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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与外国?客流：基於香港的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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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化是香港旅?业提高韧性，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差

?是香港外国?客流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尚未得到系统性的研究。本研究利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联合国世界旅?组织《旅?统计年鉴》中４７个外国客源地访港旅客

人次等面板数据，从类型学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文化差?对香港外国?客流的影响。

结果表明：语言差?对香港外国?客流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价值观差?对香港外国

?客流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宗教差?、实践差?和正式制度差?的作用不显著。本

研究识
%

出了文化差?的不同类型对香港外国?客流的影响分?，对於香港更好

开拓国际旅?市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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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旅?业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
*

业和

重要引擎。长期以来，依皏中国
#

地市场庞

大的人口基数，香港旅?业得到了快速发

展。然而，过度依赖中国
#

地这一单一客源

市场容易使香港旅?业发展国际化程度不

足，陷入“
#

地化”弊端（杨英和林显
5

，

<==L

）。尤其在面临影响两地关互信的暴

力突发事件击和疫情防控等带来的通关

政策调整时，中国
#

地赴港旅客人数大幅下

跌，香港旅?业发展的脆弱性愈显。当前，

伴随著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香港与
#

地全面通关，香港旅?发展局联合多部门适

时实施了一系列疫後重振举措，短期能
2

促

进香港旅?业的复苏。但从长远来看，仍需

思考如何通过客源市场结构优化来提高香

港旅?业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其中，发展?壮大国际旅?市场是香港旅?

业客源市场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本质上来看，国际旅?是一种跨文化

的旅?活动。要更好理解国际?客的目的

地选择行
,

，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数

（
Q%(1(06%2

，
<==M

；唐培等，
<=<<

）。近来，

^[]Be

（
<=DL

）在《文化和旅?协同》报告

中指出，在最近的十年中，人们对於文化的

兴趣日益浓厚，这使得文化和旅?的联更

,

紧密，文化已经构成了旅?最重要的资
*

和吸引物来源。这
/

明旅?消费者的文化

动机正日渐
5

烈，其对旅?消费者需求的影

响值得人们重新进行审视。旅?需求理论

则明确指出，在某一更
,

特殊的时期
#

，对

某特殊目的地的旅?需求受到客源地与目

的地文化差?程度的影响。一般而言，文化

差?越大，阻力也越大。但在某些情形下，

可能出现相反的关（
:"%*70%2 V Q($'.(%

，

<=DD

）。在文旅融合上升
,

中国国家战略的

背景下，这不禁引人思考：文化差?对香港

外国?客流具有怎样的影响？

文献梳理表明，已有部分学者（
W.0 V

5'Y%2'.%2

，
<=DH

；
k(,0

，
%$ ,*8

，
<=DL

；
Y,11"-

，

<=<=

；
5,0"1-$.(

，
%$ ,*8

，
<=<=

）对上述问题进

行了探究。学者们也已经从全球乃至区域

个案层面就文化差?和国际旅?需求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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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_,06 V

]"06

，
<=D<

；
J.%-06 V 9,.,

，
<=DH

；
_,06

，
%$

,*8

，
<=DL

；唐培等，
<=<F

）。然而，鉴於文化差

?对国际旅?需求的实际效应受研究对象

和情境的影响较大，因此仍然有对香港案例

进行具体实证分析的必要。此外，既有针对

香港的实证研究存在三方面的不足：其一，

仅聚焦价值观差?而未考虑语言差?、宗教

差?、实践差?和正式制度差?等文化差?

类型；其二，入境人次数据主要来自香港旅

?发展局，且选择的客源地观测单位不多，

一般不超过
<H

个；其三，控制变数的筛选、

估计方法的选择和
#

生性问题的处理不
2

严谨，影响了结论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文化差?对香港外国?客流

的影响仍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选题。本研

究希望通过对该问题的聚焦，在推动相关理

论建构的同时，也能
2

对香港入境旅?发展

实践有所裨益。相比以往同类成果，本研究

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
,

三个方面：其一，在

研究的对象上，将基於类型学的视角系统性

探究文化差?的多种类型对香港外国?客

流的影响分?；其二，在数据的使用上，将基

於联合国世界旅?组织《旅?统计年鉴》等

数据构建涵盖更多客源地样本的面板数据

集；其三，在研究的方法上，将引入
!,-1/,0

a B,+*"2

估计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殖

民关这一遗漏变数可能引发的
#

生性问

题。

１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１１　文化

国外关於文化概念的探讨最早见於人

类学。有“人类学之父”之称的英国人类学

家
B+*"2

（
DLND

）被认
,

是最早赋予文化一个

现代定义的学者（
P,&,2( V g(,"

，
<=DI

）。其

从社会人类学视角将“文化”界定
,

“社会

成员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

俗以及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合体”。

这一经典性的定义突出了文化的三个特点：

其一，文化具有杂性；其二，文化是个体从

他人那学习来的；第三，文化是共有的。

美国人类学家
Y2"%4%2

和
Y*-'@."20

（
DMIF

）

系统梳理和回顾了
DLNDa DMHD

年
L=

年间国

外学术界关於文化的定义，发现多达
DI=

馀

种。其将现有定义分
,

七类：描述性的、历

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

传性的和不完整性的。

管理学领域广受?纳的关於“文化”的

定义来自跨文化差?和管理专家
!"&1$%7%

（
DML=

）。
!"&1$%7%> %$ ,*8

（
<=D=

）类比电脑编

程将“文化”定义
,

“心灵的软体，即有关人

们思考、感觉以及行动模式的心理程式”。

与此类似，跨文化旅?研究专家
Q%(1(06%2 V

B-20%2

（
<==F

）将文化定义
,

“行
,

的模式以

及
-

定人们行
,

的价值观”。此後，
Q%(1(06



%2

（
<==M

）进一步系统整理了
<=

种关於文化

的定义。消费者行
,

学专家
Z(U,/ V 5,01



&%*7

（
<===

）指出，文化是一个伞状的辞，

由一系列体现了某一特定群体特徵的隐性

的、普遍共有的信念、传统、价值观和期望组

成。

国
#

学术界一般将文化分
,

广义文化

和狭义文化（张松，
DMMI

）。广义的文化（又

称作大文化）指的是作
,

社会群体的人类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又称作小

３８



文化）将物质财富排除在外，仅关注精神财

富，如宗教信仰、风俗禁忌、制度规范、价值

观念等。事实上，
B+*"2

（
DLND

）关於文化的

定义属於狭义的文化定义。鉴於目前国
#

外学术界关於文化的定义十分庞杂，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 ^0($%7 [,$("01 S7-',$("0,*>

9'(%0$(&(' ,07 J-*$-2,* e26,0(U,$("0> ^[S9a

Je

）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建议“应

把文化视
,

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

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

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

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

仰”（̂
[S9Je

，
<==<

）。

由此可见，关於“文化”的概念学术界

?未达成共识。但在旅?研究的语境下探

讨文化，本研究以
,

应该?用一个宽泛的广

义视角，即认可文化的杂性。因此，本研

究?纳
^[S9Je

推荐的文化定义，?结合

既有实证研究文献（
!"-1%

，
%$ ,*8

，
<==G

；潘

镇，
<==I

；唐培等，
<=<F

），从文化构念的操作

性出发重点关注语言、宗教、价值观、实践、

正式制度五个方面的
#

容。

１２　国家／地区文化差?理论

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应用最
,

广泛的

国家
b

地区文化差?理论当属
!"&1$%7%

（
DML=

）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
9",2%1

，
%$ ,*8

，

<==N

）。该理论最初源自对
T?5

於
DMIN

—

DMNF

年间针对其分?於
N<

个国家
b

地区的

员工所开展的
LL


===

份调查资料的深入分

析。通过分析，
!"&1$%7%

（
DML=

）将不同国家
b

地区的员工虽接受同样训练
P

在职业行
,

上的不一致表现归因於国家
b

地区文化的差

?。具体而言，他通过因数分析的方法从不

同问项中提炼出了四个因数：权力距离、个

人
b

集体主义、男性
b

女性气质、不确定性规

避，?以此构建了最早的文化维度理论。後

来，随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结合其他学

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又先後增加了

两个维度：长期
b

短期导向（
!"&1$%7%

，
DMMD

）

和放纵
b

克制（
!"&1$%7%

，
%$ ,*8

，
<=D=

）。

除了
!"&1$%7%

文化维度理论外，类似的

研究还有全球价值观调查、
:;e?S

文化维

度理论、文化地图理论等。全球价值观调查

（
]"2*7 X,*-%1 9-2)%+1

，
]X9

）是由美国密

歇根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主任
T06*%.,2$

（
DMMN

）主导开展的一项世界范围
#

对人们

对於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认知的问卷调查

专案，现已进行到第
N

轮。通过问卷结果的

数据分析，抽取了两个包含相反取向的文化

价值观维度：传统
b

世俗理性、生存
b

自我表现

（
T06*%.,2$ V ?,@%2

，
<===

；
T06*%.,2$ V ]%*



U%*

，
<==H

），在实证研究中被广泛用於文化

距离的计算（綦建红等，
<=D<

；
_,06

，
%$ ,*8

，

<=DL

；
W*"&,0

，
%$ ,*8

，
<=<=

）。基於这两个维

度得分的组合能
2

形成二维平面的世界文

化地图，进而让人更直观地识
)

不同国家
b

地区文化的相对位置。同时，由於数据不断

在更新，能
2

在时间维度上让人追?文化价

值观的发展和演进趋势（
K(%.* V B%2*-$$%2

，

<==I

）。然而，有学者（
!,**%2

，
<==<

）对该理

论的基本假设、概念界定和量表设计的科学

性持怀疑态度。此外，仅用两个维度无法对

文化特徵进行比较全面地描述，除了绘图上

具有一定便利性。

:;e?S

文化维度理论由沃顿商学院教

授
!"-1%> %$ ,*

（
<==G

）发起的“全球领导力

和组织行
,

效率（
:*"4,* ;%,7%21.(3 ,07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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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U,$("0,* ?%.,)("2 S&&%'$()%0%11

，
:;e? a

S

）”专案。该专案认
,

文化是在行动和人

造物中显现出来的共用的知识，包括实践和

价值观两个方面的
#

容。其中，实践是行动

或在该文化中做事的方式；价值观对应人造

物，因
,

其是人类造的，且在这个特定的

情境下，价值观指的就是关於应该如何做事

的评价。本质上，该专案将文化分解
,

实践

文化和价值观文化两个层面。实践文化是

社会实践中正在应用的文化，而价值观文化

则是存在於人们观念中的文化。
:;e?S

文

化维度理论也提供了绩效导向、
-

断、未来

导向、人本导向、制度集体主义、
#

群体集体

主义、性
)

平等、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

共九个细分维度，且每个维度均包括实践和

价值观两个层面。由於该专案公开提供
I<

个国家
b

地区的
:;e?S

文化维度数据，故在

实证研究中被用作文化距离量化的又一指

标来源（刘慧和綦建红，
<=DM

）。

文化地图理论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跨文化管理领域专家
5%+%2

（
<=DG

）提

出，用以帮助管理者识
)

不同国
)

的文化差

?，具体包括八个维度：沟通（低语境
)1

高

语境）、评价（直接批评
)1

间接批评）、
/

服

（原则优先
)1

应用优先）、领导（平等意识

)1

等级意识）、
-

策（团队共识
)1

上传下

达）、信任（任务导向
)1

关导向）、?议

（公开对抗
)1

规避突）和规划（严格遵守

)1

灵活安排）。由於该理论是通过对数千

名不同国
)

高层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和跨

文化管理研究的借鉴得到的，缺乏大规模统

计调查数据，因此只是提供了判断不同国家

文化突的定性标准，在研究中应用较少。

１３　文化差?与国际旅?需求

许多研究发现，人们会倾向於去与自己

文化相近的目的地旅?。例如，
_,),1

（
DMM=

）发现，沙乌地阿拉伯居民多选择伊

斯兰国家作
,

自己的目的地。
DMMH

年，亚

太旅?协会（
Z,'(&(' W1(, B2,)%* W11"'(,$("0

，

ZWBW

）在《追?亚洲出境旅行趋势》报告中

指出：由於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中国大陆成

,

中国香港居民中最受欢迎的出?目的地

（
ZWBW

，
DMMH

）；
P,'@1"0

（
<==D

）基於
!"&1$%7%

（
DML=

）提出的文化四维度，实证研究了环

太平洋国家的?客前往其他环太平洋东道

国的行
,

模式，发现虽然文化相似性和目的

地选择行
,

间总的相关性几乎
,

零，但是在

特定国家中
P

发现了正的和负的显著相关

性。具体而言，那些在个人主义维度上得分

较高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

兰、美国）?客倾向於选择文化上相似的目

的地，而那些在集体主义维度上得分较高的

国家（比如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厄瓜多尔、

韩国）?客则倾向於选择文化上不相似的

目的地。
?,1,*, V Y*%0"1@+

（
<==D

）研究发

现，人们倾向於去与自己使用同种语言的目

的地旅?；
[6> %$ ,*8

（
<==N

）基於大型的网路

瞃上消费者研究专案，以年龄介於
DL c N=

岁之间的，不曾从事广告、行销研究和旅?

*

业的澳大利亚永久居民
,

问卷调查对象，

获取了
<==

份完整的问卷数据。通过偏相

关分析控制地理距离变数後发现，澳大利亚

居民对目的地国家的感知文化距离与其出

?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
[6> %$

,*8

（
<==M

）以新西兰入境旅?
,

例，对感知

文化相似性进行了研究，数据结果表明文化

５８



相似性与被访者到新西兰的旅?意向呈正

相关；
O"-2(% V 9,0$,0,a :,**%6"

（
<=DF

）研究

发现，?客倾向於前往与自己文化相似的地

区旅?。

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看法，认
,

文化

差?恰恰是跨文化旅?兴起的原因。例如，

欧阳军（
<==F

）认
,

，文化型动机是旅?基

本动机之一，文化的多样性导致目的地的多

选择性，而追求?质文化又是旅?的终极目

标，这就使得?客在选择景观时，专挑自己

文化所不具有的文化
#Q

的景观、目的

地。在实证研究方面，
5'Y%2'.%2 V 7- J2"1

（
<==F

）以到香港旅?的?客
,

样本，证实

了来自文化距离较大的客源地如欧美的?

客更倾向於
,

了文化体验而到港?玩；相

反，来自文化距离较小的客源地的?客对文

化体验反而不太感兴趣，也就是
/

，较大的

文化距离反而容易成
,

?客选择出?目的

地的动因；赵宝春和田志龙（
<==L

）基於问

卷调查发现，中国出境?客偏爱文化距离大

的目的地。

有学者（
;(-

，
<=DG

）对上述悖论现象进

行了解释，指出文化差?对目的地的选择具

有杂而微妙的影响：文化差?既可以是吸

引?客、满足?客求新求?心理的重要因

素，又可以通过语言障碍、文化突、不确定

性等因素对?客行
,

形成阻碍。这一解释

得到了宏观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刘祥硊

等（
<=DL

）基於中国居民赴全球主要目的地

的出境旅?人次的面板数据，?用空间引力

模型及系统
:55

估计方法，研究了文化距

离对中国出境旅?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文化距离对中国出境旅?的影响?非是

瞃性的，文化距离与中国赴各目的地出境旅

?流呈“̂ ”型关。出境旅?人数一开始

随文化距离的增加而
9

少，但文化距离增加

到一定程度之後，出境旅?人数反而随文化

距离的继续增加而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文化差?对国际旅?需求的

影响因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情境的不

同而出现了多重性。此外，需特
)

注意的

是，现有研究中对文化距离的测度往往仅局

限於价值观差?而忽视了语言差?、宗教差

?、实践差?和正式制度差?等文化差?类

型。因此，要厘清文化差?对国际旅?需求

的影响，有必要从个案入手?用计量经济学

的方法系统性探究文化差?不同类型的具

体效应。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计量模型

基於传统的国际旅?需求模型和旅?

引力模型，?结合香港入境旅?需求影响因

素实证研究的既有计量模型，将本研究的基

准混合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0XOQ

($

lβ
=

qβ
D

JK

($

qβ
<

*0Z:KZ

($

qβ
F

*0



QJZT

($

qβ
G

*0SgJ

($

qβ
H

*0KT9

(

qβ
I

QWJS

(

qβ
N

Tk

$

qβ
L

SXS

<==F

qβ
M

SXS

<==L

q-

($

式中，因变数
XOQ

($

意指
$

时期客源地
(

到访香港的外国旅客人次。核心引数
JK

( $

意指
$

时期客源地
(

与香港的文化差?。受

数据制约，具体分
,

非时变引数和时变引

数。前者包括语言差?（
;K

(

）、宗教差?

（
QK

(

）、价值观差?（
XK

(

）、实践差?

（
ZK

(

），後者指的是正式制度差?（
OTK

($

）。

控制变数包括客源地的收入水准（
*0Z:K



Z

($

）、相对价格（
*0QJZT

($

）、汇率（
*0SgJ

($

）、

６８



地理距离（
*0KT9

(

）、种族差?（
QWJS

(

）、香

港的制度品质（
Tk

$

）、重大事件（
SXS

<==F

、

SXS

<==L

）。β
=

cβ
M

,

待估计参数，
-

($

,

随机

扰动项。

２２　变数与数据

<


<


D

　因变数

测度“访港外国旅客人次（
XOQ

($

）”的

指标选取“按居住国划分的边境非居民?

客入境人次（
,22(),*1 "& 0"0a 2%1(7%0$ )(1($"21

,$ 0,$("0,* 4"27%21 4+ '"-0$2+ "& 2%1(7%0'%

，

XOQ

）”，数据来自
<==<

—
<=DL

年联合国世

界旅?组织《旅?统计年鉴》（
.$$31`bb###8%

a -0#$"8"26b

），涵盖
GN

个客源地①。

<


<


<

　核心引数

①语言差?（;K
(

）。?用是否有共同

官方语言或口语的二值
E

拟变数（是
lD

，否

l=

），数据来自国际展望与资讯研究中心

（
J%0$2% 7

’
S$-7%1 Z2"13%'$()%1 %$ 7

’
T0&"2/,



$("01 T0$%20,$("0,*%1

，
JSZTT

）（
.$$3`bb###8'%



3((8&2b

）。

②宗教差?（QK
(

）。?用在主导宗教

上是否相同的二值
E

拟变数（相同
lD

，不同

l=

），数据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官网的世界

概癋（
JTW ]"2*7 O,'$4""@

，
JTW]O

）（
.$$31`bb

###8'(,86")b$.%a #"2*7a &,'$4""@b

）。

③价值观差?（XK
(

）。基於
!"&1$%7%>

%$ ,*8

（
<=D=

）的国家
b

地区价值观理论六维度

以及
Y"6-$ V 9(06.

（
DMLL

）的基准文化距离

指数（以下简称“
Y9T

指数”）计算，数据来

自
!"&1$%7%

网站（
.$$31`bb6%%2$."&1$%7%8 '"/b

*,07(06a 3,6%b

）。

④实践差?（ZK
(

）。基於
:;e?S

实践

九维度和
Y9T

指数计算，数据来自
:;e?S

资料库（
.$$31`bb###86*"4%32"i%'$8'"/b

）。

⑤正式制度差?（OTK
($

）。计算客源地

与香港在全球治理指标六维度上得分之差

的
6

对值，?求均值，数据来自全球治理指

标资料库（
]"2*7#(7% :")%20,0'% T07(',



$"21

，
]:T

）（
.$$3`bb(0&"8#"2*74,0@8"26b6")%20



,0'%b#6(b

）。

<


<


F

　控制变数

①客源地的收入水准（*0Z:KZ
($

）、相对

价格（
*0QJZT

($

）和汇率（
*0SgJ

($

）。?用客

源地人均名义国
#

生
*

总值（
62"11 7"/%1$('

32"7-'$

，
:KZ

）的对数形式、客源地相对於香

港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01-/%2 32('% (0



7%A

，
JZT

）和客源地货币相对港币的名义汇

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资料库

（
]"2*7 K%)%*"3/%0$ T07(',$"21

，
]KT

）（
.$



$31`bb7,$,8#"2*74,0@8"268'0b

）。

②地理距离 （*0KT9
(

）和殖民关

（
Je;

(

）。?用按人口加权的地理距离和是

否有过殖民关（是
lD

，否
l=

），数据来自

JSZTT

（
.$$3`bb###8'%3((8&2b

）。

③种族差?（QWJS
(

）。?用主要人种

是否相同的二值
E

拟变数（相同
lD

，不同
l

７８

① 包括１个非洲客源地（摩洛哥），１３个美洲客源地（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
尔、萨尔瓦多、墨西哥、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美国、乌拉圭、委

)

瑞拉），１４个亚太客源地（澳大利亚、孟
加拉、印度、印尼、伊朗、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１９个欧洲
客源地（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丹麦、爱沙尼亚、匈牙利、以色列、拉

/

维亚、立陶宛、马尔他、挪威、波

兰、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



=

），数据来自
JTW]O

（
.$$31`bb###8'(,86")b

$.%a #"2*7a &,'$4""@b

）。

④制度品质（Tk
$

）。香港的制度品质?

用全球治理指标六维度的算术平均值，数据

来自
]:T

（
.$$3`bb(0&"8#"2*74,0@8"26b6")%20



,0'%b#6(b

）。

⑤重大事件（SXS
<==F

、
SXS

<==L

）。考虑

<==F

年
9WQ9

和
<==L

年世界金融危机，?

用二值
E

拟变数（事发当年
lD

，其馀年份
l

=

）。

变数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详见

表
D

。

表
D

　变数含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变数 简要含义 数据来源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XOQ

($

访港旅客人次
^[]Be NDM D=8<HD <8F=D G8HIG DG8<DF

;K

(

是否共同语言（是
lD

，否
l=

）
JSZTT NDM =8<M< =8GHH = D

QK

(

主导宗教是否相同（是
lD

，否
l=

）
JTW]O NDM =8=MH =8<MF = D

XK

(

价值观差?
!"&1$%7% NDM D8MNH =8MMD =8<HI F8MD

ZK

(

实践差?
:;e?S H=< D8NL< =8MGF =8FIH G8=L<

OTK

($

正式制度差?
]:T NDM D8=LM =8NIM =8==F <8MHI

Z:KZ

($

客源地人均名义
:KZ ]KT NDM M8FI D8<<I I8<DN DD8HG<

QJZT

($

客源地与香港
JZT

之比
]KT NDM a =8==G =8<NL a D8=F< F8=L

SgJ

($

客源地货币对港币的名义汇率
]KT NDM =8N<G <8HFH a <8DIG L8HHM

KT9

($

按人口加权的地理距离
JSZTT NDM L8LNG =8NGH N8DFI M8LFI

QWJS

(

是否共同主要人种（是
lD

，否
l=

）
JTW]O NDM =8DLM =8FM< = D

Je;

(

是否有过殖民关（是
lD

，否
l=

）
JSZTT NDM =8=<G =8DH< = D

Tk

$

香港的制度品质
]:T NDM D8GFH =8=ND D8<=F D8H<F

SXS

<==F

9WQ9

（
<==F

年
lD

，其余年份
l=

）
a NDM =8=IF =8<G< = D

SXS

<==L

世界金融危机（
<==L

年
lD

，其馀年份
, =

）
a NDM =8=ID =8<G = D

　　　　注：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用
9$,$, DG8<

计算

３　实证结果

３１　基准回归

表
<

列出了不同类型文化差?效应的

基准回归结果。其中，语言差?（
;K

(

）、宗

教差?（
QK

(

）、价值观差?（
XK

(

）、实践差

?（
ZK

(

）均
,

非时变引数，可?用混合普通

最小二乘估计法 （
3""*%7 "27(0,2+ *%,1$

1f-,2%1

，
Z""*%7 e;9

）和随机效应估计法

（
2,07"/ %&&%'$

，
QS

）。拉格朗日乘子检验

（
;,62,06(,0 /-*$(3*(%2 $%1$

，
;5

）表明，
QS

更

合适。正式制度差?（
OTK

($

）
,

时变引数，

宜?用固定效应估计法（
&(A%7 %&&%'$

，
OS

），

以
9

少
#

生性问题。

由表
<

可知，共同语言对访港外国旅客

人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l D


LI=

，
3 o

=


=H

）。具体而言，相比
+

有共同语言的客

源地，与香港有共同语言的客源地到访旅客

人次将提高
DLI


=d

。价值观差?对访港

外国旅客人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l

=


IDL

，
3 o =


=D

）。 具体而言，客源地与香

港的价值观差?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客源

地访港旅客人次将提高
ID


Ld

。宗教差

?、实践差?、正式制度差?对访港外国旅

客人次无显著影响。

８８



表
<

　基准回归结果

变数

　　　 语言差? 　　　 　　　 宗教差? 　　　 　　　 价值观差? 　　　 　　　 实践差? 　　　 正式制度差?

RDE

Z""*%7 e;9

R<E

QS

RFE

Z""*%7 e;9

RGE

QS

RHE

Z""*%7 e;9

RIE

QS

RNE

Z""*%7 e;9

RLE

QS

RME

OS

;K

(

D8IM=

r r r

D8LI=

r r

a a a a a a a

R=8DIHE R=8NG<E

QK

(

a a

a =8MMN

r r r

a =8GLF a a a a a

R=8DDHE R=8IH<E

XK

(

a a a a

=8<=L

r r

=8IDL

r

a a a

R=8=M<E R=8FDIE

ZK

(

a a a a a a

a =8HMI

r r r

a =8GLF a

R=8=NFE R=8FG=E

OTK

($

a a a a a a a a =8DD=

R=8<DIE

*0Z:KZ

($

=8IFF

r r r

=8=HI

=8N=N

r r r

=8=IH

=8IDF

r r r

=8=F<

=8N<H

r r r

a =8DNN

r r r

=8DNG

R=8=G<E R=8DDIE R=8=H<E R=8DDLE R=8=ILE R=8DDLE R=8=IIE R=8=IDE R=8DDNE

*0QJZT

($

=8G<N

r

=8<MG

=8GN<

r r

=8F=<

=8GGG

r r

=8<MN

=8GMM

r

=8FL<

r

=8=GI

R=8<DLE R=8<==E R=8<DDE R=8<=FE R=8<DLE R=8<=FE R=8<NIE R=8<DLE R=8DNLE

*0SgJ

($

=8=F< =8=F<

a =8=LL

r r r

=8=DL

a =8=LM

r r r

=8=<<

a =8=LH

r r

a =8=FI =8=NH

R=8=<GE R=8=NGE R=8=<FE R=8=NIE R=8=<HE R=8=NIE R=8=FNE R=8=F<E R=8=LHE

*0KT9

(

a =8MF=

r r r

a =8DMI

a D8FNM

r r r

a =8H<N

a D8GM<

r r r

a D8D<H

r r

a <8DFN

r r r

a D8HGF

r

a

R=8DG<E R=8HD=E R=8DGFE R=8HFFE R=8DGDE R=8HILE R=8<<IE R=8LGIE

QWJS

(

D8MIN

r r r

<8MLG

r r r

<8<IM

r r r

<8MIL

r r r

D8NLL

r r r

<8GII

r r r

=8<=G =8NFG a

R=8<G<E R=8LILE R=8<HME R=8LNLE R=8<I=E R=8MG<E R=8G==E RD8FL=E

Tk

$

D8ILG

r r

D8<MG

r r r

D8NDG

r

D8<LL

r r r

D8IM=

r

D8<LH

r r r

D8HGH

r

D8G==

r r r

<8LGM

r r r

R=8LHHE R=8DMHE R=8MGIE R=8DMHE R=8MGME R=8DMHE R=8MF=E R=8DHME R=8FILE

SXS

<==F

a =8MM<

r r r

a =8L<N

r r r

a =8MLM

r r r

a =8L<H

r r r

a =8MLG

r r r

a =8L<I

r r r

a =8MDN

r r r

a =8L<D

r r r

a

R=8<IME R=8=IFE R=8<MGE R=8=IFE R=8<MGE R=8=IFE R=8<LGE R=8=GFE

SXS

<==L

a =8=FG =8=<H a =8=MI =8=<< a =8=LN =8=<G a =8=IN a =8=F= a

R=8<==E R=8=FGE R=8<FGE R=8=FGE R=8<FGE R=8=FGE R=8<FHE R=8=GFE

时间固定效应
[" [" [" [" [" [" [" [" _%1

常数项
M8FG<

r r r

L8FMN

r

DF8<DF

r r r

DD8LHD

r r

DG8N=N

r r r

DI8<MF

r r r

<D8M=H

r r r

<H8=HH

r r r

a

RD8L=FE RG8NLDE RD8MLHE RH8<ILE R<8=<FE RH8FMHE R<8IGLE RN8MGIE

观测值
NDM NDM NDM NDM NDM NDM H=< H=< a

Ｒ２ ０．５９９ － ０．５１６ － ０．５１１ － ０．６２４ － ０．５２０

　　　注：括弧中数值
'

（按客源地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３２　稳健性检验

这部分通过增加控制变数和改变估计

方法检验语言差?和价值观差?效应的稳

健性，详见表
F

。

就语言差?效应的稳健性检验而言，方

程（
D

）和方程（
<

）增加殖民关这一控制变

数，变数定义见表
D

。
;5

检验表明应选择

QS

，即方程（
<

）。方程（
F

）改用
!,-1/,0 a

B,+*"2

估计法（
!B

），?指定
*0Z:KZ

($

、
*0



QJZT

($

、
*0SgJ

($

,#

生解释变数。方程（
G

）

在控制殖民关的基础上改用
!B

估计法。

就价值观差?效应的稳健性检验而言，

方程（
H

）和方程（
I

）增加语言差?这一控制

变数。
;5

检验表明应选择
QS

，即方程

（
I

）。方程（
N

）和方程（
L

）进一步增加殖民

关这一控制变数。
;5

检验表明应选择

９８



QS

，即方程（
L

）。方程（
M

）改用
!B

估计法，

方程（
D=

）增加语言差?这一控制变数?改

用
!B

估计法，方程（
DD

）进一步增加殖民关

这一控制变数?改用
!B

估计法。

结果表明，不论?用哪一种稳健性检验

方法，语言差?和价值观差?均对访港外国

旅客人次的影响方向都不变，且相比基准回

归数大小变动不大，这
/

明基准回归的结

论具有稳健性。

表
F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数

　　　　　　　　　语言差?　　　　　　　　　 　　　　　　　　　　　　　　　　　价值观差?　　　　　　　　　　　　　　　

RDE

Z""*%7 e;9

R<E

QS

RFE

!B

RGE

!B

RHE

Z""*%7 e;9

RIE

QS

RNE

Z""*%7 e;9

RLE

QS

RME

!B

RD=E

!B

RDDE

!B

;K

(

D8H<N

r r r

D8IHI

r r

<8=<<

r r r

D8LD<

r r

D8ILL

r r r

D8NLG

r r

D8H<H

r r r

D8HMF

r r

a

D8MDL

r r r

D8N<N

r r

R=8DNGE R=8NNHE R=8N<HE R=8NIDE R=8DIHE R=8N<GE R=8DNGE R=8NHNE R=8IM=E R=8N<GE

XK

(

a a a a

=8<==

r r

=8HDG

r

=8<=F

r r

=8GMH

r

=8NH<

r r

=8IGG

r r

=8I<D

r r

R=8=LDE R=8<NNE R=8=L<E R=8<LDE R=8F<GE R=8<NFE R=8<NNE

Je;

(

D8NN=

r r r

<8GLG

r r r

a

<8GMN

r r r

a a

D8NNI

r r r

<8FN<

r r r

a a

<8F<F

r r r

R=8DNFE R=8NLDE R=8NIIE R=8DNFE R=8NNNE R=8NGGE

*0Z:KZ

($

=8HMM

r r r

=8=HD a =8=HF a =8=HG

=8HI<

r r r

=8=<N

=8H<N

r r r

=8=<F a =8=HG a =8=HL a =8=HM

R=8=GFE R=8DDIE R=8D<LE R=8D<LE R=8=HNE R=8DDIE R=8=HLE R=8DDIE R=8D<LE R=8D<LE R=8D<LE

*0QJZT

($

=8GHM

r r

=8<MH =8<LD =8<LD

=8G=D

r

=8<M=

=8GFF

r r

=8<MD =8<L= =8<LD =8<LD

R=8<DHE R=8<=DE R=8<=FE R=8<=FE R=8<<=E R=8<=DE R=8<DNE R=8<=DE R=8<=FE R=8<=FE R=8<=FE

*0SgJ

($

=8=DL =8=FD =8=GI =8=GI =8=<L =8=FH =8=DF =8=FF =8=GN =8=GI =8=GI

R=8=<HE R=8=NHE R=8=L<E R=8=L<E R=8=<HE R=8=NGE R=8=<HE R=8=NHE R=8=L<E R=8=L<E R=8=L<E

*0KT9

(

a =8MGD

r r r

a =8<<F a =8DDF a =8DGG

a D8=NN

r r r

a =8NDD

a D8=LM

r r r

a =8NDN

a D8<FG

r r

a =8L== a =8L=G

R=8DGDE R=8HDDE R=8HDLE R=8H<=E R=8DGME R=8HIHE R=8DGNE R=8HI<E R=8HNGE R=8HIIE R=8HIFE

QWJS

(

<8=FM

r r r

F8=F=

r r r

F8=DD

r r r

F8=H<

r r r

D8MGG

r r r

<8NHD

r r r

<8=DI

r r r

<8L=G

r r r

<8FGL

r r

<8INH

r r r

<8N<I

r r r

R=8<FME R=8LHLE R=8LLFE R=8LILE R=8<G<E R=8LIFE R=8<G=E R=8LHLE R=8MGME R=8LHIE R=8LGLE

Tk

$

D8IH=

r

D8<M<

r r r

D8<LG

r r r

D8<LG

r r r

D8IIG

r

D8<MD

r r r

D8IF=

r

D8<M=

r r r

D8<LG

r r r

D8<LG

r r r

D8<LG

r r r

R=8LGFE R=8DMIE R=8DMHE R=8DMHE R=8LHHE R=8DMIE R=8LG<E R=8DMIE R=8DMHE R=8DMHE R=8DMHE

SXS

<==F

a =8ML<

r r r

a =8L<N

r r r

a =8L<N

r r r

a =8L<N

r r r

a =8MLL

r r r

a =8L<N

r r r

a =8MNL

r r r

a =8L<N

r r r

a =8L<N

r r r

a =8L<N

r r r

a =8L<N

r r r

R=8<IHE R=8=IFE R=8=I<E R=8=IFE R=8<IME R=8=IFE R=8<IGE R=8=IFE R=8=I<E R=8=IFE R=8=IFE

SXS

<==L

a =8=FN =8=<H =8=FG =8=FG a =8=<N =8=<N a =8=F= =8=<N =8=FG =8=FG =8=FG

R=8DMLE R=8=FGE R=8=FHE R=8=FHE R=8DMME R=8=FGE R=8DMIE R=8=FGE R=8=FHE R=8=FHE R=8=FHE

常数项
M8L=H

r r r

L8IMD

r

L8IFM

r

L8MDM

r

D=8MGN

r r r

D<8<ML

r r

DD8G<M

r r r

D<8G<L

r r

DN8L=F

r r r

DF8I=N

r r r

DF8ILM

r r r

RD8NMLE RG8LDNE RG8MFME RG8MI=E RD8LMNE RH8=NFE RD8LLLE RH8=NFE RH8H=FE RH8DFME RH8D<ME

观测值
NDM NDM NDM NDM NDM NDM NDM NDM NDM NDM NDM

Ｒ２ ０．６１２ － － － ０．６０３ － ０．６１５ － － － －

　　　注：括弧中数值
'

（按客源地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３３　?质性分析

这部分将总样本分
,

不同区域组（欧

洲组、亚太组、美洲组、非洲组），开展文化

差?效应的?质性分析。结果仅在亚太组

和欧洲组发现有意义的结论，详见表
G

。

;5

检验表明应选择
QS

，即方程（
<

）和方程

（
G

）。由表
G

可知，在亚太客源地中，共同

语言对访港外国旅客人次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βlD8L==，3 o =8=H

）。在欧洲客源地中，

价值观差?对访港外国旅客人次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βlD8=DD，3 o =8=D

）。具体而言，

相比
+

有共同语言的亚太客源地，与香港有

０９



共同语言的亚太客源地到访旅客人次将提

高
DL=8=d

。欧洲客源地与香港的价值观差

?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欧洲客源地访港旅

客人次将提高
D=D8Dd

。

表
G

　?质性分析结果

变数

　　　　　　　　亚太　　　　　　　　　 　　　　　　　　　欧洲　　　　　　　　　

RDE R<E RFE RGE

Z""*%7 e;9 QS Z""*%7 e;9 QS

;K

(

=8LHL

r r r

D8L==

r r

a a

R=8<<<E R=8MDGE

XK

(

a a

=8FFI

r r

D8=DD

r r r

R=8DHFE R=8<LHE

*0Z:KZ

($

=8GDD

r r r

=8DLM

=8MDI

r r r

a =8D=I

R=8=MHE R=8DN=E R=8DL=E R=8DHLE

*0QJZT

($

=8FDD =8DD= =8N=F

=8MDG

r r

R=8G=ME R=8FFLE R=8GH=E R=8GIGE

*0SgJ

($

a =8D=M

r r

=8=MN

a =8DF=

r r

a =8D<<

R=8=GFE R=8=MNE R=8=HFE R=8DNIE

*0KT9

(

a =8FGD =8GNH

a G8F=H

r r r

a <8INI

R=8F=ME R=8LIGE RD8HG=E RH8H=NE

QWJS

(

<8<GF

r r r

F8DGL

r r r

a a

R=8FLLE R=8MFFE

Tk

$

=8FMM =8HFD

<8NFI

r r

D8HGN

r r r

RD8DGME R=8GGFE RD8<LFE R=8<<LE

SXS

<==F

a =8H<H

a =8H<M

r r r

a D8<GG

r r r

a =8MG<

r r r

R=8FI<E R=8D<LE R=8FLNE R=8=NIE

SXS

<==L

a =8=LG a =8=<< a =8DGH =8=D<

R=8FDME R=8=HHE R=8FFGE R=8=IHE

常数项
M8=NL

r r r

<8LGN

FG8ILL

r r r

F=8D=L

R<8I<NE RI8DG<E RDF8DNLE RGM8MDHE

观测值
<FN <FN <NF <NF

Ｒ２ ０．６３０ － ０．３１５ －

　　　　　注：括弧中数值
'

（按客源地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 ｐ＜０．１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研究结论

基於
<==<a <=DL

年联合国世界旅?组

织《旅?统计年鉴》中
GN

个客源地对香港

的入境旅?人次等面板数据集，本研究?用

计量经济学方法系统探究了文化差?对香

港外国?客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

下：

其一，客源地与香港文化差?的不同类

型对香港外国?客流的影响不同。一方面，

语言差?和价值观差?是香港外国?客流

的
-

定因素，且分
)

表现
,

显著的抑制效应

和显著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宗教差?、

实践差?和正式制度差?不是香港外国?

客流的
-

定因素。

其二，语言差?和价值观差?在不同区

１９



域细分客源市场中的效应存在?质性。具

体而言，仅在亚太客源市场中，语言差?是

香港外国?客流的负向
-

定因素。价值观

差?则仅在欧洲客源市场中对香港外国?

客流有显著正效应。

４２　管理
)

示

上述结论表明，文化差?对香港外国?

客流的影响在文化差?的类型和不同地理

区域客源市场中具有较
5

的?质性。语言

差?属於“斥力因素”，价值观差?则属於

“引力因素”。具体而言，在选择香港作
,

旅?目的地时，过大的语言差?会引起外国

旅?消费者的不安全感，进而抑制其到访需

求。与此相反，价值观差?则会对让外国旅

?消费者心生往，激发其到访需求。这对

香港有两方面的管理
$

示：

其一，在开展全球旅?促销活动时，要

重点关注那些与香港在语言方面差?较小

和在价值观方面差?较大的外国客源地。

尤其是语言环境更相似的亚太外国客源市

场和价值观差?更大的欧美客源市场，应该

予以更多投入。

其二，在推进香港文化发展过程中，宜

?取宽的语言政策，以保护和促进语言的

多样性，营造多元化的语言环境。从青少年

抓起，坚定推进中国历史和文化教育，守住

香港价值观的文化之根，筑牢香港价值观的

民族底色。

４３　局限性与展望

受研究样本的限制，本研究未进一步就

香港外国过夜旅?者和一日??客两个群

体进行实证分析，也未深入探究文化差?影

响香港外国?客流的管道。未来一方面可

以综合联合国世界旅?组织《旅?统计年

鉴》和香港旅?发展局《香港旅?业统计》

的数据开展两类?客的细分研究。另一方

面，可以尝试从理论上剖析文化差?对香港

外国?客流的影响机制，?提供经验证据。

此外，宏观数据分析常常缺乏微观的观察和

访谈得到的洞察。将来如果能结合民族?

等研究方法，可能会得出关於文化差?对外

国?客流影响方面更
,

细和全面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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