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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游记行程的湖南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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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湖南旅游流空间网络进行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凝聚子群和块模型等分析后发现，该网络

具有集聚性、优势子结构有区域指向并具跨越之势、节点的功能各异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湖南旅游空间政策的

制订策略：重视旅游流空间网络的良性发育；发挥凤凰、张家界武陵源和天门山的引领作用；有序推进旅游流空间

网络的治理；关注非邻接地区的合作；有针对性地打造城市旅游形象；科学规划旅游交通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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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记是人们在网络平台上记录行程、描绘景物、抒发感情和说明道理的一种文体，是分享旅游经历的主要手段，作为

一种相对本真和自由的表达方式，网络游记图文并茂，具有海量、实时和自发的特点，文本中记录了大量有关旅游者的旅游感

知、旅游行为、旅游态度和空间移动等信息，值得学界加以利用，在旅游地形象［1］、旅游者行为［2］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而

对旅游者空间移动的研究仅散见于少量文献中，且移动范围局限于特定城市内部，缺少不同行政区域的旅游景区（点）联系的

研究，数据挖掘与利用有待进一步深入。 

空间网络是指空间单元及它们之间关系的集合，其基本要素是节点、关系边和流动物，节点指空间单元，边是各空间单元

之间连线，流动物是资源交换或活动传递，可以是知识、信息交流、空间合作、空间相互作用等虚体形式，也可以是交通线路、

人口流动、资金流动等实体形式。空间网络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弗里德曼的《区域发展政策》［3］，阐述了经济区域的发展过程

实质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核心与边缘的聚集与扩散，核心区与边缘区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联系系统，被视为空间网络

化的开创性研究。随后，在不断吸取借鉴数学图论、统计物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优秀成果后，借助相关软件（Uc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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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jek等）的技术支撑，2000年以后，空间网络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有的研究可划分为以下几类：若按节点的区域范围分，

可分为世界城市网络［4］和区域经济空间网络［5］，若按连线及连线上的流动物来分，可分为交通网络［6］、人口流动空间网络［7］、

企业组织空间网络［5］等，一般采用两种方式建模，一是利用现有的关系数据衡量空间网络［8-9］，二是修正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来

刻画空间网络［10］，这也是在关系数据缺乏时的惯常做法。 

空间移动是旅游活动的内在规定，在充足的时间、充盈的经济、充沛的体力等条件下，旅游者会选择更长的游览线路，更

多的旅游景区（点），这就使得旅游景区（点）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联互动，表现为具有一定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的旅游空

间网络，对此，学者们也予以了关注，如Hsim-Yu Shih通过测量自驾车游客对台湾南投16 个目的地的选择，构建了一个空间网

络，根据节点的网络角色提出发展策略［8］，Sang-Hyun Lee等利用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评价了农村地区综合旅游管理的空

间中心［9］。国内学者对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泸沽湖区域的跨界旅游空间单元和湖南等区域的旅游空间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并提

出了优化对策［10-12］，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然而，旅游空间网络的研究数量偏少，对线上关系数据挖掘不够，对复杂网络分析

方法援引不足，尚未建立旅游空间网络理论，对省域范围的旅游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的探索欠缺等问题客观存在，亟待

进一步突破。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和政府三大转型的关键期，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新形势下的主旋律。本文在分析网络游记行

程的基础上，将空间单元细化为景区（点），探索以湖南为案例地的省域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搭建起微观企业与中观格

局的桥梁，使点与面能够产生对话，不仅有利于旅游景区（点）之间的合作，也有助于政府正确处理空间关系、科学制订空间

发展政策，现实意义重大。 

1 研究设计 

1.1 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选择湖南为案例地，一是因为湖南是典型的中部地区省份，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建设目标明确，对其进行分析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湖南下辖仅14个地州市，旅游统计数据相对完整，景区的规模适中，有利于分析。 

1.2 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使用网络爬虫程序采集数据，共分为三步，时间为2015年9～11月，第一步，选择符合网络爬虫程序抓取规范的旅游

网站：经反复测试，最终确定携程、途牛、百度及去哪儿四家旅游网站①1；第二步，信息抓取：对去哪儿网5 352篇、百度旅游

网2 933篇、携程旅游网9 778篇，途牛旅游网429篇游记中的用户名和行程信息进行了抓取，共获得记录18 492个；第三步，数

据筛选：使用Excel软件，删除行程处于空白状态、明显不完整的记录及重复纪录，并选择有2个及以上景区（点）的行程，共

收集到符合要求的数据1 197条，其中百度旅游243条，去哪儿337条，途牛96条，携程旅游521条。 

以上记录涉及到160余处景区（点），为简化分析，选择有统计意义（≥30）的34个景区（点）作为空间网络的节点，以下

统称空间节点，具体包括：长沙市的橘子洲、岳麓山、岳麓书院、火宫殿、坡子街、太平街、杜甫江阁、湖南大学、爱晚亭、

天心阁、黄兴路步行街、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贾谊故宫、世界之窗、烈士公园、南门口、简牍博物馆；张家界市的张家界武陵

                                                        
1
 ①去哪儿网：http://travel.qunar.com/p-sf298482-hunan；百度旅游：http://lvyou.baidu.com/hunan/#1； 

携程旅游网：http://you.ctrip.com/travels/Hunan100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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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天门山、宝峰湖、黄龙洞、溪布街、魅力湘西、张家界大峡谷、土家风情园；湘西州的凤凰古城、芙蓉镇、矮寨大桥、猛

洞河；湘潭的毛泽东故居；衡阳的衡山；岳阳市的君山、岳阳楼；郴州市的东江湖。记录行程中涉及以上34个景区（点）的流

向，就建构了一个34×34的加权有向矩阵。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空间节点，如武陵源风景区、黄兴路步行街等，因其门票的有

效期长或是免费的休闲节点，旅游者先到达这些节点，中途游览别的节点后再次返回到这些节点，因本文记录的流向有先后之

分，故仅记录从初始节点到中间节点的流向1次，忽略从中间节点再次返回初始节点的行程。 

1.3 分析方法 

1.3.1 网络基本特征分析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选取以下几个基本特征指标：第一，网络密度，指的是一个图中各个节点之间联络的紧密程度，数

值越大，表示图中各节点之间联系越紧密。第二，中心性，包括中心度和中心势，中心度指的是某节点处于网络核心地位的程

度，有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等常见指标，点度中心度是描述节点局部中心的指标，测量节点自身的联络能力,在有向图中，

有点入度和点出度之分；中间中心度衡量一个节点在多大程度上居于其他两者之间，测量节点的控制能力。中心势是用来刻画

网络图的整体中心性指标，取值范围在［0，100%］，数值越大，说明网络呈现单核中心的趋势越明显。 

1.3.2 核心—边缘分析 

是通过与理论网络的拟合来判断网络中哪些节点处于核心地位，哪些节点处于边缘地位的一种分析方法，一般来讲，拟合

系数高，核心区关系密度大，边缘区关系密度小，表示拟合成功，分区的可能性大。 

1.3.3 凝聚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指的是网络的行动者之间有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或积极的联系的子集，凝聚子群的最小规模是3，n-

派系是凝聚子群中最常见的分析，指的是子集中任何两节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最大不超过n，就本研究来说，考察旅游流在两个空

间节点之间的直接流动才有意义，因此仅对网络做1-派系分析，它是最大完备图，代表子群的联系最紧密。通常使用E-I指数来

衡量派系林立的程度，取值范围为［-1，1］，该值越向1靠近，表明关系越趋向于发生在群体之外，意味着派系林立的程度越

小，该值越接近-1，表明子群之间的关系越少，关系越趋向于发生在群体之内，意味着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大，该值越接近0，表

明派别内外关系数量相差不多，关系倾向于随机分布。 

1.3.4 块模型分析 

块模型分析是按照结构对等的原则对行动者进行的一种聚类分析，同一块的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大体相当，块模型分析

可以将行动者的关系映射进以块为单位的位置关系中，从而达到简化复杂网络的目的。通常采用α -密度指标法，α 是临界密

度值，一般用总体网络密度来表示，块模型的密度若大于临界密度，记为1，若小于临界密度，记为0，由此构建的二值1-mode

有向矩阵被称之为像矩阵。 

2 网络特征描述 

2.1 网络密度及中心度 

图 1 箭头指向表示旅游流向，线条越粗、方框越大表示空间节点的旅游流量越大，本网络密度为 0.401，点出度中心势为

7.946%，点入度中心势为 6.456%，数值较低，表示网络相对松散，分布趋向于均匀。表 1 显示，从点度中心度来看，凤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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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界、天门山、橘子洲、岳麓山、岳麓书院、太平街、火宫殿、黄龙洞、爱晚亭和坡子街等景区（点）的数值较大，与别的空

间节点的联络较多，地位重要，其中张家界和凤凰的点出度和点入度的差值较大，张家界的旅游流出高于旅流出高于旅游流入，

是分流型景区，凤凰则反之，是接纳型景区。凤凰、张家界、天门山、橘子洲、火宫殿、岳麓山及衡山等景区（点）的中间中

心度较高，对旅游流的控制能力较强，值得一提的是爱晚亭和衡山，前者的点度中心度虽大，但中间中心度小，只有 1.601，是

一个典型的区域内节点，衡山的点度中心度不大，但中间中心度却达到了 34.429，数值相对较大，在网络中的控制能力比较强。 

 

 

2.2 核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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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边缘分析的拟合指数为0.807，拟合指数高，核心区的关系密度大，达到了113.5，边缘区的关系密度小，仅有1.868，

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分析结果显示，处于核心区的空间节点有凤凰、张家界和天门山，其余的空间节点全位于边缘区，这

在图1中能得到可视化体现。 

2.3 凝聚子群 

对原始矩阵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可以得到51个1-派系，且凤凰、张家界、天门山、岳麓山、岳麓书院等成为共享节点的比

率较高（篇幅限制不一一枚举），对这种包含了微小流量的大量派系进行分析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为简化分析，分别以不同断

值进行二值化处理，结果发现，以20和30为断点值进行凝聚子群分析的结果有意义，其中以30为断点值时，有3个凝聚子群，分

别是：①凤凰、张家界和天门山；②橘子洲、岳麓山和岳麓书院；③岳麓山、岳麓书院和爱晚亭。说明在流量为30的前提下，

以区域内的流动为主，且主要集中于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一带和张家界湘西州一带。而以20为断点值时，增至8个凝聚子群，

分别是：①橘子洲、岳麓山、岳麓书院和爱晚亭；②凤凰、橘子洲和岳麓山；③橘子洲、火宫殿和坡子街；④橘子洲、坡子街

和太平街；⑤凤凰、张家界和天门山；⑥张家界、天门山和黄龙洞；⑦凤凰、张家界和芙蓉镇；⑧岳麓山、岳麓书院和湖南大

学。在放宽条件的前提下，凝聚子群成倍增加，凤凰连系着长沙的橘子洲和岳麓山、张家界的武陵源和天门山、湘西州芙蓉镇，

是3区域联系的桥梁（点），这与上文的中间中心性分析相呼应，说明凤凰在网络中的控制能力非常强。 

2.4 块模型分析 

图2中虚线是块的分隔线，行代表从某块发出的关系，列代表某块接收的关系，其中第1块包括凤凰、张家界、天门山以及

土家风情园；第2块有魅力湘西、黄龙洞、张家界大峡谷、溪布街、宝峰湖；第3块包括猛洞河、芙蓉镇、矮寨大桥；第4块仅有

东江湖；第5块包括湖南大学、橘子洲、岳麓书院、岳麓山、爱晚亭；第6块仅有君山；第7块包括火宫殿、杜甫江阁、坡子街、

黄兴路步行街、世界之窗、长沙简牍博物馆、天心阁、太平街、贾谊故居、烈士公园、南门口、第一师范；第8块包括岳阳楼、

衡山和毛泽东故居。第1块和第2块的旅游流向于除东江湖、君山以外的其它各块，第2块对第3、5、7、8块的流量较少；第3块

的旅游流并不流向4、6、7、8块，流向于2、3、5块也较少；第4块仅流向了第8块，并且流量很少；第5、7、8块的旅游流参差

流向于除3、4块以外的其它各块，第6块流向于1、5、7、8各块。以网络平均密度0.401作为断点值对图3之密度矩阵中的密度进

行二值化处理后，再绘制成图4，即为图1的空间网络简化图，从中可以形象地看出，4块成员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是孤立者位

置；1、5块自身成员的关系密切，且与外部成员的联系也紧密，位于首属位置；6块主要为发出关系，是谄媚人位置，2、3、7、

8块内部成员的联系不太紧密，对外的关系却尚可，属经纪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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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讨论与政策建议 

3.1 旅游流空间具有集聚性 

样本所涉景区（点）多达 160 多处，但流量超过 30 的仅为 34 处，占比 21.25%，网络密度和中心势的数值偏低，网络联结

相对松散，但凤凰、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橘子洲和岳麓山等的流量大，旅游冷热点明显，旅游流空间的集聚性突出，这与

湖南旅游流大量注入长株潭、岳阳和衡阳地区，形成了集中度较高的空间集聚的研究成果部分吻合［12］，长沙是旅游流的高

集聚空间，同时，其与张家界和湘西州的互动要远远多于其它地区。 

 

3.2 旅游流空间节点的功能有异 

张家界武陵源、坡子街、岳麓山等的点出度高于点入度较多，这些景区是旅游者入湖南境首先游览的，再由其分流至其它

景区（点），是典型的分流型景区，凤凰、太平街等的点入度高于点出度较多，旅游者可能自此返乡，是典型的接纳型景区。

同时，旅游流空间网络中还存在一些异化的节点，如爱晚亭的点度中心度虽大，但中间中心度小，是一个典型的区域内节点，

衡山中间中心度大，在网络中的控制能力比较强，是连接型景区，东江湖仅与杜甫江阁有 1 条联系，东江湖的旅游流量虽有一

定规模，但与网络其它高流量景区的联系不够，属成长型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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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旅游流空间网络的优势子结构有区域指向并具跨越之势 

旅游流空间网络的核心区、1-派系和首属块，这些优势子结构中涉及到的空间节点如凤凰、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橘子

洲、岳麓山、岳麓书院和爱晚亭等均位于湘西州、张家界市和长沙市3地，具有明显的区域指向性。凝聚子群分析中的E-I分派

指数在0.8以上，不存在派系林立的情况，意味着派系之间的联系还较多，且在以20为断点值的凝聚子群分析中，凤凰作为桥点

连接着长沙、张家界和湘西3 个区域，在块模型分析中，同属首属块的1（主要位于湘西州和张家界市）和5块（主要位于长沙

市）之间的密度也较大，联系相对较多，足以说明虽然流量相对有限，但旅游流在湘西州、张家界市和长沙市3 地已开始跨越

地域限制，这是从景区（点）这一微观企业面向对作者等利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建构的湖南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特征研究成果的

一个补充［13］。 

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重视湖南旅游流空间网络的良性发育。能进入网络的基本是旅游系统演化较好的长沙、

湘潭、湘西州、张家界、岳阳、郴州和衡阳［14］，而株洲、常德、益阳、永州、怀化、邵阳、娄底未见有节点入选，流量大量集

中于湘西州、张家界市及长沙市，旅游冷热点过于明显，会挫伤其它市州发展旅游业的信心，可在政策上向其它7个市州倾斜，

引导旅游流的冷点分流，确保这些区域至少有一个景区（点）能进入网络，促使旅游流空间网络的良性发育。第二，发挥凤凰、

张家界武陵源和天门山的引领作用。3个景区位列网络的核心区，且是高流量标准中的凝聚子群，又在网络结构中处于“首属位

置”，地位显赫，不但要持之以恒地对其加以建设，还要培养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帮扶旅游弱势空间，其它景区（点）也应

主动与以上三者加强联系，谋求进一步发展。第三，有序推进湖南旅游流空间网络化进程。从市州层面来说，应首先对湘西州、

张家界市和长沙市的旅游流空间网络进行优化，其次是湘潭市、岳阳市和衡阳市，再次是郴州，最后再优选其它6个市州进行网

络化治理。从景区（点）的层面来说，凤凰、武陵源、天门山、橘子洲、岳麓书院、岳麓山等已有高流量的保证，联系相对紧

密，未来只需顺势而为，但于这些区域的其它景区（点）来说，应抓紧邻近于核心区的优势，借势发展。毛泽东故居、岳阳楼、

君山、衡山还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吸引客流，争取进入网络的首属位置，成为带动型节点，东江湖应设法加强与网络其它节点

的联系，不再游离于网络边缘。第四，关注非邻接地区的合作。旅游者在景区（点）之间仍以区域内的流动为主，但像长沙和

张家界、长沙和凤凰等许多空间非邻接的景区（点）之间联系紧密，有突破地域樊篱之势，给其它非邻接地区合作提供示范。

第五，有针对性地打造城市旅游形象。以长沙为例，旅游者对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爱晚亭、步行街甚至于酒吧等与

毛泽东有关的文化场所及休闲场所施以重墨，而一些历史价值非常高的景区（点），如马王堆汉墓、湖南省博物馆等却没能得

到旅游者的厚爱，说明“毛泽东文化”和“休闲娱乐”仍是长沙旅游的主旋律，可予以重点打造。第六，科学规划旅游交通线

路。凤凰、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湖南大学、橘子洲、岳麓书院、岳麓山、爱晚亭等联系紧密，可开设旅游专线以满足游客

需要。同时，凤凰作为联结张家界市和长沙市的关键节点，其交通状况的改善也应予以关注。 

本文基于流空间视角，将空间节点具化到旅游景区（点），是审视湖南旅游流空间网络的一次有益尝试，但在线上数据的

抓取、挖掘与处理，网络分析方法上有待进一步创新。未来可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第一，合理设定断点值对数据进行二值化

处理，以便于空间网络特征更显性；第二，不同方法建构下的旅游空间网络的异同比较；第三，揭示案例地的旅游流空间网络

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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