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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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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休闲旅游是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休闲旅游资源是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载体与基础。

以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为基础，运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及地理探测

器等方法，研究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成都市休闲旅游

资源整体呈现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的分布模式，康娱类、文化类、专项类以及自然类休闲旅游

资源分别表现出以传统商圈、文化中心、绿地公园以及自然景点为依托的布局特征。（2）不同类

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特征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康娱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大，专项类和文化类特征空

间尺度次之，自然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小。（3）距市中心距离、游客密度、街道活力、居民密度、资

源禀赋、道路密度等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在影响因素中，距市

中心距离、游客与当地居民密度是主导因素；资源禀赋、街道活力是驱动因素；道路密度、距主

干道距离与区域经济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重大事件是调节因素，四个维度共同作用，形成成

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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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对健康的追求及休闲、度假型旅游的兴起，传统的观光

型旅游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旅游消费趋势正从观光型旅游向休闲、度假型旅游转

变[1]，休闲旅游逐渐成为消费热点[2]。旅游资源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与主要支撑[3]，其空间

格局不仅是旅游产业规划、布局的重要基础[4]，同时对区域旅游竞争力也有重要影响[5]。

传统旅游资源多以自然或文化遗产形式存在，其空间布局具有固定不变性。而休闲旅游

资源具有可塑造性和可创新性，在市场需求引导下，可以通过产业融合、功能复合等方

式创造休闲旅游资源来发展休闲旅游产业，这使得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与交通、消

费需求、城市环境甚至产业政策等都具有密切联系。因此研究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

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理解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机制，优化城市休闲旅游产业布局具有重要

意义。

虽然“休闲”与“旅游”存在紧密关联，但国外一直将其视为两个独立领域，所以

“休闲旅游（Leisure Tourism）”概念在国外较为少见[6]。“休闲旅游”是一个具有中国特

色的词条[6]，国内学术界对休闲旅游的内涵与概念有所关注，但尚未有统一界定，故休闲

旅游资源的定义也尚未统一。本文以黄震方等[2]于2011年提出的休闲旅游资源定义（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人们的休闲活动产生吸引力，可以为休闲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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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通过文献

梳理发现，国外主要从两个角度对休闲旅游进行了研究：一类是从旅游者出发，研究休

闲旅游动机与满意度，发现娱乐与新奇是促使游客进行休闲旅游活动的两大动机[7]，旅游

目的地的基础设施与资源禀赋条件会影响游客满意度[8]，进而影响游客对生活的整体满意

度[9]；另一类则从休闲旅游资源出发，研究休闲旅游空间建构[10,11]，以及休闲旅游资源与

交通的密切联系[12,13]。20世纪90年代，国内休闲旅游研究拉开帷幕，为提高休闲旅游产

品丰富度，满足“大众化”“中层化”[14]的休闲旅游需求，这一时期主要研究休闲旅游产

品的开发对策[15]。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从旅游主体出发，发现影响游客休闲旅游出行

的主要因素为时间和交通[16]，假日时长的增加会激发居民的出游动机[17]，促进休闲旅游

发展[18,19]。另一些学者从休闲旅游客体这一视角切入，对休闲旅游的发展模式[20]、休闲旅

游的发展前景与趋势进行了探讨[21,22]，呼吁休闲旅游产业开发需要创新开发路径并深入挖

掘特色与文化[23]。近年来，对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研究成为热点，研究表明休闲旅

游资源的空间布局[24-26]与时空演化[27]均存在一定规律。

回顾既往文献发现，休闲旅游资源研究主要有以下特征：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

休闲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探究、休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评价以及游客行为等方面，对休闲

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理研究鲜有涉及；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定性方法，定

量分析与数据可视化方法较少涉及；研究对象上，以古镇、城市公园以及特色街区等单

一类型、单一要素为主，而休闲旅游资源类型多样，仅以单一要素为研究对象无法综合

了解休闲旅游资源的区域布局特征；研究尺度上，多从宏观尺度视角出发，对休闲旅游

资源空间分布的中微观尺度研究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以成都市为例，综合运用空间

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成都市中心城区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点的空间分布特征

及其影响因素，深化城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研究，研究结果可为成都市调整和优化休闲旅

游产业结构和功能布局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成都简称“蓉”，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也是著名的“休闲

之都”，追求慢节奏的休闲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成都市的一大名片[28]。因此，选取成都市研

究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布局具有典型性。影响休闲旅游资源分布的因素多种多样，本文试

图探索休闲旅游资源分布与地区活力的关系。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获取性，以滴滴平台

对外开放的成都市网约车数据（https://gaia.didichuxing.com）的覆盖范围作为本文的主要

研究区域。该区域（图1）不仅包括《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中心城区

范围内的街道，还包括与中心城区联系密切的相邻街道，共计98个街道单元，研究区面

积为1163.17 km2。

1.2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的数据包括：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道路数据、房价数据、人口数据以

及由滴滴平台提供的出租车订单数据。研究所用的POI数据主要从百度地图开放平台获

取，获取时间为2018年3月，百度开放平台的POI数据共有13大类96子类，数据分类非

常细致[29]，每条数据包括POI的名称、地址、所属类型（包括餐饮服务、风景名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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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休闲等类型）和经纬度等信息。按照前人对休闲旅游资源的分类[2]，结合成都市休闲旅

游资源实际情况，根据 POI 数据所属类型进行数据清洗，最后按照康娱游憩、文化休

闲、专项休闲和自然游憩四大主类和13个亚类进行重新归类（表1）。其中休闲旅游资源

中诸如公园、度假区这类面积较大的资源，考虑到其与研究区总面积相比尺度较小，故

将之抽象为点来进行分析。另外，由

于本文以休闲旅游资源点数据作为研

究对象，对于山脉、河流这类大尺度

带状资源，以该类资源范围内的资源

单体作为研究对象。经过空间匹配、

去重及删除辨识度低的休闲旅游资源

点之后，共获取有效 POI 数据 10169

个（表1）。底图数据和道路数据通过

OSM 开源地图获取，住宅房价数据

来 自 安 居 客 （http://chengdu.anjuke.

com/） 和 链 家 网 （http://cd.lianjia.

com/），人口数据来自于成都市统计

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1.3 研究方法

1.3.1 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

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法是以点的

图1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POI点的空间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POI in Chengdu

表1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分类及个数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unt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Chengdu

主类

康娱游憩类

文化休闲类

专项休闲类

自然游憩类

亚类

公共休闲类

娱乐休闲类

体育休闲类

购物休闲类

餐饮休闲类

保健疗养类

人文综合类

历史遗迹类

文化场馆类

产业休闲类

其他专项休闲类

自然综合类

生物休闲类

POI数量/个

418

400

633

186

6904

635

314

95

242

58

204

54

26

比例/%

4.1

3.9

6.2

1.8

67.8

6.2

3.1

0.9

2.3

0.5

2.0

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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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为基础，探索点数据空间分布热点区域的分析方法，主要用于刻画点数据整体的分

布态势。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先用最近邻指数（Nearest Neighbor Index，NNI）去判断点数

据的空间分布是否属于集聚型，然后利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法来探索热点集聚区。计

算公式可表示为[30]：

NNI = d ( )NN /d ( )ran （1）

d ( )ran = 0.5 A N （2）

式中：d（NN）为最近邻距离（m）；d（ran）为期望平均最近邻距离（m）；N为样本点数量

（个）；A 为研究区域面积 （m2）。NNI<1 时表示样本点呈集聚分布，值越小越集聚；

NNI>1表示样本点呈均匀离散分布；NNI=1表示样本点呈随机分布态势。

1.3.2 Ripley's K函数

最近邻指数仅能刻画点数据整体的分布格局，无法判断各类休闲旅游资源在不同空

间尺度上的分布特性，而Ripley's K函数可以分析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空间点要素所表现

出来的分布模式。本文运用Ripley's K函数分析成都市各类休闲旅游资源在不同空间尺度

上的空间集聚模式。计算公式可表示为[31]：

K ( )d = A∑
i = 1

n ∑
j = 1

n wij( )d

n2 （3）

L( )d =
K ( )d
π

- d （4）

式中：K(d)表示休闲旅游资源点的集聚程度，为保持方差稳定，构造了L(d)函数；n为各

类休闲旅游资源数量（个）；wij（d）为在距离d范围内某一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点 i与资源点

j之间的距离（km）；L（d）与d的关系可以检验在距离d范围内，各类休闲旅游资源的空

间分布格局。L（d）>0表示该类休闲旅游资源呈集聚分布，L（d）=0表示该类休闲旅游资源

呈随机分布，L（d）<0表示该类休闲旅游资源呈分散分布。

1.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基于空间叠加技术和集合论而提出的用于探测被解释变量及其解释

因子的空间分布是否一致的空间分析方法[32-34]。本文借助地理探测器探讨影响成都市休闲

旅游资源密度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计算公式可表示为[35]：

qX = 1 - 1
Nσ2∑

h = 1

L

Nhσh
2 （5）

式中：qX为影响因素X对休闲旅游资源密度的影响力，q∈[0, 1]，q值越大，则影响因素X

对休闲旅游资源密度的影响力越大；L为休闲旅游资源密度Y或影响因素X的分层；Nh和

σh
2分别为层h的单元数（个）和方差；N和σ2分别为研究区整体的单元数（个）和方差。

2 结果分析

2.1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2.1.1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采用最近邻指数分析成都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集聚状况（表 2）。结果显示：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集聚的差异性较小，休闲旅游资源总体和各类休闲旅游资源的

最近邻指数均小于1，Z检验值均小于-2.58，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属典型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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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模式。从休闲旅游资源的集聚程度来看：康娱类>总体>文化类>专项类>自然类。康娱

类与总体休闲旅游资源由于数量较多且分布集中，故集聚程度较高，而自然类休闲旅游

资源数量较少，且资源点之间相距较远，故集聚程度较弱于其他类型休闲旅游资源。

由于最近邻指数仅能够说明休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并不能从空间上明

确其集聚分布的方向特征。为了进一步讨论休闲旅游资源集聚空间的方向特征，本文借

助Crimestat 3软件识别休闲旅游热点区域。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一阶热点区共有 29个

（图2a），呈现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分布态势。中心集聚区主要在春熙路、盐市口、太升

路、书院、合江亭等一些城市综合性中心地、传统商业中心分布的街道，这些街道商业

云集、人流巨大并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故休闲旅游资源点大量集聚。成都市休闲旅游

资源二阶热点区仅有一个，二阶热点区内共有5935个资源点，占总数58.3%，再次验证

了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分布不均匀，集聚特征明显。

表2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最近邻距离分析

Table 2 NNI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Chengdu

资源类型

总体

康娱类

文化类

专项类

自然类

平均最近距离/m

109.88

105.21

436.25

673.75

1658.24

期望最近距离/m

159.56

158.39

743.57

1062.32

1929.18

最邻近指数NNI

0.54

0.52

0.59

0.63

0.86

Z检验值

-87.46

-87.89

-20.17

-11.33

-2.61

显著性水平/%

1

1

1

1

1

图2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最邻近层次聚类分析

Fig. 2 Nearest neighbor hierarchical spatial clustering analysi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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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分布相对集中，热点聚集区空间分布与休闲旅游资源总体类

似，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主要沿商业中心布局（图 2b）。一阶热点集聚区主要位于西御

河、草市街、春熙路、书院等街道，这些地区均是传统商业中心以及商务中心所在地

区；从图上可以看出康娱类二阶热点区集中在城市中心城区，表明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

在中心城区形成了层次鲜明的集聚区，其他地区仍然处于小尺度空间集聚状态。

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沿西北东南方向分布，形成以文化景点为中心的专业化特色化

休闲旅游热点区（图 2c）。文化休闲旅游资源的一阶热点区和二阶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浆

洗、草堂路、望江路、西御河、春熙路等街道，这一带区域文化底蕴深厚，文化类休闲

旅游资源点聚集，如武侯祠、锦里、杜甫草堂、宽窄巷子、文殊院等一些知名文化景

点，故以这些知名景点为中心形成了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功能热点区。

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的热点分布方向大致为东北西南向，外围城区专项类休闲旅游

资源零星分散，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以公园绿地为中心的分布规律（图 2d）。在玉林街

道、望江路街道、牛市口街道、草市街街道等区域形成多处一阶热点区和一处二阶热点

区，这些地区公园较多，专项类休闲资源集聚分布，故在这些区域附近形成热点区；外

围城区的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热点区分别分布在以南湖湿地公园以及桃花故里景区为中

心的附近区域。

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仅在三河街道和天回镇街道的交汇处、三圣街道和华阳街道形成

几处一阶热点区，未形成二阶热点区（图2e）。由于研究区主要为主城区，自然类休闲旅

游资源点较少且分布较为分散，所以此类热点集聚区较少，并未形成层次鲜明的集聚区。

2.1.2 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尺度特征

采用Ripley's K函数对各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进行多尺度判别（图 3），从

图中可以看出，成都市各类休闲旅游资源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服从集聚分布，存在显著

的集聚性，从另一个角度验证前文最近邻指数的分析结果。从L(d)函数曲线变化趋势来

看，各类休闲旅游资源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不存在无峰值

和双峰值的现象；从峰值出现的距离看，总体休闲旅游资源在 30.6 km 处达到集聚峰

值，比任意单一类型的休闲旅游资源集聚峰值均高，表明四类休闲旅游资源共同作用

下，增强了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总体集聚强度；各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尺度差异明

显：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出现集聚峰值的距离最大，为11.8 km，说明其在较大的空间尺

度内表现出集聚特性，区位布局的空间范围大；文化类和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出现集聚

峰值的距离分别为4.9 km和6.7 km，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集聚峰值的距离为0.9 km，由

于文化类、专项类和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受自身数量、资源禀赋以及固有属性等因素的

制约，区位布局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小。

2.2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2.2.1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指标体系构建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各类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因素，本文缩小研究尺度，以街道

为研究单元，选定交通便捷度、人口因素、区域经济和空间集聚四个维度8个代表性指

标（表3），通过地理探测器来分析影响因子。其中，交通便捷程度采用道路密度（X1）、

距市中心距离（X2）和距主干道距离（X3）来表征；人口因素采用本地居民密度（X4）和

游客密度（X5）来表示，街道的常驻人口代替本地居民，星级酒店代替游客[36]；区域经

济水平通常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总额、三产占比等数据来代替，但街道级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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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据难以获取，参考相关文献[37]最终选取街道的房价水平（X6）来表征；空间集聚因

子采用资源禀赋（X7）、街道活力（X8）来表征，以景点数量代替资源禀赋条件、出租车

下车点数代替街道活力程度[38]。

2.2.2 总体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数据来源不同，在分析过程中首先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成都市休

闲旅游资源密度与各影响因素之间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发现除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

图3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Ripley's K函数图

Fig. 3 Ripley's K function for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Chengdu

表3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布局影响因素

Table 3 Interpret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engdu

指标维度

交通便捷度

人口因素

区域经济

空间集聚

探测因素

道路密度X1

距市中心距离X2

距主干道距离X3

本地居民密度X4

游客密度X5

房价水平X6

资源禀赋X7

街道活力X8

指标阐释

街道内道路密度

各个街道距离城市中心(天府广场)的距离

各级到距离最近主干道距离

各个街道本地常住人口密度

各个街道星级酒店密度

各个街道小区房价的平均值

各个街道的景点数量

各个街道滴滴订单下车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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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各影响因素与其他所有类型休闲旅游资源分布相关系数均通过置信度为 0.05的检

验，且相关系数均大于0.3，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影响因素是合理的。利用式（5），分别计

算各因素对成都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异的决定力q值（表4）。

根据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表4），距市中心距离对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解释力

最大，说明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即距离市中心越远，休闲旅

游资源点越少。游客密度以及本地居民密度对休闲旅游空间分布影响的解释力分别排在

第2位和第4位，说明人群是休闲旅游资源布局考虑的重要因素。街道活力（0.70）和资

源禀赋（0.46）对休闲旅游资源分布均有较强的解释力，表明休闲旅游资源具有空间集

聚的分布特性。距离主干道距离（0.24）和房价水平（0.18）对休闲旅游资源的影响力度

相对较弱，说明休闲旅游资源对主干道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性较小。综上所述，成

都市休闲旅游资源分布具有向心性、人群依赖性、集聚性的特征。

2.2.3 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1）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控制性强弱与休

闲旅游资源大体相似，主要原因在于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占总体比例最大，所以二者的

分布因素极其相似。进一步分析发现，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比总体休闲旅游资源受当地

居民的影响更大，究其原因在于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的构成。其中，占据康娱类休闲旅

游资源最大比例的业态为餐饮业与休闲娱乐业，这些业态的受众群体以当地居民为主。

所以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与本地居民密度的空间分布相对总体休闲旅游资源来说具有更

高的一致性。

（2）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在影响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分布的各个因子中，资源禀

赋影响力最大。由于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主要由博物馆、纪念馆以及一些历史文化遗产

地构成，这些休闲旅游资源本身就是旅游景点，故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与资

源禀赋关系密切，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文化休闲旅游资源以知名文化景点为中心进行布局

的空间特征。游客密度和距市中心距离以及街道活力对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布局的解释

力也相对较高。一方面文化旅游资源景点吸引游客前往，而成都市的文化景点又大多集

中分布在市中心，所以三者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较大一致性；另一方面，一些文化创意场

表4 成都市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分析

Table 4 Geographical detec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engdu

指标维度

交通便捷度

人口因素

区域经济

空间集聚

探测因素

道路密度X1

距主干道距离X2

距市中心距离X3

本地居民密度X4

游客密度X5

房价水平X6

资源禀赋X7

街道活力X8

总体

0.35**

0.24**

0.73**

0.64**

0.72**

0.18**

0.46**

0.70**

康娱类

0.36**

0.24**

0.70**

0.65**

0.70**

0.17*

0.42**

0.69**

文化类

0.15*

0.10

0.43**

0.18**

0.40**

0.12*

0.65**

0.31**

专项类

0.12*

0.10

0.35**

0.29**

0.43*

0.09

0.14*

0.44**

自然类

0.05

0.01

0.04

0.01

0.15*

0.04

0.05

0.08

注：**、*分别表示通过0.01、0.05的置信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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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属于人造旅游景点，客流量对其经营影响巨大，所以游客较多且活力度高的街道往往

是其优先考虑布局的区域。其余因素的决定力数值较小，说明其与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

空间分布的关系微弱。

（3）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对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解释力最大的因素为

街道活力，其次是游客密度、距离市中心远近和本地居民密度。专项类资源中占比例较

大的为商务会所，商务会所本质是提供一个商业信息交流平台，街道活力度高有利于信

息交流，而距离城市中心较近的区域不仅街道活力度高，游客与本地居民也相对较为集

中，所以这些因素与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大相似性。进一步分析发

现，资源禀赋和交通便捷度对其影响微弱，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两者与专项类

休闲旅游资源分布相关性较小。

（4）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通过分析地理探测器结果发现，影响自然类休闲旅游资

源空间分布的因子中，除游客因子外，所有因子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在于：

一方面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其空间分布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

小；另一方面，由于本文的研究区是成都市主城区，未包括成都市全部自然类休闲旅游

点，样本量较小，因此结果存在差异性。

2.2.4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交互探测

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作用探测器，探究两两因素对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

响程度。交互作用探测结果显示（表5），不同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均大于单独作用的

影响力，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类型有双因子增强型、非线性增强型两种，不存在

相互独立的因素。从各类型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交互探测结果来看，总体休闲

旅游资源与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的8种因素交互均产生双因子增强作用；文化类休闲旅

游资源中，距主干道距离∩街道活力、距主干道距离∩资源禀赋、距市中心距离∩区域经

表5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交互作用

Table 5 Interactions between factor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Chengdu

A∩B

X1∩X2

X1∩X3

X1∩X4

X1∩X5

X1∩X6

X1∩X7

X1∩X8

X2∩X3

X2∩X4

X2∩X5

X2∩X6

X2∩X7

X2∩X8

X3∩X4

总体

0.51(BE)

0.76(BE)

0.71(BE)

0.77(BE)

0.48(BE)

0.66(BE)

0.75(BE)

0.77(BE)

0.68(BE)

0.77(BE)

0.38(BE)

0.59(BE)

0.76(BE)

0.79(BE)

康娱类

0.52(BE)

0.75(BE)

0.72(BE)

0.76(BE)

0.49(BE)

0.64(BE)

0.75(BE)

0.75(BE)

0.68(BE)

0.75(BE)

0.38(BE)

0.56(BE)

0.74(BE)

0.78(BE)

文化类

0.21(BE)

0.48(BE)

0.32(BE)

0.45(BE)

0.26(BE)

0.71(BE)

0.44(BE)

0.53(BE)

0.28(BE)

0.46(BE)

0.21(BE)

0.77(NE)

0.51(NE)

0.48(BE)

专项类

0.23(BE)

0.36(BE)

0.35(BE)

0.50(BE)

0.33(NE)

0.27(BE)

0.50(BE)

0.37(BE)

0.32(BE)

0.48(BE)

0.21(NE)

0.27(NE)

0.50(BE)

0.41(BE)

自然类

0.09(NE)

0.16(NE)

0.07(BE)

0.32(NE)

0.15(NE)

0.21(NE)

0.17(NE)

0.08(NE)

0.04(NE)

0.24(NE)

0.11(NE)

0.19(NE)

0.15(NE)

0.08(NE)

A∩B

X3∩X5

X3∩X6

X3∩X7

X3∩X8

X4∩X5

X4∩X6

X4∩X7

X4∩X8

X5∩X6

X5∩X7

X5∩X8

X6∩X7

X6∩X8

X7∩X8

总体

0.82(BE)

0.74(BE)

0.78(BE)

0.85(BE)

0.85(BE)

0.70(BE)

0.79(BE)

0.83(BE)

0.78(BE)

0.80(BE)

0.83(BE)

0.57(BE)

0.77(BE)

0.74(BE)

康娱类

0.80(BE)

0.73(BE)

0.75(BE)

0.83(BE)

0.85(BE)

0.71(BE)

0.78(BE)

0.89(BE)

0.77(BE)

0.79(BE)

0.81(BE)

0.53(BE)

0.76(BE)

0.72(BE)

文化类

0.52(BE)

0.58(NE)

0.75(BE)

0.47(BE)

0.46(BE)

0.34(NE)

0.76(BE)

0.38(BE)

0.69(NE)

0.89(BE)

0.53(BE)

0.82(NE)

0.56(NE)

0.75(BE)

专项类

0.55(BE)

0.42(BE)

0.44(BE)

0.50(BE)

0.60(BE)

0.34(BE)

0.43(BE)

0.61(BE)

0.52(BE)

0.55(BE)

0.57(BE)

0.41(NE)

0.64(NE)

0.53(BE)

自然类

0.20(BE)

0.30(NE)

0.16(NE)

0.17(NE)

0.18(NE)

0.11(NE)

0.25(NE)

0.13(NE)

0.32(NE)

0.32(NE)

0.38(NE)

0.24(NE)

0.30(NE)

0.32(NE)

注：NE（Nonlinear Enhancement）表示非线性增强型，BE（Bi-factor Enhancement）表示双因子增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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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平、本地居民∩区域经济水平等7类交互情形产生非线性增强作用，即因素交互作用

的影响力大于两因素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相加之和，其中距主干道距离（0.10）与街道

活力（0.31）交互后影响力为 0.77，交互后影响力变化最大，说明二者交互影响后对文

化类休闲旅游的空间分布解释力更强，剩下21类交互情形均产生双因子增强作用；专项

类休闲旅游资源中有5类交互情形呈现非线性增强作用，其中区域经济水平和街道活力

交互后解释力最大，说明二者交互后与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最高一致

性，而其余23类交互情形产生双因子增强作用；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中，交通便捷度∩
本地居民、距市中心远近∩游客密度两类交互情形产生双因子增强作用，其余交互情形

产生非线性增强作用。

2.2.5 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形成机制分析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结合地理探测器与文献

梳理结果，本文试从主导、驱动、诱发与调节四个维度出发，分析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

空间分布格局形成机理（图4）。

（1）主导因素：距离市中心越近，基础设施覆盖越完善，且市中心商业云集、文化

底蕴深厚，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巨大，但随着距离增加市中心对周边的辐射带动

作用不断减弱，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也因此有所差异。此外，休闲旅游资源面向的客

体是人，游客与居民集中地即休闲旅游资源的潜在市场地，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往

往由于人口分布差异而不同。综合地理探测器结果，距离市中心远近以及人口分布因素

是导致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差异的主导因素。（2）驱动因素：空间集聚通过增

加客流、分摊基础设施成本而促进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一些街道资源禀赋极佳，街道

图4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形成机理示意

Fig. 4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resources in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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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量大且活力程度高，受集聚作用影响，休闲旅游资源聚集分布。为此，休闲旅游资

源的空间布局也因街道的空间集聚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3）诱发因素：交通便捷度影

响旅游资源的可达性，进而影响休闲旅游资源的客源市场，故道路密度、距主干道远近

的差异导致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此外地区的经济水平决定休闲旅游资源的未

来发展潜力，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休闲旅游资源的本地潜在客源市场大；另一

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从完善基础设施、加大宣传等方面促进休闲旅游的发展，因此经

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诱发了休闲旅游资源的分布差异。（4）调节因素：成都市休闲旅游

资源的空间格局是一个复杂过程产生的结果，其受多种要素共同作用产生（表3、表4）。

除可以定量的因素之外，其他一些难以定量的要素也对其有较大影响，诸如政府行为

（法律法规、城市规划、扶持政策）、重大事件（体育盛事、国际博览会、宗教盛事）等。

政府通过规划确定区域的功能定位，吸引相关休闲旅游资源流入；而国际博览会、旅游

节事活动，可以改变区域的区位条件与影响度，从而对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起到调

节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基于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及地理探测器方法，以成都市休闲旅游资

源POI数据为基础，在分析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

素，得出以下结论：

（1）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集聚特征明显，呈现中心集聚外围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

不同类型的休闲旅游资源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热点集聚区范围

最大，呈现出沿传统商圈布局的特征，空间分布也相对集中；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整体

上分布集中区域与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相似，但主要集中分布在以武侯祠等为代表的文

化旅游景点周边地区；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与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对于自然风光或生态

环境的要求较高，所以集聚规模较小，分别表现出沿绿地公园和自然景点为中心集聚的

分布特征。

（2）运用Ripley's K函数分析成都市各类休闲旅游资源在不同尺度下的空间集聚趋

势，结果表明：各类型休闲旅游资源总体呈现倒“U”型空间集聚特征；通过对比峰值

距离，发现各类型休闲旅游资源分布的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康娱类休闲旅游资源

分布范围最大，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和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集聚于特定的资源区域，空

间分布范围偏小，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空间分布范围最小。

（3）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影响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因素发现，成都市休闲旅游

资源呈现出三大特性：向心性、集聚性以及人群依赖性。空间集聚因素中的距市中心距

离对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具有最强的解释力，此外人口分布也是影响休闲旅游资源分

布的重要因素；具体分析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发现，康娱类休闲

旅游资源受游客密度以及距市中心距离的影响最大；文化类休闲旅游资源则主要受资源

禀赋控制；专项类休闲旅游资源主要与街道活力这一因素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

性；而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则与这些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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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距市中心远近形成的联系紧密度差异与人口分布差异（游客和居民的分布密

度）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与活力程度

形成的区域空间集聚能力大小是驱动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形成的又一重要因

素。由主导因素和驱动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基本格局，

经由交通便捷度和经济水平的诱发以及政府行为与重大事件的调节，形成了成都市休闲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最终格局。

3.2 讨论

通过ArcGIS空间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

的聚集性，侧面验证敬峰瑞等[39]得出的成都市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特

征的研究结论。通过对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成都市休闲

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交通便捷度、空间集聚以及经济条件有关，这一结论

与徐冬冬等[40]和刘大均等[25]的研究结果一致。基于此，为促进成都市休闲旅游发展提出

以下建议：

（1）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开发一方面要积极利用核心集聚区的涓滴效应，带动核心

集聚区周边的休闲旅游产业发展，提高核心区的辐射范围；另一方面，各街道要根据实

际情况，通过旅游规划和产业调整，促进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培育新的核心区，提高区

域的整体休闲旅游服务能力。

（2）从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来看，交通便捷度居首位，为此成都市应

加强交通设施建设与城市交通管理，提高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进入性，降低游客出行时间

成本；其次，空间集聚也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子，为此在

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薄弱的区域，可通过政府干预，给予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休闲旅游资

源流入，提高休闲旅游资源的集聚程度。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受数据来源的限制，仅选取了成都市中心城区的休闲旅

游资源点进行分析，不能全面反映成都全市域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特征；其次由于

所获取的POI数据仅为空间点数据，缺失其创建时间，因此缺乏对休闲旅游资源时间序

列与动态演化的探讨与分析，且由于属性限制未考虑资源点的体量，对于体量较大的休

闲旅游资源的分析仍有欠缺。针对以上不足，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充实数据来源、扩

大研究区范围、增加数据时间跨度、结合传统调查与访谈“小数据”，深入探讨城市休闲

旅游资源空间格局、时空演变与背后的因果关系，以期更好地指导城市休闲旅游产业的

发展。

致谢：滴滴订单数据来自滴滴出行“盖亚”数据开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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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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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isure tourism will be the future trend of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are the carrier an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isure tourism industry. Based

on the POI data of Chengdu's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this paper aim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city. We explor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using methods including Nearest

Neighbor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 Ripley's K function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engdu's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s featured

by central agglomeration and peripheral dispersion. The recreational, cultural, special and

natural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show the layou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raditional business

districts, cultural centers, green parks and natural attractions respectively. (2)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terms of spatial scale. The largest spatial scale

presents recreational and entertainment features, followed by speci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and

the smallest one exhibits natural features. (3) Distance from the city center, tourist density,

street vitality, resident density, resource endowment, road density, etc.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study area. (4)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distance from the city center and the density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

are the dominant factor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street vitality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road

density, distance from main road and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are the predisposing factors;

government behaviors and major events are the adjustment factors, and all these four factors

form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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