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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
*1

杨利 李冬杰 都刘宁 韩秀珍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旅游网络信息是景区客流量预测研究的重要基础。以泛长江三角洲地区 4A 级以上国家公园类景区为

研究对象，基于百度指数获取并筛选 2010—2016 年案例景区网络关注度数据，采用弹性系数、地理集中指数、基

尼系数、不平衡指数等指标和 GIS 反距离权重插值的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案例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变化特征。结果

表明:①研究时段内案例景区网络关注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呈现波动递减的态势;②从景区类别角度对

比，风景名胜区关注度数值一直最高，2015 年之后森林公园关注度增长速度转为最快;③网络关注度空间布局“核

心—边缘”结构突出，总体呈现分散式集中的“多核”空间结构特征，分布特征年际变化较小，不平衡状态仍将持

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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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年末，国内网民总人数达 7．31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3．2%。庞大的网民群体借助网络搜索引擎进行旅游目的地信息查询，为其出游决策提供依据，开展旅行活动
［1］

。随着互联网

信息在游客出游目的地决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研究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成为目的地尺度上旅游运作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旅游目的地网络舆情预测、旅游流预警、旅游地营销、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国内对

国家公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的相关概念、建立国家公园的可行性、对比与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等方面
［2］

。李景奇、李经

龙等
［3－5］

通过研究认为，中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在部门管理体制下逐渐演变成多种类型的分布状态，主要包括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类型。1994 年发布的《中国风景名胜区形势与展望》绿皮书明确指出，中国“风景名胜区”与国际上的

国家公园具有相对应的建设特征
［6］

。因此，本文将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类型景区归结为国

家公园类景区。

网络与现实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一直是信息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旅游网络关注度对旅游目的地客流量和营销具有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和关注。国外学者深谙此道，Castella
［7］

提出“流空间理论”，在地理空间与社会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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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虚拟技术空间概念，奠定了对比研究虚拟信息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基础。基于流空间理论，Goetz
［8］

、Matsumoto
［9］

学者探讨

了航空港、河海港和铁路等交通运输量对城市网络的影响;JamesKatz
［10］

学者分析了游客网络使用行为的若干因素;Derudder
［11］

、

Burns
［12］

学者从航空货物运输网络、互联网基础设施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近年也有所涉猎。例如，李山
［13］

较早利用百度指数分析了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分布，研究了网络关注度对现实客流量的前兆效应;路紫等
［14，15］

对旅游信

息网站访客浏览的分布时间及其对旅游流的导引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林志慧等
［16］

基于网络关注度数据，研究了案例景区网

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布特征;刘泽华、谢志华等
［17，18］

使用 R 指数、G 指数、Person 相关系数等对短期旅游流时间分布与目的地空

间结构的响应进行了研究;邹永广等
［19］

采用变差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等指标，分析了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

特征。

以上学者对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研究贡献突出，在时间维度上多数集中在节假日、“黄金周”等年内特殊时段，对旅游高峰

期进行了微观分析，但缺乏宏观层面的年际变化分析;在空间层面上多进行对比与可视化分析，但缺乏空间分布规律及变化特征

分析。网络关注度的研究不但有助于解构游客的目的地出游意向，而且有助于科学预测旅游流动向，有助于深入理解游客出游

动机的产生、旅游意向的地方感形成等内容
［20］

。鉴于此，本文在旅游流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引入数理统计及地理空间分析

方法，从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年际变化角度切入，分析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布变化特征，并探讨这一特征所反映出的游客目的地

选择意向的发展规律，为国家公园类景区的分布构建、科学管理、客流预测等提供科学参考。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百度指数是以百度网民行为数据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平台，主要模块为网民搜索指数，以搜索量为数据基础，以关键词为统

计对象。出于数据来源多元化和研究区域多样化的需求，本文将长三角地区的范围由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扩大到泛长三角“江浙

沪皖”三省一市地区
［21，22］

。该地区拥有中国最大的经济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科技水平与交通通达度、人均收入水平均较高，

旅游业发展成熟。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类景区分布较密集，4A 级以上级别国家公园类景区多达 56 处，区域内互联网普及率达

89%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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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数据分别来源于:①景区名录出自国家旅游局官网(http://www．cnta．gov．cn/)公布的《5A 级旅游景区名录》、《4A

级旅游景区名录》、《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录》、《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名录》、《中国国家森林公园名录》、《中国国家

湿地公园名录》等;②通过百度地图坐标拾取系统(http://api．map．baidu．com/lbsapi/getpoint/index．html)获取各景区

地理经纬度坐标;③筛选案例景区关键词，利用爬取软件获取对象关键词在 2010—2016 年的网民关注度数据，剔除没有百度指

数关键词的景区，最终确定 44处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数据，构建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数据库，景区

空间分布见图 1。

2．2研究方法

弹性系数:弹性系数源于物理学领域，现在统计学和经济学领域得到充分应用，是衡量对应变量增长速度依存关系的重要指

标，用 TX 表示
［23］

。当 TX=1 时，表明网络关注度增长速度与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同步;当 TX＜1 时，表面网络关注度增长速度

小于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当 TX＞1时，表明网络关注度增长速度大于互联网用户增长速度。

计算公式为:

式中，ΔG与ΔM是指网络关注度与互联网用户数的变化量;G 与 M是指网络关注度和国内互联网用户的总量。

地理集中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源于地理学领域，是衡量空间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在本研究中用以反映网络关注度的空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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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程度，用 D 表示
［24］

。D值越接近 100，网络关注度越集中于某一个或几个景点;反之，D值越小，景点的网络关注越分散。

计算公式为:

式中，Zq表示第 q景区网络关注度;Z 表示案例景点关注度总数。

基尼系数及不平衡指数:基尼系数是衡量特殊时段内离散区域空间要素分布差异的重要指标，用 G表示
［20］

。

计算公式为:

式中，Bj为第 j个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数值占案例景区网络关注度总规模的比重;S 为景区数量;Y 为分布均匀度;G 的值介于 0

和 1之间，值越大，表明网络关注度集中程度越高、空间分布越不均衡。采用不平衡指数进一步度量案例景区网络关注度分布

均衡状况，不平衡指数反映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计算方法采用洛伦兹曲线中的集中指数，用 P 表示
［20］

。

计算公式为:

式中，s为景区数量;Bj为各景区网络关注度数值占案例景区总规模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 j 位的累计百分比。P的取值介

于 0 和 1 之间，P越大，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越集中;P 越小，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越均衡。

反距离权重插值:反距离权重(IDW)插值是一种 ArcGIS 软件内置的 GIS 空间分析方法，此方法能有效反应各数据点相互影响

程度及“集聚—离散”关系。通过 GIS 软件对矢量数据点属性值插值处理生成栅格影像，并通过分层设色的方法直观展示各景

区关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3 国家公园网络关注度时空变化特征

3．1 国家公园网络关注度时间变化特征

时间维度上，2010—2016 年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的网络关注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表 1)。从景区等级来看，5A 级景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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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知名度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网络关注度值明显高于 4A级景区;从景区类型来看，山岳型(包括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

类型)国家公园位居网民关注度首位，其次是湿地公园，原因包括这类景区包含众多知名度较高的山岳和湖泊，且地处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较少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契合了人们愈发提升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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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景区网络关注度的弹性系数呈现动荡递减的趋势(图 2)。由图 2 可知，2015 年以前的弹性

系数一直大于 1，泛长三角地区网络关注度增长速度快于全国网民增长速度，表明网民对该地区国家公园的关注度热情增长度呈

现上升趋势;而 2016 年，弹性系数小于 1，案例地区网络关注度增长速度慢于全国网民增长速度，表面网民对案例地区国家公园

类景区关注度可能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已有所下降，网民关注度热情回落明显。此外，2014 年弹性系数出现峰值，表明泛长

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出现爆发式增长。

2014 年对中国的在线旅游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出现了诸如各大在线旅游网站蜂拥扩展，以“价格战”等方式发力营销，

移动端网络用户渐成主力，资本并购活动频繁，网络定制旅游突破式发展等现象，极大活跃了在线旅游市场。受助于此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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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社会公众接触在线旅游服务，并通过网络搜索渠道了解相关目的地信息。

从景区类型角度来看，2010—2016 年网民对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的关注度最高，总占比保持在 72．88%—76．61%之间(图

3)。网络关注度数值排名依次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地质公园，但增长速度却有不同。风景名胜区在 2015 年之

前呈现出最高速增长态势，而 2015 年之后，风景名胜区增长放缓，森林公园的增长速度跃居首位，表明网络群众对森林公园类

景点的关注热情增长，人们更加向往拥有清洁空气和优美自然环境的森林公园。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加剧，

尤其是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给社会公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日益明显，因此以森林公园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环

境较好、空气洁净的目的地越来越受到网络群体的关注。

3．2国家公园网络关注度空间变化特征

通过 GIS 反距离权重空间插值的方法将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网络关注度的数据进行插值处理，生成空间分布栅格影像图

(图 4)。由图 4可知，国家公园的网络关注度空间布局“核心—边缘”突出，总体呈现“多核”空间结构特征，形成多个旅游网

络关注度峰值区。国家公园的旅游网络关注度最高峰值出现在皖南—浙西中心圈，环绕着黄山、千岛湖、九华山等知名景区网

络关注度数值较高。自 2012 年以后，苏南景观区成为网络关注度的另一个峰值区，包含钟山—中山陵名胜区、天目湖、沙家浜

湿地等景区网络关注度数值较高。除了这两个峰值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和西溪湿地为首的浙江东北部地区从 2012 年开始出

现快速增长趋势，并于 2014 年后形成另一个关注度峰值区。浙江省的东北部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城旅游景区密集，该

地区的增长现象表面近年来城市周边短程旅游目的地关注度升温。2013 年 12月《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的决定》第三次修订发表，进一步精细化了我国节假日制度，三日短假期成为主要的放假类型
［25］

。这促进了社会公众对距离和

时间成本更低的短程目的地的关注，位于城市群周边的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热度得以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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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浙江省东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自 2012 年起网络关注度出现了几何增长态势，至 2014 年以后已独立形成

关注度的峰值核心。普陀山地处东海之滨的舟山群岛，有着得天独厚的海岛山岳型自然风光，同时作为观音菩萨的道场，知名

度较高，佛教文化资源丰富。得益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交通体系日渐完善、宗教旅游升

温，人们对宗教旅游景区的关注热情激增
［26］

。自 2012 年以后，同为“四大佛教”圣地的九华山景区的关注度也出现了高速增

长。宗教旅游升温反映出公众休闲旅游的目的地选择出现转变，正由单一的自然风景观光向兼具文化体验的综合游览过渡。

本文依托各案例景区网络关注度数据，分别运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基尼系数、不平衡指数公式计算出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

的各项系数和均匀度，综合显示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总体不均衡，呈现“分散式集中”的特征。由表 2

可得，2010—2016 年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的地理集中度保持在 22—26 之间，远低于 100，总体集

中程度下降趋势明显，表明网络群体对泛长三角地区案例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不集中，呈现分散的态势。从基尼系数角

度分析也不难发现，案例景区网络关注度基尼系数均大于 0．8，2010—2013 年集中程度总体上升到最高值为 0．8715，之后缓

慢下降，但总体变化不大，表明局部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且均匀度很低。进一步利用不平衡指数衡量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网

络关注度分布均衡程度，测定研究时段 P值均大于 0．4，表明案例地区各景区间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不均衡态势较明显。综合

以上三个指数表明，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的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总体不均衡，具有明显的总体分散局部集中态势，且各年度

相关指数变化较小，空间分布不均衡状态将持续存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基于百度指数，本研究收集 2010—2016 年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共 44 个 4A 级以上级别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数据，并对

其时空差异特征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时间维度上，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类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网络

关注度的增长速度呈现动荡递减的趋势，弹性系数值自 2014 年之后出现下滑，到 2016 年低于 1，表明网民对该地区国家公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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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关注度仍可能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已有所下降，网民关注度热情回落明显。②网民对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的关注度较高，

两者总占比保持在 72．88%—76．61%之间;2015 年以后森林公园类景区的关注度增长最快，表明环境污染问题给社会公众的日

常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日益加剧，以森林公园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空气洁净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受到网络群体的关注。

③空间布局上，研究时段内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地理集中度指数介于 22—26 之间，基尼系数均大于 0．8，

不平衡指数 P 值均大于 0．4，表明空间分布呈分散式集中状态，年际变化较小，分布不均衡状态将持续。空间布局“核心—边

缘”突出，总体呈现“多核”空间结构特征，形成多个旅游网络关注度高峰值;旅游网络关注度最高峰值出现在皖南—浙西中心

圈，2012 年以后苏南景观区和浙江东北部地区也相继成为峰值区;位于国家公园内的宗教旅游景点关注度迅速增加。

4．2建议

由以上结论可知，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明显，针对景区市场营销、规划开发和科学管理提出几点建议:

①将网络作为国家公园类景区的主要营销渠道。最近几年，在线旅游市场出现爆炸式发展，旅游目的地的网络营销成为重要的

推广方式，网络营销具有超越时间和距离限制的特点，可以对受众产生交互式影响，提升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数据显示，国

内网民群体及国家公园类景区的关注度均呈现与日俱增的趋势，将网络作为主要的营销渠道有利于国家公园类景区的市场推广。

②优先发展山岳型森林公园等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的景区。森林公园类景区近年关注度出现几何式增长起因于人们对环境污染(特

别是空气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的担忧。尤其是山岳型森林公园，由于地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较少地区的优势，自然生态环境保

护较好，空气洁净，越来越受到网络群体的关注。同时，结合山岳森林公园内自然及人文旅游资源禀赋，将自然观光与文化旅

游相结合，提升科学开发及管理水平。在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尚未健全的背景下，优先发展山岳森林公园景区，既契合社会公众

的现实需求，又推动了国家公园体系整体良性发展。③科学构建国家公园等级体系。随着构建国家公园体制政策的提出，国家

公园将成为国内旅游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由上文分析得出，泛长三角地区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空间布局呈现“多核”

等级状态分布，与城市群分布特征趋同。构建以高知名度景区为核心、多等级多层次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有助于国家公园体系

的科学构建与管理，推动国家公园体系持续健康发展。

本研究仅收集百度指数数据，分析了国家公园类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差异特征，相关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如 O2O 旅游

网站数据和旅游博客数据在国家公园类景区的时空分布状态研究，网络关注度与实际客流量之间的关系与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

素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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