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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重庆市2008年、
 

2013年和2018年A级景区点位数据,
 

从重庆市及四大片区两个视角出发,
 

利用最邻

近指数、
 

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其空间格局特征及演变.
 

结果表明:
 

重庆市 A级景区空

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
 

总体布局“西南密,
 

东北疏”;
 

10年间主城片区以及渝东北片区景区分布先分散后极化,
 

渝东

南片区以及渝西片区景区不断聚集,
 

并且聚集程度逐渐加深;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景区分布的高密度区不断从主城

片区扩散,
 

基本形成覆盖主城片区及渝西片区的全域核心密度圈;
 

景区分布重心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略有偏移;
 

地形

地势、
 

旅游政策、
 

经济水平以及交通格局对A级景区的空间凝聚有着比较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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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级旅游景区是旅游产业系统的标志和核心.
 

为确保我国旅游资源合理有效地开发,
 

旅游局在2002
年首次制定《A级景区评定标准》[1],

 

将旅游景区按相关标准划分为5个等级,
 

随着景区等级的升高,
 

游赏

价值也越高,
 

因此高级别景区成为吸引游客往来的头号招牌[2-3].
 

随着各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国内外学者

也开始将视线转移到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上,
 

并且研究内容和方法愈加多样化.
 

吴必虎等[4]以187家国家

首批4A级旅游区为研究对象,
 

利用空间分析手段研究了其整体空间结构特征,
 

开创了对A级景区空间结

构研究的先河;
 

吴清等[1]从分布类型、
 

空间分布密度及分布均衡性等方面揭示了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分

布特征;
 

吴春涛等[3]从时序上研究了长江经济带A级景区空间分布变化,
 

即其在2012-2016年5年间的

空间演变特征;
 

在影响因素方面,
 

汤礼莎等[5]详细分析了长沙市A级景区分布与海拔、
 

植被覆盖度、
 

河流、
 

GDP以及交通这5个因素的关系.
总的来说,

 

国内外学者多针对国家、
 

城市群、
 

省和市级范围内的A级景区展开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
 

多采用最邻近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
 

基尼系数、
 

K 函数、
 

核密度分析、
 

空间热点探测等空间分析方法;
 

对时

段内景区空间分布演变的研究较多使用数理计量方法、
 

标准差椭圆分析、
 

重心移动以及基于分形理论的方

法等.
 

但现有研究成果大多仅是从静态的角度来描述研究区在某一时点的空间表征,
 

少有学者对长时间序

列下景区空间分布的动态演变特征进行研究,
 

其演变机理方面的内容更是尚属缺乏阶段.
 

另外,
 

当前国内

学者更多地关注研究区内的高级景区(4A级以上),
 

而对研究区域所有级别的景区进行空间分析较少.
 

并

且,
 

多数研究都是从区域整体的角度来考察景区的空间分布规律,
 

只有部分学者将城市群中的不同省市拆

分研究,
 

鲜有学者将同一省市划分不同片区来进行局部研究.
重庆市作为我国管辖面积最大的直辖市,

 

拥有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均位居国内前列.
 

近

年来,
 

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以及各级政府的协力塑造,
 

重庆市“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新形象得以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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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新型“网红”城市.
 

为优化旅游设施的分布格局,
 

调整旅游产业整体结构,
 

对重庆市A级

景区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进行把握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以重庆市2008-2018年的A级景区空间点数据为

基础,
 

从全市及片区两个视角对景区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描绘,
 

并研究其在10年间的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

因素,
 

以期为提升重庆市旅游业的质量提供理论支撑及实践指导.

1 材料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共包括38个区县,
 

总面积共8.24万km2.
 

2017年重庆市根据自身地理位置、
 

经济状况等将全

市划分为四大片区[6],
 

即主城片区、
 

渝东南片区、
 

渝西片区、
 

渝东北片区(图1).
 

受到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

理环境的影响,
 

重庆市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发展条件.
 

截至2018年,
 

全市

共有A级景区223个(图2),
 

其中高等级景区(4A及以上)为93个,
 

占比高达41.7%.
 

地处丝绸之路经济

带以及长江经济带上的优越的地理位置,
 

为重庆市在更广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融入国际国内开放格

局提供了机遇.
 

虽然近年来重庆市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
 

逐渐成为广为人知的旅游大市,
 

但其旅游综合

贡献相比国内其他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
 

为将重庆市打造成为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
 

把

旅游业发展成为重要的支柱型产业,
 

需要在增加旅游吸引力的同时,
 

优化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结构,
 

以宏

观调控旅游业发展战略并提高旅游业综合水平[7].

底图来源于重庆测绘信息地理网“重庆市行政区划图”,
 

审图号:
 

渝S(2018)038号,
 

下同.

图1 重庆四大片区划分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旅游景区的成长具有稳定性和周期性,
 

相邻年份间数量变化情况未必显著[7],
 

因此本文以5年为

跨度,
 

选取2008年、
 

2013年和2018年3个时点的A级景区数据为研究对象.
 

各年份A级景区数据库通过

重庆市及各区县旅游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文件获取,
 

社会经济数据通过对应年份的统计年鉴获取.
 

在绘制各

年份景区的空间分布图时,
 

首先借助百度地图及高德地图等查找各景区地理位置,
 

并在Google
 

Earth中对

名单上的景区进行精准定位,
 

然后将其坐标导入ArcGIS
 

10.2软件进行数字化处理,
 

与重庆市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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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8年重庆市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

结合形成景区分布矢量图(图2).
1.3 研究方法

1.3.1 最临近指数

在大尺度的研究中可以将 A级景区抽象为空间

上的点状要素.
 

通常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有均

匀、
 

随机和凝聚3种,
 

本文采用林炳耀[8]提出的最邻

近指数法来判断重庆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
 

最邻

近点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R>1时,
 

地理要素的

空间分布类型为均匀型;
 

当R=1时,
 

地理要素的空

间分布类型为随机型;
 

当R<1时,
 

地理要素的空间

分布类型为凝聚性,
 

且地理要素的凝聚程度随R 值的

减小而增高.

R=
r1
rE

   rE =
1

2 n/A
式中:

 

R 为最邻近点指数;
 

rE 为点理论最邻近距离;
 

r1 为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
 

A 为研究区总面积;
 

n 为

研究点个数.
1.3.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方法可以直观地对比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差异[9],
 

核密度值越大的区域A级景区分布密度

越大.
 

本文采用Rosenblatt-Parzen核估计,
 

其计算公式为[10]:

fn(x)=
1
nh

 

∑
n

i=1
 

k
x-Xi

h  
式中:

 

k()为核函数;
 

h>0为带宽;
 

(x-Xi)表示估值点x 到事件Xi 处的距离.
1.3.3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可以用来判断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聚集性、
 

方向性以及空间形态等特征[11],
 

因此一直广泛

地应用于刻画地理要素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动.
 

标准差椭圆重要的参数包括圆心位置、
 

长轴及短轴距离等,
 

其长轴代表旅游景区分布最多的方向,
 

短轴则相反,
 

是景区分布最少的方向,
 

并且椭圆圆心位置的变动可

以直观地反映景区重心的空间变动[3].

2 结果与分析

2.1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与变化

根据表1可以发现,
 

总体来看,
 

重庆市不同等级的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结构呈“纺锤形”,
 

即两头的

1A及5A级旅游景区分布稀少,
 

而中间的2A,3A及4A级旅游景区分布繁多.
 

分片区来看,
 

主城片区、
 

渝东北片区以及渝西片区A级景区的分布结构较为合理,
 

不同等级景区的分布均比较丰富,
 

相比可见渝

东南片区旅游景区的发展明显滞后,
 

各等级景区的分布数量均十分稀少,
 

说明此片区还具备非常大的旅

游发展空间.
观察表2可知,

 

10年间,
 

各片区景区数量均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从增量的绝对数值和相对数值来看,
 

景区数量增长最快的是渝东南片区和渝西片区,
 

增幅高达625.00%和566.67%,
 

呈现出多倍增长的态势;
 

景区数量增长最少的片区是主城片区,
 

增速较为平稳.
 

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重庆市边远区县的自

然人文资源逐渐被挖掘,
 

旅游业的发展非常迅猛,
 

最为明显的是渝西片区,
 

2018年分布其中的景区数量占

据总量的40%左右,
 

数量优势非常明显.
 

近年来,
 

随着网络的日渐发达,
 

抖音等短视频的出现将旅游目的

地快速直观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都市旅游与互联网紧密结合,
 

在此情况下旅游热点城市产生巨变.
 

重庆以

自然人文资源丰富而晋升为一座新型“网红城市”,
 

其旅游业的繁荣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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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8年重庆各片区不同级别旅游景区分布数量 个 

等级 主城片区 渝东南片区 渝东北片区 渝西片区 总计

1A 2 0 0 0 2

2A 10 5 14 23 52

3A 21 7 15 34 77

4A 35 15 15 19 84

5A 0 2 2 4 8

总计 68 29 46 80 223

表2 2008-2018年重庆各片区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与变化

2008年景区数量/个2013年景区数量/个2018年景区数量/个 景区数量增量/个 景区数量增幅/%

主城片区 38 49 68 30 78.95

渝东南片区 4 25 29 25 625.00

渝东北片区 18 19 46 28 155.56

渝西片区 12 29 80 68 566.67

总体 72 122 223 151 209.72

2.2 A级景区空间分布类型演变

应用ArcGIS
 

10.2中的平均最近邻(average
 

nearest
 

neighbour)工具,
 

分别计算重庆市及四大片区3个

时点A级景区的最邻近指数,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重庆市及四大片区A级景区最邻近指数及空间结构类型

2008年

R SST
2013年

R SST
2018年

R SST
重庆 0.79 凝聚 0.82 凝聚 0.73 凝聚

主城片区 0.83 凝聚 0.95 凝聚 0.79 凝聚

渝东南片区 1.39 均匀 1.21 均匀 0.98 凝聚

渝东北片区 0.69 凝聚 0.81 凝聚 0.64 凝聚

渝西片区 1.82 均匀 1.31 均匀 0.98 凝聚

  总体而言,
 

重庆市A级景区在3个时点的最邻近指数数值均小于1,
 

说明其空间结构类型一直为凝聚

型,
 

指数数值的先增后减,
 

说明随着时间的演变,
 

A级景区在空间上先扩张后集聚.
 

旅游景区的集聚,
 

可以

反映出该区域旅游开发的适宜性和成熟性[1],
 

由此可见,
 

重庆市对旅游资源的利用程度逐渐变好.
分别来看,

 

各片区内旅游景区在不同时间断面上体现出的集聚性又略有分别:
 

主城片区以及渝东北片

区的旅游景区在3个时点都呈现凝聚形态,
 

并且最邻近指数均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
 

说明两片区景区的

分布在10年内均经历了先分散后极化的过程.
 

但渝东南片区和渝西片区的旅游景区在2008年及2013年

的最邻近指数均超过1,
 

表明两个片区的景区表现为较为均衡的分布形态,
 

究其原因,
 

可能是渝东南地区

多山的地形导致陆路交通不便,
 

因此阻碍了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
 

虽四大片区的A级景区

空间分布类型在2008年及2013年有所差别,
 

但在2018年都体现为凝聚型,
 

这说明随着重庆市旅游的大力

发展以及各片区旅游资源的融合与开发,
 

地方旅游业均逐步走向成熟.
2.3 空间分布密度演变

为直观地揭示重庆市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密度变化,
 

利用ArcGIS
 

10.2的Density工具绘制其3个年

份的市级尺度景区分布密度图(图3).
 

由于搜索半径的变化会对核密度分析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为使分

析结果最直观地体现景区的空间分布演化态势,
 

经过多次试验后,
 

选取0.6
 

km为搜索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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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8,2013,2018年重庆市A级景区核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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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可以看出,
 

重庆市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显现出“西密东疏”的总体特征,
 

并且在不同片区其分布

密度的差异非常显著.
 

结果显示,
 

2008年至2018年景区整体空间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表现出集聚与扩张

并存的空间演变态势,
 

并且以扩张态势为主,
 

其扩散特征表现为“核心 边缘”型.
 

10年间景区分布的最高

核密度值不断增大,
 

空间热点区域不断增多,
 

以主城区为核心的高密度旅游资源聚集区域面积明显扩大,
 

截止到2018年,
 

景区分布盲区基本消失.
 

分时点来看:

2008年重庆市景区主要分布在主城片区及渝西片区,
 

但旅游资源集聚区域面积小,
 

分布较孤立.
 

在渝

东北片区,
 

旅游景区在万州区及奉节县存在两处点状集群,
 

但影响范围不大,
 

核心密度非常低.
 

另外,
 

渝东

南片区零星分布少量A级景区,
 

并且大部分区域为景区分布盲区.

2013年景区分布热点区域虽未增多,
 

但可以看出旅游景区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加强,
 

主要体现为主

城片区产生的旅游资源聚集区域明显向东南扩散,
 

支配范围增大,
 

并且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围扩大的单核

式圈层结构.
 

2013年景区分布最高核密度值较2008年增大,
 

这说明主城片区A级景区进一步密集,
 

究

其原因可能是重庆市自2011年施行了《重庆市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明确了主城区在全市旅游发

展中的核心地位,
 

计划依托主城片区有利的客源市场基础和强大的旅游集散能力,
 

集中资源大力发展都

市旅游,
 

并且带动周边区县多类型的旅游地共同发展,
 

最终形成功能完善的环主城休闲度假带.
 

主城片

区作为重庆市的区域中心,
 

在带动大城市、
 

大农村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肩负重任,
 

因此发展旅游业成为缩

短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路径.

2018年四大片区均存在景区热点区域,
 

并且主城片区与渝西片区实现了联动发展,
 

以主城为核心

的片状核心密度区域面积进一步增大,
 

几乎涵盖全部主城片区及渝西片区以及部分渝东南片区和渝东

北片区.
 

景区的空间聚集形态逐步由“斑块状”向“片区状”发展,
 

对于重庆市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具

有重大的意义[5].
 

值得注意的是,
 

渝东南片区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黔

江区产生了新的旅游热点区域,
 

景区分布盲区逐渐消失.
 

渝东南片区拥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数不胜

数,
 

是重庆最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区”,
 

但早期由于地形原因使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交通的不便

利使得其文化基因未被充分挖掘,
 

2010年渝湘高速公路重庆段实现了全线通车,
 

渝东南片区从天堑阻

隔到山河通便,
 

交通的通畅加速了主城片区与渝东南片区的交相往来,
 

因此渝东南片区的旅游业迎来了

爆发式发展,
 

这也与其旅游新热点区域的出现相对应.
 

总的来说,
 

随着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
 

重庆市 A

级景区资源整体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旅游景区的空间关联性逐步加强,
 

主城片区起到了带动周边区

县发展的重大作用.

2.4 景区重心空间移动

利用ArcGIS
 

10.2描绘3个时点A级景区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图4).
 

对比不同年份标准差椭圆参数

(表4)可以发现,
 

景区的标准差椭圆有半径增大并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
 

2013年、
 

2018年标准差椭圆的

短轴较2008年分别增长了21.68,
 

45.20
 

km,
 

可见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在西北 东南方向逐渐分散,
 

2018

年标准差椭圆的长轴由2008年的323.32
 

km增大到340.94
 

km,
 

主要由于渝东北片区的景区数量显著增

长,
 

带动了标准差椭圆长轴长度的增大.
 

从质心的分布来看,
 

标准差椭圆重心点坐标主要位于107.11°-

107.18°E,
 

29.73
 

°-29.86
 

°N,
 

均在主城片区内,
 

这也与核密度分析结果相吻合,
 

并且椭圆质心有向东北

方向移动的趋势,
 

但移动程度不大,
 

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对重庆郊区的旅游景区评选政策有所倾斜,
 

渝东

北片区、
 

渝东南片区的新晋景区增长数量尤为明显,
 

并且主城片区旅游业随着时间的增长逐渐成熟稳定,
 

对标准差椭圆的控制力小于其他片区,
 

导致景区重心的移动,
 

偏远区县中A级景区数量的快速增长也是地

区平衡的结果[12],
 

有利于建立交联互动的整体旅游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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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8,2013,2018年重庆市A级景区标准差椭圆

表4 标准差椭圆参数

年份 短轴/km 长轴/km 旋转角 质心坐标 移动方向 置信度

2008 112.06 323.32 62.51° 107.17°E,
 

29.86°N 东南 0.05

2013 133.74 298.10 65.79° 107.11°E,
 

29.73°N 东北 0.05

2018 157.26 340.94 66.87° 107.18°E,
 

29.78°N - 0.05

3 重庆市A级景区空间分布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2008-2018年重庆市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可以发现其分布格局在10年间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当前学者对于不同地区的A级景区的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已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

果,
 

但基本都是针对研究时点下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进行的定性或简单的定量描述.
 

但旅游景区的空间演

变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复杂的,
 

本研究认为应当注重景区空间格局转变过程中的推动性因素,
 

根据前

文研究结果以及研究区特色,
 

将重庆市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山城”地形影响、
 

旅

游政策促进、
 

经济水平提升以及交通格局优化等.

3.1 “山城”地形影响

海拔、
 

高程是量化研究旅游景区的关键指标[13].
 

在ArcGIS
 

10.2中将2008,2013以及2018年的景

区数据与重庆市的DEM叠加,
 

获取每一个A级景区的海拔数据,
 

并以200
 

m为间隔进行分级统计,
 

得

到图5.
 

可以看出,
 

3个年份的A级景区数量均在低山丘陵区(海拔<1
 

000
 

m)达到顶峰,
 

在高山区(海

拔>2
 

000
 

m)减为0,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景区数量在低山丘陵地区呈现出非常快速的增长趋势.
 

重

庆市是典型的“山城”,
 

在大大小小的山脉上自然孕育出具有独特风情的旅游景区,
 

极具当地特色,
 

因此

新晋景区有着“上山”的趋势,
 

这说明海拔是影响A级景区空间格局演变的一个关键性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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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重庆A级景区数量随海拔高度分布规律

3.2 旅游政策促进

政策可以在较高层面上指引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近年来,
 

重庆市一直在实施“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

策略,
 

不仅加大了对旅游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
 

并且逐年制定不同尺度的旅游类专项规划以及引流主题项

目,
 

这直接促使了全市旅游产业规模高速扩展,
 

同时旅游景区的需求量不断增大,
 

因此各年旅游景区等级

评定工作积极展开,
 

促使重庆市丰富的旅游资源不断开发利用,
 

许多景区的等级也从无到有、
 

从低级到高

级,
 

数量和质量都不断得到提高.

受到城市结构的影响,
 

重庆的旅游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十分突出,
 

主要表现在精品旅

游资源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例如渝东北的三峡库区、
 

渝东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及渝西走廊等,
 

而

旅游经济发达区即主城区及近郊环城游憩带等产业密集区却又缺少精品自然资源,
 

但主城区是重庆市的区

域中心,
 

肩负着拉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任,
 

因此多项政策的出台也都将建设区域旅游联合体

作为工作的重点.
 

根据核密度分析结果,
 

重庆市的A级景区以主城片区为核心,
 

呈现出点状聚集、
 

环状扩

散、
 

片状发展的趋势,
 

这与相关政策的颁布密切相关.
 

例如《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出要坚持全域

旅游发展,
 

鼓励有条件的资源聚集区抱团发展,
 

以城带郊、
 

以点带面,
 

最终形成全境化、
 

差异化、
 

互补联动

的旅游空间发展格局;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中指明首次被评为

2A级以上的景区发放现金奖励.
 

由此可见,
 

在各项旅游政策的扶持下,
 

重庆市主城区的旅游资源质量不断

提高,
 

并且偏远地区的民族风情旅游地也迎来了发展契机,
 

旅游景区重心的移动可以进一步说明重庆市整

体旅游网络的完善.

3.3 经济水平提升

受到地区经济水平的影响,
 

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提供条件相对便利,
 

因此经济水平的高低程度会直接

制约旅游景区的发展[14].
 

为直观体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景区分布数量的相关关系,
 

借助SPSS
 

23.0计算各区

(县)A级景区数量与对应年份GDP之间的相关性(表5),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
 

在0.01显著性水平下,
 

2008

年、
 

2013年以及2018年A级景区与GDP的Pearson系数分别为0.463,0.554,0.523,
 

重庆市A级景区的

分布与区域经济水平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
 

并且随着时间的演变,
 

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呈现增强的趋

势.
 

分时段来看:

2008-2013年景区数量与经济水平的正相关性显著增强,
 

说明在此阶段经济水平对于旅游景区的

发展具有非常强的控制作用,
 

同时旅游经济对地区经济带来的提升作用也十分明显.
 

表现为主城片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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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密度大幅度加深,
 

而其余片区景区的增长趋势不是很明显.
 

重庆市A级景区最重要的一个增长极在

主城区出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其一,
 

主城片区内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
 

并且消费

观念较为超前.
 

其二,
 

主城片区内景区的政府投资力度高于偏远景区,
 

并且周边旅游配套服务设施相对

完善,
 

发展程度高.

2013-2018年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指数呈现降低的趋势,
 

说明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调整重组,
 

经济水平

对于景区空间分布的作用力有所降低,
 

表现在除主城片区之外三大片区内的景区数量显著增高,
 

景区评定

工作向其余片区有所倾斜,
 

这是地区平衡的结果,
 

对于旅游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具有推动作用.
表5 A级景区数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

年份
GDP

Pearson系数 显著性

2008 0.463** 0.000

2013 0.554** 0.000

2018 0.523** 0.000

  注:
 

**表示在0.01水平(双侧)有统计学意义,
 

N=38.

3.4 交通格局优化

根据以往研究成果,
 

便捷的区域交通条件对于旅游景区的成长至关重要.
 

重庆市区位优势明显,
 

在国

家加快建设中西部铁路的历史契机下,
 

成渝高铁、
 

渝万高铁、
 

渝西高铁等已通车或建设中的11条铁路几乎

覆盖了重庆所有区县,
 

各区县之间的物流、
 

人流以及信息流的交换更加便捷,
 

另外在航空运输角度,
 

巫山

机场的建成使重庆东部地区的可进入性显著增强,
 

合理解释了渝东南片区、
 

渝西片区以及渝东北片区的旅

游新热点的出现,
 

以及以主城区为核心的高密度旅游资源区的蔓延扩散.
 

因此,
 

交通格局的优化是影响10

年间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剧烈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重庆市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至2030年拟建成“米”字型高速铁路网,
 

使得市内对外通道逐步打通,
 

整体可进入性显著增强,
 

这不仅可以为重庆增加大量国际国内客源,
 

并且景区与景区之间的交互联通性也

逐步提高,
 

这对于景区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加速作用,
 

可以推断景区集中连片发展的趋势将随着交通条件的

逐步完善而进一步增强[3].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本研究借助ArcGIS10.2软件,
 

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以及数理统计方法,
 

采用从整体到局部的思路,
 

研究了重庆市整体及四大片区两个视角下10年间A级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
 

并进一步探究影响其空间布

局的多种因素,
 

得到结论如下:

重庆市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
 

并且聚集程度先减小后增加.
 

主城片区以及渝东北片区的

景区在3个时间断面上都处于凝聚状态,
 

渝西片区以及渝东南片区的A级景区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由均

匀状态走向凝聚状态;
 

通过核密度分析,
 

发现重庆市A级景区空间分布“西南密,
 

东北疏”.
 

主城片区在3

个时点均为重庆市A级景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并且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主城片区带动渝西片区形成范围

较大的核心密度圈,
 

基本实现旅游业集中连片发展.
 

其他地区不断产生新的旅游热点,
 

旅游盲区逐渐消失;
 

标准差椭圆质心均在主城片区,
 

并且有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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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A级景区的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10年间景区的片状扩散、
 

集聚发展的主要原

因是“山城”地形影响、
 

旅游政策的推动、
 

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交通格局的优化.

4.2 建 议

根据研究结论,
 

重庆市高等级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不平衡的矛盾客观存在,
 

若想最大化利用旅游资

源,
 

应当推行“以点带区,
 

环状扩散,
 

连片发展”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
 

首先,
 

要以高等级旅游景区为节

点,
 

加强景区周围附属设施建设并建成交互汇通的旅游流网络,
 

带动本区域其他同等级或低等级旅游景

区的发展,
 

同时促进低等级旅游景区向高等级旅游景区的转化,
 

提升旅游资源的整体质量.
 

其次,
 

在渝

东北片区及渝东南片区景区集聚地形成的高密度点附近,
 

应当深入挖掘其自然文化基因,
 

评选新的高等

级旅游景区,
 

以使旅游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开发,
 

在自身片区内部逐渐趋于平衡分布的状态.
 

最后,
 

通过

政策引导以及多项旅游开发活动,
 

促使主城片区以及渝西片区已经产生的核心密度圈继续扩散,
 

带动重

庆市旅游业集中连片发展.

4.3 讨 论

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对重庆市A级景区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了研究,
 

因此本研究可为摸清重庆市A级

景区的空间分布现状、
 

优化景区空间布局以及调整全市旅游业结构提供参考.
 

采用整体 局部视角对景区

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探究,
 

深刻揭示了主城片区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强大带动作用,
 

并发现了渝东北片

区以及渝东南片区在旅游发展上的落后之处.
 

同时剖析了海拔、
 

政策、
 

经济以及交通等多种因素在景区集

聚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将多种资源联合起来进行分析,
 

改善了以往“就旅游资源论旅游资源”的研究模式.
 

但本文只针对时间序列上景区的空间演变规律进行了研究,
 

不同类型旅游景区在数理统计上的演变规律未

做深入研究,
 

今后应当进行补充完善.
 

另外,
 

其他多种相关因素例如自然禀赋条件、
 

人口状况以及互联网

的传播等均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对A级景区的布局有一定的影响,
 

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探究不同时期景区格局

演变的推动力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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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Spatial
 

Pattern
 

of
 

Tourist
 

Attractions
 

of
 

Grade
 

Ain
 

Chongqing
 

and
 

Their
 

Evolution

LI
 

Jia-xin1,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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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ges
 

Reservoir
 

Area,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hongqings
 

2008,
 

2013,
 

and
 

2018
 

A-level
 

scenic
 

spot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ongqing
 

and
 

its
 

four
 

major
 

areas,
 

the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were
 

used
 

to
 

study
 

its
 

spac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

lution.
 

The
 

resultswere
 

as
 

follow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ongqing
 

A-level
 

scenic
 

spots
 

was
 

of
 

the
 

condensed-type,
 

being
 

dense
 

in
 

the
 

southwestand
 

sparse
 

in
 

the
 

northeast.
 

In
 

the
 

10
 

years
 

from
 

2008
 

to
 

2018,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cenic
 

spots
 

in
 

central
 

Chongqing
 

and
 

the
 

northeastern
 

Chongqing
 

area
 

was
 

dispersed
 

first,
 

and
 

then
 

polarized,
 

while
 

in
 

the
 

southeastern
 

and
 

western
 

areas
 

of
 

Chongqing
 

the
 

scenic
 

spots
 

were
 

steadily
 

agglomera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high-density
 

areas
 

distributed
 

in
 

the
 

scenic
 

area
 

continually
 

spread
 

from
 

central
 

Chongqing,
 

forming
 

a
 

global
 

core
 

density
 

circle
 

covering
 

central
 

Chongqing
 

and
 

the
 

western
 

Chongqing
 

area.
 

The
 

center
 

of
 

thedistribution
 

of
 

scenic
 

areaswas
 

slight-

ly
 

offset
 

from
 

the
 

southwest
 

to
 

the
 

northeast.
 

Topography,
 

tourism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ransportation
 

pattern
 

had
 

a
 

considerableimpact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A-level
 

scenic
 

spots.

Key
 

words:
 

A-grade
 

tourist
 

spot;
 

Chongqing
 

city;
 

time
 

and
 

space
 

evolution;
 

influencing
 

factor;
 

spati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 包 颖    

361第1期         李嘉欣,
 

等:
 

重庆市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特征及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