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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南省作为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地区,
 

乡村旅游发展对促进地方经济、
 

文化传承及生态保护具

有重要意义。
 

聚焦河南省内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旨在为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决

策支持,
 

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计算地理集中指数、
 

不平衡指数和核密度值等方法,
 

对河南省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进行定量分析。
 

同时,
 

结合道路网络、
 

高程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口统计数据进行了叠加

分析,
 

探讨这些因素对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影响。
 

分析发现,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呈现出“一带,
 

三区,
 

多散点”的特征。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主干道1
 

km范围内的覆盖率达到46%,
 

在7
 

km范围内覆盖率高达

86.6%。
 

海拔低于500
 

m的重点村数量占总数的75.5%。
 

经济和人口因素对重点村分布的影响有限,
 

表明了旅游

资源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重要性。
 

建议地方政府在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时,
 

应综合考虑自然和

人文因素,
 

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
 

优化空间布局,
 

整合资源并提升品质,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社区参与,
 

强化

市场调研与宣传,
 

以实现河南省乡村旅游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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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nan
 

Province,
 

with
 

its
 

rich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rural
 

tourism
 

develop-

men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local
 

economy,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
v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onal
 

rural
 

tourism
 

key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aiming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local
 

govern-
ment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rough
 

calcu-

lating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imbalance
 

index,
 

and
 

kernel
 

density
 

values,
 

a
 

quantitative
 

analy-
si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rural
 

tourism
 

key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was
 

conducted.
 

At
 

the
 

same
 

time,
 

overlay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combined
 

road
 

networks,
 

elevation
 

data,
 

GDP,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tourism
 

key
 

village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rural
 

tourism
 

key
 

villages
 

in
 

Henan
 

Province
 

shows
 

a
 

pattern
 

of
 

“one
 

belt,
 

three
 

zones,
 

and
 

multiple
 

scattered
 

points”.
  

The
 

coverage
 

rate
 

of
 

key
 

villages
 

within
 

a
 

1
 

km
 

radius
 

of
 

main
 

roads
 

reaches
 

46%,
 

while
 

it
 

goes
 

up
 

to
 

86.
 

6%
 

within
 

a
 

7
 

km
 

radius.
 

Key
 

villages
 

located
 

below
 

500
 

meters
 

of
 

altitude
 

account
 

for
 

75.
 

5%
 

of
 

the
 

total.
 

Economic
 

and
 

population
 

factors
 

have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key
 

village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queness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cultural
 

value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refor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ptimize
 

spatial
 

layout,
 

integrate
 

resources
 

to
 

enhance
 

quality,
 

improv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ncoura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trengthen
 

market
 

research
 

and
 

promo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tourism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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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作为一种融合自然景观欣赏、
 

民俗文化体验与农业活动参与的综合性旅游模式,
 

在全球范围

内展现出日益增强的吸引力[1-2],
 

其不仅满足了现代人对返璞归真、
 

寻求身心宁静的休闲需求,
 

更在促进地

方经济发展、
 

维护文化多样性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3-4]。
 

在中国,
 

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壮

大,
 

远不止于满足游客的休闲需求,
 

更承载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促进农村在地就业、
 

引领地区经济转型

与升级的重大历史使命[5]。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与城乡差距显现,
 

乡村旅游被视为连接城乡、
 

促进资源共

享与互补的关键桥梁[6]。
 

乡村旅游为农村地区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同时,
 

提升了农民就业机会与收入水

平,
 

激发了地方文化创新与传承,
 

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7-9]。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水

平,
 

中国政府启动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评选计划,
 

这一举措旨在通过国家级别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

入,
 

优化乡村旅游服务体系,
 

保障旅游产品质量和游客体验,
 

同时促进乡村旅游均衡发展,
 

避免过度商业

化与资源浪费,
 

确保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与包容性[10-11]。

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条件的优越、
 

交通网络的便捷性、
 

政

策扶持的力度、
 

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地方文化的独特性等[12-13]。
 

在国际研究领域,
 

关于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

征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起步较早,
 

且多聚焦于全球尺度或特定发达国家的案例。
 

学者们从旅游资源的丰富性、
 

文化价值的挖掘、
 

市场需求的变动、
 

交通条件的改善及政策环境的优化等多个维度,
 

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

进行了深入剖析[9]。
 

Lenao等[14]在博茨瓦纳乡村旅游研究中,
 

明确指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对乡村旅游空间

分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从宏观层面来看,
 

研究主要聚焦于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
 

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及政策环境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15-16]。
 

学者们通过对中国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
 

发现资源禀赋、
 

区位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乡村旅游

的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显著影响[17-20]。
 

孙卿等[21]对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相关研究,
 

指出

山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地域及空间密度存在显著差异。
 

从微观层面来看,
 

国内研究则更加关注乡村旅游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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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结构、
 

社区参与度及游客体验等细分领域[22-23]。
 

林梓等[24]在研究中强调了自然景观、
 

休闲度假、
 

特色农

业、
 

民俗文化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重要作用。
 

上述研究不仅揭示了自然条件、
 

经济发展、
 

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乡

村旅游空间分布的影响,
 

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因此,
 

在制定乡村旅游发展策略时,
 

需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
 

确保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河南省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与文化强省,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
 

是全国乡村旅游

发展的重要阵地[25],
 

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同时也面临着资源配置不均、
 

产品开发同质化严重、
 

服务

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26]。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也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研究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旅游产品

质量、
 

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对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
 

发展状况、
 

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系统

分析,
 

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形成机制,
 

以期为优化乡村旅游空间布局、
 

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提供科学

依据。
 

同时,
 

本研究也将为其他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对于推动全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域

河南省位于北纬31°23'至36°22',
 

东经110°21'至116°39'之间,
 

总面积约为16.57万km2,
 

位于我国中

东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带。
 

作为中原地区的核心省份,
 

河南省下辖18个地级市,
 

常住人口9
 

883万人。
 

从地形上看,
 

河南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平原和盆地占总土地面积的55.7%,
 

山地和丘陵占总土地面积

的44.3%,
 

为农业和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在旅游资源方面,
 

河南省拥有A级景区共计815家,
 

5A级景区数量达17家,
 

4A级以上景区270家。
 

河南省的旅游资源不仅体现在数量上,
 

更在于其质量和多

样性。
 

从洛阳龙门石窟到开封铁塔公园,
 

从焦作云台山到南阳丹江大观园等,
 

这些景区不仅吸引了大量国

内游客,
 

也逐渐成为国际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除了历史文化景区外,
 

河南省还拥有丰富的自然

景观资源。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状况(表1),
 

展现了丰富的资源多样性和地域特色。
 

45个入选村大多坐

拥特色建筑、
 

遗迹遗址或迷人的自然风光及田园景致,
 

其中19个村(占比42.2%)依托现有景区发展旅游产

业,
 

少数村则以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作为特色。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
 

从市级分布

观察,
 

这些重点村遍布全省18个地市,
 

其中郑州、
 

洛阳、
 

信阳3地数量领先,
 

其余地市分布较为稀疏,
 

呈现出

明显的散落状布局模式。
 

从区域视角观察,
 

根据河南省国土空间规划的“一主、
 

两副、
 

一圈、
 

四区、
 

多节点”战

略,
 

豫北、
 

豫西、
 

豫南、
 

豫东和豫中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比例分别为31%、
 

16%、
 

22%、
 

9%和22%。
 

可

见,
 

豫北地区依托太行山脉自然资源,
 

汇聚了最多重点村,
 

其次是豫中和豫南地区,
 

豫东地区分布最少;
 

整体

上呈现出豫北相对集中,
 

豫中和豫南次之,
 

豫东相对稀疏的分布格局。
表1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状况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称 数量/个 依托资源

巩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
 

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
 

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
 

巩义

市竹林镇石鼓村,
 

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
 

淇县灵山街道凉水泉村,
 

襄城县紫

云镇雷洞村,
 

林州市黄华镇庙荒村,
 

栾川县庙子镇庄子村,
 

修武县云台山镇

岸上村,
 

栾川县陶湾镇协心村,
 

栾川县潭头镇重渡村,
 

西峡县太平镇东坪村,
 

淇县灵山街道赵庄村,
 

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
 

遂平县嵖岈山镇红石崖村,
 

济源市承留镇花石村,
 

平顶山市鲁山县尧山镇上坪村,
 

安阳市汤阴县韩庄镇

部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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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称 数量/个 依托资源

巩义市大峪沟镇海上桥村,
 

西华县红花集镇龙池头村,
 

渑池县段村乡赵沟

村,
 

新县周河乡西河村,
 

新县八里畈镇丁李湾村,
 

孟州市西虢镇莫沟村,
 

新

乡市辉县市拍石头乡张泗沟村,
 

安阳市滑县道口镇街道顺南村

8 特色建筑、
 

遗迹遗址

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郝家冲村,
 

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村,
 

淅川县仓房镇磨沟

村,
 

嵩县黄庄乡三合村,
 

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
 

修武县西村乡大南坡村,
 

郑州市巩义市米河镇明月村

7 田园风光、
 

休闲康养、
 

新

农村建设

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村,
 

林州市石板岩镇高家台村,
 

南召县云阳镇铁佛寺

村,
 

淮阳县城关回族镇从庄村,
 

平舆县东皇街道大王寨村,
 

新郑市龙湖镇泰

山村,
 

温县赵堡镇陈家沟村,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樱桃沟社区,
 

鹤壁市淇滨

区上峪乡桑园村

9 特色产业、
 

特色项目

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
 

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 2 红色旅游

审图号:
 

GS(2024)0650号

图1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选取自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http:
 

//www.mct.gov.cn)2019年以来公布的4批次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涉及河南省共计45个村,
 

具体分布为:
 

第1批10个、
 

第2批21个、
 

第3批7个、
 

第4批7个。
 

这些村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典范,
 

代表了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的水平与特色。

地理坐标定位:
 

为准确标定各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位置,
 

采用百度坐标提取系统获取其精确的经纬度坐

标,
 

确保空间分析的精确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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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理信息:
 

河南省矢量地图数据由阿里云数据可视平台(http:
 

//datav.aliyun.com/portal/

school/atlas/area_selector)提供,
 

可实现空间布局分析。

道路交通信息:
 

河南省主干道及以上级别道路的矢量数据来源于Open
 

Street
 

Map,
 

此数据用于评估

交通可达性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力。

地形数 据:
 

30
 

m 分 辨 率 数 字 高 程 模 型(DEM)数 据,
 

来 源 于 地 理 空 间 数 据 云 平 台(https:
 

//

www.gscloud.cn/search),
 

通过专业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
 

10.7进行处理与分析,
 

以便深入了解地

形地貌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的潜在影响。

人口与经济数据:
 

人口统计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局官方网站,
 

河南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可视化

图表则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提供。

2.2 研究方法

2.2.1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G 指数)用于评估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集中程度。
 

计算公式为:

G=100 ∑
n

n=1

Xi

T  
2

(1)

式中:
 

G 代表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地理集中指数;
 

n代表河南省地级市总数;
 

Xi 代表河南省第i个

地级市中被认定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数量;
 

T 代表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总数量。
 

假设G0 表示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平均分布在河南省各地级市时的地理集中指数,
 

实际计算得到的G 值若大于G0,
 

说明河南

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呈现出集中分布的趋势;
 

反之,
 

若小于G0,
 

则表明分布相对分散。

2.2.2 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S)指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各市域间分布的均衡性,
 

计算公式为:

S=
∑
n

i=1
Yi-50(n+1)

100n-50(n+1)
(2)

式中:
 

S 代表不平衡指数;
 

n 代表河南省地级市总数;
 

Yi 代表按照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占比降序排列后,
 

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
 

不平衡指数S
 

的取值范围在0至1之间,
 

值越接近0,
 

表示分布越均衡,
 

即所有地级

市拥有相似数量的重点村;
 

当S 接近1时,
 

则意味着所有重点村几乎集中在单一地级市内,
 

分布高度不均。

2.2.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估计法用于分析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不同地理空间位置出现的概率事件,
 

使用ArcGIS软件

可以进行核密度计算,
 

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表达,
 

用于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
 

核密度Fn 计算公式为:

Fn(x)=
1
nh∑

n

i=1
k
x-xi

h
(3)

式中:
 

k
x-xi

h
代表核密度函数;

 

h(h>0)代表带宽;
 

x-xi 代表重点村x 与重点村xi 之间的距离。
 

核密度

值越高,
 

说明该事件发生的频率越高,
 

在本研究中表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该地理位置分布越密集。

3 结果与分析

3.1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均衡性分析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总数为45个,
 

分布于18个地级市。
 

根据公式(1)计算得出河南省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的地理集中指数G 为28.88,
 

假设45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平均分布于河南省18个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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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出G0 为23.57,
 

G>G0,
 

说明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呈现出集中分布态势。
 

引入不平衡指数S

进一步分析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均衡性,
 

得出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不平衡指数S值

为0.393,
 

表明河南省各市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程度较低,
 

即这些村在市域尺度上呈

现出较为集中的分布特征。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非均衡分布态势,
 

依据各市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所占的总体比例从小到

大进行排序,
 

并逐次累计百分比,
 

绘制了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洛伦兹曲线(图2)。
 

由

图2可知,
 

洛伦兹曲线显著地偏离均匀分布线,
 

呈现出明显的上凸形状,
 

进一步证实了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在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性。
 

其中,
 

郑州、
 

洛阳、
 

信阳、
 

安阳、
 

焦作、
 

鹤壁6市的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累计百分比接近河南省总体的67%,
 

表明整体上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具有显著的非均衡

性特征,
 

且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发展趋势。

图2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洛伦兹曲线

3.2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特征

运用ArcGIS
 

10.7软件中的Spatial
 

Analyst工具计算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度值,
 

并将

结果进行可视化处理。
 

图3展示了河南省45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核密度分布特征,
 

图中颜色

采用9级渐变梯度,
 

由浅黄至深红依次表示核密度值递增,
 

反映了村庄由稀疏到密集的空间集聚程度。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整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态势,
 

具体表现为北部密集而南部稀疏,
 

且具有明

显的区域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体现为“一带、
 

三区、
 

多散点”的空间分布格局。
 

其中,
 

“一带”指的是由安

阳、
 

鹤壁(豫北)、
 

郑州(豫中)、
 

洛阳(西南)连线所构成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高密度分布带。
  

“三区”则

分别指的是豫北、
 

豫中、
 

豫西形成的3个密度集聚区:
 

以省会郑州为核心、
 

焦作为副中心的高密度区;
 

以安阳、
 

鹤壁、
 

洛阳南部、
 

南阳北部为主的次密度区;
 

以信阳南部为主的低密度区。
 

除此之外,
 

其他城市

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相对较少,
 

在空间上呈现为散点形态分布,
 

难以形成明显的集聚态势。

这种空间分布的形成原因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豫北、
 

豫西地区毗邻太行山脉和伏牛山

脉,
 

自然风光旖旎,
 

旅游资源丰富,
 

且旅游业态较为成熟。
 

这些地区的地势环境和旅游资源为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的空间集聚提供了有利条件,
 

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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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河南省45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核密度分布特征

3.3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为了深入分析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本研究整合了多源数据,
 

包括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详细信息、
 

河南省内道路网络数据、
 

地形高程数据、
 

经济活动指标及人口统计数据,
 

通过GIS空间分析技术进行综合叠加分析,
 

旨在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两大维度系统性地揭示影

响乡村旅游重点村布局的关键因素,
 

为了解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与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审图号:
 

GS(2024)0650号

图4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河南省高等级道路网络的关联性

3.3.1 交通区位对乡村旅游重点

村空间分布的影响

考虑到乡村旅游吸引的游客

群体广泛且来源地较为分散,
 

对

交通可达性的要求较高,
 

本研究

着重分析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与河南省高等级道路网络的关联

性(图4)。
 

鉴于此,
 

仅纳入高速公

路、
 

城市主干道及主要车行道等

道路等级较高的类型进行分析,
 

以确保评估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为精确量化交通基础设施对乡村

旅游重点村布局的影响,
 

本研究

运用缓冲区分析技术,
 

设定一系

列距离梯度作为缓冲区半径,
 

以此来考察多路段缓冲区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关系(图5)。

分析发现,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与高规格道路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
 

尤其是在1
 

km至

7
 

km的近距离范围内,
 

道路的临近性显著促进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形成与成长,
 

突显了交通便捷性对于

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性。
 

当缓冲区半径设定为1
 

km时,
 

有46%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位于此范围内,
 

表

明接近半数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紧邻主要道路。
 

随着缓冲区半径扩展至3
 

km,
 

覆盖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比

例上升至64%。
 

缓冲区为7
 

km时发现86.6%的乡村旅游重点村被纳入其中,
 

表明距道路7
 

km范围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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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多段道路缓冲区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关系

乡村旅游发展的黄金地带。
 

当缓冲区扩展至12
 

km
时,

 

所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均被覆盖,
 

证明了道

路可达性对乡村旅游点布局的重要性。

3.3.2 海拔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

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吸

引了大量游客,
 

这些景观往往融合了当地的山水

资源与人文历史,
 

兼具较高的文化价值与观赏价

值。
 

为了深入分析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

分布与海拔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利用 ArcGIS软

件提取了河南省高程数据,
 

并将其与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数据进行了叠加分析(图6)。

对45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海拔进行统

审图号:
 

GS(2024)0650号

图6 河南省高程数据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数据叠加分析图

计后 发 现:
 

海 拔 在100
 

m 以 内 的 重 点 村 有

10个,
 

占比为22.2%;
 

海拔在100
 

m至200
 

m
之间的重点村有9个,

 

占比为20.0%;
 

海拔在

200
 

m至300
 

m之间的重点村同样有9个,
 

占

比为20.0%;
 

海拔在300
 

m至500
 

m的重点村

有6个,
 

占比为13.3%;
 

而海拔在500
 

m以上

的重点村有11个,
 

占比为24.5%。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民航组

织(ICAO)共同制定的海拔划分标准,
 

500
 

m
以下为低海拔地区,

 

500
 

m至1
 

500
 

m为中海

拔地区。
 

鉴于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属于平原地

带,
 

平均海拔在500
 

m以下,
 

因此河南省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中,
 

位于低海拔地区的数量

为34个,
 

占比高达75.5%;
 

而位于中海拔地区的数量为11个,
 

占比为24.5%。
 

中海拔地区的重点村多

集中分布在以洛阳栾川县为中心的区域。
 

如图6所示,
 

低海拔区域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相对分散,
 

而中海拔区域则相对集中。
 

3个高密度区所处的海拔相对较高,
 

表明高海拔特有的自然景观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的形成与聚集具有积极作用。
 

中海拔区域重点村占比虽然不高,
 

但说明除了高海拔外,
 

还有

其他因素影响着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形成。
 

低海拔地区由于地势平坦,
 

交通便利,
 

更易于游客快速抵

达,
 

这也促进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形成与发展。

3.3.3 经济和人口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

GDP和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为了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对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影响,
 

本研究运用 ArcGIS软件进行了数据可视化处理,
 

并从中国科学院资源

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中提取了2019年河南省 GDP数据。
 

对这些数据进行栅格

化处理,
 

并基于全国各县GDP统计数据,
 

通过空间插值法生成了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 GDP
叠加分析图(图7)。

 

结合区域GDP,
 

发现以郑州都市圈为代表的高 GDP区域确实存在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聚集分布的状况。
 

洛阳南部与南阳北部也有多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集聚分布,
 

但该区域

GDP并不突出。
 

信阳南部GDP较少,
 

却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聚集情况,
 

表明在

8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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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GDP叠加分析图

河南省区域内 GDP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的分布影响并不显著。

利用ArcGIS软件对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与人口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图8)。
 

以省

域内区县为单位,
 

将区县内的人口数量通过不

同颜色进行可视化处理。
 

通过对比,
 

发现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集聚程度与河南省人口集聚程

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一致性。
 

即使在人口相对

较少的区县,
 

如洛阳栾川地带也分布了一定数

量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进一步说明在河南

省域内经济与人口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

布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鉴于以上分析,
 

建议人口较密集、
 

经济较

发达地区应加强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扶持与建设,
 

充分发挥当地的人口和经济优势,
 

进一步开拓市

场,
 

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审图号:
 

GS(2024)0650号

图8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人口数据叠加分析图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深入分析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通过叠加分析河

南省的道路网络、
 

高程数据、
 

GDP及人口数据,
 

得出以下结论:

1)
 

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这些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不仅在经济发达的省会郑州形成聚集,
 

同时在GDP相对较低的区域,
 

如信阳南部、
 

洛阳南部至

南阳北部也形成了聚集现象。
 

这种分布模式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而非单一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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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解释。
 

具体而言,
 

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呈现出“一带、
 

三区、
 

多散点”的特征,
 

即北部安

阳、
 

中部郑州、
 

西南部洛阳构成的高密度连续地带,
 

豫北、
 

豫中、
 

豫西形成的3个密度聚集区,
 

散落在各个

城市的散点分布区。

2)
 

经济与人口因素的非决定性影响:
 

尽管GDP和人口数量通常被视为区域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但

在本研究中二者并未对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表现出预期的决定性影响。
 

事实上,
 

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的分布与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口密度之间并未发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一发现揭示了乡村旅游资

源开发的特殊性,
 

即旅游资源的独特性、
 

文化价值及地方政府政策导向等因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可能发挥

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3)
 

多因素综合影响:
 

将河南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与交通区位、
 

地理环境、
 

经济和人口因素进行叠加

分析后,
 

本研究发现交通条件、
 

自然环境、
 

文化遗产及地方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形成

与分布。
 

具体而言,
 

有利的交通条件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影响显著,
 

主干道及以上等级道路1
 

km
范围内覆盖了近半数的重点村,

 

7
 

km范围内则覆盖了高达86.6%的重点村。
 

自然因素(特别是中低海拔区

域),
 

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社会因素中的GDP与人口数量对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分布的影响较弱,
 

无明显的关联特征。

4.2 建议

1)
 

差异化发展策略:
 

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对资源丰富但经济

欠发达的地区,
 

应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
 

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品牌。

2)
 

优化空间布局:
 

应进一步优化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
 

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发展。
 

通过因地

制宜的方式,
 

加大对低密度地区的扶持力度,
 

同时发挥高密度地区的带动效应,
 

促进整体协同发展。

3)
 

资源整合与品质提升:
 

整合区域内各类旅游资源,
 

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和体验感。
 

强化产品创新与

升级,
 

增强市场竞争力,
 

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交通、
 

住宿、
 

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
 

特别是提高偏远地区的旅游可达性。
 

这不仅能为游客提供便利,
 

还能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
 

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

5)
 

政策引导与社区参与:
 

政府应出台激励政策,
 

鼓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
 

保护并传承地方文

化,
 

形成政府、
 

企业、
 

社区3方共同参与的良性发展模式。

6)
 

强化市场调研与宣传:
 

加强对目标市场的研究,
 

精准定位客源群体。
 

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

度,
 

提升河南省乡村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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