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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发展与政治行政因素密不可分，

需要政府的引导与规范。在政府主导下，行政等

级越高，在政策制度、资源配置与财政金融支持

等方面给予的倾斜力度越大，城市发展条件越优

越。城市作为旅游业的重要载体，旅游业的升级

必将以城市的优化发展为基础，入境旅游作为旅

游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能给我国带来外汇收

入，更能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为此国

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

研究成果。从目前的研究取向来看，区域入境旅

游规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为重点研究领域，且空

间尺度涉及到全国、地带间及省域等不同层面。

如利用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理论探讨旅游规模

结构特征：朱竑等研究了我国各省市旅游规模分

布规律 [1]；陈刚强等对中国入境旅游规模结构特

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2-3]；周彩屏、赵磊、柳百

萍、万田户及曾鹏等分析了浙江、江苏、安徽、

江西及中国十大城市群旅游规模及位序关系 [4-8]；

宜国富借用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理论，对中国

入境旅游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

研究 [9]。也有部分学者从旅游流视角探讨区域入

境旅游规模差异及内部结构变化的规律：薛华菊

通过构建“接待指数 - 流质指数”二维矩阵发现

我国东部地区入境旅游为双高型，中西部地区为

双底型 [10]；黎霞、陈小娟、王强、王公为、张岩

君等分别对我国西部地区、浙江、山西、内蒙古、

山东等地区的入境旅游量质时空演变及特征进行

了研究 [11-15]。龙祖坤从社会网络关系的视角，发

现湖南省 20个贫困县的旅游经济间的联系逐步

加强 [16]，杨荣、张世兵等从经济效应角度，以浙

江省和湖南省为例，研究发现入境旅游对经济增

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17-18]。唐健雄等探讨了海

南省旅游空间结构的分布态势和优化措施 [19]。然

而关于行政级别、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三元

关系的研究非常少，研究相关主题具有代表性的

是张毓等以长江三角洲地区 25个城市为例，探

讨了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旅游发展三者间的关

系演变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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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国36个重点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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