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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旅游中心地空间结构分析 

章丽倩           陈晓娟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浙江·金华） 

【摘 要】 本文以中心地理论为理论基础，借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浙江省旅游中心地空间结构，综合考虑 11

个市的经济、政治、文化、旅游等状况，确定旅游中心城市等级体系。通过分析浙江省旅游中心地空间结构现状，

提出系统构建与优化措施，以促进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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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中心地空间结构 

（一）旅游中心地的内涵。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克里斯泰勒提出了两个与本文相关的概念：中心地和中心性。

很多学者在克氏的基础上发展了旅游中心地的概念。学者吴必虎认为：“旅游中心地是供给中心吸引物职能的布局场所，具有高

级中心地职能布局的中心地称为高级中心地，旅游中心地的等级性表现在每个高级中心地都统领几个中级中心地和更多的低级

中心地。”高等级的旅游中心地吸引力大，招揽大量的旅游者后又继续向次一等级扩散。林刚在论述旅游共性时提出旅游中心地

的空间结构模式，强调了由节点和路径组成的网状结构以及中心地结构的演化过程。国内目前研究旅游空间结构主要在两个方

面：旅游地空间组织形态和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综合起来，旅游中心地就是指有足够的旅游吸引物、集散功能，能够向

区域内的旅游者提供一定能力的对外旅游服务职能和客源的中心城镇。 

（二）各城市中心性排名。克里斯塔勒认为，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原则支配形成中心地体系。不同的原则支配下，呈现

不同的中心地网络结构，且中心地和市场的等级有着严格的规定。三个原则共同导致了城市等级体系形成。克氏认为，在开放、

便于通行的地区，市场经济的原则可能是主要的。2015 年浙江省各城市 GDP 的排名顺序为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台州、

嘉兴、金华、湖州、衢州、丽水、舟山。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排名同上。 

（三）旅游中心地空间结构。在空间上旅游中心地与区域内的旅游功能区、交通线路等整合为旅游中心地空间结构。旅游

中心地空间结构包括三种要素：点要素指旅游中心地和旅游目的地；线要素指联系旅游中心地与目的地、不同旅游中心地的区

域间的旅游线路等；面要素指旅游资源、功能分区和旅游圈等。 

二、浙江省旅游中心地空间结构的构建 

旅游中心性决定旅游中心城市的等级规模，两者呈正比关系。旅游中心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加科学全面地对旅游

中心城市中心性进行评定，需建立一个影响因素涵盖较为全面的评价体系。为了确保数据的科学性，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统

计年鉴》和《浙江省旅游概览》。 

本文建立的中心地中心性测度指标体系分三个子系统，第一个子系统为旅游现实发展系统：旅行社、星级酒店、国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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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境外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A 级以上景区；第二个子系统为旅游发展潜力系统：国内旅游人数增长

速度、入境旅游人数增长速度、国内旅游收入增长速度、旅游外汇收入增长速度；最后一个子系统为旅游发展支撑系统：第三

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水平、公路里程、高速里程和年客运量。 

三、研究方法及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对 18个方面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进一步得到的结果如表 1 所示。（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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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取的 18 个指标中，提取前 4 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90.175%，也即这 4 个公因子可解释原始数据的

90.175%，能够比较充分、全面、客观地反映省内各市的旅游中心性。 

从旋转后的主成分载荷矩阵看，第三产业比重、旅行社数量、旅游外汇收入、境外游客人数、国内游客数量、客运量、星

级酒店数量、国内旅游人数、第三产业人口比重、人均 GDP 这十项与第一主成分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第一主成分主要

反映的是这十个指标的信息。其中，第三产业比重、旅行社数量、旅游外汇收入等多项高数值指标表示的信息是社会服务性行

业比较发达，因此第一主成分可以称之为社会服务性因素。 

在第二主成分中，国内旅游收入、星级酒店数量、国内旅游人数、高速公路里程、景区数量和公路里程与其密切相关。高

速公路里程和公路里程反映的是地区的交通通达度，交通通达度越高，这个区域的可进入性就越强。因此，第二主成分称之为

交通因素。 

在第三主成分中，国内旅游收入增长速度和国内旅游人口增长速度与该主成分密切相关。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国内旅游情

况。国内旅游情况越好，指标的数值越大。我们把第三主成分称之为国内旅游情况因素。 

在第四主成分中，入境旅游人数增长速度和旅游外汇收入增长速度与该主成分密切相关。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入境旅游情

况。来华旅游的人越多，创造的外汇就随之增长。第四主成分称之为入境旅游状况因素。 

利用 4 个公因子的得分和各自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综合加权后即可得到旅游中心地的中心性测度指标，根据公式算出

浙江省各市旅游发展综合实力，即各市的旅游中心性。（表 2）公式如下所示： 

 

经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反映各市旅游中心性的指数。根据分析结果，可将 11个市划分为 3个梯队：第一梯队，F>1；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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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队，0<F<1；第三梯队，F<0。从分析结果中发现：杭州市旅游中心性指数为 1.083 为全省最高。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个结

果，杭州是省会城市，是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省的旅游中心。杭州市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丰富，特别

是三个 5A 级景区：西湖、千岛湖和西溪，对各地的旅游者而言，吸引力很强。杭州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通达度高，可进入性

强。同时，它也是省内的旅游集散和信息中心；宁波、金华和温州、丽水四个城市的旅游中心性指数大于 0，但小于杭州，属

于第二梯队，其中宁波、丽水和温州的旅游综合实力较为接近；湖州、绍兴、嘉兴、舟山、台州、衢州这六个城市的旅游中心

性指数小于第一、第二梯队，旅游发展综合实力较弱；居浙江省最末的是台州和舟山两市，台州的旅游发展综合实力低于舟山，

是全省旅游发展综合实力最弱的城市。 

 

四、发展建议 

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旅游局关于印发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14-2017）的通知中指出，要以“一核两翼五圈多点”

为总体构架，着力提升杭州旅游的核心带动作用，大力推进“东扩西进”两翼发展，加快建设浙北、浙东、浙东南、浙中和浙

西南五大旅游经济圈。那么，建模后得出的结论和浙江省的旅游发展规划存在差异，特别是浙西南的丽水市异军突起，窜到了

前三位。分析丽水市排名靠前的原因：第一主成分中包括国际外汇收入，而丽水市的国际外汇收入 2015 年在浙江排名第二，

仅次于杭州；第二主成分中包括公路里程，丽水市由于地域大的原因其里程在浙江省内遥遥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丽水市很

有可能作为另外的旅游核心独树一帜，与通知提出的要建立一核两翼五圈多点存在差异。 

浙江省各地区旅游供给能力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应对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发展策略。浙北、浙南和浙中的城市要把握好

时机，变资源优势为产品、经济优势。浙西地区凭借其富饶的文化旅游资源，合理开发经典旅游产品。绍兴、金华等地位于浙

江省的中部地区，是浙江省内最早开发出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集中区域，要充分发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出历史文化民俗

旅游产品，作为其经典的旅游产品，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变短程旅游为长期度假旅游。丽水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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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西南部，多为丘陵山地地形，自然资源丰富，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少数民族旅游资源，应继续保持，开拓市场吸

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览。台州、温州、宁波、舟山作为浙东沿海城市要充分利用发展海洋资源，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力求把东

部地区打造成国际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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