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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高星级农家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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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湖北省 342 家高星级农家乐为研究对象，运用 GIS 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考察湖北省乡

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研究表明，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呈凝聚型分布，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差异较大；具体来看，

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主要集中于恩施、宜昌、襄阳和武汉等地，在空间格局上，鄂东武汉城市圈基本已形成以武汉、

黄石、鄂州、黄冈、孝感一线集中连片的带状空间格局；鄂西则表现为以恩施、宜昌为核心的多中心格局特征。进

一步探讨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认为河谷平原是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集中布局的沃土，陆路交通是高星级农家乐

发展布局的关键，而近域客源则是高星级农家乐布局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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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是地理学研究的传统命题。旅游地空间布局及其组合规律是区域旅游空间组织的基础，对区域旅游业发展布局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A 级景区作为旅游地的代表，已经发展成为旅游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诞生伊始，其空间布局和结构

研究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吴必虎等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数学方法对首批 4A 级旅游区的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其

空间结构特征和地理分异特征
［2］

；马晓龙等采用最邻近指数方法判断中国 4A 级旅游区属于凝聚型分布
［3］

；卞显红则基于拓扑

网络结构和地理空间分析测算长三角 4A 级旅游区的空间分布属于凝聚分布
［4］

；朱竑等则揭示了中国 A 级景区的等级规模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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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空间分异，认为有分散化和无序化趋势
［5］

；王硕等得出甘肃省 A级景区空间结构呈现“区域集聚、线性分布”的特征
［6］

；

申怀飞等则揭示了河南省 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不均衡呈凝聚型特征
［7］

。

近年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快速推进下，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到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布

局问题，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点）。许贤棠等认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在空间上趋于

集聚，属凝聚型分布格局，并表现出自组织特征
［8］

；张广海等也认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的空间分布呈空间集聚
［9］

；

邰鹏飞等以山东省乡村旅游特色（模范）村为样本，揭示其空间分布类型、均衡程度和分布密度等
［10］

；黄粲等运用地理学、经

济学方法对湖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的空间结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
［11］

。

农家乐作为传统旅游景区的重要补充，被公认为乡村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代表，对推动区域旅游发展和城乡统筹融合具有

重要意义。然而，学术界对其空间格局的关注却相对较少，仅有李秀寨
［12］

、沈佳
［13］

、刘军利
［14］

等人分别对云南雄楚州、浙江

金华市和江西南昌市的星级农家乐进行了相关研究。本文拟以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地理方法，揭示其空

间分布规律，分析其空间结构，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根据《湖北省农家乐星级划分与评定》规范，湖北省的农家乐星级划分为一星、二星、三星、四星和五星共五个级别，其

中，四星级农家乐和五星级农家乐合称为高星级农家乐。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创建评定工作始于 2009 年，至 2015 年初，共评

定产生了 117 个五星级农家乐、254 个四星级农家乐，后因部分高星级农家乐在经营中存在若干问题陆续被取消星级，最终形成

了 342 家高星级农家乐（其中五星 113 家，四星 229 家）。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湖北省 342 家高星级农家乐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湖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采用 Arc⁃ GIS10.2 对 342 家高星级农

家乐进行地理坐标提取和精确定位，工作底图采用湖北省测绘局提供的 1∶25 万湖北省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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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间分布特征

2.1 空间分布类型：凝聚分布

在省域空间尺度上，可以将高星级农家乐抽象为点状要素。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一般可以划分为均匀型、随机型和凝聚型

三种类型。采用最邻近指数方法对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分布类型进行考察。最邻近指数 R 通常定义为实际最邻近距离 r1

与理论最邻近距离 rE的比值，公式为：

式中：r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 为实际最邻近距离的平均值；A 为研究区域的面积；n 为点数；R 为最邻近指数。当 R

＞1时，表明点要素分布类型为均匀型；当 R=1 时，表明点要素分布类型为随机型；当 R＜1时，表明点要素分布类型为凝聚性，

且 R 值越小，则点要素凝聚程度越高。

通过最邻近指数公式计算得出，湖北省 342 个高星级农家乐的理论最邻近距离 rE=11.66 km；实际最邻近距离 r1=7.2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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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邻近指数 R=0.62，R＜1，表明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态势。

比较已有研究中旅游地空间分布的最邻近指数，可以发现，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最邻近指数低于甘肃、江苏、北京等省

市 A级景区的最邻近指数，与河南省 A 级景区的最邻近指数相当，高于国家级乡村旅游地和国家级乡村旅游示范县的最邻近指

数，这表明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凝聚程度相对较高；同时，对表 1 数据进一步挖掘，可发现乡村旅游地的空间集聚要明

显高于 A 级景区，这可能是因为传统 A级景区在空间布局模式上更倾向于资源依托，而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布局虽亦有资源因素，

但更强调交通区位条件和近域客源市场。

表 1 已有研究的旅游地最邻近指数比较分析

总数量/个
理论最邻近距离

/km

实际最邻

近距离/km

最邻近

指数

甘肃 A级景区 162 26.48 23.77 0.898

江苏 A级景区 458 - - 0.852

北京 A级景区 184 4.73 3.69 0.78

河南 A级景区 175 15.45 9.57 0.62

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 342 11.66 7.25 0.62

国家级乡村旅游地 483 70.316 40.478 0.576

国家级乡村旅游示范县 254 96.965 11.542 0.119

2.2 空间分布统计：集中于恩宜襄汉

洛伦兹曲线以及集中化指数可以用来衡量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集中化程度。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的洛伦

兹曲线可以按照以下原理来绘制：以各地区高星级农家乐的数量从大到小的位序为横坐标，以从大到小排列的各地区高星级农

家乐数量占全省比重的累计比重为纵坐标，生成曲线图，即洛伦兹曲线。计算数据见表 2，绘制的洛伦兹曲线图如图 2所示。由

于仙桃和天门并没有高星级农家分布，因此没有将其数据纳入计算范围。

表 2 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

地区 数量（个） 所占比重（%） 累计比重（%）

恩施州 55 16.08 16.08

宜昌市 52 15.2 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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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 36 10.53 41.81

武汉市 35 10.23 52.05

咸宁市 29 8.48 60.53

十堰市 28 8.19 68.71

黄冈市 24 7.02 75.73

鄂州市 17 4.97 80.7

随州市 14 4.09 84.8

孝感市 14 4.09 88.89

荆门市 13 3.8 92.69

黄石市 8 2.34 95.03

荆州市 8 2.34 97.37

神农架 6 1.75 99.12

潜江市 3 0.88 100

集中化指数是建立在洛伦兹曲线基础之上的表达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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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为集中化指数；L 为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实际空间分布时的累计比重之和；J 为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均匀空间分

布时的累计比重之和；M 为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时是最大累计比重之和。其中，0≤G≤1。当 G 越大时，表明高星级农

家乐空间分布集中化程度越高；G 越小时，表明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集中化程度越低。当 G=1 时，表明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

布集中于一个地区；G=0 时，表明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于各个地区。

图 2 的空间洛伦兹曲线呈上凸趋势，表明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进一步计算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

分布的集中化指数 G=0.41（＞0），说明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整体上是集聚的，主要集中在恩施州、宜昌市、襄阳市和

武汉市，这 4个市州占全省 17 个市州高星级农家乐总数的 50%多。咸宁市、十堰市和黄冈市紧随其后，最少的是潜江市、仙桃

市和天门市。

2.3 空间分布格局：鄂东集中连片、鄂西多中心

最邻近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都是基于数理分析来描述地理要素在统计意义上的集中程度，并不能真实反映地理要素的实际

空间分布特征。核密度估算方法可较为清晰地反映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其集聚特征，可有效弥补最邻近指数和地理集中

指数的不足。本文釆用 Silverman 提出的核密度分析法来反映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密度，其表达式为：

式中：s 为待估计高星级农家乐的位置；si 为落在以 s为圆心的高星级农家乐；h 为半径的空间范围内的第 i 个高星级农

家乐的位置。

由图 3 可知：①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密度在不同区域差异显著。以市州为单元，统计其高星级农家乐的数量分布，

恩施州最多，高达 55 家，宜昌市紧随其后，也达到 52 家，而天门和仙桃两个省直管市的高星级农家乐完全缺失；计算 342 家

高星级农家乐市州分布统计数据的变异系数 CV≈0.82，说明湖北省各市州高星级农家乐的分布极不均衡，空间差异较大。②全

省形成若干高星级农家乐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武汉市、恩施州、宜昌市、孝感市等城市周边地域。③鄂东武汉城市圈高星级农

家乐空间分布呈现带状格局，即武汉、黄石、鄂州、孝感等区域形成集中连片分布区。④鄂西地区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呈现

出多中心格局，主要以恩施、宜昌为中心向外围地区递减，表现出空间距离衰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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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空间分布热点：西热东冷

采用 Getis-Ord G *i 系数来反映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揭示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形态。其计算公式

为：

式中：Xi、Xj分别为 i 地、j 地的高星级农家乐数量；Wij为空间权重函数，即当 i 地、j 地相邻时，Wij取 1，当 i地、j 地

不相邻时，Wij取 0。在计算过程中，通常将 G*

i（d）进行标准化处理，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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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和 分别是期望值和变异系数。当 时，表明 i 地区周围的高星级农家乐分布

较集中，称之为热点区，在空间上呈高值的空间集聚；当 时，表明 i 地区周围的高星级农家乐分布较少，称之

为冷点区，在空间上呈低值的空间集聚。计算湖北省各县（市、区）的 值，结合显著性值，运用 Jenks 的自然断裂

法，将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划为四种类型，即：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图 4）。

由图 4可知：①湖北省 103 个县（市、区）中，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的热点区域较少，只有 5个，分别是鄂西南的恩施

市、建始县和宣恩县以及远安县和红安县；②次热点区域较多，共有 39 个，相对集聚于鄂西的恩施、宜昌、襄阳、十堰以及随

州的部分县（市、区）形成的集中连片区域，此外，鄂东南的咸宁也是高星级农家乐的次热点区域；③次冷点区域最多，共有

52个，主要集中于江汉平原的荆州、荆门以及鄂东北的孝感和黄冈地区；④冷点区域较少，共 7个县（市、区），分别是监利

县、公安县、仙桃市、汉川市、蔡甸区、汉南区、华容区。通过热点分析可初步判断，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分布基本形

成西热东冷的态势。

2.5 空间自相关：不显著

空间自相关描述了地理要素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以用以判断某一要素的集聚状况。采用 Moran’s I 指数

和标准化 Z 值。Moran’s I 的取值介于-1～1之间，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若 Moran's I>0，表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高

星级农家乐在空间上显著集聚，值越接近于 1，空间分布的差异性越小；若 Moran's I<0，则相反，表示高星级农家乐在空间上

分布越离散且存在显著差异；当 Moran's I 接近或等于 0时，表明高星级农家乐分布没有空间自相关，倾向于不具有特定相似

性的随机模式。当 Z 值>1.96 或 Z 值<–1.96（α=0.05）时，表明高星级农家乐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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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ArcGIS 10.2 空间分析工具求出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全局 Moran's I=0.09（>0），但接近于 0，而 Z 值=1.873<1.96，

不通过显著性水平α=0.05 的检验，表明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分布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倾向于不具有特定相

似性的随机模式，集聚分布不显著，空间分布的自相似性不强。

3 影响因素分析

农家乐作为全新的乡村旅游业态模式，其形成分布机理与传统旅游景区必然有较大差异。通常认为，农家乐的空间分布主

要受到地形地势、客源市场、交通区位等因素的影响。

3.1 地形地势：河谷平原是高星级农家乐集中布局的沃土

地形地势是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最基本因素，农家乐一般是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为基础，但对于自然生态微环境也有

一定的要求。以海拔高度为指标来考察地形地势对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空间分布的影响。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主要分布于海拔

10～1 635 m 的区间（图 5），以 50 m 为区间单位对高星级农家乐海拔进行分级统计可知（图 6），高星级农家乐的分布随着海

拔的升高，数量急剧减少，海拔 0～50 m 的高星级农家乐 86 家，海拔 50～100 m 76 家，海拔 100～150 m 41 家，海拔 150～

200 m 骤降为 19家，再往后基本为个位数。综合统计，海拔 150 m 以下的高星级农家乐数量占比达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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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主要集中于海拔 100 m 以内的河谷平原地带，海拔 200 m 以上的低山丘陵地带高星级农家

乐数量相对较少。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河谷平原农业发展水平较高，传统农耕文化丰富多样，为高星级农家乐提供了沃土。

需要注意的是，这与表 2 中分地区统计的结果即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集中于鄂西恩施宜昌等地看似略有出入，实则不然，这主

要是因为湖北省大部分地域范围海拔均较低造成的。

3.2 陆路交通：陆路交通是高星级农家乐发展布局的关键

交通可达性是旅游发展的关键要素。传统旅游景区的发展一般依赖于综合交通可达性，包括陆路交通、航空交通和水路交

通等。而高星级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地，因其客源主要集中于近域市场，故对陆路交通的依赖尤为突出。对高速公路、国道、

省道等主要陆路交通线进行缓冲分析（图 7），考察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位置可以发现（图 8），主要陆路交通线 1 km

范围内集聚了 194 家高星级农家乐，占比达到 56.72%，5 km 范围内则一共集聚了 302 家，占比高达 88.30%，而距离主要交通线

15 km 之外的高星级农家乐数量剧降为 0。由此可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显著的以主要陆路交通线为中心的空间距

离衰减规律，距离主要陆路交通线越近，高星级农家乐数量越多；距离陆路交通线越远，高星级农家乐越难以生存，即陆路交

通是高星级农家乐布局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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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客源市场：近域客源是高星级农家乐布局发展的基础

高星级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地的代表，主要依托当地良好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通过开发农家特色餐饮、休闲和民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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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游客提供乡村休闲和文化体验。这一模式要求其面对的游客市场主要为近域客源市场，尤其是高星级农家乐周边城市的居民。

对湖北省主要城镇（城市及县的城关镇）进行缓冲分析，考察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分布与邻近城市的距离，可以发现，

距离城镇 5 km 范围内集中了 90家高星级农家乐，5～10 km 之间的地带集中了 85家，10～15 km 之间集中了 58 家，15～20 km

之间集中了 40 家，20 km 以外共有 69家。由此可见，高星级农家乐的空间分布也一定程度地表现出以邻近城镇为中心的空间距

离衰减规律，即距离主要客源市场越远，高星级农家乐的生存基础越差。

4 结论

本文立足于当前美丽乡村建设的宏观愿景，运用 GIS 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以高星级农家乐为代表的湖

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①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因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可以作为考察乡村旅游发展的对象和依据。

湖北省地处内陆，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上游，但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因此，以高星级农家乐为代表

研究湖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布局和影响因素，是可行的。

②湖北省积极推进乡村旅游地建设，乡村旅游发展成果较为显著。至 2016 年湖北省已有高星级农家乐 342 家，其中五星级

113 家，四星级 229 家。将高星级农家乐视为点状要素，通过核算其最邻近指数和集中化指数，证实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呈凝聚

型空间分布，空间差异较大；通过核密度估算和空间热点分析，揭示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集中于恩施、宜昌、襄阳和武汉等地。

在空间格局上，鄂东基本形成集中连片的带状空间格局；鄂西则表现为以恩施、宜昌为核心的多中心格局特征。

③乡村旅游地的形成分布影响机理与传统旅游景区有较大差异。作为乡村旅游地的代表，农家乐空间分布受地形地势、交

通区位和客源市场的影响较为明显。研究表明，河谷平原是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集中布局的沃土，陆路交通是高星级农家乐发

展布局的关键，而近域客源则是高星级农家乐布局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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