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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百度指数的长沙市居民 

游憩活动行为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杨友宝 曹吕苗 李琪
1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基于“百度指数”大数据平台,运用数理建模和 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

为时空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①居民对不同景区的游憩选择偏好分异特征鲜明,各景区游憩市场需求引力具有明显

的时间演替性｡ ②居民游憩选择偏好集中程度不断减弱,游憩活动行为需求和空间指向趋于多元分散化｡ ③游憩偏

好指数等值线分布呈由中心城区向周边区域逐级递减的“圈层状”结构,游憩活动行为选择“空间极化”态势逐步

弱化｡ ④游憩活动行为重心位于中心城区,表现为先向“东北”,再向“东南”方向迁移,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

南”偏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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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与居住､工作､交通并列为城市的四大基本功能[1]｡自《雅典宪章》将“游憩”正式纳入城市基本功能体系,学术界对城市

游憩活动需求游憩行为特征等进行了众多探索,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4个方面:①居民游憩活动行为偏好｡国外偏向于研究游憩行为

偏好与需求的关系[2,3]､偏好与性别的关系[4]､不同群体游憩偏好特征[5,6]等,国内则通过选取广州市[7]､杭州市[8]､大连市[9]､福州市[10]

等代表性城市,实证分析了都市居民游憩行为偏好特征｡②游憩行为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国外基于家庭度假目的地选择过程中的

二元共识[11]､旅游产品特性对旅游者行为决策行为的影响[12]等研究,从微观方面探析游憩决策行为的发生机制｡国内主要从行为

模型构建､影响因素解析等角度对游憩行为决策展开了研究,如吴必虎､方芳､殷文娣等从年龄､收入､职业､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等

方面分析了上海市民近程出游目的地选择行为
[13]
;杨兴柱､陆林､王群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农户参与旅游决策的概念与结构

模型[14];杨学燕与金海龙[15]､龙鑫与马耀峰[16]､孙瑜与冯健[17]等则分别从家庭结构､旅游产品质量､旅游者状态､旅游时间､经济条

件､感知信息等方面分析了居民出游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③游憩活动行为时空流动特征｡学术界普遍发现距离和游憩者数量之

间存在着反比例增长关系,验证了游憩“距离衰减现象”的存在[18,19],为“环城游憩带”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事实依据[20,21]｡

时间层面,殷红梅与许芳[22],周芳､汤澍､张雨霞等[23]等分别以贵阳黔灵公园､南京市为例,发现居民游憩时间变化与日常生活节律

息息相关;赵黎明与肖亮[24]等基于武汉市居民出游情况的跟踪调查,发现居民旅游方式存在由长距离观光游览逐步向近距离休闲

度假转变的倾向｡④居民游憩活动满意度研究｡相关学者以城市公园､森林绿道､商业街区等为案例地[25-29],通过问卷调查或模型构

建手段对游客满意度进行了评价,进而为提升城市游憩设施品质､满足城市游憩者内在需求等提供参考建议｡ 

综上,学术界关于游憩活动行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整体来看,对从“时空动态”维度对游憩活动行为特征的探究仍较

薄弱,既有研究多从“静态”角度切入,侧重于分析描述游憩活动行为规律､空间结构､选择意愿等,缺乏对居民游憩活动选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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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及游憩行为空间的“动态”刻画｡①研究尺度方面,现有研究重点聚焦于大都市郊区､环城游憩带等空间单元的游憩活动行为

问题,而对游憩活动密集､游憩群体庞大和游憩功能突出的大都市中心区的关注较少｡②研究方法与数据上,已有研究多以问卷调

查､实地访谈等为数据来源,运用质性分析､描述性统计等方法手段探究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问题,而对于大数据平台和地理空间分

析技术的使用较为欠缺,使得游憩活动行为研究的精准性､直观性等方面存在缺陷｡本研究通过融合城市中心区､都市郊区等尺度

单元,运用“百度指数”大数据平台和 ArcGIS 空间分析手段,从“时空动态”维度探究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演变特征,以期

为识别新时期居民游憩活动行为偏好､优化城市游憩空间配置格局和提升城市游憩机会供给能力等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游憩偏好指数:通过借鉴孙根年[30]在研究国际旅游支付方程､支付等级与旅游偏好时所使用的方法,以直观揭示居民游憩活

动行为偏好状况｡计算公式为: 

 

式中,β 为居民对 i 景区的游憩偏好指数;n 为景区总数(本文取 n=26);Xi 为居民对于 i 景区的百度搜索量; 为居民

对所有景区百度搜索量的总值｡β值在 0—1之间,值越大,说明居民对某景区的游憩选择偏好越强｡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一种用以测度居民收入差距均衡程度的指标｡本研究通过计算游憩偏好指数基尼系数来反映居民游憩

活动行为选择的均衡程度｡计算公式为[31]: 

 

式中,ei 为游憩偏好指数由低到高排序后景区的取值;μe 为游憩偏好指数平均值｡结合国际划分标准:0<G<0.2,表示居民游

憩活动行为选择分布绝对均衡;0.2≤G<0.3,表示分布相对均衡;0.3≤G<0.4,表示分布较合理;0.4≤G<0.5,表示分布差距偏

大,0.5≤G<1,表示分布高度不均衡｡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反距离加权法是常用的插值方法之一,其原理是插值点和采样点的距离越近,插值点受采样点的影响越

大,即权重越大;距离越远,插值点受采样点的影响越小,权重越小｡对所有采样点进行反距离加权平均后,得到插值点的值｡计算

公式为[32]: 

 

式中,Z 为插值点估计值;Zi(i=1,2,…,n)为实测样本值,这里指每个景区的百度搜索量;di 为插值点与第个样本点的距离;P

为距离的幂,综合已有研究,本文取 P=2｡ 

重心坐标:重心坐标源于数学领域中的几何分析,是描述物体空间特质的一种计量方法｡地理学引入重心坐标能够解决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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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的空间变迁问题,涉及到区域经济重心､区域空间结构均衡测度等,用以反映空间属性的集聚特征或偏移轨迹,近年已被广泛

应用并加以拓展｡计算公式为[33]: 

 

式中,假设 1个大区域由 n个小区域构成,Pi(xi,yi)为第 i个小区域的重心坐标;wi为 i个小区的某种属性值,作为 i小区的

空间权重;P(xj,yj)为该大区域第 j年的重心坐标｡ 

标准差椭圆:标准差椭圆用于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全局特征,属空间格局统计分析方法,以重心､转角θ､x轴与 y轴标准

差等参数定量描述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计算公式为[34]: 

 

 

式中,x′i和 y′i分别为各点距离区域重心的相对坐标;δx和δy为沿 x轴与沿 y轴的标准差｡ 

1.2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基础数据采集于“百度指数”平台｡百度指数以网民在百度的搜索量作为基础,以关键词作为统计对象,能够科学

分析并计算出各关键词在百度网页中搜索频次的加权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普及率的日益提升,网络已成为人们出行决策的

重要辅助工具,游客(潜在游客)在利用网络搜索旅游地相关信息时会在网络上留下相关检索痕迹,把这些检索痕迹进行加权求和,

形成百度指数(或“网络关注度”),可为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数据采集过程:本文以长沙市 3A 级及以上级别景区作为搜索关键词,将搜索地点设定为湖南省长沙市,以 2011 年､2014 年､

2017 年为时间断面,分别得到各时段长沙市居民对所有景区的搜索指数｡该指数反映了居民对不同游憩目的地的网络关注度,可

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居民游憩休闲意愿及其行为选择偏好,本文将此指数作为研究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的代用指标｡搜索过程

中,由于部分景区由于开发程度或知名度不高等原因,未被百度指数平台收录,因此在分析中予以剔除,最终保留 26个有效关键词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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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沙市游憩休闲目的地样本分布 

2 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时空演变特征 

2.1时间演化趋势 

居民游憩活动行为偏好演变:运用公式(1),得到 2011—2017年长沙市居民对 26个游憩休闲目的地的游憩偏好指数演化趋势

(图 2)｡从图 2 可见,2011 年以来居民对不同目的地的游憩选择偏好具有明显的时间演替性｡其中,橘子洲景区､杨开慧纪念馆､胡

耀邦故里旅游区､洋湖湿地景区､官渡古镇景区游憩偏好指数呈持续增长态势,表明居民对上述游憩目的地的关注热度不断增加,

但指数值整体偏低,除橘子洲景区年平均值接近 6%外,其他景区均不到 3%,说明长沙市大部分游憩目的地的市场吸引力尚需开拓｡

靖港古镇景区､长沙世界之窗､花明楼景区､天心阁､石燕湖生态旅游景区､长沙生态动物园､长沙园林生态园､黄兴故居纪念馆8个

景区的游憩偏好指数呈持续下降态势,平均下降幅度高达 45.4%,表明居民对上述目的地的游憩偏好程度不断衰减,景区面临着市

场复苏和延长生命周期的严峻现实｡岳麓山景区､岳麓书院､湖南省博物馆､秋收起义纪念园､长沙县锦绣江南生态农庄的游憩偏

好指数呈先降后升态势,除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县锦绣江南生态农庄游憩偏好指数在 2014 年出现急剧下滑外,其他景区变化走势

总体平稳,说明上述目的地开发整体相对成熟,游憩需求市场较为稳定｡长沙海底世界､雷锋纪念馆､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湖南省

森林植物园､宁乡紫龙湾旅游区､千龙湖生态旅游区､长沙宁乡千佛洞､铜官窑国家遗址考古公园 8 个景区的游憩偏好指数呈“先

升后降”态势,其中降幅较大的为宁乡紫龙湾旅游区和湖南省森林植物园,下降幅度分别为 42.9%､22.6%,表明新时期上述景区的

游憩市场需求日渐趋冷,景区吸引力呈下行趋势,市场潜力有待激活｡ 

从游憩偏好指数的横向对比看,2011 年处于前五位的景区位序关系为“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世界之窗>岳麓山景区>靖港古镇

景区>长沙生态动物园”,其中湖南省博物馆的关注程度最高,指数值高达 14.8%｡2014年,游憩偏好指数位序关系调整为“长沙世

界之窗>长沙海底世界>岳麓山景区>湖南省博物馆>靖港古镇景区”,长沙生态动物园关注热度下降并退出前五方阵,新增长沙海

底世界景区｡值得关注的是,该时段长沙世界之窗､长沙海底世界两大主题公园的关注热度高居前列,反映了居民对“人工主题

类”游憩产品的旺盛需求｡2017 年,湖南省博物馆游憩偏好指数回归首位,靖港古镇景区被岳麓书院替代,长沙世界之窗､长沙海

底世界关注热度出现下滑迹象,位序关系调整为“湖南省博物馆>岳麓山景区>长沙世界之窗>长沙海底世界>岳麓书院”｡综合来

看,该时段居民对文化休闲类游憩地的需求偏好占据主体地位,反映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背景下居民对文化休闲､文化体验､文

化修学等游憩产品的高度需求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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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17年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演化趋势 

居民游憩活动行为分布向均衡性演变:运用公式(2),得到 2011—2017年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基尼系数演进趋势,以反映

不同时段居民游憩活动行为偏好的分布均衡性状况｡从图3可见,2011年以来,居民对各景区的游憩偏好指数基尼系数呈“快速回

落—小幅回升”演化特征,说明居民对不同目的地的游憩选择偏好集中程度不断弱化,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日趋分化,游憩需求呈

多样化趋势｡其中,2011 年基尼系数高达 0.61,隶属于国际划分标准的“高度不均衡”等级,2014 年､2017 年则分别降至 0.35 与

0.39,属于“分布比较合理”等级,表明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选择的集中程度不断下降,游憩需求偏好呈分散化态势,部分游憩休闲

目的地的市场垄断局面被逐步打破｡ 

 

图 3 2011—2017年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基尼系数演化趋势 

为进一步揭示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选择的分散化倾向,以各景区游憩偏好指数累计百分比 15%､30%､45%､60%为参考系,分析居

民游憩休闲目的地选择的具体分布指向｡2011—2017年,游憩偏好指数累计百分比介于(0,15]的景区数量均只有1个,约占景区总

量的 3.85%,其中湖南省博物馆在 2011 年､2017 年两次入围,为长沙市居民游憩休闲选择的热门目的地,游憩偏好指数高居榜首;

游憩偏好指数累计百分比介于(0,30]的景区数量变化明显,2011 年仅有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世界之窗入围,数量比重约为

7.69%,2014､2017 年景区数量均扩容至 3 个,数量占比达到 11.54%,长沙世界之窗关注热度呈持续下降态势,长沙海底世界､岳麓

山景区成为两大热门游憩目的地;游憩偏好指数累计百分比介于(0,45]的景区数量由 2011 年的 4 个增至 2014 年的 6 个,数量占

比由 15.38%增至 23.08%,岳麓书院成为居民游憩休闲的新热门选择;游憩偏好指数累计百分比介于(0,60]的景区数量由 2011 年

的 6个增至 2014年的 9个,数量占比由 23.08%增至 34.62%,橘子洲景区､洋湖湿地景区关注热度持续攀升｡总体上,随着累计百分

比增加,景区数量与所占比重呈同步增加态势,表明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居民游憩休闲目的地选择的空间“锁定”路径不

断重构,游憩活动行为需求和空间指向日趋多元分散化,新兴游憩休闲目的地成长趋势不断加快｡ 



 

 6 

2.2空间演化趋势 

居民游憩活动行为分布格局:以 2011年､2014年､2017年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为基础数据,运用 ArcGIS技术平台的反距

离加权插值法,绘制得到各景区游憩偏好指数等值线分布图(图 4—6),以揭示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演变特征｡等值线越密集,表

示居民对该景区的游憩偏好程度越高,游憩市场需求越大;反之,则说明游憩偏好程度越低,游憩市场需求不强｡为了进一步刻画

居民游憩活动行为分布的空间结构,本文运用缓冲区分析工具,以 30km 为半径距离,得到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分布的 4 个同心

圆环带,以可视化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的空间分布特征｡ 

 

图 4 2011年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等值线密度及缓冲区分布 

从图 4 可见,2011 年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等值线分布“疏密格局”分异显著,等值线密度整体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周边区

域逐级递减的“圈层状”结构,反映了居民游憩选择偏好的“距离衰减”现象｡等值线分布密集区域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以五

一广场为中心的 30km 辐射环带是居民游憩活动行为分布的核心区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世界之窗､岳麓山景区､岳麓书院､洋湖

湿地景区､湖南省森林植物园是居民游憩活动空间选择的热点目的地｡距离中心城区 30km的城乡过渡地带分布有少量等值线密集

区域,形成以铜官窑国家遗址考古公园､靖港古镇景区､千龙湖生态旅游区､长沙县锦绣江南生态农庄等为极核的城郊热点游憩区

域,上述区域地理区位优越､游憩资源品位较高,随着居民游憩休闲需求提升和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加速了长沙都市环城游憩带的

成长,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不断扩张｡ 

 

图 5 2014年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等值线密度及缓冲区分布 

从图 5 可见,2014 年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等值线空间分布呈现由“高度凝聚”向“均衡稀疏”格局演化态势,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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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线分布的高度密集格局逐步疏散,热点游憩休闲目的地数量不断减少,反映了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选择的“空间极化”态势逐

步减弱,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世界之窗､岳麓山景区､岳麓书院等中心城区景点的游憩偏好指数均呈下降态势,而 30km 环带以外的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杨开慧纪念馆､胡耀邦故里旅游区､宁乡千佛洞､宁乡紫龙湾旅游区等都市远郊游憩休闲场所的关注热度不

断上升｡表明随着居民游憩休闲需求增强和郊区游憩休闲供给能力提升,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选择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趋势不断加强,

中心城区游憩休闲目的地的选择机会受到“分流”,居民游憩休闲活动空间分布日趋均衡化,郊区地域游憩休闲市场需求呈加速

提升之势｡ 

 

图 6 2017年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等值线密度及缓冲区分布 

从图 6 可见,2017 年居民游憩偏好指数等值线空间分布进一步稀疏化,中心城区与外围郊区游憩休闲目的地的关注热度差距

不断缩小,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选择呈“中心化”与“郊区化”并行发展态势｡一方面,杨开慧纪念馆､胡耀邦故里旅游区､秋收起

义纪念园､长沙县锦绣江南生态农庄等游憩休闲目的地的关注热度不断攀升,加速了对中心城区游憩休闲市场的“机会剥夺”,

都市居民游憩休闲流不断向郊区地域扩散;另一方面,中心城区游憩休闲目的地的关注热度逐渐回升,如湖南省博物馆､岳麓山景

区､岳麓书院､橘子洲景区､洋湖湿地景区等通过完善游憩休闲设施､推进游憩产品换代升级等,居民游憩活动选择偏好不断增强,

加速了游憩休闲市场向中心城区的转向回流｡中心城区游憩产品品质提升和郊区游憩产品供给能力增强成为新时期平衡居民游

憩活动行为分布的重要驱动力,对缓解都市游憩休闲供需矛盾､疏解游憩活动空间“拥挤”格局和优化游憩活动空间分布等具有

重要意义｡ 

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演变轨迹｡运用公式(4)—(6)和 ArcGIS 软件平台,得到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演变轨迹(图 7)和标

准差椭圆相关参数值,二者共同刻画了 2011年以来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重心､迁移轨迹､偏转方向､形态结构等方面的演化状况

｡ 

 

图 7 2011—2017年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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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①2011 年以来,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重心一直位于中心城区,且与城市中心参考点(五一广场)存在明显

空间偏离,偏离强度呈现“2011年>2014年>2017年”的位序格局,说明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集聚呈现日渐疏离城市核心区的演

变特征｡从迁移路径上来看,总体表现为先向“东北”,再向“东南”方向迁移的路径轨迹,重心位置由芙蓉区逐渐移向芙蓉区与

开福区的交界地带,出现游憩活动行为空间重心跨行政区迁移的迹象｡②2011 年以来,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标准差椭圆均呈

“东北—西南”偏转方向,且偏转方位角逐渐增大,表明“东北—西南”方向是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的重要集聚发展轴,沿

该方位进行目的地选择是居民开展游憩休闲活动的重要行为特征｡从沿轴､轴标准差来看,二者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演化态势,但

减小幅度不大,说明随着时间推移,标准差椭圆出现不同程度拉伸,且沿轴拉伸强度明显高于轴,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范围不断

扩张,沿东西方向扩张态势远远强于南北方向｡从沿轴､轴标准差比率来看,2011年以来比率均小于1且逐渐减小,说明标准差椭圆

相比于正圆的挤压程度不断增大,椭圆扁率不断增加,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的方向性集聚态势日趋强化｡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百度指数”大数据平台,综合运用游憩偏好指数､基尼系数､反距离加权插值法､重心坐标､标准差椭圆等方法模

型和 ArcGIS空间分析技术,探究了长沙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时空演变特征,这对于从“时空动态”维度探析都市居民游憩活动行

为规律､识别居民游憩需求偏好与空间指向特征和优化都市游憩空间建设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结论如下:①长沙市居民游憩活

动行为具有明显的时间演替性,居民对不同景区的游憩选择偏好分为“持续增长型､持续下降型､先降后升型､先升后降型”4种类

型,各景区的游憩偏好指数位序关系不断发生调整｡2011 年呈“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世界之窗>岳麓山景区>靖港古镇景区>长沙生

态动物园”的位序格局,2014年调整为“长沙世界之窗>长沙海底世界>岳麓山景区>湖南省博物馆>靖港古镇景区”,2017年表现

为“湖南省博物馆>岳麓山景区>长沙世界之窗>长沙海底世界>岳麓书院”,反映了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选择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

演进趋势和不同目的地游憩市场吸引力的此消彼长状况｡②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基尼系数呈“快速回落—小幅回升”演化

特征｡随着游憩偏好指数累计百分比增加,位于不同累计区间的景区数量及所占比重均呈同步增加态势,表明居民对不同目的地

游憩选择偏好的集中程度不断弱化,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需求和出行空间趋于多元分散化,游憩休闲目的地选择的空间“锁定”路

径不断重构｡③长沙市居民游憩偏好指数等值线分布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周边区域逐级递减的“圈层状”结构,反映了居民游憩空

间选择的“距离衰减”现象,游憩偏好指数等值线分布呈现由“高度凝聚”向“均衡稀疏”格局演化的态势,中心城区等值线分

布的高度密集格局被逐步打破,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分布日趋均衡化,游憩活动地域选择的“空间极化”态势逐渐弱化,中心

城区与外围郊区之间的游憩关注热度差距不断缩小,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空间呈“中心化”与“郊区化”并行发展态势｡④长沙市

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重心一直位于中心城区,与城市中心参考点存在一定空间偏离且强度不断增加,重心呈现为先向“东北”,再

向“东南”方向迁移的路径轨迹;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南”偏转方向,且偏转方位角逐渐增大,该方向是

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的重要集聚发展轴;沿轴､轴标准差呈先增大后减小演化态势,二者比率小于 1 且逐渐减小,表明居民游憩活动

行为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张,标准差椭圆相比于正圆的挤压程度不断增大,居民游憩活动行为选择的方向性集聚态势日趋强化｡ 

大都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是一种复杂的地理空间现象,对其演变规律的探索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基于网络大数据应用背景,

以长沙市为案例地,从“时空动态”维度尝试性探索了都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演变特征,为探析新时期居民游憩活动行为偏好及

其空间指向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然而,由于大数据背景下居民游憩活动行为特征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对于相关指标数据､

技术方法和空间尺度等还需进行持续完善思考｡同时,关于都市居民游憩活动行为演变规律的系统提炼､演变机理的科学解析和

游憩活动行为调控路径的研究也是未来重要的关注领域与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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