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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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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河南省21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 ArcGIS,SPSS和高德地图等工具软件,借助

核密度、空间插值、地理加权回归等分析方法,对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规律、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进

行研究,结论是:①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存在着豫北、豫中和豫南3个集聚区;②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平均最

短时间距离为234.11min,总体上空间可达性水平不高,分布不均衡;③客源市场分析表明,豫中集聚区发展潜力较

大;④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更适用于本研究,高程、坡度和路网密度与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呈正向关系,水系距离、城
市综合实力与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呈负向关系;⑤豫北集聚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路网密度和城市综合实力,豫中集

聚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路网密度,豫南集聚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涵盖了论文分析的5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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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振兴,又包括治理体系创

新和生态文明进步,同时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特别是从乡村地域系统论的思考到地理学服务乡

村振兴的探索[1-3].古村落即历史遗留的村庄,是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中央四部委将古村落的概念

统一为传统村落,学术研究中将历史文化名村(镇)也归于传统村落[4-5].在乡村振兴浪潮中,传统村落有借

助自身传统文化成为乡村地域系统中增长极的潜在优势.然而,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资源调配不均衡的问

题限制了处于乡村地域的传统村落发展.有研究显示,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以日均1.6个的速度持续减

少,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问题刻不容缓[6].
国内学者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分布[7]、景观基因[8]、空间演化[9]、影响因素与保护模

式[10-11]等方面,研究的空间尺度已涵盖全国、省域和典型市县区域.然而,在传统村落的研究中,涉及传统村

落可达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可达性指交通网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的机会大小[12],可达性研究的重要应用是

依据分析结果中的空间分异规律和可达性影响因素,辅助经营实体制定相应的市场策略.国内的可达性研究

集中在道路交通可达性[13-14]、服务设施可达性[15-16]等视角.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开始关注景区可达性[17]

和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问题[18-19],而对于以自驾为主的传统村落旅游来说,可达性研究尤为重要.
目前,已有学者研究了河南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规律[10,20],但传统村落的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却是缺失的.鉴于此,梳理了中国7批次799个历史文化名村(镇)和5批次6799个中国传统村落,整理出其

中河南省的21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以215个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空间位置为研究的基础数据,借助高

德软件的实时交通数据和多种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空间可达性及影响因素.

1 研究方法

1.1 核密度分析

空间分布规律反映了不同区域传统村落的空间组合情况,本研究中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识别河南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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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规律,该方法是一种较为简便的点要素空间分布规律分析方法.
核密度估计的定义为:
设点集X1,…,Xn 是当作从分布密度函数为f 的总体中抽取的样本,估计f 在某点x 处的值f(x)[21].

通常采用的核密度估计方法是Rosenblatt-Parzen核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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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核函数,h 为带宽,x-Xi 表示估值点x 到事件Xi 处的距离[7].

1.2 空间可达性测算

传统村落的空间可达性反映了其可进入程度和便捷程度.考虑到自驾过程中的实时路况差异、道路基础

设施差异、交通信号灯调控时间差异等现实因素,实时测度方法能真实地反映传统村落在当前交通条件下的

可达性.因此,本研究借鉴了相关研究,借助高德软件的实时交通信息获取了河南省18个地级市到215个传

统村落的最短时间距离(自驾方式,多时点均值),以此作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分析的基础数据[18,22].
鉴于河南省传统村落自驾游多为周末游的形式,研究中选取双休日上午9∶00-11∶00作为可达性数

据的采集时段,起点设置为18地市市政府所在地,终点设置为215个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交通方式为自

驾.经过多个时间段多批次的可达性数据采集,每一个最终参加可达性分析的数据均为数十次测量的平均

值.研究中,以平均最短时间距离表征各个传统村落的空间可达性((2)式).同时,在影响因素分析时将数据

进行正向归一化处理((3)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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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j 是传统村落j的空间可达性,n 是指地级市的数量,Eij是指城市i到传统村落j的最短时间距离,

Kjs是传统村落可达性的标准化数值.
1.3 城市综合实力测算

城市综合实力反映了一个城市发展的整体情况,对主要分布于城市周边和外围的传统村落产生一定的

影响.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从经济发展与效益、社会与科技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基础设施与环境等4个方

面建立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23],各指标权重借助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同时,将城市综合实力得分在

区间[1,10]上进行数据变换处理((4)式)[24].

v'=
v-minA

maxA-minA
(NmaxA -NminA)+NminA, (4)

式中:v'是数据变换后的城市综合实力;v 是数据变换前的城市综合实力;maxA 和 minA 是城市综合实力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NmaxA和NminA是数据变换映射区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1.4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由于截面数据的空间非平稳性,据此所建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存在着

空间上的差异[25].针对该问题,文献[26]在空间变参数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局部光滑思想提出了GWR
方法,该方法成为空间非平稳关系建模的主要方法,其得到的估计结果更加符合实际[27-28].GWR模型的一

般公式为:

yi=β0(ui,vi)+∑
m
β(ui,vi)xim +εi, (5)

其中,xim为自变量在空间位置i上的参数值,空间位置i的坐标即(ui,vi),回归方程的截距通过β0(ui,vi)

表示,m 代表模型自变量数目,εi 为随机误差,满足零均值、同方差、相互独立等假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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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空间可达性分析

2.1 核密度分析:3个集聚区

图1展示了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

核密度分析结果.结果表明,河南省国家级

传统村落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布规律.
第一,在空间上存在着3个集聚区,

其核心区分别为豫北安(安阳)鹤(鹤壁)
新(新乡)交界、豫中郑(郑州)平(平顶山)
许(许昌)交界和豫南信阳南部地区.

第二,豫北安鹤新交界和豫中郑平许

交界的集聚程度略高于豫南信阳南部地区.
第三,安鹤新、郑平许、信阳南部3个

集聚区以外的地区,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

落的分布相对分散.
2.2 空间可达性分析:差异较大且水平

不高

根据测算结果,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

落的平均最短时间距离为234.11min,约

4h,且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相差近5h,差异较大且空间可达性水平不高.结合核密度分析的结果,3个集聚

区涉及共计133个传统村落,占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六成以上(图2).根据分析结果,可达性较好的传统

村落集中在豫北安鹤新交界和豫中郑平许交界,可达性较差的传统村落集中在安阳西北和信阳东南部.

2.3 城市综合实力

城市综合实力越强,越能够成为自驾旅游的客源地,成为传统村落旅游的潜在市场.经过对社会经济数

据的标准化和因子分析,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累计贡献率91.451%),计算出城市综合实力得

分.在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河南省18个地市的城市综合实力得分如表1所示.
除省会郑州外,安鹤新、郑平许、信阳南部3个集聚区的城市中,豫北的安阳、鹤壁、新乡排位分别为9、

16、4,豫中的平顶山、许昌排位分别为7、6,豫南的信阳排位14.省会郑州正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各项指标

在河南省内均居首位,能够辐射河南全境的传统村落.郑州以外的其他城市,辐射范围均为区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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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河南省18地市综合实力得分表

Tab.1 Thecomprehensivestrengthscoreof18citiesinHenanprovince

地市 郑州市 洛阳市 南阳市 新乡市 焦作市 许昌市 平顶山市 开封市 安阳市

初始得分 11.756 2.663 0.492 0.075 -0.056 -0.218 -0.722 -0.792 -0.817

变换得分 10.000 3.976 2.538 2.261 2.174 2.067 1.733 1.686 1.670

地市 商丘市 周口市 驻马店市 三门峡市 信阳市 濮阳市 鹤壁市 漯河市 济源市

初始得分 -0.903 -1.058 -1.236 -1.295 -1.309 -1.324 -1.696 -1.733 -1.829

变换得分 1.613 1.511 1.392 1.354 1.344 1.334 1.088 1.063 1.000

  因此,分别选择豫中区的平顶山、豫北区的安阳、豫南区的信阳作为自驾的出发地,对比分析3个集聚区

的客源市场.以安阳、平顶山和信阳到21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平均最短时间距离为基础,借助克里金插值

方法得到3个集聚区省内客源市场空间可达性分布图(图3).由图3可知,以安阳为代表的豫北传统村落集

聚区的两小时旅游圈覆盖了安阳、濮阳、鹤壁和新乡等地区,4小时旅游圈覆盖了焦作、郑州和开封地区.以
平顶山为代表的豫中传统村落集聚区的两小时旅游圈主要覆盖郑州、平顶山、许昌和漯河等地区,4小时旅

游圈可覆盖周边地市的局部区域.以信阳为代表的豫南传统村落集聚区的两小时旅游圈覆盖了信阳、驻马店

和南阳部分地区,4小时旅游圈则向北扩展到郑州和开封的部分地区.总之,以客源市场发展潜力来看,豫中

郑平许集聚区的客源市场潜力较大.

3 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因素

河南省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山地,东部平原,河流众多.河南省传统村落自驾旅游受到地形、水体、道路和

城市综合实力的影响.图4展示了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与高程、坡度、水系、路网密度、城市综

合实力的叠置情况,能够发现一些规律.
第一,空间可达性较低的传统村落多位于山脉纵横、起伏较大、水系较密的区域,空间可达性较高的传统村

落位多于平原地区和水系相对稀疏的地区.由此可见,地势高低和水系密度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因素.
第二,空间可达性较低的传统村落多位于路网密度较低的地区,空间可达性较高的传统村落则多位于路

网密度较高的地区.安阳相对特殊,虽然其市域内路网密度较高,但聚集于其西北的传统村落多位于山势陡

峭的山脉内部,地形因素导致的交通不便使得其空间可达性相对较低.由此可见,路网密度也是影响传统村

落空间可达性的因素.
第三,空间可达性较低的传统村落多位于城市综合实力排名靠后的地区,空间可达性较高的传统村落则

多位于城市综合实力排名靠前的地区.洛阳和南阳相对特殊,虽然两市的城市综合实力排名靠前,但是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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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村落多分布于山地,地形因素导致的交通不便使其空间可达性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城市综合实力也是影

响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因素.
为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因素,论文以传统村落所在地的高程、坡度、距水系最短距离、路网密

度和所在城市综合实力作为解释变量,以平均最短时间距离作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尝试从自然环境、经
济和社会环境角度解释其空间可达性空间分异规律.

3.2 模型分析

3.2.1 经典线性回归分析

  首先以线性回归方法构建回归模型,
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第一,回归模型各参数的方差膨胀因

子(VIF)均较小,通过独立性检验,变量未

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
第二,Jarque-Bera检验结果不显著,

表明统计样本服从正态分布,统计学上满

足经典回归的数据要求.
第三,从回归系数来看,路网密度等

级、坡度和高程等3个因素系数为正,水系

距离和城市综合实力得分两个因素系数为

负,也印证了前文的分析.按照系数的绝对

值大小排序,传统村落的空间可达性的影

响因素依次为路网密度等级、城市综合实

力、坡度、高程和水系距离.

表2 经典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2 Resultsoftheclassicallinearregressionanalysis

模型参数 系数 T 值 P 值 标准差 VIF

高程值 0.152 2.111 0.036** 0.072 2.064

坡度值 0.215 3.174 0.002*** 0.068 1.830

水系距离 -0.108 -2.058 0.041** 0.053 1.100

路网密度等级 0.518 9.486 0.000*** 0.055 1.186

城市综合实力 -0.258 -5.079 0.000*** 0.051 1.026

R2 0.475

校正R2 0.462

Jarque-Bera检验 9.036

AICC 485.219

  注:**表示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1%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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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从显著性水平来看,5个影响因素均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坡度、路网密度等级通过0.01
的显著性检验.但模型的校正R2 为0.46,模型的解释程度相对较低.可能的原因是经典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采

用全局回归的方法,忽视了自变量的空间分异对因变量的影响,导致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较低,对于自

变量为地理要素的模型更是如此.
借助GeoDa计算空间可达性的 Moran'sI指数,得到I值为0.617(Z 值为24.7,P 值0.000),存在着显

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可以尝试采用变参数的空间回归方法.
3.2.2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以GWR方法开展空间回归分析,得到的部分模型参数如表3所示.
  相对于经典线性回归分析,GWR的

AICC值为350.427,小于OLS回归AICC
值485.219.对于本研究来说,采用 GWR
方法得到的 AICC参数值明显小于采用

OLS方法得到的AICC参数值,可断定本研

表3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ofgeographicalweightedregressionanalysis

模型参数 Bandwidth AICC Sigma R2 校正R2

参数值 1.344 350.427 0.525 0.752 0.725

究GWR模型的适用性更佳.GWR模型的校正R2 比 OLS回归提高了0.26,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达到

72.5%,说明GWR模型更适于本研究案例,优于经典回归模型.
  由于研究区域内的自然环境、
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作
为区域化变量,各自变量的系数也

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分异.表4展示

了依据GWR分析结果制作的自变

量回归系数分位数统计情况.由表4
可知:模型结果中,每个自变量回归

系数的最小值、下四分位数、中位

数、上四分位数、最大值、均值的符

表4 自变量回归系数分位数统计表

Tab.4 Thequantilestatisticaltableofindependentvariableregressioncoefficient

影响因素 最小值 下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上四分位数 最大值 均值

高程值 -0.045 0.295 0.369 0.402 0.89 0.378

坡度值 0.058 0.139 0.157 0.183 0.997 0.197

水系距离 -0.411 -0.115 -0.06 -0.035 0.101 -0.082

路网密度 -0.046 0.261 0.3 0.339 1.082 0.4

综合实力得分 -0.945 -0.274 -0.172 -0.13 -0.119 -0.23

号基本相同,说明每个影响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在研究区域内是同向性的.
3.3 空间可达性影响因素分析

3.3.1 高程

高程值与以最短时间距离表征的空间可达性多呈正向关系,存在着一定的规律.
第一,豫北集聚区多为高程回归系数的低值区,高程不是该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二,豫南集聚区多为高程回归系数的高值区,原因是该区域地处大别山区,山脉众多,地势较高,交通

设施修建成本高,高程对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较大.高程是该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三,回归系数由豫南集聚区向豫中集聚区递减,原因是该区域大多为平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对较高,高程的影响随之降低.
3.3.2 坡度

坡度值与以最短时间距离表征的空间可达性多呈正向关系,存在着一定的规律.
第一,豫中集聚区和豫北集聚区的坡度回归系数值相对较小,坡度不是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

因素.
第二,坡度回归系数的高值区集中在豫南集聚区信阳中部以及西南地区.该区域有小秦岭、熊耳山、大别

山和伏牛山等,山脉众多,较大的地形起伏使得该区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可达性受坡度影响较大.坡度是该区

域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3.3.3 水系距离

水系距离与以最短时间距离表征的空间可达性多呈负向关系,存在着一定的规律.
第一,水系距离回归系数绝对值的高值区主要集中于豫南集聚区和豫西部分传统村落,原因是这些地区

水系密布,支流众多,水量充沛,地处其中的传统村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相对于省内其他地区的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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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距离是这些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二,豫中和豫北集聚区的水系距离回归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小,水系距离不是这些区域传统村落空间可

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3.3.4 路网密度

路网密度与以最短时间距离表征的空间可达性多呈正向关系,且相对于其他影响因素来说路网密度的

回归系数值相对较高,也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
第一,豫南集聚区,南阳和驻马店地区的路网密度回归系数相对较高,原因是这些地区路网密度较低,传

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受路网影响较大.路网密度是这些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二,豫中集聚区和豫北集聚区的路网密度回归系数均低于豫南集聚区,原因是相对于豫南集聚区来

说,这两个集聚区的交通条件有所改善,路网密度对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有所减弱.然而,路网密度依

然是豫中和豫北集聚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因素.
3.3.5 城市综合实力

城市综合实力与以最短时间距离表征的空间可达性呈负向关系,且回归系数绝对值相对较高,也呈现出

明显的规律性.
第一,豫北集聚区和豫南集聚区是城市综合实力回归系数绝对值的高值区,原因是两区域的城市综合实

力相对较低,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受城市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影响较大.城市综合实力是影响

这些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豫中集聚区城市综合实力回归系数绝对值不高,城市综合实力不是影响该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

的主要因素.
总体来说,豫北集聚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路网密度和城市综合实力,高程、坡度和

水系距离不是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制约大于自然环境的制约.豫中集聚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

素是路网密度,高程、坡度、水系和城市综合实力不是主要因素,交通条件是该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制约

因素.豫南集聚区传统村落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了全部的5个要素,同时存在着经济制约和自然环境的

制约.

4 结 论

在对215个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空间分布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从高程、坡度、水系

距离、路网密度和城市综合实力5个方面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因素,相关结论如下.
第一,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豫北安鹤新交界、豫中郑平许交界和豫南信

阳南部是3个集聚区的核心区.
第二,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平均最短时间距离为234.11min,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近5h,空间可达性

水平不高,分布不均衡.在3个集聚区中,空间可达性较好的传统村落分布于豫中和豫北集聚区的核心区,空
间可达性较差的传统村落分布于安阳西北和信阳东南.

第三,豫中集聚区的两小时旅游圈、4小时旅游圈覆盖范围较广,发展潜力较大.
第四,对于本研究区,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比经典线性回归方法更适于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因素分

析.分析结果表明,高程、坡度、路网密度等级、水系距离和城市综合实力等因素与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密切

相关.高程、坡度、路网密度等级与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呈正向关系,水系距离、城市综合实力与传统村落空

间可达性呈负向关系.
第五,豫北集聚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路网密度等级和城市综合实力,改善传统村落

的交通条件和提高城市综合实力是该区提升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途径.豫中集聚区传统村落空间可

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路网密度,改善传统村落的交通条件是该区提升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途径.豫
南集聚区传统村落空间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较多,需制定有计划、分阶段的发展策略应对多种制约因素,
才能逐步提升该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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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依据空间可达性的差异,河南省国家级传统村落的相关管理部门可针对豫北、豫中和豫南集聚区

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和开发策略.在各个集聚区内部,空间可达性相对较好的传统村落更易于产生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制定优先发展的策略,而后带动空间可达性相对较差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自身也可

根据潜在客源市场的分布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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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patialaccessibilityandinfluencingfactorsof
nationaltraditionalvillagesinHenanProvince

FuQiang1,YangZhuang1,DongSuocheng2,YangHongxin1,NiuZhihui1,XuWenlu1

(1.CollegeofTourism,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2.InstituteofGeographicScienceandNaturalResourcesResearch,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takes215nationaltraditionalvillagesinHenanprovinceastheresearchobject,comprehensively
usingofArcGIS,SPSS,GaodeMapandothertoolssoftwareandbymeansofnucleardensity,spatialinterpolationandgeo-

graphicallyweightedregressionanalysis,etc,itstudiesthespatialdistribution,spatialaccessibilityandinfluencingfactorsof
nationaltraditionalvillagesinHenanProvince.Themainconclusionsareasfollows:(1)therearethreeagglomerationregions
ofnationaltraditionalvillagesinHenanProvince,namely,north,middleandsouthofHenanProvince.(2)Theaverageshor-
testdistancebetweenthenationaltraditionalvillagesinHenanProvinceis234.11minutes.Overall,thelevelofspatialaccessi-
bilityisnothighandthedistributionisuneven.(3)Theanalysisofthetouristmarketshowsthatthedevelopmentpotentialof
thecentralHenanagglomerationareaisgreat.(4)GWRmethodismoresuitableforthisstudy.Theelevation,gradientandthe
densityofroadnetworkarepositivelyrelatedtospatialaccessibilityoftraditionalvillages.Thedistanceofriversystem,the
comprehensivestrengthofcityandthespatialaccessibilityoftraditionalvillagesarenegativelyrelated.(5)Themaininfluen-
cingfactorsofagglomerationareainNorthHenanarethedensityofroadnetworkandcitycomprehensivestrength,themain
influencingfactorsoftheagglomerationareainCentralHenanarethedensityofroadnetwork,themaininfluencingfactorsof
theagglomerationareainSouthernHenanareallfive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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