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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旅游业发展程度.
 

基于对长株潭城市群98家

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梳理和定位,
 

通过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及地理分析方法,
 

具体分析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

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
 

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
 

①
 

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表现为凝聚型分

布,
 

具有不平衡的特点,
 

整体呈现中心集中、
 

周边分散、
 

小型组团的分布格局,
 

分布最集聚区域为长沙中部开福区、
 

天心区和芙蓉区的交界处;
 

②
 

市域尺度上,
 

3市各设区市内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具有不均匀、
 

不平衡分布的特

征,
 

其中,
 

长沙市为随机型分布,
 

株洲市与湘潭市则为凝聚型分布,
 

在3市中长沙市景区的数量与质量均占明显的

优势地位;
 

③
 

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资源禀赋、
 

交通条件、
 

经济产业条件以及社会

政治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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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A-level
 

scenic
 

spots
 

may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y
 

in
 

a
 

certain
 

extent.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hangsha-Zhuzhou-
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arding
 

and
 

posi-
tioning

 

of
 

98
 

scenic
 

spots
 

above
 

3A
 

level
 

in
 

this
 

area,
 

analyzes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through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geograph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explore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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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that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scenic
 

spots
 

above
 

3A
 

level
 

are
 

of
 

unbalanced
 

agglomerative
 

distri-
bution.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densely
 

clustered
 

in
 

the
 

center
 

and
 

scattered
 

in
 

the
 

ambient
 

areas
 

with
 

small
 

groups.
 

The
 

most
 

concentrated
 

area
 

i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Kaifu
 

District,
 

Tianxin
 

District
 

and
 

Furong
 

district
 

in
 

central
 

Changsha.
 

On
 

the
 

city
 

scale,
 

the
 

scenic
 

spots
 

above
 

3A
 

level
 

in
 

the
 

three
 

citie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and
 

those
 

in
 

Changsha
 

City
 

is
 

characterized
 

by
 

a
 

random
 

distribution
 

and
 

those
 

in
 

Zhuzhou
 

City
 

and
 

Xiangtan
 

City
 

by
 

an
 

agglomerative
 

distributi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cenic
 

spots
 

in
 

Changsha
 

City
 

occupy
 

an
 

obvious
 

dominant
 

posi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cenic
 

spots
 

above
 

3A
 

level
 

in
 

the
 

three
 

cities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resource
 

endowment,
 

traffic
 

conditions,
 

economic
 

and
 

in-
dustri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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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针对国家A级旅游景区的综合质量,
 

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级评定

标准[1].
 

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2003),
 

高等级旅游景区评定标准更为严格,
 

但同时也是区域旅游市场竞争力的强力依托,
 

影响着旅游地形象的构建.
自2001年旅游景区级别划分体系推行之后,

 

对于A级景区的研究开始逐渐从单个景区的介绍[2]与提

升研究[3]向多个景区空间特征、
 

结构以及更加科学化的分析发展[4-5].
 

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范围探寻国家A
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规律,

 

如:
 

①
 

从全国范围.
 

朱竑等[1]对中国A级景区空间结构布局进行分析后发现

其存在内在的空间规律,
 

并与地区的人口、
 

经济水平、
 

交通和地形等因素呈现高度的相关性;
 

邓纯纯等[6]

依据对2016年中国A级景区的数量及空间分布的分析研究,
 

认为我国A级景区建设已从数量扩张进入质

量提升阶段.
 

②
 

从省、
 

市域范围.
 

阿司古力·艾百等[7]对新疆南疆5地州的A级旅游景区空间格局的演化

规律进行研究,
 

提出交通条件、
 

政府政策和品牌效应3个影响因素;
 

白子怡等[8]提出云南省旅游景区呈聚

集性分布,
 

具有均衡性低、
 

集中度高的特点,
 

并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樊昊等[9]通过对重庆市3A级及以

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
 

提出重庆市的旅游景区正处于从稳步发展到提速发展的状态,
 

其空

间分布主要受到资源禀赋、
 

客源市场条件、
 

交通条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③
 

从区域范围.
 

张晓梅

等[10]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的高级别旅游资源(5A级与4A级旅游景区)的研究,
 

提出其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集

中非均衡分布的特点,
 

分布类型为凝聚型,
 

且呈现出东密西疏的格局,
 

而水体资源禀赋、
 

交通条件、
 

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人口数量为影响长江经济带高级别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杨磊等[11]以京津冀地区的

3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作为研究对象,
 

并提出京津冀地区不同级别的A级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也会有所

差异.
 

总体来说,
 

目前针对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出发,
 

且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带或旅

游热点区,
 

而中观及微观层面的区域仍需进一步地深入挖掘.
长株潭城市群包括长沙市、

 

株洲市和湘潭市,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
 

呈“品”字形状分布,
 

结构联系紧密,
 

位于京广经济带、
 

泛珠三角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
 

长株潭城市群于2007年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正处于快速城市化、
 

工业化的发展阶段[12].
 

根据2019年《湖

南统计年鉴》,
 

长株潭城市群常住人口为1
 

504.03万人,
 

占湖南省的21.8%,
 

地区生产总值达15
 

796.31亿

元,
 

占湖南省的42.0%,
 

在湖南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
 

长株潭城市群还拥有全国最大的绿心地区,
 

总面积达522.87
 

km2,
 

约占长株潭3市总面积的18.29%,
 

以昭山乡为中心,
 

跨长沙、
 

株洲和湘潭3市结合

区域[13],
 

具有相当重要的生态价值.
 

根据评定细则以及单位级别,
 

3A级及以上级别的旅游景区是更能够

代表本地历史文化传统以及风貌的优势旅游资源[14],
 

截至2020年3月,
 

长株潭城市群共有3A级及以上旅

游景区98家,
 

其中长沙市53家,
 

株洲市22家,
 

湘潭市23家,
 

旅游产业已经形成规模[15],
 

拥有较强的旅游

发展潜力,
 

而针对长株潭城市群旅游资源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某一类资源的空间结构[16-17]、
 

旅游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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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研究[18-19]以及旅游发展战略研究[20-21]等,
 

缺少对国家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其内在规律的探

寻.
 

因此对整个城市群的旅游资源的研究,
 

能够更好地从宏观上掌握整体以及各市的景区分布规律,
 

为之

后的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旅游空间战略制定以及基础开发规划工作奠定基础.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据来源于:
 

①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提供的景区名录与数

目;
 

②各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官网公布的景区名录;
 

③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网络公示名单,
 

利用百度地图

坐标拾取系统逐一查询记录各景区的地理坐标,
 

整理核对后录入Excel数据库中,
 

转为地球坐标后导入

Arcgis10.6软件进行数字化处理,
 

生成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图(图1).
 

人口数据、
 

行政区面积与地区生产总值来自2019年《湖南统计年鉴》,
 

3市旅游收入及旅游人次分别来自该市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行政区划空间边界、
 

高程、
 

道路以及水系分布数据均来自地理国情监测云

平台(http:
 

//www.
 

dsac.
 

cn/),
 

高程数据来自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
 

//www.
 

gscloud.
 

cn).
 

长株潭3
市旅游从业发展情况来自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图1 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图

1.2 研究方法

1.2.1 最邻近指数

从宏观尺度出发可将景区抽象为点状

要素.
 

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类型可分为均匀型

分布、
 

随机型分布和集聚型分布3种,
 

通过

最邻近点指数来进行判别[22].
 

最邻近点指

数R 通过计算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

近距离比值来获得,
 

计算公式为

R=
r1
rE

=2 D ×r1 (1)

式中:
 

R 为最邻近指数,
 

r1 为实际最邻近点

之间距离r1 的平均值,
 

rE 为理论最邻近距

离,
 

D 为点密度.
 

当R=1时,
 

点状要素为

随机型分布;
 

当R>1时,
 

点状要素为均匀

型分布;
 

当R<1时,
 

点状要素为凝聚型分

布.
 

rE 的计算公式为

rE =
1

2 n ∕A
=
1

2 D
(2)

式中:
 

A 为区域面积,
 

n 为研究对象的数目.

1.2.2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G)可用来判定目标在地域上的集中程度,
 

其计算公式[23]为

G=100× ∑
n

i=1

xi

T  
2

(3)

式中:
 

xi 为第i市(区)内3A级及以上景区总数,
 

T 为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总数,
 

n 为市

(区)总数.
 

G 的取值范围为0~100,
 

G 值愈大,
 

景区分布趋于集中;
 

G 值愈小,
 

景区分布趋于分散.

1.2.3 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S)能够衡量对象分布在不同的区域范围或等级级别内的均衡程度,
 

其计算公式[2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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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n

i=1
Yi-50(n+1)

100n-50(n+1)
(4)

式中:
 

n 为城市数量,
 

Yi 为将各市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与长株潭城市群整体3A级及以上景区总量之比

从大到小排序后,
 

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
 

不平衡指数的取值介于0~1之间,
 

若对象全部集中在一个区域,
 

则S=1;
 

若对象平均分布在每一个区域中,
 

则S=0.
1.2.4 核密度分析

采用核密度法来对研究区域内景区的聚集状态进行分析.
 

核密度分析法认为[25]:
 

随着空间内点的

密度的提高,
 

该空间内发生地理事件的概率越大.
 

在核密度的计算过程中,
 

空间内的点状要素将以距离

为标准赋予相应权重,
 

点离中心越近,
 

权重赋值越大.
 

其几何意义在于每一个中心处的密度即为最大

值,
 

向周围递减,
 

直到距离中心处一定位置后降为0[26].
 

某空间点x 处的核密度值为其区域范围内密度

值之和,
 

计算公式为

f(x)=
1
nh∑

n

i=1
K

x-xi

h  (5)

式中:
 

n 为阈值范围内包含的点个数;
 

h 为阈值;
 

x-xi 表示两点间的欧式距离;
 

K 为权重值函数,
 

当带宽

确定时,
 

距离核心越近,
 

其权重值则越大.

2 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2.1 空间分布类型

利用ArcGIS10.6中平均最近邻工具运算得出R=0.822
 

4<1,
 

即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
 

进一步对比长株潭3市景区分布的最邻近指数(表1),
 

在不同尺度上空间分布的

集聚类型也出现了一定差异:
 

长沙市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为随机型分布,
 

凝聚特征不明显;
 

而株洲市与

湘潭市R 值均小于1,
 

为凝聚型分布.
表1 长株潭各市最邻近指数统计

城市 3A级及以上景区数/个 区域面积/km2 最邻近指数 空间分布类型

长沙市 53 11
 

819 0.977
 

0 随机型

株洲市 22 11
 

262 0.694
 

1 凝聚型

湘潭市 23 5
 

506 0.787
 

8 凝聚型

2.2 空间分布均衡性

2.2.1 空间分布集中程度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整体,
 

利用公式(3)可得T=98,
 

n=3,
 

G=63.08,
 

假设98个3A级及以上旅游景

区平均分布在3市内,
 

即每市景区数量为98/3≈33,
 

地理集中指数G=58.32<63.08,
 

表明长株潭3A级

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比较集中.
 

进一步对各市区内景点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分别进行计算(表2),
 

长沙市、
 

株洲市和湘潭市内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均呈现集中分布的特征,
 

其中湘潭市集中程度最为显著.
表2 长株潭3市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

城市 3A级及以上景区数/个 设区市数/个 假设平均分布情况下G 值 实际G 值

长沙市 53 9 33.34 38.90

株洲市 22 9 33.27 38.57

湘潭市 23 5 44.72 46.62

2.2.2 空间分布均衡程度

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概况见表3.
 

利用公式(4)计算可得本研究中S=0.316
 

3,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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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在长株潭3市的分布情况不均衡.
 

进一步结合表3与图1分析可知,
 

长沙市3A级

及以上旅游景区共53处,
 

占比54.08%;
 

株洲市与湘潭市情况相似,
 

分别为22个和23个,
 

占长株潭城市

群总数的22.45%及23.47%.
 

从景区级别的角度出发,
 

3市均具有国家5A级景区,
 

长沙市5A级、
 

4A级

与3A级景区数量分别占长株潭城市群5A级、
 

4A级、
 

3A级景区总数的50%,62.86%与49.15%,
 

株洲市

为25%,17.14%,25.42%,
 

湘潭市为25%,20%,25.42%.
 

总体来说,
 

长株潭城市群景区分布出现不平衡

的特征,
 

长沙市景区的数量与质量均在长株潭城市群中占明显的优势地位,
 

株洲市与湘潭市的景区数量情

况则比较相似.
表3 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概况

不同级别景区数/个

5A 4A 3A

市域景区总数/

个

占3市景区总数

的比例/%
累积百分比

长沙市 2 22 29 53 54.08 0.540
 

8
株洲市 1 6 15 22 22.45 0.765

 

3
湘潭市 1 7 15 23 23.47 1

  分别以3市为研究区域计算后可得出长沙市(S=0.377
 

4)、
 

株洲市(S=0.363
 

6)、
 

湘潭市(S=0.195
 

7)的
不平衡指数,

 

并根据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分布情况,
 

以各区、
 

市为横坐标绘制出各市的洛伦兹曲线(图

2),
 

3市均呈现上凸形式,
 

从个数上看,
 

湘潭市设区市较少,
 

为5个,
 

株洲市与长沙市均设有9个区市;
 

计

算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在长株潭3市各县市区分布数量的极差,
 

可得:
 

长株潭三市分布数量极差分别为

11个、
 

4个、
 

4个;
 

株洲市、
 

长沙市的上凸面积相对较大,
 

湘潭市则相对平缓.
 

以上研究说明:
 

3市3A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在城市群整体以及3市内各县市区的分布均呈现不平衡的特征,
 

其中湘潭市的不平衡程度较

其他两市略为平缓.

图2 长株潭3市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及其洛伦兹曲线

2.3 空间分布密度

对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以及空间分布均衡程度的分析,
 

可以发现整体景区分布

呈现出凝聚不平衡分布的特征.
 

区域分布密度分别为:
 

长沙市44.84个/万km2、
 

株洲市19.53个/万km2、
 

湘潭市41.77个/万km2.
 

利用ArcGIS10.6软件对分级色彩进行可视化处理,
 

得到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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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旅游景区分级色彩图(图3),
 

结果表明:
 

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呈现出北密南疏的特

点.
 

其中株洲市与湘潭市在景区分布的数量上情况相似,
 

但株洲市域面积更广,
 

占长株潭城市群总面积的

39.74%,
 

而3A级及以上级别景区分布仅占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的22.45%,
 

分布密度为3市中最低;
 

湘潭

市与长沙市的区域分布密度则相对更高.
利用ArcGIS10.6软件Spatial

 

Analyst
 

Tools中Kernel
 

Density工具对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

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
 

并对得到的结果特征进行可视化展示(图4).
 

结果表明,
 

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
 

形成中心集中、
 

周边分散、
 

小型组团的分布格局.
 

3A级及以上旅游景

区高值核心处于长沙中部开福区、
 

天心区和芙蓉区的交界处,
 

其次为望城区、
 

湘潭市东北部雨湖区与岳塘

区交界处以及湘乡市东部.

图3 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级色彩图 图4 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核密度图

3 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主导不同地域下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各有不同,
 

通过对前人文献梳理[22,27],
 

结合对长株

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成果以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

(GB/T17775-2003),
 

本研究从资源禀赋、
 

交通条件、
 

经济产业条件以及社会政治因素4个方面,
 

运用空间

分析以及相关性分析的方法,
 

对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3.1 资源禀赋

一般认为,
 

景区的空间分布受自然与人文两大类因素的影响[11,16],
 

其中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形地貌、
 

河流湖泊、
 

气温气候以及植被覆盖等影响因子.
 

本研究以地形与水系两个要素作为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代表进行分析,
 

利用ArcGIS10.6软件将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

游景区空间分布图与长株潭3市高程地形图叠置(图5),
 

可以看出绝大多数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在

地势平缓的平原、
 

盆地以及低山丘陵区域.
 

进一步对高程数据通过ArcGIS10.6中Spatial
 

Analyst
 

Tools下

的Extract
 

Values
 

to
 

Points工具进行提取处理,
 

以此作为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高程值

(h),
 

划分高程值区间后,
 

以高程区间作为横坐标、
 

区间内景区数作为纵坐标绘制地形与长株潭3A级及以

上旅游景区分布关系直方图(图6).
 

结果表明:
 

高程值为0~100
 

m的地区分布着59.18%的3A级及以上

旅游景区,
 

82.65%的景区分布在0~200
 

m的中低海拔区域,
 

仅有2.04%的景区,
 

分布在800
 

m及以上的

高海拔区域,
 

且600
 

m以上分布的景区均为自然类景区(湖南神农谷景区、
 

云上大院景区、
 

大围山国家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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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湖南云阳山风景名胜区),
 

而大多的人文类景区如古镇、
 

公园类多分布在海拔低的区域,
 

与人类活动

密切相关.
 

借助SPSS统计分析得到,
 

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数量与高程分级的相关系数

为-0.723,
 

P 为0.028,
 

即两者呈现强显著负相关.
 

因此,
 

可以认为:
 

随着高程增加,
 

3A级及以上景区的

分布数量不断减少,
 

且分布主要集中在高程为0~200
 

m的区间范围内.

图5 高程与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示意图 图6 高程与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直方图

图7 主要水系与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示意图

长株潭城市群地处湘江水系,
 

拥有渌

水、
 

涟水、
 

浏阳河、
 

捞刀河等多条湘江一级

支流,
 

水资源丰富.
 

利用 ArcGIS10.6进行

缓冲区分析,
 

通过对长株潭城市群主要水系

(一、
 

二、
 

三、
 

四级河流)建立3,6,9
 

km缓冲

区来分析水系影响因子对于长株潭3A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分布的影响(图7),
 

结果表

明:
 

48.98%的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

在距离主要水系3
 

km 范围内,
 

共48个;
 

64.29%分布在距离主要水系6
 

km范围内,
 

共63个;
 

74.49%分布在距离主要水系9
 

km范围内,
 

共73个.
 

为进一步明确水系对

于长株潭3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的影

响,
 

以3
 

km为等宽带,
 

建立距离主要水系

的8个分布值段,
 

并统计每个等宽带内分布

的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
 

借助SPSS
分析得到两者相关性系数为-0.767,

 

P=
0.026,

 

呈现强显著负相关的关系.
 

因此可以得出:
 

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绝大部分位于距离

主要水系9
 

km的范围内,
 

且随着距主要水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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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是旅游景区发展以及级别评定的重要条件之一,
 

交通的便利与否与游客的旅游意愿直接相

关.
 

游客的出行方式一般包括公路、
 

铁路、
 

航路和水路.
 

本研究从长株潭城市群范围内一般采用的旅游方

式出发,
 

以公路和铁路作为两个主要的研究方面来探讨交通条件对于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空间分布的影响.
 

利用ArcGIS10.6软件对长株潭城市群公路网(国道、
 

省道、
 

乡道、
 

县道)进行核密度分

析,
 

并与景区分布的核密度图在ArcGIS10.6中叠置,
 

添加公路网分布以及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后得

到图8,
 

结果表明:
 

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集聚热点区域大部分处于公路集聚热点区域范围内,
 

两者有较强

的相关性.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
 

天心区、
 

岳麓区和芙蓉区交界处的景区高值核心与公路网高值核心没有重

叠,
 

是因为此处为长沙市核心区域,
 

城市道路分布密集,
 

而本研究未将城市道路归为公路网中.
 

通过叠加

长沙市城市一级、
 

二级道路与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核密度分析图(图9),
 

也可以看出该处为城市道路集聚

分布的区域.

图8 公路网与长株潭3A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分布示意图

图9 长沙市城市路网与3A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分布示意图

  铁路交通是重要的跨省旅游出行工具之一.
 

通过ArcGIS10.6对长株潭城市群内途经的铁路建立5,

10
 

km缓冲区,
 

并与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叠置得到图10,
 

可得:
 

55.10%的3A级及以上旅游景

区分布在距离铁路5
 

km范围内,
 

共54个;
 

70.41%分布在距离铁路10
 

km范围内,
 

共69个,
 

即大部分景

区都分布在距铁路10
 

km范围内.
 

进一步分别建立6个距离铁路3
 

km等宽带并统计其中3A级及以上旅

游景区的分布数量,
 

利用SPSS统计分析得到两者相关性系数为-0.650,
 

P=0.022,
 

为强显著负相关关

系.
 

因此,
 

可以推断,
 

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受交通条件的影响强烈,
 

景区集中分布在公路

集聚的区域,
 

且景区的分布数量随着离铁路的距离增加而减少,
 

交通条件是长株潭城市群景区发展的重要

基础之一.

3.3 经济产业条件

经济基础是旅游活动的重要条件,
 

是影响旅游地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28].
 

根据湖南省统计局

公布的2019年《湖南统计年鉴》中各市、
 

区的年地区生产总值(GDP),
 

通过SPSS分析各区、
 

市3A级及

以上旅游景区分布数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
 

两者相关性系数为0.577,
 

P=0.004,
 

为中等显著正

相关关系,
 

表明在一定程度上,
 

地区生产总值越高的地区其3A级及以上景区分布越多.
 

总的来说,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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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铁路与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分布示意图

随着地方经济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收入水平以及幸

福指数提高,
 

这能够有效带动人们的旅游意愿,
 

促

进地方的旅游投入.
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除地区

生产总值外,
 

第三产业占比以及地区旅游收入都能

够直观地反映当地旅游业发展的现状[29],
 

根据3市

2019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制作长株潭

旅游产业2019年发展概况表(表4),
 

其中长沙市第

三产业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占比、
 

接待旅游总人数

以及地区旅游收入均为3市中最高,
 

长沙市是整个

省的政治文化、
 

经济科教中心地区,
 

城市拥有较长

的社会发展历史及良好的旅游资源本底.
 

湘潭市旅

游产业发展概况与株洲类似,
 

以毛主席故乡为资源

龙头串联周边红色旅游带动发展,
 

而株洲市则在旅

游品牌方面有所欠缺.
表4 长株潭旅游产业2019年发展概况

城市
第三产业生产

总值/亿元

第三产业占比/

%

接待旅游总

人数/万人次

地区旅游收入/

亿元

旅游收入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

长沙市 6
 

775.21 58.5 16
 

833 2
 

028.97 17.53

株洲市 1
 

423.70 47.5 6
 

466 638.20 21.25

湘潭市 1
 

000.10 44.3 7
 

034.6 647.60 28.69

3.4 社会政治因素

景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调控以及政策的支持.
 

根据《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行动(2019-

2020年)》,
 

长株潭3市将在旅游上,
 

进一步加强旅游景点的联合宣传,
 

从而实现市场共拓、
 

客源共享,
 

有

利于改善目前旅游资源分布不平衡、
 

不均匀的现状.
 

根据长株潭3市政府旅游投入情况(表5)可以看出,
 

3
市从事旅游编制人员共59人,

 

其中长沙市最多,
 

占比45.76%;
 

株洲市和湘潭市的编制人员占比分别为

16.95%和37.29%.
 

从旅游业发展专项基金以及机构数量来看,
 

也从侧面反映了旅游发展的投入资金越

多,
 

从业编制人员越多,
 

旅游机构越完善,
 

则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从总体上来说也越多、
 

分布也越集

聚的特点.
 

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从而提高地方政府政策上的重视程度,
 

投入更高、
 

回报更

高,
 

从而形成发展更好的良性循环.
表5 长株潭3市政府旅游投入情况

城市 旅游业发展专项基金/万元 内设机构数量 从事旅游编制人员/人 旅游执法机构

长沙市 6
 

000 5个业务科室 27 质监所

株洲市 1
 

000 3个业务处室 10 无

湘潭市 1
 

400 5个业务科室与综合科室 22 旅游执法支队

  注:
 

二级机构与旅游执法机构,
 

不列入从事旅游编制人员.

此外,
 

通过分析2019《湖南统计年鉴》中各市、
 

区的年末常住人口(2018年)与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

量的相关性,
 

得到两者相关性系数为0.291,
 

P=0.178,
 

两者没有相关性,
 

结果表明:
 

人口对长株潭3A级

及以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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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长株潭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得出结论:
 

①
 

长株潭城

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表现为凝聚型分布的特点,
 

从市域角度,
 

长沙市为随机型分布,
 

株洲市与湘潭

市则为凝聚型分布,
 

不利于旅游资源从整体角度的整合与利用;
 

②
 

长株潭城市群内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呈现凝聚不平衡分布的特点,
 

湘潭市集中程度最为显著,
 

分布相较其他两市比较平衡,
 

长沙市景区的数量

与质量有突出的优势性;
 

③
 

景区分布格局呈现中心集中、
 

周边分散、
 

小型组团的特点,
 

株洲市景区分布密

度为3市中最低,
 

3A级及以上景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为长沙市中部城区,
 

其次为长沙市望城区、
 

湘潭市雨

湖区及岳塘区交界,
 

以及湘潭湘乡市东部;
 

④
 

在影响因素分析中,
 

高程、
 

水系分布、
 

公路及铁路的分布、
 

地

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占比、
 

地区旅游收入、
 

政府旅游投入及从业人员数量均对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

上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显著,
 

而人口数量的影响则比较有限.
本研究响应推行全域旅游的号召,

 

从空间研究的角度入手,
 

对长株潭城市群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进

行梳理及研究,
 

可作为3市旅游业一体化发展的基础资料,
 

为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国家A级旅游景

区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旅游业发展状况,
 

但缺乏对如乡村旅游示范点、
 

休闲农业、
 

传统村落和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其他资源的考虑,
 

不能代表整体的现状,
 

因此对于长株潭城市群旅游资源整合进一步

的发展仍需深入研究.
 

此后,
 

可以考虑在旅游景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利用更多样化的方法选取因子,
 

是否

将人的主观情绪表达变化纳入研究范围,
 

从时空演变的角度分析造成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发生改变的驱

动力也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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