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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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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FC

个国家级#省!直辖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
计#

G3

H

'8

;

%

9!

函数#全局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

缓冲区分析#地理联系率等方法揭示重点村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C

"乡村旅游重点村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呈现
集聚型分布$且集聚程度逐渐增强'在集聚尺度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旅游重点村集聚强度的峰值由

I#J5

变化至
C""J5

'

!

"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各个城市之间分布不均匀#分层明显$数量上川多渝少$等级上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中心点
的高密度区居多'

#

"乡村旅游重点村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正相关集群效应$核密度分布以成都市#重庆市中心城区
为双核心点$向外延伸形成多个密集区和次密集轴带'

)

"自然环境#交通区位#社会经济#资源禀赋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
用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其中政策和高

K

级景区是影响重点村分布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关键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旅游'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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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的一种重要业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C

(

)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产业地位
不断提升$深刻影响着乡村产业发展区域格局与空间关系'

!

(

&乡村旅游的积极效应在多方面得到显现$使之成为
乡村发展*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

(

&在+安全健康*体验优质,的旅游需求中$进一步创新优化乡村旅游开发内容*

发展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C

年
C"

月
!"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下简称为+成渝经济圈,%进入提质增效
建设新时期)研究成渝经济圈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以增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和
高质量性$进而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文献逐年递增$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旅游与乡村旅游之间的关系'

)

(

*乡村
旅游目的地管理'

F

(

*乡村旅游影响'

E

(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

(

&国内研究包括乡村旅游资源与产品开发'

I

(

*乡村
旅游扶贫*乡村旅游与产业发展'

ONC"

(等)随着地理学科研究方法的融通$对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研
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中国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主要包括全国和省#直辖市%级的乡村旅
游重点村'

CC

(

*休闲农业示范区'

C!

(

*旅游扶贫重点村'

C#

(等分布特征&研究多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

泰森多边形等方法探究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类型*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工具*多元线性回归*缓冲区分析等
方法分析空间分布类型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成渝经济圈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城市旅游合作的理
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C)

(

*+文化
P

旅游,的产业融合路径'

CF

(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对策'

CE

(等定性研究和
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C$

(

*成渝旅游发展与城镇化的动态关系'

CI

(等定量探究&成渝旅游空间格局研究主要是
旅游经济空间格局'

CON!"

(和高铁对旅游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

!C

(

$旅游景区方面仅涉及
K

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

(

)

据此可知$学者们对成渝经济圈旅游发展的研究$集中于旅游业整体和城市旅游$很少聚焦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典型代表$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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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建设工作的通知.#办资源发
'

!"CO

(

O"

号%$决定遴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截至
!"!!

年已公布
)

批%$随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
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分别遴选省#直辖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截至

!"!!

年已分别公布
#

批%)本文选择成渝经济
圈

#FC

个国家级*省#直辖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以下简称+重点村,%为研究样本$通过
K+=UB<C"?!

软件$分析
并揭示成渝经济圈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规律$探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以促进乡村旅游优化发展*形成更好
的乡村振兴效应)

!

!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域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成渝经济圈地处中国西南地区$同

时连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包括重庆市主城
O

区#统称为+中心城区,%在内的重庆市
!$

个区
#县%以及渝东北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还包括四川省成都市在内的

CF

个市$它们的重点村数量汇总情况见表
C

)

参考刘大钧等人'

!#

(对成渝城市群的研究方法$将重庆市中心城区的
O

个区合并为
C

个城市来研究$则成渝
经济圈共计

#E

个市#区*县%)总面积达
CI?F

万
J5

!

$

!"!C

年常住人口
OIE"

万人$城镇化率超
E"V

$

!"!C

年地
区生产总值达

$?#O

万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
E?FV

)

表
!

!

成渝经济圈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汇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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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辖市% 城市 !"!"

年重点村
数量"个

!"!!

年重点村
数量"个 省#直辖市% 城市 !"!"

年重点村
数量"个

!"!!

年重点村
数量"个

四川

成都市
CE #!

眉山市
F CF

自贡市
) C!

宜宾市
E CF

泸州市
$ C$

德阳市
E C#

绵阳市
E C)

遂宁市
F C!

四川

广安市
F C#

达州市
F CE

雅安市
F CF

资阳市
) I

内江市
) CC

合计
O# !!E

乐山市
$ CE

均值
E?! CF?"$

南充市
I C$

重庆

中心城区
CC #"

璧山区
C

!

)

涪陵区
! E

万州区
# E

长寿区
C !

梁平区
# $

江津区
! )

丰都县
# E

合川区
! #

垫江县
! F

永川区
# F

重庆 忠县
! )

南川区
! F

黔江区
# F

綦江区
E CC

开州区
C #

潼南区
C #

云阳县
! #

铜梁区
! F

合计
F$ C!F

大足区
! #

均值
!?$C F?OF

荣昌区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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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的重点村包括国家级重点村和省#直辖市%级重点村两类)其中$国家级重点村数据来源于国家文

化和旅游部官网$

!"CO

/

!"!!

年共公布
)

批$成渝经济圈共计
E)

个&省#直辖市%级重点村数据来源于四川省文
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官网$

!"!"

/

!"!!

年各公布
#

批$成渝经济圈共计
#CO

个)其中
!

类
重点村重复数量为

#!

个$剔除重复计数部分$最终以
#FC

个重点村作为研究样本)为进一步探究成渝经济圈重
点村分布的变化特征$将重点村的研究期分为两个时间点进行对比分析$

!"!"

年#

CF"

个重点村%和
!"!!

年#

#FC

个重点村%)

成渝经济圈矢量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成渝经济圈的
#"5

分辨率
@SW

高程数据
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自-重庆统计年鉴

!"!!

.*

SX<

数据库以及成渝经济圈所涉市
#区*县%政府发布的统计公报)

数据处理方面$利用+百度地图的坐标拾取系统,$手工获取
#FC

个重点村的地理坐标$并使用
K+=UB<C"?!

软件将重点村转化成点要素矢量图层)虽然绵阳市平武县和北川县*达州万源市*雅安市天全县和宝兴县没有
在成渝经济圈的空间范围内$但考虑到它们对重点村总体数据的影响较小且各个区县的社会经济数据不易剔
除$遂仍将上述县域的重点村统计在各自所属地级市内)同时由于成渝经济圈中的+云阳和开州的部分地区,没
有说明具体的区域$遂将云阳和开州全部地区纳入研究范围)

!"?

!

研究方法
重点村作为地理空间中的点状要素$研究它们的分布一般分为空间分布和空间自相关分析$为全面具体地

认识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分布$选取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

G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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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全局空间自相关探究它们
的空间分布特征&选取地理探测器测度重点村分布的影响因素重要性&选取地理联系率方法识别重点村的分布
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选取缓冲区分析研究重点村的分布与地形地貌*水文*交通以及中心城市的关系)

!"?"!

!

平均最邻近指数
平均最邻近指数#

-78+-

1

8,8-+89:,83

1

0Y*+3,T8Z

$

K44B

%主要用于描述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分布类型$记为
"

K44B

)若
"

K44B

小于
C

$趋向于集聚分布&大于
C

$则为离散分布&等于
C

$则为随机分布)计算公式为!

"

K44B

#

#

$

%

#

C

&

%

"

$

"?F

"

$

"槡'

)

式中!

$

为重点村个数$

&

%

为第
%

个重点村与最邻近重点村的距离$

'

为成渝经济圈面积)

!"?">

!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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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描述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密度$用
!

$

#

"

%表示$值越
大$重点村分布密度越大)计算公式为!

!

$

#

"

%

#

C

$(

#

$

%

#

C

)

"

*

"

%

(

# %

)

式中!

(

表示指定带宽的平滑参数$

)

"["

%

(

# %

为核函数$

"["

%

为两个重点村之间的距离)

!"?"?

!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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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描述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分布的自相关属性及程度$全
局空间自相关统计量#

1

'*Y-'W*+-,

0

9+

%用
,

W*+-,

0

9+

表示$值为正$则为正相关&值为负$则为负相关)具体公
式为!

,

W*+-,

0

9+

#

$

#

$

%

#

C

#

$

-

#

C

.

%

-

#

"

%

*

"

%#

"

-

*

"

%

#

$

%

#

C

#

$

-

#

C

.

%

-

#

$

-

#

C

#

"

-

*

"

%

!

式中!

"

%

*

"

-

分别表示
%

*

-

区域重点村的观测值&

.

%

-

表示研究区范围内区域
%

与
-

的空间相邻权重矩阵值)

!"?"@

!

地理联系率
地理联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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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描述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分布的关联程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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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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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范围为
"

"

C""

$值越大$表示两个重点村之间关联程度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

#

C""

*

#

0

%

#

C

'

%

*

1

%

)

式中!

0

为研究区域个数$本文取
#E

&

'

%

指第一要素占全区与同类要素的百分比$本文表示某城市重点村占总重
点村数的百分比&

1

%

指第二要素占同类要素的百分比)

!"?"A

!

B4

C

50

+

#

7!

函数
G3

H

'8

;

0

9!

函数主要描述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在不同尺度下的集聚或离散情况$用
2

#

&

%表示)

2

#

&

%

$

"

则
为集聚分布趋势$

2

#

&

%

%

"

为离散分布趋势)计算公式如下!

2

#

&

%

#

'

#

$

%

#

C

#

$

-

#

C

)

%

$

-

#

$

#

$

*

C

%槡 *

C

$

%

&

-

)

式中!

'

为成渝经济圈面积$

)

%

$

-

为要素权重$

&

为重点村
%

*

-

之间的距离)

!"?"D

!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主要描述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解释力$用

3

表示)

3

值越大$表示影响因素的
重要度越高)计算公式如下!

3

#

C

*

C

$

!

!

#

2

(

#

C

$

(

!

!

(

)

式中!

2

为影响因素总类型数$

$

(

为第
(

类型因素重点村个数$

!

!和
!

!

(

分别为全区和第
(

类的方差)

>

!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空间分布
>"!

!

总体分布格局特征
>"!"!

!

数量分布
从重庆市和四川省两大研究区域来看$

!"!"

年和
!"!!

年重庆市整体的重点村数量都远小于四川省的重点
村数量#见表

C

%$

!"!"

年*

!"!!

年四川省
CF

个城市的重点村平均数分别取整后为
E

个和
CF

个$而重庆
!C

个区
县的重点村平均数分别取整后为

#

个和
E

个)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川渝两地自然资源与社会文化
差异!成都地区是天府之国$农业发达$地势平坦且交通便利$促使成都市民形成了较为强烈的休闲意识$推动成
都地区乡村旅游起步早*发展好$曾经是+中国乡村旅游样板,///成都郫县#现郫都区%农科村农家乐

COI$

年开
启$是中国农家乐旅游的发源地&

!""F

年成都在全国率先推行乡村酒店服务质量标准&

!"C"

年国家级乡村旅游
示范基地郫县的各方面情况全国领先)

从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整体情况来看$相较于
!"!"

年$

!"!!

年重点村的总数由
CF"

个增加至
#FC

个$增幅
高达

C#)V

&各个城市的重点村数量都有所增加$增加数绝对值最大的是重庆市中心城区和成都市$分别为
CO

个
和

CE

个)

>"!">

!

平均密度分布
尽管重点村总量上呈现出川多渝少的数量关系$但研究区域内四川省

CF

个城市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
$F?EV

$因而利用重点村的平均密度能进一步地反映它们的分布现状)运用
K+=UB<C"?!

软件的符号系统里的
自然断裂法将成渝经济圈

#E

个市#区*县%的
!"!"

年和
!"!!

年重点村密度分成
F

个等级$并统计每个等级所涉
及的城市#见表

!

*表
#

%)

对比
!"!"

年和
!"!!

年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平均密度发现!

C

%整体平均密度大幅度提升$

!"!!

年各城市最高达到
F)?OIF

个1万
J5

[!

$最低也有
E?OC!

个1万
J5

[!

)

!

%各等级城市数量$第
C

*

!

*

F

等级的城市数量基本没有变化$而第
!

*

#

等级的城市数目发生调转$

!"!!

年
位于第

#

等级的城市数目大量增加$多来自于
!"!"

年第
)

等级的城市)

#

%各等级城市空间分布$以
!"!!

年为例!第
!

等级
F

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主要围绕在第
C

等级的城市周围$

第
#

等级城市分布在研究区域的中心椭圆区$以成都市和重庆市中心城区两大核心城市展开&第
)

等级的城市
在第

#

等级城市形成的椭圆区域向外扩充$然而资阳市*合川区*长寿区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分别与成都市*重
庆市中心城区两大中心城市毗邻$但密度值却很低$显然

#

个城市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要加大力度$合理高效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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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中心城市乡村旅游资源&第
F

等级的
F

个城市均处在研究区域的边界位置$其中达州市*开州区*云阳县距
离最邻近中心城市的距离最远$说明受中心城市的客源和相关资源的辐射*带动有限$未来发展一方面要因地制宜$

开发独特资源*形成特色产品$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另一方面要借助上级政府调配资源*优化交通$提升中心城
市整体辐射能力)

表
>

!

成渝经济圈
>E>E

年重点村平均密度与等级
#$%&>

!

F30*$

6

090174.

+

$19

6

*$90,-20

+

3455$

6

07418/01

6

9(:8/,1

6;

41

6

<=,1,)4=84*=5041>E>E

密度等级 重点村平均密度"
#个1万

J5

[!

%

所涉城市 城市数量"个

第
F

等级
!

!?F!#

"

)?F!#

四川!雅安市*绵阳市*达州市*宜宾市
重庆市!云阳县 F

第
)

等级
$

)?F!#

"

$?IIE

四川!南充市*乐山市*泸州市*资阳市*广安市*内江市*眉山市
重庆市!江津区*长寿区*涪陵区*南川区*潼南区*云阳县 C#

第
#

等级
$

$?IIE

"

CC?CEC

四川!成都市*德阳市*自贡市*遂宁市
重庆市!合川区*璧山区*万州区*忠县*丰都县 O

第
!

等级
$

CC?CEC

"

CF?I$#

重庆市!铜梁区*大足区*黔江区*梁平区*垫江县
F

第
C

等级
$

CF?I$#

"

!$?IE#

重庆市!中心城区*綦江区*永川区*荣昌区
)

表
?

!

成渝经济圈
>E>>

年重点村平均密度与等级
#$%&?

!

F30*$

6

090174.

+

$19

6

*$90,-20

+

3455$

6

07418/01

6

9(:8/,1

6;

41

6

<=,1,)4=84*=5041>E>>

密度等级 重点村平均密度"
#个1万

J5

[!

%

所涉城市 城市数量"个

第
F

等级
!

E?OC!

"

O?OEO

四川!雅安市*绵阳市*达州市
重庆市!开州区*云阳县 F

第
)

等级
$

O?OEO

"

C)?")F

四川!南充市*乐山市*宜宾市*泸州市*资阳市
重庆市!江津区*合川区*长寿区 I

第
#

等级
$

C)?")F

"

!$?#O)

四川!成都市*德阳市*眉山市*内江市*自贡市*遂宁市*广安市
重庆市!潼南区*大足区*南川区*涪陵区*丰都县*忠县*黔江区*万州区 CF

第
!

等级
$

!$?#O)

"

)"?"!$

重庆市!铜梁区*永川区*綦江区*梁平区*垫江县
F

第
C

等级
$

)"?"!$

"

F)?OIF

重庆市!中心城区*璧山区*荣昌区
#

>">

!

时空集聚特征
>">"!

!

时空集聚类型
运用

K+=UB<C"?!

的平均最邻近分析工具$计算得到
!"!"

年和
!"!!

年两个时间点重点村的平均观测距离*

预期平均距离*平均最邻近指数*

4

得分及
5

值$其中平均最邻近指数用于判断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分布类型$

4

得分及
5

值结果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量度$前者表示标准差的倍数$后者表示概率#下同%)结果显示#表
)

%$

!"!"

年和
!"!!

年的平均最邻近指数均小于
C

$同时指数从
!"!"

年的
"?$)F

下降到
!"!!

年的
"?EO$

$说明成渝
经济圈重点村分布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集聚形态$且集聚程度逐渐增强&平均观测距离*预期平均距离以及

4

得
分都大幅度下降&

5

值都为
"

$说明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
@

!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平均最邻近指数
#$%&@

!

F30*$

6

010$*07.104

6

/%,*4190G,-=,(1.407$19=4.407418/01

6

9(:8/,1

6;

41

6

<=,1,)4=84*=50

年份 重点村个数"个平均观测距离"
5

预期平均距离"
5

平均最邻近指数
4

得分
5

值 分布类型
!"!"

年
CF" CEF)!?IC" !!!""?EOC "?$)F [F?O$C "

集聚
!"!!

年
#FC C"!I)?#"! C)$E"?C"! "?EO$ [C"?IEI "

集聚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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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空集聚尺度
运用

K+=UB<C"?!

的
G3

H

'8

;

0

9!

函数分析成渝经济圈重点村时空集聚的多尺度特征$会得到期望值*观测
值*置位区间#高值*低值%$集聚尺度判断$若观测值大于期望值$且观测值大于置信区间高值则集聚&若观测值
小于期望值$且观测值小于置信区间低值则离散&其他情况随机分布)通过观测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值来判断
集聚程度的强弱$差值越大$则集聚程度越高)从集聚尺度变化看#图

C

%$

!"!"

年和
!"!!

年所有尺度下的
!

函
数观测值均高于期望值$且观测值也在高置信区间线以上$说明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在不同尺度下均呈现具有统
计学意义上的集聚)从集聚程度强弱变化来看$

!"!"

年重点村的集聚程度呈现+弱/强/弱/强/弱,交替变化
的趋势$在

I#J5

附近达到最强集聚程度&

!"!!

年集聚程度符合+弱/强/弱,的趋势$

C""J5

处的集聚程度
最强)

$

!

>E>E

年
%

!

>E>>

年

图
!

!

不同时期成渝经济圈重点村
B4

C

50

+

#

7!

函数图
H4

6

&!

!

B4

C

50

+

0

7!-(1=.4,194$

6

*$),-20

+

3455$

6

07418/01

6

9(:8/,1

6;

41

6

<=,1,)4=84*=504194--0*01.

C

0*4,97

>">"?

!

时空集聚密度
运用

K+=UB<C"?!

软件的核密度分析工具$计算得出
!"!"

年和
!"!!

年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空间核密度$分
为

F

个等级$并对重点村的分布进行可视化处理#见图
!

%)

$

!

>E>E

年
%

!

>E>>

年

!!!

注!底图来源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审图号!

U<!"!"

#

)ECO

%$下同)

图
>

!

不同时期成渝经济圈重点村核密度估计
H4

6

&>

!

<7.4)$.4,1,-=,*090174.

+

,-20

+

3455$

6

07418/01

6

9(:8/,1

6;

41

6

<=,1,)4=84*=504194--0*01.

C

0*4,97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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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重点村的核密度分布图显示$形成以+重庆市中心城区,和+成都市,为主的一级高密集点$以+乐山
市,和+泸州市,为辅的二级次密集点$同时以这

)

个点向外延伸形成多个不连续的三级较高密集带$总的来说重
点村密集区主要分布在距离就近区域中心城市较近的区域$如靠近成都市中心的+绵阳/德阳/成都/眉山/

乐山,中西部地区重点村密集带更丰富$而稍微远离的东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密集区*密集带出现&以重庆市中心
城区为中心点向西辐射最远可至大足$向东南辐射至綦江$向东北辐射的能力较弱$以至于重庆东北部区域的重
点村核密度均为第

)

*

F

等级)

!"!!

年的重点村整体分布相较于
!"!"

年依旧保持以+重庆市中心城区,和+成都市,为成渝中心的一级高密
集点$且高密集区域变大$同时在

!"!"

年的基础上新增了几个
!

级次密集点$而
!"!"

年的
!

级次密集点消失)

总体来说以成都市为中心的+西南/东北,方向的重点村分布趋势没有太大变化$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中心的
集聚区域变大$越接近重庆市中心城区的核密度值越大$集聚程度越高$且向四周辐射的能力增强$由点辐射转
为块辐射)渝东北地区离重庆市中心城区较远$相较于

!"!"

年$虽然也在各城市连接处形成了次核心点$在梁
平区形成了新的第

#

等级集聚区$但城市之间的集聚程度不够$未形成大的集聚带$表明该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
要加强区域合作$以点带面$进一步拉动达州市*开州区*云阳县*万州区和忠县的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为重点村
的设立奠定物质基础)

>"?

!

时空分异特征
为判断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呈现的+双核多区两轴带,总体集聚分布是否与内部相互影响有关联*重点村的分

布是否具有集群效应$参考王秀伟等人的做法'

!)

(

$利用
U8*T-

软件对成渝经济圈重点村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计
算

W*+-,

0

9+

指数值*

5

值和
4

得分#表
F

%)

!"!"

年和
!"!!

年的
W*+-,

0

9+

指数值分别为
"?)OF)

*

"?#OEI

$

4

得分分别为
C"?!EOE

*

C!?OC#!

$

5

值均为
"?""C

$小于
"?"C

$表明
!"!"

年和
!"!!

年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分布呈现
统计学意义上的正相关&但

W*+-,

0

9+

指数值由
"?)OF)

下降至
"?#OEI

$说明虽然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呈现集聚
分布$但是集聚程度有所下降$这是因为

!"!"

年的重点村数目只有
CF"

个$而
!"!!

年增加至
#FC

个$分布的范围
扩大$因此空间集聚程度稍有下降)

表
A

!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A

!

F1$5

+

747,-

6

5,%$57

C

$.4$5$(.,=,**05$.4,1,-20

+

3455$

6

07418/01

6

9(:8/,1

6;

41

6

<=,1,)4=84*=50

年份 重点村个数
W*+-,

0

9+

指数值
5

值
4

得分 相关类型
!"!"

年
CF" "?)OF) "?""C C"?!EOE

空间正相关
!"!!

年
#FC "?#OEI "?""C C!?OC#!

空间正相关

?

!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

!

影响因素选取及指标体系构建
筛选

/4RB

中核心期刊中研究+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表
E

%$选取自然环境*交
通区位*社会经济*高

K

级景区和政策等因素$研究它们对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空间分布影响程度的重要性)

选取成渝经济圈各城市
!"!C

年的
@SW

数字高程*经济发展*常住人口*可支配收入等数据$运用地理探测
器分析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利用

K+=UB<C"?!

创建
FJ5\FJ5

的栅格$共提取
I#"O

个
采样点)除水文条件按照采样点落入的河流缓冲区不同而手动分级外$其他

CC

个因变量均采用自然最佳断裂
点法对具体数值进行分级#分为

F

级%处理$将它们由数值量转换为类型量$选取重点村核密度值为自变量
6

$最
后将

7

和
6

赋值到网格)

?">

!

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结果
根据表

$

显示$

C!

个指标
3

值的排名从大到小依次为政策#

"?FFF

%*高
K

级景区#

"?)O)

%*距中心城市
#

"?)"F

%*人均
U@X

#

"?#OI

%*坡度#

"?#OF

%*海拔高度#

"?#)C

%*可支配收入#

"?##E

%*路网密度#

"?!IO

%*常住人口
#

"?CEI

%*公路客运量#

"?"E#

%*邻近交通距离#

"?"E!

%*水文条件#

"?""E

%$其中排名靠前的
F

个指标在
F

类影响
因素中均有体现$说明政策*高

K

级景区*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对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空间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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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起主要影响作用)

表
D

!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列表
#$%&D

!

I47.,-*0503$1.9,=()01.7,1

+

41-5(01=41

6

-$=.,*7,-7

C

$.4$5947.*4%(.4,1,-20

+

*(*$5.,(*47)3455$

6

07

,

研究对象 影响因素选取 文献
中国

C"""

个乡村重点村 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交通配套*景区资源*政策环境 文献'

!)

(

首批
#!"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区位条件*客源市场规模*政策及创新环境 文献'

CC

(

西南地区
!""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自然要素*经济发展*交通*客源因素 文献'

!F

(

东北地区
I$

个乡村旅游重点 地形地貌*水文条件*道路交通*区位 文献'

!E

(

中国
#C)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传统文化*旅游资源*社会经济*基础设施 文献'

!$

(

表
J

!

影响因素及
"

值探测结果
#$%&J

!

K1-5(01=0-$=.,*7$19

"

3$5(090.0=.4,1*07(5.7

影响因素 具体指标 指标解释
3

值
5

值 排名

自然环境
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具体数值

"?#)C "

第
E

坡度 坡度具体数值
"?#OF "

第
F

水文条件 设置
F

*

C"

*

CF

和
!"J5

缓冲区
"?""E "

第
C!

交通区位

邻近交通距离 村落距邻近公路距离
"?"E! "

第
CC

距中心城市 距最近行政城市驱车距离
"?)"F "

第
#

路网密度 年道路通车里程与各区域面积之比
"?!IO "

第
I

公路客运量 公路客运量
"?"E# "

第
C"

社会经济
常住人口 年末常住人口数

"?CEI "

第
O

人均
U@X

人均
U@X "?#OI "

第
)

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E "

第
$

高
K

级景区
#K

及以上景区数
#K

及以上景区数量
"?)O) "

第
!

政策 相关政策数量 乡村旅游*成渝经济圈等出现次数
"?FFF "

第
C

从
3

值大小分析重点村分布的影响权重发现$政策是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分布的首要因素$因为国家级*省
#直辖市%级的重点村是由各地区遴选$再由专家从各方面对所选乡村的综合潜力进行评审$最终再对重点村的
资格进行认定)因此重点村遴选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各地区政府政策的指导和支持)高

K

级景区是影响重点村
分布的第

!

重要因素$究其原因$高
K

级景区良好的品牌效应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会带动周围乡村的经济*旅游和
人文发展$先一步具备申报重点村的必要条件)水文条件对重点村分布的影响作用是最微弱的$因为在全国的
有关评审标准中并没严格规定重点村的水文条件$而是对生态环境有所要求$比如水质)事实上$更好地保护和
利用水资源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各乡村旅游地的水质普遍较好)

?">"!

!

自然环境因素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显示$代表自然环境因素的海拔高度*坡度和水文条件

#

个指标的
3

值分别为
"?#)C

*

"?#OF

和
"?""E

$且都通过了
CV

的显著性检验)

C

%海拔*坡度的影响)根据四川省和重庆市的
@SW

数据提取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空间高程信息#图
#

%$得
到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平均海拔为

FI!5

$其中!

!))

个重点村海拔高度都在
E""5

以下$占比为
EO?F!V

&其余
C"$

个重点村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四川盆地以外的区域$占比为
#"?)IV

)分布在海拔高度
#""

"

)""5

的重点村
最多$达到

O#

个$占总数的
!E?F"V

&分布在海拔高度在
E""

"

C#""5

范围内的重点村个数为
O$

个$占总数的
!$?E)V

&海拔高度超过
!"""5

的重点村只有
#

个$占总数的
"?IFV

)说明重点村的分布会受区域内海拔影
响$海拔较低的地区重点村分布数量较多$且分布更密集)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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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成渝经济圈的空间高程信息制作坡度图#图
)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平均坡度为
!C]

$总体上重点村分
布在坡度较低的区域$其中坡度在

"]

"

C"]

范围内的重点村数目最多$达到
C!"

个$占总数的
#)?COV

&坡度小于
#"]

的重点村有
!$"

个$占总数的
$E?O!V

$说明在坡度较低的地区重点村分布得更多)

图
?

!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与海拔分布关系
H4

6

&?

!

B05$.4,17/4

C

%0.L00120

+

3455$

6

0741

8/01

6

9(:8/,1

6;

41

6

<=,1,)4=84*=50$19$5.4.(90947.*4%(.4,1

图
@

!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与坡度分布关系
H4

6

&@

!

B05$.4,17/4

C

%0.L00120

+

3455$

6

07$1975,

C

0947.*4%(.4,1

418/01

6

9(:8/,1

6;

41

6

<=,1,)4=84*=50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多分布在海拔较低*坡度较小的地区$这是因为海拔高程和坡度越低的地区对外交通便
利*土地利用率更高$适合人口*产业的集聚$有利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游客的进出$因而乡村旅游发展较好从
而成为重点村)海拔和坡度较高的地区$自然环境复杂多变$交通*基础建设不完善$不利于人口定居和大力开
展乡村旅游)

!

%水文条件的影响)水是万物之源$生活生产都离不开水资源)河流水系是农业生产的基础$也在乡村自
然生态系统中占据绝对地位)水文条件优异的区域更易于人口定居*农业发展和乡村旅游)成渝经济圈内河网
丰富$整体属于长江水域$包括长江上游$长江一级支流岷江*沱江和嘉陵江$长江二级支流渠江和涪江$丰富的
河流水系有利于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运用
K+=UB<C"?!

的缓冲区分析工具$将成渝经济圈内
)

级及以上的主要河流进行
F

*

C"

*

CF

和
!"J5

缓冲
区分析#表

I

%$发现重点村沿着主要河流分布$在河流丰富的地区分布更集聚$其中以重庆市中心城区最具有代
表性)进一步叠加重点村和河流缓冲区进行分析统计$在

FJ5

河流缓冲区内有
CCI

个重点村分布$占总数的
##?E!V

&

C"J5

河流缓冲区内有
!""

个重点村$占总数的
FE?OIV

&

CFJ5

河流缓冲区内有
!E$

个重点村$占总
数的

$E?"$V

&

!"J5

河流缓冲区内有
#")

个重点村$占总数的
IE?E"V

&说明主要河流的分布是影响成渝经济圈
重点村分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表
M

!

主要河流缓冲区各距离内重点村统计
#$%&M

!

'.$.47.4=7,-20

+

3455$

6

07L4./41./0947.$1=0,-)$41*430*%(--0*N,10

缓冲区距离"
J5

重点村"个 累计重点村"个 累计百分比"
V

F CCI CCI ##?E!

C" I! !"" FE?OI

CF E$ !E$ $E?"$

!" #$ #") IE?E"

?">">

!

交通区位因素
根据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显示$交通区位因素的邻近交通距离*距中心城市*路网密度和公路客运量

的
3

值分别是
"?"E!

*

"?)"F

*

"?!IO

和
"?"E#

$且都通过了
CV

的显著性检验)

C

%距中心城市的影响)成渝经济圈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是以成都市*重庆市中心城区为核心点向外延伸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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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选择成都市*重庆市的行政中心$利用
K+=UB<C"?!

的缓冲区分析工具$做
C"

"

C)"J5

缓冲区分析$各
级缓冲区的重点村数量统计#表

O

%显示!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分布与成都市*重庆市中心城区两大核心的距离关
系不大$各级缓冲区内的重点村数量并没有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说明二者对乡村旅游的辐射作用有限)

表
O

!

成渝经济圈区域中心城市缓冲区距离内重点村统计
#$%&O

!

'.$.47.4=7,-20

+

3455$

6

07L4./41./0%(--0*N,10,-=01.*$5=4.407418/01

6

9(:8/,1

6;

41

6

<=,1,)4=84*=50

缓冲区距离"
J5

重点村"
个

累计重点村"
个

缓冲区距离"
J5

重点村"
个

累计重点村"
个

缓冲区距离"
J5

重点村"
个

累计重点村"
个

C" C C E" !C $C CC" !C CEF

!" C" CC $" !" OC C!" CI CI#

#" CI !O I" C! C"# C#" !# !"E

)" C" #O O" !" C!# C)" CE !!!

F" CC F" C"" !C C))

进一步分析邻近城镇对重点村分布的影响)选取成渝经济圈
#E

个市#区*县%的行政中心$利用
K+=UB<

C"?!

的缓冲区分析工具$设置
C"

*

!"

*

#"

*

)"

和
F"J5

缓冲区进行分析$统计频数#表
C"

%显示!

C"J5

缓冲区内
重点村有

#E

个$

!"J5

缓冲区内重点村有
O$

个$

#"J5

缓冲区内重点村有
EO

个$

)"J5

缓冲区内重点村有
F$

个$

F"J5

缓冲区内重点村有
#$

个)不难看出$

!"J5

缓冲区以内$重点村数量随着邻近城镇的距离增加而增
加&而在

!"J5

缓冲区以外$随着与邻近城镇的距离增加$重点村数量逐渐减少$表明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受邻近
城镇的辐射影响在

!"J5

缓冲区达到最高点$而后影响逐渐减弱$说明邻近城镇的辐射作用有限)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空间分布$与邻近城镇关系密切$与区域内特大城市关系不大$一方面证明+环城游憩
带,

'

!I

(的存在$另一方面要注意环+城,的类别正在发生变化///先前环+特大城市,+大城市,$但随着中国人民生
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小城市的居民出游率也得到提升$小城市周围催生和发展乡村旅游目的地正在成为更加普
遍的现实$这将给予乡村旅游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表
!E

!

成渝经济圈区域中心城市缓冲区距离内重点村统计
#$%&!E

!

'.$.47.4=7,-20

+

3455$

6

07L4./41./0%(--0*N,10,-./010$*07.*0

6

4,1$5=01.0*=4.

+

418/01

6

9(:8/,1

6;

41

6

<=,1,)4=84*=50

缓冲区距离"
J5

重点村"个 累计重点村"个
C" #E #E

!" O$ C##

#" EO !"!

)" F$ !FO

F" #$ !OE

!

%邻近交通距离的影响)乡村旅游主要是城市居民短距离*短时间的出游$旅游者多选择公路交通出行$包
括自驾游*客运等$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公路网分布与重点村分布的关系)

成渝经济圈内分别以成都市和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中心构建了包括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在内的
公路交通网#图

F

%$重点村大多都沿着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分布$县道*乡道分布密集的地区重点村分布也更密
集$其中以重庆市中心城区最具代表性$相反在成渝经济圈的西南地区公路网相对稀疏$重点村分布少且分散)

为进一步探讨公路交通网的辐射范围$利用
K+=UB<C"?!

的缓冲区分析工具$对成渝经济圈内主要公路分别设
置

F

*

C"

和
!"J5

缓冲区$分析道路交通对重点村分布的影响#图
E

%)结果显示!

FJ5

缓冲区内有
!#"

个重点村
分布$占总数的

EF?FV

&

C"J5

缓冲区内重点村累计
!OE

个$占总数的
I)?#V

&

!"J5

缓冲区内重点村累计高达
#)"

个$占总数的
OE?OV

$仅有
CC

个重点村不在主要公路
!"J5

的缓冲区范围内)因此$交通道路的分布会影
响重点村的分布$具体而言$重点村以+集聚形态,分布在公路交通网密集区&以+分散形态,分布在公路交通网稀
疏区域)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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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成渝经济圈公路交通网
H4

6

&A

!

P4

6

/L$

+

.*$--4=10.L,*2,-8/01

6

9(:8/,1

6;

41

6

<=,1,)4=84*=50

图
D

!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主要公路缓冲区
H4

6

&D

!

Q$41/4

6

/L$

+

%(--0*N,10,-20

+

3455$

6

0741

8/01

6

9(:8/,1

6;

41

6

<=,1,)4=84*=50

?">"?

!

社会经济因素
根据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因素的常住人口*人均

U@X

和可支配收入的
3

值分别为
"?CEI

*

"?#OI

*

"?##E

$且都通过了
CV

的显著性检验)其中人均
U@X

和可支配收入对重点村分布影响比较大)

选取国民生产总值和常住人口作为衡量社会经济的指标$运用地理联系率计算公式$测算重点村与经济发展的
空间关联程度)测算得出的重点村空间分布与

U@X

的地理联系率为
$#?F!

$与常住人口的地理联系率为
IC?)$

$

说明重点村的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常住人口有一定的空间耦合性)社会经济的发展会给区域内带来
各种资源$资源的溢出效益会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地区内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

地区内常住人口是邻近乡村旅游区的重要客源$常住人口越多$乡村旅游潜在的客流量也会越多)

@

!

结论与讨论
成渝经济圈

#E

个市#区*县%在
!"!"

年和
!"!!

年的重点村分布是不均匀的$分层情况突出)从数量来看$相
较于

!"!"

年$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在
!"!!

年的总数虽增加了
C#)V

$但依旧保持+川多渝少,的分布&从平均密度
值来看$

!"!"

年到
!"!!

年之间$各城市整体平均密度大幅度提升$最高达到
F)?OIF

个1万
J5

[!

$各密度等级的
城市数符合正态分布$但峰值发生变化)

两个时期重点村的集聚特征不同)在集聚类型上$成渝经济圈重点村
!"!"

年和
!"!!

年平均最邻近指数分
别为

"?$)F

和
"?EO$

$总体呈现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逐渐增强&在集聚尺度上$成渝经济圈重点村集聚强度的峰
值由

I#J5

变化至
C""J5

&在集聚密度上$成渝经济圈重点村
!"!"

年和
!"!!

年总体上都以+成都市,和+重庆市
中心城区,为两个主核心点$依次以核心点向外延伸形成多个密集区和次密集轴带$相较于

!"!"

年$

!"!!

年的两
大主核心点核密度值更高且辐射范围更广)

成渝经济圈重点村
!"!"

年和
!"!!

年
W*+-,

0

9+

指数值分别为
"?)OF)

*

"?#OEI

$则分布呈现统计学意义上
的正相关$且指数值变小$说明重点村的分布具有集群效应$但效应减弱)

自然环境*交通区位*社会经济*资源禀赋和政策等因素会影响成渝经济圈重点村的分布)成渝经济圈重点
村主要集中分布在低海拔*低坡度*河流水系丰富*交通通达的区域$国民生产总值和常住人口会正向促进重点
村的集中分布)

本文研究对象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
)

批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以及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分别公布的

#

批省#直辖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共计
#FC

个研究对象$由于数据
的统一性$只研究了国家级*省级合并重点村的整体空间分布$缺乏对重点村分级别*分类型进行时空演变分析)

相较长江经济带*西南地区*四川省等研究区域的传统村落'

!ON#"

(

*高级别景区'

#C

(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成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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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经济圈重点村的集聚性较弱$核密度分布差异较大)影响因素多分为自然因素*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因素$但
对于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的分析还需考虑品牌效应和创新意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会对高级别景区的集聚分布
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经济发展缓慢也并不影响传统村落的留存$相反会形成经济落后型村落集聚类型&与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分布的影响因素相比$成渝经济圈重点村分布受自然因素影响作用靠后$受政策影响最大)

未来会进一步丰富影响因素$例如细分政策的影响*增加政策等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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