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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高铁迅速发展的同时，沿线地区纷纷加快建设星级饭店尤其是高星级
饭店。中国星级饭店效率总体较低，亟需实现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高铁是

否能够促进其绿色生产率的提升？本文采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 ３１个省份数据，使用考
虑碳排放的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测算了星级饭店的绿色生产率，发现测算结果低于不考
虑碳排放的生产率，说明忽略环境因素并不能反映星级饭店的真实绩效。在此基础上，使

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检验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发现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
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存在积极影响，但对绿色生产规模效率存在消极影响，说明在高铁

时代下星级饭店应注重提质增效，而非盲目扩张。进一步地分星级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

显示，高铁对不同星级与处于不同效率水平地区的饭店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面对高铁带来

的机遇，不同星级与不同地区星级饭店的发展对策应有所差异。研究高铁对星级饭店绿

色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不仅符合星级饭店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为高铁沿线地

区更加精确有效地发展星级饭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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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星级饭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服务业的名片，是现代旅游业的重要载体。但中国星级饭店效率

总体较低，处在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亟需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张大鹏和舒伯阳，２０１８）［１］。在中
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的背景下，星级饭店需要紧紧围绕“绿色”这一新发展理念，

尽快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也使得星级饭店的绿色生产率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交通一直是影响星级

饭店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Ｓｕｎ和 Ｌｕ，２００５［２］；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７［３］）。高铁作为现代化交通的代表，给
星级饭店带来了大量客源、投资以及劳动力资源（Ｇｕｉｒａｏ等，２０１６［４］；Ｄｏｎｇ，２０１８［５］）。为抓住高铁
带来的机遇，沿线地区纷纷加快建设星级饭店尤其是高星级饭店。然而，沿线地区有可能因为忽视

了高铁的“过道效应”与对高铁带来的市场客源的错误判断，导致星级饭店供给与需求的错配，加

剧沿线地区星级饭店的恶性竞争，使得规模效益进一步下降，并最终对绿色生产率带来消极影响。

因此，探索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对沿线地区通过准确把握高铁带来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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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来实现星级饭店业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已有研究在测算饭店生产率时多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地方产业发展课题组；２０１６［６］；Ｐｕｌｉｎａ
和 Ｓａｎｔｏｎｉ，２０１８［７］）与随机前沿分析法（Ａｒｂｅｌｏ等，２０１８［８］；张大鹏和舒伯阳，２０１８［１］）。国外研究多
从微观企业层面测算饭店生产率，产出指标上多选取营业收入（Ａｓｓａｆ和 Ａｇｂｏｌａ，２０１１［９］；Ｍａｒｃｅｌｌｏ
和 Ｖｉｓａｎｉ，２０１９［１０］）、入住人数（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７［１１］；Ｂｒｉｄａ等，２０１５［１２］）以及平均房价（Ｓｅｌｌｅｒｓ和 Ｃａｓａｄｏ，
２０１８）［１３］等。国内研究则多从中观产业层面测算星级饭店生产效率，在产出指标的选取上同样多
为营业收入、入住人数以及平均房价等（张大鹏和舒伯阳，２０１８［１］；地方产业发展课题组，２０１６［６］）。
可以看出，已有研究较少考虑环境因素，尤其是星级饭店的碳排放问题。然而，在测算生产效率时，

若忽略了环境因素，将造成社会福利和经济绩效评价的扭曲，从而导致误导性建议的出现（Ｈａｉｌｕ
和 Ｖｅｅｍａｎ，２０００）［１４］。中国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转变早已不仅仅是工业部门的
发展目标（王恕立等，２０１５）［１５］，绿色环保也是星级饭店的未来发展趋势（Ｌｅｅ和 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８［１６］；
Ｋｉｍ等，２０１９［１７］），星级饭店的碳排放问题也一直是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陶玉国和黄震方，
２０１３［１８］；Ｄíａｚ等，２０１８［１９］）。因此，忽视环境因素对星级饭店生产效率进行测算的结果可能会存在
偏差，并不能揭示星级饭店的真实绩效，也将会带来一系列政策决议上的误导。此外，对不同星级

饭店生产效率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研究也一直是相关领域的重要内容（地方产业发展课题组，

２０１６）［６］，但相关研究在分析星级饭店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时，较少考虑不同星级饭店的差异，尤
其是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尚不可知。同时，高铁对地区经济发展存在

极化效应，从而扩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卞元超等，２０１８）［２０］。那么，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效
率的影响是否也会存在类似的异质性？

本文通过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使用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测算了星级
饭店的绿色生产率；然后，使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检验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接着，继续
使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检验了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最后，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了
高铁对处于不同效率水平地区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

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使用考虑碳排放的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来测算星级饭店的生产效率。
本文将环境因素纳入星级饭店生产经营框架，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来测算星级饭店绿色生产

率，测算结果将更为准确，不仅有助于政府与企业做出更为有效精确的决策，而且符合星级饭店的

绿色发展趋势。二是分析高铁对不同星级与不同效率水平地区的星级饭店行业的异质性影响。将不

同星级饭店和不同效率水平的地区区别开来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回答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

影响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合理有效地促进星级饭店发展，避免盲目建设。

二、理论与假设

１．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总体影响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星级饭店重要的区位条件之一（刘嘉毅和赵磊，２０１３）［２１］，对星级饭店的发

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张茜和赵鑫，２０１８）［２２］。同时，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影响星级饭店生产率的重要
因素，如 Ｓｕｎ和 Ｌｕ（２００５）［２］、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７）［３］发现饭店的机场可达性对其效率存在显著为正的影
响。高铁作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代表，具有载客量高、便捷、安全、舒适以及绿色环保等特点，将

为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带来诸多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高铁可以带来大量客流

（Ｐａｇｌｉａｒａ等，２０１５）［２３］，从而提高星级饭店的接待人数与入住率，不仅可以提高星级饭店的绩效
（Ｈｕａｎｇ，２０１７）［１１］，而且使得星级饭店有能力引入绿色技术与设备，进行绿色生产。第二，高铁能
够显著提高饭店业的就业人数（Ｇｕｉｒａｏ等，２０１６［４］；Ｄｏｎｇ，２０１８［５］；董艳梅和朱英明，２０１６［２４］），一方
面，星级饭店作为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就业人数越多，越可以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提高自身竞

２４１

魏　丽，卜　伟，夏杰长　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争力，生产效率也相对越高（Ｓｕｎ和 Ｌｕ，２００５）［２］；另一方面，地区星级饭店行业的就业人数越多，从
业人员专业素质越高，越有利于绿色生产（向鹏成等，２０１９）［２５］。第三，高铁能够降低投资风险、优
化投资环境（龙玉等，２０１７）［２６］，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对星级饭店的投资，扩大星级饭店规模，并使
得星级饭店有能力引入绿色技术，提升绿色服务与节能环保设施设备，优化经营环境；另一方面，能

够提升地区商务环境，促进地区人流、物流与信息流的繁荣，给星级饭店带来大量客源的同时，为星

级饭店的发展起着重要拉动作用（杨振山等，２０１５）［２７］，也为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进一步提供经济基
础。第四，高铁可以促进区域间的知识溢出（王雨飞和倪鹏飞，２０１６）［２８］，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具体
说来，高铁通过增强交通可达性使传统区域边界逐步被无形化，使人力资本更容易冲破空间限制在

区域间更频繁地流动（杜兴强和彭妙薇，２０１７）［２９］。作为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人力资本的流动促进
了区域间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区域创新（杨思莹和李政，２０１９）［３０］。星级饭店虽然
属于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但其绿色生产率水平同样依靠区域创新，依靠先进技术的应用（Ａｓｓａｆ和
Ａｇｂｏｌａ，２０１１）［９］。一方面，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注重低碳环保、打造绿色饭店已成为星级饭店行
业的必然趋势，低碳节能技术的应用在星级饭店生产经营绩效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Ｌｅｅ和
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８［１６］；Ｋｉｍ等，２０１９［１７］）。另一方面，信息与智能技术不仅在饭店管理层决策、账户管理
系统、客户关系管理以及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作用显著（Ｈａｍａ等，２００５）［３１］，而且有助于资源与能
源的集约利用。第五，高铁可以促进餐饮业发展（董艳梅和朱英明，２０１６［２４］；Ｄｏｎｇ，２０１８［５］），作为
星级饭店的直接后向关联行业，其发展规模可以表征星级饭店所在地区的接待与服务能力，对星级

饭店行业的生产经营绩效极其重要（韩国圣等，２０１５）［３２］。第六，高铁可以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Ｓｕｎ和 Ｙｕｒｉ，２０１６）［３３］，地区居民收入越高，环保意识越强（Ｏｚｄｅｎ，２００８）［３４］，注重绿色发展的市
场需求将驱使星级饭店加快实现绿色发展模式。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为当

地饭店业提供稳定而充足的客源，从而使它们不受趋势性波动与入境旅客的季节性波动的影响

（Ａｓｓａｆ等，２０１７）［３５］，为星级饭店绿色生产提供保障。此外，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吸引更多人才
流入，将有利于星级饭店经营管理水平与技术应用水平（尤其是节能环保技术）的提升，从而促进

其绿色生产率提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存在积极影响。
２．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上文提到，高铁可以为沿线地区星级饭店带来大量客源、就业人数以及知识溢出，进而促进星

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但是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客源与就业人数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星级

饭店对知识溢出的吸收程度也是不同的。首先，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客源规模的影响是不同的。

高铁的乘客以中等收入为主（崔莉等，２０１４［３６］；赵鹏宇，２０１６［３７］），但不同星级饭店的市场定位是不
同的，随着星级饭店级别的提高，提供的服务质量越高，平均房价越高，服务对象的收入也相应越高

（朱立新，２００７）［３８］。所以，高铁开通对中低星级饭店客源规模的影响较大，对高星级饭店客源规模
的影响较低。其次，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就业人数的影响是不同的。高铁更能促进高层次人才的

流动（杜兴强和彭妙薇，２０１７）［２９］，主要原因在于高铁的乘客以高学历为主（崔莉等，２０１４［３６］；赵鹏
宇，２０１６［３７］）。但不同星级饭店从业人数的学历分布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星级的饭店在管理水
平、先进技术应用以及员工待遇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Ｈａｍａ等，２００５）［３１］。所以，高铁对中高星级
饭店就业的影响较大，对低星级饭店就业的影响较小。最后，高铁给地区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不

同星级饭店的影响是不同的。更高级别的星级饭店更有可能运用先进的技术，更注重对经营水平、

服务质量以及低碳环保等方面的提升（Ａｓｓａｆ和 Ａｇｂｏｌａ，２０１１）［９］，因此也更会积极寻求与吸收可以
提高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的知识，在高铁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中收益最大。此外，不同星级饭店的

效率水平本身就存在很大差异（张大鹏和舒伯阳，２０１８）［１］，造成它们的发展基础与发展潜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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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对它们的影响也会随之不同。综上，高铁对不同星级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同的。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３．高铁对不同效率水平地区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极化效应”，会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卞元超等，２０１８）［２０］。星级饭

店绿色生产率水平较高地区的发展基础与发展环境要优于绿色生产率处于低水平地区的。由于生

产要素具有“驱优性”，高铁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会促进优质的生产要素资源向星级饭店绿

色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动，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较低地区的优质生产要素会进一步流失。

所以高铁的开通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处于水平较低地区

的，从而会进一步拉大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较低地区与较高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高铁对星级饭

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会存在边际效用递减。高铁的开通也许并不能给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水平较

高且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较好的地区带来突破式的变化，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水平较低但发展潜

力较大的地区会积极吸收高铁带来的溢出效应。所以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水平较高地区的

促进作用会低于对水平较低地区的（魏丽等，２０１８）［３９］。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高铁对不同效率水平地区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三、研究设计

１．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测算
本文将测算总体及二星到五星级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本文不探讨高铁对一星级饭店绿色

生产率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一星级饭店存在大量统计数据缺失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一星级饭

店在地区经济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较小（地方产业发展课题组，２０１６）［６］。测算环境约束下
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思路是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星级饭店的生产经营框架。星级饭店经营过程

中所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效应（如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目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价多应用

投入产出转置法、正向属性转换法以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法。但以上方法忽视了投入产出变量松弛

的问题，因而其度量结果是不准确的。Ｔｏｎｅ（２００１）［４０］综合考虑了各决策单元的投入与产出，提出
了基于非径向和非角度的 ＳＢＭ模型，该方法将松弛变量直接放入目标函数中，解决了投入产出松
弛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在 ＳＢＭ模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在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的个数上，借鉴王恕立等（２０１５）［１５］选取两个投入变量、
一个期望产出变量以及一个非期望产出变量。在投入与产出变量的指标选择上，依据张大鹏和舒

伯阳（２０１８）［１］、地方产业发展课题组（２０１６）［６］选取固定资产作为资本投入，依据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等
（２０１３）［４１］选取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依据 Ａｓｓａｆ和 Ａｇｂｏｌａ（２０１１）［９］、张大鹏和舒伯阳（２０１８）［１］

选取营业收入作为期望产出，依据王恕立等（２０１５）［１５］选取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其中，星级饭
店碳排放的计算方法如式（１）所示（陶玉国和黄震方，２０１３）［１８］。

ｃ＝∑
ｎ

ｉ
ｐｉ×βｉ （１）

　　其中，ｃ为星级饭店碳排放量；ｐｉ为某等级星级饭店住宿规模（床 ×晚），由床位数与出租率相乘
得到；βｉ为某等级星级饭店的碳排放系数（ｇ／床 ×晚）。其中，星级饭店碳排放系数均值为 ２６４ｇ／床
×晚；五星级饭店为７０８ｇ／床 ×晚；四星级饭店为４４３ｇ／床 ×晚；三星级饭店为２５３ｇ／床 ×晚；二星级
饭店为１２７ｇ／床 ×晚（陶玉国和黄震方，２０１３）［１８］。此外，以２００３年为基期，用价格指数将当期星级
饭店固定资产原值与营业收入折算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得到的实际固定资产原值与实际营业收入。

２．计量模型设定
因为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均处于（０，１］，所以采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具体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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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ｔ ＝β０＋β１×ＨＳＲｉｔ＋β２×Ｘｉｔ＋μｉｔ （２）

Ｙｉｔ ＝

１　　ｉｆ　　ｙｉｔ ＞１

Ｙｉｔ　ｉｆ　　０＜ｙ

ｉｔ≤１

０　　ｉｆ　　ｙｉｔ≤
{

０
　　其中，ｉ和 ｔ分别表示第 ｉ省和第 ｔ年，Ｙｉｔ分别是实际测算得到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包括绿

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纯技术效率（ＰＴＥ）以及规模效率（ＳＥ）；Ｙｉｔ为对应的隐藏变量；ＨＳＲｉｔ为高铁
建设情况；Ｘｉｔ为其他控制变量；μｉｔ为符合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β０为常数项。本文主要关注的是
模型中的系数 β１的估计值，它度量了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如果高铁的开通促进了
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提高，那么 β１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３．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解释变量为高铁建设情况（ＨＳＲ）。按照国家铁路局关于高铁的定义整理出中国在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年开通的高铁线路，并据此统计整理出各省每年开通运营的高铁里程数，然后使用高铁密度
来衡量各地区高铁建设情况（魏丽等，２０１８）［３９］。高铁密度由各省高铁里程数（公里）除以各省面
积（万平方公里）后再取对数值得到。考虑到影响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其他因素，本文引入了

以下控制变量：一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Ｙａｎｇ等，２０１７［４２］；Ｃｈｅｎ，２０１０［４３］），使用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
对数值来衡量，以 ２００３年为基期，用价格指数将当期人均 ＧＤＰ折算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得到的
人均实际 ＧＤＰ后再取对数值得到（魏丽和卜伟，２０１８）［４４］。二是外贸依存度（Ｔｓｕｉ和 Ｆｕｎｇ，
２０１６）［４５］，由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除以地区生产总值得到。三是反腐倡廉，使用虚拟变量来衡
量，当年份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时，取值为 １，其余年份取值为０（张大鹏和舒伯阳，２０１８）［１］。四是信
息化水平（张琰飞，２０１７［４６］；杨振山等，２０１５［２７］），使用人均邮电业务量来衡量，由邮电业务量（万
元）除以年末人口总数（万人）后再取对数值得到。五是城市化水平（张琰飞，２０１７）［４６］，使用各
省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六是旅游专业化水平（Ｃｈｅｎ，２０１０）［４３］，由地区旅游总
收入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衡量（张大鹏和舒伯阳，２０１８）［１］。此外，借鉴（张勋等，
２０１８）［４７］的做法，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还控制了其他交通基础设施公路（Ｈｉｇｈｗａｙ）。地区公路建
设水平使用公路密度来衡量，由各地区公路里程数（公里）除以地区行政面积（万平方公里）后再

取对数值得到。

本文使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３１个省份（因数据限制，不包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将２００３年作为研究的起始年份，原因在于２００３年开通的秦沈客运专线的设计时速为 ２５０公里，根
据中国国家铁路局对高铁的定义，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条高铁线路。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

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７）、《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与统计
公报以及各省市政府、交通部门以及铁路局官方网站。

四、结果与分析

１．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１为变量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在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上，四星级饭店

的平均值与中位数均是最高的，五星级饭店则是最低的；在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上，三星级饭店的

平均值与中位数最高，二星级饭店则明显最低。在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中，在旅游专业化水平上，

随着时间变化，省份之间呈现不同趋势，如一些省份稳步上升，而一些省份则逐渐下降。此外，多数

省份的高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呈上升趋势，而外贸依存度与人
均邮电业务量在近些年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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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星级饭店总体绿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 ０４９２ ０４８０ ０１０４ １ ０１５４
星级饭店总体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ＰＴＥ） ０５６７ ０５３６ ０２０５ １ ０１７２
星级饭店总体绿色生产规模效率（ＳＥ） ０８８１ ０９２９ ０１０４ １ ０１４４
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２） ０２３３ ０２１６ ００３８ １ ０１１６
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ＰＴＥ２） ０３２５ ０２９２ ００５２ １ ０１６５
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ＳＥ２） ０７４４ ０７２１ ０１４８ １ ０１２１
三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３） ０３８１ ０３７１ ０１１４ １ ０１２０
三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ＰＴＥ３） ０４６０ ０４４４ ０１８３ １ ０１４１
三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ＳＥ３） ０８３６ ０８７１ ０２９０ １ ０１３６
四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４） ０４０３ ０３８９ ００２３ １ ０１３６
四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ＰＴＥ４） ０４１３ ０４０３ ００６６ １ ０１３４
四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ＳＥ４） ０９７１ ０９９２ ０３４１ １ ００６４
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５） ０１４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０９ １ ００８５
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ＰＴＥ５） ０４０６ ０３８６ ００４３ １ ０２１５
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ＳＥ５） ０３９４ ０３３５ ００４５ １ ０１８４

解释变量 高铁（ＨＳＲ） ２０１７ ０ ０ ７３６３ ２３１５

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９９７０ １０００８ ８２１６ １１３９９ ０６３８
外贸依存度（ＦＴＤＤ） ０３１８ ０１３３ ００３２ １７２１ ０３９３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２８６ ０ ０ １０００ ０４５２
信息化水平（Ｉ） ７１１８ ７１０７ ５５５５ ８７４１ ０５９０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０５０２ ０４８１ ０２０７ ０８９６ ０１５０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４２７ ００５７
公路密度（Ｈｉｇｈｗａｙ） ８５７３ ８８３１ ５８２４ ９９５１ ０９４９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２．考虑碳排放与否的星级饭店生产率测算结果比较
以星级饭店固定资产、从业人数以及营业收入分别作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期望产出，使

用 ＳＢＭ模型测算星级饭店生产率，并将其与考虑了碳排放的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的测算结果（测
算过程已在上文进行过详细介绍）进行比较分析。图 １为不考虑碳排放的 ＳＢＭ模型的测算结果
（星级饭店生产率）与考虑了碳排放的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的测算结果（绿色生产率）之差。可以
看出，对于星级饭店总体、二星级饭店、三星级饭店以及五星级饭店来说，两种测算结果的平均值与

中位数之差在综合效率（ＯＥ）、纯技术效率（ＰＴＥ）以及规模效率（ＳＥ）上均大于 ０。也就是说，考虑
碳排放的绿色生产率的测算结果的平均值与中位数均低于不考虑碳排放的测算结果的。因此，环

境因素会影响星级饭店生产率的测算，若不考虑碳排放的负环境效应，将高估星级饭店生产率的水

平（王恕立等，２０１５）［１５］。而且，五星级饭店的两种测算结果之差是最大的，说明五星级饭店生产率
受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此外，对于四星级饭店来说，两种测算结果的平均值与中位数之差小于 ０，
即考虑碳排放的绿色生产率的测算结果的平均值与中位数均高于不考虑碳排放的测算结果的，说

明环境因素对四星级饭店的影响不大，其经营模式已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庞瑞芝，２０１４）［４８］。
３．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总体影响
使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检验高铁对星级饭店的总体影响，以验证假设 Ｈ１。表 ２中的（１）～（３）分

别为总体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对高铁的回归结果。Ｗａｌｄ值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回归方程整体上是有效的，ＬＲ检验结果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使用随机效
应的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是合理的。（１）与（２）中的高铁系数分别为 ００１７与 ００２６，且均在 １％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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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显著，说明从总体来看，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均存在显著积极影响，

且高铁建设水平每增加 １％，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将分别提高 ００１７％与
００２６％。（３）中的高铁系数为 －０００９，且在１％显著性下显著，可见在总体上，高铁对星级饭店绿
色生产规模效率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且高铁建设水平每增加 １％，星级饭店规模效率将降低
０００９％。高铁能够直接为星级饭店带来客源、劳动与资本投入等，从而促进其绿色生产综合效率
的提高。综合效率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星级饭店的生产纯技术效率取决于饭店业

的管理水平、服务与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经营水平等，规模效率则取决于星级饭店的投入与业务规模

（杨振山，２０１５）［２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则分别还取决于节能环保技术水平与碳排放
规模。高铁通过知识溢出提升了区域创新，有助于星级饭店对新技术，尤其是节能环保技术的应

用，从而促进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本身就比较低，

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投入过大的阶段（张大鹏和舒伯阳，２０１８）［１］。高铁虽然能为地区带来大量客
流，但也同时存在“过道效应”，即高铁的快捷性有可能会使游客仅在沿线地区短暂停留，减少在当

地入住的可能性。而且，各地在高铁开通后，大量建设星级饭店，但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规模效

益的增加，反而是进一步促进了饭店间的恶性竞争，造成资源与能源的无谓浪费，并将旅游淡季带

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从而进一步降低星级饭店的绿色生产规模效率。

图 １　不考虑碳排放的星级饭店生产率与考虑碳排放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之差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绘制

在控制变量里，地区经济发展系数显著为正，外贸依存度在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中

显著为正、在规模效率中正不显著，反腐倡廉、城市化水平以及旅游专业化程度均显著为负，信息化

水平在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中结果显著为负，总体上与张琰飞（２０１７）［４６］、张大鹏和舒
伯阳（２０１８）［１］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２ 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总体影响

变量
绿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 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ＰＴＥ） 绿色生产规模效率（ＳＥ）

（１） （２） （３）

高铁（ＨＳＲ）
００１７

（６１８８）

００２６

（７０２５）

－０００９

（－５６０８）

地区经济发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２１２

（９０３５）

０１４８

（４７８３）

０１２８

（９３５８）

外贸依存度（ＦＴＤＤ）
００８２

（２５９４）

００８７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２５９）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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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
绿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 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ＰＴＥ） 绿色生产规模效率（ＳＥ）

（１） （２） （３）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０７４

（－５７９８）

－００６４

（－３７６７）

－００２０

（－２８３４）

信息化水平（Ｉ）
－００２１

（－１８１７）

－００３８

（－２４５７）

００１９

（２９１８）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０２６７

（－２０８８）

－０１０７

（－０６０７）
－０３６６

（－４２０５）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４０４

（－３１４１）

－０４２５

（－２４９０）

－００８１

（－１０９０）

常数项
－１３３４

（－７９９１）

－０６０１

（－２７２９）

－０３０９

（－３１８０）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Ｗａｌｄ检验 ４１４５９ ２０５５３ ２０５７８

ＬＲ检验 １８１７８ ２４００９ ８３４５４

　　注：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４．高铁对不同星级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进一步地使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检验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以验证假设 Ｈ２。

表３为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对高铁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１）～（３）中高铁的系数分
别为００１０、００１２以及００１１，且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４）中高铁的系数为正不显著。也就
是说，高铁对二星至四星级饭店的绿色生产综合效率存在积极影响，且高铁建设水平每增加 １％，
二星至四星级饭店的绿色生产综合效率将分别增加００１０％、００１２％以及 ００１１％，而高铁对五星
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的积极影响还未显现出来。高铁给沿线地区带来了大量客源，但客源以

中等收入为主（崔莉等，２０１４［３６］；赵鹏宇，２０１６［３７］），所以高铁促进了二星至四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
合效率的提高，对于市场定位较高的五星级饭店影响不显著。

表３ 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的影响

变量
二星级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１） （２） （３） （４）

高铁（ＨＳＲ）
００１０

（３０９８）

００１２

（４４７４）

００１１

（３８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５）

地区经济发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０５３

（２２０７）

０１４９

（６９４８）

０１５４

（６４７３）

０００９

（０４８１）

外贸依存度（ＦＴＤＤ）
００３６

（１２１８）
００５９

（２１４８）

００６２

（２０４０）

００４７

（２３０４）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００９

（－０５９４）
－００３８

（－３０４４）

－００４９

（－３６４０）

－００１１

（－０９２６）

信息化水平（Ｉ）
００３６

（２６００）

－００２２

（－１９２９）

－００２１

（－１６７３）

－００１１

（－１０７６）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０１３５

（－１１８３）
－０２２９

（－２１２０）

－０１４８

（－１２０８）

０１１７

（１４４１）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１３３

（－１０５７）

－０１６１

（－１４０５）

－０１８７

（－１４４９）

００７４

（０７８３）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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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变量
二星级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１） （２） （３） （４）

常数项
－０４９９

（－２８３８）

－０８４８

（－５４８５）

－０９１７

（－５３９５）

００５５

（０４２２）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Ｗａｌｄ检验 ９１１６ ２３３３５ ２１８７７ ４９４５

ＬＲ检验 ２３１５ ７０２８ ９８６８ ７９９

　　注：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表４为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对高铁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１）中高铁的系数
为正不显著，（２）～（４）中高铁的系数分别为 ００１４、００１１以及 ００２１，且均在 １％显著性下显著，
说明高铁对三星至五星级饭店的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存在积极影响，且高铁建设水平每增加 １％，
三星至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将分别增加００１４％、００１１％以及 ００２１％，但高铁对二星
级饭店的积极影响还未显现。高铁给沿线地区带来了知识溢出，促进了星级饭店行业对低碳环保

与信息智能技术的应用，使得三星至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得以提高。但二星级饭店对

先进技术的应用有限，使得其对高铁带来的知识溢出的吸收有限，所以其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未受

到高铁的积极影响。

表４ 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的影响

变量
二星级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１） （２） （３） （４）

高铁（ＨＳＲ）
０００７

（１５９０）
００１４

（３９５８）

００１１

（３７３６）

００２１

（４３６９）

地区经济发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０９７

（２８５１）

０１４０

（４７１２）

０１５６

（６４３５）

０１７６

（４６３６）

外贸依存度（ＦＴＤＤ）
００３１

（０６９３）

００３０

（０７６５）

００４８

（１５２５）
０１８１

（４０６８）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０１５

（０７７２）

－００１４

（－０８６２）
－００５６

（－４０９７）

－００８６

（－３８２６）

信息化水平（Ｉ）
００５４

（２９６８）

－００３３

（－２１４２）

－００２３

（－１８４９）

－００３６

（－１７７１）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００８９

（－０５０７）
－０３５２

（－２２３０）

－０１３１

（－１０４６）

－０１４７

（－０８１５）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６１０

（－３２９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９１）

－０２１７

（－１６１９）

０１１１

（０５２５）

常数项
－０９４５

（－３８４０）

－０５６０

（－２６３８）

－０９１１

（－５２４１）

－１１０３

（－４０６２）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Ｗａｌｄ检验 １０９０９ １２５０５ ２０３８１ ２０９２４

ＬＲ检验 ６３６７ １３０３１ ９７９０ ２９７４

　　注：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表５为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对高铁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２）与（４）中高铁的系
数分别为 －０００６与 －００１８，且在１％显著性下显著，（１）中为正不显著，（３）中为负不显著，说明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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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对二星至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均不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对三星级与五星级饭店

绿色生产规模效率甚至存在显著消极影响，且高铁建设水平每增加 １％，三星级与五星级饭店绿
色生产规模效率将分别降低 ０００６％与 ００１８％。高铁沿线地区三星级与五星级饭店的盲目扩
张使得其绿色生产规模效率出现了明显下降，再加上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本身就比较

低，盲目建设进一步加大了五星级饭店资源与能源的浪费，造成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下

降幅度更大。

表５ 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的影响

变量
二星级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１） （２） （３） （４）

高铁（ＨＳＲ）
０００６

（１５８２）
－０００６

（－４５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７）
－００１８

（－３５２７）

地区经济发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０３１

（－１０７０）
００９１

（７４７４）

００４９

（３４７８）

－００７４

（－１７８１）

外贸依存度（ＦＴＤＤ）
－００１４

（－０３８７）
００４１

（２１８２）

００６０

（３０８２）

－００２２

（－０４４３）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０１３

（－０７８２）
－００４３

（－６７３７）

０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００６２

（２５７０）

信息化水平（Ｉ）
－０００５

（－０２９５）
００１７

（２９４６）

０００９

（１４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５０）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０１０１

（－０６８１）

－０１１８

（－１５３０）
－０４６６

（－４８２３）

００５２

（０２４６）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６９０

（４２３０）

－００４２

（－０６２６）
０２６４

（３４４０）

－０２１０

（－０９７６）

常数项
１０５４

（５０５８）

－０１１５

（－１３２４）
０５９９

（６１７２）

１１７６

（３９４８）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Ｗａｌｄ检验 ２２１９ ２０２０９ ６９９５ ６１１１

ＬＲ检验 ５４７７ ８２２６９ １６０４２ ４８８０

　　注：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５．高铁对不同效率水平地区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为检验高铁对处于不同效率水平地区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积极影响是否存在异

质性，进行分位数回归以检验假设 Ｈ３，结果如表６所示。其中，表６中的（１）～（４）分别为在０１分
位、０３分位、０５分位以及０７分位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对高铁的回归结果；表 ６中的
（５）～（８）分别为在０１分位、０３分位、０５分位以及０７分位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对
高铁的回归结果。从表６中可以看出，高铁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比较高铁系数大小发现，无论是
绿色生产综合效率还是纯技术效率的回归结果，在０３分位和０５分位处的高铁的系数均大于０１
分位和０７分位的。也就是说，在０３分位和０５分位处，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和纯
技术效率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在０１分位和０７分位的。

为更准确地了解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对高铁的回归系数在不同分位处的

变化趋势，将不同分位数回归的系数及其９５％的置信区间进行画图比较，如图２和图３所示。图 ２
和图３中的阴影部分为分位数回归系数的 ９５％置信区间，在条件分布的右端，９５％置信区间变得
宽了，这是因为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变大了。此外，提供了 ＯＬＳ估计系数作为参照系，如图 ２和
图３中的虚线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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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不同分位处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

变量

绿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 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ＰＴＥ）

０１ ０３ ０５ ０７ ０１ ０３ ０５ ０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高铁（ＨＳＲ）
００１７

（４８６８）

００２３

（５７８６）

００２４

（７６２３）

００２２

（６４６３）

０００９

（２６０９）

００２４

（５８９９）

００２２

（５８６６）

００１６

（２９２８）
地区经济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１６６

（５８９５）

０１３２

（４４６０）

０１４６

（６５８２）

０１３１

（５３７７）

０１７８

（５８９０）

０１２０

（５２２９）

０１３５

（５４３８）

００７６

（２８９７）
外贸依存度

（ＦＴＤＤ）
００７９

（２４２２）

００８６

（２８０８）

００９３

（３２４２）

０１５５

（４７７４）

００３９

（１２５５）
００７７

（２２５２）

０１０５

（３５９３）

０１０５

（２４４９）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０５２

（－２４０２）

－００５５

（－２６８６）

－００７５

（－５３１８）

－００８３

（－５８７９）

－００７２

（－３８４３）

－００６５

（－３４３５）

－００７４

（－４９１３）

－００５４

（－２７７９）

信息化水平（Ｉ）
－００３５

（－１７２４）

－００１５

（－０７７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６８）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１４

（－０７５７）

－００１０

（－０７１７）

－００１９

（－１１８６）

００２５

（１２７０）
城市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３５

（－０２９７）

－０１０８

（－０９１４）
－０２５０

（－２５２８）

－０２９７

（－２７４０）

－０２５５

（－２１１０）

－０１４１

（－１９０３）

－０１５６

（－１４７５）

－００６８

（－０５４４）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１６４

（－１３１９）

－０１１０

（－０７２０）

００４８

（０３８５）

０１７７

（１４３９）

０１２３

（０９１９）

００６６

（０６７７）

０１６１

（１２９７）

０１７８

（１３７４）

常数项
－１０５６

（－４５５９）

－０７５６

（－３６４２）

－０８７７

（－５３２５）

－０７２６

（－３８３５）

－１１６５

（－４７４７）

－０６２７

（－４２７２）

－０６６０

（－３４１７）

－０３７１

（－１５０８）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Ｒ２ ０３０７２ ０３０８２ ０３４３６ ０３６５６ ０２１０７ ０２１３０ ０２２１３ ０２１１９

　　注：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在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不同分位处的回归系数比较中，随着分位数的增加，高铁的分位数

回归系数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如图２所示）。在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不同分位数的系数比
较中，虽然０９５分位处的回归系数较０９分位处出现了大幅提高，但整体上，随着分位数的增加，高铁
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同样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如图３所示）。以上表明，从整体上看，高铁对星级饭店
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条件分布的两端之影响小于对其中间部分的影响。也就是说，高铁对

低效率和高效率样本的绿色生产率的积极影响都比较小，而最大受益者为处于中等效率水平的地区。

图 ２　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不同分位数回归的系数比较　图 ３　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不同分位数回归系数比较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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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关于内生性
上述分析并没有考虑到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如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较低的地区，为了提高星

级饭店绿色生产率，可能在高铁的建设上更为积极。这会造成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反向因果，

导致回归结果因内生性问题存在偏误。因此，使用系统 ＧＭＭ做进一步检验，采用两步估计法以消
除异方差的影响，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结果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结果见表７）。模型（１）与模型（２）中高铁的系数显著为正，模型（３）中高铁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
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检验结果一致，说明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有着积极影
响，但对绿色生产规模效率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

表７ 系统 ＧＭＭ的回归结果

变量
绿色生产综合效率（ＯＥ） 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ＰＴＥ） 绿色生产规模效率（ＳＥ）

（１） （２） （３）

Ｌ．ＯＥ
０５９６

（１２６０４）

Ｌ．ＰＴＥ
０１２２

（４０１４）

Ｌ．ＳＥ
０６３１

（３７３３７）

高铁（ＨＳＲ）
０００９

（５７９９）

００１０

（８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２６９６）

地区经济发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０７０

（３７７８）

０２４０

（２２７０６）

－００５６

（－１６４３５）

外贸依存度（ＦＴＤＤ）
０１２２

（７６１４）

０２０８

（１３４９７）

－００１１

（－０４９４）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０７３

（－２５８１８）

－００６３

（－１１７８３）

－００１４

（－１２０６２）

信息化水平（Ｉ）
－００１６

（－４３３７）

－００４１

（－１３７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００６１

（－０６１４）
－０６１４

（－１３１６７）

０６５１

（１６３７９）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３４２

（３７０５）

－０２１６

（－３２３１）

－０１０４

（－２６０２）

常数项
－０４２２

（－３１５１）

－１３４９

（－１７１０５）

０５８７

（２４７２５）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３８７０８７２ １６７４０５ ２２９８０５０２

Ａ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９

ＡＲ（２） ０８９９ ０６２６ ００４４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７９４ ０７５４ ０８５３

　　注：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７．稳健性检验
首先，借鉴李政和杨思莹（２０１８）［４９］的做法，在使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基础上，为保证检验结果的

稳健性，同时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如表８所
示），发现高铁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均与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一致，说明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结果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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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ＯＥ ＰＴＥ ＳＥ ＯＥ ＰＴＥ Ｓ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铁（ＨＳＲ）
００１７

（６０７１）

００２４

（６８９３）

－０００９

（－６０２８）

００１５

（２９０１）

００２５

（３８８０）

－００１０

（－２６４４）
地区经济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２１３

（９２２２）

０１５３

（５１９６）

０１２８

（９５１８）

０２３６

（７４１６）

０１５４

（３５９６）

０１３２

（５５６９）

外贸依存度（ＦＴＤＤ）
００８１

（２５９６）

００８１

（１９７１）

０００５

（０２５３）

００６６

（１０４７）

００８８

（１３３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９）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０７３

（－５８４８）

－００６２

（－３８８４）

－００２０

（－２８１４）

－００７２

（－４８２６）

－００６５

（－３６１７）

－００１９

（－２４５７）

信息化水平（Ｉ）
－００２１

（－１８０９）

－００３８

（－２５７５）

００１９

（３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１５０１）
－００４２

（－２４７７）

００１９

（２６７０）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０２６９

（－２１３５）

－０１０７

（－０６３８）
－０３６４

（－４２３５）

－０３５０

（－１４７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２）
－０４０３

（－２３４９）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４０５

（－３１９５）

－０４２８

（－２６４１）

－００８１

（－１１０３）
－０５１９

（－２１２６）

－０５１３

（－１８２１）

－００８０

（－０７７１）

常数项
－１３４７

（－８１８９）

－０６４６

（－３０９３）

－０３１７

（－３２９９）

－１４９２

（－６２４８）

－０６６６

（－１７９５）

－０３３７

（－１７２８）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ＬＲ检验／Ｆ值 ２９６５４ １７８０２ １７１０２ ５３７６ ２５２５ ９１２

　　注：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然后，考虑到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借鉴张勋等（２０１８）［４７］的做法，将其他类型的交通基础设施
（如公路）纳入模型，并使用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来检验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表 ９中的
（１）～（３）为高铁和公路这两类交通基础设施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回归结果，（４）～（６）为控
制了其他变量后，两类交通基础设施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高铁的回归系

数的显著性与符号跟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型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是稳
健的。此外，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５）中公路密度的系数负不显著，这与韩国圣等（２０１５）［３２］的研
究结果一致。

表９ 将公路密度纳入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不控制其他变量 控制其他变量

ＯＥ ＰＴＥ ＳＥ ＯＥ ＰＴＥ Ｓ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铁（ＨＳＲ）
００２１

（８３７０）

００２９

（９１６８）

－０００６

（－４３３６）

００１７

（６０４０）

００２７

（７１０３）

－０００９

（－５４７９）

公路密度（Ｒａｉｌｗａｙ）
００８４

（６９１２）

００２２

（１３４１）
００８６

（１１３９１）

００３４

（２４２４）

－００２９

（－１３７８）
００３０

（２１９６）
地区经济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１９３

（７９９６）

０１６２

（４９８９）

０１０９

（６７１９）

外贸依存度（ＦＴＤＤ）
００７８

（２５４１）

００９１

（２１２８）

０００３

（０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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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

变量

不控制其他变量 控制其他变量

ＯＥ ＰＴＥ ＳＥ ＯＥ ＰＴＥ Ｓ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０７０

（－５４５３）

－００６７

（－３９０８）

－００１８

（－２４３２）

信息化水平（Ｉ）
－００２７

（－２２６０）

－００３２

（－２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１８１４）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０２８１

（－２２６１）

－００９４

（－０５４１）
－０３６８

（－４２４７）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４１２

（－３２５０）

－０３９９

（－２３３０）

－００８２

（－１１０１）

常数项
－０２６８

（－２６１５）

０３２３

（２３３１）

０１５４

（２３４５）

－１３８３

（－８３０６）

－０５４６

（－２４３７）

－０３３３

（－３４１８）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Ｗａｌｄ检验 ２５１７０ １４０９４ １３５４８ ４２６４０ ２０８０６ ２０９２２

ＬＲ检验 ２０１４２ ２６６４４ ５９１００ １５５１１ ２１２７４ ６２７２２

　　注：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最后，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估计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高铁具有突出的跨

区域网络结构特征，需考虑空间相关性（王雨飞和倪鹏飞，２０１６）［２８］。而且，中国省际星级饭店生产
率本身就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方叶林等，２０１３）［５０］，Ｍｏｒａｎ指数的检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如
表１０所示）。因此，本文使用考虑空间相关性的空间计量模型做进一步估计，以弥补面板 Ｔｏｂｉｔ模
型进行估计存在的不足，同时使得研究结果更为稳健。

表１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 Ｍｏｒａｎ指数

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ＯＥ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９）
０１２６

（０１１３）

０２０７

（０１１１）

０１９４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６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３８

（０１１８）

ＰＴＥ
－００９８

（０１１５）

－０１６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９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１１７）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７）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４）

ＳＥ
０１９７

（０１０８）

０２０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４

（０１０７）

０１５６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０６）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ＯＥ
０４７７

（０１１３）

０５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４４４

（０１１４）

０４７６

（０１１８）

０４９４

（０１１４）

０３６７

（０１１３）

０４５４

（０１１１）

ＰＴＥ
０２９０

（０１１５）

０３４１

（０１１６）

０２９６

（０１１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１６）

０２５７

（０１１７）

０２４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６）

ＳＥ
０１２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０）

０１３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１

（０１０５）

０２２１

（０１０５）

　　注：括号中为 ｓｄ（Ｉ）的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表１１为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
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绿色生产规模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与之前的估计结果保持

一致。也就是说，在考虑空间相关性的情况下，研究结果依旧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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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 空间滞后模型（ＳＡＲ）

ＯＥ ＰＴＥ ＳＥ ＯＥ ＰＴＥ Ｓ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铁（ＨＳＲ）
００２３

（３８８６）

００２６

（３５０２）

－０００６

（－３２２４）

００１６

（５７０７）

００２５

（６７５０）

－０００９

（－５５３８）

地区经济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１００

（２１０１）

０１４２

（２３０６）

０１４６

（５６２４）

０２０１

（７３４２）

０１５９

（４９１２）

０１１７

（８０９３）

外贸依存度（ＦＴＤＤ）
００１９

（０３６８）

－００２７

（－０３９７）

－００１０

（－０４５３）
００７９

（２５７５）

００８１

（１９７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４８）

反腐倡廉（ＡＣＰ）
－００３９

（－２５７１）

－００２５

（－１３００）
－００２０

（－２３９１）

－００６９

（－５１７４）

－００６４

（－３８４１）

－００１８

（－２５１６）

信息化水平（Ｉ）
０００７

（０１８０）

－００２３

（－０４４１）

００２６

（１０９８）

－００１９

（－１６３２）
－００３９

（－２６０７）

００１７

（２６１２）

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
－０８０５

（－３３６５）

－０９８８

（－３０１２）

－０２８３

（－３１０４）

－０２４０

（－１８４３）

－０１２０

（－０７０３）
－０３４０

（－３９４３）

旅游专业化（ＴＳ）
－０２９８

（－１３６３）
－０５３１

（－１８８８）

－００３７

（－０４６３）
－０３９５

（－３１０９）

－０４３３

（－２６６３）

－００７３

（－０９９５）

常数项
－１０３９

（－４４７０）

－０６６９

（－２４８７）

－０３５６

（－２８３７）

－１２７６

（－６８７７）

－０６７２

（－３０９１）

－０３１２

（－３２６４）

ｒｈｏ
００４７

（０７６７）

－００６３

（－０９７４）
０１４２

（２１６３）

００４６

（０８１６）

－００２６

（－０４２５）
０１１９

（１９８５）

ｓｉｇｍａ２＿ｅ
０００６

（１３６４９）

０００９

（１４０８０）

０００２

（１４１２８）

０００６

（１４１３９）

００１０

（１４１７１）

０００２

（１４１７７）

ｌｇｔ＿ｔｈｅｔａ
－０８６０

（－３９４２）

－１２１６

（－６８５２）

－２４３７

（－１６６７８）

－１０４０

（－５４６７）

－１２５９

（－７２９６）

－２４２６

（－１６７１２）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Ｒ２ ０５８７ ０３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５１４ ０２５４ ０００６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４７１９７４８ ３６１３６６７ ６８７００２９ ４５９３６８１ ３４７２２７１ ６８３７５４５

　　注：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计量软件１４版估计整理得到

五、结论、对策建议以及研究局限

１．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考虑碳排放的 ＳＢＭ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模型

测算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并检验高铁对其的总体影响与异质性影响，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

一是环境因素会影响星级饭店生产率，忽略环境因素将不能反映星级饭店的真实绩效。不

考虑环境因素时，星级饭店生产率已经存在整体较低、规模报酬递减等问题，考虑了碳排放后，中

国星级饭店的生产率变得更低了，说明在星级饭店粗放式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产能过剩、资源

浪费现象，也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低碳环保是星级饭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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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发展趋势，所以在衡量星级饭店经营绩效时应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此外，五星级饭店生产

率测算结果受环境因素影响最大，且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相对其他星级饭店较低，说明

五星级饭店在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上最为突出。四星级饭店考虑碳排放的效率测算结果要

略高于不考虑碳排放的结果，说明无论是在投入要素配置还是环境保护上，四星级饭店已初步实

现了集约式发展。

二是高铁对总体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存在着积极影响，但对绿色生产规

模效率存在着消极影响。高铁建设不仅为地区星级饭店行业带来客源、就业以及投资等诸多积极

影响，而且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地区星级饭店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尤其是节能环保与信息智能

技术，从而促进地区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但高铁同时存在“过

道效应”，加上高铁沿线对星级饭店投入规模的盲目扩张，造成了资源与能源的浪费，且进一步扩

大了旅游淡季的潜在风险，从而降低了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

三是高铁对不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首先，高铁对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

综合效率的促进作用还未显现出来，且对其规模效率存在着消极影响。这说明高铁的乘客主要是

中等收入群体，较少会选择五星级饭店。而且，高铁沿线地区对五星级饭店的客源市场前景过分乐

观，出现了五星级饭店的投资热潮，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积极建设高档饭店，造成了供给的局部与短

时的过剩。这不仅加剧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加大了资源与能源的浪费，而且由于市场供求规

律导致的高星级房价下滑，使得绿色规模效益下降。其次，高铁对四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

不存在消极影响，说明高铁沿线地区四星级饭店规模投入较好满足了高铁带来的市场需求，使得

其规模报酬得到提高。再次，高铁对三星级饭店的绿色生产规模效率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说明

高铁的建设也造成了其规模报酬的递减。最后，高铁对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的促进

作用尚未显现出来，主要原因在于二星级饭店对节能环保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有限，这也表现在二

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相对其他星级饭店较低。高铁对二星级饭店绿色生产规模效率不

存在消极影响，主要是因为地方认为高铁带来的客源多为中高等收入群体，所以较少扩大较低级

别饭店的建设。

四是高铁对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大，

对处于低水平与高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小。也就是说，高铁的建设对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

术效率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是机遇，对于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地区是挑战。因为，低水平地区的星级

饭店要面对高铁带来的极化效应，将进一步拉大其与中等水平之间的差距；而高水平地区的星级饭

店要面对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存在被中等效率水平赶超的风险。

２．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在高铁时代下，各地星级饭店应改变重人力与资本而

轻技术的观念，应追求适度规模，注意提质增效与节能环保，而非盲目建设。二是面对高铁带来的

大量客流，应谨慎扩大五星级与三星级饭店规模或投入，控制好企业数量。对于五星级饭店，尽量

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升级改造，提升服务质量，促进节能环保相关技术与设备的运用，加

快向集约式转型，实现绿色发展。对于三星级饭店，在提升其投入规模的同时，应积极提高其投入

质量，注重差异化发展与绿色营销，避免恶性价格竞争导致的生产经营收益下降。三是面对高铁的

“极化效应”，低效率水平的星级饭店应注意查找自身问题，改善经营管理模式，优化经营环境以及

积极扩大对先进技术，尤其是低碳环保技术的应用；高效率水平的星级饭店应努力在管理模式、先

进技术的应用上实现突破式创新，从而摆脱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束缚。

３．研究局限与展望
与已有研究一样，由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７）中星级饭店数据的相关指标数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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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选取控制变量时多为地区层面的环境变量。同时，经济型连锁酒店在近些年发展迅猛，在住宿

业中的比重逐渐增大，高铁对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以及精品酒店的影响很大。但由于这些类型酒

店的数据暂时不可获得，且星级饭店的企业数量、从业人数以及营业收入在住宿业中的比重依然在

５０％以上①，所以本文仅对其进行研究。考虑到已有研究对这些类型酒店的忽略及其在住宿业中
日益重要的地位，接下来将更关注这些类型酒店的绿色生产率问题与高铁对其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张大鹏，舒伯阳．中国星级饭店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ＳＦＡ）［Ｊ］．北京：经济管

理，２０１８，（９）：１３８－１５４．

［２］Ｓｕｎ，Ｓ．，ａｎｄＷ．Ｍ．Ｌｕ．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Ｈｏｔ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ｓｉｎｇａＷｅｉｇｈｔＳｌａｃｋｓ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Ｊ］．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４２，（３）：４８７－５１２．

［３］Ｙａｎｇ，Ｚ．，Ｌ．Ｘｉａ，ａｎｄＺ．Ｃｈｅ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ｏｔｅ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ｏｔｈ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ｎｄ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２）：１２－２３．

［４］Ｇｕｉｒａｏ，Ｂ．，Ｊ．Ｌ．Ｃａｍｐａ，ａｎｄＭ．Ｅ．Ｌ．Ｌóｐｅｚ．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ＳＲ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Ｓｐａｎｉｓｈ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２０１６，（１８）：１９７－２０４．

［５］Ｄｏｎｇ，Ｘ．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Ｒａｉｌｗａｙ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Ａ：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８，（１１６）：６０３－６２１．

［６］地方产业发展课题组．中国饭店业运行效率的区域性评价［Ｊ］．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６，（５）：１４３－１５２．

［７］Ｐｕｌｉｎａ，Ｍ．，ａｎｄＶ．Ｓａｎｔｏｎｉ．Ａ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ＤＥＡ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Ａｎａｌｙｓ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Ｊ］．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２４，（３）：３５２－３６５．

［８］Ａｒｂｅｌｏ，Ａ．，Ｍ．Ｐ．Ａｒｂｅｌｏ，ａｎｄＰ．Ｇ．Ｐéｒｅｚ．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ｉ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Ｈｏｔ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ｓｉｎｇａ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Ｊ］．Ｃｏｒｎｅｌ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８，５９，（４）：３６４－３７５．

［９］Ａｓｓａｆ，Ａ．Ｇ．，ａｎｄＦ．Ｗ．Ａｇｂｏｌａ．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Ｈｏｔｅｌｓ：ＡＤＥＡＤｏｕｂｌｅ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１，１７，（１７）：７３－８９．

［１０］Ｍａｒｃｅｌｌｏ，Ｍ．Ｍ．，ａｎｄＦ．Ｖｉｓａｎｉ．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ｅＷＯＭｉｎｔ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ＥＡ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８０）：１－１２．

［１１］Ｈｕａｎｇ，Ｃ．Ｗ．．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ｎｕ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ｍａｎｕａｌ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ＴｏｕｒｉｓｔＨｏｔ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ＨｙｂｒｉｄＤＥＡＭｏｄｅｌ［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２９，（４）：１０７４－１０９５．

［１２］Ｂｒｉｄａ，Ｊ．Ｇ．，Ｍ．Ｄｅｉｄｄａ，ａｎｄＮ．Ｇａｒｒｉｄｏ，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Ｔｙｒｏｌｅ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Ｓｅｃｔｏｒ：Ａ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１７，（２）：１９６－２０８．

［１３］Ｓｅｌｌｅｒｓ，Ｒ．Ｒ．，ａｎｄＡ．Ｂ．Ｄ．Ｃａｓａｄｏ．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Ｈｏｔｅ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ｒｏｍ 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７５）：７５－８５．

［１４］Ｈａｉｌｕ，Ａ．，ａｎｄＴ．Ｓ．Ｖｅｅｍ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Ｐｕｌｐ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９５９－

１９９４：ＡｎＩｎｐｕ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４０，（３）：２５１－２７４．

［１５］王恕立，滕泽伟，刘军．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变动的差异分析———基于区域及行业视角［Ｊ］．北京：经济研究，２０１５，（８）：

７３－８４．

［１６］Ｌｅｅ，Ｗ．Ｈ．，ａｎｄＣ．Ｃ．Ｃｈｅｎｇ．ＬｅｓｓｉｓＭｏｒｅ：Ａ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ｔｅ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６８）：３２－４０．

［１７］Ｋｉｍ，Ｙ．Ｊ．，Ｗ．Ｇ．Ｋｉｍ，ａｎｄＨ．Ｍ．Ｃｈｏ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Ｈｏｔｅｌ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ｅｃｏ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７６）：８３－９３．

［１８］陶玉国，黄震方．区域旅馆业碳排放分类测度研究———以长三角为例［Ｊ］．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３，（１２）：１１１－１２０．

［１９］Ｄíａｚ，Ｐ．Ｆ．Ｊ．，Ｄ．Ｃｈｉｎａｒｒｏ，ａｎｄＭ．Ａ．Ｇｕａｒｄｉｏｌａ，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ｉｎＨｏｔｅｌｓｏｆ

ＣａｎａｒｙＩｓｌａｎｄｓ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Ｓｐａｉｎ［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８，（２）：１－１８．

７５１

２０１９年 第 ９期

① ２０１６年星级饭店的企业数量、从业人数以及营业收入分别为９８６１家、１１９６５６４人以及２０２７２６亿元，住宿业分别为１９４９６
个、１８６３３０３人以及３６９３７０亿元。星级饭店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２０１７），住宿业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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