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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消费函数是收入和时间的函数。通过对旅游者收入与时间的关联分析 ,构建出时间和收入约

束下的旅游消费模型 ,对工资率、休闲时间、旅游产品时间消耗对旅游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数学分析 ,诠释了

旅游消费中的一些难解现象 ,并总结了我国旅游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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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消费不仅需要耗费大笔收入 (income) ,而

且需要耗费整块时间 (time) 。旅游消费是综合性消

费 ,需要支出的费用一般包括交通费、食宿费、游览

费、娱乐费、购物费等 ,能否实现旅游消费取决于个

人可支配收入的多少 ;旅游消费是异地消费 ,需要花

费整块的时间 ,所消耗的时间主要有克服距离障碍

耗费的时间、游览体验耗费的时间、异地食宿耗费的

时间、目的地购物耗费的时间等 ,可见 ,个人可支配

时间的多少也是制约旅游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 ,

旅游消费受收入 ( I) 和时间 ( T) 的双重约束 ,旅游

消费函数是收入与时间的函数 ,即 C = F( I , T) 。

1 　旅游者收入与时间的关联分析

旅游者的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工资外收入两部

分 ,分别用 Iw 和 I 0 表示 ;工资收入与工资率和工作

时间相关 ,是工资率 r 和工作时间 T w 的函数 ,表达

式为 Iw = rT w ,可见提高工资率和增加工作时间都

能使工资收入增多 ;工资外收入 I0 主要包括捐赠、

利息等收入 ,也是旅游消费的重要资源。

旅游者的时间包括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两部

分 ,分别用 Tw 和 T l 表示 ,表达式为 T = Tw + T l 。

旅游者的总时间是固定的 ,工作时间是创造收入的

必要条件 ,增加工作时间 ,虽然可得到更多的收入 ,

但却会导致休闲时间的相应减少。

收入与时间的关联性可通过工资率与时间的函

数曲线来形象表示 (见图 1) 。

图 1 　旅游者时间与工资率的函数关系

　　图 1 反映出工资率的提高对工作时间、休闲时

间的影响是双向的 ,这可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来

解释 :替代效应是指当工资率提高时 ,休闲的机会成

本增加 ,即休闲时间的价格变贵 ,这会导致人们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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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需求的减少 ;收入效应是指当工资率提高时 ,人们

会得到更多的收入 ,有可能用这些收入支付更多的

休闲机会。综合考虑这两种效应 ,可以给出工作时

间和休闲时间变化的倒弯型曲线[1 ] ,如图 1 所示。

当工资率较低时 (小于 r1 ) , 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

应 ,工资率的提高会刺激人们增加劳动时间 ,使休闲

需求减少 ;当工资率较高时 (大于 r1 ) , 收入效应可

能会大于替代效应 ,随着工资率的提高 ,工作时间曲

线向后弯曲 ,人们会减少工作时间而增加休闲时间。

旅游消费是休闲消费的重要形式之一 ,它需要

整块的时间 (如双休日、节假日、带薪假期等)作为保

证。当工资率达到 r1 以上水平时 ,人们的工作压力

增加 ,对旅游消费的需求增强 ,开始出现中短程的国

内旅游 ;当工资率的提高达到一定程度 (如 r2 水平)

时 ,收入和时间因素的约束作用趋向减弱 ,人们有足

够的收入和闲暇时间保证旅游消费 ,此时就会出现

远程的国际旅游。旅游活动使整块的闲暇时间变得

有意义 ,它不仅能帮助人们解除工作压力、消除疲

劳、愉悦身心 ,更重要的是通过旅游活动可以实现各

种文化交流 ,在旅游过程中更新知识、启迪灵感、发

展个性、实现自我。

2 　收入、时间约束下的旅游消费模型

旅游消费者追求最佳的旅游消费效用 , max U

= U ( C) = F( C1 , C2 , ⋯, Cn) ,这里 C = ( C1 , C2 , ⋯,

Cn) [2 ] ,代表 n 种旅游产品的消费量。而旅游消费又

是收入和时间的函数 ,即 C = F( I , T) , 因此本文在

考虑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建立旅游消费模型。

1)分析收入约束。假定全部收入都用于旅游产

品的消费 ,则有 :

∑
n

i = 1
Pi C i = I0 + rT w , (1)

其中 , Pi 为第 i 种旅游产品的市场价格 ; Ci ≥0 ; i =

1 ,2 , ⋯, n。

2)分析时间约束。令 T i 代表花费在旅游产品 i

上的时间 ,并假定 T i 与旅游产品数量之间是一种固

定的比例关系 ,即 T i = ti C i ,其中 t i 为旅游产品 i 的

“时间价格”。在时间约束下 ,总时间应当等于工作

时间和休闲时间之和 ,如果把所有的休闲时间 T l 都

用于旅游 ,则有 :

T = Tw + T l = Tw + ∑
n

i = 1

T i = Tw + ∑
n

i = 1

ti C i 。(2)

3)把收入约束和时间约束整合。由式 (2)可得 :

Tw = T - ∑
n

i = 1
ti C i , (3)

把式 (3)代入式 (1)可得 :

∑
n

i = 1
Pi C i = I0 + ( T - ∑

n

i = 1
ti C i )

或 ∑
n

i = 1

( Pi + rt i ) Ci = I0 + rT 。 (4)

至此 ,具有双重约束的旅游消费表达式构建完

成。在式 (4)中 :等式左边的 rt i 是消费一个单位的

旅游产品 i 所耗费时间的机会成本 , Pi 是一个单位

的旅游产品 i 的货币价格 ,我们可以称 Pi + rt i 为旅

游产品 i 的“双重价格”或“完全价格”,它表示消费

一个单位旅游产品 i 的显性货币成本与隐性时间成

本之和 ;等式右边的 rT 表示当全部时间都用于工作

时的货币收入 , I0 + rT 表示旅游消费者可能获得的

“最大收入”或“完全收入”。式 (4) 清晰地显示了收

入与时间两大资源对旅游消费的双重约束 ,表达了

旅游消费品的完全成本与旅游消费者的完全收入之

间的等式关系 ,符合消费最佳化原理 ,因此 ,收入与

时间两大资源通常称为“资源约束”或“完全预算约

束”[3 ] 。

我们可以用图 2 来进一步说明完全预算约束条

件下的旅游消费组合。在图 2 中 ,纵坐标表示多日

游产品 (耗时品) C2 的消费量 ,横坐标表示一日游产

品 (省时品) C1 的消费量。

A 和 A′均为收入约束线 ,其方程式为 P1 C1 +

P2 C2 = I0 + rT ,它表示在花费 I0 + rT 的条件下 ,旅

游消费者所能购买到的旅游产品的组合轨迹。A′线

的工资率高于 A 线 ,即 r′> r 。B 和 B′均为时间约

束线 ,其方程式为 t1 C1 + t2 C2 = T - Tw ,表示在付

出 T - Tw 的时间条件下 ,消费者所能购买到的旅游

消费品的组合轨迹。B′线的工作时间大于 B 线 ,即

Tw′ > Tw 。A 、A′、B 、B′四条线交点的轨迹组成

了完全预算约束线 F , 它代表在“完全价格”和“完

全收入”下的旅游消费组合 ,其方程式为 ( P1 +

rt1 ) C1 + ( P2 + rt2 ) C2 = I0 + rT 。

图 2 显示 :收入约束线的斜率为 - P1 / P2 ,时间

约束线的斜率为 - t1 / t2 ,收入线比时间线更陡峭 ,即

- t1 / t2 > - P1 / P2 ; E点是无差异曲线U 和完全预算

约束线 F的相切点 ,是旅游消费模型的最优解 ,称之

为旅游消费者均衡点。将上述条件代入拉格朗日方

程可得到完全预算约束线 F 的斜率 : - ( P1 +

rt1 ) / ( P2 + rt2 ) , 以及满足旅游消费者旅游效用最

优化的均衡条件[4 ] :

5U
5 C1

/ 5U
5 C2

= -
( P1 + rt1 )
( P2 + rt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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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旅游消费模型

图 3 　工资率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式 (5)表示在“完全收入”的约束条件下 ,旅游消费者

为取得最大的效用满足而选择的最优旅游产品数

量 ,即当两种旅游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它们的“完

全价格”之比时 ,旅游效用实现最优化。旅游消费者

选择的两种旅游消费品最优组合在 E 点 , 在该点

上 ,完全预算约束线 F的斜率与无差异曲线 U 的斜

率相等 ,旅游消费者愿意用一单位的某种旅游产品

代替另一种旅游产品的数量 ,等于市场上这一单位

旅游产品的费用成本和时间机会成本可以换取另一

种旅游产品的数量。根据上述均衡条件 ,可以求出

旅游消费函数 ,得到最优消费方式的选择结果。

3 　工资率及休闲时间对旅游消费的
影响

311 　工资率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旅游消费函数是收入和时间的函数 ,而收入又

是工资率和工作时间的函数 ,在其他诸因素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 ,工资率的变化会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

效应综合影响旅游消费。

先看收入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工

资率呈不断提高趋势 ,工资收入不断增加 ,旅游消费

的可行域扩大。如图 3 所示 :当工资率 r 提高时 ,则

有更多的工作收入 rT w ,收入约束线 A 右移至 A′,

时间约束线 B 与新收入约束线 A′的交点构成了新

的完全预算约束线 F′,使旅游消费能达到更高的效

用水平 ,旅游消费者将在工作时间 Tw 不变的情况

下 ,沿新的完全预算线寻找到最佳旅游消费组合。

再看替代效应。工资率提高的替代效应能使完

全预算约束线的斜率变小 ,休闲时间的成本变得昂

贵 ,这能激励旅游消费者更注重节约时间。如图 3

所示 ,时间约束线的斜率绝对值小于收入约束线的

斜率绝对值 ,即 t1 / t2 < P1 P2 或 t1 / P1 < t2 / P2 ,这意

味着旅游产品 C1 相对于 C2 消耗的时间要少或价格

较高。如果 t1 / P1 < t2 / P2 的两边各除以工资率 r ,则

有 P1 / rt1 > P2 / rt2 , 变换后得到 :

rt1

P1 + rt1
<

rt2

P2 + rt2
。 (6)

式 (6) 中的两个比值分别表示旅游产品 C1 和

C2 的时间成本占完全价格的比例 (也称时间密度) ,

说明省时产品 C1 的时间密度小于耗时产品 C2 。这

在图 3 中所表现出的就是完全预算约束线 F′变得

更平坦 ,在纵坐标上的截距变小 ,耗时旅游产品的选

择得到了抑制。

工资率提高所产生的两个效应使得旅游消费增

加 ,但由于休闲时间成本变贵 ,人们更加珍惜时间 ,

选择省时性旅游产品的比重将会变大 ,消费者均衡

点的 E′右移量可能大于上移量。

312 　休闲时间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图 4 中的横坐标表示休闲 (旅游) 产品购买量 ,

纵坐标表示其他商品购买量。我们给出不同的休闲

时间约束 ,令收入为“完全收入”,即 I = rT + I0 。在

A 点处 ,休闲时间为 0 ,消费者对其他商品的购买量

最大 ,为 ( rT + I0 ) / P。I0 / P则表示用工资外收入购

买的其他商品量。我们向右移动时间约束线 ,使休闲

时间增加 ,休闲性 (耗时) 旅游产品购买量增加 , 旅

游消费的时间可行域扩大。当时间约束线在 t1 位置

时 ,旅游消费的可行域是 OA B t1 围成的梯形面积 ;

当时间约束线移至 t2 时 ,旅游消费的可行域增大为

OA Ct2 围成的梯形面积 ;当时间约束线移至 t3 时 ,旅

游消费的可行域增大为 OA t3 围成的三角形面积。

由于休闲时间的增加必然导致工作时间的减少 ,进

而使收入减少 ,故休闲时间的增加是有限的。

因此 ,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利用时间、节约时

间 ,降低单位旅游品的时间消耗 ,以求相对增加休闲

时间。图 5 显示了当总时间 T 不变时 ,单位旅游品

的时间消耗下降对旅游消费的影响。AB 线为时间

约束线 ,与无差异曲线 U 相切于点 a , 点 a是效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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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休闲时间增加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图 5 　单位旅游产品耗时下降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大化的均衡点 ,相应的旅游需求量为 OL 1 。当单位旅

游品时间消耗下降时 ,均衡点 a 向点 c 的方向滑动 ,

旅游需求量增加到 OL 2 ,同时导致其他商品需求量

减少 :这是时间消耗下降带来的替代效应。由于点 c

在无差异曲线上 ,时间效用水平保持不变。虚线 F在

c 点与无差异曲线 U 相切 ,并与 AB′线平行。向右

平移虚线 F 到 AB′,均衡点 c 运动至点 a′,与无差

异曲线 U′相切 ,相应的旅游需求量为 OL 3 。从 L 2 到

L 3 的旅游需求量的变化 ,是时间消耗下降造成的闲

暇效应 ,即总时间不变 ,单位旅游产品耗时下降 ,旅

游需求量增加。在旅游消费过程中 ,降低单位旅游

产品的时间消耗是增加休闲旅游产品需求量的有效

方法[ 5 ] 。

4 　启示

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 ,如何进行效用最

优化的旅游消费 ,其关键在于如何恰当地利用和整

合时间。经济的快速发展、工资率的提高为消费者

的旅游消费支出提供了保证 ,使收入对旅游消费的

约束渐弱。收入的增加将使各种旅游消费需求大

增 ,这就需要加大旅游业投资 ,加快旅游接待设施的

建设速度。目前 ,时间约束的问题较多。

1)自主性的时间太少。因为带薪假期还没有全

面实施 ,多数人无法选择需要大块时间的远程旅游 ;

人们将中程旅游 (3～4 天) 安排在节假日 ,使身心紧

张疲劳 ,失去了愉悦休闲的旅游本质功能 ;而周末的

短程旅游项目单一乏味 ,缺少文化内涵和多样化的

体验活动。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和旅游企业共同妥

善解决。

2)旅游消费过程中对休闲时间浪费严重 ,这也

影响了旅游消费的效果 ,使旅游消费的机会成本增

加。如因信息不准 (如景点关闭) 、交通拥堵、计划不

周 (如走重复路线) 、“旅长游短”、活动安排不当、排

队等候等原因造成时间浪费 ,这需要政府、旅游企

业、旅游消费者三方共同努力解决。

3)旅游产品中的休闲内容体现不够 ,观光内容

偏多 ,闲暇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旅游产品应当更多

地体现休闲主题 ,如何使消费者在休闲中消除疲劳、

感受美好生活、实现文化交流等 ,也需要旅游企业和

旅游消费者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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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现有顾客之间的“企业 - 顾客”关系体内往复

循环 ;过程“②—③”反映了在过程“①—②”中形成

的顾客资产在环节③中的经营可依然按照其在过程

“①—②”的方式继续循往 ,用过程“③—( b)”表示。

根据胡左浩、郑兆红、范绪泉、甘碧群以及 Mohanbir

Sawheny 等人的结论 ,在现有顾客基础上 ,可通过

顾客活动链及顾客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不同“事

件需求”,把顾客当作资产、开发新业务 ,以获取增长

的机会 ,用过程“③—(a)”表示。而过程“③—④”代

表了汪涛教授的顾客资产经营思路。当然 ,以上分

析和有关顾客资产经营范式整合方面的研究 ,虽在

某些行业中部分地得到了证实 ,但对于某个企业而

言 ,如何以顾客为平台 ,使其成为企业可利用的资

产 ,并成功经营顾客资产 ,其具体的业务机制尚需通

过实例研究来加以解释、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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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 w of Research on Customer Equity Theory

Guo Xiangru
(Anhui Finance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reviews recent development s of customer equity t heories and discusses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t he basis of

which ,it put s forward a new and integrated f ramework of customer equity and point s out t he direction of furt her research.

Key words : customer equity ; ROI ; CLV ; integrated f 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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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ourism Consumption Based on Income and Time Constraints

L u Fe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researches t 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time of tourist s and const ruct s t he tourism consumption model based on in2
come and time const raint s. Through analyzing t he effect s of t he wage rate ,leisure time and time consumption of tourism product on tourism con2
sumption ,it interpret s some difficult phenomena and summarizes problems existing in t he tourism consumption market of China1

Key words : tourism consumption ; income const raint ; time const 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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