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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森林人家空间演化格局定量归因
———以安徽省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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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森林人家”为研究对象,运用标准差椭圆(SDE)、核密度估计(KDE)和空间自相关(ESDA)等方法,基于

安徽省省域以及皖南、皖中和皖北三大区域等多个尺度对2008年、2014年和2016年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格局

进行点、面多维测度,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解析不同因素对全省以及三大区域“森林人家”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强度.
结果表明:安徽省“森林人家”整体呈南密北疏空间态势;皖南地区一直处于全省“森林人家”热点地区,冷热点区域

格局大体呈现南热北冷分布格局;影响全省“森林人家”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有旅游总收入、国内游客人数、人

口密度等,但影响三大区域森林人家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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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stablishmentofforesthomesisanimportantsupportpoint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
ruralecologicalcivilizationandtherevitalizationofruralindustries.Usingmultiplespatialdataanalyses
suchasSDE、KDEandESDA,from multiplespatialscalessuchastheprovincial,regionalandcounty,

thispaperanalyzedthelevelsofspatialagglomeration,spatialdistributionandvariationpatternof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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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inAnhuiProvinceintheyearof2008,2014and2016.Theresultsshowedthat:Firstly,thespatial
distributionofforesthomesinAnhuiProvinceshowedatendencyofagglomerationandsignificantspatial
heterogeneity.Secondly,thespatialdistributionofforesthomesinAnhuiProvincewasrelativelystable,

andtheagglomerationdensitywashighinthesouthbutlowinthenorth.Thirdly,thehotspotofforest
homesinAnhuiProvincehadalwaysbeeninsouthAnhui,thespatialpatternofheatinthesouthbutcold
inthenorthishighlystable.Andthen,thispaperusedthegeographicaldetectortooltoanalyzethespatial
differentiationpatternofforesthomesinAnhuifromtheprovincialtosub-provincialscale.Thecorefac-
torsthataffectthedifferentiationpatternofforesthomesinthewholeprovinceweretotaltourismincome,

thenumberofdomestictourists,populationdensity,etc.,whichleadtospatial-temporalheterogeneitybe-
tweenthecorefactorsthatinfluencethespatialdistributionofforesthomesofthreeregions.Theconclu-
sioncanbeusedasareferenceforoptimizingthespatialpatternofforesthomesandpromotingthehigh-
qualitydevelopmentofforesthomesinAnhuiProvinceduringthe14thFive-YearPlanperiod.
Keywords:foresthome;spatialdifferentiationpattern;thegeographicaldetectortool;AnhuiProvince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态环境日渐优化,森林游憩与旅游消费呈爆发性增长,为满足

人民群众回归自然和对森林旅游的向往,2011年原国家林业局和原国家旅游局共同发布《关于推进森林旅

游发展的合作框架协议》[1],提出“把发展森林旅游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实现

‘兴林富民’的战略支撑点”,同时开展“森林人家”的等级评定工作,推动“森林人家”的规范化建设,提升

“森林人家”的品牌价值.这标志着发展森林旅游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安徽省发布的“安徽省森林旅游

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把‘森林人家’这一大众休闲旅游模式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森林旅游品牌”[2].旅游

需求的强势助推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森林人家”作为农家乐的一种新业态,行业内急需对发展“森林

人家”是否存在某些特殊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受哪些因素驱动,相关因素是如何影响的、影响程度如何等

学术问题进行深究,以此推动安徽省“十四五”优化乡村旅游空间布局和“森林人家”高质量发展.
“森林人家”源于广义农家乐范畴的“林家乐”[3],是农家乐衍生出的森林旅游新业态,是在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乡村林场等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林区,利用森林生态资源和乡土特色,融森林文化与民俗风

情为一体,为游客提供价廉物美的吃、住、游、购、娱服务的健康、生态、休闲度假型旅游场所[4-5].目前,
国内外针对农家乐已有较多研究,国外主要围绕不同类型农家乐的区域分布差异、营运管理等进行个案研

究,代表性学者如ForbordM等[6]、ChaseL等[7]、ChoenkwanS等[8].国内学者围绕农家乐空间分布、地

域格局、影响因素、驱动机制和引导路径等[9-15]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如余瑞林等[11]研究认为近域客源、

陆路交通和河谷平原是湖北省高星级农家乐发展布局的关键因素;耿虹等[12]对比研究浙江、湖北和四川农

家乐地域空间格局,发现区域政策供给、高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农家乐空间集聚驱动力;王婧等[15]研究认

为北京市农家乐可分为8种类型且分布格局差异显著,地区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交通通达度等对农家

乐分布的解释力较高等.但关于“森林人家”的研究尚少,较早的研究多围绕“森林人家”概念内涵、发展模

式、品牌升级、行为分析等进行,如田喜洲[16]认为广义的“农家乐”概念不仅包含狭义的“农家乐”,还包括

林家乐、渔家乐等形式;王婉飞[17]则按从业性质分类将农家乐分为农家乐、渔家乐、牧家乐和林家乐;刘

枭等[18]梳理了福建省“森林人家”特色乡村旅游模式.另外,有部分研究关注“森林人家”旅游满意度[19]、

“森林人家”转型升级路径[20]等,但未涉足农家乐细分类型尤其是“森林人家”空间格局的研究,也未能深刻

探究其分布规律.
鉴于此,本文基于安徽2008年、2014年和2016年3个时间截面的“森林人家”空间数据,尝试从安徽

省省域以及皖南、皖中和皖北三大区域等多个尺度开展“森林人家”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定量探测研

究,旨在因地制宜指导识别和培育“森林人家”,推进森林旅游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为安徽省“十四

五”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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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安徽省位于我国中部偏东,沿江通海,是长三角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省总面积1.401×105km2,
共辖16个地级市,依据安徽省地理综合区划,皖南地区(黄山、宣城、马鞍山、芜湖、池州、铜陵)是安徽省

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皖中地区(合肥、滁州、安庆、六安)经济次之,皖北地区(宿州、淮北、亳州、阜阳、
淮南、蚌埠)总体经济水平落后于皖南和皖中地区(表1).

表1 安徽省“森林人家”分布表 /家

类别
皖北地区

宿州 亳州 淮北 阜阳 蚌埠 淮南

皖中地区

滁州 合肥 六安 安庆

皖南地区

马鞍山 芜湖 铜陵 池州 宣城 黄山
总体

第一批 4 2 0 0 1 2 5 22 4 40 4 10 2 26 16 48 186
第二批 3 0 4 2 0 0 8 32 5 58 0 18 2 46 38 37 253
第三批 7 3 0 14 8 2 24 68 48 125 8 49 3 72 96 74 601
变化
态势

先减
后增

先减
后增

先增
后减

逐步
增加

先减
后增

先减
后增

显著
增加

显著
增加

逐步
增加

显著
增加

先减
后增

显著
增加

逐步
增加

显著
增加

显著
增加

先减
后增

逐步
增加

1.2 研究方法

本文针对上述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利用标准差椭圆(SDE)、核密度估计(KDE)和空间自相关(ES-
DA)等方法[12-15,22-23]对安徽省“森林人家”的空间方向特征、空间结构特征、空间关联特征进行识别;随后,
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安徽省不同时期三大区域“森林人家”的数量为因变量,从资源禀赋、交通

区位、市场需求、经济基础等4个维度筛选出9个解释变量,运用地理探测器[24]分别计算全省和分区域

2008-2016年各变量对“森林人家”分布的解释力,识别不同区域“森林人家”发展的外源因素.
1.3 数据来源

本文对安徽省“森林人家”数据的获取与处理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收集”.“森林人家”的样本数据来

源于安徽省林业厅官网(http://www.ahly.gov.cn/)2008-2016年公布的3批“森林人家”认定名录(数据

采集时点为2017年,由于新一轮“森林人家”暂未公布,难以实现数据最新替代,因此以2008-2016年数

据为基础开展研究,表1).第二步“甄选”.在“森林人家”数据库基础上,对因变更或新增而产生的重复样本

进行鉴别和筛选,剔除无效样本,最终整理成三批“森林人家”数据属性表.第三步“查询”.借助百度地图

API系统查询3批样本点的精准坐标,利用ArcGIS10.2操作平台将样本数据以点状要素标注到已配准地

理坐标的安徽省行政区划底图上(审图号:皖S(2017)23号).文中所涉及统计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

(2009-2017)》.因地级市巢湖市于2011年撤销,其所辖的一区四县分别划归合肥、芜湖和马鞍山管辖,为

保证研究范围一致、数据可靠和结果可比,本文将2008年原巢湖市的样本数据和统计数据按区划拆分归并

到合肥、芜湖和马鞍山.

2 “森林人家”演化特征

2.1 标准差椭圆分析

2.1.1 全省标准差椭圆分析

如图1所示,2008-2016年安徽省“森林人家”分布格局总体上呈西北—东南空间格局,标准差椭圆的

转角在128.12°~150.29°之间变动(表2),且转角不断缩小,中点较为稳定,位于铜陵地区,标准差椭圆内

部以皖南地区和皖中的安庆地区、六安地区为主.
从分布方向看,2008-2014年,长轴标准差减小,说明“森林人家”的分布在长轴方向上向椭圆中心集

聚,随后在2014-2016年长轴标准差增大,呈沿长轴方向扩散的现象.
从短轴来看,2008-2014年,标准差椭圆短轴距离逐渐增大,表明“森林人家”在短轴方向呈现向东扩

散的趋势.从分布中心看,椭圆中心点都位于铜陵市区,中心点坐标首先由2008年的117.481°E、30.838°N向

西北方向位移至2014年的117.473°E、30.897°N,之后向东北方向位移至2016年117.474°E、30.976°N,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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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呈L子型变动态势.
2.1.2 三大地区域标准差椭圆分析

皖南地区的中心点位于黄山区,转角在2008-2014年间顺时针旋转,表明该区域东南部的“森林人家”
数量增加,2014年后转角依然顺时针旋转,说明东南“森林人家”数量显著增加.从长轴变化看,标准差距

离在2008-2014年间下降,表明皖南地区“森林人家”呈极化现象,2014-2016年长轴标准差距离增加,
表明该区域“森林人家”沿长轴呈东北-西南态势;而短轴标准差2008-2016年间沿西北-东南方向呈先

扩散后集聚特征.
皖中地区的中心点位于舒城县,该区域转角一直处于逆时针旋转,表明皖中地区西北方向的“森林人

家”数量一直在增加.长轴和短轴在2008-2016年间变长,表面“森林人家”呈现向外围扩散的趋势.
皖北地区的中心点位于涡阳县和蒙城县,转角在2008-2016年间先逆时针旋转后顺时针旋转,从长短

轴变化看,皖北地区“森林人家”先后呈现“先极化后扩散”态势.

注:底图来源于安徽省测绘信息地理网,审图号:皖S(2017)23号

图1 2008-2016年安徽省及三大区域区域“森林人家”标准差椭圆

表2 安徽省及三大区域区标准差椭圆参数

区域 年份
中心点
经度/°

中心点
纬度/°

长轴
标准差

短轴
标准差

转角
/°

区域 年份
中心点
经度/°

中心点
纬度/°

长轴
标准差

短轴
标准差

转角
/°

全省

2008 117.481 30.838 1.375 1.025 150.298
2012 117.473 30.897 1.318 1.0542133.541
2016 117.474 30.976 1.401 1.093 128.129

皖中

2008 116.863 31.229 0.390 1.229 38.571
2012 116.813 31.232 0.446 1.149 38.151
2016 116.792 31.239 0.478 1.178 38.460

皖北

2008 116.626 33.233 0.607 0.942 56.50
2012 116.491 33.466 0.0839 1.058 56.248
2016 116.500 33.1756 0.459 1.088 70.488

皖南

2008 118.028 30.314 0.567 0.768 42.060
2012 118.066 30.445 0.539 0.865 61.773
2016 118.164 30.504 0.557 0.860 58.259

2.2 空间关联分析和热点分析

2.2.1 全局自相关分析

全局自相关统计结果发现(表3),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相关性均为正值,表明安徽省“森林人家”空
间分布呈显著的集聚特征,但在时序变化上,Moran’sI指数值呈波动下降趋势,由2008年的0.336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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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6年的0.327,表明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集聚程度波动减弱,空间分布趋向离散化和均衡化.
表3 2008-2016年安徽省“森林人家”全局自相关

相关 2008年(第一批) 2014年(第二批) 2016年(第三批)

Moran’sI 0.336363 0.255910 0.327904

Z 6.183281 4.713088 6.104908

p 0.000000 0.000002 0.000000
预期指数 -0.009615 -0.009615 -0.009615

方差 0.003131 0.003174 0.003057

2.2.2 热点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安徽省“森林人家”县域分布的空间格局,了解其高低值集聚分布状态,本文根据局部自

相关方法(Getis-OrdG*
i ),利用ArcGIS10.2空间统计分析工具中的热点分析方法,计算安徽省2008年、

2014年和2016年“森林人家”的G*
i 统计量Z 值得分,按照自然断裂点法将Z 值分成4个等级,绘制出安

徽省不同时间截面“森林人家”冷热点分布图(图2).
由图2可知,2008-2016年,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分布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皖南山区和皖西山区,冷

点区呈带状集中于皖北地区、皖东地区,冷热点区大致呈北—南走向;2014年全省热点区数量由2008年的

20个增加为22个,2016年又锐减为14个;2008年全省冷点区40个,2014年减少到36个,2016年锐减

为25个.2008年和2014年,皖南热点区数量略有波动.

注:底图来源于安徽省测绘信息地理网,审图号:皖S(2017)23号

图2 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热点区域演化

2.2.3 核密度分析

为进一步从更小地理尺度揭示“森林人家”的空间分布格局,利用ArcGIS10.2的核密度分析方法,设

置像元大小1000m、搜索半径30km,分别对2008年、2014年和2016年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分布特征

进行可视化处理,并按照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将其分为低值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高值区和高值区5级,
最终得到3个时间界面的核密度分析图(图3).

由图3可知,2008年安徽省“森林人家”分布的核心区主要位于黄山市(歙县、屯溪区、祁门县、黄山

区),初步呈现出中心—外围式的空间结构特征,而皖北地区属于“森林人家”发展滞后区域.2014年“森林

人家”外围地区的中心显著增加,新出现两大核心区,其中石台县、岳西县成为外围地区的中心地带,由此

形成与皖南地区、皖东南地区核心并存的空间结构特征.皖北地区滞后现象并未改变.2016年后,安徽省

“森林人家”三大核心区域面积不断扩大,基本形成了核心区连片集群发展的态势,处于外围区域的桐城

市、潜山县、绩溪县等形成外围地区的“森林人家”集聚区,而皖北地区“森林人家”发展滞后态势依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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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底图来源于安徽省测绘信息地理网,审图号:皖S(2017)23号

图3 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核密度演变图

3 “森林人家”格局演化定量归因

3.1 影响因子的选取和地理探测

借鉴相关学者研究成果[22-24],依据安徽省“森林人家”评选条件,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关联

性和科学性,本文从资源禀赋、市场需求、交通区位、经济基础4个方面对影响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格

局的因素进行分析.资源本底是“森林人家”建立的基础条件,“无林无山难构景”,森林资源禀赋是“森林人

家”开发和建设的基础;随着森林康养消费时代的到来,市场需求成为“森林人家”空间演化的重要推动力,
旅游目的地的人口规模是“森林人家”运营的客源保障;便捷的交通区位可以拉近旅游客源与“森林人家”之
间时空距离;“森林人家”目的地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接待质量的提高.

基于此,本文选取森林覆盖率(X1)、景区资源丰度(X2)对资源本底进行表征;选取旅游总收入(X3)、
国内游客人数(X4)对市场需求进行表征;选取人口密度(X5)、城镇可支配收入(X6)、农村可支配收入

(X7)作为经济因素对经济基础进行表征;选取距城市距离(X8)和路网密度(X9)对交通区位进行表征.运

用ArcGIS10.2操作平台按照自然断裂点将自变量因子分为5个等级,然后运用地理探测器分别计算

2008年和2016年各变量对区域“森林人家”分布的解释力(表4).
3.2 影响因子的空间差异

3.2.1 省域尺度

由表4可知,2008年影响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分布的核心因素为国内游客人数(0.749)、旅游总收入

(0.698)和距城市距离(0.565);2016年核心因素为旅游总收入(0.918)、景区资源丰度(0.744)、国内游客人数

(0.668)、人口密度(0.591)、森林覆盖率(0.509).2008年各因子影响力差距较大,而2016年各影响力值差距

缩小,表明“森林人家”空间分布受到更多因素影响,因此重构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格局需考虑更多因素.
3.2.2 分区尺度看

由于皖南地区、皖中地区和皖北地区在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旅游发展阶段等存在差异,因而影响各

区域“森林人家”分布的主导因素也各不相同.
2008年,影响皖南地区“森林人家”空间分布的核心因素为旅游总收入(0.824)、森林覆盖率(0.765)、

城镇可支配收入(0.765)、景区资源丰度(0.647)和国内游客人数(0.588);2016年核心因素为景区资源丰

度(1.0)、旅游总收入(0.932)、森林覆盖率(0.931)、距城市距离(0.727),原为2008年核心因素的城镇可

支配收入和国内游客人数影响力下降,而距城市距离的影响力上升,取代前两者成为核心因素,说明“森林

人家”由早期的资源依赖特征向依托景区或城市布局演化.
2008年影响皖中地区“森林人家”空间分布的核心因素为城镇可支配收入(1.0)、旅游总收入(0.9)、国

内游客人数(0.9)、人口密度(0.9),而2016年核心因素为距城市距离(1.0)、旅游总收入(1.0)、国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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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1.0)、人口密度(0.818)、路网密度(0.818).其中距城市距离影响力上升,成为首要影响因素,路网

密度取代了城镇可支配收入成为核心因素.可见皖中地区“森林人家”呈由早期的旅游收入导向向交通便捷

导向演化的特征.
2008年影响皖北地区“森林人家”空间分布的核心因素为农村可支配收入(1.0)、路网密度(0.665)、距

城市距离(0.625)、森林覆盖率(0.5)和旅游总收入(0.5);而2016年为路网密度(1.0)、人口密度(0.857)、
农村可支配收入(0.857)、国内游客人数(0.786)、旅游总收入(0.785).2016年路网密度成为最重要的影响

因素.可见皖北地区“森林人家”布局乡村为交通主导的趋势.
表4 “森林人家”空间分异的因子探测结果

时间 区域

资源因素

森林覆
盖率
(X1)

景区资
源丰度
(X2)

旅游因素

旅游
总收入
(X3)

国内游
客人数
(X4)

经济因素

人口
密度
(X5)

城镇可
支配收入
(X6)

农村可
支配收入

X7

交通因素

距城
市距离
(X8)

路网
密度
(X9)

2008年

全省 0.120 0.482 0.698 0.749 0.490 0.063 0.049 0.565 0.266
皖南 0.765 0.647 0.824 0.588 0.029 0.765 0.294 0.059 0.059
皖中 0.1 0.066 0.9 0.9 0.9 1.0 0.2 0.01 0.55
皖北 0.5 0.333 0.5 0.417 0.5 0.416 1.0 0.625 0.666

2016年

全省 0.509 0.744 0.918 0.668 0.591 0.218 0.306 0.318 0.396
皖南 0.931 1.0 0.932 0.386 0.318 0.182 0.318 0.727 0.114
皖中 0.272 0.272 1.0 1.0 0.818 0.030 0.272 1.0 0.818
皖北 0.214 0.238 0.785 0.786 0.857 0.238 0.857 0.428 1.0

3.2.3 基于探测因子的分析

本文探测结果显示,旅游总收入、国内游客人数、景区资源丰度等探测因子对“森林人家”的影响力存

在一致性;人口密度、城镇可支配收入、农村可支配收入、距城市距离在不同区域的影响力差异较大;森林

覆盖率、路网密度在不同区域的影响力差异较小(表4).按照影响因子解释力强弱将影响因子分为核心因

子(解释力达0.6以上)、次级因子(解释力在0.4~0.6)、一般因子(解释力小于0.4)3个等级.
1)森林覆盖率(X1)、景区资源丰富度(X2).森林资源是“森林人家”开发的基础,较高的森林覆盖率是

发展“森林人家”的必备条件.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表4),总体来看,研究区森林覆盖率探测值不断提高,
表明资源本底对“森林人家”空间分布的影响在增强;但该值在皖南、皖中和皖北地区影响力差异较为明

显,皖南地区探测值显示森林覆盖率对“森林人家”影响程度增大,属于核心影响因素,呈现依托型森林公

园发展的特征;而在皖中地区探测值影响程度虽由0.10增加到0.272,为一般因子,影响力较小;皖北地

区探测值影响力由0.5下降为0.214.
旅游资源富集往往是乡村旅游集聚发展的重要动因,尤其是在“森林人家”发展早期,更是呈现出典型

的景区依附性特征.景区资源丰度是影响全省和皖南地区“森林人家”分布的核心因素,但并不是影响皖北

和皖中地区的核心因素,表明皖南地区“森林人家”更具有景区依附性特征,景区资源丰度地区成为“森林

人家”集聚的温床,耿虹等[12]研究也指出旅游资源禀赋富集区成为农家乐发展的沃土.
2)国内游客人数(X4).整体来看旅游接待人次对全省“森林人家”空间分布解释力较高,分别为0.749

和0.668,可以说,近域客源是“森林人家”发展的基础.对比三大区域来发现,旅游接待人次的影响力空间

差异较明显,皖中和皖北地区旅游接待人次因子作用较大,其解释力值分别为1.0和0.786,而皖南地区旅

游接待人次解释力下降明显,其解释力值由0.588下降到0.386.王婧等[15]研究发现充足的客源是农家乐

持续发展的保障.
3)人口密度(X5)、城镇可支配收入(X6)、农村可支配收入(X7).探测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城镇可支

配收入、农村可支配收入对“森林人家”空间分布的解释力较低,属于影响“森林人家”空间分布的一般因

子,而探测结果显示人口密度对全省和三大区域影响力较高,表明区域人口密度对“森林人家”空间分布影

响较一致.随着休闲旅游时代的到来,目的地居民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成为“森林人家”发展的重要因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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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距城市距离(X8)、路网密度(X9).交通便捷度是发展的关键支撑要素,“森林人家”作为乡村旅游地,
因其目标客源市场是近域城镇民居,故主要依赖陆地交通网络.从表4可以发现,交通条件对全省和三大区域

“森林人家”空间分布影响力具有一致性,其解释力值明显增大.然而,由于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存在较大

的空间,导致对三大区域“森林人家”的影响力值存在较大差异性.如皖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较成熟,长期处于

全省乡村旅游的核心地带和热点区域,交通条件较完善,路网密度已经不再成为影响“森林人家”分布的核心

因素;相反,皖中和皖北地区“森林人家”分布解释力值明显高于皖南地区,交通依赖性更加显著.
3.3 影响因子交互探测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双因子交互中对“森林人家”空间结构作用强度,本文借助交互探测器模型进行探测分析

(受篇幅所限,探测结果仅显示2016年省域总体交互作用,对分区交互作用不做分析),结果见表5.
通过对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①从交互类型看,各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包括双因子增强型与非线性

增强型2种类型,任意2个因素之间不存在减弱或独立关系,表明相对于单因素作用力,不同组合的双因

素交互作用对“森林人家”空间分异的解释力更强,即“森林人家”空间结构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②从

单因素在双因素交互中的作用看,2016年景区资源丰度(X2)、旅游总收入(X3)和国内游客人数(X4)与各

因素交互作用比重在0.6以上,对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大于其他因子,说明上述单因子在双因子交互作

用中辐射作用较强,在与其他因子的组合中极大地提升了组合因子的影响力.③从各组双因子交互后影响

力大小看,路网密度与景区资源丰度(X9∩X2)、路网密度与旅游总收入(X9∩X3)的交互作用最强,组合

q值均高达0.98,说明路网密度与景区资源丰度及旅游总收入组合更有助于影响“森林人家”布局;同时,
路网密度作为上述2组重叠因子,其单因子作用下q 值仅为0.396,而旅游总收入与景区资源丰度因子q
值则具有一定差异,分别为0.918和0.744,进一步说明q 值较低的因子在交互后其作用力不一定低于q
值较高的因子.

表5 2016年“森林人家”空间分异交互探测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 0.509         
X2 0.832 0.744        
X3 0.983 0.946 0.918       
X4 0.935 0.897 0.933 0.668      
X5 0.831 0.951 0.983 0.838 0.590     
X6 0.919 0.983 0.962 0.816 0.789 0.218    
X7 0.897 0.919 0.983 0.897 0.919 0.660 0.305   
X8 0.765 0.90 0.956 0.962 0.967 0.822 0.935 0.318  
X9 0.935 0.983 0.983 0.781 0.903 0.913 0.773 0.967 0.396

  注:下划线数据为单因子作用;黑体数据为交互作用的非线性增强型,即q(Xi∩Xj)>q(Xi)+q(Xj)(i≠j);其余为

交互作用的双因子增强型,即q(Xi∩Xj)>max(q(Xi),q(Xj))(i≠j).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并借鉴李山等[26]旅游引力模型,本文构建了安徽“森林人家”空间格局演化机制框

架(图4).其中,森林资源禀赋和景区富集地区成为“森林人家”发展的重要基底和核心吸引力;连接客源地

和“森林人家”旅游地之间的交通网络成为“森林人家”发展支撑力;客源地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人群数量

决定了“森林人家”空间布局的外部驱动力.

图4 “森林人家”空间格局演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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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2008-2016年安徽省林业厅公布的3期“森林人家”样本数据,借助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

析、空间自相关等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多维度解析与可视化表达,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测“森
林人家”空间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从总体特征看,研究期内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分布差异

性显著.“森林人家”空间格局整体上呈现南密北疏特征,皖南、皖中和皖北数量差异和密度差异均较为明

显,具有典型的山地丘陵指向性特征;另外,三大区域“森林人家”格局在研究期内也呈现向不同方向集聚

和扩散动态演化特征.②从分区域看,“森林人家”在皖南、皖中和皖北三大区域分布极不均衡,皖南地区

“森林人家”占比由2008年的56.99%到2016年的50.25%,皖北地区占比仅由4.84%上升至5.66%.
③从空间关联看,安徽省3批“森林人家”空间关联性特征显著,总体上呈现皖南热皖北冷、皖南密皖北疏

的空间分异格局,冷点区县逐渐减少,次热点区县呈现显著增加,说明“森林人家”空间集聚趋势较为明显,
但冷热格局稳定性特征较显著.④从影响因素看,“森林人家”空间分布受经济、交通、资源等多种因子综合

作用,但各因素的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区域存在时空差异性,2008年影响安徽省“森林人家”分异

格局的核心因素为国内游客人数、旅游总收入和距城市距离3个因子,到2016年增加为旅游总收入、景区

资源丰度、国内游客人数、人口密度、森林覆盖率等5个因子,说明“森林人家”发展受到更多因素影响.因
子交互探测结果表明,相对于单因素作用力,不同因子组合效应控制着安徽“森林人家”空间分布总体格

局,该结果为安徽“十四五”期间优化乡村旅游空间布局和探寻“森林人家”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重要参考.
4.2 相关建议

1)优化“森林人家”空间结构,促进均衡发展格局.统筹考虑各地森林资源禀赋、现有基础和发展潜力,
全面规划安徽省“森林人家”空间格局,特别是皖北经济欠发达地区,“森林人家”数量较少,发展滞后,未

来“森林人家”认定,须从地方政策层面给予更多支持;着力提升皖南地区“森林人家”发展质量,逐步缩小

三大区域“森林人家”发展不均衡格局.在扶持皖北地区“森林人家”做增量发展的同时,推动皖南地区“森林

人家”存量优化做品质,开创安徽省“十四五”“森林人家”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立足自身森林禀赋特色,走差异化特色发展之路.皖南、皖北和皖中三大区域应紧密结合自身优势,

既要挖掘具有本地森林文化元素,厚植森林生态底色,开发森林生态精品,也要突出森林主题,避免产品

同质化,经营单一化,以“森林人家”引领生态保护和文化创新,以森林生态文化融合带动“森林人家”高质

量发展;同时,针对三大区域“森林人家”发展阶段的差异,响应市场需求适时迭代升级,采取差异化特色

发展策略,增强“森林人家”持续发展力.
3)“十四五”期间安徽省“森林人家”布局仍需遵循“环城、近景、沿路”等规律性特征,尤其是皖北地

区,要以五星级标准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提高“森林人家”与城市和景区的路网可达性和交通便捷

度,发挥节点城市和依托景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形成协同联动的旅游共生体.
本文虽揭示了安徽省“森林人家”演化格局,但对“森林人家”的细分类型、实地发展现状等并未深入调

研,在典型案例、类型细分等方面有待深化;此外,受数据获取或者个别指标较难量化表达的限制,在影响

因素动态分析中,乡村能人、政府政策未被纳入探测因子中,这些因素也是影响“森林人家”空间演化的重

要驱动力,导致文章难以全面揭示“森林人家”空间演化的影响机制,后续有待搜集更加充分的数据开展更

为精细化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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