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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集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及其他相关数据，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影

响因素，构建相关模型，间时分析各影响因家的边际效应。结果发现：①受气候、节

假日、重大事件等因家的影响，以天为单位的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年内时间变化呈

锯齿状"M"形，以月为单位的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年内时间变化呈不规则"M"形，潜

在游客年内各月分布相对平均，季节差异不大。②旅游旺季，周内潜在游客变化有较

强的规律性，周中高，周末、周初略低；旅游淡季，周内潜在游客变化规律不明显；

春节、十一"黄金周"潜在游客变化呈倾斜的"I"形，春节潜在游客峰值出现较晚。③"

红三角"潜在游客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各省区人口基数、经济发展水平、网络普及率、受

教育程度、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各省区潜在游客大致以湖南为中心，向外逐步减

少，年内各月潜在游客分布具有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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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湖南是"红色旅游"大省，红色旅游景区众多。湖南省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共接

待国内外游客 4.7 亿人次，旅游总收人 3712.9 亿元。湖南"红三角"（毛泽东故里-韶山、刘少

奇故里-花明楼、彭德怀故里-乌石）是湖南红色旅游的代表，在全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是红

色旅游研究的重点区城。游客的时空分布特征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外 Cooper、

LinC 对游客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季节变化进行了较深人的分析，Bene 对荷兰旅游者周末在巴黎

的旅游活动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境旅游流和国内旅游流的时

空分布特征，不同类型旅游地旅游流的季节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研究的案例地多为省

区或城市。近年来，随着网络普及率的提高，网络已成为辅助游客出游的重要手段。在国外，

J～通过调查，对游客网络检索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Wol 等通过提取搜索信息，分

析了旅游者对欧洲城市旅游的需求等。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网站访问者行为特征"、

游客网络信息搜索行为，网络关注时空变化规律及其与客流，相关关系、自驾车旅游网络空间

关注度的时空演变"、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区城差异等。纵砚国内外相关研究，在目的地游

客年内时间变化及空间分布方面研究较深入，尤其以城市、省区为研究对象的客流量时空分布

研究较多。相对而言，有关景区客流量时空分布特征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以景区为对象的客

流空间分布研究。在网络辅助游客进行出游决策方面，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游客网络搜索

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家等方面，有关游客网络关注度的时间变化研究较多，关于网络关注度的

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较少。



本文以湖南"红三角"为研究对象。系统收集了 2015 年游客的网络关注度，分析了"红三角

"潜在游客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丰富旅游与信息流的相关研究，促进湖南"红三

角"旅游客抓市场开发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2.1 潜在游客的界定

对某个旅游目的地来说，潜在游客是指当前尚未到该目的地旅游，但在将来某一时间有可

能到该目的地旅游的人。从广义上理解，对旅游有内在需求、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和闲暇时间的

个体都可称为某目的地的潜在游客。人们在利用网络搜集旅游地相关信息时，会在网络上留下

相应的搜索痕迹，这些疾迹被统计起来就形成了旅游目的地的"关注度。相对而言，通过网络

搜索某旅游目地的人，在短期内到该目的地旅游的可能性更大，对目的地客流量的时空分布状

况有较强的预侧作用，用其分析目的地潜在游客更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本文所指的潜在游

客是指通过网络搜索某旅游目的地的人，即网络关注度。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有"红三角"潜在游客、各省区人口数、各省区人口受教育程度、网络普

及率等。其中，潜在游客数据主要来源于百度指数，以"毛泽东故居、彭德怀故居、刘少奇故

居"3 个关键词搜索 2015 年每天湖南"红三角"用户关注度以及各省区、城 r 仃的用户关注度数

据，作为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数据。各省区人口数和受教育程度来源于各省区 2014 一 2015

年统计公报与统计年鉴，其中受教育程度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受教育人口的百分比统计。网络

普及率数据主要来抓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中 2014 一 2015 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互联网普及率。

2.3 分析方法

季节性强度指数：季节性强度指数是反映旅游需求时间分布集中性的一个指标，本文将其

应用于潜在游客年内时间分布集中性的分析，计算公式为:

重心模塑：重心模型在经济地理学中应用得较为广泛，该模型可描述某指标的时空变化过

程。本文主要将重心模型用

于分析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地城结构的季节变化，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x，y 分别为某月翻南"红三角"，潜在游客重心的经度值和纬度值，xi、yi 分别为 i

省区省会城市的经度值和纬度值,Qi 为该月 i 省区的潜在游客量。

3 潜在游客时间分布特征及影晌因素

3.1 洛在游客日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图 1 为 2015 年湖南"红下角"每天潜在游客量变化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受气候、节假

日、大事件（如毛泽东诞辰纪念、刘少奇诞辰纪念）等因素的影响，以天为单位的湖南"红三

角"潜在游客年内时间变化呈锯齿状"M"形。受气候变化的影响，1-4 月随着气候变吸，气候舒

适度升高，潜在游客在逐渐增多，日均潜在游客由，月的 779 人次增长到 4 月的 1096 人次；5

月中旬到 6 月，气候由冷变热，气候舒适性降低，潜在游客减少，日均潜在游客由 5 月的 1074

人次减少到 6 月的 972 人次；7-8 月虽然气候比较炎热，但受署假的影响，潜在游客数量较多

，日均潜在游客分别为 1164 人次和 1232 人次 9 一 10 月随特气沮降低，气候由热变吸，气候

舒适性升高，潜在游客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日均潜在游客分别达到 1118 人次和 1292 人次；

11-12 月份气沮进一步降低，气候由吸变冷，气候舒适性降低，潜在游客减少，日均潜在游客

由 10 月的 1292 人次减少到 12 月的 876 人次。在节假日影响因素中，由于"十一"的气候舒适

且假日时间长，单日潜在游客最大为 2119 人次；春节虽然也是七天长假，但期间涉及到吃团

圈饭、拜年等活动，使出游时间缩短，同时气候较冷，对潜在游客的影响效应降低，单日最高

潜在游客为 1623 人次；"五一"和清明假日时间稍短，单日潜在游客最大值分别为 1733 人次和

1492 人次；元旦假日时间短且气候较冷，单日潜在游客最大值为 983 人次。2015 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9 月 3-5 日放假 3 天，对潜在游容有促进作用，单 11 潜在游客最大值为 1410 人次。

11 月 24 日和 12 月 26 日分别为刘少奇诞辰纪念日和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主流操体的相关报道

及大型活动的开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纪念活动期间单日潜在游客最大值分别为 1238

人次和"16 人次。

3.2 潜在游客周内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普通周周内潜在游客变化特征：图 2A 为 2015 年"红三角"普通周周内潜在游客时间变化。

考虑到季节的差异性，本文分别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中选取一周作为代表进行相关分析，选取



的时段分别为 3 月 9-15 日、7 月 13-19 日、9 月 7-13 日、12 月 14-20 日。从图 2 可见，处在

夏季的周，周潜在游客最多，为 822，人次；其次是处在秋季的周，周潜在游客为 7793 人次

；处在春季的周，周潜在游客相对较少，为 5922 人次；处在冬季的周，周潜在游客最少，为

5893 人次。夏秋季节处在旅游旺季的两个周，周内潜在游客变化有较强的规律性，周中（周

三、周四、周五）为周未或其他节暇日出游做准备或决策，潜在游客相对较多；周末（周六、

周日出游，周初（周一、周二）出游归来，需求降低，潜在游客相对较少。处在春季和冬季的

两个周，尤其处在冬季的周，周内潜在游客变化规律不明显，随机性较强，这可能与处在旅游

淡季，潜在游客量较少有关。

黄金周周内潜在游客变化特征："十一"和春节是我国时间最长的两个节假日，对旅游有重

大的促进作用。图 2B 是 2015 年"十一"和春节黄金周潜在游客时间变化。从图中可见，春节和

・十一"黄金周潜在游客变化呈倾斜的"L"形。春节期间，除夕潜在游客最少为 729 人次，初一

到初三潜在游客逐渐增多，峰值出现在假日的第四天，即大年初三，潜在游客盆达到 1623 人

次，初五、初六假期临近结束，人们开始润整，准备节后的工作，潜在游客逐渐减少"'十一"

期间，10 月-3 日潜在游客迅速增加，峰值出现在假日的第三天，10 月 4-7 日淆在游客迅速回

落，到 10 月 711 潜在游客基本回落到节前水平。与"十一"相比，春节潜在游客峰值出现较晚

，这与春节前两天多与家人团聚以及相应活动对出游的限制有关。



3.3 潜在游客月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图 3A 是 2015 年湖南"红三角"各月潜在游客量。从图 3A 中可见，受气候、节假日、重大

事件等因素的形响，以月为单位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年内时间变化呈不规则"M"形。，月天

气寒冷，气候舒适性低，潜在游客最少为 2.4 万人次；2-5 月随着产气温的升高，气候舒适性

上升，潜在游客逐渐增多，由 2 月的 2.6 万人次增长到 5 月的 3.3 万人次:6 月天气逐渐转热

，潜在游客逐渐下降，由 5 月的 3.3 万人次下降到 6 月的 2.9 万人次；7-8 月人气炎热，但受

气温的影响，潜在游客较多，在 3.6-3.8 万人次之间:9 月潜在游容略有降低，为 3.4 万人次

；I0 月受"十一"长假及气候舒适性的影响，潜在游客迅速增加到 4.0 万人次，形成一个陡峰;11

一 12 月气候开始转冷，潜在游客迅速减少至 2.7 万人次。依据季节性强度指数计算公式，计

算"红三角"潜在游客季节性强度指数，结果为 1.3，说明潜在游客年内各月分布相对较平均，

季节差异较小（图 3B)。

4 潜在游客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4.1 潜在游客省（区）分布特征

系统收集 2015 年各省区"红下角"潜在游客数据，将其绘制成图 4A 从图 4A 可见，"红三角

"潜在游客空间分布主要受到空间距离，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距"红二角"地区较近和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潜在游客较多，大致以湖南为中心，向外逐步减少按各省区潜在游客

数盆的大小，可将 31 个省（未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区、台海地区）区划分为 5 个档次，其中湖



南、广东年潜在游客最多，分别为 19.5 万人次和 13.4 万人次；其次是北京、浙江、湖北、江

苏、河南、四川、山东、广西、上海、江西、福建等省区，年僧在游客在 5.0-10.0 万人次之

间；河北、贵州、安徽、陕西、重庆、辽宁、山西、云南、天津等省区年潜在游客数最在 2.0-5.0

万人次之间，属于第三档次；黑龙江、海南、吉林、内策古、甘南等省区年潜在游客较少，年

潜在游客量在 1.0-2.0 万人次之间；新疆、青海、宁夏、西截年潜在游客最少，年潜在游客，

小于 1 万人次。

4.2 潜在游客城市分布特征

系统收集 2015 年我国 334 个城市的‘"红三角"潜在游客数据，将其绘制成图 4B。从图 4B

可见，与以省区为单位的"红三角"潜在游客空间分布相类似，"红下角"的潜在游客主要分布在

中东部距"红三角，地区较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距离"红三角"地区较远、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的城市潜在游客相对较少。按各城市潜在游客数量的多少，可以将我国 334 个城市划

分为 5 个档次。其中长沙年潜在游客数量最多，为 15.2 万人次；其次是北京、厂州、湘潭、

上海、武汉、深圳、成都、株洲、衡阳、郑州、杭州、重庆等 46 个城市，年潜在游客总量均

在 1.0-10 万人次之间；第二是柳州、太原、梧州、江门、怀化、海 11、金华、哈尔滨、抽州

、应潭、湛江、保定等 58 个城市，年潜在游客数量均在 0.4-1.0 万人次之间；第四档次是韶

关、黔南、毕节，平顶山、黄石、连云港、九江、宜春、湖州等 103 个城市年潜在游客数量介



于 0.1-0.4 万人次之间；其余如巢湖铜陵、黄山、IJ 城港、秦皇岛、承德、浪阳等 126 个城

市的年潜在游客数城小于 0.1 万人次，其中包括甘肃、青海等省区在内的 60 个城市年潜在游

客数量为 0。

4.3 潜在游客空间分布的季节变化分析

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各省区不同月份"红三角"潜在游客量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利用重心

模型及 2015 年各省区潜在游客数据计算"红三角"各月潜在游客重心（图 3B)。从图 38 中可见

，年内"红三角"潜在游客重心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均有明显的波动。在南北方向上，1-3 月南

方省市潜在游客所占市场份倾相对较多，5-12 月北方省区潜在游客所占市场份倾相对较多，

其中 11 月潜在游客，心达到最北端。在东西方向上，，月西部省 V 潜在游客所占市场份倾相

对较多，随后潜在游客重心向东移动，5 月到达最东端，东部省市潜在游客所占市场份额相对

较多

4.4 潜在游客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潜在游客空间分布的因家众多，人口基致、经济发展水平、网络普及率、受教育程度

、空间距离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五个因素，且相关数据较容易获取。本文以各省区潜在游客为因

变 I，上述 5 个因家为自变 I 构建模型，分析各因素对潜在游客空间分布的影响。其中，空间

距离依据距离"红下角"地区的远近，将全国大陆 31 个省区划分为五个档次，由近及远分别斌

值为 9、7、5、3.1，各省区潜在游客、人口数、网络普及率、受教育程度及空间距离赋值见

表 1.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网络许及率之间存在共线性，且网络普及率与潜在游客的关系更为密

切，在构建模型时将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因众剐除。在此基础上，以人口基数、网络普及率、受

教育程度、空间距离为自变量，以各省区潜在游客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为：



5 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潜在游客与现实游客密切相关，潜在游客的时空分布特征对目的地客流，

时空分布特征具有响应和预示作用。

本文收集了湖南"红三角"潜在游客及其他相关数据，利用季节性强度指数和重心模型，分

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构建相关模型，同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结果发现：

受气候、节假日、，大事件（如刘少奇诞辰纪念、毛泽东诞辰纪念）等因素的影响，以天为单

位的湖南"红三角"借在游客年内时间变化呈锯齿状"M"形，以月为单位的翻南"红三角"潜在游

客年内时间变化呈不规侧的"M"形，潜在游客年内各月分布相对比较平均，季节差异不大。在

旅游旺季，周内，在游客变化有较强的规律性，周中高，周末、周初略低；在旅游淡季，周内

潜在游客变化规律不明显，随机性较强；春节、"十一"黄金周潜在游客变化均呈倾斜的"L"形

，春节潜在游客峰值出现在暇日的第四天，"十一"黄金周潜在游客峰值出现在假日的第三天，

存在潜在游客峰值出现较晚。"红二角"的潜在游客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各省区人口荃数、经济发

展水平、网络普及率、受橄育程度、空间距离等因*的形响，各省区潜在游客大致以湖南为中

心，向外逐步减少，年内各月的潜在游客分布具有波动性。空间距离、受救育程度、网络普及

率、人日数量的边际影响系数分别为 7780.83、1393.85,340.46、8.16。本文的目的是以此为

丰富旅游与信息流的相关研究，为促进湖南"红三角"旅游客派市场的开发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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