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和新兴

旅游目的地国，其海外移民具有融通中外、连接东西

的优势，已然成为推动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主体。

本文以中国海外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 2010—

2019年全球 6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数理统计分析

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分析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

旅游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的多元差异。结果表明：

①中国海外移民显著促进了入境旅游发展，中国海外

移民规模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越显著。②移

民国属性和旅游者特征使得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

的影响表现出显著非对称性。③中国海外移民在高经

济发展水平、低文化产业实力的移民国，更易发挥影

响力，推动入境旅游发展。④中国海外移民对不同性

别、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发挥的旅游影响

力存在差异。本研究尝试“以人为媒”，探讨海外移民

对入境旅游影响的多元差异，客观解读其多元关系，

为促进国际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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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As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of emigrants and emerging tourist destination, China's overseas emi‐

grants the West, and have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This article takes Chinese overseas emigra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nstructs panel data from 6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rom 2010 to 2019, and uses methods such as mathematic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bidirec‐

tional fixed effects models to analyz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Chinese overseas emigrants have signifi‐

can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and the larger the scale of Chinese overseas emigrants,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promoting effect on inbound tourism. 2) The attribut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make the impact of Chinese overseas emigrants on inbound tourism exhibit sig‐

nificant asymmetry. 3) Chinese overseas emigrants are more likely to exert their influenc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in countries with high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w cultural in‐

dustry strength. 3)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tourism influence exerted by Chinese overseas emigrants on

touris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ges, and typ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differences in the im‐

pact of overseas emigrants on inbound tourism through human media,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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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衡量国

家旅游竞争力的重要指标[1]。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次达 1.45 亿，居全球第二，已成为世界

第四大入境旅游目的地国。但从出入境旅游发展对比状况

看，2018 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已超过入境旅游人次；从中

国旅游服务贸易逆差看，旅游业已成为中国国际贸易最大

漏汇行业。入境旅游人次和旅游外汇收入均出现双逆差现

象[2]，加之面临国际公共安全事件、贸易摩擦与文化冲突等

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已经严重影响了新发展阶段的国家

形象。如何促进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成为一项重要议题[3]。

国际移民是一种涉及人口流动与迁移的重要社会现象。

据《世界移民报告 2022》显示，截止到 2020年，全球国际

移民规模达到 2.81 亿人，其中中国迁出移民约 1000 万人，

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如此庞大的中国海外移民规模

对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

影响。其作为国家之间交流的纽带、沟通的桥梁，在建构

国家形象、推动民间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研究表明，

中国海外移民在国家交往中能促进国际贸易往来和跨文化

交流，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增加国外民众对中国真实

国家形象的了解[5]，带来积极的旅游溢出效应[6]。在多因素

综合作用的复杂背景下，研究中国海外移民是否真正促进

入境旅游的发展，探讨影响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主体，

有助于破解中国入境旅游逆差困境。

国家形象主要指和某一个特定国家相关的地理、政治、

经济、文化等综合方面，经过国际公众复杂的心理过滤，

最终形成的高概括性、强稳定性的主观性印象[7]。宏观来

看，国家形象不仅与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互动、科技

交流、外交政策有关，还直接影响国际旅游吸引力[8]。传递

真实国家形象已成为推动入境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9]。

其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特质等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

内容[10]，因此进一步探析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是

否存在因国家经济与文化实力水平的不同而导致的异质性。

微观来看，不同特征的旅游者在生理特性、心理状况、购

买经验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旅游行为[11]。面

对同一影响因素，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会因旅

游者性别、年龄、类型的差异产生异质性[12]。纵观以往研

究，学术界目前尚缺乏关于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影响

的系统性成果，未能全面有效地检验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

旅游影响及其异质性。本文尝试回答以上问题，为新时代

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2 理论基础与假设研究

2.1中国海外移民与入境旅游

入境旅游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结果，当前国内外

对入境旅游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就影响因素来看，

学界普遍认为经济发展程度[13]、双边贸易水平及贸易协

定[14,15]、文化距离[16]及地理距离[17]、人口规模[18]及旅游者特

征[19]等都会对入境旅游产生显著影响。随着研究深入和聚

焦，因海外移民具有在地化、流动性和跨国性的特征，其

在入境旅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成为学界与业界新的关

注点。

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善双边制度

差异、消除双边信息不对称、弥合双边文化距离，以降低

双边国家旅游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发挥了“桥梁媒介”作

用。Seetaram[21]利用澳大利亚 15个主要市场的数据建立一个

动态需求模型，证实了相较于长期效应，海外移民对入境

旅游的短期促进作用较强；此外，海外移民还会在迁徙过

程中传播祖国文化，创建多元文化的景点，提高国家旅游

服务，以传递真实国家形象，促进入境旅游发展；Okafor

研究表明双边国家语言联系程度越高，文化交流互动越便

利[22]，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

假设：

H1：中国海外移民规模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

越显著

2.2移民国属性对入境旅游的异质性影响

不同国家由于社会发展背景差异，同一因素在不同国

家产生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别[23]。一是中国海外移民能显著增

强两国经济联系[24]，促进各领域经济要素流动[25]。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的国家，与中国发生经贸往来的可能性越大[26]，由

此衍生的商务旅游也随之增多[27]，从而发生“因商而游”的

概率就更大[28]。二是中国海外移民能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提

高文化认同。对入境旅游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家文化

产业实力对比会影响本国居民对外来文化的认同程度，进

而影响入境旅游[29]。中国海外移民作为中华文化的承载者和

创新者，其拥有的祖籍国文化和跨空间优势在传播中华文

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0]。与中国相比，弱文化产业

实力国居民与海外移民频繁接触了解中华文化，更容易建

立起对中国的独特情感联结[31]，形成“寻文而至”的认同

感[28]。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中国海外移民对入

境旅游的影响存在差异

H2b：在文化产业实力不同的国家，中国海外移民对入

境旅游的影响存在差异

2.3旅游者特征对入境旅游的异质性影响

旅游者个人特征的区分是理解入境旅游行为差异的重

要价值指标[32]。由于生理性别差异、年龄需求差异、出游类

型差异，旅游者形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有所不同。伴

随经贸往来与文化互动，海外移民的跨国活动会产生“因

商而游”与“寻文而至”的旅游者。但海外移民对入境旅

游的影响会因旅游者特征有所不同，并表现出相应的旅游

偏好[33]。其中女性旅游者对文化活动更感兴趣，男性旅游者

更注重商贸、政治参与活动[34]。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类型的

旅游者在旅游需求上也存在差异[11,35]。年长旅游者更倾向于

文化休闲、寻根觅祖的旅游体验。由于海外移民活动的经

济性和文化性，这部分旅游者更易受海外移民的影响。同

时由移民活动延伸出来的观光休闲与会议商务型旅游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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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假设框架

Fig.1 Hypothesis Framework

其关系更为紧密。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对不同性别的入境旅游者，中国海外移民对其产

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H3b：对不同年龄的入境旅游者，中国海外移民对其产

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H3c：对不同类型的入境旅游者，中国海外移民对其产

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3 研究区域、数据和模型构建

3.1研究区域

文章使用了联合国人口统计司公布的国际移民存量数

据，该数据以两两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量的 OD （origin-

destination） 矩阵格式展示。考虑到中国海外移民数据的可

获取性，同时尽量避免历史移民浪潮演变①对数据平稳性影

响，本文选取 2010—2019 年作为研究时段，同时进一步考

虑样本国家选取的合理性及代表性，剔除数据缺失严重和

中国海外移民人数小于 5000 的国家，最终筛选出 68 个国

家②。其中，非洲国家 10 个，亚洲国家 22 个，欧洲国家 21

个，拉丁美洲国家 13 个和大洋洲国家 2 个，形成非平衡面

板数据。其中 68国的中国海外移民总量占全球中国海外移

民总量的 82%，且中国主要入境客源国 （如缅甸、越南、

日本、韩国等） 均包含在内，兼具代表性与有效性。

3.2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本文旨在识别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沿用

相关学者的扩展引力模型[36]，结合本文研究对模型进行修

正，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LnYit = β0 + β1 LnX1it + β2 LnGDPit ± β3TGit ±

β4 LnCPIit ± β5 PSit + λ t + μ i + ε it （1）

LnYit = β0 + β1 X2it + β2 LnGDPit ± β3TGit ±

β4 LnCPIit ± β5 PSit + λ t + μ i + ε it （2）

其中，在模型 （1）（2） 中，LnYit 表示 t时期，移民国 i到中

国的旅游人次；LnX1it 表示 t时期，移民国 i的中国海外移民

存量；X2it表示 t时期，移民国 i的中国海外移民率；LnGDPit

表示 t时期，移民国 i的经济发展水平；TGit 表示 t时期，移

民国 i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LnCPIit 表示 t时期，移民国 i

与中国的相对价格指数；PSit 表示 t时期，移民国 i的国家安

全程度；λ t 为年份层面时间固定效应，μ i 为国家层面个体固

定效应，β0为常数项，ε it为扰动项。模型使用了国家层面的

聚类稳健标准误以缓解异方差问题。β1 为研究关注的核心

估计系数，预期方向为正。

（1） 被解释变量：对入境旅游的衡量，我国主要包括

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旅游人次两个指标。相比之下，

入境旅游人次来源于中国公安部的登记入境数据，能够精

准地表征出旅游流量大小，衡量入境旅游的发展水平[37]。因

此，选用各国入境旅游人次 （LnY） 作为被解释变量。

（2） 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两个指标衡量中国海外移民。

一是中国在各国的海外移民规模 （LnX1）。由于UNDESA数

据库每 5年统计一次官方数据，为保证数据平稳性，研究结

合统计区间内平均增长率，估算出样本区间的中国海外移

民规模。然而考虑到全球各国之间人口总数、国土面积差

异较大，为遵循研究严谨性，构建中国海外移民率 （X2）

作为第二个解释变量，即 t 年中国海外移民人口占移民国 i

人口比例值。本文从不同侧面量化中国海外移民，以期更

准确地考察中国海外移民效应。

（3）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①经济发展

水平 LnGDP，客源国人均 GDP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该国经济

发展水平，通常人均 GDP越高的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越

高，出游的可能性越大，用 2010年不变价美元的各国人均

GDP衡量[37]；②相对旅游价格LnCPI，相对旅游价格影响着

国际游客的旅游成本，当相对旅游价格偏高时，会抑制游

客的出行需求，或产生替代效应促使游客调整出行目的地。

使用客源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与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比值

作为其代理变量[38]；③政治稳定与社会保障 PS，学者们普

遍认为国家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居民的旅游需求，指

数越高，该国的安全程度越高，居民外出旅游的可能性越

高[39]；④对外开放程度 TG，双边贸易程度会影响国家的双

边旅游，通常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出境旅游需求越大，用

移民国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移民国 GDP的比重作为

代理变量[40]。

3.3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权威机构所发布的指标及

相关统计年鉴。其中，中国海外移民规模来自联合国经济

社会事务部人口统计司 （UNDESA），入境旅游人次的数据

来自于 2010—2019 年的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以访问者

为划分依据的 61个国家的游客入境中国的访问人次。控制

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LnGDP）、相对旅游价格 （LnCPI）、政

治稳定与社会保障 （PS） 以及对外开放程度 （TG） 均来自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及 WGI 数据库。为保证数据平稳性，

对量级较大的变量取对数，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 1%水平的

缩尾处理，具体指标及含义见表1。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基准回归

文章采用 stata17.0软件开展实证检验。实证前，研究检

验了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平均方差膨胀因子

（VIF） 为 1.94和 1.81。当VIF小于 5时，模型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说明变量间有较好的独立性。同时，Hausman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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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 F 值为 60.846，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使用随机效

应的原假设，固定效应更适用于本文的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调节，分别进行四组基准模

型回归 （表 2）。可以看出，列 （1）（2） 汇报了以中国海外

移民规模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 （3）（4） 汇报了以中

国海外移民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加入时间效应、

个体效应及相关控制变量后，其回归结果仍在 1%水平上显

著。就模型F值看，整体模型较好满足了线性假设；就回归

结果系数看，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均为正向，

符合现实情况；就拟合优度来看，相较于中国海外移民率

（R2=0.053），中国海外移民规模 （R2=0.442） 更好地解释了

入境旅游的变动情况，表现出较大的优越性，后文实证中

主要探讨中国海外移民规模带来的影响。整体来看，无论

是考虑中国海外移民的绝对规模 （β1 = 0.4658，p<0.01），

还是样本国家的人口数量与中国海外移民数量的相对规模

（β2 = 0.0223，p < 0.01），均能有效推动入境旅游的发展，

且中国海外移民规模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H1假设得证。

4.2稳健性检验

为尽可能缓解其他因素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干扰，本文

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稳健性检验 （表3）。

①改变时间窗。长时序数据更易包含其他干扰因素而影

响估计结果，参照李卫兵[41]等学者做法，本文缩短研究样本

研究时段以确保研究期间的稳健性。选取近五年 （2015—

2019） 样本国家数据作为研究期，得到的回归结果与基准

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本文研究结论仍成立。②排除极端干

扰值。极端值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如移民率数据低值国仅为 0.0050，而高值国可达 82.4325，

这无疑会使中国海外移民的效应受到影响。参照陈强远[42]学

者的做法，本文对各变量进行 3%的双边缩尾处理，处理后

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③缩小样本国家间移民规模的差距。在其他控制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以中国海外移民存量的均值为划分依据，将样本

国分为高移民国和低移民国，定义为实验组和控制组。使

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为高移民存量国家组匹配总体

特征最为相近的低移民存量国家组，效果良好 （图 2）。相

比基准回归系数，匹配后的结果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3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是实证模型难以规避的问题，通常内生性来源

表1 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变量名

入境旅游人次LnY

中国海外移民规模LnX1

中国海外移民率 X2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相对旅游价格LnCPI

政治稳定与社会保障PS

对外开放程度TG

N

670

676

676

670

660

680

659

Mean

11.3658

9.4751

3.4789

9.1500

4.8097

0.5018

0.1075

Sd.

1.9026

2.0120

9.7432

1.3333

0.2777

0.2876

0.1447

Min

7.1914

4.7274

0.0050

6.1393

4.5925

0.0095

0.0000

Max

16.3350

14.8800

82.4325

11.3898

7.9162

0.9952

0.9265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LnX1

X2

Control

Country FE

Year F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F

（1）

LnY

0.6275***

（22.9782）

NO

NO

NO

5.3967***

（20.3538）

666

0.4420

528.00

（2）

LnY

0.4658***

（11.6155）

YES

YES

YES

3.8978***

（5.8326）

638

0.9490

1620

（3）

LnY

0.0452***

（6.1849）

NO

NO

NO

11.1972***

（147.0118）

666

0.0530

38.25

（4）

LnY

0.0223***

（3.1282）

YES

YES

YES

4.0634***

（4.6006）

638

0.9330

1259

注：*p<0.1，**p<0.05，*** p<0.01；括号中为 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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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SM核密度匹配结果

Fig.2 Nuclear Density Matching Results

是联立方程偏差、遗漏变量及双向因果关系这三个方面。

于本文而言，双向因果关系是引发研究内生性的主要根源。

经前文实证发现，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但实际上，两者并非只存在单向影响渠道。中国入

境旅游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会反过来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在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往来，这种双边国家的交流会降

低国家间的信息壁垒，增加国家间的吸引力，进一步吸引

中国居民前往定居。因此，参照魏浩[27]及蔡栋梁[43]学者做

法，本文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4）。

表4 内生性检验

Tab.4 Endogeneity Testing

变量

L.LnX1

IEF

LnX1

Control

Country FE

Year F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Cragg-Donald Wald

F

Stock-Yogo weak ID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nY

0.6792***

（22.5963）

YES

YES

YES

-0.5755

（-0.3977）

573

0.5610

（2）

LnX1

2.4511***

（13.4745）

YES

YES

YES

7.2465***

（4.4034）

638

0.4450

（3）

LnY

0.6501***

（10.7800）

YES

YES

YES

-0.2573

（-0.1887）

638

0.5580

181.5620

16.3800

（1）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中国海外移民在调整移民国

人口结构、推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存在时滞性。为了缓解

双向因果关系，使用滞后一期的中国海外移民规模

（L·LnX1） 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进行检验，经过处理内生性后

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系数仍保持一致，在 1%的

水平上显著，证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 工具变量法 （instrumental variable analysis，简称

IV）。为尽可能规避内生性问题的干扰，研究利用 IV重新检

验模型。从中国的移民环境友好性角度出发构建工具变量，

参照《2018 年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发布的相关内容及数

据评分，根据中国移民指数对移民国进行分组，评分排名

越靠前的国家，其移民环境对中国居民越友好，中国居民

更倾向于到该国移居。中国移民指数主要从教育、移民政

表3 稳健性检验：改变时间窗、排除极端值、PSM

Tab.3 Robust Test: Changing the Time Window, Excluding Extreme Values, PSM

变量

LnX1

Control

Country FE

Year F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1）

改变时间窗

LnY

0.4312***

（9.4931）

YES

YES

YES

4.8673***

（4.2776）

314

0.9580

（2）

排除极端值

LnY

0.4995***

（12.5940）

YES

YES

YES

3.7952***

（3.5314）

553

0.9600

（3）

PSM

LnY

0.3576***

（5.4944）

YES

YES

YES

0.1822

（0.0540）

310

0.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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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海外置业、医疗系统的有效性等维度对移民国评选，

其移民友好性并不会对中国入境旅游产生影响。因此本文

选取的工具变量既满足相关性假设，又能较好的满足外生

性假设。综上，依据样本国家是否处在中国移民指数排名

前十③，对移民国分组并构建移民环境友好虚拟变量 （im‐

migrant environment friendly dummy variable，简称 IEF）。本

文在第一阶段中使用 Logit模型，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

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即存在相关性。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明显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显

著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在第二阶段，用第一阶

段得到的 LnX1 的预测值来代替实际的中国海外移民规模。

重新检验后发现，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中

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具有真实性与有效性。

4.4异质性分析

4.4.1移民国属性异质性

中国海外移民主要通过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对移民国

产生影响，但移民国区域间存在典型的发展非均衡态势，

尤其是较为明显的文化、经济差异。如欧美经济发达国家

不仅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步伐较快，文化实力较强，其旅游

业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

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44]，全

球国家 （地区） 旅游贸易重心也逐渐向亚洲移动，形成了

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旅游贸易市场[45]。中国海外移民对入

境旅游的影响是否在经济、文化不同的国家间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又因何而来，研究试图从宏观上理解中国海外移

民对入境旅游的多元影响 （表5）。

（1） 经济发展水平

纵观相关学者研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入境旅游的

影响呈正相关[46]，并且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的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参照冯学钢学者研究，以移民国 GDP总值衡量经济发

展水平，以其中位数划分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和低经济发展

水平国，分组检验。整体来看，无论移民国经济发展水平

如何，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也

佐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具体而言，相比于在低经济发

展水平国家 （β1 = 0.5251），中国海外移民在高经济发展水

平国家 （β1 = 0.5895） 更容易发挥影响力，对入境旅游的促

进作用更显著。即中国海外移民每增加 1%，在高经济发展

水平国家中入境旅游人次就会增加 0.5895%，H2a 假设

得证。

中国海外移民作为全球化产物，具有流动性和跨国性

优势，能推动两国密切经贸合作[47]。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

的贸易经济水平不如发达国家，尤其是服务业。金刚提出

对外旅游经济发展有助于构建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10]，推动

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对外国

际间的贸易壁垒较低，对内经济基础雄厚，中国海外移民

在移民国建立经济联系后，能促进资本、人才、旅游等要

素的有效配置，增加商务旅游需求；另一方面，高经济发

展水平国为中国海外移民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旅游产

品和服务抵达潜在旅游者所耗成本较低，降低了国家间的

信息壁垒，中国海外移民更容易传播旅游信息。加之经济

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居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对较高，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旅游消费需求。

（2） 文化产业实力

根据旅游动机理论，目的地文化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是

激发其产生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旅游

者的文化认同，国家的文化产业实力会影响当地居民对外

来文化的认同程度。参照刘壮[28]等学者的做法，本文以国家

上市文化企业的无形资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选取无形资

产总值排名前二十④的国家划分为高文化产业实力国，其余

为低文化产业实力国。由于在国家文化产业实力中，具备

一定规模的上市文化企业是最具代表性的内容，而无形资

产总值是其文化创新成果呈现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国家文

化产业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代理变量选取相对合理。

整体来看，无论移民国文化产业实力如何，中国海外移民

对入境旅游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相比高文

化产业实力国家 （β1 = 0.5790），中国海外移民在低文化产

业实力国家 β1 = 0.6244 更能发挥移民优势，对入境旅游的

促进作用更显著。即在低文化产业实力国家中，中国海外

表5 经济、文化分组回归结果

Table.5 Regression Results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Grouping

变量

LnX1

Control

Country FE

Year F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1）

高经济发展水平

LnY

0.5895***

（25.9381）

YES

YES

YES

2.2862

（1.3017）

333

0.7486

（2）

低经济发展水平

LnY

0.5251***

（9.1107）

YES

YES

YES

4.2733**

（2.3298）

305

0.2943

（3）

高文化产业实力

LnY

0.5790***

（21.1286）

YES

YES

YES

8.7686***

（3.3255）

178

0.8670

（4）

低文化产业实力

LnY

0.6244***

（15.4671）

YES

YES

YES

0.2302

（0.1484）

460

0.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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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每增加 1%，入境旅游人次就会增加 0.6244%，H2b 假

设得证。

人口跨境流动不可避免会产生文化壁垒问题，其背后

的文化隔阂是影响国家形象构建的主要因素。中国海外移

民在移民国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有助于弥合国家间的文化

差异，减少文化隔阂，构建中国真实国家形象。与高文化

产业实力国相比，低文化产业实力国文化内容和平台仍处

在不断发展阶段，对频繁互动的文化更易欣赏和理解。从

个体上看，移民国居民在频繁接触到中华文化后，如中国

海外移民带来的中餐、中医以及传统习俗，会加深其对中

华文化的理解[48]，产生文化认同。从国家上看，中国海外移

民在传播文化过程中会促进国家间的文化互动，建立起中

国与移民国的情感联结，推动入境旅游发展。

4.4.2旅游者特征异质性

旅游者一直是旅游学研究的主体，其特征差异通常在

旅游行为中表现出来。本文从入境旅游者性别、年龄及类

型出发，尝试理解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影响的多元差

异性。

（1） 性别

性别虽然作为生理上的固有特征差异，但其在旅游发

展中的重要性和适时性不断提高，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行为

决策过程。据此，本文利用相关入境旅游者数据进行分组

检验 （表 6）。整体来看，中国海外移民对不同性别的入境

旅 游 者 都 具 有 显 著 的 促 进 作 用 。 具 体 而 言 ， 男 性

（β1 = 0.4751） 比女性 （β1 = 0.4453） 更易受到中国海外移

民影响。即中国海外移民每增加 1%，男性入境旅游者就增

加0.4751%，H3a假设得证。

表6 不同性别分组回归结果

Tab.6 Results of Different Genders

变量

LnX1

Control

Country FE

Year F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1）

男

LnY

0.4751***

（14.4470）

YES

YES

YES

-10.1886***

（-3.9646）

188

0.6190

（2）

女

LnY

0.4453***

（14.6194）

YES

YES

YES

-16.2057***

（-5.4634）

187

0.6680

该现象可能的原因在于性别差异导致中国海外移民带

来的旅游吸引力不同[49]。随着时代发展，虽然性别印象的趋

同化不断加强，但其生理差异仍会在性别分工差异上体现

出来，并延伸至旅游领域。中国海外移民在移民国会促进

各领域要素流动，尤其双边经贸往来延伸出的会议商务旅

游随之增多。在此过程中，仍是以男性活动居多，即男性

更有机会往返于两国之间，开展入境旅游活动。此外，相

较于女性，男性旅游者出于自身情感倾向，更愿意选择能

发挥自身优势的会议商务旅游，并希望从中获得成就感。

（2） 年龄

年龄差异意味着生理特征、心理状况等方面的差异，

据相关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结构的旅游者在旅游选择行为

上有所差异[50]。据此本文利用相关数据检验中国海外移民对

不同年龄阶段入境旅游者的影响差异 （表 7）。整体来看，

中国海外移民对各年龄阶段的入境旅游者都具有显著促进

作用。具体而言，从各年龄阶段模型系数来看，中国海外

移民对 45—64 岁 （β1 = 0.4817） 入境旅游者的促进作用更

显著；其次是 65 岁及以上 （β1 = 0.4533） 的旅游者；最后

是 25—44 岁 （β1 = 0.4136）、15—24 岁 （β1 = 0.3112） 的旅

游者。即中国海外移民对各年龄段入境旅游者的影响存在

差异，H3b假设得证。

本文尝试对结果的差异性进行探讨。首先是 45—64 岁

的入境旅游者，从社会阶段来看，他们大多取得了一定的

社会地位，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积蓄，旅游也不仅是一

种娱乐，更是一种解压方式。周边国家 （地区） 已无法满

足自身需求，转而想寻求距离更远、吸引力更大的旅游目

的地。从社会环境来看，中国海外移民在移民国开展活动，

传播中华文化，并传递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并产生旅游吸

引力。这为该年龄阶段的旅游者开展入境旅游提供了契机；

其次是 65岁及以上的入境旅游者。从情感看，老年入境旅

游常与爱国主义和乡愁联系在一起，他们本身对祖国就具

有深厚的情感依恋。中国海外移民通过经济、文化交流等

活动会进一步加强他们对祖国的归属感，建立情感联结。

他们出于探亲访友或寻根觅祖等目的，激发入境旅游意愿。

从入境旅游条件看，老年旅游者经济地位较高，闲暇时间

充足，希望个人在身体活动和情感上都与祖国保持联系，

为其开展入境旅游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3） 类型

不同类型的入境旅游者对同一影响因素的响应程度不

同，对旅游市场的贡献也不同[51]。为检验中国海外移民对不

同类型入境旅游者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利用相关数据进行

分组回归 （表 8）。整体来看，中国海外移民对不同入境旅

游者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中国海外移民对休

闲观光型 （β1 = 0.4510） 促进作用最显著；会议商务型

（β1 = 0.3961） 与探亲访友型 （β1 = 0.3671） 次之；最后是

服务员工型 （β1 = 0.2864）。即中国海外移民对各类型入境

旅游者的影响存在差异，H3c假设得证。

休闲观光型旅游者之所以占比较重，主要与旅游本身

的观光属性有关。无论中国海外移民是通过何种方式产生

旅游吸引力，观光休闲仍是旅游者主要目的。值得注意的

是，会议商务型与服务员工型同是伴随经济活动产生的旅

游者类型，但前者更易受到中国海外移民的影响。这主要

是因为会议商务型旅游者通常是两国开展经贸往来形成的

群体，与中国海外移民的经济活动有直接联系[52]，尤其伴随

中国海外移民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加快，会议商务型旅游者

的规模也会不断扩大。服务员工型旅游者则是伴随劳动力

短缺问题衍生的外籍劳动力合理引入的群体[53]，与中国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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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经济活动关联度较低，更依赖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控，

入境旅游活动的需求弹性小。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中国

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已经超越单一的探亲访友，开

始呈现多元特征。

5 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本文“以人为媒”，将中国海外移民与入境旅游联系在

一起，通过构建全球 68个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数理

统计分析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

旅游影响的有效性及影响的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

（1） 中国海外移民显著促进了入境旅游发展。整体来

看 ， 无 论 是 考 虑 中 国 海 外 移 民 数 量 的 绝 对 规 模

（β1 = 0.4658，p<0.01），还是样本国家的人口数量与中国海

外移民数量的相对规模 （β2 = 0.0223，p < 0.01），都证实了

“中国海外移民规模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越显著”

的假设。

（2） 移民国属性在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中

表现出显著非对称性。中国海外移民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的国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越显著，尤其是对商务旅游的

促进作用较大。这表明经济发展高水平国家，有利于中国

海外移民在移民国建立双边经济联系，以商促旅，推动入

境旅游发展。同时，在文化产业实力越低的国家，中国海

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越显著，说明文化产业低实力国

家有利于中国海外移民发挥文化影响力。中国海外移民通

过传播中华文化，促进移民国居民的文化认同，对其产生

旅游吸引力，推动入境旅游发展。

（3） 旅游者特征在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中

存在显著差异性。中国海外移民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

不同类型入境旅游者的促进作用不同。具体而言，男性、

45 岁以上、休闲观光和会议商务为主的入境旅游者更易受

到中国海外移民的影响。

5.2 讨论

在入境旅游影响因素研究领域中，海外移民作为特殊

人群，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已不容忽视。中国海外移民作为

全球化产物，已成为双边国家沟通的重要纽带。将中国海

外移民主体纳入入境旅游模型中，更能全面反映入境旅游

的驱动要素。若中国海外移民增加 1%，入境旅游人次会增

表7 不同年龄分组回归结果

Tab.7 Results of Different Ages

变量

LnX1

Control

Country FE

Year F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1）

15—24

LnY

0.3112***

（13.4717）

YES

YES

YES

-13.5334***

（-7.2062）

188

0.6480

（2）

25—44

LnY

0.4136***

（12.9324）

YES

YES

YES

-14.5596***

（-3.4757）

188

0.6340

（3）

45—64

LnY

0.4817***

（14.5891）

YES

YES

YES

-13.3922***

（-4.8190）

188

0.6360

（4）

65岁及以上

LnY

0.4533***

（14.2054）

YES

YES

YES

-10.8418***

（-3.7561）

188

0.6010

表8 不同类型分组回归结果

Tab.8 Results of Different Types

变量

LnX1

Control

Country FE

Year FE

Constant

Observations

R2

（1）

观光休闲

LnY

0.4510***

（12.4412）

YES

YES

YES

-11.5043***

（-3.7439）

188

0.607

（2）

会议商务

LnY

0.3961***

（9.1945）

YES

YES

YES

-25.5683***

（-6.3448）

188

0.440

（3）

探亲访友

LnY

0.3671***

（12.0837）

YES

YES

YES

-0.2930

（-0.1615）

188

0.705

（4）

服务员工

LnY

0.2864***

（11.7280）

YES

YES

YES

-5.7228**

（-2.1682）

188

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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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0.47%，这与Dwyer学者研究结论保持一致[54]。值得一提

的是，本文研究并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

而是转向讨论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影响的多元差异。

这主要是在解读中国海外移民与入境旅游之间关系时，已

有学者探讨了双边移民机构、语言网络对两者关系的调节

作用。但中国海外移民与入境旅游的多元关系并非局限于

作用机制的探讨，其影响的异质性也是解读两者关系的重

要内容。

由于移民活动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无法及时获取，想要

全面正确地理解海外移民现象并非易事。在更聚焦的移民

旅游研究领域中，本文借助海外移民规模探讨其旅游影响

力，彰显了不同移民国属性、旅游者特征的极大非对称性，

为入境旅游发展提供了范式思考。伴随空间环境变化和社

会环境变化，海外移民不断重审身份并调整自身行为[55]，在

差异化国家经济、文化关系及旅游者特征背景下衍生出了

多元化入境旅游效应。双边贸易往来伴随文化互动交融，

推动旅游交往。海外移民在经济发展高水平国家更易建立

经济联系与社会联系，促进商务旅游往来[27]。海外移民在文

化产业低实力国家更易构建真实国家形象，促进文化认

同[56]，激发潜在旅游动机[31]。同时海外移民与入境旅游密切

相关[57]，旅游者特征差异会放大其关系的异质性。旅游者特

征对决策行为的影响是探究海外移民发挥旅游影响力不得

不考虑的因素[32]。本文解析了移民国属性与旅游者特征在海

外移民影响入境旅游中的作用，并对表现出异质性的原因

进行了阐述，指出经济实力优势、文化互动频繁的旅游促

进因素，及旅游者多元差异的旅游效应。后续研究也应关

注多元差异下影响的非对称性，扩展思考深度。

5.3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跨境迁徙流动形成的

国际移民，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直观表现形式。近

年来，虽然国际移民规模短期内受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

剧、反全球化运动兴起和国际卫生事件频发等影响，但从

长远来看，国家之间移民规模仍然呈波动式增长态势。研

究中国海外移民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及其多元差异性，对推

动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以人为媒，推动入境旅游发展。顺应全球化趋势，

充分发挥中国海外移民在地化、流动性和跨国性的优势。

为此，在制定国际移民政策时，不仅要从中国海外移民发

展的现实需要出发，还要综合考虑其对入境旅游的带动作

用，推出统筹协调计划；在制定国际旅游政策时，从宏观

把控，针对我国重点的移民国家，开展更多的旅游宣传和

营销。

（2） 以商促旅，重视国家间经济差异。以中国海外移

民为纽带，正视经济发展与入境旅游之间的正向联动，使

其成为推动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以入境旅

游视角而言，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更多的经贸往来，更

能够增进入境旅游规模。

（3） 以文塑旅，提高国家旅游吸引力。中国海外移民

的文化效应，对入境旅游发展乃至国家形象都具有深远影

响，充分发挥中国海外移民作为展示中华文化窗口的辐射

作用。针对文化产业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 （如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根据移民国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

文化调适，进一步加强同各国官方和民间的文化交流活动，

提高文化认同和旅游吸引力。

（4） 精准营销，关注潜在入境旅游者特征。旅游者特

征是中国海外移民影响入境旅游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引

导入境旅游发展时，将旅游者特征纳入精准营销范畴，制

定针对性政策。根据旅游者性别、年龄及类型的变化，有

效地进行市场定位和细分。

本文存在以下研究不足。第一，国际卫生事件导致的

数据局限性。尽管数据在样本上具有代表性和有效性，但

时效性不佳，后续研究可将重大时间节点因素纳入实证分

析中。第二，海外移民群体的复杂性导致变量选取在全面

性与效率性之间存在矛盾。文章选取中国海外移民存量与

中国海外移民率作为解释变量，但跨国移民活动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人口等多方面，未来研究可以将华人媒体、

华人学校、华人商会等纳入实证模型中。

注释：

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共经历三次移民浪潮：第一次为20世纪70

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二次为20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末；第三次

为2010年至今。

②文章选取的68个国家有：马达加斯加岛、乌干达、毛里求斯、

刚果、埃及、利比丹、苏丹、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哈萨克斯坦、日

本、蒙古、韩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

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约旦、

黎巴嫩、土耳其、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丹麦、芬

兰、爱尔兰、挪威、瑞典、英国、意大利、葡萄牙、塞尔维亚、西班牙、奥

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伯利兹城、墨西哥、巴拿马、阿

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苏里南、委内瑞拉、加拿

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③中国移民指数前十的国家：美国、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

利亚、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塞浦路斯。

④文化实力排名前20的国家为：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荷兰、

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瑞典、芬兰、意大利、韩国、西班牙、巴西、马

来西亚、南非、波兰、墨西哥、葡萄牙、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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