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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旅游空间结构与发展格局分析 

黄连云
1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41) 

【摘 要】:成都市旅游业“十三五”规划确立建设“国家旅游中心城市”和“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目标｡通过

ArcGIS空间分析和地理分析法,对成都市旅游资源分布和客源地时空结构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成都市旅游资源

在整体上呈现出随机分布格局,主要聚集在中部和南部地区;成都市国内外客源市场集中程度和旅游的季节性强度

较高｡引用旅游中心地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构建由点到线､由线成面的旅游空间发展格局,提出相关优化发展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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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与发展为战略机遇,结合成都市旅游业“十三五”规划,成都市确立了建设“国家

旅游中心城市”和“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目标｡对成都市旅游空间结构进行分析,以实现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有效配置,

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布局,并推动成都市旅游业国际化发展,已成为成都市旅游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 

对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有王俊[1]､邹永广[2]和王洪桥[3]分别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法,对跨区域的旅游空间结

构进行分析,并从省域合作视角提出旅游空间合作发展模式｡同时,对于省域范围内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湖北､海南､

云南､内蒙古等[4]-[7],结合交通发展演变,分析旅游空间结构演变与交通发展之间的关系｡部分学者选用高铁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分

析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对区域内旅游空间结构发展的影响｡如李瑞[8]和黄泰[9]等通过交通可达性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法分别对贵

广高铁､宁杭高铁和全国主要高铁网络做出分析｡杨莎莎
[10]
和于秋阳

[11]
等则主要聚焦于高铁网络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分析｡宋

涛
[12]
首次运用分形理论集成出旅游地域系统的空间分维特征;任唤麟

[13]
采用归纳､演绎与实证分析等方法,界定核心旅游资源概

念,分别对旅游空间结构研究方法和理论做出研究｡敬峰瑞[14]利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探讨成都市旅游资源吸引

力的空间结构特征,认为区域人口密度､资源密度等因素是影响旅游资源吸引力的主要因素｡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显示目前旅游空间结构分析多集中在省域及以上区域范围内的研究,并相对较多地关注高铁建设对旅游

空间结构发展的影响｡同时,虽然已有学者对成都市旅游资源吸引力的空间结构特征做出相应的分析,但是并未对成都市旅游资

源在整体空间分布结构和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布局上做出分析｡因此,可以运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通过标准差椭圆､最邻近距

离､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对成都市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客源地时空结构做出较为深层次的分析,并结合旅游中心地理论和核

心—边缘理论构建出成都市旅游空间发展格局,提出相应的优化发展建议｡ 

一､研究区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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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地,境内地势平坦｡总面积 14312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 1591.8 万人,下辖 11 个市辖区､

4个县,代管 5个县级市｡成都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和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富,截至 2015

年,有 A 级景区 77个｡其中,5A 级景区 1个,4A级景区 37个,3A级景区 22个,2A级及以下景区 17个(见图 1)｡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此次以成都市国家A 级景区为研究对象｡因此,国家A 级景区资料来源于成都市旅游政务网(http://www. cdta. gov. 

cn/)2015年统计数据,具体地理位置坐标则来源于百度地图拾取坐标系统(http:// api. map. baidu. com/ lbsapi/ getpoint/ 

index. html)｡成都市旅游经济数据主要从成都统计局发布的《成都市统计年鉴》(2016)和成都市旅游局公布的《2015年成都市

旅游经济运行分析报告》中获取｡ 

(二)研究方法 

旅游资源的集聚程度是衡量一个区域旅游空间整体竞争力的主要指标[15]｡在借鉴唐健雄[16]､吴清[17]和赵慧莎[18]等已有研究的

基础上采用标准椭圆差､资源密度图和空间最邻近指数等ArcGIS空间分析法对成都市2016年A级及以上景区的空间分布结构进行

分析｡ 

1.标准椭圆差 

标准椭圆差可以直观地表现出旅游资源在空间上的总体分布特征和趋势｡椭圆的长轴为资源分布最多的方向,短轴为空间资

源分布最少的方向｡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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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Ex 和Ey 分别表示椭圆的长轴和短轴;xi 和yi 是分析要素i的坐标;{  }表示所有分析要素的平均中心;n代表

所有分析要素的数量,即成都市A 级及以上旅游资源数量;θ是旋转角度;分析要素i到平均中心的长短轴方向距离用珦X 和珟Y

表示｡ 

2.空间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是指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临近程度的地理指标[19],使用每个点到其最邻近点之间的平均值表示邻近程度｡

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dmin(Si)表示区域内每一个点Si 与其最近邻点的距离;n为区域内总点数;dmin 表示点最近邻距离平均值;A 为区域

面积;E dmin 表示完全随机过程下平均最近邻距离期望值;R 为最邻近指数,当R=1时,景区呈随机分布;当<1时,景区呈现聚集分

布趋势,当R>1时,景区呈现均匀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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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更够能准确深入地分析成都国内旅游市场客源地状况,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20]-[22],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分析区域旅

游市场集中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G 表示地理集中指数;xi 表示第i个主要国内客源地来成都游客总数;T 表示2016年成都市接待国内游客总数;n 为

成都市主要国内客源地总数｡G 值越小,表明客源市场越分散;G 值越大,表明客源市场越集中;G 值适中,说明客源市场处于最好

状态｡ 

最后,在借鉴已成有研究基础之上[22]-[24],采用时间强度指数分析成都市旅游的季节性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R表示季节性强度指数,Xi 表示第i 月客流量占全年客流量百分比;R 值趋于0,表示旅游需求分配时间越均匀;R 值

越大,表示旅游需求分配时间变动越大,旅游淡旺季较为明显｡ 

三､成都市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和客源地分析 

 (一)成都市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分析 

1.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椭圆结果分析 

通过 ArcGIS 10.2软件对 2016年成都市 A级及以上旅游资源进行标准差椭圆分析,将旅游资源权重设置为 1,标准差为 1,可

以得到成都市旅游资源标准差椭圆结果(图 2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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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旅游资源主要聚集在中部和南部地区,而东部､北部和西部旅游资源较少｡成都市旅游资源总量分布椭圆中心点位于

东经103.84度,北纬30.63度,位于双流县九江街道境内｡旋转角度为66.6度,大致呈现西南—东北走向趋势｡旅游资源最大分布半

径为44.89km,最小旅游资源分布半径为35.38km,覆盖面积4990.8113km2,椭圆半径只有金堂县尚未覆盖,说明此部分区域旅游资

源相对较少,旅游资源开发较为缓慢｡ 

2.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密度和最邻近指数分析 

利用 ArcGIS10.2中的点密度分析工具对成都市旅游资源分布状况进行分析,得到成都市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密度分析结果(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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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中可以看出,新都区､青羊区､成华区､锦江区､金牛区和武侯区旅游资源密度较高,聚集大部分成都市旅游资源｡其中,

青羊区和武侯区在密度图中颜色最深,表明青羊区和武侯区旅游资源密度最大,旅游资源分布最为集中｡与此同时,新津县除在城

区相对集中外,广泛地分布在新津城区周边地区,表明旅游资源总量最大,但是分布相对分散,呈现出由新津城区向周边地区扩散

的分布特征｡此外,都江堰市拥有成都市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和5A级景区,即都江堰·青城山旅游景区,因此形成以都江

堰·青城山旅游景区为中心的高密度旅游资源集中区｡龙泉驿区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区,向城区周围有较小的扩散｡ 

同时,蒲江县､崇州市､郫县旅游资源分布密度相对较小,形成了分布密度较低和相对分散的旅游资源集中地｡大邑县､青白江

区和金堂县旅游资源密度相对较低,没有形成旅游资源分布高密度区,属于旅游资源相对贫乏的区域｡与此同时,通过最邻近指数

计算结果表明,成都市旅游资源平均观测距离为0.059米,预期平均距离为0.0653米,最邻近指数为0.9035,接近于1,表明成都市

旅游资源在整体上呈现出随机分布格局｡ 

(二)成都市旅游客源地分析 

成都市旅游业围绕“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目标持续快速发展｡2015年,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1.89亿人次,同比增长2.6%;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1986.57亿元,同比增长22.86%｡全市接待入境游客230.14万人次,同比增长16.35%;实现旅游外汇收入8.73亿美

元,同比增长17.87%, 

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对2015年成都市客源地的计算,得到2015年成都市国内客源市场地理集中指数值为59.8;入境客源市场地

理集中指数值为84.13,表明成都市国内外客源市场集中程度较高,尤其是入境客源市场,但国内客源市场相对于入境客源市场更

为合理｡同时,在客源市场地域分布方面:省外客源地主要集中在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等省市;市外省内客源地则主要以成都周

边地区的南充市､绵阳市和乐山市等地区为主｡入境游方面,亚洲成为2015年成都市入境游客源地的主力｡特别是我国香港和台湾,

占到总数54.91%｡而欧洲和美洲客源地市场相对狭小,显示出成都市旅游市场国际化程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表1和表2)｡ 

在游客流量方面:都江堰市､龙泉驿区､温江区､大邑县和锦江区共接待国内旅游1.06亿人次,占成都市2015年全年接待国内

游客总数的53.66%,成为成都市接待国内游客数量最多的旅游目的地｡入境旅游目的地则主要集中在都江堰市､青羊区､大邑县､

金牛区､邛崃市和温江区,占成都市2015年接待入境游总数的23.2%｡都江堰市､温江区和大邑县成为成都市国内外游客流量的主

要流入地,表明成都市游客流量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运用旅游时间强度指数对成都市2015年旅游进行季节性分析,根据公式计算出2016年成都市旅游的季节性强度值为7.8303,

表现出显著的季节性特征,旅游淡旺季明显｡具体来看,成都市旅游旺季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占全年接待国内外人数的57.5%｡根据

“推—拉理论”
[25]

,旅游目的地气候和旅游资源是推动旅游发展的主要推力｡成都市品味度较高的旅游资源,如西岭雪山､青城山

以及花水湾温泉景区均会成为下半年旅游首选地;同时,相对与其他地区成都下半年旅游气候条件较为适宜｡ 

表 1 2015年成都市接待省内外游客主要客源地 

省外游客 

客源地 
排名 占比/% 

市外省内 

游客客源地 
排名 占比/% 

重庆市 1 8.4 南充市 1 9.3 

广东省 2 7.6 绵阳市 2 8.5 

湖北省 3 7.2 乐山市 3 8.0 

陕西省 3 7.2 德阳市 4 6.8 

北京市 5 5.6 达州市 5 6.6 

云南省 6 5.4 眉山市 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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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7 4.9 广元市 7 5.6 

湖南省 8 4.6 内江市 8 5.5 

河南省 9 3.9 资阳市 8 5.5 

山东省 10 3.6 遂宁市 10 5.1 

 

表 2 2015年成都市接待入境游客主要客源地 

排名 国籍/地区 占比/% 
人境游人数 

/万人次 

同比增幅 

/% 

1 中国香港 12.95 29.8 8.09 

2 美国 11.67 26.86 14.79 

3 中国台湾 10.91 25.11 18.21 

4 英国 7.18 16.52 17.17 

5 日本 6.27 14.43 一 0.5 

6 韩国 5.06 11.65 23.03 

7 马来西亚 4.93 11.35 51.37 

8 新加坡 4.61 10.61 10.37 

9 德国 4.36 10.03 39.55 

10 澳大利亚 3.72 8.56 6.22 

 

四､成都市旅游发展空间格局构建 

根据成都市旅游空间结构的分析结果,并结合成都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引用旅游中心地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构建

出由点到线､由线成面的旅游空间发展格局,从整体上提升成都市旅游经济的发展,缓解由于旅游资源聚集程度､游客流量的地域

差异,以及旅游的季节性发展而带来的旅游空间结构发展不平衡(见表3)｡ 

表 3 成都市旅游空间发展模式 

项目 类别 级别 地区 

点 

中心点 -级 武侯区、青羊区、锦江区、都江堰市 

增长点 二级 成华区、温江区、龙泉驿区、大邑县、新津县、彭州市、 

发展点 三级 崇州市、金堂县、青白江区、蒲江县、邛崠市、郫都区、新都区、双流县 

轴 
发展圈 一级 第一绕城高速、第二绕城髙速 

拓展轴 二级 成灌髙铁、成绵乐髙铁、成渝髙速、成雅髙速、成渝髙铁 

 

借用旅游中心地理论,以及成都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发展的情况,选取武侯区､青羊区､锦江区和都江堰市作为成都市旅游经

济发展的中心点｡其中武侯区､青羊区和锦江区依托位于成都城区中心在这一优势地理位置,是成都市对外发展旅游的“窗口”;

也是成都旅游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拥有武侯祠､杜甫草堂和春熙路等品味度较高的旅游资源｡而都江堰市作为四川省黄金旅游

线路“九环线”的门户,境内形成以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青城山·都江堰景区”为中心的旅游目的地｡因此,武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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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锦江区和都江堰市是带动成都市旅游经济整体发展的有力增长极,也需发挥中心旅游地的辐射能力,带动周边旅游目的

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成华区､温江区､龙泉驿区､大邑县和新津县借助旅游中心目的地的辐射能力,凭借自由旅游资源和旅游品牌优势,发展成为

二级旅游中心地,即旅游经济增长极点｡同时,通过第二绕城高速发展圈,串联成渝高速､成绵乐高铁和成雅高速形成第二层旅游

经济发展面｡其中,龙泉驿区和新津县分别在游客流量和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上具有优势,通过一级旅游中心地的辐射作用和“半

小时经济圈”的带动,加上成渝高铁和成绵乐高铁形成的旅游空间高铁效应,龙泉驿区和新津县在成都市东部和南部区域的旅游

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成都第三绕城高速为发展圈,连通由一级和二级旅游中心地延伸出来的拓展轴,与三级发展点共同组成成都市旅游经济发

展的第三层面,助力于成都市全域旅游形成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多层次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成绵乐高铁和成渝高铁等拓展轴带

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将有力地开发成都市省内外潜在客源市场和优化客源市场结构,与成都市形成的旅游经济增长极和二､三

级旅游中心地共同构成内外旅游空间发展格局｡ 

五､结论与优化建议 

(一)结论 

基于ArcGIS空间分析和地理分析法,对成都市旅游资源分布空间结构和旅游客源地进行探讨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通过标准差椭圆､旅游资源密度图和空间最邻近指数等ArcGIS空间分析法对成都市A级及以上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结构的结果,

表明成都市旅游资源在整体上呈现出随机分布格局,主要聚集在中部和南部地区｡其中,青羊区､武侯区､新津县和都江堰市的旅

游资源分布密度相对较高;大邑县､青白江区和金堂县旅游资源密度相对较低｡ 

利用地理集中指数和时间强度指数对成都市客源地分析得到:成都市入境客源市场与国内客源地集中程度高,但国内客源市

场相对于入境客源市场分布更为合理｡都江堰市､温江区和大邑县是国内外游客流量主要流入地｡其中,只有都江堰市属于旅游资

源相对集中的区域｡表明成都市旅游资源分布较高的区域和游客流量流入的主要区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同时,成都市的旅

游的季节性强度较高,主要的旅游时间分配集中在下半年,显示出成都市旅游淡旺季明显｡ 

(二)优化建议 

1.建设精品旅游景区,提升全域旅游品质 

依照成都市建设“国际一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的规划和要求,加快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的同时,通过对三国蜀汉文化､

汉赋唐诗文化和遗产度假旅游产品体系等旅游资源的深层次挖掘,着力于提升优势旅游资源的旅游品质,实现错位发展,形成多

层次､复合化的高品质旅游景区｡同时,配合成都市“双核共融,多极共兴,两翼齐飞,两圈拓展”的旅游发展布局,发挥高速铁路

“旅游时空”效应,进一步提升成都市全域旅游发展的品质｡ 

2.强化区域旅游合作,构建多极联动发展 

加强跨地域旅游发展合作,构建多元化合作机制,展现政府在旅游经济发展合作中的引导､监督和服务功能｡通过统一发展思

路､制定统一旅游发展规划和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协调各区域间对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规划上的不平衡发展｡同时,充

分发挥青羊区､都江堰市和武侯区等旅游经济增长极的带头引领作用,保持领先发展态势,有针对性地带动周边旅游目的地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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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促使该部分旅游目的地次级突破和腹地的形成,构建多个强有力的旅游经济发展极的联动发展｡ 

3.打造智慧旅游服务,推动旅游创新创业 

围绕成都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构建包括智慧旅游管理､营销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智慧旅游服务系统,对旅游发展动态实行无

缝化､即时化､精确化和互动化掌控｡并通过旅游目的地间､旅游企业间以及游客与旅游服务间的旅游大数据实时共享,实现传统

旅游管理向现代旅游管理的转变,提升旅游服务信息化水平｡在“旅游+”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对接智慧旅游服务,优化创新创业

环境,协调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各类型经济､文化组织优势资源,培育和激活创新创业主体｡在平衡成都市旅游淡旺季的同时,

也将增强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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