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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
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①

孙琦

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362021

摘要:以“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

指数、资源丰裕度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

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属凝聚型.②“丝绸之路

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四川、广西和陕西3省(自治区),这3省(自治区)高级别旅游景区数占总体的

56.69%,而重庆、青海、宁夏3省(自治区、直辖市)仅占总体的12.29%,高级别旅游景区呈不均衡分布;并在陕

西形成高密度核心,四川、重庆、广西3省(自治区、直辖市)形成次密度核心,其他省份密度较低.③从发展状况

看,四川、陕西、广西3省(自治区)属于明星型省份;青海、宁夏、甘肃、云南4省(自治区)属于瘦狗型省份;重庆

属于金牛型省份;新疆属于问题型省份.④旅游资源禀赋、自然因素和旅游市场条件中的地区生产总值、旅游地常

住人口数、旅游接待人次数、交通网络通达度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决定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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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ing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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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silkroadeconomicbelthigh-leveltouristattractionsastheresearchobject,usingtheadjacent
index,kerneldensityanalysis,geographicconcentrationindex,theindexofunevenness,resourcesrich-
nessindexandmethodsofgeographicaldetector,withArcGISspatialanalysistools,thesilkroadeco-
nomicbelthigh-leveltouristattractions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ingfactorswere
studied.Thefindingswereasfollows:①thespatialdistributionofhigh-leveltouristattractionsinthesilk
roadeconomicbeltwerecondensed.②High-leveltouristattractionsintheSilkRoadEconomicBeltwere
mainlydistributedinSichuan,GuangxiandShaanxiprovinces,accountingfor56.69%ofthetotalnum-
ber,whileChongqing,QinghaiandNingxiaonlyaccountfor12.29%ofthetotalnumber,showinganun-
balanceddistributionofhigh-leveltouristattractions.ThehighdensitycorewasformedinShaanxiProv-
ince,thesub-densitycoreswereformedinSichuan,ChongqingandGuangxiProvinces,andthe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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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evenlowerinotherprovinces.③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tatus,Sichuan,Shaanxiand
Guangxiarestarprovinces;Qinghai,Ningxia,GansuandYunnanprovincesbelongtothethin-dogtype.
Chongqingisacashcowtypeprovince;Xinjiangisaproblemprovince.④Tourismresourceendowment,

naturalfactorsandGDPintourismmarketconditions,thenumberofpermanentresidentsintouristdesti-
nations,thenumberoftouristreceptions,andtheaccessibilityoftransportationnetworkshavestrongde-
terminantsonthespatialdistributionofhigh-leveltouristattractionsintheSilkRoadEconomicBelt.
Keywords:thesilkRoadEconomicBelt;high-leveltouristattractions;spatialdistribution;influencing

factors

旅游资源作为旅游发展的物质载体,在旅游产业体系中起着奠基石的作用[1].旅游景区作为旅游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开发的核心[2]、旅游供给的物质载体[3],它的空间分布影响区域旅游业发展状况、
旅游政策制定实施、旅游发展竞争力等.研究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对于优化旅游景区空间布局、
提高旅游景区竞争力、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级旅游景区评价体系为我国特有的景区评价体系,它将旅游景区划分为5个级别,反映旅游景区发

展水平.自2001年文化和旅游部认定首批A级旅游景区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加强旅游景区建设,使我国A
级旅游景区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0年12月17日,我国共有A级旅游景区12402家,其中包括5A级旅

游景区280家、4A级旅游景区3720家、3A级旅游景区6198家、2A级旅游景区2101家、1A级旅游景

区103家,特别是3A、4A、5A旅游景区,其评价等级高、旅游服务质量优、旅游资源优、旅游交通便利、
旅游安全性强、经营管理水平高、旅游口碑好、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是旅游者首选旅游目的地.国内学界对

高级别旅游景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景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4]、旅游景区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5-6]、旅

游景区空间结构[7-8]等方面,研究范围涉及全国[9]、区域[10]、省域[11]、市域[7]、某城市群[8]或某类旅游景

区[12],研究方法主要运用GIS空间分析、计量地理学、数理统计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13].
2013年,为促进欧亚深入合作、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我国政府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倡议.新丝

绸之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上进一步扩展,中国段包括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自治区)和西

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4省(自治区、直辖市),该区域不仅自然风光优美,还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旅游资

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有利于加快区域合作与交流,多方面、多渠道、多方式促进旅游发展,加快

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步伐.截至2020年12月17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共有3A级及以上

旅游景区2757个,其中3A级旅游景区有1607个、4A级旅游景区有1079个、5A级旅游景区有71个.
“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协调发展是国际黄金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级别旅游景区是“丝绸之路经

济带”旅游协调发展的原动力,马国强等[14]基于共生理论,就“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经济与交通之间的关

系进行研究;苏建军等[15]基于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保护区数据,利用基尼系数、不平

衡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核密度分析法,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8个国家旅游资源空间分异特征,并

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孙亚辉[16]对丝绸之路价值提升与文化旅游开发进行研究,从多角度为文化背景

下旅游资源开发与优化提供思路,为丝绸之路的价值提升与文化传承提供了参考信息;李琛等[17]就中国陆

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景区空间分异进行研究.参照已有研究[18],本文把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作为高

级别旅游景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数理统计和地理探测器,借助

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此为跨区

域旅游景区空间布局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丝绸之路经济带”5A级旅游景区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3A和4A级旅

游景区数据主要来源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官方网站(数据

截至到2020年12月1日).各个省份国民生产总值(GDP)数据、常住人口数、旅游接待人次数、人年末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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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公路、高速公路数据主要来源于2019年全国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1.2.1 最邻近点分析法

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来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其公式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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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i 为实际最邻近距离;r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A为研究区面积;n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

区数目;r为每个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的距离;R 为最邻近点指数;D 为点密度.当R=1时,为随机型;当

R >1时,为均匀型;当R <1时,为凝聚型.
1.2.2 核密度分析

运用核密度分析来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的分布密度及其局部特征,其公式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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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h(s)为R 在某一点s处核密度估计;n为待估高级别旅游景区数目;h为半径范围内第i处高级别

旅游景区位置;s为高级别旅游景区位置;si 为落在以s为圆心内的高级别旅游景区.
1.2.3 地理集中指数

采用地理集中指数来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在空间分布上的集中程度,其公式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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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为地理集中指数;xi 为第i个省份的3A级及以上高级别旅游景区数;T 为3A级及以上高级别旅

游景区总数;n 为研究区域省份总数.
1.2.4 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可以反映研究对象在不同层级或不同区域内分布的齐全程度或均衡程度[19],本文用其衡

量“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在各个地区的分布均衡情况.不平衡指数采用罗伦兹曲线中计算集中

指数的公式[21]:

S=∑
n

i=1Yi-50(n+1)

100×n-50(n+1)
(4)

式中:n 为研究区域省份区总数;Yi 为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S 取值在0~1之间,当S=0时,表明“丝绸

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平均分布于各个省份;当S=1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3A级及以上高级别

旅游景区集中分布于某个省份.
1.2.5 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分析方法

引入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来衡量“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的数量和质量.本文以文化和旅游

部评定的A级旅游景区数量为基础,分别赋予不同级别A级旅游景区以不同权重,加总后与旅游资源赋存

区域的辖区面积之比,即为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表示为[22]:

F=
9R5+8.5R4+7.5R3

S
(5)

式中:F 为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S 为旅游资源赋存区域的辖区面积;R5,R4 和R3 分别表示5A,4A和3A
旅游景区的数量;9,8.5和7.5分别为5A,4A和3A级旅游景区的权重.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与划

分>国家标准评定细则》,不同级别A级旅游景区的权重赋值不同.
1.2.6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可以有效探测不同地理影响因素以及它们相互作用下对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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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检验影响因子空间分布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高级别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检测两者之间的空间一致性,
其公式为[23-24]:

q=1-∑
L

h=1Nhσ2h
Nσ2

(6)

式中:h=1,2,3,…,L 为变量Y 或因子X 的封层;Nh 和N 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单元数;σ2h 和σ2 分别为层

h和全区Y值的方差.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数为因变量Y,以旅游市场条件下的地区生

产总值、常住人口数、旅游接待人次数、年末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运输线路长度为自变量X.q 的取值范

围为[0,1],q值越大,X 因素对高级别旅游景区数的影响强度越大.

2 结果分析

2.1 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

借助ArcGIS10.2下的平均最邻近工具计算“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最邻近指数和各省份最邻近指数,
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经济带内9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别旅游景区观测最邻近

距离均小于理论最邻近距离,R值小于1,均呈凝聚分布,但“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与各省份之间凝聚分布

存在着一定差异.重庆、陕西、云南、四川4省(直辖市)凝聚程度较低,趋向随机分布;新疆、青海2省(自
治区)凝聚程度较高,形成以乌鲁木齐、西宁等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凝聚区;“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

景区空间分布相对均衡.
表1 “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最邻近指数与空间分布类型

区 域
高级别旅游
景区数/个

面积
/104·km-2

观测最邻近
距离(ri)

理论最邻近
距离(re) R

空间分
布类型

丝绸之路经济带 2757 428.02 0.104 0.197 0.530 凝聚型

新疆 338 166 0.162 0.350 0.462 凝聚型

重庆 182 8.24 0.076 0.106 0.713 凝聚型

陕西 415 20.56 0.089 0.111 0.802 凝聚型

甘肃 247 42.58 0.130 0.208 0.627 凝聚型

宁夏 69 6.64 0.093 0.155 0.597 凝聚型

青海 88 72.23 0.224 0.453 0.494 凝聚型

广西 544 23.76 0.067 0.104 0.641 凝聚型

云南 270 39.41 0.132 0.191 0.691 凝聚型

四川 604 48.6 0.094 0.142 0.666 凝聚型

2.2 高级别旅游景区数量与密度分析

由表2可知,从数量上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主要集中于四川(604个)、广西

(544个)、陕西(415个)3省(自治区),从区域分布密度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呈“东密

西疏”的分布状态.四川、广西、陕西、重庆4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别旅游景区占到了整个区域的

63.29%,而面积仅占整个区域的23.63%,分布密度为万平方千米17.25个;新疆、甘肃、宁夏、青海、云

南5省(自治区)的面积占整个区域的76.37%,但高级别旅游景区数仅占整个区域的36.71%,分布密度迅

速下降到万平方千米3.10个.
从省域分布密度来看,整个区域的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密度为万平方千米6.44个,四川、广西、陕

西、云南、重庆、宁夏6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密度均高于整个区域的平均分布密度,
分别为万平方千米12.43个、万平方千米22.90个、万平方千米20.18个、万平方千米6.85个、万平方千

米22.09个、万平方千米10.39个;而新疆、甘肃、青海3省(自治区)的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密度均低于整

个区域的平均分布密度,分别为万平方千米2.04个、万平方千米5.80个、万平方千米1.22个.
借助ArcGIS10.2软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进行核密度分析,绘制高级别旅游景区核

密度分析图(图1).“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在陕西形成高密度核心,在四川、重庆、广西3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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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形成次密度核心,其他省份密度较低.
表2 “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数量分布特征

省(市) 3A/个 4A/个 5A/个 个数/个
所占百分比

/%

面积

/104×km2
密度/个·

10-4×km-2

四川 307 284 13 604 21.91 48.6 12.43
广西 290 247 7 544 19.73 23.76 22.90
陕西 289 116 10 415 15.05 20.56 20.18
新疆 236 90 12 338 12.26 166 2.04
云南 157 105 8 270 9.79 39.41 6.85
甘肃 143 99 5 247 8.96 42.58 5.80
重庆 81 92 9 182 6.60 8.24 22.09
青海 62 23 3 88 3.19 72.23 1.22
宁夏 42 23 4 69 2.50 6.64 10.39

审图号:GS(2019)1822号

图1 “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核密度图

2.3 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集中程度

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

别旅游景区空间集中程度进行分析发现,“丝绸之

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总数T=2757,研究区

域省(自治区、直辖市)总数n=9,各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高级别旅游景区数量见表2.通过计算

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地理集中

指数G 为38.5,其分布较为分散.若高级别旅游

景区均匀分布于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有高级别旅游景区306.3个,得

到G0 为33.3,G=38.5>G0=33.3,说明“丝绸

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在省域空间分布较为

集中.
2.4 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均衡程度

“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份高级别旅游景区个

数、所占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如表3,绘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份高级别旅游景区罗伦兹曲线图见图

2.从省域上看,高级别景区主要分布在四川(21.91%)、广西(19.73%)、陕西(15.05%)3个省(自治区),
其高级别旅游景区数量占到“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数量的56.69%,而重庆、青海、宁夏3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仅占总体的12.29%,表现出在省域分布上极不均衡的特点.根据公式(4)计算出“丝绸之

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的不平衡指数为0.37,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不均衡.
表3 “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个数、所占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

省份 总数 所占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四川 604 21.91 21.91
广西 544 19.73 41.64
陕西 415 15.05 56.69
新疆 338 12.26 68.95
云南 270 9.79 78.74
甘肃 247 8.96 87.70
重庆 182 6.60 94.30
青海 88 3.19 97.50
宁夏 69 2.50 100.00
合计 2757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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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罗伦兹曲线

2.5 高级别旅游景区发展状况

“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表现出集中且不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引入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和

波士顿矩阵可以直观反映“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区高级别旅游景区在整个区域的发展状况.本文将波士顿

矩阵进行变形,用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代替市场增长率,用高级别旅游景区数代替相对市场份额,结果如

图3所示.

图3 “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波士顿矩阵

根据变形后的波士顿矩阵模型可知,四川、陕西、广西3省(自治区)的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和高级别

旅游景区数都较高,属于明星型省份.青海、宁夏、甘肃、云南4省(自治区)的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和高级

别旅游景区数均较低,属于瘦狗型省份.重庆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较高但高级别旅游景区数较低,属于金

牛型省份.新疆旅游资源丰裕度指数较低但高级别旅游景区数较多,属于问题型省份.

3 “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是在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且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于不同要素之

间、同一要素与不同旅游景区之间的关联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5].结合已有学者对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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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研究,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际情况,结合唐承财[4]等的研究思路,本文从自然因素、旅游市

场条件、旅游资源禀赋3个角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1 旅游资源禀赋

旅游资源禀赋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基础[4],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旅游景区的发展质量和竞争力.本文

引入世界自然遗产、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风景名胜区

来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然资源禀赋状况;引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和中国传统村落来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文旅游资源禀赋状况(表4).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拥
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这为旅游景区创建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即优质旅游资源分布较

多的省份,同样也是高级别旅游景区较为集中的省份.
表4 “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份优质旅游资源分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重庆 四川 云南 广西

自然旅游资源

世界自然遗产 0 0 1 0 1 0 4 2 0
国家森林公园 35 23 7 4 21 26 38 27 23
国家湿地公园 43 12 19 14 57 22 29 18 24
国家地质公园 9 12 7 2 8 8 20 12 14
国家自然保护区 23 21 7 9 15 7 30 21 22
国家风景名胜区 5 4 1 2 6 7 15 12 3

人文旅游资源

世界文化遗产 1 1 0 0 0 1 2 2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45 136 46 35 138 58 231 138 70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6 4 1 1 5 0 8 6 3
中国传统村落 113 54 123 6 18 110 333 708 280

审图号:GS(2019)1822号

图4 “丝绸之路经济带”水系与

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关系

3.2 自然因素

3.2.1 与水系的关系

借助 ArcGIS10.2软件,对“丝绸之路经济

带”主要河流进行10km,20km,30km缓冲区分

析,如图4所示.由此可知,30km缓冲区内有高

级别旅游景区216个,20km缓冲区内有高级别旅

游景区566个,10km缓冲区内有高级别旅游景区

1804个,分别占“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

区数的7.83%,20.53%,65.43%.可见,水系对高

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整体而

言,“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主要分布

在水系10~30km之间,且表现出随距离递减的

规律.
3.2.2 与地形地貌的关系

地形地貌是旅游景区的骨架,起伏的地形使

旅游景区具有层次感,提升了旅游景区的美学价

值[3].借助ArcGIS10.2软件将“丝绸之路经济带”
高级别景区分布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形图叠加得到图5.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

区主要分布于地势相对较低的广西、四川、陕西、重庆4省(自治区、直辖市).“丝绸之路经济带”位于我国

地势第一、二阶梯的过渡地带,山地、平原、盆地、高原交错分布,形成丰富的旅游资源.依托湖泊、河流

形成天然的自然旅游资源;依托地形地貌与湖泊河流组合形成空间流动感较强的高品质旅游资源.在人文

旅游资源方面,不仅有红色旅游资源、文化旅游资源,而且有很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俗旅游资源丰富,
也是文人墨客集聚的地方,古遗迹遗址类旅游资源丰富.该区域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和优质的自然旅游资

源为旅游景区的开创提供了优良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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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GS(2019)1822号

图5 “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形地貌与

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关系

3.3 旅游市场条件

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数、旅游接待人次

数、年末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运输线路长度能在

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旅游地的实际旅游需求情况、
旅游客源市场发展潜力、旅游交通状况和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因此,本文选择地区生产总值、旅游

地常住人口数、旅游接待人次数、年末铁路、公路

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构成衡量旅游地旅游市场条

件的指标体系,利用SPSS25.0对影响因素进行

相关性分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各因素的影

响强度.如表5所示,地区生产总值、旅游地常住

人口数、旅游接待人次数、年末铁路、公路和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均对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有显著正

向影响,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的相关性系数和

探测值分别为0.922和0.837,影响强度最大.
表5 旅游市场条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影响分析

探测指标 相关性 q值

地区生产总值 0.800** 0.728
常住人口数 0.876** 0.823
旅游接待人次数 0.704* 0.678
铁路通车里程 0.797* 0.719
公路通车里程 0.682* 0.528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0.922** 0.837

  注:**表示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①在社会经济条件中,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供应能力对旅游景区的发展规模、发展层次以及管理能

力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26],是影响旅游景区空间布局的重要条件.GDP的相关性系数和探测值分别为

0.800和0.728,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产生强影响.②旅游

地常住人口数的相关性系数和探测值分别为0.876和0.823,表明旅游地常住人口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
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产生强影响.人们旅游需求日趋强烈,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日益成为满足

新时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选项.旅游者趋向于到离家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旅游活动,旅游

地及周边地区居民成为旅游景区的重要客源,对旅游景区发展产生较强影响.③旅游接待人次数的相关性

系数和探测值分别为0.704和0.678,表明旅游市场需求能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

布产生较强影响.旅游需求能够对旅游景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刺激作用;相反,旅游景区的建立和发展是

旅游需求产生的重要拉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旅游业的发展.④旅游活动在空间上的流动性离不开

交通网络的构建和完善,旅游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中各要素的流通速度会受到旅游交通网络通达度的制

约[27],即旅游交通网络通达度越高,要素流通速度越快;旅游交通网络通达度越低,要素流通速度越慢,
直接影响旅游者的决策行为.铁路和公路是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程度直接影响旅游交通网络

通达度.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的探测值分别为0.719,0.528,0.837,表明区域交通条件会对“丝绸之路经

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产生较强影响,受高速公路的影响程度最强.

4 结论与讨论

1)在空间分布类型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属于凝聚型.
2)在空间分布特征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四川、广西和陕西3省(自治

区),这3省(自治区)高级别旅游景区数占总体的56.69%,而重庆、青海、宁夏3省(自治区、直辖市)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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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的12.29%,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不均衡;“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份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密度存在显

著差异,在陕西形成高密度核心,在四川、重庆、广西3省(自治区、直辖市)形成次密度核心,其他省份密

度较低.
3)在发展状况上,四川、陕西、广西3省(自治区)属于明星型省份,青海、宁夏、甘肃、云南4省(自治

区)属于瘦狗型省份,重庆属于金牛型省份,新疆属于问题型省份.除四川、陕西、广西3省(自治区)外,其他

省份向明星省份转换的潜力较大,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协同高质量发展提升空间较大.
4)旅游资源禀赋、自然因素和旅游市场条件中的地区生产总值、旅游地常住人口数、旅游接待人次

数、交通网络通达度都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产生影响,而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更易

受到社会经济条件、旅游地常住人口数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数的影响.
本文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级别旅游景区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未对低级别旅游景区分

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何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

成国际性黄金旅游带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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