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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模型效果最好
,

模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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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模型进行怀特检验
,

其辅助回归结果为
:

e Z 一 3 6 15 6
.

甜 1
.

5 0 4砰2

蜻 0
.

0 1 6 5砰 2工孑

尸
= 0

.

3 8 9 3 3 4
,

nR
Z

=5
.

4 5 0 67 6
,

在 5 % 显著性水平下
,

自由度为

2 卡方分布的临界值为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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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
Z p 对

。5 ,

因此不拒绝同方差的原

假设
。

4
.

序列相关性检验

采用 D 一
W 检验方法

,

D. 平 = 0. 6 6 0 274
,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 5 %
,

查 D 一
w 表

, n = 14
,

k = 3
,

得到以 = 0
.

54 7 p D
.

平 = 0 6 6似7 4 p胡
= 1

.

4 9 0
,

无法判断残差项的相关性
。

但是通过 Q统计量
,

看出存在 P值大

于 0
.

05
,

说明在 5 % 的显著性水平下
,

说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

关
,

应该接受原假设
。

因此
,

所得到的最后函数关系为
:

环了 = 1 7 2 3 8 6 7叽工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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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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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一 )基于模型的结论

基于 2 0 0 0 一2 01 3 年的云南农村居民的纯收人及其他变量建立

线性回归模型
,

云南农村居民的人均收人与人均用电量
、

人均纯工

资收人高度相关
,

但与农林牧渔人均收人关系不大
。

在其他变量不

变的情况下
,

云南农村居民的人均收人增加 1 元
,

人均用电量增加

0
.

37 1 度
,

人均纯收人增加 0
.

0 1 5 2 元
。

农林牧渔对云南省农村居民

的收人影响也很大
,

但是由于与人均收人存在多重线性
,

所以没有

进人模型
。

(二 )政策建议
1

.

应该大力发展农村二
、

三产业
,

使农民就业率增加
,

就业渠

道增加
。

在农产品种植的基础上
,

还可以增加农产品深加工
,

提高

农民劳动的技术
,

推动农村发展
。

2
.

需要政府帮助农村居民解决困难
,

大力发展非农业
,

对建设

农产品深加工厂以及加工机械进行技术指导
。

3
.

强化
、

完善惠农政策
,

加大财政支持
。

持续
、

稳定的增加建

设农村的投人
,

提高农民参与政府政策的积极性
,

解决农民最关

心
、

最直接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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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街区保护与综合整治工程启动
,

促使街区商业形态朝着文化休闲

旅游方向转型
,

为街区旅游发展注人活力
,

接待游客量有所提高
。

与此同时
,

景观失调
、

商业气息过重等问题屡有发生
,

招致游客不

满
。

游客评价机制是竞争力提升的内生机制
。

骑楼老街作为海 口

市为数不多的文化旅游景观
,

若想打造成海南旅游名片
,

要注重维

护街道景观的整体性
,

构建良好的文化氛围
。

提高招商门槛
,

避免

出现与老街文化氛围不相符的商业行为
,

保护其历史特色的完整和

谐
。

面对当前新形势
,

景区战略调整势在必行
,

尤其是随着高铁的

普及
,

旅游业的格局和增长与地理集聚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

将

显著降低旅游业的交易成本
,

改变旅游业的空间格局和增长方式
,

这些变化要求旅游经营企业顺势而为
,

及时调整战略
。

最后
,

文化旅游产品的创新也至关重要
。

随着近年来对文化

旅游的重视加深
,

创新思维和创新模式层出不穷
,

创新能力成为支

撑整个文化产业发展
、

延长景区生命周期
、

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珐

码
,

景区差异导致其创新的形式
、

内容
、

路径也各不相同
。

旅游创

新是技术与服务创新的复合产物
。

对于骑楼老街而言
,

产品创新
、

服务创新和渠道创新都是打

破现有发展瓶颈的关键
。

若想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
,

要不

断推陈出新
。

产品创新方面
,

当前骑楼老街文化旅游产品仍然是以

传统的骑楼建筑和老街为主
,

创新乏力
,

多是对他处旅游产品的模

仿
,

针对骑楼老街的主要客源市场情况
,

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短线

游和精品游
,

突出个性和差异
,

实现旅游商品的本土化设计和 自主

生产
,

逐步培养品牌意识 ; 服务创新方面
,

在介绍形式上打破传统

单一的人工讲解
,

适时运用多媒体手段丰富讲解内容
,

针对海南境

外旅游者份额较大的现实情况
,

应辅以多语种电子讲解 ; 渠道创新

方面
,

重视线上线下营销的融合
,

充分利用互联网打破地域范围
,

吸引远距离客源
,

这对于骑楼老街的认知度和市场影响都大有裨

益
。

旅游体验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
,

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会影响最

终的整体旅游感知
。

因此
,

提升骑楼老街的市场竞争力
,

需要对景

区进行全方位的整合
。

由于文化旅游业态的整合和完善牵扯利益群

体众多
,

涉及到产权
、

居民利益
、

业态效益等各方面原因
,

在各利

益主体的协作配合尚未达成之前
,

骑楼老街要完成文化旅游竞争力

的质变提升依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

但是
,

不断巩固海 口骑楼老街

开发与修复的初步成果
,

按照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全域旅游的要

求
,

积极引导骑楼老街的业态调整
,

充分挖掘本土文化内涵
,

满足

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

骑楼老街就会不断迸发生机和活力
,

打造成

海 口的文化旅游名片
,

增添这座城市的文化古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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