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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介 

 

1. 選題動機 

近年來，澳門旅遊業的發展受到了社會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澳門經濟四大支柱之一，澳

門旅遊業，包括與其直接相關的行業，博彩業、酒店業、零售業、餐飲業等，占據了澳門 GDP

超過 90%的比重。自從 2004 前澳門賭權開放到現在，短短十年間，澳門的旅遊業有了翻天復

地的變化。各家賭場度假村像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遊客們人流湧動，絡繹不絕，深入到各個

大街小巷，完全打破了昔日澳門街的寧靜。十年間，澳門的整體經濟面貌煥然一新：一方面，

博彩業所帶來的巨額賭收為全社會帶來了滾滾財源，GDP 以年均超過 20%持續增長，人均工資

中位數提高了 3 倍，資本市場節節攀升；另一方面，房地產價格也上升了超過 20 倍，租金水

準上升了超過 10 倍，嚴重影響本地居民的生活。遊客的蜂擁而至主要是產生了供需方面的問

題，使得本來地狹人稠的城市從交通、住宿、購物方面更是供不應求，並滋生了一系列社會問

題。例如，旅遊博彩業的高薪使得全社會的就業結構嚴重偏向於與博彩業相關的職業，租金的

哄抬使得中小企業生存困難，關閘、交通運輸與新馬路一帶也響起了承載力的警報，嚴重影響

了本地居民的出行。 

近4個月賭收的同比下降已經為澳門整體的博彩及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敲響了警鐘。

的確，澳門旅遊業經歷了十年的高速增長，我們現在是時候需要重新審視，發現各種利弊因素，

適當調整及優化產業結構，這樣發展才得以健康並且持續。 

 

2. 研究問題 

澳門由於一向地少人多，但在過去十年其旅客量得到了高速的增長，作爲全世界人口以及

車輛密度最大的微型經濟體，大量湧入的旅客必定對整個城市的承載能力以及容忍程度提出了

挑戰本文。 

政府部門近來都努力的通過各種措施來分流旅客，舒緩承載力問題，如論區行賞，新馬路

人潮管制，活化舊區等，但似乎效果不太顯著，我們研究發現，住宿是制約澳門旅遊承載力的

最重要因素。原因是每逢節假日期間，澳門的酒店業平均价格都會翻好幾倍，遏制了相當一部

分人留宿的意向，而選擇即日來回。而短短幾個小時的停留時間又只夠旅客觀光遊覽新馬路大

三巴這些地標及周邊的賭場，並且匆匆的購物，而早出晚歸的出行模式也使得關閘在早上傍晚

被逼爆。因此，如果能讓旅客留澳時間加長，旅客才能夠有叫寬鬆的時間深度遊覽其他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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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的分流才會產生效果。 

首先探討旅遊承載力的三方面表現形式，從科學定量的方法客觀的表示出旅遊承載力問題，

然後通過引入制約旅遊承載力的關鍵因素之一的酒店業方面的指標，刻畫出與旅遊承載力的各

個因素的關係，諸如留宿旅客量，旅客消費模式，旅客平均留澳時間等。在通過計量經濟學方

法精確分析兩者的關係，最後提出相關建議。 

 

 

二． 旅遊承載力定義 

 

究竟一個城市的年均旅客總量達到多少才可以算作達到旅遊承載力上限？旅遊承載力達

到上限的問題主要是表現在什麽方面？如何提高旅遊承載力上限？這些問題都是現階段政府

需要解決的。直到現在，社會對旅遊承載力的定義還是相對模糊。以往的研究報告均是試圖通

過旅客人數問題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來從側面描述旅遊承載力，未免過於籠統和不夠全面。其實

要定義旅遊承載力，可以從旅客的角度為出發點進行分析。 

 

其實，一個旅客來到目的地城市旅遊不外乎就是要解決衣、食、住、行，吃、喝、玩、樂

方面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要使得住宿、購物、餐飲、娛樂、交通的需求達到一定的滿足程度。

從另外一方面,旅客對本地居民的影響也應該在可容忍範圍之内。這裡的可容忍範圍包括對地

理空間（交通、街道、口岸等）的被佔據程度，對道德文化信仰的衝擊，對風俗習慣的改變等。 

 

旅客任何一方面得不到足夠的滿足，或者對本地居民的影響超出了可容忍限度，都可以認

爲這座城市的承載力從某些程度上已經達到了上限。縱觀上述這麽多個方面需要滿足的需求，

結合本澳的現狀，我們不難發現住宿與交通的需求較容易出現問題，這無非就是受到了澳門地

少人多的先天因素所制約。因此，本文將會主要通過分析澳門酒店業的各項相關指標來定量表

達旅遊承載力問題。其實，旅遊承載力問題會分別通過環境因素、社會因素、以及經濟因素對

整個旅遊業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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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因素 

由於澳門地理面積較小，地理空間上的承載力反應比較敏感。這裡所說的地理空間承載力

可分為旅遊景區的承載力，交通網絡的承載力，生活設施的承載力（酒店、餐廳、零售商鋪等），

主要反映在旅客數量過高，造成一定地理空間裏的人口密度過大，使得在空間裏的正常活動受

到較大的限制。例如：每到新年節假日期間的關閘“逼爆關”現象，或者旅遊景點附近公共交

通工具的過度擁擠和過長時間的輪候，可以認定交通網絡的承載力達到上限；又如,每逢節假

日期間，新馬路大三巴議事廳前地一帶旅客過度集中，政府需要實行人員疏導措施，零售商鋪

内人頭湧動，嚴重影響旅客挑選購物的意願，特色小吃店鋪門口排隊過長等就可以認爲旅遊景

區達到承載力上限。這裡要説明的是，由於一個旅遊城市擁有多個旅遊景點，單一一個旅遊景

點達到承載力上限可以通過分流旅客到其他的旅遊景點，例如，現階段政府一直倡導把新馬路

大三巴一帶過於集中的旅客有效分流到媽閣、港務局一帶。旅遊局也在早些時候設計了四條論

區行賞的路綫，希望把有不同旅遊偏好的旅客疏導到各自喜好的景區。但是，我們並不能說只

要某一個景區的承載力沒有達到上限，就下結論整體城市的旅遊承載力沒有達到上限。這是因

爲各景區的旅客流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必須要存在適當的緩衝空間，好比電腦硬盤的各個分

區不能全部佔用，否則運行速度會非常慢。而且，承載力是否達到上限還會看社會因素和經濟

因素的影響。木桶效應，說的就是整體承載力是由承載力最小的那個因素所決定。除了地理空

間上的承載力，對於能源的消耗大增以及環境污染排放的增加都應該計算在内。從下圖我們可

以輕易看出澳門的空氣質量在 2010 年開始有了顯著的下滑，而用電量在過去十年卻是節節攀

升，這多多少少和旅客量的大增有一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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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統計暨普查局 

圖1: 路邊監測站錄得空氣質量 

良好日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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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因素 

承載力在社會因素上的體現主要通過旅客以及本地居民的心理承受容忍度所呈現的。從本

地居民的角度出發，由於旅客的到來，與旅客風俗、習慣和素質上的差異打破了原有的生活規

律，使得對旅客產生一種排擠、憎恨的心理感覺。當然，不同職業、地理位置、生活方式的居

民的心理承受容忍度會有很大差異。例如，從事酒店、零售行業的居民會有比較高的心理容忍

度，這是因爲他們從旅遊業得到的直接獲利較大；相反，從事市政建設、環境衛生維護方面的

居民會有較低的承受力。此外，在大三巴一帶生活的居民會受到較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噪音

的滋擾與出行的不便，這一帶的居民也會有較低的承受力。由於本地居民對旅客存在著抱怨，

其反應會多多少少影響到整個城市的旅遊形象，從而進一步加劇與旅客之間的包頓，社會治安

就會受到影響。例如，由於出租車的數量限制以及新馬路一帶旅客的大量集中，每到節假日，

出租車司機經常會坐地起价或者拒載；又或者，本地區居民在語言或行爲上都會表現出對旅客

的排擠，這些因素將會嚴重影響城市的旅遊形象。香港近日的所謂“驅蝗行動”正説明了這一

點。從旅客的角度，由於與本地居民的溝通上會出現不愉快經歷，各種爭執糾紛就會陸續產生。 

 

3） 經濟因素 

主要是通過各項經濟指標得以反映。如果一個城市達到了旅遊承載力上限，會普遍在不同

地方產生供不應求的現象。 

 

i. 與旅遊相關的物價指數出現異常的增長，而這些增長在各個重要假期尤爲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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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全澳用電量 

用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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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左圖可以看出，自從 2003 年第三季度開始，旅遊物價指數已經有上升的趨勢，

在 2010 年開始更開始大幅增加，三年間升幅更達到了 50%，從 100 點基數快速上升到了接近

150 點，之後更呈現出了較明顯的季節性變化。從上右圖的旅遊通脹率可以清楚地看出旅遊物

價指數的季節性波動情況，通常是在第二季度呈現出負增長，而第四季度的增長會比較迅猛。

不難看出，第四季度與翌年第一季度分別正值聖誕與農曆新年假期，旅客會出現大幅增長，購

物住宿需求急劇上升，從而推高旅遊物價指數。其中，旅遊通脹率在 2012 年第四季度更達到

了 10.9%，而在翌年第一季度，旅遊物價指數依然維持在較高水平，知道第二季度才出現明顯

下滑，出現 6.2%的負增長。 

 

 

 

ii.  

各項與旅遊相關的物價指數會大幅上漲，其中酒店業、餐飲業以及零售業的物價指數上漲會

較爲顯著。另外，貨物進口方面，某幾類旅客較熱衷於購買的零售商品的進貨量會大幅增加。

就業方面，與旅遊直接相關的行業（酒店服務業、零售業以及餐飲業）會出現失業率過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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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旅遊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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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旅遊通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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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各地旅客數量（百萬） 

中國大陸 

香港 

台灣 

其他 

資不足的現象，其反映會是出現相關行業工資的連續上漲，但我們必須要區分工資的上漲是由

於企業盈利的增加而分紅，還是純粹為了吸引勞動力。如果是前者，只是説明了行業的繁榮暢

旺；相反，如果是後者，就證明了行業出現了用工荒現象，勞動力達不到企業的需求量。 

 

三． 澳門旅客及酒店業主要指標分析 

 

1. 旅客特徵分析 

從左圖的每季總旅客量可以看出，過去 14

年間，旅客呈現綫性增長的趨勢。其中在 2003

年第二季度和 2009 年第二第三季度出現明顯的

負增長，是分別由於受到非典和全球金融風暴的

影響。在最近的三年間，每季的旅客接近 800 萬

人次，增幅開始放緩，並且呈現季度性波動。 

 

如果把旅客分成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

灣和其他地區，我們可以看出，在 2003 年之

前，以香港旅客居多，每季平均達到 120萬人

次，占總體旅客量的 60%左右。但從 2003 年

開始，由於大陸開放個人赴港澳自由行項目，

致使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激增，到 2008年金

融風暴前夕已經達到了每季度超過 400 萬人

次，到 2013 年已經達到每季度 500 萬人次，

佔比也升到 60%以上水平。至於臺灣與其他地

區的旅客一直維持在每季度 100萬人次以下水平。從過往幾年各地旅客佔比我們還可以看出，

香港和台灣的旅客的比例在逐漸縮小，而其他地區旅客的比例有輕微的上漲，顯示出澳門旅遊

業的國際化程度在逐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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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各地區旅客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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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每季總旅客數量（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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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統計暨普查局 

如果比較 2001年與 2013年各地旅客的佔比，我們就可以非常直觀的看出，以前澳門的旅

客以香港人居多，而現在的旅客確實以大陸旅客居多。 

 

至於季節性波動問題，

我們發現過去幾年的季

節性波動比較明顯，左圖

2013 年之後每月的旅客

增長率可以看出，旅客數

量在 7月和 8月呈現出大

幅的增長，均超過 10% 

水平，而在隨後的 9月份會突然下降超過 20%，表明進入了淡季。如果比較大陸旅客的增長率，

我們不難發現大陸旅客的增長率和總體旅客的增長率非常的相似，反映出大陸旅客的變動是主

要的因素。7、8 月份正值大陸學生的暑假期間，因此旅客人數大增。令人驚訝的是，在傳統

的聖誕以及農曆新年期間，旅客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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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B: 2013年各地旅客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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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旅客增長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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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酒店業相關的數據分析 

 

從上圖（10）的各類物價指數變化趨勢可以得出，從 2000年至 2010 年，各類物價指數都

維持在一個較爲相似的趨勢穩步上升，但直到 2010年，住宿類物價指數出現了比其他所有類

的物價指數都要急速的上升趨勢，而且，在這段時間裏，旅客的數量也處在穩步上升的階段，

由此可見，住宿的價格急劇上升時由於嚴重的供不應求所導致的。換句話說，住宿因素可以被

認定為影響旅遊承載力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由於酒店業是整體旅遊承載力的最敏感也是最短

板的指標，我們需要對澳門的酒店業做一個具體的分析。從上圖（11）我們不難看出，過於

14 年間斷，不過夜與過夜旅客佔比位置在 1比 1左右，有輕微的上升趨勢。而臺灣旅客不過

夜旅客有穩步的下降趨勢，從 2002年超過 90%不過夜旅客一直下降到 2014年的低於 60%，這

得益於澳門旅遊資源的開發與多樣性。另外，香港旅客不過夜比例也一直維持在 50%沒有太大

變化。至於大陸旅客，2002 年之前一直維持 10%左右的不過夜率，換句話說，就是有 90%的大

陸旅客選擇過夜，而從 2003年開始，不過夜旅客開始急劇上升達到超過 40%水平，這是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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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各地不過夜旅客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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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各類旅遊物價指數 
總指數 

食品及煙酒 

衣履類 

住宿類 

餐飲類 

交通及通訊類 

藥物及個人用品類 

娛樂及文化活動類 

雜項物品 



12 
 

當自由行政策開放後，旅客可以選擇“三個月内多次往返”簽註，因此他們更偏向於當天往返，

相信其中廣東的旅客佔了絕大多數。 

 

從上圖（12）我們可以看出入住五星級酒店的旅客的平均逗留時間在 2012 年之前普遍維

持在 1.8 天左右，可是在 2012 年之後又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之後維持在 1.5 天左右，總體

來説其波動性變化趨勢較大。相反，入住二、三、四星級酒店的旅客的逗留時間受外界因素影

響的變化比五星級酒店要小，過去 14 年裏基本維持同意水平。縱向比較不同級別酒店的住客

逗留時間可以發現五星級酒店的逗留時間最長，最短是二星級酒店。 

由於五星級酒店住客的逗留天數受外圍因素的影響彈性較大，我們嘗試通過散點圖的形式

把它與酒店的價格指數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從圖（13）中的趨勢綫中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關

係成負相關，表示酒店價格越高，住客的逗留天數就會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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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住客平均留宿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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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五星級酒店旅客平均逗留天數與價格指數關係 (2009-2014: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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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我們把酒店價格指數與總體的旅客中不過夜旅客的比例放在一起的時候，就會發現兩

者呈現明顯的對數型正相關關係。當價格指數在較低水平開始上升時，不過夜旅客的上升速度

較快，顯示出較爲敏感的彈性。 

但是，當價格指數已經維持在較高水平而繼續上升的時候，選擇不過夜旅客的比例的上升

速度開始減緩。我們對此的認爲是，當價格水平從較低位開始上升時，原居地較近的旅客，如

中國廣東省，可以較爲容易的不再選擇過夜，可是當價格已經達到高位並且繼續上升時，原居

地較遠的國際旅客難以選擇不過夜的當天往返，因此此段區間彈性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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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酒店住宿價格和過夜旅客數目上升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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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不過夜旅客比例與酒店價格指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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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15）可以看出，近年來，澳門的酒店房價的增幅遠遠大於過夜旅客數目的增幅，

在 2013 年房價的增幅更達到了 160%，而過夜旅客的增幅祇有 60%，反映出嚴重的供不應求，

看出澳門的旅遊承載力已經難以應付日益增長的旅客數目。而不過夜旅客比例的上升説明相當

一部分旅客已經不堪承受酒店的高房價，過夜旅客的平均逗留時間不足兩天也進一步説明了酒

店供應量的嚴重不足導致房間價格脫離可承受的範圍。從中可以看出，酒店業的供不應求近年

來已經成為了影響旅遊承載力的最主要因素。如果酒店的因素不能夠很好的解決，從某些方面

並不能夠很好的解決澳門的旅遊產業過度單一以及旅客的有效分流問題。主要原因是，由於過

高的酒店房價迫使一大部分的旅客只能選擇不過夜的方式。在較短的時間裏，旅客更偏向于只

遊覽最具代表性的景點大三巴，和集中于新馬路一帶購物。相反，如果酒店房價趨向於可接受

範圍，旅客會更願意花時間在澳門停留，這就為旅客到別的文化遺產景點遊覽提供了充足的時

間，有利於實現有效的旅客分流。 

 

四． 旅客量趨勢預測以及留宿旅客與酒店價格指數的關係分析 

 

爲了科學精確的研究出旅客量以及酒店業指標的關係，以及科學預測出旅客量，我們有必

要運用高級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做出回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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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酒店平均房價比較（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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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澳門酒店業的各項相關指標來定量表達旅遊承載力的問題上，我們主要關注的是澳

門酒店的入住價格與澳門的旅客數量之間的關係。由於內地與香港的學生暑假集中在 7-8月份，

澳門旅遊業會在 7月，也就是第三季度迎來旺季，而由於中國傳統節日——春節，是在 1-2

月份，也就是說澳門旅遊業的淡季通常是在第一季度。因此，我們在分析旅客數量與住宿類價

格指數之間的關係時，需要添加虛擬變數 Si,i=1,2,3 來控制季節因素對旅客數量的影響。當

使用的是第一季度的數據時，S1=1,s2=0,s3=0，否則 S1=0，當使用的是第二季度的數據時，

S1=0,S2=1,S3=0，否則 S2=0，當使用的是第三季度的數據時，S1=0,S2=0,S3=1，否則 S3=0，

當使用的數據是第四季度的數據時，S1=0,S2=0,S3=0。 

線性模型與最小二乘法 

  我們運用線性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來研究入境旅客數量與酒店的入住價格之間的關係。 

   

TOTAMTt = C + β1*APIt +β2*S1+β3*S2+β4*S3+Ut   t=1,2,3,„„55    (1) 

 

  TOTAMT代表入境旅客總數，C代表線性模型中的常數項，API代表的是住宿類的入住價格指

數。β1, β2, β3, β4分別是 API, S1, S2, S3 的係數，Ut代表觀察不到的誤差。 

運用線性模型對數據進行模擬的結果是 

TOTAMTt = 1211038 +39978.40*APIt  -146538.5*S1 +355936*S2 +709259*S3  

   (448620.4) (3590.501)    (363380.8) (375442.2)  (370192.3) 

(2) 

括號內的數值表示的是每一個係數所對應的標準差。 

 

 

   
    變量 係數 t-值 

   
   C 1211038. 2.699472 

API 39978.40 11.13449 

S1 -146538.5 -0.403264 

S2 355936.0 0.948045 

S3 709259.7 1.91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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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 0.714273  

   
   圖表一 

 

在圖表一中，第一列展示的是線性模型中所用到的變量，第二列則是每一個變量所對應的係數，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 C是常數項，因此在做回歸時，係數的值即為 C的值，第三列給出的是每一

個變量的 t值。t值是用來判斷我們估計出來的係數是否顯著得不同於零，即係數的顯著性的

一項參數。如果一項係數的估計值顯著地區別於零，那麼我們說這項係數是顯著的，否則這項

係數則是不顯著的，而通常我們是不能直接用估計出來的係數的值來判斷係數的顯著性的。最

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係數的標準差δ。在計量經濟學中，我們認為正常情況下，係數的真實值位

於估計值的兩個標準差範圍之內。比如說某個係數的真實值為β，我們用線性模型估計出來的

值為 ̂，那麼在 95%的情況下，真實值是在區間[ ̂ -2δ, ̂ +2δ]之內。而當標準差比較大時，

這個區間就有可能包含零這個數值，也就是說真實值有可能為零。因此，僅僅考慮係數的估計

值的大小來判斷真實值的顯著性是不夠的，我們要藉助另一種方法來進行判斷。t值的計算方

法是 

ˆ 0
t






           (3) 

從公式中可以觀察到，當係數的估計值 ̂ 越明顯大於標準差δ時，那麼 t值則會越大，也就是

說係數的真實值β越顯著。我們通過查表可以得知，在 t >1.9的情況下，可以認為係數的真

實值是顯著的。 

從圖表一中我們可以觀察到 API的係數比較大，數值為 39978.4，而且從 t值來看，係數十分

顯著，這表示入境旅客數量與住宿類的價格關係十分緊密，API每上升一點，入境旅客數量就

會增加約 39978 人，而從 S1，S2，S3的係數來看，只有 S3的係數比較顯著，這表示，第三季

度的旅客數量明顯不同於其他三個季度的旅客數量。第三季屬於澳門的旅遊旺季，與第四季比

較，旅客數量高出將近 70萬人次。圖表一的最後一行給出的 R2表示的是模型的擬合程度，R2

的值越接近於一表示擬合程度越好。我們得到的 R2的值為 0.714273，這表示模型的擬合程度

是比較好的。 

模型缺陷與修正 

  運用最小二乘法對時間序列數據做線性回歸需要滿足 5個假設條件。 



17 
 

線性模型： 

tttt uxxy  22110    t=1,2,3,.......      (4) 

A1 弱相關性：假設有一組時間序列數據{Xt}，這組數據若滿足當 t=1,2,3,...時 

ttt exx  1          (5) 

且 1 ，{ te }為隨機獨立變量，即 

0h,0),( htt xxCov         (6) 

則這組數據是弱相關的。 

  線性模型(4)中的{ ty },{ tx1 },{ tx2 }都應滿足弱相關性。 

A2 當 t=1,2,3,...時，誤差的條件期望為零： 

0)(,0)( 21  tttt xuExuE 且        (7) 

也可以表述為當 t=1,2,3,...時，誤差項 tu 與變量 tt xx 21 , 之間的協方差為零： 

0),(,0),( 21  tttt xuCovxuCov 且        (8) 

A3 獨立變量之間不存在完全共線性： 

當 t=1,2,3,...時 

0,21  kkxx tt          (9) 

A4 同質性： 

當 t=1,2,3,...時，誤差項的條件方差為常數 

为常数且 2,1

2

22

2

11 ,)(,)(   tttt xuVarxuVar     (10) 

A5 誤差項沒有序列相關性： 

對所有的 st  ， 

0),(ov,0),(  ststst uuCxxuuE 即       (11) 

只有同時滿足上述 5個假設條件，才能運用最小二乘法得到有效的結果。 

  在線性模型與最小二乘法的分析中，主要存在兩個缺陷。 

Q1：獨立變數太少，只有酒店的入住價格指數 APIt與控制季節的虛擬變量 S1,S2,S3，使得 APIt

與誤差項 Ut之間存在相關性的可能性很大，即存在一個或多個 t，使得 

0)( tt APIuE ，即 0)( , tt APIuCov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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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滿足上述假設條件中的 A2當 t=1,2,3,...時，誤差的條件期望為零： 

0)( tt APIuE          (13) 

即 

0)( , tt APIuCov          (14) 

這個條件。這時運用最小二乘法對入境旅客數量與住宿類價格指數做線性回歸，所得的結果往

往會有偏差，因此我們需要用另一種方法來做線性回歸——二階段最小平方法(2SLS)。 

二階段最小平方法 

  線性模型 

ttt uxy  10         (15) 

如果 0),( tt xuCov ，那麼 

),(),( 10 ttttt xuxCovxyCov    

 ),(1 tt xxCov         (16) 

則 

),(

),(
1

tt

tt

xxCov

xyCov
         (17) 

假設 0),( tt xuCov ，那麼方程(16),(17)不成立，如果使用最小二乘法，那麼得到的係數 1 的

估計值 1̂ 則是有偏差的。因此我們需要選取一個與變量 tx 的有關聯同時又與誤差項 tu 無關的

變量 tz ，即 

0),(,0),(  tttt zxCovzuCov 且       (18) 

這個變量 tz 稱之為工具變量。 

用這個工具變量 tz 代替原來的變量 tx 來求係數 1 的估計值 1̂ ， 

),(),( 10 ttttt zuxCovzyCov    

),(1 tt zxCov         (19) 

),(

),(
1

tt

tt

zxCov

zyCov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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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結果才是有效的。 

  從成本的角度來分析，酒店與餐營業類從業人員的薪資水準與酒店的入住價格關係比較密切，

而本論文研究的是入境旅客數量與酒店入住價格的關係，酒店與餐營業類從業人員的薪資水準

對入境旅客的數量可以視作沒有直接的影響，與方程(1)中的誤差項 tu 沒有相關性。因此我們

將酒店及餐飲業類從業人員的平均薪水作為工具變數，運用二階段最小平方法來消除 ttAPI u與

之間的相關性。 

Q2：誤差項之間可能存在相關性，誤差項不能滿足假設條件 A5: 誤差項沒有序列相關性 

即對所有的 st  ， 

0),(ov,0),(  ststst uuCxxuuE 即  

誤差項{ tu }存在 

為隨機獨立變量ttst eeuu ,0,         (21) 

我們從方程(3)可以瞭解到，判斷係數的顯著性依賴於係數的標準差 。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計

模型(15)的係數 1 的標準差 

    211''1'
21

1 )()()()ˆ(ˆ  XXXuVarXXXVar      (22) 

),...,,(),,...,,( 2121 tt uuuuxxxX  ，其中 

.

),(..),(),(

....

....

),(..),(),(

),(..),(),(

)(

21

22212

12111






























tttt

t

t

uuCovuuCovuuCov

uuCovuuCovuuCov

uuCovuuCovuuCov

uVar     (23) 

如果誤差項 tu 不能滿足 stuuC st  ,0),(ov ，那麼標準差估計的精確度就會下降，從而影響 t

值的大小，判斷係數是否顯著的準確性會因此下降。因此對誤差相關性的檢驗和修正是十分必

要的。 

誤差相關性的檢測與修正 

  在本論文中，假設這種誤差相關性只存在於誤差項 tu 與其一階滯後值 1tu 之間，即一階誤差

相關性，那麼我們需要對這種誤差相關性進行檢測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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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量經濟學中，我們可以利用杜賓-沃特森檢驗來檢測是否存在誤差相關性。 

對一階誤差相關性的檢驗 

)1(2

ˆ

)ˆˆ(

1

2

2

2

1

















T

t

t

T

t

tt

u

uu

DW       (24) 

T 為時間長度， tû 為誤差項的估計值，可以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15)進行估計來得到。若 DW

接近於 2，即  接近於 0，那麼誤差項{ tu }不存在一階誤差相關性，否則這種一階誤差相關性

是存在的。 

  對一階誤差相關性的修正可以用差分的方法來進行。 

ttt uxy  10          (25) 

11101   ttt uxy         (26) 

由於 

ttt euu  1         (27) 

那麼  

ttt euu  1         (28) 

{ te }是隨機獨立變量，不存在一階誤差相關性，因此(25)-ρ(26)可以得到 

)()()( 111001   tttttt uuxxyy     (29) 

假設 ),(),(, 10001   tttttt xxxyyy   那麼 

ttt exy  
10         (30) 

再對方程(30)使用最小二乘法就可以得到無偏差的係數估計值。 

  值得注意的是，時間序列數據通常都不是若相關的數據，即數據不滿足假設 A1弱相關性： 

假設有一組時間序列數據{Xt}，這組數據若滿足當 t=1,2,3,...時 

ttt exx  1 ， 1  

也就是說，數據存在單位根： ttt exx  1 的問題，而要對這個問題進行修正就必須對線性模型

進行差分。但是我們在修正誤差相關性時，同時也對模型中的變量進行了差分，使得在原本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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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位根的數據變成了弱相關的數據，剛好滿足弱相關性這一條件。 

  通過杜賓-沃特森檢驗和單位根檢驗，我們發現模型(1)存在誤差相關性，入境旅客數量、酒

店的入住價格指數與酒店餐飲業類從業人員的平均薪水也存在單位根，因此對誤差相關性的修

正也是十分必要的。而在修正誤差相關性的同時，也修正了數據的單位根的問題。 

模型修正結果 

  運用二階段最小平方法和差分法對模型(1)進行修正，得到的結果是 

TOTAMTt = 2627173 +28800.89*APIt -157207.7*S1 + 65888.32*S2  

   (1752071)  (13637.29)  (114845.7)  (240443.3)    +533864.8*S3 

(273159.7) 

(31) 

 

    
   變量 係數 t值 

   
   C 2627173. 1.499467 

API 28800.89 2.111923 

S1 -157207.7 -1.368860 

S2 65888.32 0.274029 

S3 533864.8 1.954405 

AR(1) 0.853402 8.700676 

R2 0.935363  

   
   

圖表 2 

  圖表二中，變量 AR(1)指的是一階誤差相關性 ttt euu  1 中ρ，AR(1)的係數則是ρ的估計

值，我們可以看出 AR(1)項的係數為0.85，t值為8.7，係數非常顯著，這說明一階誤差相關性

很顯著，API的標準差在修正之前為3590，修正之後為13637，這說明修正之前的結果低估了

住宿類價格指數對入境旅客數量的影響的波動性。 

  研究入境旅客數量與酒店入住價格指數之間的關係的另一個重要的內容是預測將來的入境

旅客數量。本論文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來預測2014年的第三、四季度与2015年一、二季度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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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旅客數量。 

我們運用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發現，一個季度的旅客數量同時受到這一季度之前的一個季度的

旅客數量和兩個季度的酒店入住價格指數的影響。也就是說，影響旅客數量的不僅僅是酒店價

格指數，它還受到本身的影響。 

預測模型： 

TOTAMTt=β0+β1*TOTAMTt-1+β2*TOTAMTt-2+α1*APIt-1+α2*APIt-2+ Ut  (32) 

預測結果： 

 

TOTAMTt=217413+ 0.933785*TOTAMTt-1+0.004079*TOTAMTt-2-8392*APIt-1 

 (178928) (0.13343)    (0.14581)    (3619.75) 

+10915.33*APIt-2           (33) 

   (3757.63) 

    
    TOTAMT API 

   
   TOTAMT(-1)  0.933785  2.02E-05 

標準差  (0.13343)  (5.1E-06) 

t值 [ 6.99836] [ 3.99111] 

   

TOTAMT(-2)  0.004079 -1.55E-05 

標準差  (0.14581)  (5.5E-06) 

t值 [ 0.02797] [-2.79071] 

   

API(-1) -8392.001  0.80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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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三 

  圖表三中，TOTAMT代表的是當前季度的旅客數量，TOTAMT(-1),TOTAMT(-2)分別代表前兩個

季度的旅客數量，API代表的是當前季度的酒店入住價格指數，API(-1),API(-2)分別代表前

兩個季度的酒店入住價格指數。C為常數項。我們可以從表中觀察到，前一個季度的旅客數量

與前兩個季度的酒店入住價格指數的 t值的絕對值都超過了 1.9，說明這三個變量的係數是顯

著的，也就是說當前季度的旅客數量主要受到這三個變量的影響。 

2014年第三、四個季度与 2015 年一、二季度的入境旅客數量 

季度 預測區間 可信度 

2014/3 [8102447,10175285] 95% 

2014/4 [8360032,10508358] 95% 

2015/1 [8543688,10721075] 95% 

2015/2 [8703686,10919577] 95% 

 

  對澳門未來的入境旅客人數的分析與預測對澳門旅遊業的規劃與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它可以讓我們用一個宏觀的角度來審視澳門旅遊業的發展速度。但入境旅客人數是一個比較寬

泛的概念，並不能充分體現澳門旅遊業的變化動向，因此僅僅依靠入境旅客人數來審視澳門旅

遊業的發展顯然是不夠的。我們認為澳門旅遊業的主要影響因素，即酒店業的價格指數變化，

標準差  (3619.75)  (0.13754) 

t值 [-2.31839] [ 5.84719] 

   

API(-2)  10915.33 -0.012311 

標準差  (3757.63)  (0.14277) 

t值 [ 2.90484] [-0.08622] 

   

C  217413.0 -4.341309 

標準差  (178928.)  (6.79853) 

t值 [ 1.21508] [-0.63857] 

R2 0.949201 0.85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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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過影響入境旅客在澳門的留宿率進而影響旅遊業的發展。接下來我們對澳門酒店業的價格

指數變化與入境旅客的留宿率進行分析。  

  我們運用線性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來分析酒店業的價格指數與入境旅客留宿率之間的短

期與長期關係。 

短期模型 

ttt APISRatio   *10       (34) 

其中， 1 ttt APIAPIAPI 是酒店業價格指數差， 1 ttt SRatioSRatioSRatio 為入境旅客留

宿率差， 0 為常數項， 1 為 tAPI 的係數， t 為隨機誤差項。通過對時間序列   tt SRatioAPI ,

進行單位根檢驗，我們發現序列   tt SRatioAPI , 存在單位根，但序列   tt SRatioAPI  , 不存在

單位根，因此該短期模型是有效的。 

 

長期模型 

TtuAPISRatio ttt ,...,1,*10         (35) 

其中， tAPI 是酒店業的價格指數， tSRatio是入境旅客留宿率，T 為時間長度， 0 是常數項， 1

是 tAPI 的係數， tu 為誤差項。 

  由於線性模型(35)是基於時間序列的模型，因此時間序列是否具有平穩性則是模型是否有效

的前提，在對短期模型(34)的單位根檢驗中，我們發現序列   tt SRatioAPI , 存在單位根，那麼

長期模型(35)只有在滿足存在協整性的條件下才是有效的，因此我們需要運用協整性檢驗來驗

證線性模型的有效性。 

換句話說，若線性模型(34)中的誤差項 tu 不存在以下關係 

ttt euu  1          (36) 

那麼該線性模型則是有效的，而且該模型可以反應酒店業價格指數與入境旅客留宿率的長期關

係。 

  運用數據對模型進行模擬的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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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模型模擬 

TtAPItioaSR tt ,...,2,*
)10*67.8(

10*76.2

)10*595.1(

10*279.1
ˆ

5

4

3

3













    (37) 

方程(37)中酒店業價格指數的估計係數 1̂ 的 t 值 218.3
10*67.8

010*76.2
5

4

ˆ
1










t ，即 1̂ 是顯著區

別于 0的，即酒店業的價格指數與入境旅客留宿率在短期來看是呈現負相關的關係，两个季度

之间的酒店業價格指數之差上升 100，那么这两个季度的入境旅客的留宿率之差則會下降

2.76%。 

長期模型模擬 

TtAPItioaSR tt ,...,1,*
)10*07.1(

10*89.5

)010910.0(

553935.0
ˆ

4

4






    (38) 

我們對這一估計結果做協整性檢驗得到 

ttt euu  1          (39) 

並不存在于這一模型中，因此可以說該模型是有效的，並且反應了店業價格指數與入境旅客留

宿率的長期關係。 

  從方程(35)我們可以看出，入境旅客留宿率的估計係數 1̂ 的 t值為 

251.5
10*07.1

010*89.5
4

4

ˆ
1










t ，因此 1̂ 是顯著區別與 0的，即酒店業的價格指數與入境旅客

留宿率在長期來看是呈現負相關的關係，酒店業價格指數上升 100，則入境旅客留宿率下降

5.89%。 

  從上述兩個模型我們可以得出，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酒店業價格指數與入境旅客留宿率之

間都存在著負相關的關係。而將長短期關係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很好地檢測酒店業價格指數與

入境旅客留宿率之間的長期關係對其的短期關係有多深的影響程度，即酒店業價格指數與入境

旅客留宿率之間短期的負相關有多少是來自於其的長期負相關，進而更全面的呈現酒店業價格

指數與入境旅客留宿率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運用誤差修正模型來進行估計 

TtuAPISRatioAPISRatio ttttt ,...,2,)*(** 110110      (40) 

其中 可以解釋為長期關係對短期關係的影響程度。 

  我們運用數據對誤差修正模型進行模擬，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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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APISRatioAPISRatio tttt ,...,2),*
)10*10.1(

10*85.5

)011081.0(

553684.0
(*

)051647.0(

105949.0

)10*84.8(

10*89.2

)10*601.1(

10*226.1
14

4

15

4

3

3




 











 

(41) 

從方程(41)中我們可以得出， 的 t值為 2051.2
051647.0

0105949.0
ˆ 


t ，即 ̂ 是顯著區別于 0

的，也就是說當前一期的酒店業價格指數與入境旅客留宿率之間短期的負相關有 10.59%來自

於上一期的酒店業價格指數與入境旅客留宿率之間長期的負相關關係。 

 

 

五． 相關建設性方案 

 

旅遊承載力問題現今的確是影響到澳門旅遊業長期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話題。各種指標，

包括酒店房間數目，關閘通關能力，公共交通設施運載力，商鋪租金，批發及零售業勞動力問

題等都會直接決定城市的旅遊承載力。現階段，旅遊承載力問題並不是一個究竟澳門能夠容納

多少旅客的問題，而是一個現階段哪些旅遊因素遇到了瓶頸的問題，如果能夠有效的解決這些

瓶頸，澳門能夠承受的旅客數量就會大增。而現階段所遇到的瓶頸主要體現在酒店數目未能夠

與旅客量相匹配，旅客過於集中在某些熱門的景點，關閘口岸通關未能夠應付日益劇具增的客

流以及整個道路運輸不堪重負。因此，以下舉措將會有效突破瓶頸，使得旅遊承載力問題得到

大大的舒緩。 

 

1）從前文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酒店因素是影響旅遊承載力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加大酒店建

設的投入顯得尤為關鍵。現時，澳博、美高梅等均在路氹城大力興建大型綜合度假村項目，

預計三年後將會創造超過 25,000个床位。相信能有效緩解五星級豪華酒店市場節假日完全

脫節的“海鮮價”。另外，政府也要加大經濟型酒店的建設，如早前有旅店業人士有意收

購并改建新馬路的一棟舊式樓房成經濟性旅店便是一個很好的開端。通過改建舊式的具有

中葡色彩的舊樓房變成經濟型旅館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大眾旅客住宿的需求，還可

以進一步發掘旅客深度旅遊，感受中葡文化的意欲。此外，也可以嘗試發展家庭型旅館，

讓本地居民與遊客之間有更多機會的交流。但應該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規，並且對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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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式旅館的本地居民提供一定的培訓，教會他們如何與旅客交往，化解文化習慣差異所

產生的矛盾。同時，也要加大力度打擊非法旅館，為旅客構建一個安全的旅遊環境。 

 

2）切實做好旅客分流的措施。旅遊局推行的論區行賞四條路線為旅客分流提供了一個框架。

但還應該進一步優化路線一帶的旅遊資源，才可以真正有效吸引旅客。首先，政府應該重

整舊區一帶的交通環境，對過窄街道實行車輛交通限制，並且優化行人過路設施。然後，

要對各個商鋪進行重新規劃，保持原有的特色老店，另外需要引入貼合旅客需求的餐飲、

購物時尚的商鋪。還要對商鋪進行硬件和軟件設施的整改，一方面進行零售業從業人員的

再培訓，另一方面，對老店進行適當的翻新。之前，只以各個餐廳為目標的“星級旅遊服

務計劃”應該進一步推行到各個零售商鋪。並且對一些經營困難的文化創意類商鋪要進行

一定的資助。另外，要加大力度培養合符標準的導遊，並且組織遊覽團由專門的導遊帶領

遊覽各條線路，讓旅客對文化遺產景點有深入的了解認識。同時，應該通過移動互聯網 apps

開發電子導遊軟件，并加強旅客與軟件之間的互動。例如，當旅客到達景點時，可以掃描

景點的二維碼獲得相關的詳細信息，並且記錄旅客的到達信息。當旅客能夠把整條路線的

所有景點都遊玩完畢并通過知識問答環節就可以到指定地方換取消費券。此外，通過移動

軟件搜集旅客到達信息也提供了統計數據來源用作以後的研究以及旅遊資源的再優化。 

 

3）進一步優化各個通關口岸的通關設施，適當延長通關時間，簡化通關程序，提高通關效率，

並且進一步增加通關通道。在道路交通方面，應該優化的士以及巴士的數量以及線路。通

過信息化手段，實時調整出車頻率或者線路。 

 

4）實行區域合作。充分利用好橫琴便利的通關，廣珠城軌、武廣高鐵以及港珠澳大橋的相機

落成，實行粵港澳三地旅遊業的區域合作，推行一程多站的旅遊模式，加大澳門與橫琴，

以及香港，尤其是大嶼山東湧一帶的旅遊合作，促進三地旅遊業的共同繁榮。 

 

六． 結語 

 

旅遊承載力是一個多角度、多方面的問題，需要一個城市作出多方位的考量，包括從基礎

設施建設，交通安排，旅遊行業從業人員，旅遊資源分配等，任何一個方面出現了問題都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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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制約了旅遊承載力的增強，而旅遊承載力出現問題的表現也是多方面的，有環境方面、社會

方面以及經濟方面。從上文的統計分析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出，現階段，影響澳門旅遊承載力的

最顯著因素就是酒店住宿的嚴重供不應求，這不但限制了來澳的過夜旅客人數，過高的價格也

大大縮短了過夜旅客的留澳時間，這並不利于優化旅客質量，以及發展旅客的深度旅遊，並且

達到旅客分流的效果。的確，現階段，澳門所謂的旅遊承載力問題還沒有達到整體城市的承受

限制，只是局部某些方面的短板產生了一定的制約，旅客的分流是現階段政府必須要加大力度

的地方。因此，雖然政府目前正在實行一定程度的旅客限制措施，包括縮短護照過境的期限，

自由行的多月一簽等，但最重要的是要有效優化旅客，增加旅客的留澳時間，提高旅客的旅澳

質量，這就需要從軟硬件多方面的著手。如果順利克服現階段的瓶頸，澳門的旅遊業將會邁入

新的階段，重新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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