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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星级宾馆是住宿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重要支撑。以青藏

高原国家公园群所涉及的 52 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估计勾勒青藏

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空间格局；基于上述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星级宾馆的可达性与游客满意度来综合

评价其服务支撑能力。结果显示：①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较强且呈现出较为显著

的非均衡性，星级宾馆数量较多的县域单元主要位于云南省和四川省。②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呈现出

“双核中心、双次级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带形成了以香格里拉市为中心并向东西外围梯度

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③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可达性更强且整体服务质量更优，因

而其服务支撑能力更强，也更有利于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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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保护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

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
［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十

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国家公园管理机制和运营机制，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2021年 10月，我国宣布设立武夷山、三

江源和海南热带雨林等 5个国家公园。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是主要依托青藏高原别具一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珠穆朗玛峰、雅

鲁藏布江、三江源等为主体，联合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国家公园所形成的公园群［2］。建设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既是优化青

藏高原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也是青藏高原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路径［3］。提供国民游憩场所及繁荣区域

经济是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之一，而星级宾馆是实现国家公园群游憩功能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带动地方就业和繁荣地方经济

的重要凭借。因此，进一步优化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空间分布格局，充分提高星级宾馆的服务支撑能力，对于协

调区域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促进青藏高原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国外学者对于酒店（宾馆）空间格局的研究始于 1980年代，早期研究内容主要聚焦酒店空间分布模式，如 Ritter研究显示

星级酒店大多沿主要交通干线分布，即交通聚集型［4］；Ashworth 等发现星级酒店布局的空间由城市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

                                                        
1基金项目：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2019QZKK0406） 

作者简介：刘庆芳（1994—），女，安徽天长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m13155029850@163.com 

宋金平（1968—），男，山东平邑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规划。E-mail：

jinpingsong@163.com 



 

 2 

即中心发散型［5］；Cheng 等研究发现在共享经济时代，随着交通网络的优化，星级酒店多呈现多向分散分布，即多向分散型［6］。

21 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在酒店空间分布模式与特征研究的基础上，逐渐由理论性探索转向应用型研究，如星级酒店微观选址，

其主要因素包括市场潜力
［7-8］

、城市形态
［9］
、土地租金

［10］
、交通通达性

［11］
、集聚效应

［12］
、旅游者行为习惯

［13］
、政府宏观调控政

策［14］等。在星级酒店服务支撑能力方面，从游客忠诚度与满意度出发，衡量星级酒店服务质量，以此评价其服务支撑能力是国

外学者的经典研究范式［15-16］，其数据源由传统的问卷调查数据逐渐过渡至网络点评数据［17-18］，研究对象也逐渐由高星级酒店拓展

至经济型酒店或共享型酒店［19-20］。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酒店业也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国内学者探索了酒

店空间格局，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星级酒店空间分布规律［21-22］、模式与结构［23-24］、影响因素［25-26］、趋势预测［27］，部分学者基于

旅游系统论，探索星级酒店与旅游景点的空间关联性特征［28］；研究对象从传统星级酒店逐渐拓展至民宿和共享住宿［29］；研究地

域呈现出层级综合的演化特征，从宏观尺度的国家［30-31］或中观尺度的省域［24］逐渐下沉至微观尺度的城市［32-34］地理单元；研究方

法呈现出多元化与复杂化的特征，在传统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部分学者综合使用 Anaconda算法环境平台和 GIS空间分

析模型进行相应的探究［29］。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为本文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和拓展研究视角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但也存在如下不足：既有研

究基本遵循星级酒店的“空间格局—形成机制”这一逻辑，缺乏综合星级酒店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来评估星级酒店服务支撑能力

的研究；研究数据多为调研数据或统计数据，研究对象可能存在缺失或滞后，综合运用大数据挖掘技术精准全面地获取研究对象

地理空间位置的研究仍有待深化；国家公园是未来中国生态休闲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赋存，但针对这一特殊地域单元，尤其是青

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相关研究仍较为少见。综上所述，本文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所涉及的 52个县域为研究区域，运用网络爬

虫技术，爬取上述研究单元 2019年星级宾馆 POI数据；综合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估计探索星级宾馆空间分

布格局；从供给数量（星级宾馆空间分布）与供给质量（可达性和满意度）两个维度出发，分析星级宾馆对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

生态旅游的服务支撑能力，以期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空间格局优化及其生态游憩功能发挥提供实践指导。 

1 研究设计 

1.1研究区概况 

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之初，科考团队在构建遴选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初步建设方案，拟

建设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共包含 21个单体国家公园（图 1），覆盖地域面积达 3×105km2左右，共涉及新疆、西藏、青海、甘

肃、四川和云南 6省区 52个县域单元，是全球覆盖面积最广、集中度最高、品质优质和特色鲜明的公园群［3］。提供国民游憩与

繁荣地方经济是国家公园具备的 4 项基本功能之一，住宿业既是满足国民游憩需求的重要凭借，同时也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产业部门。近年来，在旅游扶贫政策的有力推动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所涉及县域的星级宾馆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

层次不断提升，在为游客提供基本住宿需求的同时，也为当地低收入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有力推动了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

兴。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所涉及的县域单元多位于高原地区，生态系统脆弱性较强，国家公园群的建设既面临生态环境保护的外

部约束，又面临住宿服务能力提升的内部压力，因而探索其星级宾馆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服务支撑能力是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

设的重要学术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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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831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 1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地理位置 

1.2研究方法 

1.2.1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是衡量点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的重要方法。通过测算点要素与最邻近点要素之间的欧式距离均值，得出平均最

邻近距离，本文用 d1 表示，点要素随机分布时的最邻近距离为理论最邻近距离，本文用 d2 表示。最邻近指数 R 的计算公式如

下［35］： 

 

式中： 表示区域面积，N为点要素数量。当 R=1时，表示点要素为随机分布；当 R＞1时，表明点要素在

空间上均匀分布；当 R＜1时，表示点要素在空间上表现为集聚分布。 

1.2.2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用于衡量不同区域或不同尺度上研究对象的集中程度，本文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按新疆、青海、西藏、

甘肃、四川和云南 6 个省区进行划分，分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在上述 6 个省区的地理集中程度，其计算公式如

下［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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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为地理集中指数；xi为各省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数量；n为省区数量；T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

县域星级宾馆的总数；若各省区地理集中指数大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平均分布于六大省区时的地理集中指数，

则说明各省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的星级宾馆呈集中分布，反之呈分散分布。 

1.2.3基尼系数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分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在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和云南 6 个省区的空间均衡程

度，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37］： 

 

式中：Gini 为基尼系数；C 为分布均衡度；Pi 为第 i 个省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占总数量的比例；n 为省区

个数。 

1.2.4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利用移动单元格对整体点和线密度进行估计，其计算公式为［38］： 

 

式中：xi表示点 i的坐标位置，i=1，2，3…，n；n表示坐标点的数量；h表示带宽；k为权函数，用以估计数据点的数量

和利用程度。搜索半径越大，密度栅格越大，概化程度越高，搜索值越小，栅格显示信息越详细。 

1.2.5空间可达性测算 

基于宾馆及景点空间数据，将景点作为出发点，以 60km/h 的速度沿 2019 年路网做 30min 缓冲区，统计各个景点缓冲区内

覆盖的宾馆数量，进一步将缓冲区按照覆盖宾馆数量的多少由低至高排序，并等分为三个等级，依次赋值为 10、20和 30分，根

据下述公式计算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可达性得分： 

 

式中：T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可达性得分；mi为缓冲区 i所布局的星级宾馆数量；N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

群县域星级宾馆的总数量；Ai为该县内第 i个景点缓冲区；n为该县景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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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共涉及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 6个省区 52个县域单元。本文采用网络爬虫

技术获取上述 52个县域单元的携程网上星级宾馆名单，继而基于 Vscode软件采用百度地理逆编码方式批量获取 5661家星级宾

馆的地理位置信息；根据携程网对宾馆的星级划分标准，将宾馆分为经济型（含二星级及以下）、舒适型（含三星级）、高档型（含

四星级）、豪华型（含五星级）4种类型（图 2）。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边界由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基于实地调研

及文献资料整理，结合遥感影像数据，经多轮商讨修改确定［2］；青藏高原行政边界划分的图示主要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

心（http://data.tpdc.ac.cn/zh-hans/）。 

 

图 2研究区星级宾馆空间分布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星级宾馆空间分布特征 

2.1.1空间分布类型 

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甘肃、新疆 6 省区内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以及整体的最邻近指数分别为 0.094、

0.054、0.080、0.045、0.041、0.081和 0.032，这说明星级宾馆在上述区域均呈现集聚型分布状态，甘肃和四川地区青藏高原

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集聚特征较其它地区更为显著。上述分析显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在空间上的集聚

效应较强，这有利于整合不同县域之间的星级宾馆，形成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住宿设施集群，一方面为青藏高原国

家公园群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基本要素支撑；另一方面有利于为周边居民提供创业就业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巩固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脱贫攻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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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空间分布数量特征 

星级宾馆数量合计排名前十的县域从高往低依次为：香格里拉市、康定市、祁连县、新源县、泸定县、特克斯县、稻城县、

松潘县、茂县和若尔盖县，上述 10 个县域的星级宾馆数量占总量的 72%；按照县域所属省级行政区域来看，一半以上的县域位

于四川，新疆、青海、云南分别有 2、1和 1个县域，由此可见，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数量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均匀

的状态，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星级宾馆数量更多，如旅游强县香格里拉市、康定市和稻城县。从星级宾馆类型来看，60%以

上的县域没有五星级宾馆，五星级宾馆数量最多的县域主要为香格里拉市、九寨沟县、松潘县和稻城县，上述县域旅游资源禀赋

优越、旅游品牌形象突出、旅游经济水平较高，因而其高档次住宿设施配套更为完善；绝大部分县域以二星级及以下宾馆为主，

说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设施的质量短板仍然突出，因而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适度扩大星级宾馆规模，着力

提高星级宾馆质量是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十四五”期间旅游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 

2.1.3空间分布均衡特征 

分省域角度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地理集中指数为 49.704，若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均匀布局

于西藏、青海、甘肃、新疆、四川和云南 6 省区，其地理集中指数应为 40.824，而实际状态下的地理集中指数大于均匀分布状

态下的地理集中指数，说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星级宾馆在省域角度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状态。分省域角度的青藏高原

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基尼系数为 0.875，分布的均衡度为 0.125，这说明星级宾馆在分省域层面上呈现出集中分布度高的

特征。根据星级宾馆的累积百分比数据绘制分省域层面的洛伦茨曲线（图 3），曲线表现出典型的下凹特质，甘肃、青海、云南、

西藏和新疆 5省区的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占比不足 60%，再次印证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表现出显著的空间不

平衡状态。 

 

图 3研究区星级宾馆空间分布的洛伦茨曲线 

2.1.4空间分布密度特征 

如图 4所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呈现出“双核中心、双次级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双核分别位于云南香格

里拉市和四川康定市与泸定县，双次级中心位于四川松潘县和青海祁连县，双核中心以及双次级中心所在的县域旅游发展起步

早，旅游资源赋存优越，拥有诸如普达措国家公园、虎跳峡、海螺沟国家森林公园、泸定桥、黄龙、祁连山草原等蜚声中外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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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旅游景点，随着旅游产业的繁荣发展，上述县域不断增加星级宾馆数量，提高星级宾馆质量，以提升旅游承载力和延长旅客

停留时间，因而上述县域星级宾馆密布。从星级宾馆所属省域层面来看，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带形成了以香格里拉市为中心并向

东西外围梯度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在次级核心地带，也分别形成了以松潘县和祁连县为核心的低一级别“核心—边缘”

结构，说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多出现在省份接壤地带。值得注意的是，青海与

西藏星级宾馆密度值较低，在空间上并未表现出集聚状态。 

 

2.2星级宾馆可达性分析 

由图 5可知，星级宾馆的可达性分值处于［0，1.360］的区间内，有 22个县的得分小于或等于 0.01且主要分布于西藏，仅

有 6个县的得分大于 0.5，主要布局于四川和云南。从所属国家公园来看，星级宾馆可达性得分相对较高的县主要位于贡嘎山国

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西天山国家公园、香格里拉国家公园以及大熊猫国家公园。其中，祁连县和香格里拉市的星级宾馆的

可达性得分最高。不难看出，上述国家公园旅游开发起步早，旅游资源禀赋优越，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因而其星级宾馆可达性强，

如香格里拉市因《消失的地平线》而为世人所向往，在旅游开发中，重点强化住宿等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提高星级宾馆的可达性，

以时间成本的减少和心理距离的缩短留住游客。星级宾馆可达性得分较低的县主要位于青藏两省区的国家公园，如色普国家公

园的安多县、班戈县、双湖县，珠峰国家公园的定日县、定结县、聂拉木县，长江源国家公园的治多县、杂多县等。上述县域由

于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尤其是交通通达性相对较差；与此同时，其旅游开发起步较晚，以星级宾馆为代表的

配套设施并不完善，因此上述县域星级宾馆的可达性较差。 

2.3星级宾馆结构与质量评价 

在星级宾馆类型方面，根据携程网对宾馆的星级划分标准，将宾馆分为经济型（含二星级及以下）、舒适型（含三星级）、高

档型（含四星级）和豪华型（含五星级）四类。从所拥有的宾馆类型来看（图 6），当前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星级宾馆类型均以

经济型（二星级及以下）为主，这充分说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住宿设施并不完善，并不能满足当前多样化和多层次的住宿服

务需求，由此其生态旅游功能受到较大限制。另外，不同国家公园中各类宾馆的占比差异较大，具体来看，大熊猫、香格里拉、

西天山、祁连山、独龙江三江并流和贡嘎山国家公园不仅宾馆数量较多，舒适、高档及豪华型宾馆所占比例也相对较高，宾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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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多样，上述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开发较早，住宿设施相对完善，能够较好发挥其生态旅游功能，带动当地居民就业，进一步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从而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源和扎日神山两个国家公园没有星级宾馆，黄河源、澜沧江源、

神山圣湖和札达土林等国家公园的星级宾馆也相对较少，高档型和豪华型的星级宾馆缺失，这说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星级宾

馆不仅在数量上相对较少，类型结构相对单一，同时不同国家公园的星级宾馆数量存在较大差异。 

 

图 6县域星级宾馆类型结构 

按照仅有经济型宾馆、有舒适型无高档豪华型宾馆、有高档型无豪华型宾馆、有豪华型宾馆将国家公园群所在县划分为四类

并可视化，如图 7 所示。仅有经济型宾馆的县为 14 个，有舒适型无高档豪华型宾馆的县为 14 个，有高档型无豪华型宾馆的县

为 13个，有豪华型宾馆的县为 11个。其中，仅有经济型宾馆的县主要位于珠峰、色普、长江源、黄河源、扎日神山、札达土林

等青藏两省区的国家公园，如青海省班戈县、玛曲县，西藏自治区吉隆县、隆子县、曲麻莱县等，此类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建设难度也较大。而有豪华型宾馆的县主要位于大熊猫、香格里拉、独龙江三江并流等滇川两省的国

家公园，如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四川省九寨沟县、稻城县等，此类区县主要为旅游人数较多且宾馆设施建设已具备一定基础的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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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县域星级宾馆类型与质量划分 

游客对星级宾馆满意度是其服务质量的重要体现，本文以携程网中宾馆入住者对宾馆的打分为依据，计算青藏高原国家公

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得分的均值，作为星级宾馆服务质量评价的标准，进而映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服务支撑能力。

将星级宾馆质量得分划分为 3.5 分以下、3.5～4.5 分、4.5 分以上三个等级。从县域单元来看，宾馆得分在 3.5 分以下的数量

为 12个，得分在 3.5～4.5分的数量为 34个，得分大于 4.5分的数量仅有 7个。从所属国家公园来看，位于研究区东部国家公

园的县，其整体星级宾馆质量得分高于位于中西部国家公园的县（图 7）。宾馆质量得分较高的主要是云南省香格里拉国家公园

的香格里拉市，四川省稻城亚丁国家公园的稻城县、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九寨沟县、松潘县以及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

园的林芝市。玛多县虽然宾馆基数小，但宾馆质量得分较高。宾馆质量得分相对较低的县主要位于色普、长江源、黄河源、澜沧

江源以及珠峰国家公园所在县内，如安多县、班戈县、囊谦县、曲麻莱县，这些区县宾馆数量较少，游客评价不高。 

3 结论与讨论 

3.1结论 

建设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是实现地区生态保护和生态增值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大数据挖掘，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

分析和空间可达性分析等方法，探索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空间分布特征；结合星级宾馆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可达

性以及游客满意度得分，综合评价其服务支撑能力，主要结论如下：①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较

强且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非均衡性，与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耦合性；五星级宾馆数量较多的县域主要为香格里拉市、

九寨沟县、松潘县和稻城县，绝大部分县域以二星级及以下宾馆为主。②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呈现出“双核中心、

双次级中心”的空间分布特征，双核分别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市和四川康定市与泸定县，双次级中心位于四川松潘县和青海祁连

县，在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带形成了以香格里拉市为中心并向东西外围梯度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③星级宾馆可达性得分相

对较高的县域主要位于云南省和四川省，青藏两省区国家公园县域星级宾馆的可达性相对较差；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国家公

园的县域，其星级宾馆整体质量得分高于位于中西部国家公园的县域单元。 

3.2讨论 

为进一步优化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充分提高其服务支撑能力，进而有效发挥其科研、教育、

游憩等功能，本文提出如下建议：①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单元多为生态脆弱区，为保持所在地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独特

性，在星级宾馆建设、整合和运营中必须首先坚持生态优先与保护优先的理念，同时以地区旅游承载力为根本遵循，严格控制县

域星级宾馆盲目扩张蔓延，尤其是云南和四川两省国家公园所在县，如九寨沟县、香格里拉市和康定市等，其旅游发展起步较

早，旅游客流量大，星级宾馆密度较大，因而更需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合理控制游客流量，同时采用节能环保技术，促进酒店全

流程低碳运营与管理。②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呈现出局部聚集的分布态势，因而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建设中，

应以生态景观廊道和主要交通干线为依托，分散客流量较大县域的接待压力；同时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合理有序的扩大星级宾

馆密度，尤其是治多县、杂多县和双湖县等无星级宾馆的县域单元，一方面要建设星级宾馆，打破无星级宾馆的旅游发展困局，

另一方面也要着力提高现有住宿设施的服务水平，以服务质量提升带动住宿设施升级。③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

整体可达性与质量得分仍然相对较低，这说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的服务支撑能力相对较弱，因而在推进青藏高

原国家公园群建设的进程中，要进一步完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交通网络体系，充分运用民航、公路和铁路等交通方式，将不同

县域单元和不同国家公园有机串联，提高星级宾馆可达性；将相应国家公园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民俗融入至星

级宾馆质量提升中，如星级宾馆建筑风格适应当地整体建筑设计风格，从而保护区域文化生态景观。 

加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是新时期中国推进青藏高原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

措，本文一方面勾勒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星级宾馆空间格局特征；另一方面科学评价了星级宾馆的服务支撑能力，这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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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游憩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然而，本文也存在如下不足：第一，本文仅对截面年份星级宾馆空

间格局和服务支撑能力进行了探索，未来研究可进行多时间节点的纵向对比分析。第二，本文旨在分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县域

星级宾馆空间格局并评价其服务支撑能力，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其空间分布或服务支撑能力的驱动因素。第三，本文结合星级

宾馆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以游客为中心，从客观空间可达性与主观感知服务质量两个维度评价星级宾馆服务支撑能力，这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星级宾馆对国家公园群生态旅游开发的支撑能力，未来待统计口径和数据完善，学者可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对服务

支撑能力进行更多维度的解读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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