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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按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新

质生产力能够充分激发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的内在潜能,并广泛渗透至生产、分配、流通、
消费等各个环节,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能够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注入新动能.新时代如何有效培育

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课题.
专栏文章《新质生产力、消费结构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

力的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新质生产力、消费结构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认为新质生产力能

够正向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推动消费结构优化,进而影响到地区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

区新质生产力更能有效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专栏文章《新质生产力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在构建城市层面新质生产力综合测度体系与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指

标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发现新

质生产力能够显著增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地区中

存在差异.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直接增强本地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且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

对邻近地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产生正向影响.国内价值链的战略替代性能够正向调节新质

生产力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效应.为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提高自主

可控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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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旅游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新质生产力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在对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内涵构成进行梳理基础上,探究了新质生产力与消费结构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机理并构建了测度框架.继而,对2011-2022年全国30个省区的新质生产力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进

行了测度,并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赋能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考虑内生性的系统广义矩阵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探究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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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能够推动消费结构优化,进而间接影响到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3)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

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更能有效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结论,从加速技术创

新与产业变革、制定针对性新质生产力策略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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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旅游业面临着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推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将系

统影响旅游业的信息获取、供求选择、旅游消费场景营造、便捷支付、场景分享等旅游全链条,以数字技术和

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加速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步伐.然而,中国旅游业依然存在着资源消耗严重、
产业转型升级缓慢、旅游产品吸引力不强等现实问题[1].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新质生产力作为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产物[2-3],对旅游产业的应用渗透成为驱动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探讨如何

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旅游业在疫情过后如何有效突破自身瓶颈的重要内容.
学术界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日益深入,主要围绕着旅游业竞争优势[4]、旅游业绩

效增长[5-6]和旅游业生产经营效率[7]等方面展开研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生态环境污染、资源利用率低下、
旅游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暴露出来[8-9].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的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旅游

业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问题.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多元协同、为民生谋福祉、实
现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10-11].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其对

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表现为:首先,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技术“算力”为代表的新质态的生产力[12],对传统生

产力实现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13],是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的跃升,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其次,新
质生产力实现了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与社会经济再生产各环节的优化融合,推动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

对象及三者优化组合的质变[14],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此外新质生产力在构成要素不断提升过程中带来

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成[15],促进了产业经济体系结构优化与提质升级;第三,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驱

动力[16],能推进产业升级并明晰战略选择[17],引发农业、新型工业化、服务业等产业变革与高质量发

展[18-19];第四,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借助科技创新实现能源与原材料的经济型使用,减少废料产生,减缓环

境压力,从而实现经济与生态友好的双重目标[20].
产品的供给侧生产与消费的需求端购买是产业发展的两个方面,二者平衡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环

节.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转型升级是现阶段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核心任务.消费结构升级

是促进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驱动因素,消费结构升级既包括通过提升高需求收入弹性产业比重推动

产业高端化,还包括通过增加高生产率产业占比来促进产业合理化[21].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高质量发

展的内生动力,通过增大消费规模和优化消费结构的需求端变革促进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升级、高质量发

展[22].消费需求与结构升级过程具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导向作用,能够重塑产业结构模式,引导产业向高

级化和合理化发展.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与消费结构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

研究,但鲜有从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拟揭示新质生产力、居民消费结构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提出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能够激发劳动

者、劳动对象、生产资料的潜力,渗透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并在旅游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新质

生产力对旅游业发展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提升劳动者技术以提

高旅游生产效率.高技能劳动者本身成为企业创新的源泉,能够通过改进生产工艺、产品创新等形式,为企业

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与竞争优势[23],从而推动旅游业实现质的飞跃与综合竞争力提升;二是新质生产力推

动生产资料高级化以完善旅游业资源配置.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主要手段驱动旅游业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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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能够消除旅游产业各主体时空错位、生产消费、要素配置等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要素、产品等供求精准

衔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旅游业的劳动资料从传统的生产工具转变为智能化生产参与者,
引领了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不仅提高旅游业生态效率与产品质量,还能激发旅游业创新能力、重塑竞争格

局;三是新质生产力实现劳动对象多样化以更新旅游生产方式.劳动对象多样化意味着旅游业从生产单一或

有限种类的旅游产品转向实现旅游产品研发效能提升和服务质量,满足了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同时

旅游业劳动对象从传统的旅游资源,拓展至各类能与旅游结合的资源或材料,生产出传统方法难以生产的旅

游产品,进一步拓展旅游劳动对象的范畴;四是新质生产力提升了旅游业价值链的连接、算法和算力,提供价

值创造各环节的异质性信息,推动了旅游业的交易便利化、体验场景化和交互动态化,催生了新业态、新模

式.因此,提出研究假说H1: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新质生产力除了通过直接作用于供给侧变革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外,还可以通过优化需求端实现消

费结构变革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有效、最根本驱动力在于消费结构变革与升

级[24].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能够通过需求收入弹性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的恩格尔效应和生产效率高

的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的鲍莫尔效应促进产业高端化[21].新质生产力提升了信息传递与社会交流的效率与

质量,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业态、新模式,增加了优质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从而对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提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发展中的深入,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
消费结构也在持续改变,恩格尔系数呈现持续下降趋势.新质生产力打破了产业的时空边界和运营模式,全
新的交易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扩大了消费需求,进而促使消费结构升级.新质生产力提供可便

捷的交易平台和供求精准化衔接,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从而扩大了市场消费需求.综合来看,各地区

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着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对于旅游业来说,如何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促进产业高质量

发展成为现实重要课题.因此,提出研究假说H2:新质生产力有通过消费结构变动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间接效应.
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技术范式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程度是存在差

异的.新质生产力和旅游业融合才能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如果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或不充分,
新质生产力和旅游业融合程度也难以提高,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也难以达到预期.劳动者、
劳动对象、生产资料升级程度高的地区能够获取新技术带来更多发展红利.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信息

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也存在地区异质性特征.为此,提出研究假说H3: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作用程度存在地区差异性.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变量测量

2.1.1 被解释变量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适应性过程,包含结构、效率和可持续等多方面内容.本文在参考已有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旅游业发展特性,从高效稳定、结构合理、生态文明、创新驱动、供求

均衡等5个维度来构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见附录表S1).为消除原始指标量纲的差异化影响,通过

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到各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值.
2.1.2 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发展测算尚未发现有统一的标准,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科学性,借鉴文献[25-26]的测度思

路,主要从劳动者、劳动对象与生产资料三大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突出“新”与“质”的
升级.其中,劳动者方面,采用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智力工作[2],具备高素质的创新能力、知识储备与劳动

能力,主要从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本结构、人均产值、人均工资、就业意识、创业活跃度等方面来衡量;其
次,劳动对象方面,既要突出新质产业的引领作用,又要体现绿色低碳的社会生活,因此从技术产业、信息产

业、环境保护能力、污染减排量等方面来衡量;最后,劳动资料方面,采用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基础设施、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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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与数字创新来考虑,主要从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支持、科技创新成果等方面来衡

量.综上,本文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3个维度共选取21个指标来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如表1所示.各指标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到各地区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综合指标值.
表1 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体系

Tab.1 Indexsystemof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

总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 单位 属性

新质生产力 劳动者(LAB) 劳动者技能 教育程度 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人 +

(NQP) 人力结构 高等教育人数比例 % +

劳动生产率 人均产值 人均GDP 万元/万人 +

人均收入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元 +

劳动者意识 就业意识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比重 % +

创业意识 创业活跃度 - +

劳动对象(TA) 新质产业发展 技术产业 机器人数量/总人口 个/万人 +

信息产业 信息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人员比 % +

地区电信收入 万元 +

生态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力 环境保护支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 +

污染减排量 能源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 % -

二氧化硫排放*10000/GDP t/万元 -

废水排放/GDP t/万元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GDP t/万元 -

劳动资料(LR) 基础设施建设 传统基础设施 公路里程 km +

铁路里程 km +

数字基础设施 光缆长度/地区面积 km/万km2 +

互联网普及率 % +

移动电话普及率 % +

科技创新 数字经济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

科技创新成果 专利授权数量/总人口 件/万人 +

2.1.3 控制变量

新时代旅游业发展除了受到新质生产力影响外,也与外商投资、技术进步、社会消费能力、劳动力水平密

切相关,为减少遗漏变量对回归分析结果的干扰,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外商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可

带来新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提高产业发展水平,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示外商投资.技术进步

(R&D),为地区R&D强度,R&D经费投入的越多,技术研发强度越高,地区创新能力越强,选取各省份

R&D经费投入来表示R&D强度.社会消费(SOC),消费需求的不断变化和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推动产业

结构的调整,选取社会零售品消费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社会消费.劳动力水平(EMP),劳动力水平是影响

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选取城镇单位从业末期人数来表示劳动力水平.
2.2 模型构建

为验证上述研究假设首先针对直接影响构建基准回归方程.
QTEit=α0+α1NQPit+α3Xit+γi+εit, (1)

式(1)中,QTE代表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i和t表示地区和年份,NQP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X
为控制变量,γ 为地区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个体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2.3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连续性,选择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全国30个省区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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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涉及价格的变量指标以2011年不变价格为基期进行调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

物和旅游统计年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各变量标准

化后简单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NQP)的均值为0.273,最大值为0.654,最小值为

0.091.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数(QTE)的均值为0.266,最大值为0.583,最小值为0.065.

3 实证检验与分析

3.1 直接效应检验

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分析软件为Stata17.0.回
归估计结果见表2,列(1)是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回归系列为正值,在1%显著水平上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呈正向影响.这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是动力因素.列(2)、(3)、(4)分别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3个维

度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分析,各指标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也均呈1%显著水平相关,且各指标的

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进一步验证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研究假设.从控制变量

方面来看,外商投资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负值,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促进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作用;劳动力水平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具有显

著正向作用,符合新质生产力中劳动力技能提升驱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预期;技术进步与社会消费的

回归系数为负值且不显著.原因在于,一方面技术进步与社会消费的作用效果具有滞后性;另一方面,技术进

步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也可能由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技术进步与社会消费对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水平提升作用尚未发挥出来.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ab.2 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1)QTE (2)QTE (3)QTE (4)QTE

NQP 0.188***(3.18)

LAB 0.073***(2.99)

TA 0.180***(3.52)

LR 0.479***(6.81)

FDI -0.113***(-5.57) -0.066**(-2.31) -0.054**(-2.06) -0.113***(-5.91)

RD -0.009(-0.34) 0.013(0.58) 0.031(1.59) -0.025(-1.04)

SOC -0.002(-0.19) 0.022(1.29) 0.011(0.66) -0.005(-0.47)

EMP 0.071**(2.30) 0.438***(18.68) 0.343***(11.14) 0.026(0.88)

Constant 0.265***(15.66) 0.138***(10.34) 0.115***(9.82) 0.210***(11.82)

Observations 360 360 360 360

R-squared 0.936 0.721 0.692 0.94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统计量的t值.

3.2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旅游业新质发展具有连续性、动态性等特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影响旅

游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为避免遗漏变量,有必要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来克服这一内生性问题,以保证新质生

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稳健可靠.基于此,将其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构建动态

面板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同时将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个维度分别引入到模型中进行估计,

QTEit=α0+α1QTEit-1+α2NQPit+α3Xit+γi+εit. (2)
为避免解释变量非严格外生以及扰动项自相关等相应问题,采用系统广义矩阵(GMM)进行估计.将各控制

变量视为外生变量,新质生产力视为内生变量,Sargan检验均大于0.1说明工具变量选择有效,AR(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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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模型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构建系统广义矩阵估计模型如式(2)所示,其中QTE为地区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QTEit-1为引入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一阶滞后项,NQP为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数,

Xit为引入的控制变量.总体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列(1)为新质生产力对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
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后,新质生产力发展(NQP)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QTE)在5%显著水平呈正相关,与前文

结果保持一致,验证了前文中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列(2)、(3)、(4)为劳动者(LAB)、劳动对象(TA)和劳动资

料(TR)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估计结果,其显著性和前文结果一致,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均产生正向

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表3 系统GMM回归结果

Tab.3 SystemGMM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1)QTE (2)QTE (3)QTE (4)QTE

L.QTE 0.988***(9.22) 0.526***(2.64) 0.313**(2.18) 0.598***(7.55)

NQP 0.099**(2.54)

LAB 0.188***(2.76)

TA 0.375***(4.09)

LR 0.359**(2.50)

FDI -0.014(-0.65) -0.053(-1.34) -0.054*(-1.91) -0.075***(-2.92)

RD -0.027**(-2.11) -0.083*(-1.74) -0.010(-0.66) -0.025(-0.93)

SOC 0.015(1.21) 0.029*(1.71) 0.019(0.97) 0.023(1.63)

EMP -0.042(-0.90) 0.191**(2.00) 0.104(1.28) -0.017(-0.20)

Constant -0.015(-0.86) 0.030(0.80) 0.037*(1.85) 0.023(1.17)

Observations 330 330 330 330

AR(1) 0.000 0.008 0.039 0.012

AR(2) 0.193 0.205 0.112 0.152

Sargan 0.247 0.486 0.389 0.47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统计量的z值.

3.3 传导效应检验

理论研究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既具有直接效应,也具有通过消费结构变动促进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效应.新质生产力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居民消费结构、习惯特征也会

产生影响.消费结构是居民在一定时期内用于生活消费的各种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随着居民

总消费支出的增加,消费方式、消费形式、消费结构也将呈变动趋势.
消费结构代表着人们的需求愿望,而新质生产力可能会对居民消费结构变革产生深刻影响.为了探究三

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联立方程组来检验新质生产力、消费结构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效应.
按照恩格尔定律,随着地区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在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比重呈现随着收入水平和总消

费支出水平提高而呈下降趋势,而教育、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交通、卫生保健等消费支出比重呈上升趋势,因
此本文选取恩格尔系数代表地区消费结构(EG)变化的具体指标,恩格尔系数越低,代表着地区居民消费结

构越单一,反之则表示地区居民消费结构越丰富.具体模型构建如下,式(3)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恩格尔系数

影响的实证检验模型,来检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地区消费结构的影响,式(4)为检验地区消费结构变化对

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检验模型,

QTEit=α0+α1NQPit+α2EGit+α3Xit+γi+εit, (3)

EGit=α0+α1NQPit+α3Xit+γi+εit. (4)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具有更好的渐进有效性,在计算中将样本信息全部运用到估计中,得到的估计结果更

加准确.估计结果见表4,表4列(1)、(2)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居民消费结构呈5%显著水平上的负相关关系,
消费结构指数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呈10%显著水平上的负相关关系.从回归估计结果来看,随着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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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发展,降低了地区恩格尔系数,提升了地区生活质量,丰富了消费结构,提升了地区居民对文化娱乐、
旅游休闲的支出.随着消费结构的持续优化升级,民众对旅游休闲领域的日常支出持续攀升,这一趋势极大

地促进了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并间接对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表4中分别对东、
中、西地区进行实证检验,从实证检验结果来看,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都能够推动消费结构优化,进而间接

影响到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这说明,随着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的深度渗透,居民消费模式、消费结构将发

生持续变化,旅游业发展同时受到了影响而呈高端化趋势.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既包

括直接效应,也包括通过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变革传导给旅游业发展的间接效应.
表4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Tab.4 Resultsofthethree-stageleastsquaresmethod

变量 EG QTE
东部地区

EG QTE

中部地区

EG QTE

西部地区

EG QTE

NQP

 

-0.235**

(-2.25)
-0.339**

(-2.11)
-1.028***

(-4.13)
-0.263*

(-1.73)

EG

 

-0.040*

(-1.67)
-1.613**

(-1.98)
-0.148**

(-2.14)
-0.062**

(-2.21)

FDI

 

0.100
(1.54)

-0.087***

(-3.83)
0.265***

(3.18)
0.244
(1.17)

-0.201
(-0.89)

-0.170
(-0.94)

-0.527*

(-1.92)
0.086
(0.66)

RD

 

-0.267***

(-5.80)
0.001
(0.02)

-0.298***

(-5.56)
-0.547*

(-1.76)
-3.700***

(-7.41)
1.006**

(2.19)
0.898**

(2.46)
-0.109
(-0.63)

SOC

 

-0.023
(-0.60)

-0.001
(-0.10)

-0.124*

(-1.94)
-0.280**

(-1.97)
-0.020
(-0.42)

-0.208***

(-4.62)
-0.100**

(-2.42)
0.050**

(2.55)

EMP

 

0.020
(0.35)

0.087***

(2.81)
-0.071
(-0.90)

0.171
(0.98)

0.338***

(3.60)
0.050
(0.66)

-0.628***

(-3.04)
0.056
(0.56)

Constant

 

0.614***

(19.84)
0.362***

(19.70)
0.683***

(10.84)
1.190**

(2.46)
1.009***

(16.31)
0.459***

(6.93)
0.673***

(20.42)
0.177***

(7.54)

Observations 360 360 156 156 72 72 132 132

R-squared 0.426 0.857 0.539 2.267 0.964 0.768 0.891 0.898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统计量的z值.

3.4 异质性检验

鉴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在不同地区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
部地区、西部地区三大区域,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关系,估计结果见

表5所示.由表5可知,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系数分别为0.546、0.160,且在1%的水

平上显著,这说明东部与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然而,两个地区的影响机制

却各不相同,究其原因,东部地区信息技术、数字化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相对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

高,并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模式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实现旅游业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

配,并由此催生劳动者技能提升、生产资源与劳动对象等高级化,从而完善旅游业价值链并推动了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此外,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融合已达到较高程度,显著提高了旅游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

推动了其高质量发展.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信息化设施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相对较低,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促使该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区域各要素的优化组合.西部地区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生

产效率提升红利,努力在各领域实现其运用与发展,从而推动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中部地区新质

生产力发展水平为0.286,在10%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

还需加强.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布局与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且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随着整

体行业发展速度的逐步放缓,创新效率的提升受到了一定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执行情况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并存在一定

的滞后性,从而导致了新质生产力在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区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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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分地区回归结果

Tab.5 Regressionresultsbyregion

变量
QTE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NQP 0.546***(7.34) 0.286*(1.88) 0.160***(2.75)

FDI -0.184***(-4.77) -0.107(-0.56) 0.020(0.26)

RD -0.066***(-2.67) 1.861***(5.07) -0.140**(-2.57)

SOC -0.081***(-2.74) -0.219***(-5.25) 0.106***(7.25)

EMP 0.285***(7.78) 0.037(0.65) 0.583***(14.06)

Constant 0.088***(3.02) 0.240***(7.19) 0.056***(4.44)

Observations 156 72 132

R-squared 0.789 0.568 0.88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统计量的t值.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新质生产力、消费结构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传导效应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除西

藏及港澳台地区外全国2011-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个维度构

建了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以高效稳定、结构合理、生态文明、创新驱动和供求平衡5个层面构建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进行实证验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作用,
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个维度均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新质生产力对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既具有直接效应,也有通过促进消费结构变革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间接传导效应.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间接传导效应也较为显著,这说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消费结构,而
消费结构改善推动着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第三,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着地区异质

性特征.在区域差异上,东部与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而中部地区新质生产

力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还需再次突破技术范式变革以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以上研究结论对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如下启示:首先,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创新战略,通过加速技术

创新与产业变革的步伐,使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必须加强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的

渗透融合,利用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产业的产业变革与健康发展.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国土空间规划、技术创

新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断释放新质生产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红利.还需全面统筹规划旅游业发展的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合理地布局新型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提升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在

旅游领域的应用支撑能力.其次,需要加强对智慧旅游平台与消费互联网的建设,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市场、产
业、产品、服务之间的深度融合.通过完善数字平台与消费互联网,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便捷、高端的消费

选择与服务,以优化消费结构,进一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第三,结合各地区新质生产力、消费结构的差

异性实际,制定科学且具有针对性的新质生产力提升策略.结合各地资源禀赋、产业特征和现实基础,精准把

握新质生产力和消费结构的现状及趋势、痛点和优势,从而科学、合理地指导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附录见电子版(DOI:10.16366/j.cnki.1000-2367.2024.04.28.0002).

参 考 文 献

[1] 刘英基,韩元军.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J].旅游学刊,2020,35(3):28-38.

LIUYJ,HAN YJ.Factorstructure,institutionalenvironment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tourismeconomyinChina[J].

TourismTribune,2020,35(3):28-38.
[2] 周文,许凌云.再论新质生产力: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J].改革,2024(3):26-37.

ZHOU W,XULY.Furtherdiscussionon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misunderstandings,formationconditions,andimplementation

62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年



paths[J].Reform,2024(3):26-37.
[3] 张彰.数字新质生产力、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共同富裕[J].统计与决策,2024,40(9):37-42.

ZHANGZ.Digitalnewqualityproductivity,extensionofagriculturalindustrychainandcommonprosperity[J].Statistics& Decision,

2024,40(9):37-42.
[4] 刘宇峰,孙虎,李娜,等.省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22(8):93-97.

LIUYF,SUNH,LIN,etal.Asystemofevaluationindicatorsfortheprovinicialtourismcompetition[J].JournalofAridLandResources

andEnvironment,2008,22(8):93-97.
[5] 刘春济,冯学钢,高静.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J].旅游学刊,2014,29(8):37-49.

LIUCJ,FENGXG,GAOJ.Changesinthestructureofthetourismindustryandtheireffectonthegrowthofthetourismeconomyin

China[J].TourismTribune,2014,29(8):37-49.
[6] 刘佳,王娟,奚一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格局演化[J].经济管理,2016,38(8):160-173.

LIUJ,WANGJ,XIYD.Theevaluation,patternevolutionanditsinfluencingfactorsofthequalityoftourismeconomicgrowthinChina
[J].EconomicManagementJournal,2016,38(8):160-173.

[7] 王兆峰,刘庆芳.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10):2289-2298.

WANGZF,LIUQF.Spatio-temporalevolu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tourismEco-efficiency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J].

ResourcesandEnvironmentintheYangtzeBasin,2019,28(10):2289-2298.
[8] 何建民.新时代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与战略研究[J].旅游学刊,2018,33(10):9-11.

HEJM.Researcho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systemandstrategyofChina'stourisminthenewera[J].TourismTribune,2018,

33(10):9-11.
[9] 张新成,梁学成,宋晓,等.黄河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失配度时空格局及成因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12):201-208.

ZHANGXC,LIANGXC,SONGX,etal.Spatialpatternofthemismatchdegreesof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industryin

theYellowRiverBasin[J].JournalofAridLand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20,34(12):201-208.
[10] 李丽霞,何彪,童昀.中国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56(1):51-61.

LILX,HEB,TONGY.Researchonhotspotsandtrendsof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inChina:knowledgemappinganalysis

basedonCiteSpace[J].Journalof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s),2022,56(1):51-61.
[11] 李志远,夏赞才.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失配度时空格局探究[J].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4(4):33-42.

LIZY,XIAZC.Themeasurementofhigh-qualitydevelopmentleveloftourismandthespatial-temporalpatternofmismatchdegreein

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J].Journalof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2021,44(4):33-42.
[12] 刘志彪,凌永辉,孙瑞东.新质生产力下产业发展方向与战略:以江苏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23(11):59-66.

LIUZB,LINGYH,SUNRD.Thedirectionandstrategyofindustrialdevelopmentunderthenewproductivity:takingJiangsuProvince

asanexample[J].NanjingJournalofSocialSciences,2023(11):59-66.
[13] 周文,叶蕾.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J/OL].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1-11.[2024-03-04].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3.1337.C.

20240301.1525.002.html.

ZHOU W,YEL.Newqualityproductivityanddigitaleconomy[J/OL].Journalof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2024:1-11.[2024-03-

04].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33.1337.C.20240301.1525.002.html.
[14] 王国成,程振锋.新质生产力与基本经济模态转换[J/OL].当代经济科学,1-10.[2024-03-2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12.

F.20240229.1148.002.html.

WANGGC,CHENGZF.Newqualityproductivityandbasiceconomicmodaltransformation[J/OL].ModernEconomicScience,1-10.
[2024-03-2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12.F.20240229.1148.002.html.

[15] 李政,崔慧永.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1):129-144.

LIZ,CUIHY.Onnewqualityproductivityfromtheperspectiveofhistoricalmaterialism:Connotation,formationconditionsandeffective

paths[J].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2024,30(1):129-144.
[16] 徐政,郑霖豪,程梦瑶.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构想[J].当代经济研究,2023(11):51-58.

XUZ,ZHENGLH,CHENGMY.Theinternallogicandpracticalconceptofnewqualityproductivityempoweringhigh-qualitydevelop-

ment[J].ContemporaryEconomicResearch,2023(11):51-58.
[17] 郭晗,侯雪花.新质生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37(1):21-30.

GUOH,HOUXH.Theoreticallogicandpathselectionof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modernindustrialsystemwithnewqualitypro-

ductivity[J].JournalofXi'a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2024,37(1):21-30.
[18] 王琴梅,杨军鸽.数字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6):61-72.

WANGQM,YANGJG.Researchondigitalnewqualityproductivity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Chineseagriculture[J].Journalof

Shaanx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2023,52(6):61-72.

72第5期             余超,等:新质生产力、消费结构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9] 余东华,马路萌.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3(6):90-102.

YUDH,MALM.Newqualityproductivityandnewindustrialization:theoreticalexplanationandinteractivepath[J].TianjinSocialSci-

ences,2023(6):90-102.
[20] 徐政,张姣玉.新质生产力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价值旨向、逻辑机理与重要举措[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53(2):104-113.

XUZ,ZHANGJY.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topromote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manufacturingindustry:valueorienta-

tion,logicmechanismandkeymeasures[J].JournalofSocialScienceofHunanNormalUniversity,2024,53(2):104-113.
[21] 杨天宇,陈明玉.消费升级对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带动作用: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J].经济学家,2018(11):48-54.

YANGTY,CHENMY.Thedrivingeffectofconsumptionupgradingtoindustrialupgrading:theoreticallogicandempiricalevidence[J].

Economist,2018(11):48-54.
[22] 龙少波,张梦雪,田浩.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影响机制研究[J].改革,2021(2):90-105.

LONGSB,ZHANGMX,TIANH.Researchonthemechanismof"doubleupgrade"ofindustriesandconsumptiontosmootheconomic

doublecycles[J].Reform,2021(2):90-105.
[23] 陈可.数字经济中的非认知人力资本:价值与积累[J].求索,2023(6):63-72.

CHENK.Non-cognitivehumancapitalindigitaleconomy:valueandaccumulation[J].Seeker,2023(6):63-72.
[24] 何凌霄,张忠根.市场化进程中社会关系强弱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CFPS的证据[J].经济经纬,2016,33(4):44-49.

HELX,ZHANGZG.Theeffectofsocialrelationshiponfarmers'incomeintheprocessofmarketization:basedonCFPSdata[J].Eco-

nomicSurvey,2016,33(4):44-49.
[25] 王珏,王荣基.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37(1):31-47.

WANGJ,WANGRJ.Newqualityproductivity:indexconstructionandspatiotemporalevolution[J].JournalofXi'anUniversityofFinance

andEconomics,2024,37(1):31-47.
[26] 卢江,郭子昂,王煜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J/OL].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6[2024-03-08].https://link.

cnki.net/urlid/50.1023.c.20240306.1451.002.

LUJ,GUOZA,WANGYP.Levelsofdevelopmentofnewqualityproductivity,regionaldifferencesandpathstoenhancement[J/OL].

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1-16[2024-03-08].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40306.1451.002.

Newqualityproductivity,consumptionstructureand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

YuChaoa,LiQuanhonga,LiuYingjib

(a.CollegeofTourism;b.SchoolofBusiness,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Tourismdevelopmentisfacingnew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inthemodernera,andnewqualityproduc-
tivityhasprovidedanimpetusfor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Basedonanalyzingtheconnotationandcomponents
ofhigh-qualitytourismdevelopmentandnewqualityproductivity,thispaperexaminestheimpactmechanismofnewproduc-
tiveproductivityandconsumptionstructureonpromotinghigh-qualitytourismdevelopment,andestablishesameasurement
framework.Then,basedonthecomprehensivemeasurementofnewqualityproductivityandhigh-qualitytourismdevelopment
in30provincesinChinafrom2011to2022,theroleoftheformerinpromotingthelatteristested.Theresultsrevealthefol-
lowing:(1)Newqualityproductivitycanpositivelyenabl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andthisconclusionremains
validafterconsideringtheendogenoussysteminageneralizedmatrixtest.(2)Viatheconstructionofsimultaneousequations,

newqualityproductivityisfoundtopromotetheoptimizationoftheconsumptionstructure,whichthenindirectlyaffectsthe
high-qualitydevelopmentofregionaltourism.(3)Thepromotingeffecttofnewqualityproductivityonthehigh-qualitydevelop-
mentoftourismismarkedbyregionalvariations.Newqualityproductivityinboththeeasternandwesternregionscansignifi-
cantlyboost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Basedontheseconclusions,somesuggestionsareputforwardtopromote
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fromtheaspectsoftheacceleration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theformulationof
targetednewqualityproductivitystrategies.

Keywords:newqualityproductivity;consumptionstructur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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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表S1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Tab.S1 Evaluationindexsystemon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ourism

总体目标 系统层 要素层 具体指标 单位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QTE) 高效稳定 旅游经济增长稳定性 旅游经济增长率 %

旅游从业人员增长率 %

旅游经济增长效率 旅游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

旅游外汇增长率 %

结构合理 产业结构合理化 旅游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 %

产业结构高度化 住宿与餐饮的比重 %

生态文明 绿色环保 森林覆盖率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 %

垃圾处理率 %

创新驱动 创新投入 高等旅游院校在校人数 人

高等旅游院校数 所

创新产出 万人专利数 件/万人

万人专利授权 件/万人

供求均衡 旅游产品 A级旅游景点数 处

博物馆数 个

艺术表演团队数 个

旅游服务 星级酒店数 个

旅行社数 个

客运总量 万人次

医疗床位数 张

高水平需求 入境游客/游客总数 %

旅游总收入/总人数 %

博物馆接待人数 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