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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地区乡村旅游景点的时空演变研究对于掌握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规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以渝东南地区为例,采用GIS技术和计量数学方法,分析了2000-2014年间乡村旅游景点的时空格局变化

特征.研究表明:① 渝东南地区乡村旅游景点包含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乡村文化类和特色村镇类4个一级类

别和9个二级类别,景点类型较丰富,各类景点发展差异较大;②2000-2010年,乡村旅游开发处于起步阶段,增

速缓慢,2010-2014年,乡村旅游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提速明显;③ 在时间维度上,区县间各类型景点发展存

在较大差异;④ 在区域空间尺度上,各类型景点整体分布不平衡,交通、水系对景点空间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作

用;⑤ 区域内乡村旅游景点总体集聚程度高,分布不均,区县间乡村旅游发展等级存在差异,旅游发展欠平衡.研

究结果可为优化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配置,打造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加快旅游扶贫事业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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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中
国旅游发展报告(2016)》显示,中国正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业已由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支柱产业转

变[1].乡村旅游因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和乡土人文资源,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兴旅游方式,
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需求持续高涨[2].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国家旅游局等12部门联合制定了《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提出要“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中的重要作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据农业部数

据,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2亿人次,带动550万户农民受益[3].据国家旅游局

数据,“十二五”期间(不含2015年),我国通过发展旅游带动了10%以上贫困人口脱贫,旅游脱贫人数

达1000万人以上[1].由此可见,乡村旅游是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是扶贫开发的重要载体.民族

贫困地区多是旅游资源富集地,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带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群众脱贫的重要方式[4].
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国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早于国内,在定

性与定量研究方面积累了不少成果,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概念、乡村旅游发展动力机制、乡村

旅游发展策略、社区居民理解及女性参与情况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5-6]等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相对薄

弱,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城乡规划学和地理学等方面定性或定量进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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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研究范围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发展模式[7]、乡村旅游扶贫[8-9]、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10]、市场需求差

异及农户适应旅游发展模式[11-12]和乡村旅游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13]等方面.
乡村旅游景点是乡村旅游研究的基本单元,研究乡村旅游格局对于掌握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规律、优化

产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研究视角,近几年才有所关注,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东部沿海乡

村旅游发展较快的地区,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地理学、数学等进行分析.如胡德翠[14]对上海市乡村旅游的时

空分布规律和客源市场特征进行了探讨;李涛等[15]等对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景点的类型划分、时空特征与

发展等级进行了研究;胡美娟等[16]分析了江苏省乡村旅游景点多尺度空间分布格局;唐弘久等[17]探讨了

扬州市乡村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目前,虽然有学者对西南地区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也有

所研究,如,王雪逸和胥兴安[18]运用“核心—边缘”理论和“点—轴”理论分析了云南省乡村旅游空间格局;

王爱忠和张燚[19]使用最近邻指数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类型,但从时空演变的角度,结合

多个计量数学方法,运用GIS技术定量深入分析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景点时空演变尚属空白.鉴于此,
本文以重庆市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区域,运用GIS技术和计量数学方法分析渝东南2000-2014年间

乡村旅游景点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以掌握该地区乡村旅游景点类型及其格局演化规律,探讨格局优化策

略,以期为优化渝东南乡村旅游资源配置,打造民族特色旅游产品,加快旅游扶贫事业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渝东南是重庆“一圈两翼”中的东南一翼,辖黔江区、武隆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6区县,地处武陵山脉,系乌江水系,幅员面积

1.98万km2,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的山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民族特困区,在全市发展战

略中将其定位为生态保护发展区和民俗生态旅游带.鉴于渝东南地区丰裕的旅游资源禀赋,日益完善的基

础设施,旅游产业的乘数效应,重庆市将乡村旅游作为渝东南扶贫产业重点建设项目.自2010年以来,山

区旅游扶贫和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建设的政策倾斜加速了该地区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截止2014年底,区域

内拥有148个典型乡村旅游景点.
1.2 研究数据

数据来源:基于研究景点的代表性、典型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科学性等原则,以渝东南6区县旅

游局官方网站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布的乡村旅游景点和未公布但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景点为研究

案例.
数据预处理:运用Googleearth和ArcGIS10.2软件对所有景点进行地理空间可视化表达,建立渝东

南乡村旅游景点GIS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
1.3 研究方法

1.3.1 基尼指数

经济学中用于反映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重要指标,旅游学者将其引入到旅游研究中以表示区域间旅游

发展均衡程度.本研究用其来表示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发展的均衡程度.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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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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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N
式中:G'为乡村旅游景点基尼指数,Pi 为第i个区县乡村旅游景点数在渝东南所占比重,n和N 为区县总

数.G'值在0和1之间,G'越接近1,反映乡村旅游景点分布越集中,反之亦然.
1.3.2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学研究中用于反映研究对象集聚程度的重要指标,将该指标引入乡村旅游景点研究中用于反映渝

东南乡村旅游景点在空间上的集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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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为乡村旅游景点的地理集中指数,Xi 为第i个区县的某类乡村旅游景点数,T 为该类景点总数,

n为渝东南区县总数.G 值越大表示研究对象的集聚状况越突出.
1.3.3 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

使用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反映各区县乡村旅游发展和对外吸引力水平.本研究通过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或示范点、被评为国家5A与4A级旅游景点的乡村旅游景点和重庆市A级乡村旅游

景点(重庆市3A级旅游景点为市级最高级别,2A其次,1A最低)3项评价指标来分析渝东南乡村旅游

发展水平.
KEi = Ksi +Kwi +Khi

( )/3

Ksi =
si

1
n∑

n

i=1
si

   (Kwi,Khi 同理得到)

式中:KEi
为第i个区县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si,wi,hi 分别为第i个城市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点数量(考虑评定实际情况,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算为1个示范点)、被评为国家5A与4A级

旅游景点的乡村旅游景点数、重庆市A级乡村旅游景点数;n 为渝东南区县总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景点类别特征

确定乡村旅游景点类别是本文研究乡村旅游景点时空格局的前提.基于乡村旅游景点的相关分类研

究[15,20],结合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将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划分为休闲观光类、特色村

镇类、农事体验类、乡村文化类4个一级类别和9个二级类别,共计148个乡村旅游景点,其分类体系见表

1.由表1可见:休闲观光类数量最多,占比最高,达45.95%;第2位是特色村镇类,占比31.08%;第3位

是农事体验类,占比12.16%;占比最少的是乡村文化类,为10.81%.数据表明,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类

型较为丰富,但各景点类别数量差距较大,说明各类型发展不平衡,旅游市场结构不完善.从一级体系来

看,休闲观光类和特色村镇类占比近77%,占绝对主导地位,表明渝东南注重当地自然资源和民族村镇的

旅游开发,使其成为本地区的优势旅游资源,形成较强大的旅游消费市场;而农事体验、乡村文化两个类

型占比最少,两者之和仅占总数的近23%,说明两类型景点市场占有率低,受当地经济条件、地理位置、
开发策略、资源特征及消费市场结构等影响,旅游开发规模较小,发展相对缓慢.从二级体系来看,自然风

景区和少数民族古镇数量最多,占据主体地位;休闲度假区、农业观光园、农家乐和红色文化纪念地发展

居中,有待进一步开发;新农村示范村、采摘趣味园和古代历史文化景观数量最少,说明这些类型缺乏旅

游开发广度和深度.
表1 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分类体系及数量

一级体系 二级体系 数量/个 占比/% 占比合计/%

休闲观光类

自然风景区 38 25.68
休闲度假区 16 10.81
农业观光园 14 9.46

45.95

特色村镇类
少数民族古镇 42 28.38
新农村示范村 4 2.70

31.08

农事体验类
农家乐 13 8.78

采摘趣味园 5 3.38
12.16

乡村文化类
红色文化纪念地 10 6.76

古代历史文化景观 6 4.05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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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14年各类型乡村旅游景点数量变化

2.2 时间变化特征

2.2.1 景点类型与数量变化特征

经梳理148个样本景点成立和对外营业时间

数据,制作出渝东南2000-2014年乡村旅游景点

数量变化图(图1).由图1可见,自2000年以来,

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数量逐年递增.2000-2010
年景点数量涨幅较缓,2010-2014年间增速大幅

提高,平均每年涨幅近21个景点.其中,休闲观光

类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发展态势稳定,当地优异的

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助推了该景点类型强劲持久

的发展活力;特色村镇类在2012年以前一直保持

缓慢的发展态势,至2014年大幅增速,是由于当年渝东南有30个特色村落入选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并

成为当地旅游的热点;农事体验类在2008年才开始出现,在此前一直处于自发分散的发展状态,到2008
年才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的景点;乡村文化一直发展较慢,规模偏小,到2010年起才有较快发展,
说明渝东南对乡村本土文化内涵发掘不够,开发力度有待加强.分析其具体原因,包括:

2000-2010年,发展规模较小,增速缓慢.由于渝东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交通闭塞,客源主

要来自本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低,旅游消费能力有限,同时,当地对乡村旅游产业认识程度不够,旅游

发展配套资金欠缺,政策支持较少,因此旅游开发项目较少,乡村旅游发展迟缓.这一时期旅游开发尚处于

起步阶段.
2010-2014年,规模拓展较快,提速明显.期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武陵山区确定为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将渝东南定位为生态保护发展区,同时脱贫任务艰巨,政策的推动和资

金的支持,促使渝东南产业经济发生转型,旅游产业应运崛起,乡村旅游迅速升温.同时,铁、公、空交通

系统也得到极大改善;群众对乡村旅游认知度大幅提高,参与热情不断高涨;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
旅游消费得到快速释放,客源市场逐步扩大.这些因素推动了当地乡村旅游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2.2.2 县域对比分析

经数据对比(图2)发现,2000-2014年间渝东南6区县各类型景点发展呈现差异.具体表现为,休闲

观光类:2008年前各区县发展稳速,2008年后武隆、石柱、酉阳和秀山增速明显,2010年后6区县回归稳

速发展;特色村镇类:2010年前总体发展缓慢,之后提速,尤其是酉阳和秀山增速最为明显;农事体验类:

2010年前6区县均未出现,随后武隆首先开发,继而其他区县陆续发展;乡村文化类:6区县总体发展缓

慢,2010年后有较快增长,其中黔江、酉阳和秀山持续增速较为明显,武隆从2012年开始开发.由此可见,

15年间,4类乡村旅游景点的变化规律与各区县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及旅游政策导向、旅游消费

市场变化密切相关.
2.3 空间格局特征

2.3.1 整体分布特征

通过GIS技术,将各类型景点和全区域乡村旅游景点分别与渝东南行政区域叠加,得到图3.由图3
可见,由于各区县乡村旅游资源优势及开发重点有所不同,4类景点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休闲

观光类景点分布于各区县,分布相对均衡;特色村镇类主要集中于渝东南南部,酉阳、秀山分布最多;
农事体验类集中于中部,包括武隆和彭水;乡村文化类东部分布较多,如黔江、酉阳和秀山.从渝东南主

要道路、水系与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叠加图(图4)可发现,各乡村旅游景点均位于道路或水系两侧,由此

反映出乡村旅游景点对交通和水资源环境的巨大依赖,区域交通、水系网络对乡村旅游景点空间格局的

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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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0-2014年6区县各类型乡村旅游景点变化对比

图3 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分布图

2.3.2 空间集聚特征

通过基尼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可以反映出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的空间集聚状况和区域发展均衡程度.
经计算,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基尼指数G'=0.97,结果表明,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集聚程度高,分布不均,
区县间发展不平衡.地理集中指数计算结果(图5)显示,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地理集中指数在休闲观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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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渝东南主要道路、水系与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叠加图

色村镇、乡村文化和农事体验类间逐次增高,
表明各类景点分布状态存在差异.其中,休闲

观光旅游受资源特质、地理环境、区位条件、
居民消费倾向等影响,部分景点集约开发受限,
使景点分布较为分散.特色村镇、农事体验与

乡村文化G 值相差不大,表明这3类景点在区

域内集聚状态比较一致,分布较为集中.总体

来看,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在区域尺度上分布

较集中,便于发挥区域内部的集聚优势,实现

区县间资源协同综合开发.同时也揭示出,渝

东南乡村旅游景点空间集聚状况与当地旅游资

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开发重点和消费

市场结构等存在密切关系.
2.3.3 发展等级空间格局

渝东南各区县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图

(图6)表明,酉阳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最高,KEi

达到2.17,黔江、武隆和秀山其次,石柱较低,
彭水最低.经分析,酉阳一直注重乡村旅游的

开发,该县有1个5A级旅游景区、2个4A、2个3A、4个2A,在数量上远多于其他5区县.黔江和武隆分

别于2013年和2014年被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认定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秀山县花灯寨被

认定为2013年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这3个区县也具有一定数量的A级旅游景区,因此旅游

发展等级较高.石柱、彭水KEi较低的原因在于缺少一定数量具有影响力的景点作支撑,导致本县乡村旅游

知名度不高,旅游发展等级较低.

图5 各景点类型地理集中指数 图6 渝东南各区县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1)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包含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乡村文化类和特色村镇类4个一级类别和9个

二级类别,景点类型较丰富,各类景点发展差异较大.休闲观光类数量最多,处于绝对主体地位,农事体验

类和乡村文化类占比最少,表明渝东南乡村旅游仍停留于旅游需求层次较低的初级阶段,乡村本土文化

(民族民俗文化、传统农耕文化等)内涵挖掘力度不够,现代农业融入不足,特色产品类型开发薄弱,旅游

产业结构有待升级与优化.
2)通过对比2000-2014年间乡村旅游景点变化规律得出,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数量逐年递增.其中

以2010年为时间变化节点,将其分为两个时段:2000-2010年,乡村旅游开发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规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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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增速缓慢.2010-2014年,乡村旅游产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规模拓展较快,提速明显.两个时段中,
各景点类型总体变化稳定,但也存在差异,休闲观光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特色村镇类在2014年有大幅增

速,农事体验类到2008年才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的景点,乡村文化类直至2010年起才有较快发展.
此外,6区县中各类型景点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
3)运用计量数学和GIS技术得出,渝东南乡村旅游各类型景点在区域尺度上整体分布不平衡,景点均

位于道路或水系两侧,区域交通、水系网络对乡村旅游景点空间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区域内乡村旅

游景点总体集聚程度高,分布不均,区县间发展欠平衡,各类景点分布状态存在差异,休闲观光类分布较

为分散,其他3类景点在区域内分布较为集中.渝东南地区酉阳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最高,黔江、武隆和秀山

其次,石柱较低,彭水最低,这与各区县资源状况、政策导向、经济水平、消费市场等方面存在一定关系.
3.2 建 议

1)拓展渝东南乡村旅游景点类型,优化区域旅游产业结构.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加强农事体验、乡村文

化、特色村镇景点类型开发力度,提高乡村旅游景点的数量与质量;加快创新要素聚集,拓展旅游产品形式,
注重少数民族本土文化内涵挖掘,打造特色旅游品牌;注意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2)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事业.充分抓住国家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将乡村

旅游与农村扶贫工作相结合,加强知识扶贫,开展乡村旅游扶贫技能培训工作,提高旅游服务与接待水平,
调动群众参与乡村旅游事业的积极性,增加贫困人口就业机会,从而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整体脱贫步伐.
3)注重旅游扶贫开发协同合作,构建区域大旅游格局.打破行政壁垒,加快区县合作,以A级景区带

动乡村旅游景点开发,是渝东南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加速发展的重要路径.建议整合区域内旅游资源,打通

旅游发展通道,建立渝东南旅游发展大格局;创新宣传模式,强调错位发展;加快区县间乡村旅游产业平

衡发展,以合作实现共赢;加强与周边省市的合作,实现跨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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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Spatial-TemporalEvolutionofRuralTourism
AttractionsinEthnicMinorityPoverty-StrickenAreas

———ACaseStudyinSoutheastern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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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tudyofthespatialandtemporalevolutionofruraltourismattractionsinpoverty-stricken
areasisofgreatsignificancetotheunderstandingoftheregionalruraltourismdevelopmentlawandpro-
motetheimplementationofprojectsofpovertyalleviationthroughtourism.Inordertoprovideareference
foroptimizingtheallocationofruraltourismresourcesinsoutheasternChongqing,maketourismproducts
ofournationalcharacteristicsandacceleratepovertyalleviationwiththedevelopmentoftourism,astudy
wasmadeofthespatialandtemporalchangesofruraltourismattractionsfrom2000to2014ofthesouth-
easternregionofChongqingwithGISandeconometricmethods.Theresultsshowedthatthetourismat-
tractionsofsoutheasternChongqingincluded4first-classcategories(leisuresightseeing,farmingexperi-
ence,ruralcultureandcharacteristicvillagesandtowns)and9second-classcategories,itsscenictypes
wererich,andthedevelopmentofvariousattractionsvariedgreatly.Atitsinitialdevelopmentstage(2000
-2010),thelocalruraltourismgrewratherslowly,andin2010-2014,itenteredaperiodofrapid
growth.Inthetimedimension,considerabledifferencesexistedbetweenthetourismattractionsofthe6
counties/districtintheirdevelopment.Atregionalspatialscales,attractionsofvarioustypeswereuneven-
lydistributed;andregionaltrafficsandwaterstructure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formationofthe
spatialpatternofthetourismattractions.Intheregion,theruraltourismattractionshadahighdegreeof
aggregationandunevendistribution,andthedevelopmentlevelsoftheruraltourisminvariousdistricts
weredifferent.
Keywords:ruraltourismattraction;spatial-temporalevolution;southeasternChongqing;ethnicminority

poverty-stricken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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