 区 是

５Ａ级景区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对其进行重复计算

会导致旅游资源禀赋区域差异失真，故仅保留旅

游资源的最高级别，不进行重复叠加与计算．根据

旅游资源贡 献 重 要 程 度 和 参 考 相 关 文 献［２２，２５－２６］，
依据世界遗产＞５Ａ级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
国家地质公园＞４Ａ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

家自然保护区＞国家级特色小镇＞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３Ａ级景区＞省级特色小镇＞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顺序对各项旅游资源进行去重

处理，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对整个县区市的评

选，故不列入去重处理行列．权重上，用熵 权 法 和

德尔菲 法 共 同 确 定 各 项 旅 游 资 源 权 重［２２］（见 表

１）．

表１　云南省旅游资源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熵权法权重 德尔菲法分值 最终权重

旅
游
资
源

综合类

人文类

自然类

３Ａ级旅游景区 ０．０３　 ３　 ０．０３７　４

４Ａ级旅游景区 ０．０４　 ５　 ０．０５７　３

５Ａ级旅游景区 ０．１２　 ７　 ０．１１２　２
世界遗产 ０．１４　 １０　 ０．１４４　６

国家风景名胜区 ０．０９　 ７　 ０．０９７　２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０．１５　 ６　 ０．０５７　４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０．１０　 ２　 ０．１１９　８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０．０３　 １　 ０．０６４　９

国家级特色小镇 ０．０４　 ５　 ０．０２２　５
省级特色小镇 ０．０１　 ３　 ０．０５７　３
国家地质公园 ０．１０　 ５　 ０．０２７　４

国家自然保护区 ０．０４　 ５　 ０．０８７　３
国家森林公园 ０．０４　 ５　 ０．０５７　３

国家水利风景区 ０．０７　 ３　 ０．０５７　３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旅游资源指数

旅游资源指数用于表征各区域旅游资源的丰

裕程度，其计算公式为［２２］

Ａｉ＝∑
１４

ｊ＝１
θｉｊ×ｂｊ；

式中，Ａｉ 为云南省ｉ州市的旅游资源指数，θｉｊ 表

示云南省ｉ州市ｊ项旅游资源的标准化数值，ｂｊ
为各项旅游资源指标所占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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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国内旅游经济指数

国内旅游经济指数用于衡量云南省各州市国

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其公式为［２７］

Ｌｉ＝
Ｘｉ－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 －Ｘｍｉｎ
×１００％；

式中，Ｌｉ为ｉ州 市 国 内 旅 游 经 济 指 数 值，Ｘｉ 为ｉ
州市的国内旅游经济总值，Ｘｍｉｎ 和Ｘｍａｘ 分 别 为

其国内旅游经济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１．２．３　重心模型

重心分布可从宏观层面把握旅游资源和国内

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程度和分离状况［２８］．其公式

为

ｘ－ ＝∑
ｎ

ｉ＝１

（ｍｉｘｉ）／∑
ｎ

ｉ＝１
ｍｉ，

ｙ
－
＝∑

ｎ

ｉ＝１

（ｍｉｙｉ）／∑
ｎ

ｉ＝１
ｍｉ；

式中，（ｘｉ，ｙｉ）为ｉ州市行政中心的坐标，ｍｉ 为不

同意义的区域属性值，即旅游资源指数和国内旅

游经济 指 数，（ｘ－，ｙ
－ ）则 为 区 域 属 性 值 的 重 心 坐

标．
１．２．４　二维矩阵模型

二维矩阵模型是对错位要素进行分类以分析

区域空间错位程度的重要方式，可确定无明显错

位区和偏离区（见表２）．其中，偏离区分为正错区

（国内旅游 经 济 指 数＞旅 游 资 源 指 数）和 负 错 区

（国内旅游经济 指 数＜旅 游 资 源 指 数）．依 据 错 位

程度，错位区可分为高错位、中错位和低错位三个

等级［２０］．
表２　二维矩阵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ｏｄｅｌ

指标
旅游资源指数

Ａ１ Ａ２ Ａ３ … Ａｎ

国内旅游经济指数

Ｌ１ （Ａ１，Ｌ１）

Ｌ２ （Ａ２，Ｌ２）

Ｌ３ （Ａ３，Ｌ３）

 
Ｌｎ 　 　 　 　 （Ａｎ，Ｌｎ）

２　空间错位演变分析

２．１　全局重心演变

测算云南省旅游资源指数和国内旅游经济指

数，借 助 Ａｒｃ　ＧＩＳ软 件 中 的 重 力 模 型 对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年两要素 的 重 心 空 间 分 布 及 演 化 路 径 进 行

空间可视化表达（见图１）．
国内旅游经济重心的演变 呈 现 出“西 北—东

南—西北”的移动 路 径，可 分 为３个 阶 段．第 一 阶

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大幅往西北

方向移动，旅游“二次创业”和“旅游强省”建设推

动了政府和社会对旅游产业的投资，尤其滇藏旅

游走廊的推进，大大促进了滇西北地区的旅游发

展，拉动国内旅游经济重心往西北方向移动．第二

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向东南方

向移动，原因是金沙江沿江旅游经济带的交通基

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促

进 了 滇 东 南 和 滇 西 南 地 区 旅 游 发 展．第 三 阶 段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往西北方向回

迁，大滇西旅游环线的建设优化了滇西和滇西北

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了区域旅游可进入性，
牵引国内旅游经济重心朝西北方向移动．总体上，

２００９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２５°８′Ｎ，１０１°４５′Ｅ）和

２０１９年国内旅游经济重心（２５°７′Ｎ，１０１°１５′Ｅ）南

北相差１′，东西相距３０′，空间距离变化较小．旅游

资源重心演变的方向展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无

序性的特征，但分布集中，历年来空间距离变化幅

度小．

图１　云南省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重心迁移路线图

Ｆｉｇ．１　Ｒｉｄ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总体上，云南省的国内旅游经济重心 和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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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重心存在空间错位，但两要素的空间错位程

度不断缩小，呈现出非极化和逐步协调发展的态

势，说明旅游资源是国内游客外出旅游的主要考

量因素，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和旅游资源发展是两

要素错位程度不断缩小的重要原因．
２．２　局域错位演变

通过二维矩阵模型划分各州市旅游资源指数

和国内旅游经济指数的错位程度，再运用Ａｒｃ　ＧＩＳ
软件对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云南省旅游资源和入境旅

游经济错位关系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见图２）．根
据“云南省十四五规划”，云南省分为六大旅游区，
滇东北地区包括曲靖市和昭通市；滇东南地区为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滇中地区包括昆明市、玉溪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
滇西北地区为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市、迪庆藏族

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滇西地区指保山市

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滇西南地区则为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和临沧市．
滇东北地区：始终在无明显错位区和 低 正 错

区间 变 化，经 济 发 展 相 对 滞 后，旅 游 投 资 相 对 较

少，旅游资源 提 质 增 效 发 展 缓 慢．滇 中 地 区：２００９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１年除外），昆明市位于低 正 错 区，

２０１６年后 则 演 变 为 无 明 显 错 位 区；玉 溪 市 历 经

“低正错 区—无 明 显 错 位 区—低 负 错 区—无 明 显

错位区”的演变历程；楚雄彝族自治州经历“无明

显错 位 区—低 负 错 区—无 明 显 错 位 区—低 正 错

区”的变化．总体上，昆明市长期位于低正错区，历

年来国内旅游经济省内排名第一，玉溪市和楚雄

彝族自治 州 则 长 期 位 于 无 明 显 错 位 区 和 低 负 错

区，受昆明市的旅游遮蔽效应影响明显，急需实行

差异化的旅游发展战略，提升旅游资源核心竞争

力，提高国内游客关注度．滇东南地区：文 山 壮 族

苗族自治州从低正错区向无明显错位区演变；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则从无明显错位区向低负错

区演变，“昆玉红文化产业经济带”的打造使地方

政府和投资商加大了对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

游资源的投资和开发力度，国家级和省级特色小

镇的建设以及红河哈尼梯田世界双遗产的发展提

升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资源丰裕度，但

游客对新兴旅游资源感知并做出旅游选择具有时

间滞后性，故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资源指

数大幅提升 的 同 时 旅 游 经 济 指 数 未 能 同 步 发 展．
滇西南地区：２０１１年 前，正 错 区 位 于 西 双 版 纳 傣

族自治州；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正错区转向普洱市，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演变为无明显错位区；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年（除２０１７年），滇 西 南 三 州 市 均 属 无 明 显

错位区．澜沧 江 沿 江 旅 游 经 济 带 的 建 设 让 滇 西 南

地区旅游资源品质不断提升，边境游和民族文化

游崛起，吸引游客流向滇西南地区，国内旅游经济

随之增加．滇西地区：２０１５年前，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始终位于低正错区，而后，其在无明显错位

区和低正错区间交替演变．保山市经历“无明显错

位区—低负错区—无 明 显 错 位 区—低 负 错 区”的

交替演变，交通限制致使游客的可进入性低，使其

难以 发 展 成 为 正 错 区．滇 西 北 地 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怒江傈 僳 族 自 治 州 位 于 无 明 显 错 位 区，２０１９
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新生桥国家森林公园和

三江并流风景区等旅游资源逐步得到开发，但交

通闭塞和旅游基础设施滞后等核心问题影响游客

的可进入性和停留时长，严重限制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旅游经济崛起，故其后演变为负错区．大理白

族自治州从无明显错位区向低负错区演变；丽江

市历经“无明显错位区—低负 错 区—无 明 显 错 位

区—低正错区—低负错区”的演变历程；迪庆藏族

自治州则经过“低正错区—无 明 显 错 位 区—低 负

错区”的演变．综 上，滇 西 北 地 区 逐 步 演 变 为 全 区

域低负错区，根本原因是滇西北地区旅游资源质

量和数量不断提升，旅游资源丰裕度全省最高，但
其国内旅游经济尚未同步发展，需进一步加强对

新开发旅游资源的宣传与营销力度，增强游客对

新兴旅游资源的感知和认识，激发游客做出旅游

选择的欲望；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亦待快速推

进，增加游客对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的可进入性．
总体来看，云南省以无明显错位区为主，低负

错区在数量上呈现出“无—有—多”的 发 展 态 势，
空间上主要集聚于滇西北地区和滇西南地区的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尚不存在中度或高度错位

区，说明国内游客依然以旅游资源为导向开展旅

游活动．低正错区则经历“集聚分布—分散分布—
空间收敛分布”的演变态势，与无明显错位区和低

负错区交替演变，表明国内旅游经济和旅游资源

发展相互响应，游客感知、旅游投资、旅游资源及

交通优化等内外部条件变化使各州市两要素间的

错位关系发生改变（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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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空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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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空间匹配性演变

以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年 和２０１９年 为 时

间节点，以两要素的全省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两

要素的相互作用，可得出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

济间的四种空间匹配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１）双 高 型：丽 江 市、大 理 白 族 自 治 州、昆 明

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长期为高旅游资源、高旅游经济型，说明上述州

市为旅游发 展 领 头 州 市，其 中，２０１５年 红 河 哈 尼

族 彝 族 自 治 州 国 内 旅 游 经 济 指 数 低 于 平 均 值，

２０１９年伴随滇越铁路、高铁交通和哈尼梯田等旅

游交通的优化和高品级旅游资源的发展，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治州再次发展为双高型州市．（２）双低

型：楚雄彝族自治州、玉溪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临沧市、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曲靖市和昭通市长期为低旅游资源、低旅

游经济型州市，但在“旅游强省”的战略导向下，双
低型州市的旅游资源指数和国内旅游经济指数逐

年提高．（３）低 高 型：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云 南 省 无 州

市为低旅游资源、高旅游经济型．（４）高低型：２００９

－２０１９年，少有 州 市 位 于 高 旅 游 资 源、低 旅 游 经

济型行列，说明国内游客依然是围绕旅游资源开

展旅游活动，旅游资源和国内旅游经济的匹配程

度较高．迪庆 藏 族 自 治 州 和 保 山 市 曾 从 双 低 型 发

展为高低型，说明上述两个州、市不断加强旅游资

源的开发，以推动州市旅游发展．

３　优化策略

根据１６个州、市的空间错位程度和六大旅游

区发展的痛难点，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出优

化策略：
（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受贸易保护主义及新冠疫情等方面的影响，
国际旅游市场不确定性大幅增加，为此，云南省旅

游业要于 变 局 中 开 新 局 需 立 足 于 国 内 旅 游 大 循

环．我国拥有１４亿多人口，旅游消费需求旺盛，潜

力巨大，因此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应充分利

用国内旅游市场超大规模的优势，以国内旅游大

循环为主体，进行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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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旅游大循环．在做好国内旅游大循环的基础上，
需积极拓展国际旅游市场，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

旅游市场，形成良性联动的新发展格局．
（２）优化游客入滇的交通环境，畅通国内大循

环．“经济发展、交通先行”是当前旅游发展的基本

共识，滇东南地区需加快旅游高铁建设，实现“昆

明—红河—文山”高铁互联互通，形成滇东南旅游

环线，互送客源；滇西和滇西北地区需加快发展航

空和公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和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更需主动融入大滇西旅

游环线建设，打破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限制．滇
东北地区需快速优化内联外通的旅游基础，提高

省内外游客的可进入性．
（３）轴带式联动化布局，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

略．整合区域内世界遗产和Ａ级景区等高品级旅

游资源，发挥昆明市、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领

头作用和旅游溢出效应，州市间差异化发展，构建

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旅游廊道．滇中和滇东南地

区构建昆玉红旅游文化带；滇西南地区紧抓大湄

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云南—东盟国家区 域 旅 游

合作等发展机遇，打造民族文化突出的旅游黄金

路线———茶马古道游线；滇西和滇 西 北 地 区 建 设

大理—丽江—迪庆—怒江—保山—德宏大滇西旅

游环线；滇东北地区依靠地缘优势，与贵州省开展

旅游合作，形成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联合营销和

共同发展的旅游格局．
（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

略．双高型州市需稳定市场规模，提升旅游服务水

平，完善旅游产品体系，促进游客消费升级；双低

型州市需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开发“精、特、奇”等

旅游项目，加强旅游宣传与营销，提升游客对旅游

资源和城市的感知与认识；高低型州市需整合区

域旅游资源，构建独具特色的旅游线路，畅通点与

点之间的交通连接，并结合当前游客的需求转向，
加强对旅游资源的宣传与营销．

４　结语

以云南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 的 旅 游 资 源 和 旅 游

经济为研究对象，从“双循环”视角出发，运用多种

定量方法动态分析两要素的空间演变特征和匹配

关系，研究结果如下：

（１）全局重心演变上，云南省的旅游资源重心

和国内旅游经济重心的空间错位程度不断缩小，
说明旅游资源是国内游客入滇旅游的主要考量要

素，其中旅游基础设施优化和旅游资源开发是两

要素错位程度不断缩小的重要原因．
（２）局域错位关系上，云南省以无明显错位区

为主，低负错区在数量上呈 现 出“无—有—多”的

态势，空间上集聚于滇西北地区和滇东南地区的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不存在中度或高度负错

区．低正错区经历“集聚分布—分散分布—空间收

敛”演变态势，与无明显错位区和低负错区交替演

变．游客感知、旅游投资、旅游资源和交通 优 化 等

是各州市两要素错位关系发生改变的主要影响因

子．
（３）匹配性上，昆明市、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

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长期为双高型城市；多数州市属于双低型城市，
但发展趋势向好；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保山市曾为

高低型城市；尚不存在低高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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