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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16 年间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演化与影响机

制研究
*1

张允翔 周年兴
*
申鹏鹏 李在军 马欢欢 谢引引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梳理旅游地的发展脉络，探究其发展演化的内在规律和存在的问题，指导

旅游地健康持续发展。以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 1996、2002、2010、2016 年 4 个研究时段，在构建

旅游综合实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交通可达性的技术方法及改进的场强模型，测度出 4 个研究时段江苏省各地

级市旅游综合实力指数和旅游场强，揭示了江苏省旅游综合实力的区域性差异、旅游场强空间格局特征及动态演变

过程，以此归纳出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阶段，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其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机制。改

进的场强模型和地理探测模型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江苏旅游空间结构演化与影响

机制的研究也为进一步推进江苏省区域旅游协作，实现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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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空间结构是旅游系统的空间表达，是旅游系统功能组织方式在空间上的投影
［1］

。一直以来，旅游空间结构不仅是旅游

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旅游地理学走向纵深的关键路径
［2～4］

。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不仅可以梳理旅游地在特定时间内

的发展脉络，定位旅游地发展阶段，同时也有助于分析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导旅游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5］

。旅游

空间结构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国外，且主要以理论模型研究为主
［6～8］

。国内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源于经典的旅

游地理区划研究
［9］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空间组织形态和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模式两个

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0］

。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经典区域空间结构理论，采取定量的方法研究旅游空间结构。其

中，引力模型
［9，11～13］

、交通优势度模型
［14，15］

、场理论与场对数扩散效应模型
［16～19］

等是最为常见的研究方法。但以上模型和理

论均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引力模型依赖于城市的规模等级，相关参数确定主观性较强；交通优势度模型侧重于交通要素的

衡量，而对旅游系统的其它要素考虑不足；场扩散理论、场对数扩散模型虽然可以有效揭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但其通常采用

单一指标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现象，缺乏指标的综合度量性，且场对数扩散效应模型过于理想化，忽视了场在空间上延伸的各

向异性等。而基于时间和空间双重视角，通过构建旅游综合实力指标体系，采用交通可达性的技术方法改进传统场强模型，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其演化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还尚处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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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虽作为东部发达的省份和国家旅游强省，但其区域内部差异性显著，呈现出鲜明的苏南(南京、苏州、无锡、常州、

镇江)、苏中(扬州、泰州、南通)和苏北(徐州、宿迁、连云港、盐城、淮安)3 大板块分异的特点
［20］

(图 1)。在区域交通网络化、

区域旅游一体化、互联网信息化及高铁时代到来的今天，苏中、苏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善，旅游发展的

区域性差异正在得到进一步优化与平衡，区域旅游空间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通过构建江苏省城市旅游综合实力指标

体系，借助改进的场强模型动态呈现区域旅游场强变化的过程，并试图揭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特征和过程，最后运

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演化的内在影响机制，为进一步推进江苏省区域旅游协作，缩小区域旅游差异，实现区域旅游可持续

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主成分分析法

为消除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影响，首先对其采用平均值标准化处理，然后将标准化的数据运用 SPSS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

析，测算出各地级市旅游综合实力得分
［21］

。针对部分指标得分为负值的现象，采用最小－最大规范化方法，将测算出的原数据

列进行线性变换，并将其映射到一个新的数据区间上
［22］

。公式如下:

式中:Sa为各主成分的权重系数；Ca为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其中 a=2。式(2)中:Mai为城市 i 在主成分 Sa上的得分；Zi为城市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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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综合实力指数。

1.2 改进场强模型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传统场强模型的单一指标难以反映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另外，传统场强模型过于理想化，忽

略场在空间上延伸的各向异性以及距离衰减效应和摩擦系数对场扩散范围的影响
［23］

。因此，本文采用改进的场强模型。模型如

下:

式中:Fij为 i在 j的旅游场强；Zi为 i城市的旅游综合实力指数；Dij为 i 城市到 j点的欧式距离；φ为距离摩擦系数，这里

取 1
［23］

。其中，Dij采用 GIS 成本加权距离方法计算出最短时间距离。

1.3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最先用于地方性疾病形成原因的探测，随后被广泛应用在地理事物空间分布差异性形成机理的研究上
［24］

。模型

如下:

式中:PD，U是旅游场强影响因素探测力指标；nD，i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n 为整个区域样本数；m 为次级区域个数；整个区域

σ
2

U为旅游场强的方差；σ
2

U，i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假设σ
2

U，i≠0，模型成立，PD，U的取值区间为［0，1］，PD，U=0 时，表明江

苏省区域旅游场强呈随机分布，PD，U值越大，说明分区因素对旅游场强的影响越大。其中，旅游场强选取各地级市旅游场强的平

均值。

2 研究时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时段选择

综合考虑江苏省重大交通设施建设节点及旅游发展过程，选取 1996、2002、2010、2016 年 4 个研究时段
［25］

。1996 年，江

苏省第一条沪宁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率先实现江苏省高速公路为零的突破，苏南地区交通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另外，1995 年

江苏省行政区划新增泰州、宿迁两个地级市，为保持行政区划的一致性，故选取的起始时间为 1996 年；随后，2002 年是江苏省

高速公路密度首次跃居全国首位的一年，“南北并举、东西共进、滚动发展、规模推进”的政策使得“纵贯南北、横贯东西、

覆盖全省”的高速公路网骨架形成。与此同时，2002 年江苏省实现了“三旅并进”(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良好局

面，旅游经济指标增幅创历年新高；2010 年沪宁城际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江苏省正式进入高铁建设的时代，同时在 2008 年金

融危机的背景下旅游产业快速发展；2016 年，京沪高铁(2011 年)、宁杭高铁(2013 年)、安宁高铁(2015 年)和宁启快速铁路(2015

年)均已建成通车，全省高速铁路网已基本形成，同时江苏也开启了建设“国内领先旅游强省、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的新阶段。



4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综合实力和交通道路数据。为了全面、科学地反映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综

合实力，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完备性、可比性、层次性等原则，在保证数据精简性和可获取性的基础上，从 4 个层面构建城市

旅游综合实力指标体系(表 1)。其中，①旅游资源禀赋(X1)通过对 A级景区进行权重赋予计算其得分(5A 级景区赋予权重为 5，

4A为 4，3A 为 3，2A 为 2，A级为 1)，以此量化
［26］

；②星级酒店接待能力(X2)依照旅游资源禀赋量化方法进行相应处理；③其

他相关指标通过查阅《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五十年》［28］、《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江苏省旅游业发

展公报》以及各市统计年鉴等获得；④基于数据可比性的考虑，对如国内生产总值(X10)、第三产业产值(X11)、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X12)等价值型数据进行不变价处理
［27］

。

表 1 城市旅游综合实力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层

旅游经济发展

旅游资源禀赋 XI、人境旅游者人数 X2（万人 次）、国内旅游者人数 X3（万

人次）、旅游外汇收人 X4（万美元）、国内旅游收人 X5（万元）

旅游接待能力

星级酒店接待能力 AT6、旅行社数量 X7（个）、 住宿餐饮业营业额 X8（万

元）、第三产业从业人数;V9（万人）

城市经济发展

城市社会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X10（万元）、第三产业产值 JV11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 X12（万元）

常住人口数量 X13（万人）

另外，1996、2002、2010、2016 年江苏省交通道路数据(包括普通铁路、高速铁路、国道、省道、县道)主要来源于国家地

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29］

。考虑到实际旅游交通的使用情况，文章暂不纳入河流湖泊数据。由于不同年份、不同道路等级的

行驶速度存在差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03)》，结合江苏省路网密度和路网质量的实际情况，

设定 4 个研究时段不同道路的速度标准(表 2)
［30］

。同时以分钟来计算时间成本，时间成本值选定出行 1km 所需要的平均时间。

表 2 江苏省各等级道路通行时速(km/h)

年份 高速公路 国道 省道 县道 普通铁路 髙速铁路 陆地

1996 80 60 40 20 60 - 10

2002 100 60 50 30 80 - 10

2010 120 80 60 30 100 - 10

2016 120 80 60 30 120 3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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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城市旅游综合实力特征

为了对 1996、2002、2010、2016 年 4 个研究时段的旅游综合实力进行比较，将各研究时段标准化数据运用 SPSS 软件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得出各研究时段 KMO 值分别为:0.73、0.74、0.71、0.76，均大于 0.7；同时，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显著性概率均为小于 0.001，因此可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 1分别提取各研究时段的 2个主成分因子，其方差累计贡

献率分别为 87.67%、90.38%、88.56%和 92.60%。最后计算出各研究时段的旅游综合实力指数(表 3)。由表 3 可知，江苏省城市

旅游综合实力指数差异化显著，总体表现出典型的“南高北低”特征，且这种差异呈先增大后缩小的态势，其变异系数从 1996

年的 0.42 增大到 2002 年的 0.48，再降低到 2016 年的 0.46。具体来说，苏南的南京市和苏州市一直是旅游综合实力最强的城

市，其次是无锡市，宿迁市一直是旅游综合实力最低的城市，其它城市的旅游综合实力差异化不显著。

表 3 江苏省城市旅游综合实力指数

城市

城市旅游综合实力指数（Zi)

城市

城市旅游综合实力指数（Zi）

1996 年 2002 年 2010 年 2016 年 1996 年 2002 年 2010 年 2016 年

南京 100.00 100.00 100.00 87.19 南通 48.06 34.19 46.78 51.61

无锡 76.62 65.51 ,67.17 62.25 徐州 48.84 40.25 49.72 56.74

常州 49.72 42.67 48.75 40.92 淮安 31.68 31.52 33.35 31.63

苏州 85.08 74.60 97.2 100.00 盐城 40.55 32.1 36.05 41.51

镇江 38.95 32.57 36.75 32.02 连云港 34.31 28.58 33.41 29.76

扬州 44.04 36.08 41.46 38.75 宿迁 25.33 25.02 26.24 25.01

泰州 34.36 28.39 31.79 31.77

3.2 区域旅游场强空间格局演化

3.2.1 区域旅游场强空间格局特征

在测算出 4 个研究时段各城市旅游综合实力指数和时间距离成本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场模型计算出区域旅游场强并生成其

空间格局图(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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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角度看，4 个研究时段江苏省区域旅游场强呈现出 4 种不同的空间格局特征。①1996 年，苏南 5 市旅游场强相连成

轴，并与苏中的扬州市构成“Y”型的空间结构。苏北地区呈零星散落状分布，且主要以同心圆状向外扩散；②2002 年，苏南与

苏中地区旅游场强的交叠程度加深，且呈“T”型结构。苏北的淮安市和盐城市与苏中地区呈现“牵手”的态势，其它各市依然

呈零星散落分布；③2010 年，苏南和苏中地区的旅游场强相连成团。苏北地区各市相互连通，形成了以淮安为增长极的“米”

字型结构；④2016 年，苏南与苏中地区旅游场强呈一体化格局。苏北地区的旅游场强呈网络状。全省旅游场强的空间结构呈倒

“开”字型。

3.2.2 区域旅游场强空间格局演变

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江苏省区域旅游场强的变化情况，运用 Arc GIS 的分区统计工具，按照市域尺度对旅游场强的最小值

(MIN)、最大值(MAX)和平均值(MEAN)3 个指标进行分类汇总(表 4)。同时，将 2010 年旅游场强的平均值采用自然断裂法划分为 5

种场强类型:高旅游场强区、较高旅游场强区、中旅游场强区、较低旅游场强区、低旅游场强区，并以此为基准对其它 3个研究

时段进行相应的划分(图 3)。

表 4 江苏省城市旅游场强分市统计



7

城市

1996 年 2002 年 2010 年 2016 年

MIN MAX MEAN MIN MAX MEAN MIN MAX MEAN MIN MAX MEAN

南京 77.79 2 132.75 191.29 115.36 3 149.62 273.00 164.90 3 274.07 389.68 230.84 2 928.81 443.23

无锡 100.81 1 745.46 211.98 119.69 2 199.25 257.72 181.99 1 508.71 429.25 255.21 3 229.35 556.21

徐州 46.53 1 032.14 91.30 61.67 1 291.61 125.15 91.11 876.78 186.04 116.07 1 833.81 225.13

常州 100.64 873.31 190.89 134.49 1 343.64 214.06 215.17 1 008.81 408.92 284.19 1 578.87 491.47

苏州 90.60 1 323.67 183.85 92.51 1 330.38 223.80 133.00 1 872.02 400.36 181.46 1 999.12 497.93

南通 64.04 758.98 128.07 79.53 662.90 155.56 146.76 934.75 262.17 203.87 2 357.74 347.03

连云港 71.50 1 026.34 100.40 85.95 1 103.86 130.69 129.19 1 314.10 194.06 162.06 1 517.15 243.34

淮安 59.77 710.04 92.22 83.10 1 077.78 142.06 127.78 726.24 224.82 145.04 1 505.63 249.55

盐城 69.30 966.32 112.81 77.97 1 102.39 132.87 115.47 1 828.13 229.27 152.20 1 913.71 274.20

扬州 85.65 765.02 151.10 123.89 770.59 219.42 174.13 1 666.73 345.65 214.44 1 576.94 367.22

镇江 147.01 1 006.06 236.73 166.52 1 238.45 273.57 290.04 1 059.67 453.65 331.18 2 109.14 536.28

泰州 88.80 611.12 153.60 122.83 629.44 212.29 187.95 797.65 325.40 213.47 1 121.58 370.32

宿迁 56.95 404.40 84.07 82.07 475.52 127.83 119.85 973.64 201.51 144.08 1 698.69 2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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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域尺度来看，各市旅游场强的 3 个指标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大，其中苏北地区部分城市年均增长率较大。从旅游场

强平均值的变化情况看，苏北地区的宿迁市变化最大，年均增长率为 40.33%；其次为南通市、苏州市和淮安市，年均增长率分

别为 39.41%、39.39%和 39.35%；南京都市圈的南京市、镇江市和扬州市年增长率较低，分别为 32.33%、31.33%和 34.45%。从

旅游场强最大值的变化情况看，宿迁市依然是变化最大城市，年平均增长率为 61.35%。

从区域旅游场强类型及面积的变化情况看，整体呈低旅游场强区向更高旅游场强区过渡的特征，中高旅游场强区的面积逐

渐增大，但这种趋势苏南、苏中地区较苏北地区变化明显。从高旅游场强区面积的变化情况看，1996 年高旅游场强区的面积为

141km
2
，2002 年为 1543km

2
，增幅为 994.33%。2016 年高旅游场强区面积为 32163km

2
，较 2010 年的 3296km

2
增幅为 875.82%；从

低旅游场强区的变化情况来看，1996 年低旅游场强区的面积为 83147km
2
，2016 年则降低到 2769km

2
，整体降低了 96.67%。

4 江苏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阶段与影响机制

4.1 江苏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阶段分析

一般而言，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化大致会经历萌芽、起步、发展、形成、成熟 5 个发展阶段，这与空间结构理论

中的散点模式、极核模式、轴带模式、网络模式、一体化模式形成对应关系
［19，31］

。而旅游场强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旅

游空间结构的变化。由于江苏省旅游场强空间差异较大，既有高度发达的苏南地区，又有深受苏南地区影响的中等发达的苏中

地区，还有旅游产业基础发展相对薄弱的苏北地区。因此，江苏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呈现出多种模式相互影响、相互共存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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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图 4)。

(1)极核发展与轴带发展并存(图 4a)。由于区位、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差异，1996 年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呈现极核发展与轴

带发展模式并存的特点。苏锡常都市圈和宁镇扬都市圈在经过较低发展阶段后均呈现出较高的发展阶段———轴带发展，城市

间表现出旅游发展的合作意识，旅游影响力的辐射和带动效应明显，这种辐射和带动效应主要沿着交通轴线向邻近区域扩散；

苏北 5 市、泰州和南通依然以极核发展的模式为主，尤其是宿迁市形成一个孤岛，城市间旅游联系弱，其辐射和带动能力也较

弱。

(2)极核发展、轴带发展与网络发展并存(图 4b)。2002 年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呈现极核发展、轴带发展与网络发展模式并

存的特点。苏南地区在经过极核发展、轴带发展后，基本形成了区域内多节点和多轴线的网络格局；苏北地区经过上一阶段的

发展，加上苏南、苏中地区旅游场强的扩散影响，部分城市如盐城、淮安表现出明显的轴带发展，并形成了以淮安市为主的区

域增长极，但是这种趋势并未覆盖整个区域，徐州市、宿迁市依然以极核发展为主。

(3)轴带发展、网络发展与局域一体化发展并存(图 4c)。2010 年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表现出轴带发展、网络发展与局域一

体化发展并存的特点。苏南、苏中地区经过网络模式发展后，进入了一体化系统发展的新时期，区域内形成“节点－轴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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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等级体系，城市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得到进一步的优化与加强，并且这种趋势在不断影响着苏北地区的盐城和淮安两市，

使两市较早地从轴带模式向网络模式过渡，淮安增长极进一步增强；苏北地区的其它城市以轴带发展模式为主，宿迁市也摆脱

孤岛局面，旅游发展与外界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4)网络发展与局域一体化发展并存(图 4d)。2016 年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呈现网络发展与局域一体

化发展模式并存的特点。由于交通网络的优化发展，尤其是期间多条高速铁路建成通车，苏南、苏中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得到了

进一步的优化和加强；苏北地区由于进一步受苏南、苏中地区的影响，该区域逐步向网络模式转变，旅游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

总体来看，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表现出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过渡的过程。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

同一时期呈现多种发展模式并存的特点，形成以较高发展阶段的苏南地区带动苏中地区、影响苏北地区的总体格局。但随着交

通网络的改善和旅游业的发展，江苏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并且形成了以宁镇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宿连

都市圈和淮安增长极“三圈一极”的发展格局。

4.2 江苏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机制

江苏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参考前人的研究
［32］

，文章选取了以交通优势度为代表的交

通发展水平
［14］

；以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比为代表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以人均 GDP 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不同等级

景区为代表的旅游资源禀赋；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代表的政策导向。通过旅游场强的外在表征指标，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计

算出 4 个研究时段各指标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影响的 PD，U值(表 5)，探究江苏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形成的内在机制(图 5)。

表 5 不同指标地理探测分析表

交通发 旅游产业 旅游资 固定资产 经济发

影啊曰怀 展水平 发展水平 源禀赋 投资额 展水平

1996 年 0.84 0.55 0.83 0.55 0.65

2002 年 0.83 0.76 0.67 0.52 0.58

2010 年 0.84 0.80 0.55 0.56 0.59

2016 年 0.87 0.78 0.53 0.54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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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可知，交通发展水平在 4 个研究时段中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发展均产生重要的影响，其它指标在不同研究时段对

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1996 年主要受旅游资源禀赋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影响；2002 年，旅游资源禀赋、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起到主导作用；2010 和 2016 年则更多地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

具体分析如下:

(1)交通发展水平。交通道路的发展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直接驱动力。从表 5可知，4 个研究时段交通发展水平对区

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 P 值均大于 0.8，说明交通的发展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每次交通网络结构

的重大变化和交通技术的革新均会导致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变。1996 年沪宁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实现全省高速公路零的突

破，苏南地区旅游空间结构形成一条轴线；1996～2002 年间，多座跨江大桥和重点建设苏北的政策导向，使得苏北与苏中、苏

南的旅游联系程度得到显著提升；2010 年，沪宁城际铁路的开通促使苏中与苏南两地区旅游发展形成团状，且进一步影响着苏

北地区。2010～2016 年，多条高铁的开通使得全省旅游发展的联系程度得到空前提高，全省旅游空间结构呈现倒“开”字型结

构。

(2)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保障力。4 个研究时段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

的影响值均在 6 左右，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苏南、苏中、苏北之间区域经济发

展阶段的差异性也深刻影响着江苏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整体格局。近年来，江苏省在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苏南地区的经济发

展速度有所降低，而苏中和苏北地区增长速度则较为靠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有所缩小，其旅游空间结构和发展阶段也

在逐渐靠近。

(3)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外在表现力。从 4个研究时段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影响

力的 P 值看，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整体增大。4个研究时段全省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分

别为 0.05、0.08、0.11 和 0.13，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在逐渐提高。

(4)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资源禀赋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基础支撑力。由表 5可知，虽然 4个研究时段旅游资源禀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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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值影响力均大于 0.5，但其呈逐渐降低趋势。旅游资源禀赋在区域旅游发展初期阶段起到主导作用，旅游资源禀赋优越的区域，

一般会自发地形成区域旅游中心。然而，随着新型旅游产品的出现，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力在逐渐降低。例如，扬州旅游资源

禀赋较高，但近年来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旅游高场强区。

(5)政府政策导向。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外在调控力。从 4个研究时段固定资产投资额影响力的 P值

看，其值均大于 0.5，说明政府政策也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近年来常州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

较大，在旅游资源禀赋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成为苏南板块的旅游高场强区。

5 结论与讨论

文章通过构建旅游综合实力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场强模型揭示江苏省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特征与阶段，利用地理探

测器模型探究其演化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综合实力差异化显著，总体表现典型的“南高北低”特征，这种差异呈先增大后缩小的态势。

(2)不同研究时段江苏省呈现出不同的旅游场强空间格局特征，从局部的“Y”型结构到“T”型结构，再到“米”字型结构，

最后到全局的倒“开”字型结构。与之相对应，其空间结构经历极核发展与轴带发展并存，极核发展、轴带发展与网络发展并

存，轴带发展、网络发展与局域一体化发展并存，网络发展与局域一体化发展并存的 4 个发展阶段。

(3)江苏省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交通道路发展水平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演化的直接

驱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保障力，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外在表现力，旅

游资源禀赋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基础支撑力，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外在调控力。

需要指出的是，旅游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是区域内外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仅仅为了研

究方便，着重从区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实际上江苏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还深受区域外如上海市、安徽

省、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等地的影响。另外，由于数据获取和篇幅的限制，文章缺乏对航空网和水网数据的分析，在分析

陆路交通时也未考虑高速公路和铁路的站点对旅游场强带来的影响，对旅游综合实力指标的选取也并不全面。最后，以旅游场

强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与影响机制的研究还需要更多区域旅游发展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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