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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及优化提升研究

刘桂兰,唐梦,杨曜恺,张继亚

(河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河南乡村旅游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为有效利用河南省乡村

旅游资源,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运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以及基尼系数、不平衡指

数等定量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和空间分布密度等方面探讨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

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的整体空间分布趋于凝聚分布;各地市之间乡村旅游点分布不均衡,空间

集聚区有明显的等级特征;市域范围空间分布不均匀,呈多核心带动式发展;空间分异格局受经济发展、人口密度、
交通条件、政策因素、资源禀赋以及地形地貌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提
出优化提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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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剂,在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带动农民增产增收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起着

重要的作用[1].LEE等人[2]采用GIS等方法通过构建空间网络结构对农村村庄的空间中心性进行分析;文
献[3]认为乡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着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陈海彬[4]以郑州市乡村旅游资源为研究对

象,探讨其空间分布规律并对其驱动力进行分析;韩晗等人[5]从区域空间的角度对山东省乡村旅游资源分布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黄葵[6]借助ArcGIS技术探究重庆市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分析乡村旅游资源

数量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河南省作为农业大省,乡村旅游资源极其丰富,乡村旅游发展态势良好,但区域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异、影响因素进一步

分析,尝试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提升建议,以利于河南省乡村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跨越长江、黄河、海河、淮河四大流域,内辖18个地市,全省总面积约16.7万

km2,占全国总面积的1.73%[7].省内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70%的旅游资源在乡村.从2014-2018年河南

省旅游统计数据(表1)可以看到,河南省乡村旅游总体发展呈逐年增长趋势,发展态势良好.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7个方面:1)河南省乡村旅游网公布的休闲农庄、农家乐与魅力乡村;2)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乡村旅游特色村、休闲观光园区和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共三批);3)河南省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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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厅公布的精品民宿;4)首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5)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乡村旅游示范镇、乡村

旅游示范村及乡村旅游示范休闲农庄;6)国家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示范点(2010-2017年);7)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共三批).通过实

地调查和查阅资料,确定了关注度较高的乡村旅游点,同时对重复的乡村旅游点进行合并,最终整理得到乡

村旅游点共1351个.河南省空间DEM、路网等数据均来源于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
表1 2014-2018年河南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Tab.1 TourismdevelopmentinHenanProvincefrom2014to2018

年份 旅游接待人次/亿 乡村旅游接待人次/亿 旅游总收入/亿元 乡村旅游总收入/亿元

2014 4.56 0.79 4322.00 385

2015 5.19 0.90 5035.29 442

2016 5.83 1.01 5764.06 513

2017 6.65 1.17 6751.00 593

2018 7.86 1.45 8120.21 752

  注: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年鉴》(2014-2018年).

2.2 研究区域

本文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依据地理区位将河南省划分为:豫东(开封、商丘、周口)、豫西(洛阳、三门

峡)、豫南(南阳、驻马店、信阳)、豫北(安阳、新乡、焦作、濮阳、鹤壁、济源)和豫中(郑州、许昌、漯河、平顶山).
2.3 研究方法

通过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软件,获取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的经纬度坐标;借助ArcGIS10.2空间分析工具

中的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以及基尼系数、地理集中指数等计量模型,对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分布特

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利用最邻近指数R=
r1
rE

[8]

分析旅游点的相互邻近程度,其中,r1为空间实际最邻近距离,rE=
1
2

n
A

为

理论最邻近距离,A 为研究区域面积,n 为地市总数.利用基尼系数Gini=
-∑

N

i=1
PilnPi

lnN

[9]

分析离散区域

空间分布,C=1-Gini为分布均衡度.利用不平衡指数D=
∑

n

i=1
Yi-50(n+1)

100n-50(n+1)

[10]

分析旅游点在各区域内

的分布均衡状况,其中,Yi 为城市乡村旅游点数量比例从大到小排序后前i位在省内所占的累计比例.利用

地理集中指数G=100 ∑
n

i=1
(
xi

T
)2 分析旅游点的空间分布状况,其中xi 表示第i个城市的乡村旅游点数

量,T 为乡村旅游点总数.洛伦兹曲线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集中化程度,洛伦兹曲线上凸越大越集中[12].

核密度gn(x)=
1
nh ∑

n

i=1
K(

x-Xi

h
)用于测算整个区域内乡村旅游点的 空 间 分 布 规 律[13],其 中,

K(
x-Xi

h
)为核密度方程,h 为带宽,x-Xi 表示估值点x 到事件的距离.

3 结果分析

利用ArcGIS10.2软件最近邻指数的空间分布分析,对河南省1351个乡村旅游点进行点距离测算,最
后得出河南省乡村旅游点R=0.4869<1,其中豫中0.6145,豫东0.6075,豫西0.5812,豫南为0.6033,豫
北0.4862,均小于1,由此可以看出河南省乡村旅游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

全省层面的基尼系数Gini=0.935,分布均匀度C=0.065.可见,河南省乡村旅游点在各地市的空间分布

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从各区域的乡村旅游点分布情况来看,豫中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16,分布均匀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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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4;豫东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296,分布均匀度为0.704;豫西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520,分布均匀度为

0.480;豫南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434,分布均匀度为0.566;豫北地区的基尼系数为0.461,分布均匀度为

0.539.乡村旅游点在所属片区内相对来说分布比较均衡,其中豫东区乡村旅游分布均匀度最高,相对而言,
其资源点分布相对分散.

不平衡指数D=0.34,表明河南省乡村旅游点在各地市间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分布最多的是郑州市和洛

阳市,约占全省乡村旅游点的29.61%.
乡村旅游点地理集中指数G=28.81.若全省的乡村旅游点平均分布,此时的地理集中指数GA=23.57<

G.这表明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分布趋于集中.从各片区的分布来看,豫东区的指数为59.89,豫西区

的指数为77.78,豫南区的指数为61.41,豫北区的指数为42.30,豫中区的指数为64.71.由此看出,豫西区

的地理集中指数最高,是分区中最为集中的,而豫北区的地理集中指数相较于其他分区来讲地理集中指

数较低.
由图1可知,洛伦兹曲线

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河南省乡

村旅游点分布较为集中,且主

要集中在郑州、洛阳、信阳等,
而漯河、济源、周口的乡村旅

游点 空 间 分 布 相 对 来 说 较

分散.
借助ArcGIS10.2软件中

空间分析工具的核密度分析

工具对乡村旅游点进行核密

度分析,生成核密度图.从图2
可以看出,大多数乡村旅游点

为多核心集聚式发展模式,尤
其以豫中的郑州、平顶山,豫
西的洛阳,豫南的信阳、南阳

以及豫北的新乡、焦作为核心带动城市,其中豫东缺少核心带动城市.

4 影响因素分析

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异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本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

现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政策因素、人口密度、交通因素以及地形地貌因素等进行分析.
依据河南省统计年鉴公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引入地理联系率公式[14],

V=100-0.5∑
n

i=1
|Xi-Yi|,通过计算2020年人均GDP和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的关联程度,得到V(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99.79,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分布.
截止到2020年底,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共476个,将河南省3A级以上旅

游景区与1351个乡村旅游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河南省乡村旅游点具有很强的高级别景区依赖性,其中豫

中、豫北、豫西区域高级别景区密集,其周边乡村旅游点数量多;而豫南和豫东区域高级别景区和乡村旅游点

相对来说较为稀松.乡村旅游点与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的高度契合,表明了高级别旅游景区的影响力.
政策支持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推手,在乡村旅游的空间布局构建上有着重要作用[15].为了推动乡村

旅游发展,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各项政策措施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
强化乡村旅游要素支撑,完善基础设施日益,使得乡村旅游顺应政策导向优化发展.2020年5月,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争取到2025年实现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4亿

人次,年经营总收入3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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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对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参考第七次人口普查对河南省人口的统计,利用地理联

系率公式计算人口密度与乡村旅游资源点分布之间的关联程度,得到V(人口密度)=99.69,说明人口密度

与乡村旅游资源点之间存在很大联系.

区域乡村旅游点的空间布局与交通线路密不可分,通过将河南省国道、省道及主要铁路与乡村旅游点相

叠加,得到两者空间分布关系图.从图3中可以看出,河南省乡村旅游呈现出沿交通干道节点分布的特征,尤
以豫中、豫北和豫西区域最为显著,而豫南和豫东区域交通线路稀疏乡村旅游分布也较为分散,由此可见交

通便捷程度也对河南省乡村旅游分布具有影响作用.
利用ArcGIS10.2软件,将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图与地形高程图叠加,发现河南省乡村旅游点大

多分布在北部太行浅山区、中西部秦岭余脉、南部和西南部大别山脉、伏牛山脉周围,这些区域环境优良,山
水组合较好,区域内资源优势明显;在东部区域,地势较平坦开阔,乡村旅游点分布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因此,
地形地貌影响着乡村旅游的分布.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结合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以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借助ArcGIS软件对河南省乡村旅游点的空间

分布特征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其空间分布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从空间分布类型看,河南

省乡村旅游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从市际层面看,各个地市之间的乡村旅游分布差异较

大,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从空间分布集中度看,豫西区的乡村旅游点分布最为集中.通过空间分布密度分析

可知,河南省乡村旅游呈现多核心集聚式发展,并形成以豫中的郑州、豫西的洛阳、豫南的信阳以及豫北的新

乡为核心带动城市.豫东区核心带动不够明显.河南省乡村旅游与高级别景区分布具有一定重合度;乡村旅

游点呈沿主要交通道路分布的特征.
为优化提升乡村旅游提出如下建议:整合优势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品牌产品.完善乡村旅游交通基

础设施建.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区域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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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spatialdivergence,influencingfactorsandoptimizationand
enhancementofruraltourismspotsinHenanProvince

LiuGuilan,TangMeng,YangYaokai,ZhangJiya

(CollegeofTourism,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TheoveralldevelopmentofruraltourisminHenanisgood,buttheproblemofunbalancedandinsufficientre-
gionaldevelopmentisstillevident,inordertoeffectivelyutilizetheruraltourismresourcesinHenanProvinceanddeveloprural
tourismwithhighquality,weuseArcGISspatialanalysissoftware,nearestneighborindex,kerneldensityanalysisandquanti-
tativemethodssuchasGinicoefficientandimbalanceindextoexploretheruraltourismspotsinHenanProvinceintermsof
spatialdistributiontypeandspatialdistributiondensity.The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ruraltourismspotsinHenan
Provincearediscussedintermsofspatialdistributiontypeandspatialdistributiondensity,andtheinfluencingfactorsarealso
analyzed.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overallspatialdistributionofruraltourismspotsinHenanProvincetendstobe
cohesive;thedistributionofruraltourismspotsisunevenbetweencitiesandtowns,andthereareobvioushierarchicalcharac-
teristicsofspatialagglomerations;thespatialdistributionofmunicipalitiesisuneven,andthedevelopmentisdrivenbymulti-

plecores;thespatialdifferentiationpatternisinfluencedbyeconomicdevelopment,populationdensity,transportationcondi-
tions,policyfactors,resourceendowment,andtopographyandsoon.Basedonthespatialdifferentiationpatternofrural
tourismspotsinHenanProvinceandtheinfluencingfactors,suggestionsforoptimizationandenhancementareproposed.

Keywords:HenanProvince;ruraltourismspot;spatialdifferentiation;influencing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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