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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旅游的空间格局及重心迁移特征为研究目标，利 用 2 0 0 0 - 2 0 1 年 间 分 省 的 统 计 数 据 ，借助全 

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重心等方法，分析了中国旅游人次的空间格局及重心迁移和演化规律.主要结论： ） 

中国旅游人次在时间上存在阶段性，分 别 为 阶 段 I 低 速 增 长 阶 段 （2 0 0 0 - 200年 、阶 段 I I 稳 定 增 长 阶 段 （2 0 0 5 - 2009 

年）和 阶 段 I I I高速增长阶段（2 0 1 0 - 2 0 1 4年）；（2)中国旅游人次存在空间聚集的特点，聚集程度逐渐增强，中国西部 

省份多为“低 -低 ”聚 集 ，东部省份聚集情况变化较大；⑶中国旅游 人 次 重 心 存 在 “北 向 、西 进 、南移”的 特 点 ，20 1 0年 

为“北向”和“西进、南移”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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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领域的综合性行业，旅游业日益成为中国的一项战略性产业.近年来国 

务院发布了系列文件，以指导旅游产业发展（如国发[2009]年 号 、国发[201年31)、改进旅游行业管理（如 

[2015]15号、国发[2016]17号），中国的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5年，全国国内游客和旅游收人分别为年亿人次和34 195亿元(增长13.1%)，全国人境游客和国际旅游 

收人分别为13 382万人次和1 137亿美元(增长7.8%).在当前旅游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中国旅游的 

空间格局及重心迁移的规律，是从总体上了解中国旅游发展的宏观规律和探索其宏观趋势的迫切需求.

国外学者从空间视角进行的旅游研究较早，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C h n sta lle r提到的休假者旅行时形成 

的扩展范围1 2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M m ssec与 G orm sen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角度考察目的地旅游 

的演变过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R o b ert等的旅游活动空间行为模式研究和B a n 等的旅游区空间布局研 

究，二十一世纪初P e a rc和 B ru ce等学者开展的城市空间和旅游空间的关系研究等等[ .近年来，从交叉学科 

视角开展旅游空间问题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如乡村聚落演化[年，旅游现象时空特征研究[ ，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规划的空间决策支持[ ，旅游对环境的影响[ ，智能体模型[ ，旅游工作[ ，多目空间决策模型1 ，区 

域旅游规划[11]等等.总的来说，国外学者从空间视角进行的旅游研究由来已久，在持续不断的研究过程中发 

展了多种空视角，也逐渐引人了多门交叉学科的方法.

国内学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关注旅游研究的空间问题，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张凌云在1988年 

借鉴普洛格理论提出旅游流空间分布模型的研究1  ;保继刚自1991年以来开展了系列的旅游资源开发空 

间竞争研究[13—年； 96年牛亚菲研究了旅游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关系1  ; 0 0 0年马耀峰、张红等研究了旅游 

流的空间特征[6—7 ，杨新军、牛栋、吴必虎等研究了旅游行为空间模式1 ，李蕾蕾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形象的 

空间认知规律1  ;〇〇〇年以来的旅游空间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从旅游空间行为2 、旅游空间结构模式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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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空间结构[22]、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23]、旅游资源空间结构[24]、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特征[25]、旅游 

景区网络空间关注度2 、 级 旅 游 景 区 空 间 分 布 结 构 、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旅游空间网络结 

构2 、旅游经济区域差异[〇特别在近年来，旅游空间问题研究中引人了多门交叉学科的方法，如分型理论 

及方法M 、空间互作用的引力模型[32]、空 间 经 济 计 量 方 法 、数据包络分析与重心分析方法M 、旅游承 

载力空间评价方法[36]、经济效应空间分析研究[37]等等.

综上，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从空间视角审视旅游现象，旅游空间问题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随着中国 

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从空间角度探讨中国旅游的空间格局和演化规律也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需求.鉴于此， 

本文以中国旅游的空间格局及重心迁移为题切人该领域，选取2000-2014年的省域数据展开研究，以期探 

索近年来中国旅游的空间格局和演化规律.

1 数据与方法

1 . 1 数 据 来 源

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总人次(港、澳、台无统计未列人)作为研究 

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2015年各省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旅游统计资料等.因 

2015年个别省份旅游总人次数据未公布，故未纳人本次分析.

1 . 2 研 究 方 法

本文拟采用传统统计方法分析数据的基本规律，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方法探索数据的空间聚集 

特征，采用重心模型方法探测数据的演化.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是一系列分析技术和工具的统称，常作为空间分析与建模的基础3 .旅游人 

次、收人等属于旅游业的专题属性指标，其空间格局可借助空间自相关指数进行度量，本研究采用全局空间 

自相关分析指数M orar/s 1[3]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指数L ISA (L o 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指 

数4 探测中国旅游的空间格局和聚集趋势.重心概念源于物理学，在重心的各方向上力量相对均衡.重心模 

型从地理空间和经济要素关系上反映区域经济结构与空间的集聚形态，通过重心动态变动规律，能够揭示经 

济发展变化轨迹及区域均衡程度[1 .

1 . 3 计 算 模 型

本研究中用到的相关模型涉及M oran's I、L I S A 和空间重心模型.

1.3.1全局空间自相关计算模型（M oran's I 指数）

M oran's I 指数检验整个研究区中邻近地区间的相近、相异或相互独立，计算公式为
狀狀 狀 狀 狀

I ^  犼( - 珚 （ - 珚 ] 犻 ） 珚 2 ， （1)
i-1 1 i-1 J- 1 i-1

其中： 为地区总数，这里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y 为各地区的空间权重， 与:r ,分别为地区z 和地区 

J 的属性值J 指数值域为[ - - 1 ] ，当 J 值大于〇时空间相近，当 J 值小于〇时空间相异，当 J 值等于〇时相 

互独立.

1.3.2局域空间自相关计算模型（L I S A 指数）

局部空间自相关计算模型—— L I S A 指数用于探测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相近或相异的聚集区域，计算公

式为

I  - 狓 ― - 珚] ， ()
犛狓 ,-1

^  ( x, — —)2

其中：犛 --------- 为方差，《为地区数量，其他符号与（1)式相同.■犻的值域及空间聚集特征与J 相似，n
只是将分析扩展到局部.

1.3.3重心计算模型

重心常用来以全局视角探测在不同地区空间作用下形成的平衡点，本文重心模型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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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 = ^ ^ 犜 • 犡 犻 / 2 犜 , = 2 〇 犻 • 犻/ 2 犜 ， ⑶
犻1 犻1 犻1 犻1

其中：⑶ ，犢）为第犼年全国重心坐标，7犻为犼年犻指标数值，⑶ ，犢）为犻地理中心坐标.

2 实证分析

2 . 1 基 本 趋 势 分 析

通过2000 —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的时间序列图⑶1)可以看出，中国旅游人次总体上呈逐年增加趋 

势，大致分3 个阶段:2000-2004年低速增长阶段（阶段 I)，2005-2009年稳定增长阶段（阶段 I I)，2010年 

以来为高速增长阶段（阶段 III).为分析中国旅游人次增长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全部时间段和3 个阶段进行 

趋势线拟合，其拟合结果也验证了本研究三阶段划分的初步论断(表1).

〇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年份

图1 2000-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

有大幅增长（3.62)，说明此阶段中国旅游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后两个阶段的沢2均为0.99,说明拟合结果较 

好地解释了数据的发展规律.总体上，2000 —2014整个时段内，中国旅游呈增长趋势，斜率为2. 0 8 , 2 为 

0.94,符合数据的变化趋势.

2 . 2 空 间 格 局 分 析  

2 . 2 . 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旅游人次的空间格局，对 2 0 0— 014年全国分省旅游人次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 

析，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为一 阶 Q ueen相邻，得到时间序列的M omn、 I 数值(表2).

表 2 2 0 0 0 - 2 0 1 4 年中国旅游人次的MoiWs I

自相关分析_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Morar/s I 0.236 0.236 0.281 0.278 0.291 0.286 0.303 0.325 0.198 0.206 0.261 0.287 0.322 0.332 0.402

狆 0.015 0.009 0.01 0.008 0.007 0.008 0.005 0.003 0.026 0.029 0.011 0.004 0.007 0.002 0.001

犣 2.303 2.437 2.657 2.653 2.788 2.734 2.754 2.94 2.017 2.123 2.502 2.713 2.901 3.13 3.606

从表2 可知，2000-2014年 M oran、I 均为正值，说明中国分省旅游人次受周边邻近省份的影响，存在 

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即存在空间聚集特征： 游人次较多的省份，周边省份旅游人次也相对较多;旅游人 

次少的省份，周边省份旅游人次也相对较少.这种空间格局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但总体上趋于增长趋势， 

且这种趋势在多数年份都在〇.〇1的水平上显著.

旅游行业受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较多，I 值在2003年呈现低值回应了基本趋势分析中S A R S 对旅游业的 

影响，I 值在2 0 8 - 2010年呈现低值则可能是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2000-2003年 I 的平均值为 

0.258,2004 — 2007年 I 的平均值为0.301,2008 — 2011年 I 的平均值为0.238,2012 — 2014年 I 的平均值为 

0.352.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份逐渐突破区域界线，开展区域性旅游合作，使相邻省份的空间相关

表 1 不同阶段中国旅游人次趋势线拟合结果

时 段 斜率 R 2

2000 — 2014 2.08 0.94

2000 — 2004 0.86 0.83

2005一 2009 1.72 0.99

2010 — 2014 3.62 0.99

阶段 I 斜率较低（0.8)， 为 0.83,为 

所有阶段中最低，可能的原因是受S A R S 的 

影响，2003年中国旅游市场没有沿袭之前 

低速增长趋势发展.阶段I I 的斜率较阶段 I  

有所增长（1 . 7 , 此阶段中国旅游步入了稳 

定增长阶段.阶段 I I I 的斜率比前两个阶段

?
>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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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强.

2 . 2 . 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借鉴基本趋势分析中的三阶段划分，选取20〇年、 05年、2010年、2014年进行局部 

空间自相关分析.本部分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采用L I S A 方法，尝试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探测出总体空间 

格局的基础上，揭示中国旅游人次在不同省域的空间格局.其中, 0〇、 05、2010这 3 个年度为3 阶段起始 

状态的代表，2014年为距今最近数据较全的年份，这 4 个年份具有代表性.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的L I S A 聚 

类图如图2 所示（4 个年份均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

青海

西藏

黑龙江

内蒙古

青海

陕西\河南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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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 可知，中国旅游人次在不同年份均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总体来说，中国西部省份多是“低 - 

低”聚集，“高 -高 ”聚集区域仅出现于中国东部省份，这与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差异有一定关系.

2 〇 〇 〇年为阶段 I 的代表，该阶段中国旅游人次的空间格局是：黑龙江、云南和西部省份为“低 -低 ”聚 

集，本省旅游人次观测值低，周边省份旅游人次观测值也较低； 建省为“低 -高 ”聚集，本省旅游人次观测值 

低，周边省份旅游人次观测值较高； 余省份空间聚集特征不显著.这-阶段中国旅游处于低速增长时期，还 

未出现高值集中的“高 -高 ”聚集区域.随着1999年以来亚洲经济的复苏，中国的旅游业也恢复到正常的发 

展轨道.据2000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人境游与国内游全面增长、热点地区扩张.空间上，西部地区受自然 

条件限制，旅游人次相对较少，呈现低低聚集特征.东部地区，旅游资源相对集中，各地旅游人次差异较大，因 

此多不显著.福建省旅游人次则低于周边省份.

2005年为阶段 I I 的代表，随着中国旅游步人稳定增长阶段，各省旅游人次的空间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 

化:黑龙江与西藏的空间聚集性不再显著，西部“低 -低 ”聚集的省份仅余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 南由阶 

段 I 的“低- 低”聚集发展为“高 -低 ”聚集，在本阶段云南旅游人次超过了周边省份；“低 -高 ”聚集区域在本 

阶段增加了安徽省，安徽与福建旅游人次低于周边省份； 阶段出现了“高 -高 ”聚集区域—— 上海，上海的 

旅游人次与周边省份旅游人次观测值都较高.这一阶段，中国旅游发展步人稳定增长阶段，空间聚集区域呈 

现差异化、类型多样化的特点.2005年是“十五”的收官年，“十五”期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各地的旅游产 

业亦随经济大环境稳步增长，多地开展旅游业的发展规划和开发规划.中国中东部省份旅游业发展形势较 

好，部分省份旅游市场超越了传统的旅游省份，因此呈现出安徽与福建旅游人次低于周边的省份，形成低高 

聚集特征.而上海旅游业发展与周边旅游发展同步，且自身增长更快，形成了高高聚集特征.西部省份旅游人 

次持续低低聚集，只是云南旅游业在本时期凸显，超越了周边省份，形成高低聚集特征.

2010年为阶段 I I I 的代表，该阶段中国旅游进人高速增长阶段，各省旅游人次的空间格局与阶段I I 相比 

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西藏的“低 -低 ”聚集特征显著，西部“低 -低 ”聚集省份增加至5 省；云南旅游人次不再 

显著；“低 -高 ”聚集省份增加了江西省，与安徽、福建在空间上连成一片；“高 -高 ”聚集区依旧仅有上海.这 

一阶段，中国旅游发展步人高速增长时期，空间聚集区域的差异化持续，并出现了空间集中连片的特点.2010 

年是中国“十一 五”的收官年，中国经济在“十一 五”期间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东部地区2010年的旅游人次空 

间格局延续了 2005年的特点，只是江西省的旅游人次增长低于周边省份，成为低高聚集.西部地区旅游依然 

持续低低聚集特征，而云南的旅游人次优势与周边省份差异不明显，不再具有高低特征.

2014年为中国旅游高速增长阶段能够搜集全国各省数据的最近年份，是当前中国旅游的代表，其空间 

格局为：“低 -低 ”聚集区域与2010年一致，没有变化;“低 -高 ”聚集区域发生较大变化，福建依然为此特征， 

上海由“高 -高 ”聚集变为“低 -高 ”聚集；“高 -高 ”聚集区域变化明显，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此特征 

明显，该区域在空间上也连成一片.2014年相对于2010年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与本阶段中国旅游的高速发展 

有关.本年度相对于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空间聚集区域更为集中，“高 -高 ”聚集区域在空间上连续且 

向中国中部移动，也隐含着中国旅游可能的发展趋势.2014年处于中国“十二五”经济大发展时期，中国国内 

旅游和出境旅游在“十二五”期间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东部地区旅游业发展迅速，形成了连片“高高”聚集的空 

间格局．

2 . 3 重 心 迁 移 规 律 分 析

从 2000年到2014年，4 期的 L I S A 聚类图体现了中国旅游发展在各阶段的特点，西部省份的聚集趋势 

较稳定，东部省份聚集趋势发生变化较大.同时，本文发现中国旅游的这种空间分异变化似乎也存在着一定 

的演化规律，为进-步探测中国旅游的演化规律，本部分借助空间重心手段分析这种规律.

图 3 为 2000年至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重心，2014年重心落人湖北北部，其余重心均落在河南境内.阶 

段 1(2000-2004年），整体上中国旅游人次的重心向北迁移，只是在2003年 S A R S 的影响下重心由2002年 

向南迁移，在 2004年则继续向北迁移.阶段11(2005-2009年），整体上中国旅游人次的重心依然是向北迁 

移，只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重心由2007年向南迁移，在 2009年则向北迁移.阶段111(2010- 

2014年），整体上中国旅游人次的重心向西迁移，在 2014年在向西迁移的同时还有南移现象.

总的来看，每个阶段内中国旅游人次的重心演化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其中阶段 I 与阶段 I I 主要向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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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阶段 I I I开始向西迁移.为了更好表征这种“北向、西进、南移”的时空演化规律，本文对重心曲线进行了优 

化，即排除2003年与2008年的干扰，重新绘制2000-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重心演变专题图（图 4

通过优化的重心演变图能够清晰地看出：2000- 2 0 1 4年中国旅游人次重心演变存在明显的规律，大致 

可以划分两类.一类是北向阶段，时段在2000年到2009年，另一类是西进与南移时段在2010年至 2014年. 

这种规律也提示我们： 了大的经济环境波动或特殊事件的扰动，2010年之前的中国旅游倾向于北向发展， 

这点从福建、江西、安徽、上海及周边省份的空间格局变化上可以印证； 1 年之后中国旅游在传统旅游市 

场发展的基础上，倾向于向西发展， 1〇年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的连片“高 -高 ”集中格局将中国东部旅游 

空间聚集特征的重心向西部牵弓丨，最终形成的空间格局也印证了这种发展特点.

3 结论与讨论

3 . 1 主 要 结 论

本文借助统计整理和空间统计学方法，对 2000-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进行基本趋势分析、空间格局分 

析和重心迁移规律分析，发现中国旅游存在着-定的时空演化规律，总结为阶段性、空间聚集、重心定向演化 

等二大特征.

1) 阶段性.2000 —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从总体上可以划分为3 个阶段，分别是阶段 I 低速增长阶段 

(2000-2004年），阶段 I I 稳定增长阶段（2005-2009年），阶段 I I I高速增长阶段（2010-2014年）.

2) 空间聚集性.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从总体上存在着空间聚集 

的特点，且聚集程度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 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 

在空间上存在着区域性聚集的特征，西部省份多为“低 -低 ”聚集，东部省份聚集情况变化较大，旅游业在中 

国东部地区更为活跃.

3) 重心定向演化.2000-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重心存在着定向演化的趋势，除去2003年 S A R S 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之前重心向北迁移，2010年之后重心向西和向南迁移，总体上有“北向、西 

进、南移”的时空演化规律.但是，在 2 1 年中国旅游人次重心大幅向西南移动，是否预示着自2014年起一 

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还需要学者对后续年份数据收集并进行相关规律的探寻.

3 . 2 启 示

借助以上研究得出的相关规律，可总结出对于中国旅游发展的几点启示.

1)当前的国内旅游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当今时代，地区产业、能源和消费结构正在不断调整和优化，旅 

游业及其相关产业将成为地方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补充.2000-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基本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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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中国旅游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当前中国旅游发展处于高速增长期，国内各区域发展旅游业均 

具有较好的前景.

2) 中国旅游人次的空间聚集特征不断增强，各地旅游发展应与周边地区旅游发展相互协同、相互促进. 

2000-2014年中国旅游人次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旅游业发展呈现聚集发 

展态势.旅游业受所在地域的人文环境、资源禀赋、开发程度和口碑的影响较大，本地旅游发展受其周边的影 

响也较大，地方政府应在开拓本地旅游资源优势的同时，与周边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 

格局.

3) 中国旅游人次的区域性特征明显，中国旅游业在不断优化调整，各地区应从战略高度找准本地区旅游 

发展的定位.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0年低速增长阶段以“低 -低 ”聚集为主，未出现旅游人次“高 - 

高”聚集区域;2005年中速增长阶段在东部地区出现了“高 -高 ”聚集的特征；2010年西部“低 -低 ”聚集、东 

南部“低—高”聚集空间集中连片、东部上海“高—高”聚集；2014年则进一步形成了“高—高”聚集的集中连 

片格局.中国旅游人次空间格局的演化规律与齐元静等总结的中国经济发展“均衡一不均衡一逐步均衡”的 

演变特征相一致4 ，说明作为国民经济部门之一的旅游业在当前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也经历着从低水 

平的均衡向高水平的均衡过渡的趋势.对于已形成连片优势的中国东部地区，应在维持传统旅游产业发展的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型旅游产业，以大旅游产业带动区域旅游发展.对于旅游发展相对较弱的中国西部地 

区，应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在西部特色旅游的基础上，抓住中国“丝绸之路”国家战略等发展机遇，引领带 

动本地旅游业的发展.

4) 中国旅游人次重心“北向、西进、南移”的迁移趋势，预示着未来中国旅游业可能的发展趋势是东部稳 

定发展、西部快速发展，最终达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北向”和“西进”的特征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 

特征不谋而合，在齐元静等的研究中亦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北移、西进”态势[42].这与2000 

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区域发展战略相一致.对于中国旅游业 

来说，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应在稳固已经形成的旅游市场的基础上，补充旅游新业态，寻求新的旅游发展增长 

点，以寻求当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西部地区应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在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加速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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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s and Gravity Centers Migration of China s Tourist Population During 2000 — 2014
Fu Qiang1,2, Dong Suocheng2 , Yang Hongxin1 , Li Y u 2 , Li Zehong2

(1.College of Touris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2.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the gravity centers evolution of China's tourist population. 
By means of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00 to 2014, the Morar/s I ， LISA and spatial gravity center methods are utilized to analyse 

it.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hina^s tourist popul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respectively. Stage I is during 2000 

and 2004 with slow growth characteristics； stage II is during 2005 and 2009 with stabl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and stage HI is 
during 2010 and 2014 with rapid growth characteristics. 2)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lustering, and the degree of 
clustering gradually increases over the time. Provinces in West China mostly show "low-low" clustering, while that of provinces 

in the East China has great variation. 3) There exist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 northward migration, and then westward and 

southward migration" in the gravity centers curve for tourist population of China during 2000 and 2014. More important is that 
2010 is the time point for the northward migration and westward & southward migration.

Keywords:China’s tourist population; spatial patterns; gravity centers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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