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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
风景区是中国最具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之

一，也是旅游资源的主要载体．基于全国风景
区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数据和城市建设统计
年鉴，综合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空间分析和 ＳＰＳＳ 多元
回归统计分析等方法，深度挖掘中国地级以上
城市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主要影响
因素，以期为将来国家公园体系构建、新型城
镇化建设和旅游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发现：１）中国风景名胜区呈现出东南强、
西北弱的宏观格局，表现出了以主要城市群为
核心集中连片分布、Ａ 级以上景区带状分布、
国家级景区点状分布的空间结构；２）风景名胜
区形成了“山西—湖北—广东”、“内蒙古—青
海—西藏”和东南沿海三条低质率分布带，而
“内蒙古—青海—西藏”和东南沿海两条低质
率聚集带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建设优势地位，从
侧面反映出这两条带状集聚区具有较大的风
景质量提升潜力；３）城市建设规模、城市人口
规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三产发展状况和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是城市风景名胜区
空间差异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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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７ 年中央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加

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功能定位研究，加快构建以

国家公园为核心、层级分明、分类明确的自然保护地体系［１］ ．党的十九

大也强调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制度，２０１９ 年中央再次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自然保护地分类标

准，要求对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

综合评价，按照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价值、自然属性和管理目标进行划

分归类．以国家公园为主、自然公园为辅和自然保护区为基础的自然

保护地分类体系［２］ 被逐步构建，风景名胜区也被明确纳入到国家公

园体系．随着风景名胜区国家地位的确立，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空间分

布也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
国外学者先后从风景区可达性［３］、空间结构［４］、地理位置［５］ 等视

角对风景区空间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了影响旅游空间规划布局的

主要因素［６］ ．国内学者对国家级［７⁃８］、４Ａ 级［９］、３Ａ 级［１０］、Ａ 级［１１⁃１２］ 等

不同级别风景名胜区的空间分布特征［１１⁃１２］、可达性［１４⁃１５］、区位选

择［１６⁃１７］、使用效率［２］和经济效益［１８］等视角进行了探索，采用了网络分

析［１８］、区位理论［１９］、规模理论［２０］ 等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自然资源禀

赋［２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２２］、交通便捷性［２３⁃２４］、地形地貌［２５］、历史文

化底蕴［２６］和地方政府管理重视程度［２７］ 等相关因素都对风景名胜区

差异分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２８］ ．
风景名胜区是指自然环境优美、人文景观集中、配套资源集中、

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可供人们游览、休息、观赏和进行科学文

化活动的地域［２９］ ．不难发现，风景名胜区不仅是保护和发展人文与自

然环境资源的综合体，也是国家配套游憩类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载

体．随着各地区差异化发展，中国风景名胜区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

经济区”有重要的空间对应关系［３０］，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旅游资源建

设不均衡现象，再加上当下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层级风景名胜

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鲜有学者从全国层面来探讨全

域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格局．基于此，本文尝试探索中国风景名胜区

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全覆盖和系统化分析中国风景名胜区

分布状态，使用了精度高、覆盖面广、便于统计分析的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数据和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采用多元回归、区
位熵等分析方法，探索中国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特

征，挖掘其内在驱动因素，并尝试建立风景名胜区空

间分布影响因素解释模型，以期为均衡和优化中国

风景名胜区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１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１　 区位熵

区位熵是用于分析研究对象在研究范围内的相

对优劣势状况的．本研究主要采用比例模型来测度

风景名胜区的空间建设水平，通过计算风景名胜区

的数量占该类全国总量的百分比与研究区域内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百分比的比值，来测算出每个研究区

域内的风景名胜区建设水平［３１］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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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Ｌ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ＱＬ）为研究区域内风景

名胜区的区位熵； ｍｉ 是指 ｉ 市的风景名胜区总量；ｎ
为 ｉ 市总人口规模；Ｍｉ 代表研究区域内的风景名胜

区总量；Ｎ 代表研究区域内的人口总量．当 ＬＱ＜１ 时，
表明该地级市风景名胜区建设规模在全国处于劣势

地位；当 ＬＱ＝ １ 时，则说明该地级市风景名胜区建设

规模与全国城市的水平相当；当 ＬＱ＞１ 时，说明该地

级市风景名胜区建设规模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ＬＱ
越大，说明在该区域的风景名胜区建设集聚越显著，
并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１ １ ２　 核密度

核密度用于计算每个栅格单元周边研究对象的

密度．本文根据输入风景名胜区的点要素数据计算

全国风景名胜区的疏密分布，并将结果图示化成一

个连续的核密度表面，从定量视角刻画出全国风景

名胜区的空间分布特征．风景名胜区集聚程度越高

核密度值越高，反之，则越低．核密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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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Ｑ 为需要测算密度的点；λ^ｒ（Ｑ）为点的密度估

计值；Ｑｎ 为落在以 Ｑ 为圆心、ｒ 为半径的圆形范围内

的第 ｎ 个风景名胜区的位置；ｒ 为步长，即以 Ｑ 为起

始点的曲面在空间上的延展宽度［３２］ ．
１ １ ３　 统计分析方法

为了深度挖掘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的内在影响

因素，本文拟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中多元回归分析和

相关分析等方法，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整理出与城

市人口、社会和经济等相关的影响指标［３３］，筛选出

影响风景名胜区空间集聚差异分布的内在动因，构
建出中国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与城市建设投入、城
市人口分布和经济产出等相关影响因素的解释模

型，并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用相关解释变量来阐述中

国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的主要动因和演化机制，以
期为优化均衡配置旅游资源提供参考依据．

１ ２　 研究数据

本文采用 ＰＯＩ 数据和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其中，
风景名胜区数据采集于 ２０２０ 年，数据主要涵盖风景

名胜区名称、等级和经纬度等字段，数据获取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经过整理清洗后，得到了 ７９ ５００ 个风

景名胜区点位数据．另一类数据为 ２０２０ 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主要包括 ３３９ 个中国地级市的城市建

设、人口规模、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相关统计数

据．值得说明的是，由于部分地区的统计数据的更新

较慢，导致中国的港澳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县

级行政单元的统计数据缺失，故研究区域不涵盖以

上地区．

２　 空间分布特征

２ １　 风景名胜区宏观格局

从中国风景名胜区总量时空分布特征来看（见
图 １），中国风景名胜区表现出了全域密集连片、Ａ
级带状、国家级点状分布的空间结构，并呈现出东南

强、西北弱的空间格局．从景区总量来看，华东地区

景区占全国 ３１％，景区数量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地

位；华南和西南地区均占比 １３％，西北和华北地区各

占 １０％，西北和华北地区的景区总量在全国最低，也
形成了东西、南北不均衡分布格局．东南沿海地区风

景名胜区总量优势最明显，形成了带状风景名胜区

集聚带，同时沿长江、黄河中下游也形成了风景名胜

区集聚带，显然，风景名胜区主要集聚在水资源充足

和地质条件复杂地区．从风景名胜区分布核密度来

看，除了表现出集中连片的特征，也呈现出东南强、
西北弱的空间特征，且区域集聚也与中国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和成渝等主要经济发展圈吻合，这也再

次说明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

正相关关系．Ａ 级以上景区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沿
海形成了带状风景带，江浙地区为 Ａ 级带状结构的

核心节点，并形成了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核心的圈层

式向外递减格局，直至成渝城市群结束，Ａ 级风景名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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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区数量才逐渐增长，东强西弱的特征尤为明显．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表现出点状分布的结构特征，主要

以省会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为核心集聚，且多数集

聚在长江以南地区，也表现出了东南强、西北弱的空

间分布特征．上海 ５Ａ 级风景名胜区高达 ８３ ５９ 家 ／
万 ｋｍ２，处于全国最高水平；８８％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分布在大山脉与河流湖泊附近，主要集聚在三大

阶梯、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附近，人文类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主要集聚在古代中心城市附近．

注：该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ＧＳ（２０１９）１８１７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 １　 中国风景名胜区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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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优质风景名胜区分布格局

全国风景名胜区宏观格局主要基于景区总量进

行分析探讨，总量分布特征也只是全国风景名胜区

分布格局的一方面．为了更详细、精准地判断各城市

风景名胜区的建设水平和分布特征，引入优质率来

分析各城市风景名胜区建设水平．国内风景名胜区

建设水平评判标准为《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

法》，该标准对高质量风景名胜区分级评定，Ａ 级是

风景名胜区质量最低等级．故研究采用各城市 Ａ 级

以上风景名胜区数量占总量的比重来刻画各城市风

景名胜区的建设水平，为了便于表述，将其结果定义

为各城市风景名胜区优质率（图 ２）．风景名胜区高优

质率呈现出沿国境线分布的空间特征，主要集中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山东、广西等地区．其
中，只有 ３０ 个城市景区优质率超过 ５０％，优质率超

过 ３０％的城市也只占 １ ／ ４，半数城市风景名胜区优

质率在 ２０％以下，显然，Ａ 级以上优质景区的覆盖范

围有待进一步增大，以满足更多人群对高质量风景

名胜区的需求． “山西—湖北—广东”、“内蒙古—青

海—西藏”和东南沿海三条带状区域风景名胜区表

现出了“量大质低”的特征，有待地方政府进一步加

强风景名胜区建设投入，提升区域内 Ａ 级及以上风

景名胜区的质量和数量，以提升地区旅游资源的优

质率．

图 ２　 中国风景名胜区优质率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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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风景名胜区集聚特征

除了从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探索风景名胜区的

空间分布特征，本文还从风景名胜区集聚视角探索

全国风景名胜区的建设优劣趋势．图 ３ 采用区位

熵［３４］来测度各地级市风景名胜区在区域建设中优

劣地位．通过统计发现：２２６ 个地级市的区位熵 ＬＱ＜
１，表明全国超过半数城市风景名胜区建设水平处于

劣势地位；１０１ 个城市 ＬＱ＞１，说明这些城市风景名

胜区在区域内处于优势地位；１２ 个地级市 ＬＱ＝ １，则
说明极少城市风景名胜区建设规模与全国城市的水

平相当．阜阳市的区位熵为 ０ ２，处于全国最劣势建

设水平；巴彦淖尔市的区位熵为 ８ ０，为全国最具有

优势城市． ＬＱ 越大，说明在该区域的风景名胜区建

设集聚越显著，并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全国风景名胜

区呈现出高区位熵值带状集聚、低区位熵值面状集

聚的特征，形成了“内蒙古—青海—西藏”和东南沿

海两条风景名胜区高优势集聚带，在带状区域内城

市风景名胜区表现出了较强的优势地位．同时也形

成了以东北三省、河南、河北和云南等省份为核心的

面状劣势集聚区域． “内蒙古—青海—西藏”沿线和

东南沿海地带的风景名胜区均表现出了高集聚、低
质率特征，二者沿线的风景名胜区相当丰富，具有较

高的开发潜力，而现实状况是风景名胜区建设水平

较差．主要原因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风景名胜区核

心价值被割裂、景区空间破碎严重和景区管理依据

欠缺；欠发达地区则因为风景名胜区建设资金投入

较少、风景名胜区开发保护意识淡薄、区域内旅游消

费水平低和旅游管理水平低等．

３　 风景名胜区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由于中国风景名胜区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上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而绝对数量的空间分

布非均等化格局更突出，故选择各城市的风景名胜

区绝对数量作为因变量开展多元回归分析，深度挖

掘全国风景名胜区差异分布的影响机制和主要动

因．综合分析已有文献的影响指标体系［２１⁃２８］，研究发

现对风景名胜区造成严重破坏的主要因素来源于中

国快速城镇化建设，故选取与城镇化建设相关指标，
主要包括城市人口、城市用地、城市经济和财政支出

等影响因素（表 １），借助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的统计分析

功能，运用相关分析工具筛选出与城市风景名胜区

绝对数量显著相关的解释变量，然后再采用强行进

入（Ｅｎｔｅｒ）的方式对相关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

图 ３　 中国风景名胜区区位熵分布格局

Ｆｉｇ 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析．逐步剔除了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城市消费水平、
人均工资等拟合度不高、共线性关系弱、稳健性较差

的影响因素，最终获得了与城市风景名胜区绝对数

量变化拟合度较高的解释常量．
从表 １ 中不难发现：各解释变量的共线性诊断

结果 ＶＩ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值均小于 ７ ５，说
明各变量不存在共线性关系；各变量的 Ｓｉｇ．（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值均小于 ０ ０５，说明各变量对解释模型存在

显著的影响能力；解释模型 Ｔ 值的绝对值都远大于

１ ９６，进一步说明各解释变量对解释模型有较强的

影响力．最后，通过回归方差检验发现解释模型的

Ｓｉｇ．值均为 ０ ０００ａ（表 ２），表明解释模型具有非常重

要的统计学意义．且解释模型的 Ｒ２ 值都大于 ０ ６，再
次证明该解释模型的稳健性较好、拟合度较高、质量

较优秀，可以用于解释引起各城市风景名胜区绝对

数量变化分布的主要动因和机制．解释模型为

Ｙ ＝ － ８７ ０４５ ＋ ０ ２０８Ｘ１ － ０ ４５５Ｘ２ ＋ ０ ００１Ｘ３ ＋
０ ００２Ｘ４ ＋ ０ ０９０Ｘ５ ＋ ０ １７４Ｘ６ ＋ ０ ００１Ｘ７ ． （３）

从解释模型中不难发现：全市行政区域土地面

积、全市年末户籍人口与城市风景名胜区数量增减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方行政辖区面积和人口规

模增长都有助于增加风景名胜区的绝对数量，行政

９８３
学报，２０２４，１６（３）：３８６⁃３９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４，１６（３）：３８６⁃３９３



表 １　 城市风景名胜区数量和相关影响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模型 指标分类 变量 Ｂ Ｔ Ｓｉｇ． ＶＩＦ

模型 １ （ 因
变量： 城市
风景名胜区
数量）

常量 －８７ ０４５ －３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城市人口 全市年末户籍人口（Ｘ１） ０ ２０８ ３ ８８８ ０ ０００ ３ ５７７

城市用地规模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Ｘ２） －０ ４５５ －４ ３６４ ０ ０００ ５ ６５０
全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Ｘ３） ０ ００１ ３ ４０８ ０ ００１ １ ０３１

城市经济 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Ｘ４） ０ ００２ ５ ７９９ ０ ０００ １ ７８８

居住空间 全市住宅销售面积（Ｘ５） ０ ０９０ ２ ９６０ ０ ００３ ３ １０６

财政支出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Ｘ６） ０ １７４ ５ ９３３ ０ ０００ ６ ２３３

三产就业 全市住宿和餐饮业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Ｘ７） ０ ００１ ３ ７２７ ０ ０００ ２ ２８９

表 ２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方差分析和拟合度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模型汇总ｂ

模型 Ｒ Ｒ２ 调整 Ｒ２ Ｓｉｇ．

１ ０ ８０８ａ ０ ８５２ ０ ８５２ ０ ０００ａ

　 注：ｂ 为因变量，即城市风景名胜区数量；ａ 为 ａｄｊｕｓｔ 的简称，表示经
自由度调整的 Ｒ２，比原 Ｒ２ 更可信．

管辖范围收缩和人口收缩都会导致地区风景名胜区

数量缩减；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也与景区建

设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地方公共预算出现缩减，
就比较容易引发地区风景名胜区的数量和质量降

低，反之，则能有效地增加风景名胜区的数量和质

量；全市住宅销售面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与城市

风景名胜区数量变化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状况也直接影响着城市风

景名胜区建设水平，同时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也是城

市经济发展状况的衡量标准之一，反映出城市经济

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城市风景名胜区数量的

增减；全市住宿和餐饮业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也

与城市风景名胜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住宿与餐

饮业是第三产业的基础性行业，说明城市第三产业

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城市风景名胜区的发展状

况．除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城

市风景名胜区数量表现出了负相关关系．从解释变

量系数可以看出，城市每增加 １ ｋｍ２ 建设用地，城市

就会减少 ０ ４５５ 个风景名胜区．这也可以看出城市

建设对城市风景名胜区的破坏力度之大．基于此，城
市过度或者盲目建设都不利于城市风景名胜区保护

与发展．
综上所述，城市建设规模、城市人口、城市经济、

政府财政支出和第三产发展状况等因素都是城市风

景名胜区数量增减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优良的房

地产经济是风景名胜区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动力，二
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当然，在城市建设扩张过程

中，也要加大风景名胜区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尽可能

让二者平衡协调发展．

４　 结论与建议

全国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均衡度，直接影响到

居民享受公平游憩资源的权利．目前针对全国风景

名胜区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全国

风景名胜区 ＰＯＩ 数据和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资料，通
过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挖掘出中国风景名胜区空

间分布特征及风景名胜区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主
要结论如下：

１）中国风景名胜区整体上呈现出东南强、西北

弱的空间格局，表现出了全域集中连片、Ａ 级带状、
国家级点状分布的空间结构．其中：集中连片分布格

局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空间分布一致；Ａ 级以上风景

名胜区形成沿海集聚带；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主要以

省会城市为核心点状集聚．
２）中国风景名胜区形成了 “山西—湖北—广

东”、“内蒙古—青海—西藏”和东南沿海三条低质

率分布带，而“内蒙古—青海—西藏”和东南沿海两

条低质率聚集带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建设优势地位，
从侧面反映出两条带状集聚区具有较大的风景质量

提升潜力．
３）城市建设规模、城市人口规模、政府财政支

出、第三产发展状况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

是城市风景名胜区数量增长和减少的主要动因．
随着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出台，风景

名胜区开始扮演重要公共资源的角色进入大众视

野．当被赋予公共资源载体的任务后，风景名胜区的

均衡配置、均质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游憩资源错配将

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０９３
张小东，等．中国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此，针对研究发

现的全国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提出建

议如下：
１）针对东南强、西北弱的空间格局，国家需要因

地制宜地制定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政策，优先加强中

国西北地区风景名胜区提质建设投入，以提升“内蒙

古—青海—西藏”低质聚集带的景区质量．
２）优化现有自然保护地的结构，理清风景名胜

区与自然保护地的关系，整合优化部分优质风景名

胜区，并将其纳入到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中．
３）政府财政支出适当倾斜、严控城市建设规模、

大力发展城市旅游业等举措，都有助于城市风景名

胜区增量、提质．
国内外学者对风景名胜区研究的内容较多，主

要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视角出发探索风景名

胜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但从城市经济、人口

和规模等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本文仅做了初步研

究，且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在影响因素探索过程中未

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方面的内容综合起来讨

论．这也是本研究将来需要进一步细化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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