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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
海南旅游业的发展研究
———基于东盟客源市场的分析

曾　巍，　许海平

（海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　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并且明确了将旅游业作为重点发展领
域，海南如何抓住此契机发展旅游业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基于东盟客源市场的分析，
实证研究了自由贸易区背景下东盟客源市场对海南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东盟游客消费量与海南旅游收入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东盟客源市场发展对海南
旅游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不断增强。基于此，应加强海南与东盟之间旅游的合
作；发展东盟客源市场，才能更好地推动海南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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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１年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正式
成立，到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①的全面启动，关于中国与东盟②的问题，一直
是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而海南处于自由贸易区
的枢纽位置，关注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抓住此契机
如何发展海南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海
南是中国最大的特别行政区，具有非常适合旅游
的阳光、海水、沙滩以及其他丰富的旅游资源，目
前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尤其以旅游业为重。２００９
年，政府制定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战略，
正力图以旅游业带动海南整体经济的发展。

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
的产业之一［１］，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
也明确把旅游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２］。因
此，在自由贸易区启动的背景下，分析东盟客源市
场对海南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
将通过比较分析来研究东盟客源市场在海南国际
客源市场中的重要性，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东盟
客源市场对海南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目前，研究海南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问
题的文献不多，而研究海南和东盟之间关于旅游
业发展的问题也较为少见。最早研究海南与东盟
旅游业的是王凤、张瑛和林红（２００３）［３］从旅游资
源、人力资源、知识技术资源、需求条件和支持性
相关产业等方面把海南与东盟主要旅游业国家做
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海南虽然
与东盟国家具有相似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但从旅
游业的发展状况来看，海南的旅游业还是相当落
后的。孙家杰（２００４）［４］同样认为，建立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对海南来说，在一定时期内，也是挑
战大于机遇，即降低了国内游客去东盟旅游的壁
垒，使海南在国内独特的旅游资源环境受到威胁，
加之东盟国家的旅游业相对更发达，进而会抢占
很多的国内客源。而赵豫蒙（２０１１）［５］认为“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对于海南的对外开放
和经济发展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类似的，邹蓉和
明俣（２０１２）［６］用实证的方法，基于中国客源市场，
从相对价格指数、相对汇率以及时间偏好等三个
方面做了海南与东盟热带海滨旅游竞争力的比较
分析，证明了中国与东盟合作背景下，中国客源市
场对海南旅游的需求并没有下降。

从上述内容可知，以往对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和海南旅游业之间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国内客
源市场方面，并且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证明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会分流国内客源市场。对海南的国
际客源市场的研究几乎没有，而自建设海南国际
旅游岛战略提出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尤为
重要。因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背
景下，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东盟客源市场对海南
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海南旅游业
的影响

　　为了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海
南旅游业的影响，我们选取海南省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
旅游总收入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且为了剔除价格
水平的影响，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以１９９８年海南
省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为基期，计算以后各期的
实际旅游收入，得散点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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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海南省实际旅游收入

由图１可知，海南省的实际旅游收入的增长
速度越来越快，呈指数型增长。从以上数据可以
明显看出，海南省的实际旅游收入并没有因为自
由贸易区的建立分流国内客源市场而下降，相反，
海南旅游收入在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不断上升。

　　三、东盟客源市场的分析

（一）东盟入境游客数量分析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否促进中国及海南旅游

业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东盟游客数量
是否增加。根据中国统计局和海南旅游局的统计
数据，可以得出图２和图３。从图２我们可以看
出，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２年，东盟超过韩国，成为我国
外国入境游客数量最多的地区，并且具有缓慢上
升的趋势，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４．８％；从图３看出，２００９年开始，东盟是除俄罗
斯以外海南入境游客数量最多的地区，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１３．７％，增长速度
非常快。因此，自由贸易区建立促进了中国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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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外国入境
游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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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海南省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外国入境
游客数量

南的东盟客源市场的发展。
（二）东盟客源市场的分布
由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旅游需求也

存在差异，故探讨东盟客源市场的分布也具有重
要意义。根据中国统计局和海南旅游局的统计数
据，经整理得出图４和图５。由图４可知，２０１２年
在中国的东盟国家入境游客中人数最多的是马来
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均占２０％以上，其次是泰
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他五个东盟国家的入境游客
数量非常少（没有统计数据）；而由图５可知，

２０１２年在海南的东盟入境游客中，新加坡处于绝
对领先的位置，所占比例为６０．４９％，其次是马来
西亚占２３．１９％，而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越
南、缅甸虽然也有统计数据，但均偏少。

图４　中国２０１２年东盟各国入境
旅游人数

图５　海南省２０１２年东盟各国入境
旅游人数

　　四、东盟入境游客消费量对海南旅游
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获取及预处理
本文选取海南省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相关数据，以

东盟入境游客消费量和海南旅游总收入作为衡量
东盟入境游客对海南旅游业贡献的指标。样本数
据（见表１）均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海南
旅游局网站、海南统计局网站和凤凰网。ＳＴｉ 表
示当年东盟入境游客人次（人次），ＦＴｉ 表示当年
入境游客人次（万人次），ＩＲｉ 表示当年海南旅游
外汇收入（万美元），Ｒｉ表示当年美元兑人民币的
汇率，ＧＰＩｉ 表示当年海南省的居民消费价格水
平，ＴＲｉ表示当年海南名义旅游总收入（亿元）。
通过公式（１），可以估算出当年东盟入境游客在海
南的名义消费量ＣＳｉ（亿元）。

ＣＳｉ＝

ＳＴｉ
ＦＴｉ×ＩＲｉ×Ｒｉ

１０　０００
（１）

对样本数据进行预处理：为了剔除价格变动
的影响因素，把东盟入境游客的名义消费量ＣＳｉ
和海南名义旅游收入ＴＲｉ 转换成实际消费量

ＡＣＳｉ和实际旅游收入ＡＴＲｉ。由于数据的自然对
数变换不影响协整关系，能使趋势线性化，并且可
以消除异方差，故对两指标进行对数变换，定义新
变量序列ＬＡＣＳ、ＬＡＴＲ，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
记为ＤＬＡＣＳ、ＤＬＡＴＲ。

（二）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变量协整分析之前须判断变量序列的

平稳性。我们采用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法以判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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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性。水平序列选择有时间项和常数项的检验
方法，而一阶差分同时选择含有常数项而不含有

趋势项的检验方法，滞后阶数以ＡＩＣ和ＳＣ 信息
准则最小确定。［７］检验结果见表２。

表１　样本数据（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

年份 ＳＴ（１）ｉ ＦＴｉ ＩＲ（２）ｉ Ｒｉ ＣＰＩｉ ＴＲｉ

１９９８　 ２４　７５８　 ３９．４２　 ９　６２４．９０　 ８．２７９　１　 ９７．３　 ６６．９６

１９９９　 ２２　１２６　 ４５．４９　 １０　５０５．９９　 ８．２７９　５　 ９８．３　 ７２．４６

２０００　 ２４　８５８　 ４８．６８　 １０　８８２．９４　 ８．２７８　１　 １０１．１　 ７８．５６

２００１　 ３２　５８３　 ４５．６８　 １０　６０２．３６　 ８．２７６　６　 ９８．５　 ８７．８９

２００２　 ３２　７９２　 ３８．９３　 ９　１９９．０３　 ８．２７３　３　 ９９．５　 ９５．３８

２００３　 ２４　７０６　 ２９．３３　 ７　９７４．１９　 ８．２７６　７　 １００．１　 ９３．５５

２００４　 ２５　９９４　 ３０．８６　 ８　１７９．７９　 ８．２７６　５　 １０４．４　 １１１．０１

２００５　 ３６　３８０　 ４３．１９　 １２　９９７．３１　 ８．０７０　９　 １０１．５　 １２５．０５

２００６　 ５１　９６４　 ６１．６９　 ２２　６３９．９８　 ７．８８８　７　 １０１．５　 １４１．４３

２００７　 ６３　４３６　 ７５．３１　 ２９　７６２．０７　 ７．３０４　６　 １０５　 １７６．３６

２００８　 ７８　００５　 ９７．９３　 ３９　０３１．８９　 ６．８３４　６　 １０６．９　 １９２．３３

２００９　 ５７　９１２　 ５５．１５　 ２７　６６６．０１　 ６．８２８　２　 ９９．３　 ２１１．７２

２０１０　 ８８　６４７　 ６６．３１　 ３２　２２７．６５　 ６．６２２　７　 １０４．８　 ２５７．６３

２０１１　 ９９　１２１　 ８１．４６　 ３７　８１４．２５　 ６．６００　９　 １０６．１　 ３２４．０４

２０１２　 １１４　８０６　 ８１．５６　 ３４　８０２．８０　 ６．２８５　５　 １０３．２　 ３７９．１３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海南统计局、海南旅游局和凤凰网。

注：１．表中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东盟旅游人数在网站统计数据中缺失，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这几年的数据采用了估算的办法：

ＳＴｉ＝ＦＴｉ×ＡＶＧ（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年各年占的比率）；

２．表中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所查询到的是以亿元为单位的数值，而表中的数据是根据当年的汇率转换而来。

表２　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Ｃ，Ｔ，Ｋ） ＡＤＦ值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结论

ＬＡＣＳ （Ｃ，Ｔ，１） －２．６６７　６８１ －４．８８６　４２６ －３．８２８　９７５ －３．３６２　９８４ 不平稳

ＬＡＴＲ （Ｃ，Ｔ，０） －１．２５８　３４４ －４．８００　０８０ －３．７９１　１７２ －３．３４２　２５３ 不平稳

ＤＬＡＣＳ （Ｃ，０，１） －３．４５８　２１２ －４．１２１　９９０ －３．１４４　９２０ －２．７１３　７５１ 平稳

ＤＬＡＴＲ （Ｃ，０，０） －３．５５５　８０５ －４．０５７　９１０ －３．１１９　９１０ －２．７０１　１０３ 平稳

　　通过 ＡＤＦ检验，发现ＬＣＳ 和ＬＴＲ 均在

１０％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序列存在单位根，

是不平稳的。而ＤＬＣＳ和ＤＬＴＲ 在５％显著性水
平上拒绝原假设，即序列的一阶差分没有单位根，

是平稳的。所以，ＬＴＲ、ＬＣＳ都是一阶单整Ⅰ（１）
序列，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
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ＬＴＲ、ＬＣＳ为一阶单整Ⅰ（１）序列，满足协整
检验前提，我们采用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两步法，检验
海南旅游收入与东盟入境游客消费量之间是否存
在协整关系。

第一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对变量进
行协整回归，得到估计方程为

ＬＡＴＲ＝－１．１９５　２０３＋０．６５６　４５９ＬＡＣＳ＋ｅｔ
（－２．３１９　３６７）（１１．７６４　５０） （２）

Ｒ２＝０．９１４　１３７，　Ａｄｊ－Ｒ２＝０．９０７　５３２，

Ｆ＝１３８．４０３　５，ＤＷ＝０．９７８　４１３
据上可知，回归方程（公式（２））解释能力较

好，拟合优度较高，ＬＣＳ的系数符号为正，通过经
济检验。ＤＷ 等于０．９７８　４１３，属于（０．９５～１．５４）
的不确定区域，不能判断上式是否存在自相关，故
采用 ＬＭ 法，Ｏｂｓ×Ｒ２ ＝１．９５６　０１０，Ｐ 值为

０．１６１　９，故公式（２）不存在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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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如果残差
值不存在单位根，那么回归方程（公式（２））就是海
南旅游收入与东盟入境游客消费量之间的协整方
程，否则就不是。

同样采用 ＡＤＦ检验，由于残差序列以零为
中心波动，检验方程中不含常数项和趋势项，
按照ＳＩＣ准则确定的滞后阶数为０。结果见
表３。

表３　残差序列的单位根检验③

Ｒｅｓｉｄ　 ＡＤＦ值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结论

（０，０，０） －２．１５８　７４２ －２．７４０　６１３ －１．９６８　４３０ －１．６０４　３９２ 平稳

　　通过对残差序列的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明残差序列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单
位根，即残差是平稳的。因此，ＬＴＲ和ＬＣＳ之间
具有协整关系，表明东盟入境游客的消费量每
增加１个百分点，能拉动海南旅游收入约０．６６
个百分点的增长，说明东盟入境游客的消费量
对海南旅游业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同时说明
东盟旅游消费量和海南旅游收入之间存在长期
稳定的关系。

（四）误差修正模型
经过协整检验，验证了东盟游客消费量和海南

旅游收入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我们有
必要进一步论证变量之间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
关系。因此，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将误差修正项
看作一个解释变量，连同其他反应短期波动的解释
变量一起，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它既能反映变量之
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又能反映短期偏离长期均衡的
修正机制。［８］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如公式（３）：

ＤＬＡＴＲｔ＝０．０９０　１９３＋０．１０１　９６５ＤＬＡＣＳｔ－０．０８９　５１９ｅｃｍｔ－１
（５．０８３　７９８）（１．２５４　７０４）　　（－２．６１３　６３９） （３）

其中：ｅｃｍｔ＝ＬＡＴＲ－０．６５６　４５９ＬＡＣＳ＋１．１９５　２０３
误差修正模型（公式（３））表明：在短期内，海

南旅游收入的变动受到东盟入境游客消费量的影
响。ｅｃｍ 是误差修正项，误差修正项系数符合误
差反向修正机制，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系
统将以０．０８９　５１９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
到均衡状态。短期内，东盟入境游客的消费量对
海南旅游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东盟入境游客的消
费量变化 １％，海南旅游收入同方向变化约

０．１０１　９６５％，两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五）格兰杰（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
东盟入境游客的消费量与海南旅游总收入之

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
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格兰杰（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
系检验，分别取滞后１～４期来进行检验。结果见
表４。

表４结果表明，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
后期为１、２和３时，“ＡＴＲ 不是ＡＣＳ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
因”与“ＡＣＳ不是ＡＴＲ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的零假
设均被接受，说明东盟入境游客的消费量和海南
旅游收入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当滞后期为４
时，“ＡＣＳ不是ＡＴＲ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的零假设

被拒绝，而“ＡＴＲ 不是ＡＣＳ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的
零假设被接受，说明东盟入境游客的消费量与海
南旅游收入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东盟入境
游客的消费量能够促进海南旅游收入的增长。而
海南旅游收入的增长对东盟入境游客的消费量没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４　ＡＴＲ和ＡＣＳ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零假设 滞后阶数 Ｆ值 Ｐ值

ＡＴＲ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ＡＣＳ　 １　 １．１７４　３３　 ０．３０１　７

ＡＣＳ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ＡＴＲ　 ０．０７４　０５　 ０．７９０　６

ＡＴＲ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ＡＣＳ　 ２　 ０．４８３　９０　 ０．６３３　３

ＡＣＳ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ＡＴＲ　 １．２５４　３３　 ０．３３５　９

ＡＴＲ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ＡＣＳ　 ３　 １．４４７　０３　 ０．３３４　２

ＡＣＳ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ＡＴＲ　 １．８２３　５５　 ０．２５４　８

ＡＴＲ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ＡＣＳ　 ４　 １．１８８　２６　 ０．５０４　６

ＡＣＳ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ＡＴＲ　 １０．９９２　９　 ０．０８５　１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

（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
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的刻画出变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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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图６和图７分别给出
了变量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另一个变量的脉
冲响应函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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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ＬＡＴＲ对ＬＡＣＳ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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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ＬＡＣＳ对ＬＡＴＲ 的响应

图６是东盟游客消费量的冲击引起海南旅游
收入变化的脉冲响应图。从图６中可以看出，海
南旅游收入在受到东盟消费量一个单位正向的标
准差的冲击后，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为正，并且
持续缓慢增加，这意味着东盟游客消费量的增长
对海南旅游收的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且作用不断
增强。

图７是海南旅游收入的冲击引起的东盟游客
消费量变化的脉冲响应图。从图７可以看出，东
盟客源市场在海南的消费量在受到海南旅游业水
平提高的冲击后，在滞后期内的冲击效应为正，并
且持续上升，说明海南旅游业水平的提高对东盟
客源市场的发展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
响是持续上升的，对促进东盟客源市场的发展具

有持续的推动作用。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海南省旅游数据，运
用ＡＤＦ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深入考察
了东盟游客消费量对海南旅游收入的影响。研究
发现：

第一，协整检验表明海南旅游收入与东盟游
客消费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东盟入
境游客的消费量每增加１个百分点，能拉动海南
旅游收入约０．６６个百分点的增长，东盟入境游客
的消费量对海南旅游业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

第二，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从短期看来，海南
旅游收入的波动受东盟入境游客的消费量的波动
以及误差修正项ｅｃｍ 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系数
符合误差反向修正机制，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
衡时，系统将以０．０８９　５１９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
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短期内，东盟入境游客的
消费量对海南旅游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东盟入境
游客的消费量变化１％，海南旅游收入同方向变
化约０．１０１　９６５％，东盟游客的消费量的增长对海
南旅游收入具有较大的影响。

第三，在滞后４期的情况下，东盟客源市场发
展是海南旅游收入增长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但海南
旅游收入增长并不是东盟客源市场发展的原因，
说明东盟客源市场发展对海南旅游收入增长的正
向作用要强于海南旅游业发展对东盟客源市场发
展的反向作用。

第四，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东盟消费量的增长
对海南旅游收入具有推动作用，且作用不断增强；
同时，海南旅游业水平的提高对东盟客源市场的
发展也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持续上
升的，对促进东盟客源市场的发展具有持续的推
动作用。

结合本文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维护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国际关系，保

证自由贸易区和谐、健康、稳定的发展。虽然自由
贸易区已经在２０１０年全面启动，但是东盟内部以
及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着内部成员国之间的领土
主权争端、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美日等发达国家
的干预等不稳定因素。另外，东南亚联盟在中国
的政治和经济外交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
旅游业作为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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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联系与了解，更好地
团结东盟国家，改善我国的外部环境。

第二，发挥海南省在自由贸易区中的枢纽作
用，加强与东盟的旅游合作。旅游业是自由贸易
区重点发展的领域，我们应当利用海南省优越的
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更好地发挥海南
省在自由贸易区的枢纽作用。同时，东盟客源市
场是海南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海南省国
际旅游岛离不开东盟客源市场的发展，我们应抓

住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机会，加强与东盟的旅游合
作，促进双方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第三，提高海南旅游业自身的发展水平，加快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步伐。海南旅游业在发展
过程中存在着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质量不高等
问题，此外，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战略提出后，国外
游客在海南客源市场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因此，
我们应该从提高自身的旅游服务水平出发，提升
海南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

注　　释：

①缩写ＣＡＦＴＡ，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涵盖１１个国家、

１９亿人口、ＧＤＰ达６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

②“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ＡＳＥＡＮ），目前成员国包括：新

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缅甸、越南、

老挝和柬埔寨等十个国家。

③根据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１９９６）临界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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