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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王兆峰,王梓瑛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摘　要: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实现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

用2007—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 DEA-Malmquist模型、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

讨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这对于全面揭示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

促进旅游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

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长沙、湘潭、益阳和娄

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间协调程度不高。城市群

公路交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

对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与

旅游产业融合,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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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7年7月,交通运输部、国家旅游局和国

家铁路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交通运

输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交通

运输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旅游业转型发展

的新趋势。加快构建公路交通运输体系、建立健

全产业融合机制、完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有
利于提高旅游目的地吸引力,更好地促进区域旅

游产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

断进步,游客旅游方式出现了变化,旅游产业发展

对公路交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交

通与旅游迅速且深入融合的背景下,探究城市群

当前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
对实现交通与旅游产业融合、协调和健康发展,推
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交通业与旅游产业关系较为关

注。国外学者Chiou分析了旅游需求与交通之间

的关系[1],部分学者根据双差分方法和空间计量

模型对比分析中国高速铁路开通对旅游产业的影

响[23]。国内学者王兆峰等研究发现湘西地区区

域旅游合作效率与交通网络之间呈现协调增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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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4]。张海燕从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研究范式出

发,研究了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

集聚机理及影响路径[5]。毕丽芳等以西南地区为

例,发现区域旅游经济与交通业耦合互动效应显

著,且不同地区存在时空分异[6]。白洋等基于

2001—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省际面板数据

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效

应[7]。李一曼等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浙江

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的影响[8]。
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于交通业与旅游产业的关系研究,较少关注交通

网络对旅游发展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过往研究

对象以国家、省域和市域层面为主,缺少对城市群

这类中观尺度地域的考察。本文选取长株潭城市

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时空角度分析公路

交通对旅游发展效率影响的演化特征及其空间差

异,以期为城市群旅游产业高效发展提供针对性

的政策建议,为推动区域整体旅游经济协调发展,
并为其他中部城市群旅游发展提供支持和借鉴。

二、研究区概况、研究方法及模

型设定

(一)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是以长沙为发展核心,包括株

洲、湘潭、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和娄底共8个城

市,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旅游

产业发展来看,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基础较好,

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总收入为4629.53
亿元,占湖南省旅游总收入的 64.54%。截至

2017年底,长株潭城市群共有5A 级景区5个,

4A级景区60个和3A级景区99个,其中包括岳

麓山、昭山和大京风景名胜区等自然旅游资源,以
及岳阳楼、花明楼和炎帝陵等著名人文旅游资源。
从交通发展状况看,2006年湖南省正式提出建设

长株潭“3+5”城市群,着力打造一个半小时通勤

半径的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2017年长株潭

城市群公路里程数为133527公里,较2007年增

长了35.48%,公路客运量为54487.03万人,占
湖南省的54.28%。长株潭城市群已逐渐成为湖

南省城际交通网络建设的重点区域。
(二)研究方法

1.公路交通发展指数

交通网络密度主要用于描述区域内的道路长

度及平均分布情况,是表征区域内部道路系统运

载能力和内部可达性的重要指标之一[911]。其值

越大,说明区域内部交通通达性越好。具体公式

如下:

Di=∑
5

m=1
Lim/Si　　i∈ {1,2,…,n}。 (1)

其中:Di 代表城市i的公路交通网络密度,Si 表

示城市i的区域总面积,Li1 为城市i的高速公路

总里程,Li2 为城市i一级道路总里程,Li3 为城市

i二级道路总里程,Li4 为城市i三级道路总里程,

Li5 为城市i四级道路总里程。

2.DEA-Malmquist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对存在多投入和

多产 出 指 标 决 策 单 位 进 行 效 率 评 价 的 方 法。

DEA方法主要存在CCR和BCC两种模型,其中

CCR模型的假设条件是规模收益不变,而在现实

条件中不存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且该模型无

法进一步分析效率变化的原因。因此有必要在

CCR的基础上增加约束条件,得到在规模收益可

变条件下的 BCC 模型。BCC 模型中综合效率

(TE)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

(SE),且存在 TE=PTE×SE。Malmquist指

数主要用于分析不同时期决策单元的动态效率演

化过程。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对t期至t+
1期的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分解,可以得

到如下公式[12]:

M(yt+1,xt+1,yt,xt)=
dt(xt+1,yt+1)
dt(xt,yt)

×
dt+1(xt+1,yt+1)
dt+1(xt,yt)

æ

è

ö

ø

1/2

。 (2)

可以 看 出,当 M > 1 时,全 要 素 生 产 率

(TFPch)呈增长趋势,反之则呈下降趋势,当M=
1时生产力水平不变。全要素生产率可分解为技

术 进 步 变 化 (TECHch) 和 技 术 效 率 变 化

(EFFch)。而技术效率变化(EFFch)又可以分解

为纯技术效率变化 (PTEch)和 规 模 效 率 变 化

(SEch),且TFPch=TECHch×EFFch=TECHch

×PTEch×SEch。
(三)指标选取、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

因变量:旅游发展效率。考虑到指标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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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当前长株潭城市群具体发展情况,在投入

指标的选取中,将选用住宿餐饮业从业人数表征

旅游业的直接劳动力[1314]。选取旅游目的地吸

引力作为资本投入指标,包括加权旅游景区个数

和住宿餐饮业企业法人个数,其中加权旅游景区

数为3A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赋权总和[15]。在产

出指标的选取中,选用旅游业总收入和接待游客

总人数表征,以反映城市旅游产业产出情况[16]。
核心自变量:公路交通发展指数。交通发展水

平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虽然铁

路、航空和内河航道等交通工具都是衡量交通发展

水平的重要指标,但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而言,公
路最为便捷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本文采用

公路交通发展指数表征城市交通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和已有研究[1718],

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不仅受交通条件的影响,还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各控制变量具体指标选取如下:(1)对
外开放度。对外开放度主要用于衡量地区经济对

外的规模和水平。区域对外开放水平高,一方面

会为旅游产业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产业发展,但另一方面会加大旅游

市场竞争压力,占据市场份额,影响中小型企业生

存发展。本文使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表示城市对

外开放水平。(2)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劳动力的

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旅游产业是综合性服务行业,与其他第三产

业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这里采用对应年份

的第三产业从业人数表征劳动力。(3)经济发展

水平。已往研究表明,旅游产业已逐渐成为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两者间呈耦合协调发展

态势,因此本文以城市人均 GDP作为指标,测度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4)产业结构。选取第三产

业占 GDP比重表征。第三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

发展的重要贡献力量。优化升级当前城市群产业

结构,是提高旅游产业效率的内在要求[19]。

2.面板计量模型

为全面考察公路交通网络演化对旅游发展效

率的影响,本文将旅游发展效率作为因变量,将公

路交通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自变量,将对外开放程

度、劳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作为控制变

量。由于 DEA 方法测算的旅游发展效率处于0
到1之间,数值受到限制,因此,本文采用受限因

变量(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如下:

lnTEi,t=λ0+λ1TRAi,t+λ2lnFDIi,t+
λ3lnLAi,t+λ4lnELi,t+
λ5STi,t+εi,t。 (3)

式中:i为城市,t为年份,TE 表示旅游发展效率,

TRA 表示公路交通发展程度,FDI 表示对外开

放度,LA 表示第三产业从业人数,EL 表示经济

发展水平,ST 表示产业结构,εi,t 表示随机干扰

项,λ0 ~λ5 为待估系数。

3.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7年为研究时段,以长株潭

城市群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各指标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2018年)、《湖
南省统计年鉴》(2008—2018年)、各市统计年鉴

(2008—2018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2007—2017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发展动态效率评价

根据DEA-Malmquist模型的相关理论和公

式,运用 DEAP2.1软件,测算得到2007—2017
年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情况

(表1),并绘制各分解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

献率(图1)。

表1　2007—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动态变化

时间 TFPch TECHch EFFch PTEch SEch

2007—2008 0.924 0.919 1.006 1.085 0.927
2008—2009 1.316 1.232 1.068 1.030 1.038
2009—2010 1.109 1.089 1.018 1.038 0.982
2010—2011 1.288 1.185 1.086 0.989 1.098
2011—2012 1.162 1.222 0.951 0.943 1.008
2012—2013 1.143 1.163 0.982 0.968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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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时间 TFPch TECHch EFFch PTEch SEch

2013—2014 1.212 1.148 1.055 1.038 1.016
2014—2015 1.179 1.194 0.987 0.969 1.019
2015—2016 1.228 1.266 0.970 1.024 0.948
2016—2017 1.354 1.618 0.836 0.891 0.939

平均值 1.192 1.204 0.996 0.998 0.999

图1　2007—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各分解指标贡献变化

　　由表1可知,2007—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旅

游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从2007—2008年的

0.924提高至2016—2017年的1.354,平均值为

1.192,但整体变动幅度不大,表明近年来城市群

旅游产业发展逐渐成熟,各要素配置能力有所增

强,但仍需进一步提升。2007—2017年技术进步

的变化均值为1.204,其变动趋势基本与全要素

生产率变动一致,且贡献率从 99.46% 上升至

119.50%,而技术效率变化均值为0.996,近年来

有所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低至83.6%,
说明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

是由技术进步效率变化引起的。
进一步分解技术效率变化这一指标,可以得到

纯技术效率变化(PTEch)和规模效率变化(SEch)。
从数值上看,2007—2017年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

模效率变化平均值分别为0.998和0.999,数值差

异不大,但两者变化趋势不同。具体而言,纯技术

效率变化从2007—2008年的1.085下降至2016—

2017年的0.891,整体呈波动下降态势;而规模效

率变化从0.927上升0.939,最高值达1.019,表明

在目前技术水平上,旅游产业的投入资源的生产效

率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区域规模集聚效应对效

率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长株潭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

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化

为明晰长株潭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

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的影响,将以间隔大致相当

的2007、2012和2017年为时间截面,借助 Arc-
GIS10.2软件,通过空间可视化分别将城市群8
个地市的公路交通发展指数与旅游发展效率值进

行分类,具体如图2所示。

2007—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

指数的空间格局变化较为稳定。前期城市群内长

沙市、湘潭市和娄底市数值较高,内部交通通达性

较好,而其他城市受经济发展、技术水平和政府宏

观调控等影响,区域交通发展基础弱,可能存在基

础设施短缺、落后和交通拥挤等问题。在后期,城
市群逐渐形成以湘潭市和娄底市为中心,向边缘

递减的圈层结构。特别是娄底市公路交通发展迅

速,其作为湖南省的几何中心,近年来将公路交通

建设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大

力支持各项高速建设,逐步成为湖南省两纵两横

高速公路网络的重要节点城市。

2007—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

值的空间格局有所波动。2007年城市群仅娄底

市和岳阳市两市旅游产业发展方式较优,占总体

城市数量的25%,而其他城市旅游产业发展仍存

在较大的供需矛盾。至2012年,益阳市和湘潭市

76第5期　　　　王兆峰,王梓瑛: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旅游产业效率和效能明显提升,高效率城市数量

有所增加,占总体城市数量的50%。而2017年,
城市群效率空间格局逐渐固定,区域内空间差异

显著缩小。高效率城市集中在城市群中部,其次

是南部的株洲和衡阳两市,常德市相对最低,需引

起相关部门重视。

图2　2007—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化

　　综合来看,2007—2017年长株潭城市群公路

交通发展指数与旅游发展效率空间格局具有相似

性,两者高值区均集中在城市群中部地区,均存在

“中心 边缘”特征。同时,进一步通过图层叠加,
发现长株潭城市群各城市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

展效率间的互动关系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随
着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区域内交通服

务水平的不断提高,长沙市、湘潭市、益阳市和娄

底市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稳步发展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的协调

程度不高,以常德市、衡阳市和株洲市为代表,当
前这些城市公路交通网络建设仍存在较大的改善

空间,不能适应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旅游发展效率的提高。
(三)长株潭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

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长株潭城市群公路交通

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存在互动关系。进一步将运

用Stata15.0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城市群公

路交通发展对效率产生的影响程度及原因。

1.变量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应首先对面板数据

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

示。综合面板数据 LLC检验、IPS检验、ADF检

验和PP检验结果,可以得到 TRA和lnEL为平

稳序列。由于其余变量均未通过5%显著水平下

的检验,因此应继续对未通过检验变量进行差分,
直至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判定

TE 和lnLA 为一阶单整,lnFDI 和ST 和为二

阶单整,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进一步采用Johansen方法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

系,从结果中可以得知,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发展效

率的各影响因素之间至少存在2个协整向量,即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对模型进行回归。

表2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TE TRA lnFDI lnLA lnEL
LLC -1.6518∗∗ -5.4043∗∗∗ -5.0587∗∗∗ -1.3438 -19.6121∗∗∗

IPS -1.2479 -1.6716∗∗ 0.1082 -1.3107 -12.4152∗∗∗

ADF 25.8866 27.2890∗∗ 19.9822 22.7289 100.1900∗∗∗

PP 26.1160 27.2890∗∗ 19.9822 40.7169∗∗∗ 133.7880∗∗∗

检验方法 ST ΔTE ΔlnLA ΔΔlnFDI ΔΔST
LLC 9.6749 -5.3775∗∗∗ -9.0199∗∗∗ -6.8400∗∗∗ -10.8865∗∗∗

IPS 7.1639 -3.68908∗∗ -4.8916∗∗∗ -2.6426∗∗∗ -6.6532∗∗∗

ADF 1.0496 44.5139∗∗∗ 54.2483∗∗∗ 35.0447∗∗∗ 75.0806∗∗∗

PP 2.1927 67.2657∗∗∗ 73.0501∗∗∗ 38.7041∗∗∗ 92.7752∗∗∗

　　注:1)Δ表示一阶差分;ΔΔ表示二阶差分;2)∗∗∗、∗∗分别表示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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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对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逐次回

归(表3),以避免变量间出现异方差和自相关问

题。为充分检验长株潭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对旅

游发展效率的影响,本文将选择模型5的回归结

果进行分析。
表3　面板Tobit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TC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TRA 0.180∗∗

(2.210)
0.405∗∗∗

(5.290)
0.464∗∗∗

(5.910)
0.353∗∗∗

(3.470)
0.316∗∗∗

(2.790)

lnFDI -0.083∗∗

(-4.470)
-0.141∗∗∗

(-4.890)
-0.223∗∗

(-4.520)
-0.196∗∗∗

(-4.000)

lnLA 0.167∗∗

(2.500)
0.156∗∗∗

(2.440)
0.149∗∗

(2.410)

lnEL 0.165∗∗

(2.150)
0.164∗∗

(2.130)

ST -0.535∗

(-1.720)

cons 0.533∗∗∗

(4.660)
1.123∗∗∗

(6.250)
-0.381∗

(-0.610)
-0.954∗

(-1.400)
-0.890∗

(-1.350)

　　注:1)∗∗∗、∗∗和∗分别表示变量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2)括号外数字为变量系数估计值,括号内为相应的Z 值。

　　由模型5回归结果看,2007—2017公路交通

发展指标系数为正向显著,且对比各控制变量系

数,其相关系数最大,说明公路交通发展是长株潭

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提高的关键要素之一。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高速公路网络的快速建设方便了

旅游者的出行,进一步缩短了出行时间。交通条

件是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关键因素,也直接

影响到城市群区域旅游产业合作发展。自2006
年湖南省提出建设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政策后,
政府加大城市群“交通同网”建设的资金投入,公
路交通网络密度不断提高,城市间通车效率显著

提升,公路交通对城市群发展的支撑程度越来越

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长株潭城市群旅游发展效

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城市群逐渐重视公路交通

网络建设与旅游交通的合作,特别是景区之间的

公路交通建设得到进一步改善。长株潭城市群旅

游产业基础较好,旅游资源丰富且开发较早,景区

间旅游交通廊道和城际交通网络建设逐渐完善,
形成了景区互联互通的公路网络体系。

通过对比模型1~4中引入各控制变量的系

数可知,对外开放程度、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经济

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

效率的影响机制存在一定约束作用。具体表现如

下:(1)对外开放程度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负向

影响。外商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旅游

市场的竞争,特别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旅游

产业影响较大,对旅游产业高效发展存在不利影

响。但受地理环境和发展水平的限制,长株潭城

市群当前对外开放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外

商直接投资的负向效应不大明显。(2)第三产业

从业人数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其影

响系数为0.149,即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每增加

1%,旅游发展效率增加0.149%。长株潭城市群

相关部门应逐步重视并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通
过加强对相关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知识的培训,制
定旅游从业人员激励政策等方法,加快引入旅游

专门人才,优化人力资本结构。(3)经济发展水平

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其变量系数较大,
说明人均 GDP对旅游发展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

向影响,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居民

出游能力较强,能带动当地旅游相关行业发展,从
而提高城市旅游发展效率。(4)产业结构对旅游

发展效率呈显著负向影响,且仅通过10%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其影响系数为-0.535,即产业结构

每改善1%,旅游发展效率降低0.535%,说明当

前长株潭城市群第三产业和旅游产业间并未形成

良好互动,第三产业发展没有为旅游业发展提供

相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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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及讨论

交通与旅游的关系日益密切,近年来逐渐成

为旅游学、旅游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等相关学科

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以2007—2017年长

株 潭 城 市 群 8 个 地 级 市 为 例,借 助 DEA-
Malmquist方法、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
探究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

系及其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
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发展逐渐成熟,各要素配

置能力有所增强,但仍需进一步提高纯技术效率

水平,重视企业科研技术的创新和先进管理方法

的运用。通过空间可视化分析发现城市群公路交

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

长沙、湘潭、益阳和娄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稳

步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

建设与效率的协调程度不高。同时,从整体上看,
长株潭城市群公路交通条件对城市群旅游发展效

率影响程度较大,在控制变量中第三产业从业人

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

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抑制

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公路交通发展

对城市群旅游发展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关部

门应重点关注旅游企业组织内部的制度建设和管

理创新,合理分配劳动力、资本和交通等旅游生产

要素投入,改善旅游市场环境,同时加强旅游产业

规模集聚效应。具体而言:(1)提高公路交通等

级,建立高等级公路网络体系。当前仍有部分城

市公路交通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政府相关部门应

加大对城市群公路交通网络建设的资金投入,升
级改造低级道路。(2)发挥公路交通优势,完善景

区间观光廊道建设。在旅游活动中,公路交通较

铁路、航空和水运等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城市群

相关部门应加强各交通基础建设与旅游交通的结

合,提高景区间短途公路交通通达性,打造旅游交

通观光廊道。(3)长株潭城市群应抓住机遇,重视

人力资本投资,注重劳动力质量,充分发挥政府部

门的主导作用,积极协调旅游产业与其他相关产

业间的合作,完善产业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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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patial-temporalInfluenceofHighwayTransportationDevelopmentonthe
EfficiencyofTourismDevelopment:TakingChangsha-Zhuzhou-

XiangtanUrbanAgglomerationasanExample

WANGZhaofeng,WANGZiying
(CollegeofTourism,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81,China)

Abstract:Theimprovementoftransportationisanimportantprerequisitefortheefficientdevelopment
oftourismindustry.Takingeightprefecture-levelcitiesofChangsha-Zhuzhou-Xiangtanurbanagglom-
erationastheresearchobject,usingrelevantstatisticaldatafrom2007to2017,withthehelpofDEA-
Malmquistmodel,naturalbreakpointmethodandlimiteddependentvariablemodel,discussesthespa-
tial-temporalinteractionbetweenhighwaytransportationdevelopmentandtourismdevelopmenteffi-
ciencyanditsinfluencemechanism,whichissignificanttorevealthetourismspatialstructurewithin
theurbanagglomerationinanall-roundway,to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ourismecon-
omyandtoaccelera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regionaleconomy.Theresultsshowthatthere
isacertaininteractiverelationshipbetweenurbanagglomerationhighwaytransportationdevelopment
andtourismdevelopmentefficiency,andtherearesignificantregionaldifferencesinthiskindofinter-
activerelationship.ItisfoundthattheimprovementofhighwaytransportationinChangsha,Xiangtan,

YiyangandLoudicitiesplaysapositiveroleinpromotingtheefficientdevelopmentofthetourismin-
dustry,whilethedegreeofcoordinationbetweenhighwaytransportationconstructionandefficiencyin
othercitiesisnothigh.Thehighwaytransportationofurbanagglomeration,thenumberofemployees
inthetertiaryindustryandthe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have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
efficiencyoftourismdevelopment,whilethedegreeofopeninguptotheoutsideworld,andtheindus-
trialstructurehavearestrainingeffectontheefficiency.Inthefuture,therelevantdepartments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urbanagglomerationshould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highway
transportationinfrastructureandspeeduptheintegrationoftransportationandtourismindustry,soas
topromotethecoordinatedandhealthydevelopmentofregionaleconomy.
Keywords:highwaytraffic;tourismdevelopmentefficiency;DEA-Malmquistmodel;spatial-temporal
influence;Changsha-Zhuzhou-Xiangtanurban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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