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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旅游经济时空差异与收敛性分析
及影响因素研究

张子昂，黄震方，孔少君，徐冬冬，展梦雪，汤傅佳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以新疆 15 个地州市为研究单元，运用泰尔指数、主成分分析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收敛模型

等方法，对新疆 2003 年-2012 年旅游经济的差异进行区、市域角度的研究 . 结果表明：新疆旅游经济收入绝对差

异增大，相对差异减小，其中亚心、北疆、南疆、东疆 4 个区域间差异呈现出增大-减小-再增大-再减小的“M”型

波动，且区域间差异已经成为导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最主要的原因；新疆旅游经济结构呈现“橄榄球”型，球两极

均由少数城市组成且变化缓慢，球体部分积聚着大量的城市且交替变化；通过 σ 、β 收敛性分析发现新疆地区人

均旅游经济增长收敛微乎其微，其中亚心区人均旅游经济无收敛趋势，南、北疆区相对收敛，且南疆收敛速度比

北疆快 20 年，新疆旅游不存在俱乐部收敛；此外，政策因素对于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影响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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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Xinjiang
Tourism Economy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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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hooses 15 cities (regional scale) in Xinjiang, using Theil index,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th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in the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method to research the difference of tourism
economy from 2003 to 2012 in Xinjiang from different space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of Xinji⁃
ang tourism economic income increases and the relative difference decreases, regionally present the“M”type of fluctua⁃
tion between the heart, northern, southern, eastern of Xinjiang, regional differences has become the most main reason to
economic differences of Xinjiang tourism; Xinjiang tourism economic structure presents the "Football" type, the poles of
the ball are composed of a few cities and change slowly, the body of the ball gathers a large number of cities and changes
alternately; It is found that Xinjiang region tourism economic grows slowly by σ，β convergence analysis, the tourism eco⁃
nomic growth is not balanced, the backward area and the developed area have significant growth without diminishing
tren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ve no convergence trend of tourism economy in heart region, and tourism
economic grows relative convergenc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region. In addition, there is no club convergence in Xinji⁃
ang tourism region. Besides, the policy factor is vital for tourism economic differences of Xinjiang.
Key words：tourism economy，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convergence，influence mechanism，Xinjiang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与经济现象［1］，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由于自身资源禀赋、

经济水平、交通区位、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等［2］条件的不同，也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 为此，学者们进行了

一系列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 在研究尺度上，不少学者侧重于对中国市域［1，3-5］、区域的研究［6］，单个省及县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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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较少［7］. 在研究方法上，较多地运用了经典的区域经济指数方法，如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指数、赫芬达尔指

数等，也有一些学者利用空间分析技术对旅游经济进行分析，如 ESDA［3］等；此外有研究者运用新经济地理学

中的核心-边缘模型［8］对旅游经济差异进行解读，有少数的学者通过引进以 Solow 和 Swan［9-10］为代表的新古典

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收敛模型［11］对旅游经济收敛进行分析 .在研究区域方面，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经济区

域为研究热点［12-13］，欠发达地区则以西部地区、西北五省地区等［14］研究区域为主，而对于西部市域研究较少，尤

其是对于拥有原始、神秘旅游资源的新疆地区，研究深度与广度有限，这跟新疆地区旅游统计数据相对杂乱、

难搜集，行政区划复杂，政权相对特殊等因素有关 . 然而当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增长减速的沿海

地区的资金和人才开始涌向与中亚各国交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外新疆作为我国面积最大、毗邻国家最

多的省区，也是丝绸之路线路上保存历史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独特的浓郁民俗风情和多元宗教文

化都是新疆旅游的先天禀赋和优势基础 .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西部旅游经济，先后有 19 个省市全方位、立体

式地援助新疆旅游发展建设，此外还有大量的旅游专项基金投入，基于此，本文借助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经

典区域研究方法，对新疆旅游近 10 年的发展差异情况进行总体描述，并进一步对区域、市域两种尺度的差异

情况及各尺度单元对总体的差异贡献度进行分解研究，然后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及 ArcGIS 软件对新疆旅游经

济的时空差异演变进行可视化解读，最后引进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收敛模型，对区域尺度单元的收敛时间、收敛

速度、稳定态以及区域尺度间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等问题进行探索，为更好地促进新疆旅游发展，为平衡新疆

各地区旅游经济差异做出贡献 .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4 年-2013 年），新疆各地州市连续十年的《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各地州市旅游、统计局官方网站 . 新疆旅游经济指标的选取建立在对国内外文献的

梳理上［3，12，14］以及旅游产业的构成上，《国际产业划分标准》将旅游产业划分为旅行社行业、交通客运业和

住宿业，也是国内学者常说的旅游“三大支柱”. 本文基于以上文献与行业标准支撑，通过选择货运周转

量、客运周转量来表征交通客运业；星级宾馆个数表征旅游住宿业；旅行社个数代表旅行社行业的发展；

此外选取入境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国内旅游人次等描述旅游经济情况 . 计算过程中，

涉及到的旅游总收入一律按当年外汇牌价将旅游外汇收入进行换算再与国内旅游收入相加，并没有采用

统计公报中旅游总收入的数值 . 为了使研究能够同宏观政策相衔接，以《新疆统计年鉴》中的区域划分为

依据，建立研究区域单元 . 在对新疆旅游经济进行区域分析时，采用阎顺的分类，将新疆旅游区分为 4 大

类：亚心区、北疆区、南疆区、东疆区［15］. 亚心区包括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简称昌吉）；

北疆区包括克拉玛依市、伊犁州直属县市（简称伊犁州直）、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简称博州）；南疆区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

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东疆区包括哈密地区 . 基于地理区位因素的考虑，将石河子市纳入亚心区 .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其分解、主成分分析法对新疆旅游经济演变进行研究，同

时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中的 σ 收敛指数、β 收敛模型、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新疆旅游经济时空差异及增长

现状和趋势进行揭示 .
1.2.1 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是衡量区域差异的重要指标，它不受研究空间单元个数的影响，可以很好地表达区域间的

差距［16］. 新疆市域间、地区间、地区内、总体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泰尔指数 Tpi 、TBR 、TWR 、Tp 为：

Tpi =∑
j

Yij

Yi

ln Yij /Yi

Nij /Ni

，TBR =∑
i

Yi

Y
ln Yi /Y
Ni /N

，Tp =∑
i
∑

j

Yij

Y
ln Yij /Y
Nij /N

，

Tp =∑
i
∑

j

Yij

Y
ln Yij /Y
Nij /N

=∑
i

Yi

Y
Tpi + TBR = TWR + TBR ，

式中：Yij 和 N ij 分别表示 i 地区 j 市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Yi 和 Ni 分别代表 i 地区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Y

和 N 分别表示新疆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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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是将多个指标化成少数指标，并且保持最大原始数据相关性的一种方法，其评价模型的

建构如下：

Fj =∑
h = 1

m

QhZjh ，

式中：Fj 为新疆各地州市旅游经济的综合得分，Qh 为所提取主成分的贡献率，Zjh 为第 n 个市域在主成分

上的得分（j=1，2，…，15；m=1，2；注：只有两个公因子特征值大于 1）.
1.2.3 σ 收敛指数

σ 收敛指数可以反映不同区域人均旅游收入的离差随时间推移是否趋同，当 σt+1<σt时，可判断旅游

经济增长存在 σ 收敛，其计算公式［14］可表示为：

σt =
1

J - 1∑i = 1

J é

ë
êê

ù

û
úúlnæ

è
ç

ö

ø
÷

Yjt

Nj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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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næ
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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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

Y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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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式中：Yjt 和 Njt 分别表示为第 t 年 j 城市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J 为城市数量 .
1.2.4 β收敛模型

即不同区域的人均旅游收入增长率与初始人均旅游收入水平是否存在负相关，存在即 β 收敛，反之

相反 . 其回归方程模型［14］为：

( )1 T lnæ
è
ç

ö

ø
÷

Yjt/Njt

Yj0 /Nj0
= α + β ln( )Yj0 /Nj0 + εjt，εjt~N ( )0,∂2 ,

φ = α - ( )1 - β ，θ = -ln( )1 + β /t，t = ln( )2 /θ，
式中：Yj0 和 Nj0 分别为初始时期 j 城市旅游总收入和人口数，φ 为收敛所达到的稳态值，θ 为收敛速度，t

为收敛时间 .
1.2.5 俱乐部收敛

即指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

提下趋于收敛，具体结合 β 收敛模型以及 TWR 指数对区域旅游经济进行分析，如果区域内部收敛，区域间

不收敛则为俱乐部收敛，反之不收敛 .
2 新疆旅游经济差异与收敛分析

2.1 新疆旅游经济时间差异分析

通过对 2003 年-2012 年新疆旅游经济收入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的计算（图 1），可以发现，新疆旅游经济

总收入标准差年均扩大 43.70%，绝对差异扩大明显；变异系数年均减小 1.36%，可见新疆旅游经济总体上

呈现相对差异逐步缩小的态势 . 其中 2009 年绝对差异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较前一年降低 6.15%，2009 年之

后迅猛增长，涨幅超过之前各年份，相对差异则呈缓慢下降趋势 . 这种显著变化与 2009 年国务院下达的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文件有重大联系，此后各地州市的旅游发展迅猛且差距在逐渐减小 .

图1 2003年-2012年新疆旅游经济时间差异变化

Fig.1 Temporal differences of tourism economy in Xinjiang from 2003 to 2012

此外新疆旅游经济的泰尔指数（Tp）也呈现逐年减小的变化趋势，与上述变异系数分析结果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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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年均降幅为 2.65%，进一步说明了新疆整体旅游经济趋于均衡的态势；新疆旅游经济的组间差距（TBR）

呈现“M”型走势，其中以 2007 年为分界点，“M”型的右半部分波动明显大于左半部分，具体表现出亚心、

北疆、南疆、东疆 4 大旅游区域间差异出现“增大-减小-再增大-再减小”的演变过程；新疆旅游经济组内

差距（TWR）总体上呈现出减小的态势，其 10 年的变化趋势与 Tp 相类似，除 2006 年、2008 年、2010 年有轻

微上调，2004 年有较大幅度下降以外，TWR 基本呈现出逐年平缓的下降趋势 .
表1 2003年-2012年新疆旅游经济泰尔指数分布

Table 1 Theil index of tourism economy in Xinjiang from 2003 to 2012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Tp

0.592 791
0.518 745
0.527 410
0.544 430
0.470 162
0.525 436
0.532 878
0.548 381
0.504 777
0.435 567

亚心贡献率

0.597 983
0.682 814
0.664 043
0.639 267
0.503 391
0.499 070
0.498 202
0.444 624
0.463 769
0.397 142

北疆贡献率

1.029 098
0.437 247
0.431 880
0.446 640
0.730 305
0.513 714
0.366 357
0.444 788
0.512 980
0.627 517

南疆贡献率

0.131 835
0.093 756
0.091 257
0.098 085
0.087 172
0.112 228
0.103 102
0.252 290
0.113 959
0.333 598

TBR 贡献率

0.495 387
0.564 210
0.573 996
0.578 931
0.607 198
0.638 405
0.660 897
0.648 701
0.661 607
0.646 291

TWR

0.299 130
0.226 064
0.224 679
0.229 243
0.184 681
0.189 995
0.180 700
0.192 646
0.170 813
0.154 064

TBR

0.293 661
0.292 681
0.302 731
0.315 187
0.285 481
0.335 441
0.352 177
0.355 735
0.333 964
0.281 503

注：东疆只有哈密地区，故不对其进行计算 .
进一步分析新疆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图 1，表 1），发现区间（TBR）贡献率逐年上升，说明新疆旅游经

济差异主要体现在 4 大区域间的差异上且这种差异随着年份的增长愈演愈烈，逐渐成为影响新疆旅游经

济差异最重要的因素 . 相反，区内旅游经济差异贡献率逐年减小，十年保持平稳的下降，总降幅达 29.9%，

反映出区内旅游经济差异已经不再是导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
从各地州市对新疆旅游经济差异的贡献率来分析各地区内部旅游差异情况，2003 年贡献率很高的北

疆区和亚心区经过十年的演变，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逐年减小且降幅明显 . 这也说明了北疆区和亚心区差

异贡献率的减小是上述 TWR 减小的重要原因，而差异贡献率很小的南疆地区则呈现出逐年升高的形势，尤

其在 2009 年之后，有较大的起伏，2012 年南疆地区差异贡献率已达 33.4%，比 2003 年增长 153.01%，与北

疆、亚心区差距逐渐减小 .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北疆地区的差异贡献率在 2009 年之后迅速增大，北疆是新疆

旅游经济发展重镇，北疆区内部差异的增大极大地有碍于旅游发达地区旅游经济的增长 .
2.2 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从市域尺度对新疆旅游经济空间差异进行分析，运用 SPSS20.0 软件有效地将反映新疆旅游经济的 8
个指标进行降维，其中 KMO 值均大于 0.6，Bartlett 球形检验均通过［17］. 最终计算出新疆 15 个地州市十年

旅游经济的综合得分，并以此为基础，借助 ArcGIS10.0 软件选用自然断裂法对 2003 年-2012 年新疆旅游

经济差异演变进行可视化分析（见图 2）.
分析发现乌鲁木齐市旅游经济占据着绝对的中心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伊犁州直等地区旅游业

的崛起，已经成为新疆下一阶段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 . 此外新疆旅游产业中心由少数知名的旅游城市开

始向北疆、南疆等地扩散，旅游产业间差距逐渐减少，逐步平衡化 . 最后通过新疆过去十年旅游经济差异

的演变，发现新疆旅游经济呈现“橄榄球”型，球两极均由少数城市组成，并且变化缓慢，球体部分积聚着

大量的城市，且交替转变 .
2.3 新疆旅游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

σ 收敛体现新疆不同地区间人均旅游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趋同的过程（见图 3）. 通过分

析发现 σ 值呈现出“W”型震荡，非常不稳定，σ 值从 2003 年的 0.994 9 降至 2012 年的 0.987 4，整体呈现

微弱的收敛，趋势上却是波动型的发散 . 其中 2003 年新疆人均旅游收入呈现大幅度的收敛，这和 2003 年

“SARS”来袭有关，导致次年人均旅游收入差距缩小；2004 年-2008 年，σ 值均处在平缓的增长中，这与新

疆“十五”计划中强调对个别地区大力发展旅游政策有直接的关系；2009 年出现小幅度的下降；2010 年以

后 σ 值逐年回升，表明新疆各地州市间人均旅游收入的相对差异在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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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3年-2012年新疆市域旅游经济差异时空演变

Fig.2 Regional tourism economy difference in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in Xinjiang from 2003 to 2012

β 收敛是指一段时间后，初始人均旅游经济低的地

区追赶上高的地区，具有相同速度的发展收敛水平 . 根
据王淑新［14］对 β 收敛模型进行的修改计算（表 2）分析发

现新疆人均旅游收入的 β 值为-0.314<0，但在统计上不

显著，表明新疆在 2003 年-2012 年间旅游经济落后地区

与发达地区人均旅游经济只有极其微弱的收敛，与上述

σ 收敛结果相吻合 . 此外也说明新疆地区旅游经济增长

差异只有微乎其微的缩小，进一步对收敛的速度和时间

进行计算，发现新疆旅游人均收入的收敛速度为 0.35%，

收敛时间为 200.38 年，又一次印证了新疆旅游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人均旅游经济几乎不收敛的现状和趋

势 . 其中，亚心区人均旅游经济收入的 β 值虽然为-0.021<0，但未能通过 F 检验，说明亚心区内部城市间

旅游贫富差距存在且几乎没有收敛的趋势 . 北疆区的 β 值为-0.109<0，且通过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进

一步计算得出北疆区收敛的稳态值为 0.850 3，收敛速度为 1.15%，收敛时间为 60.06 年，说明北疆区中的

5 个地州市之间人均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相对显著的收敛趋势，旅游经济发展趋于平稳 . 南疆区的 β 值为-
0.162<0，且通过了 85%的统计检验，证明南疆区也具备一定显著性的收敛，收敛速度和时间依次为 1.76%
和 39.22 年，南、北疆区都具有内部人均旅游经济收敛态势 . 最后，结合 TBR 指数证明新疆旅游区域间存在

收敛的态势，但不存在俱乐部收敛 .

图3 2003年-2012年新疆人均旅游经济 σ收敛

Fig.3 σ convergence of per capita tourism economic
in Xinjiang from 2003 t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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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新疆亚心、北疆、南疆地区旅游经济β收敛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β convergence tourism economy in each region of Xinjiang

地区

新疆

亚心

北疆

南疆

α

0.406（0.044）***
0.353（0.309）
0.943（0.022）***
1.079（0.10）**

β

-0.034（0.265）
-0.021（0.665）
-0.109（0.07）**
-0.162（0.149）*

F

1.251
0.191
3.440**
2.125*

时间/年
200.381 1
326.592 1
60.059 1
39.219 1

速度

0.003 459
0.002 122
0.011 541
0.017 674

稳态值

0.392 7
0.345 7
0.850 3
0.928 6

注：***、**、*分别为统计量在5%、10%、15%水平下显著；东疆只有哈密地区，故不进行回归收敛 .

3 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3.1 经济发展

乌鲁木齐、昌吉、克拉玛依、伊犁州直、石河子等北疆城市经济发达，尤其是旅游经济领先于其他城

市，形成了以“经济带动旅游，旅游回馈经济”的良性循环态势；而巴州、阿克苏、喀什、和田、克州等南疆地

区以及吐鲁番、哈密等东疆地区整体经济较弱，旅游发展也相对落后 . 近年来哈密、和田等地在河南、北京

的经济援助下，旅游业突飞猛进，与上述数理模型分析的结果相吻合，北疆旅游发展稳定且较好，南、东疆

旅游发展逐步提升，与北疆差距逐渐缩小，经济因素对新疆旅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
3.2 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

新疆地广人稀，城市间间距较长，可达性较差，严重制约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 南疆等地相继开通了至

北京、上海、广州的直达航班，旅游经济增长迅猛；阿勒泰、伊宁机场的扩建极大地提高了两地旅游业的发

展；对 217、218、314、315 国道的修建改善也大大提高了游客的可达性和出游意愿，交通成为了平衡新疆

旅游经济的重要因素 . 此外，乌鲁木齐市、伊犁州直、阿勒泰、巴州、喀什、阿克苏、昌吉等地旅游基础设施

相对完善且旅游经济较发达；其余城市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较差，旅游经济也较薄弱 . 表 3 中旅行社及星级

宾馆数量与旅游经济相关性非常高（0.91、0.95），也印证了旅游基础设施对于旅游发展差异的重要性 .
表3 2006年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Xinjiang tourism economic difference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2006

地区

乌鲁木齐市

克拉玛依市

吐鲁番地区

哈密地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阿克苏地区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

伊犁州直属县（市）

塔城地区

阿勒泰地区

石河子市

R2

旅游总收入/（万元）

765 567.91
42 677.30
58 082.75
71 297.78
57 711.86
55 157.58
91 644.75
38 306.54

101 491.95
23 120.21
65 087.33
53 721.48
12 571.33

119 721.46
37 324.81

—

旅游资源优势度/%
3.21
0.08
0.33
2.11
0.33
0.88
2.20
0.07
1.65
0.17
1.17
0.70
0.02
0.80
0.07
0.73

旅行社数量/个
25
3
11
1
0
1
2
1
1
1
1
1
0
6
2

0.91

星级宾馆个数/个
108
17
4
16
17
25
39
13
31
12
29
24
2
26
15
0.95

3.3 政策与安全保障

好的政策是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必备条件，但针对性和目标性过强的政策会导致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不

均衡，从而产生区域发展差异 . 利用政策解读新疆旅游经济时空演变规律发现，“十五”期间，新疆以“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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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的旅游发展思路，重点打造了阿勒泰、喀什、伊利、吐鲁番、巴州等地的旅游区，对新疆重点旅游项目

的开发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新疆旅游整体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政策也同时“屏蔽”了政策以外

的城市，导致了区域间差异的产生 . 此外新疆旅游经济发展除受国际、国内政治以及突发事件影响外，还

受“三股势力”的干扰破坏，较全国其他省市，新疆旅游业更加脆弱 . 因此每一次安全问题的出现，对于事

发当地旅游区而言，都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不仅造成正在高速增长的新疆整体旅游经济产生“刹车效

应”［18］，而且拉大了事发地与新疆其他地区旅游经济的差异水平 .
3.4 资源开发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也是造成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 . 借鉴韩春鲜等提出的旅游

资源优势度概念［19］，通过计算发现新疆各地区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经济发达程度具有很高的相关性

（见表 4）. 进一步梳理新疆旅游资源文献［19-21］，发现伊犁州直、巴州、阿勒泰、吐鲁番等地的旅游资源情况

最佳，昌吉、喀什、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次之，哈密、和田、克拉玛依、克州、博州、塔城、石河子等地旅游资

源相对贫乏，对照表 4 发现各城市内部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情况相吻合 .
4 结语

4.1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区域、市域两个尺度对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及收敛性进行测度和研究，揭示了新疆旅游经济差

异的时空格局演变 . 结论如下：

（1）新疆旅游经济差异在区域、市域尺度上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趋势 . 其中 4 个地区间差异变化不稳

定，同时地区间差异也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此外亚心、北疆区贡献率大幅下降是导致地区内部差

异减小最主要的原因 .
（2）随着伊犁州直等地崛起迅速，以乌鲁木齐为绝对旅游中心的“一乌独大”迹象逐年淡去 . 新疆旅游

的重心由少数知名的旅游城市开始向北疆、南疆等地扩散，逐步呈现平衡化态势，此外“橄榄球”型的旅游

经济结构逐步成型 .
（3）新疆人均旅游收入收敛几乎模糊 . 亚心区人均旅游经济不收敛，北疆、南疆区相对收敛，且南疆收

敛速度比北疆快 20 年，此外新疆旅游经济不存在俱乐部收敛特征 .
（4）区域经济发展、旅游交通与可达性、旅游业宏观政策及规划、政局及旅游环境安全、资源优势度、

基础设施的完善等方面是影响新疆旅游经济差异的内外在因素 .
虽然新疆旅游经济水平不断增强，区域差距也在不断减小，但目前新疆旅游经济区域间仍然有较大

的差异，且人均旅游经济差异减小的趋势不显著，因而很难说新疆旅游经济已经进入稳定的发展阶段 .
4.2 政策启示

新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政权体制为旅游经济的发展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其中政策因素

扮演着重要角色 . 新疆旅游经济的政策指引着新疆旅游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与中国其他大多数省市相比，

它的作用更突出，威力更强大 . 为此，需要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营造旅游发展环境 . 然而针对性太强

的政策也会使新疆旅游贫富差距猛然加大，因此应当依据不同城市的规模和情况，制定相适应的旅游政

策，营造有序健康发展的旅游环境，通过科学的旅游规划充分挖掘各个地方的旅游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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