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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主要入境客源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刘宏盈，饶晰，梁涛 

(广西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 要】浙江是中国入境旅游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对浙江主要入境旅游客源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将有助

于浙江入境旅游科学的规划和旅游市场的针对性拓展。在搜集历年旅游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亲浙度指数、时空

分布集中性指数、竞争态等定量性指标的研究，刻画了浙江省主要入境客源国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浙江入

境旅游流地理集中指数降低，稳定性加强，但主要客源国仍较为集中。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浙江主要入境客源

市场开发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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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节点，不仅具有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同时其完善的接待设施也为人们旅游活动提供了便利，

因而成为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的目的地。近些年，中国国内旅游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浙

江省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中一直名列前茅，其旅游流的分布规律及特征研究将对中国其它地

区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及时分析了解浙江省旅游流空间分布的特征，对有关的旅游管理决策部门以及旅游企业制定相应合

理的政策提供有力的帮助。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旅游流的空间分布做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外对旅游流的研究从实证研究方面入

手，并且重视定量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于国际旅游流的研究更加显得成熟。美国学者赖利首先开展了对空间扩散进行了研究。

缪尔达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对空间分布的研究并提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的理论。乌拉迪米等
［1］

针对日本游客

在中欧国家的流动模式和未来趋势进行了研究。兰登格林
［2］

针对大城市向旅游地的垂直流动以及旅游者在城市间的相互流动做

出了研究。约翰
［3］

运用双变量和单变量分析了国际旅游流，布鲁斯
［4］

等学者对于旅游流的双向不平衡结构展开深入的研究。一

些学者如 ChristineLim
［5］

还对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旅游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分析。Oppermann
［6］

对马来西

亚，Muzaffer Uysal 和 JolnL Crompton
［7］

对土耳其，Myriam Jansen－Verbeke 和 Ruud Spee
［8］

对欧洲的国际旅游流影响因素

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对旅游流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旅游流的运动模式、

应用各种模型对旅游流的规模大小进行预测以及旅游流转移运动的影响因素等方面。 

国内学者马耀峰、胡晓红
［9］

探讨了不同国家的旅沪游客对旅游资源、旅游方式、饮食、住宿、购物及娱乐项目等的偏好和

旅游行为规律。刘静艳、马耀峰
［10］

研究了上海境外游客市场的结构特征、客流量的时间变化规律及其与其它 11 个旅游热点城

市之间的空间流动趋势。张红
［11］

对入境旅游流的空间分布形态特征、区域分布特征和流向、流量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刘宏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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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耀峰
［12］

基于旅游流空间扩散转移的视角，对云南入境旅游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分析。林岚等
［13］

对航空口岸选择变化所引起的

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场效应进行了研究。牛亚菲
［14］

等分析了北京市客流的时空变化特征、典型景区的客流变化规律与动因，以

及客流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和旅游产品的供给、需要间的错位问题。刘宏盈等对以上海
［15］

、北京
［16］

为中转口

岸的入境旅游流向中国西部转移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研究。杨国良、钟亚秋等
［17］

对四川省旅游流的空间扩散方向及路径进行了

分析。王永明、马耀峰等
［18］

对北京入境旅游流的扩散特征及路径进行了分析，唐澜、吴晋峰等
［19］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中国

入境的商务旅游客流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流动规律进行了研究。李创新等
［20］

基于时空二元视角，以丝路东段典型区为例对入境旅

游流集散的空间场效应与地域结构进行了研究。 

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流的空间集散规律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浙江作为旅

游较发达地区的代表，其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分布规律是中国入境旅游流发达区域的一个缩影，因此本文就浙江省入境旅游流空

间分布特征展开研究，以期能为浙江旅游业科学发展规划、旅游产品设计与营销提供借鉴和参考。 

2 浙江省入境旅游流分布特征 

近年来浙江入境旅游发展较快，国际入境游客持续增多，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游客量不断增长，同时东南亚地区的游客

也出现可喜的增长，因此需要对浙江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现状进行科学分析，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 

2.1亲浙度指数 

亲浙度指数是某一旅游目的地对不同客源国的吸引程度。将浙江省对外国入境游客的吸引程度定义为亲浙度指数，其数学

公式定义为: 

 

式中:某一外国游客对浙江省的亲浙度指数用 P 来表示;将浙江省某国游客数量用 Xci来表示;将浙江省所有入境旅游的外国

人数量用 Xc来表示;将旅华的该客源国人数用 Xzi来表示;将旅华外国人人数用 Xz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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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浙度指数小于 1的国家称为疏渝客源国，亲浙度指数大于 1的国家称为亲浙客源国。并且以 0.5，1 和 2为划分的界线，

可以将亲浙度指数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可细分为大于等于 1 小于的为弱亲浙客源国，大于等于 2 的为强亲浙客源国，大于等于

0.5小于 1的为弱疏浙客源国和大于等于 0小于 0.5的为强疏浙客源国。 

运用以上亲浙度指数的计算公式根据浙江省 2010年各主要客源国旅客数量计算得出的亲浙度指数结果如表 1。 

根据亲浙度的划分，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德国、法国、英国属于弱亲浙客源国;美国、新加坡、泰国、加拿大属于弱疏

浙客源国;意大利属于强亲浙客源国;俄罗斯属于强疏浙客源国。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亚洲和欧洲为亲浙客源国，疏浙客源国在东南亚及美洲都有分布，这说明浙江省的旅游形象还未完

全确立和稳固，同时也表明浙江省在扩展国外旅游客源市场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2浙江入境旅游流时空分布集中性 

2.2.1时间分布集中指数 

本文将指数 Y用来表示浙江省入境客源市场的时间分布集中性来进行分析，作为一种度量指标，Y可以表示为浙江省某一时

段内各年度入境的国外游客集中、离散或均匀分布的程度，其计算公式表达为: 

 

将浙江省各年度接待某一国游客数与该时段内浙江省接待外国游客总数的百分比用 xi表示;将时间段中的年度数用 n 表示;

将时间段隔年数量平均分布时的百分比分子值用 1/n表示。下面以浙江省 2010年主要入境客源国为例，依据公式 2计算得出浙

江省各主要客源国的时间集中指数(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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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知，如果某客源国的时间分布集中指数越小，说明这一客源国的增减幅度不大并且为客流较为稳定的国家;如

果某客源国的时间分布集中指数越大，说明该客源国为客源相对不稳定的国家。由表 2 可知，日本韩国两国的年际变动是最大

的，而马来西亚和美国两国的年际变化指数较大，其他客源国变动指数较小。 

2.2.2空间分布集中指数计算分析 

本文将地理集中指数 G 用以表示浙江省的国际入境游客市场空间结构的稳定性，反映的是外国游客的集中性和分散性的程

度，将计算公式表达为： 

 

式中:将浙江省接待游客总量用 T来表示;将第 i个客源国游客数量用 xi来表示。将客源地总数用 n来表示。如果 G值越大，

说明对浙江省的旅游产生的影响越大，浙江省对其依赖性也越强，反而不利于浙江省旅游的平衡发展;如果 G值越小，说明浙江

省对其的依赖性较小，反而这种情况将促进浙江省旅游业发展。由公式计算可得出 2008～2010 年浙江省的主要客源国的 G值分

别为 28.42、26.81、25.29，由此可见浙江省客源地的地理集中指数较低，并且逐年下降，使得市场风险相对较小，有利于浙江

省旅游业的发展，但继续拓展客源市场范围，分散客源市场风险仍然是浙江省旅游今后的工作重点。 

2.3浙江省入境客源国竞争态研究 

2.3.1竞争态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是从总体上分析浙江省客源市场空间分布的变化规律以及趋势，而作为反映在某一特定时段，目的地各客源

市场的竞争分布格局的竞争态指标，反映的是各客源市场在目的地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的趋势。根据竞争态指数来分析浙江省各

入境客源市场竞争的差异性，有利于清晰的认识浙江省旅游发展现状，把握浙江省各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竞争分布，明确未来一

段时间浙江省旅游市场拓展的主要方向，提高市场营销的效率。某客源国在浙江省旅游市场的占有率用 Mi，其增长率用 Ii表示，

则本文将浙江省的竞争态指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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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第 j年第 i客源国旅浙的游客数量用 Mij来表示。 

将浙江省接待某客源国游客的销售增长率用来 Ii表示: 

 

式中:Mij和 M(j－1)i分别表示 j年度和(j－1)年度浙江省接待第 i客源国游客的数量。 

以 2010年为例，根据公式 4和公式 5，计算得出浙江省各主要客源国的市场占有率以及销售增长率(表 3)。 

 

由以上数据分析，韩国、日本两国的市场占有率最大，则表示这两国在浙江省入境旅游竞争中具有极大的优势，其次是美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但竞争力明显小于韩国日本。在销售增长率方面，浙江省各主要客源国相比往年都有所增长，则

表示浙江省在不断开发本省的旅游业的基础上，增强了对各主要客源国的吸引力。 

2.3.2竞争态矩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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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009 年和 2010 年度旅浙各主要客源国的游客数量作为基础，并以均值 5.4 和 11.82 划分为 4 个象限用以建立国际竞争

矩阵模型，如图 1所示。 

 

第一象限:美国和韩国位于第一象限内，第一象限为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区域并且增长率也较高。相对于其他客源国，说明浙

江省旅游对美国游客以及韩国游客的吸引力较大，目前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韩国的入境游客数量占据了浙江省入境

游客市场的很大份额，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虽然在市场占有率方面不如韩国，但销售增长率高，增长势头明显。因此，

这两个客源国对于浙江省的入境旅游业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第二象限:日本位于第二象限，该象限的客源国市场占有率较高但增长率较低，说明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日本仍然是浙江

省的主要客源国，但由于可能浙江省对日本市场的吸引力相比以往有所下降或者其旅浙的旅游市场已相对达到饱和，相对于其

他客源国而言日本客源市场的增长率放慢，停滞不前。而作为中国非常重要的亚洲客源市场之一的日本，在文化方面与中国相

比有很大的相似性，并长期成为在中国的主要客源国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国家，因而浙江省需要加强对日本客源市场的吸引力，

进一步开拓日本的客源市场达到继续繁荣的局面。 

第三象限:泰国位于第三象限内，市场占有率较低，同时增长率也较低，是问题客源国。由于这种市场占有率及增长率都低

的现象容易导致浙江省入境客源市场失去平衡。因此，浙江省应针对泰国游客不同需求而开发满足不同需求的旅游项目，通过

加大宣传的力度来树立良好的浙江省旅游形象。 

第四象限: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意大利位于第二象限，是浙江省的大部分客源国。该

象限的特征是市场占有率较低，但是增长速度相对增长较快(除泰国、俄罗斯外)，保持较为旺盛的增长态势。可以预见，这些

国家将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具有很大的潜力并有可能向第一象限转移。 

3 浙江主要入境旅游市场开发对策 

根据对浙江省各主要入境客源国旅游流的研究分析，大体上可以将浙江省的客源市场分为东亚、东南亚、北美、西欧、东

欧等这几类。考虑到各个入境客源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对浙江省旅游兴趣的差异，针对不同的海外旅游细分市场，因此，有利于

针对不同的需求进行特色旅游产品的研发，促进产品进行深度开发、组合以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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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韩市场 

日本和韩国一直以来就是浙江省最重要的主体客源市场，近 3 年来日本韩国一直是浙江省入境人数排名前两位的客源国。

但日本的市场占有率近年来有所下滑与日本的经济不景气有关。浙江省作为日韩来中国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应进一步加大对这

两个客源国的发展力度，着力对入境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发。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的不同需求，开发并设计出符合其需求的旅游

产品以及旅游路线。 

浙江省应针对日本市场对于旅游产品的总体要求开发以近距离、低价位、高品质为主题的旅游路线。具体产品设计上，应

以浙江省的特色旅游产品为主。例如以杭州为例，应以西湖，丝绸之路等杭州特色景点为宣传的重点，除此之外，特别要加强

古村落、龙井茶、养生保健等专项特色产品的开发。 

而韩国市场和日本不同，出境旅游的大多是中青年的游客，并逐年上升，且增幅较快。根据韩国旅游喜欢短期旅游的特点，

浙江省应设计出为期时间较短的价廉物美的休闲旅游产品，来迎合韩国游客的需要。除此之外，由于中国和韩国历史文化的相

似性，历史文化和民族亲情等主题旅游产品也是吸引韩国游客的一大卖点。 

根据浙江省旅游市场的情况不难看出，日本市场就目前而言占有率较高，但后劲不足。浙江省应在吸引日本韩国游客方面

还要下足工夫，利用多样化和人性化的旅游产品的组合，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开拓有巨大潜力的日韩市场。 

3.2欧美市场 

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是浙江省欧美地区的主要客源国。近几年来，这些欧美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增长

幅度大，竞争势头迅猛，发展前景良好。 

从这些客源国来浙江省的入境游客当中，除观光型游客占了很大的比重之外，休闲度假型游客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由于

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差异较大，欧美游客对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具有浓厚的兴趣。浙江省应利用其丰富的旅

游资源，开发景色优美的山水型和富有文化、历史内涵的旅游景点。在山水型旅游景点的开发方面，要充分利用有知名度较高

的旅游资源，做好配套的景点开发。根据入境旅游市场的消费需求，以及浙江省旅游产品的特点，科学合理有针对性地树立浙

江省的国际旅游品牌，并制定相应的详细的营销计划，将浙江省旅游业推向国际化道路。在文化、历史方面，对现有的浙江省

的传统建筑、各类遗址和仿古经典进行深度开发，同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系列具有当地特色的餐饮、旅游商品。针对不

同旅游者的不同兴趣爱好，推出不同的国际旅游产品和线路，加大宣传促销的效率，完善旅游服务设施等措施，提高产品的特

色和竞争性。 

3.3东南亚市场 

东南亚 3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一直都是浙江省在东南亚地区的主体客源国。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

及日益快速的发展，已使东南亚游客已经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入境游客群体之一。虽然近几年来，市场增长率逐年上升，

但市场占有率相比日韩两国仍然具有较大的差距，发展相当不稳定。 

东南亚地区华人分布广泛，特别是华侨多，针对华侨有浓厚的思乡爱国情结，可以开发出一些特色的旅游路线，满足他们

的特殊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短期独家休闲旅游项目，增加入境东南亚游客对浙江省风土人情以及传统文化的了解。除此之

外，东南亚各国游客的信仰宗教较多，因此加快开发一些具有宗教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能够很好的满足东南亚游客的需求。浙

江省应促进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并抓住和利用中国与东盟经济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有利机会，开展浙江省旅游形

象的塑造以及旅游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大力开发东南亚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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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入境旅游流的研究对旅游业发展实践的指导意义巨大，论文通过亲浙度指数、时空分布集中性指数、竞争态等定量性指标

的研究，探索了浙江省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分布规律。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浙江省入境旅游流地理集中指数降低，稳定性加强，

但主要客源国仍较为集中。第二，浙江省国内入境旅游流目的地吸引力扩大，市场竞争力加强，客源市场扩大。第三，浙江省

各主要入境客源国发展趋势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何进一步加强浙江省旅游的优势，改变浙江省旅游的弱势，将是今后

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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