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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时空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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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海市乡村振兴和水库移民工作局,广西北海 536001;2.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3.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城市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总收入是城市旅游规模的主要构成单元,分析城市旅游规模时空分布能够更全面

地反映区域内城市旅游发展格局的变化特征。本研究利用北部湾城市群10个城市2010-2018年的旅游总人

次和总收入的数据资料,基于熵权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
tion)法归一化计算旅游规模指数,通过变异系数、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Global

 

Moran’s
 

I)、引力模型定量

分析各个城市的时空差异和空间联系强度,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北部湾城

市群旅游规模指数整体上“西强东弱”,2010年、2013年和2015年城市旅游规模在空间上呈负相关、离散分布,

2018年呈正相关、趋向聚集;(2)城市群旅游规模和内部联系强度整体上明显提升,形成以南宁为核心、北海为

次核心、湛江为边缘核心的基本格局;(3)2010年排名前5位的影响因子是旅行社数量、铁路客运量、第三产业

比重、人均GDP和高质量旅游资源数量,2018年排名前5的影响因子是城市交通密度、水路客运量、铁路客运

量、人均GDP和航空吞吐量,城市旅游影响因子交互后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不同因子交互作用高于单因

子作用。本研究发现北部湾城市群内部城市旅游空间差异性持续存在,但差异性逐渐缩小,城市之间相互作

用、联系强度逐渐增强,影响旅游主导因素由传统依赖旅游资源、旅游配套设施条件、经济发展条件向交通通达

度转变。研究结果可为优化北部湾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和旅游资源配置,构建相对合理的城市群体系提供

参考。
关键词:旅游规模 差异性 时空格局 联系强度 北部湾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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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城市旅游 经济与其他产业高度耦合,已成为城市群旅游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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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方式[1],而城市旅游经济的直观表现是年度

旅游总人次和旅游收入水平,两者结合即为旅游规

模,其规模的大小能够反映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水

平、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高低,开展城市旅游规模研

究,对具有密切关联的城市群体调整发展策略、城市

旅游定位和市场导向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北部湾

城市群是2017年1月20日由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

的国家级城市群,是我国面向东南亚的门户型区域,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群,优化北部湾城市群旅

游产业结构对解决区域内部矛盾、提升综合国际竞争

力和塑造国际形象意义深远。

  城市旅游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原理是立足空间结

构,按照区域类型、发展背景、空间层级布局研究城市

旅游发展水平[2]。当前,国内外城市群旅游规模研究

主要集中在建立旅游评价指标体系,从国际[3]、国

家[4,5]、省域[6,7]、市域[8,9]等不同尺度,对区域内城市

旅游空间特征、时空演化、旅游发展竞争力等方面进

行研究,通过空间特征演示特定区域不同城市旅游角

色动态转换、作用关系。空间计量分析是国内外研究

城市群旅游规模的主要方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区

域旅游空间作用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外学者采

用较多的方法有对比分析[10]、重力模型和距离衰减

函数模型[3]、空间计量经济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

GIS和编程语言可视化分析[11]、结构位移和时序分

析[12]等,侧重于对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的城

市旅游规模差异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测度。我国城市

群发展迅速,对城市群的旅游研究相比国外更加丰

富,主要从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13,14]、旅游产业发展

路径构建[15]和空间差异性[16]等方面,对京津冀、长
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展成熟、规模大的城市群进行

研究。目前关于北部湾城市群城市旅游的研究极少,
张锐[17]从旅游交通的角度,运用距离度量模型和

Arc
 

GIS研究了高铁对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

的影响,李志勇等[18]和黄亚芬等[19]基于因子分析

法,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北部湾城市群各城市旅

游发展竞争力得分情况进行排序,提出相应的对策建

议。现尚未见将城市旅游竞争力和旅游潜力结合分

析,在动态变化中揭示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份旅游规模

的变化、空间异质性、联系性,并从空间角度分析造成

这种异质性和联系性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开展旅游

研究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且快速成长的北部湾城市

群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选取北部湾城市群2010-
2018年的数据,将10个主要城市的旅游总人次和旅

游收入作为研究城市旅游规模的主要指标,采用熵权

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
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法[20]、变异系数、全局自

相关莫兰指数I(Global
 

Moran’s
 

I)、引力模型和地

理探测器,借助Geoda和Arc
 

GIS
 

10.7软件,从时空

差异性和空间结构分析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发展

格局演化,解析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效度,以期

为北部湾城市群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市群旅游高质

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2010年北部湾城市群旅游总人次为8
 

898.48
万、旅游总收入为703.98亿元,2018年旅游总人次

为4.021亿,旅游总收入为4
 

983.27亿元,分别达到

2010年的4.52倍和7.08倍(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

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海南统计年鉴》)。由于海南

省儋州市数据缺失,以及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临
高县均为县级行政单元,本研究重点以湛江、茂名、阳
江、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崇左、海口等10
个地级市作为北部湾城市群研究范围(图1)并进行

对比分析。

  北部湾城市群矢量数据均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

息中心网站(http://www.ngcc.cn/ngcc/),用于测

算城市旅游的两个指标(城市旅游总人数与旅游总收

入),以及分析影响旅游规模的高质量旅游资源数量

(3A级以上级别的旅游景区)、旅行社数量、3星级以

上级别的酒店、人均GDP、城镇化率、城市交通密度、
第三产业比重、公路客运量、水路客运量、铁路客运量

和航空吞吐量等原始数据,均来自2010-2019年《广
西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海南统计年鉴》以及各

地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

1.2 熵权TOPSIS法

  熵权TOPSIS法[20]基本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设定m 个评价指标,n 个评价对象,构建

评价矩阵,选取Xij 为第i个评价指标对应的第j个

评价对象的数据值,i=1,2,…,m,j=1,2,…,n,可
以得出正向化矩阵

  X =

x11 x12 … x1m

x21 x22 … x2m

︙ ︙ ⋱ ︙

xn1 xn2 … xn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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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部湾城市群研究范围[审图号GS(2020)4630号]

Fig.1 Study
 

scope
 

of
 

Beibu
 

Gulf
 

urban
 

agglomeration
 

[drawing
 

review
 

No.GS(2020)4630]

  第二,对所建立的评价矩阵X 进行标准化处理

后可以得到新的矩阵Z,其矩阵中每个数值计算方

法为

  Zij =
xij

Σ
n

i=1
x2

ij

。 (2)

  第三,确定最优方案Z+ 和最劣方案Z- ,若原始

数具有趋同化,则

  最优方案Z+=(Z+
1,Z+

2,Z+
3,…,Z+

n), (3)

  最劣方案Z-=(Z-,Z-
2,Z-

3,…,Z-
n)。

  第四,计算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最劣方案之间

的加权欧氏距离D+
i 与D-

i:

  D+
i = ∑

n

j

(Wp(Zij -Z+
ij))2, (4)

  D-
i = ∑

n

j

(Wp(Zij -Z-
ij))2 ,

式 中, Z+
ij = maxZij  1≤i≤m  ,Z-=

min{Zij}(1≤i≤m),Wp 为旅游人口规模和旅游收

入的权重,i=1,2,…,m,j=1,2,…,n。

  第五,计算城市旅游规模指数Si:

  Si=
D-

i

D+
i +D-

j

, (5)

式中,Si∈ 0,1  ,Si 越趋向于1,说明第i个城市旅

游规模指数越高,越接近旅游发展最高水平。根据式

(5)依次计算出2010-2018年各市旅游规模指数。

1.3 区域差异性指标

1.3.1 变异系数(CV)

  CV=
∑
n

i=1
Si-S

-

  2/n

S
-

, (6)

式中,Si 为第i个城市的旅游规模指数,S
-

表示城市

旅游规模指数的平均值,n为城市总个数。根据公式

(6)计算出2010-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城市旅游规

模水平的变异系数。

1.3.2 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Global
 

Moran’s
 

I)

  本研究主要运用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Global
 

Moran’s
 

I)对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指数空间聚集

情况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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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n

i=1
∑
m

j=1
wij(Si-S

-
)(Sj -S

-
)

T2∑
n

i=1
∑
m

j=1
wij

, (7)

式中,T2 为样本方差,Si 表示第i个城市的旅游规

模指数,Sj 表示第j个城市的旅游规模指数,S
-

城市

旅游规模指数的平均值,wij 表示城市i与城市j之

间的空间权重矩阵。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 取值于

-1和1之间,当0<I≤1时,说明北部湾城市群城

市旅游规模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当-1≤I<0时,说
明在空间上呈负相关,当I=0时,空间上呈随机

分布[21,22]。

1.3.3 引力模型

  通过Arc
 

GIS
 

10.7地图投影选取要进行分析的

北部湾城市群矢量值,然后利用矢量值转为点要素,
并以地理坐标计算出两两城市之间的最短距离。城

市之间连线越多,连线颜色越深,线条越粗,说明这个

城市在北部湾旅游空间格局中影响力越大,其旅游发

展水平越高,在区域内形成旅游发展中心。本研究依

据自然断点法,将引力强度分为最强、较强、一般、较
弱和弱等5个层次。其计算公式是

  Gij =k
SiSj

db
ij

, (8)

式中,Gij 表示i和j 两个城市之间的引力值;Si 、

Sj 分别代表城市i和城市j的旅游规模指数;dij 表

示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k 为标准化系数,一般取值

为1;b为距离摩擦系数,一般取值为2。

1.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能够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揭
示地理空间分异背后驱动力的统计学方法[23],其核

心思想是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自

变量与因变量在空间上具有相似性[2325]。利用 Arc
 

GIS
 

10.7将所获取的矢量数据图投影后,建立北部

湾城市群渔网图,要素转栅格,对栅格数据进行重分

类,将重分类后的各项指标与城市旅游规模指数进行

采样分析,得出可供地理探测的数据。其表达式为

  q=1-
∑
L

h=1
Nhσ2h

Nσ2
, (9)

式中,h=1,2,…;L 为因变量Y 与自变量X 的分层

或分类;σ2 为北部湾城市旅游规模指数的方差;σ2h
为次一级区域城市旅游规模指数的方差;Nh 和N 分

别为层h 和全区单元个数;q 为探测因子X 的探测

值,q值越高,说明探测因子对城市旅游规模指数空

间分异的作用性越强。

  地理探测因子交互探测是评估两两指标交互作

用,及对因变量城市旅游规模指数解释力的增强或减

弱的程度,经分析得出结果主要呈现非线性减弱、单
因子非线性减弱、独立、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5
种情形。

1.5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从地方旅游资源、经济活力、旅游配套设施和交

通通达度等4个方面选取北部湾城市群高质量旅游

资源数量(X1)、旅行社数量(X2)、中高级酒店数量

(X3)、人均GDP
 

(X4)、城镇化率(X5)、城市交通密

度(X6)、第三产业比重(X7)、公路客运量(X8)、水路

客运量(X9)、铁路客运量(X10)和航空吞吐量(X11)
等影响旅游发展的11个基本因子作为解释变量,构
建北部湾城市群旅游格局时空分布评价指标体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指数评价

  南宁旅游规模指数在北部湾城市群范围内为最

优理想值,得分为1,且2010-2018年一直排在第一

位,2010年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南宁、北海、海口、玉
林、崇左,2018年排前5位的分别是南宁、玉林、北
海、崇左、钦州(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0年和2018年,南宁、茂
名和阳江的排名没有发生变化,南宁排名第1,阳江

旅游规模指数最低。在2010年排名中,南宁是排名

第2位北海(0.196
 

5)的5.09倍,是排名第10位阳

江(0.004
 

7)的212.77倍;在2018年排名中,南宁是

第2位玉林(0.328
 

0)的3.05倍,是第10位阳江

(0.008
 

9)的112.36倍;城市群内部旅游规模指数差

距趋向缩小。钦州、玉林、崇左和防城港等4个城市

实现动态正增长,海口呈负增长,回落5个名次,北
海、湛江也回落1个名次。从得分情况上来看,除了

南宁保持历年最好状态和海口得分降低之外,其他8
个城市的旅游规模指数均有所增长,尤其钦州和玉林

的旅游规模指数增长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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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0-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城市旅游规模指数

Table1 Tourism
 

scale
 

index
 

of
 

Beibu
 

Gulf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0
 

to
 

2018

城市
City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Zhanjiang 0.094
 

6 0.139
 

3 0.182
 

1 0.180
 

6 0.155
 

7 0.140
 

6 0.128
 

0 0.116
 

1 0.107
 

4

Maoming 0.013
 

4 0.010
 

8 0.008
 

6 0.007
 

1 0.007
 

7 0.011
 

1 0.012
 

8 0.015
 

7 0.015
 

5

Yangjiang 0.004
 

7 0.025
 

2 0.037
 

9 0.051
 

5 0.055
 

8 0.043
 

7 0.039
 

3 0.024
 

2 0.008
 

9

Nanning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Beihai 0.196
 

5 0.184
 

9 0.193
 

5 0.202
 

6 0.195
 

1 0.192
 

7 0.188
 

7 0.199
 

6 0.217
 

2

Fangchenggang 0.076
 

9 0.079
 

9 0.087
 

8 0.100
 

9 0.101
 

5 0.086
 

4 0.084
 

8 0.093
 

6 0.115
 

6

Qinzhou 0.050
 

7 0.052
 

2 0.062
 

1 0.064
 

1 0.053
 

3 0.049
 

3 0.110
 

3 0.147
 

6 0.190
 

8

Yulin 0.125
 

8 0.118
 

6 0.132
 

1 0.171
 

6 0.176
 

3 0.176
 

7 0.224
 

4 0.291
 

5 0.328
 

0

Chongzuo 0.115
 

6 0.109
 

8 0.122
 

7 0.130
 

5 0.129
 

3 0.117
 

7 0.135
 

8 0.148
 

4 0.191
 

2

Haikou 0.132
 

5 0.119
 

9 0.116
 

3 0.113
 

2 0.093
 

8 0.068
 

7 0.055
 

9 0.094
 

1 0.072
 

9

2.2 北部湾城市旅游规模时空差异性

  由变异系数折线图(图2)可以看出,2010-2018
年北部湾城市群城市旅游规模变异系数均大于1,属
于高度变异,整体呈波动式下降,2013-2015年发生

明显反弹,2015年变异系数值接近2011年水平,但
总体上,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指数的空间差异性趋

向缩小;从时序上来看,特别是2015年之后,北部湾

城市群旅游规模指数在空间上由离散趋向聚集,但是

由于9年以来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的离散状态,聚集

特征并不那么显著,随着时间推移,城市群内部差异

逐渐缩小。

图2 2010-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城市旅游规模变异系数

  Fig.2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urban
 

tourism
 

scale
 

of
 

Beibu
 

Gulf
 

agglomeration
 

from
 

2010
 

to
 

2018

  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 散点图(图3)进一步验

证了北部湾城市群城市旅游发展规模在空间上并不

是随机分布的,且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城市旅游规

模差距悬殊。2010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动

态统计变量显示,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均为负数或

正数,并不是0,这说明北部湾城市群旅游发展不是

随机分布的,而是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的。2010年、

2013年和2015年空间自相关数值为负数,表现为空

间负相关,空间临近差异性显著、离散分布,城市旅游

规模受邻近城市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中

2010年样本城市主要集中在二、三象限,2013年和

2015年样本城市主要集中在二、四象限,在这时间段

内不存在高高聚集的现象,尤其在第二象限比较集

中,所包含的城市主要有防城港、钦州、海口等,呈
“低高”聚集,第四象限有南宁、玉林、湛江等城市,呈
“高低”聚集。

  2018年空间自相关数值为正数,空间上呈正相

关,其中10个样本城市中有7个城市集中在第一、三
象限,第一象限有南宁、北海、钦州等城市,空间上呈

“高高”聚集,第三象限有海口、湛江、茂名等城市,空
间上呈“低低”聚集。从时间上可以判断,2010-
2015年空间自相关数值在不断降低,但变化幅度不

大,2018年趋向聚集但数值较小,聚集程度还不够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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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部湾城市群2010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城市旅游规模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散点图
 

  Fig.3 Global
 

autocorrelation
 

Moran's
 

I
 

scatter
 

diagram
 

of
 

urban
 

tourism
 

scale
 

in
 

Beibu
 

Gul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2010,

2013,2015
 

and
 

2018

2.3 旅游规模空间联系结构分析

  通过对比2010-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联系

强度变化特征(图4),可以发现2010年南宁与北海、
崇左有着最强联系;南宁与钦州、防城港、玉林有较强

联系,北海与钦州、湛江与海口有较强联系;湛江与南

宁、北海联系一般,防城港与崇左、北海联系一般,海
口与南宁、北海联系一般;崇左与北海,玉林与海口、
湛江,钦州与玉林、防城港联系较弱;崇左与玉林、茂
名、阳江、湛江、海口,湛江与钦州、防城港、茂名、阳
江,南宁与海口、茂名、阳江联系最弱。

  与2010年相比,2018年联系强度空间格局变化

较大,南宁与钦州、北海联系最强,南宁与崇左降为较

强联系,南宁与玉林联系强度不变,北海与钦州联系

强度较强;玉林与北海一般联系强度不变,南宁与防

城港降为一般联系,玉林与钦州增强为一般联系;防
城港与崇左、钦州、北海、玉林,湛江与南宁、北海、玉
林、海口联系强度较弱;南宁与海口、茂名、阳江联系

最弱。

  从整体上来看,南宁的核心地位和“西强东弱”空

间格局没有发生改变,南宁对其他城市具有很强的引

力和辐射作用,其空间格局是以南宁为核心,以钦

州—北海—防城港—崇左—玉林为依附的中心圈层,
而中心圈层中又可分为以北海为中心的次核心圈层;
以湛江为中心,以海口—茂名—阳江为依附的边缘圈

层。这说明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发展质量越强,集
散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越强,城市之间相互作用要素

越多,联系越强[26]。

  从时序角度来看,2010-2015年旅游联系强度

变化幅度较小且普遍较低,其中,2013-2015年城市

群内部旅游联系强度发生了明显的波动,联系强度不

断弱化,2015年达到谷值;2015年之后联系强度趋向

强化,特别是2018年联系强度变化幅度较大且整体

显著增强,说明2015年以前城市群旅游规模程度普

遍较低,处于低水平离散状态,2018年城市群旅游发

展趋向聚集,形成高高、低低聚集的空间格局,且引

力得分也显著提高,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变异系数、全
局自相关莫兰指数I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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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0-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城市旅游规模引力强度时空分布

Fig.4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t
 

gravity
 

intensity
 

in
 

Beibu
 

Gulf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0
 

to
 

2018

2.4 地理探测器分析影响因素

2.4.1 单因子解释力探测分析

  根据探测结果对解释变量的强度进行排序,选取

前7位影响强度明显的解释变量,可以直观地得出影

响城市旅游规模的主要因子随时间变化的强弱程度

(表2),各探测因子P 值均小于0.05,说明选取的11
个指标对北部湾城市旅游规模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

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间推移,影响城市旅游

规模指数的因素也在发生改变。

  (1)2010年排名前7位的交通指标中只有铁路

客运量排名第2、航空客运量排名第6,2018年城市

交通密度、水路客运量、铁路客运量和航空吞吐量均

排名前7位,尤其城市交通密度成为影响城市旅游规

模的首要因素,除崇左之外,其他各市均已通动车、高

铁或建立民用航空机场,为游客进行大尺度的旅游半

径提供了条件。(2)2018年人均GDP的q 值贡献率

相较于2010年略微降低,但排名未发生变化,说明该

项因子不可或缺。(3)城镇化率影响力增强促进了人

口和旅游产业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所塑造的城市形

象、环境治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市场规模效应对

旅游市场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空间上旅游规模指数

位于核心区的城市南宁和北海,其城镇化率分别达到

62.40%、58.6%,位 于 末 尾 的 茂 名、阳 江 分 别 是

43.00%、52.61%,由此可知,城镇化率与旅游规模呈

正相关。(4)第三产业比重q 值排名由2010年第3
到2018年跌出前7位,说明经过调整产业结构,第三

产业对旅游规模的空间分布影响程度趋向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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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0年和2018年前7位影响旅游规模因子变化情况

Table
 

2 Changes
 

of
 

the
 

top
 

7
 

influencing
 

factors
 

tourism
 

scale
 

in
 

2010
 

and
 

2018

排名
Ranking

2010 2018

因子
Factor q

 

statistic P 因子
Factor q

 

statistic P

1 Number
 

of
 

travel
 

agencies
 

(X2) 0.833
 

5 0.00 Urban
 

traffic
 

density
 

(X6) 0.818
 

7 0.00

2 Railway
 

passengers
 

volume
 

(X10) 0.790
 

3 0.00 Waterway
 

passenger
 

volume
 

(X9) 0.731
 

0 0.00

3 The
 

propor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X7) 0.773
 

2 0.00 Railway
 

passengers
 

volume
 

(X10) 0.693
 

4 0.00

4 Per
 

capita
 

GDP
 

(X4) 0.718
 

3 0.00 Per
 

capita
 

GDP
 

(X4) 0.627
 

2 0.00

5 Number
 

of
 

highquality
 

tourism
 

resources
 

(X1) 0.701
 

4 0.00 Aviation
 

throughput
 

(X11) 0.594
 

2 0.00

6 Aviation
 

throughput
 

(X11) 0.685
 

9 0.00 Urbanization
 

rate
 

(X5) 0.534
 

7 0.00

7 Number
 

of
 

middle
 

and
 

senior
 

hotels
 

(X3) 0.664
 

3 0.00 Number
 

of
 

highquality
 

tourism
 

resources
 

(X1) 0.489
 

6 0.00

2.4.2 地理探测交互因子影响

  经探测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个年份,多因子共同

作用对旅游规模空间分布的作用效果明显高于单因

子作用,因子交互作用主要呈现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

增强,部分因子交互后双线性增强效果对旅游规模空

间分布起着决定性作用。2010年,X1∩X9、X3∩
X9、X4∩X9、X5∩X9、X6∩X9 交互后呈非线性增

强,交互后分值为1,这对2010年旅游规模空间分布

具有决定性作用;其他因子交互后呈双因子增强,虽
高于单因子作用,但双因子增强分值均小于1,双因

子增强效果低于非线性增强效果。2018年,X1∩
X7、X2∩X7、X3∩X7、X4∩X7、X5∩X7、X6∩X7、

X2∩X8、X3∩X8、X4∩X8、X5∩X8、X7∩X8、X7

∩X9、X7∩X10、X7∩X11、X8∩X10 等因子交互后

呈非线性增强,交互后分值为1,对2018年旅游规模

空间分布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他因子交互均呈现双因

子增强,同样高于单因子作用,但分值也均小于1。

3 讨论

3.1 城市旅游规模指标选取及体系的构建

  城市旅游规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科学评价

城市旅游规模的关键,目前学者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均遵循旅游地理五大影响因素,即经济因素、政治因

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和空间因素,其中政治因素强

调跨境旅游,社会因素强调主观性,为便于指标量化,
这两点不作为本研究范围。旅游收入或旅游人次被

大多数学者作为被解释变量,从单一方面研究区域内

城市旅游发展水平,如李洪娜等[27]、柳百萍[28]、陈怩

等[26]选取旅游收入,高源等[29]、庄燕杰等[30]、杨秀成

等[31]选取旅游人次作为城市旅游规模研究对象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仅考虑旅游收入而忽略了潜在消费游

客,仅考虑旅游人次而忽略了游客过夜消费,只有将

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相结合,才能客观全面地分析城

市旅游规模。个别学者如李红等[32]和逯承鹏[1]已分

别在研究陕西和辽宁城市旅游规模上综合旅游收入

和旅游人次,印证了综合分析的可行性、科学性。

  旅游资源是造成旅游行为的吸引物,特别是高质

量旅游资源反映了城市旅游资源的知名度,是导致游

客不同尺度旅行半径的重要因素;旅行社数量、中高

级酒店是旅游配套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城市

接待不同群体游客的承载力;城镇化率、人均GDP和

第三产业比重能够体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市民可支

配收入水平和旅游发展环境条件;交通是旅游业的生

命线,其构成要素有城市交通密度、公路、铁路、水路

和航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交通主导因素也不一样,
其通达程度是城市旅游竞争实力的核心。

 

  本研究为突出城市群内部差异性,选取经济和空

间因素范围内具有共性特征的评价指标;结合北部湾

城市群实情,选取旅游规模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基
于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获得性,从地方旅游资源、经济

活力、旅游配套设施和交通通达度等4个方面选取北

部湾城市群高质量旅游资源数量(X1)、旅行社数量

(X2)、中高级酒店数量(X3)、人均 GDP(X4)、城镇

化率(X5)、城市交通密度(X6)、第三产业比重(X7)、
公路客运量(X8)、水路客运量(X9)、铁路客运量

(X10)和航空吞吐量(X11)等影响旅游发展的11个

基本因子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北部湾城市群旅游格局

时空分布评价指标体系。

3.2 城市之间旅游差异性内因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北部湾城市群在早期阶段注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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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城市经济的量化增长,在市场竞争的背景下,城市

旅游孤立式发展致使城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结构失衡,
这一点与何胜等[33]研究结果一致。在“十二五”期间

尚未提出建设北部湾城市群,该区域城市旅游资源、
气候特征同质,经济基础薄弱、开发程度不深,旅游经

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城市之间抢夺游客资源,致使

该区域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整合,2016年之前北

部湾城市群旅游发展程度低,但是2016年之后,特别

是2017年国家正式批复同意建设北部湾城市群,经
过统一规划、不断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

内部之间进行了分工协作,避免了恶性竞争,在空间

上北部湾城市群旅游发展由离散趋向聚集,说明地理

位置在北部湾城市群旅游发展关系演化过程中的作

用逐步增强,城市群旅游发展开始融合,城市群内部

差异性也在逐渐缩小。受省级行政边界和较短交通

距离的影响,位于广西境内的6个城市与同属北部湾

经济区的城市相比,广东、海南所辖城市更富有竞争

力,省际差异性显著,说明行政壁垒是限制北部湾城

市群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34],因此今后应加强

城市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推动城市群旅游发展趋向

优化。

3.3 城市之间旅游联系强度内因分析

  第一,北部湾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均

有较大幅度提升,说明整体上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

都得到了较快发展,究其原因,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

提下,旅游资源得到深度开发、旅游发展配套设施逐

步完善,制约旅游半径和旅行时间比的交通条件也逐

步得到改善,并已演化为影响北部湾城市群的主要因

素。第二,在空间格局上,2010-2018年以南宁为核

心的单核辐射中心带动格局没有发生改变,南宁在广

西具有政治、经济、交通的天然优势,旅游资源结构、
产业结构合理化都远胜于其他各市,对各市旅游辐射

产生了屏蔽作用,削弱了其他城市旅游影响范围,这
与时宇辉等[35]认为行政区封闭保守、区域间差异显

著的研究结果相似。受行政区域的局限性,南宁的旅

游规模影响力还不足以突破较远空间距离障碍,交通

渠道削弱了南宁对临近广东、海南所辖城市的影响

力;因阳江、茂名和海口位于城市群边缘,对其他城市

的影响力和联系强度都比较弱,边缘圈层湛江仅与海

口之间常年保持较强的旅游联系,辐射范围仅限于短

距离范围内。第三,次核心城市北海虽然与南宁有着

较大差距,且与广东、海南所辖城市的旅游联系不强,
但基于优质特色旅游资源、经济条件、投资环境和基

础设施环境的不断改善,其后期辐射带动能力有望进

一步提升;作为边缘圈层核心城市,湛江凭借较好的

经济条件和特殊区位条件,成为北部湾城市群局部中

心,但其旅游资源质量不高、挖掘程度也不够,与其他

城市的旅游联系都比较弱。在空间区位上,北海、湛
江为连接广东、海南的走廊城市,提升北海在北部湾

城市群旅游的衔接作用,对于优化北部湾城市群旅游

空间结构至关重要。北海应发挥资源优势,与湛江经

济优势相结合,整合旅游资源,通过改善交通运输能

力,加强 与 南 宁、湛 江 等 城 市 的 联 系,促 进 南 宁、
“北海-湛江”两大中心格局的形成,进而增强北部湾

城市群内部旅游紧密度。

  结合时空差异分析结果,北部湾城市群受到地

形、交通条件限制,加之城市之间的时间空间距离较

长,旅游规模较大的城市之间的点对点高速通道尚未

实现,使得在该区域内核心城市仅能在行政区域范围

内强化,难以突破跨行政屏障,整体上空间联系结构

比较松散。该研究结果与李民梁等[34]认为的北部湾

城市群内受欠发达的经济水平和交通网络的局限性,
核心城市南宁的辐射带动和集聚能力难以得到有效

发挥的研究结果相契合。

3.4 城市群整体格局影响因素分析

  从因子探测结果来看,2010年,北部湾城市群城

市旅游规模的影响因子主要是旅游资源质量、旅行社

数量、铁路运输、经济环境等,说明该阶段仍然处于旅

游发展初级阶段,城市旅游发展主要靠城市良好的经

济形象、旅游资源吸引力、旅行社中介引流、旅游服务

和中长途铁路交通等传统旅游发展模式;2018年影

响因子主要是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人均收入、城际交

通和城市内部交通密度。在游客旅游可支配收入不

断提高的前提下,城市群交通通达度的提高,扩大了

城市旅游服务半径,降低了游客旅游时间比,这对促

进交通线城市旅游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完善城市群

交通系统成为该区域旅游发展的主导因素,城市经济

发展环境条件影响力度不减,说明城市优化产业结

构、经济转型是影响城市群空间分异必不可少的环

节,未来应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增强城市活力。交通因子影响力增强,高质量旅游资

源的影响力减弱,且交通因子与传统旅游影响因子交

互后作用明显高于单因子作用,说明北部湾城市群已

经摆脱依靠传统旅游模式向旅游与其他产业,特别是

与交通产业融合发展转变。这也印证了王晓钰等[36]

的研究成果,即认为高效的通达度提升了城市群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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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增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度。因此,加快实现

城市群内部高速铁路普及、推动高铁提速,基本实现

城际2
 

h到达,将是优化城市群旅游空间结构、提升

城市群综合实力的重要方向。

  移动网络和“互联网+旅游”模式易操作性、强引

导性的特点,为游客提供更加全面的旅游资源地评

价,能够较好地满足旅游模式转型后游客多样化的自

主需求;中高级酒店(三星级及以上级别的酒店)的影

响力明显减弱,说明其统一标准化风格相比城市民

宿、特色别墅、农家乐等代表地方文化的住宿方式,无
论从性价比还是旅游感知,在多样化需求竞争中都更

有优势。住宿作为旅游配套基础设施,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借助大数据手段,创新满

足多元化需求,提升城市旅游软实力。

  本研究主要考虑可直接量化的评价指标,在客观

条件下分析北部湾城市群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和影响

因素,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既要考虑主观因素也要考虑

客观因素,如政策因素、政府宏观调控、生态环境条件

和社会因素也应该考虑进去。此外,由于数据资料有

限,本研究未能对北部湾城市群所有城市进行分析研

究,时间跨度相对较短,不足以更加全面地揭示北部

湾城市群旅游发展规律。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0-2018年北部湾城市群各个城

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结合城市旅游总人次、旅
游总收入,通过计量分析构建了城市旅游规模指数,
从空间结构和时间序列上分析了北部湾城市群时空

格局分异、演化特征,并讨论了影响空间格局演化的

相关旅游发展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北部湾城市群旅游发展形势较好,空间上

由分异趋向聚集。2010-2018年城市之间旅游规模

指数存在显著的差异,变异系数值比较高,10个城市

旅游规模指数在空间上处于较高水平离散状态,呈现

两极分化,以南宁为核心呈“西强东弱”态势分布,

2010年、2013年、2015等年份离散特点显著,旅游规

模呈空间负相关,溢出效应显著,2018年旅游规模趋

向空间聚集,但聚集特征还不够突出,随着时间的推

移城市群内部差异性趋向缩小。

  第二,基于城市群旅游资源深度开发、旅游基础

配套设施和交通条件完善,游客旅行时间比显著降

低、旅游半径扩大,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水平和联

系强度整体上得到了大幅提升。2010-2018年北部

湾城市群旅游联系强度以南宁为核心、北海为次核心

的中心圈层,以湛江为边缘圈层核心区的时空格局未

发生根本性变化。南宁的高度辐射性对广西辖区内

城市造成了引力屏蔽,且南宁的辐射作用得到不断强

化,但受地理位置和交通限制,南宁对广东、海南等所

辖边缘城市辐射带动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在空

间上,如何实现北海-湛江融合发展,发挥走廊城市

纽带作用,是优化北部湾城市群旅游规模空间结构和

推动旅游规模趋向聚集的关键。

  第三,不同阶段的城市旅游发展侧重点不同,

2010年与2018年相比,影响旅游规模空间分异的驱

动因素由传统依靠高质量旅游资源向交通通达度转

变;经济发展环境、人均收入是调整产业结构,驱动城

市旅游保持强劲态势的重要条件;传统旅游发展模式

已经不能满足多元化需求。因子结合后表现为非线

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因子交互作用相比单因子作用

显著增强,说明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主流

方向。北部湾城市群未来依然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

基础,增强旅游与其他产业的紧密度,通过完善交通

条件,促成城市群内部分工与协作,才能实现北部湾

城市群旅游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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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otal
 

number
 

of
 

tourists
 

and
 

tourism
 

revenue
 

are
 

major
 

components
 

of
 

urban
 

tourism
 

scale.
 

Analyz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tourism
 

scale
 

can
 

more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tourism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region.This
 

study
 

first
 

obtained
 

the
 

data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ourists
 

and
 

revenue
 

from
 

10
 

cities
 

in
 

Beibu
 

Culf
 

city
 

cluster
 

from
 

2010
 

to
 

2018,and
 

normalized
 

to
 

calculate
 

the
 

tourism
 

scale
 

index
 

based
 

on
 

the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TOPSIS)
 

method.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connection
 

intensity
 

of
 

each
 

city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Global
 

Moran's
 

I
 

and
 

gravity
 

model,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re
 

analyzed
 

by
 

geographical
 

detectors.
 

The
 

results
 

show:(1)
 

the
 

tourism
 

scale
 

index
 

of
 

Beibu
 

Gulf
 

city
 

cluster
 

is
 

"strong
 

in
 

the
 

west
 

and
 

weak
 

in
 

the
 

east"
 

as
 

a
 

whole.In
 

2010,2013
 

and
 

2015,the
 

scale
 

of
 

urban
 

tourism
 

showed
 

spatial
 

negative
 

correlation
 

and
 

discrete
 

distribution,

while
 

in
 

2018,it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tended
 

to
 

gather.
 

(2)
 

The
 

tourism
 

scale
 

and
 

internal
 

connec-
tion

 

intensity
 

of
 

city
 

cluster
 

had
 

improved
 

significantly
 

on
 

the
 

whole,forming
 

a
 

basic
 

pattern
 

with
 

Nanning
 

as
 

the
 

core,Beihai
 

as
 

the
 

secondary
 

core
 

and
 

Zhanjiang
 

as
 

the
 

marginal
 

core.
 

(3)
 

In
 

2010
 

the
 

top
 

five
 

influential
 

factors
 

were
 

the
 

number
 

of
 

travel
 

agencies,railway
 

passenger
 

volume,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per
 

capita
 

GDP
 

and
 

high
 

quality
 

tourism
 

resources.
 

While
 

in
 

2018
 

the
 

top
 

five
 

influence
 

factors
 

were
 

urban
 

traffic
 

density,waterway
 

passenger
 

volume,railway
 

passenger
 

volume,per
 

capita
 

GDP
 

and
 

air
 

passenger
 

volume.
 

After
 

the
 

interaction
 

of
 

urban
 

tourism
 

influencing
 

factors,nonlinear
 

or
 

doublefactor
 

was
 

enhanced,and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factor.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
 

tourism
 

in
 

Beibu
 

Gulf
 

city
 

cluster
 

existed
 

constantly,but
 

the
 

difference
 

gradually
 

nar-
rowed,and

 

the
 

interaction
 

and
 

connection
 

intensity
 

between
 

city
 

cluster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dominant
 

factors
 

that
 

affected
 

tourism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dependence
 

on
 

tourism
 

resources,tourism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o
 

traffic
 

accessibi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
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tourism
 

resource
 

allocation
 

of
 

Beibu
 

Gulf
 

city
 

clusters
 

and
 

constructing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city
 

clust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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