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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9-2018年苏南地区乡村旅游网络游记数据，结合统计分析及 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索乡村旅

游市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客源时间分布呈“四峰四谷”形变化轨迹，淡/旺季特

征及周末效应明显。2)乡村旅游客源地呈集聚分布，客源分布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规律，以

上海、南京和苏锡常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是苏南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地。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点的客源分布特征差异

显著，城郊型乡村旅游点客源吸引半径最小，客源高度集中在 50km 以内；景郊型和独立型客源市场吸引力相似，

客源主要分布在 51〜100km 范围内。3)闲暇时间和气候条件是乡村旅游客源时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客源地的经

济发展水平、旅游地的资源禀赋和服务品质、旅游通道的空间邻近性和交通条件是客源市场空间演变的直接驱动力。

基于网络数据的乡村旅游客源时空特征研究为客源市场精细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和研究视角，对乡村旅游产

业布局、市场营销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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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人们更加追求精神享受，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拥有自然淳朴、风土

各异、特色生活体验等优势的乡村旅游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重要选择。国家层面，201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发展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突破口备受关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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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1]。在此背景下，探索乡村旅游客源市场时空分异规律，研究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点的客源结构特

征，对于优化产业布局、实现精准营销以及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外学者从乡村旅游概念
[2]
、旅游者动机

[3]
、发展模式与策略

[4]
研究逐渐深入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5]
、利益相关者

[6]
等方面，

关于旅游地客源市场的研究逐渐转向市场动机与需求[7]、市场评估与预测[8]以及流向与流量关系[9]等方面，研究区域倾向于微观

尺度的实证探讨[10];国内乡村旅游研究跟随国家政策导向和乡村旅游发展新问题，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研究内容涉及乡村旅游影

响[11]、旅游地社区参与[12]、产业融合与生态文明[13]、空间差异[14]、客源市场[15]及其划分[16]、客源结构特征[17]、形成机制[18]等方

面。关于旅游地客源市场的研究尺度偏重于宏观视角下某地区的客源分布[19]，而鲜有针对不同类型旅游地的对比研究。由于乡

村旅游点分布范围广、规模等级较低，统计数据缺失成为乡村旅游定量研究的一大难题，目前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研究大都基于

官方统计或问卷调查对某一案例地的客源特征进行分析，难以全面反映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分异规律，客源市场研究的精

准性和实时性有待提高。“大数据”有效缓解了传统统计数据及问卷调查的局限性，成为客源研究的重要突破点和有效数据源，

其研究切入点可归为基于网络关注度的游客空间分布特征研究[20]以及借助微博签到或地理标记照片的游客时空行为研究[21,22]。综

合看，前人研究多为单一数据源，样本量有限，可能导致一般性和小规模景点无法测度；且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游客去了哪里，

而忽略了游客来自哪里，即运用大数据进行客源地的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以旅游网站为数据源，通过网络游记获取 2009-2018 年苏南地区的乡村旅游客源数据,并借助 ArcGIS 平台及

统计分析方法，从客源集中度、辐射范围、层级结构等方面研究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格局，并对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点的客

源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可为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定量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可为乡村旅游客流预测与市场细分、旅游精准营

销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其他类似旅游地的客源研究及实践管理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苏南”是指江苏省南部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包括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 5个地级市，土地总面积 27872km2,

占江苏省土地总面积的 27.17%。2019年苏南地区人均 GDP 为 123607元，城镇化率超过 70%,是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苏南

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较早、较成熟，是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研究的典型案例地。截至 2019年底，苏南 5市共有四星级及以上乡村旅

游点 368家（图 1）,全年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近 750 亿元，接待游客 2.51亿人次，分别占江苏省的 824%、85.6%和 87.8%。得益

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苏南乡村旅游具备较强的竞争力，乡村旅游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客源市场广阔，具有研

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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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分为：1）乡村旅游点数据，包括乡村旅游点等级（来自江苏省文化与旅游厅官方网站）、地理位置（通过百

度地图 API坐标拾取工具获取）等基本信息；2）旅游网站数据，包括携程、去哪儿网、途牛三大旅游网站数据，因江苏省星级

景点评定工作始于 2009年，故研究时段为 2009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以江苏省文化与旅游厅截至 2018年 12月底

公布的苏南地区星级乡村旅游点为研究样本，收集游客共享的网络游记信息（用户 ID、居住地、出游日期）作为原始数据，既

包含传统文字和图像信息，又记录了游客的位置信息。 

数据处理包括：1）样本选择与类型划分。基于样本的典型性、代表性及数据的可获取性，在相关分类研究基础上[23]，将研

究样本分为城郊型、景郊型和独立型 3种基本类型。2）网络数据整理与汇总。以用户 ID、居住地、出游日期等游客信息为目标

数据，运用 Python编写爬虫，构造 get请求获取目标数据的源代码，分析源代码并截取目标数据详情；删除同一 ID重复数据，

并过滤掉广告、官方推文等无效数据，最终获取有效信息 168656条，存入表格文件中；分类型、年份、月份分别对客流量及其

客源信息进行整理并统计汇总。 

2.2 研究方法 

（1） 地理集中指数。本文用地理集中指数[24]（MHHI）表征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空间集中分布程度，MHHI值越高，则客源地

越少、越集中，反之则客源地越多、越分散，并通过不同年份的指数对比判断客源市场集聚和扩散的总体趋势。 

（2） 层级聚类法。以客流强度进行层次聚类能够实现客源地的等级划分，从而考察客源市场的层次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首先计算各客源地的客流强度（客源地客流量与客源地总人口的比值），然后采用 Fisher-Jenks聚类方法对所有客源地的客流

强度进行聚类。为保持组内的客流强度值方差最小、组间方差值最大，本文采用方差拟合优度（GVF）确定最优分类数，计算公

式为[25]: 

 

式中:SDCM为所有数据的方差；SDAM为每组数据的方差总和以为层级聚类的数量，本研究取 K=5;Rij指第 j 类第 i个变量的

值; 为第 j类所有客源地的客流强度均值， 为所有客源地的客源强度均值；nj为第 j类的客源地数量，n为客源地总数。 

（3）客源市场吸引力。客源市场吸引力的强弱 

可用客源吸引半径（AR）衡量,AR值越大，表明旅游地的客源吸引力越强，其空间吸引范围也就越大。根据 Smith提出的中

心地标准距离公式，把每一个客源地所占的市场份额作为权重，得出 AR的计算公式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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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为第 i 个客源地的市场份额；n 为客源地总数;Di为第 i 个客源地与旅游地之间的空间距离，考虑到乡村旅游者以

自驾出行为主，Di来自于百度地图中第 i个乡村旅游点与各客源地之间的最短公路里程。 

3 结果与分析 

3.1 乡村旅游客源时间分布特征 

从年内变化看，乡村旅游客流量季节性差异显著，总体上呈“四峰四谷”特征，节假日及周末效应突出（图 2）。其中，4

月、5月、8月和 10月为旅游旺季，分别于清明节、劳动节、暑假、国庆节出现客流高峰，尤其 10月是秋季采摘期，气温适宜，

加之国庆黄金周，客流量占全年的 15.23%。1 月、6 月、11 月、12 月为旅游淡季，受制于乡村旅游产品特性、假期分布及气候

因素，除元旦及春节假期对客流量的增长有所贡献外，其他时段的客流量均较小，总体客流量仅占全年的 7.46%。由此可见，乡

村旅游客源具有较为明显的季节波动特征，这与全国乡村旅游市场的时间特征较为相似。但苏南地区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历史

文化底蕴浓厚，加之江南水乡的独特吸引力，由资源禀赋造成的淡旺季差异并不显著[27]，假期分布及气候因素是影响苏南乡村

旅游出游力的主要因素。 

从周内变化看，乡村旅游客流量在双休日呈现出稳定的“锯齿”状循环结构（图 2）,表明乡村旅游客流呈现出明显的周末

效应。究其原因，一方面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旅游信息获取和实时查询的便捷，使得以中短途出行为

主的乡村旅游客流量大幅攀升，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点空间距离、消费层次较为适中，逐渐成为市民周末自助游的理想选择。当

然，由于乡村旅游点的发展阶段、资源类型差异很大，上述季节性“峰谷”交替的具体位置以及周末“锯齿”循环的明显程度

也不尽相同，如景郊型和独立型乡村旅游受季节影响大，“峰谷”表现更为突出，而城郊型乡村旅游的周末效应最为明显。 

 

3.2 乡村旅游客源空间分布与等级划分 

3.2.1地理集中度测算  

根据客流量计算客源地的地理集中指数。假设 2018年旅游者在各客源地均匀分布，则地理集中指数应为 16.23,远低于实际

地理集中指数 107.95（图 3）,表明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呈集聚性分布特征。同理，可计算得到 2009-2018年各类型乡村旅游

点的地理集中指数（图 3）。 

3.2.2客源地层级结构与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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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域为研究单元，依据各研究单元的客流强度，运用层级聚类法，将苏南乡村旅游市场划分为 5个层级（图 4）；考虑结

果的可比性，参照曹瑞芬等[28]的处理方法，对各年份层级划分的区间值进行了统一。整体看,2009 一 2018 年苏南乡村旅游客源

地理集中指数较高，客源地呈集聚分布模式，近七成客源来自长三角地区，且主要依赖于上海、江苏本省等核心市场。但从图 3

的变化轨迹看，整体客源集中度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 2013年后下降速度较快。由此可以推断，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闲暇

时间的增加，旅游地吸引范围增大，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市场整体趋于分散，市场多样性有所提升；另外，始于 2013年的江苏省

美好乡村建设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契机，客流量大幅攀升，客源市场得到进一步拓展。分类型看，城郊型乡村旅游点的地理

集中指数最大，独立型次之，景郊型最小，原因在于：城郊型乡村旅游点主要分布在南京、苏州、无锡等大城市周边，客源为

周边城市居民，客源结构较为单一，客源地较为集中；而景郊型乡村旅游点多邻近知名景区，其客源主要由景区分流而来，客

源地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另外，从图 3 可以看出，各类型客源地理集中指数的变化趋势也不同。其中，独立型乡村旅游点大多

位于偏远村寨，起步较晚，尚未形成稳定的游客群体，地理集中指数变化幅度最大，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城郊型与景

郊型乡村旅游点开发较早，发展较为成熟，具有相对稳定的客源吸引力，客源分布由集中趋于分散，但扩散速度较为平稳。 

 

 

（1） 客源地层级划分。由图 4 可以看出，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层级分明，各客源地的客流贡献强度差异显著。以 2018

年为例，苏南乡村旅游市场的核心区为上海市，次核心区位于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过渡区包含北京、杭州、扬州

等 9市，次边缘区包括芜湖、郑州、福州等 16市，边缘区包含武汉、长沙、西安等中、西部地区。综上，长三角地区仍是苏南

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市场，未来也必将由这一主体市场支撑和带动发展。 

（2） 客源地时空演变。图 4 显示，近 10 年间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地时空格局变化较大，存在明显的等级扩散与升级。2009

年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地与旅游地基本一致，客源核心区分布在苏南及周边区域，客流强度在苏南 5 市形成明显的高值集聚区；

2013 年高值集聚区开始向长三角地区推移，上海市由边缘区迅速升级为核心区，杭州市也由边缘区升级为次核心区;2018 年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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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区进一步向南北两侧的邻近城市扩散，苏北地区的个别城市升级为核心区，部分中、西部城市以及珠三角、京津冀地区逐步

进入边缘区、次边缘区。由此可以发现，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空间格局大致与“胡焕庸线”相吻合，东南与西北两侧对比

强烈，与客源地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指导乡村旅游市场精准营销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3.3 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客源分布规律 

3.3.1客源市场差异 

为进一步掌握各类型乡村旅游点的客源分布特征，分类统计各客源地的客流量并绘制客源分布雷达图（图 5）,可以看出其

客源分布规律差异显著。城郊型乡村旅游客源地与旅游地分布基本吻合，主要分布在苏南 5 市，省会南京市客流量明显高于其

他城市；景郊型较城郊型乡村旅游客源地分布范围广，但仍以省内城市为主；独立型客源分布最广，涵盖了长三角地区的大部

分城市，甚至辐射到珠三角以及中、西部地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与苏南地区时空距离适宜，

在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对于景郊型和独立型乡村旅游点而言，上海市的客流贡献度最大。 

 

3.3.2客源吸引力差异 

对比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点的客源空间范围和 AR值（表 1）,发现城郊型客源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 50km以内（占比超过 95%）,

城郊型乡村旅游点的客源吸引半径为 42.66km,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景郊型和独立型客源市场吸引力相似，客源吸引范围主要

在 51-100km,但在该范围以外两种类型的比重均超过 5%,明显高于城郊型对应的比重，分布相对均衡，这也印证了上述城郊型客

源集中度高、景郊型和独立型客源集中度较低的研究结果；有别于景郊型，独立型客源除在 51〜100km范围内所占比重（63.2%）

较大外，另有超过 1/3（36.8%）的客源处于其他空间范围，各空间范围比重更为均衡，而且其乡村旅游点的 AR值较大，表明独

立型乡村旅游的客源吸引范围更广。 

表 1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点的客源市场吸引范围比较 

吸引范围（km） 
城郊型 景郊型 独立型 

客源份额（%） 累计份额（%） 客源份额（%） 累计份额（%） 客源份额（％）累计份额（%） 

≤50 97.2 97.2 11.7 11.7 15.2 15.2 

51〜100 0.9 98.1 71.2 82.9 63.2 78.4 

101〜500 1.6 99.7 11.3 94.2 12.1 90.5 

≥501 0.3 100.0 5.8 100.0 9.5 100.0 

AR(km) 42.66   96.32  1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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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响因素分析 

（1） 时间特征影响因素。1）闲暇时间。闲暇时间是旅游需求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影响居民出游行为的重要因

素，必然对旅游地客源市场产生影响
[29]
。4月、5月、8月、10月假日集中，闲暇时间较多，出游需求明显提高，基本确定了乡

村旅游“四峰四谷”的时间分布特征；另外，乡村旅游客流的周末效应也说明闲暇时间对乡村旅游的重要影响。2）气候舒适度。

气候是乡村旅游活动的重要环境因素，并影响客流量的季节性变化[30]。4-5月份的苏南乡村春暖花开，气候宜人，两个月的游客

量占据全年游客量的一半以上；金秋 10月秋高气爽，菊黄蟹肥，不仅气候舒适，更是享受大自然馈赠的最佳时节，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来，国庆节假期成为全年最强的客流高峰期。可见，气候舒适度是影响苏南地区乡村旅游客流量时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2） 空间特征影响因素。1）客源地影响因素。Kang
[31]

在分析潜在游客出游的影响因素时指出，客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

居民出游的内在驱动力。当居民收入有限时，旅游决策对经济收入具有高度依赖性，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可

能性就越大。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核心区多分布于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边缘区多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足以说明经济

发展水平对客源分布的显著影响。2）旅游地影响因素。首先，独特的资源条件和目的地形象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引力源，尤其在

乡村旅游发展早期起到关键性作用。随着旅游层次的提升和新型旅游产品的出现，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程度将会逐渐弱化，旅

游目的地服务品质和品牌的影响开始显现，苏南乡村客流量的持续增长正是得益于其不断提升的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和逐渐形成

的品牌效应。3）旅游通道影响因素。根据距离衰减规律[32]，旅游需求在接近旅游地的某个空间距离达到峰值，然后随着距离的

增加呈指数下降，客源地和旅游地之间的实际距离和感知距离都影响旅游地选择的可能性。苏南乡村旅游客流量呈现出“东南

一西北”递减的分布特征，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在假期时间一定的情况下，旅游者为了节约多次交通的时间和费用成本，

更愿选择距离适宜、往返用时较少的旅游地，尤其对于以自驾为主的乡村旅游者而言，交通条件与成本是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制

约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苏南地区为例，通过收集整理网络游记数据，挖掘其蕴含的时间和空间信息，分析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时空演化特

征及主要成因，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点的客源分布规律，主要结论如下：1）时间上，苏南乡村旅游客源的季节性变化显著，

且伴随有明显的“周末效应”。总体而言，春季和秋季出游力强，呈现出“四峰四谷”的变化轨迹；但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点

受季节影响的显著程度存在差异，“周末效应”的强度也不尽相同，城郊型乡村旅游的周末效应最显著，而景郊型和独立型受

季节影响更明显，“峰一谷”表现更为突出。2）空间上，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市场呈集聚分布，整体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

低”的空间分异规律，以上海、南京和苏锡常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是苏南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地。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点表现

出不同的客源分布规律，城郊型乡村旅游点的客源吸引半径最小，客源高度集中在 50km以内，以南京和苏锡常等近域市场为主；

景郊型乡村旅游客源地分布范围较广，客流强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 51〜100km 范围内；独立型乡村旅游客源吸引半径最大，客

流量在各空间范围分布相对均衡。3）乡村旅游客源地时空特征及演化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闲暇时间和气候条件是

乡村旅游客源时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客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地的资源禀赋和服务品质、旅游通道的空间邻近性和交

通条件是客源市场空间演变的直接驱动力。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网络游记，该数据详细记录了游客的属性信息和行程信息，在样本量覆盖、时间连续性、精确性等

方面更具优势，为精细化和定量化研究乡村旅游客源特征提供了实时动态的数据来源和新的研究视角。此外，本文针对不同类

型乡村旅游点分析其客源分布差异，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把握乡村旅游客源分布特征与扩散规律，这有别于以往对乡村旅游客源

特征的笼统分析。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一方面，现阶段网络数据还存在着人群异质性、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如能结合现场考察

和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则更能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类型划分的标准和方式不一，本文在

前人研究基础上仅根据空间特征对乡村旅游点进行了类型划分，其科学性和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和修正；同时，由于篇幅所

限，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重点探讨了客源地、旅游地、旅游通道三方面的作用，未来可结合旅游者主观需求、旅游感知等因

素，引入计量模型，深入分析乡村旅游客源时空分布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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