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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三角入境旅游流西向梯度扩散》

内容概要

《中国长三角入境旅游流西向梯度扩散研究》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通过对中转口岸
长三角的入境旅游流西向扩散的流向、流量、流速、扩散密度、空间分布集中性、竞争态等数量化要
素的计算分析，对长三角入境旅游流主要流向的典型区域进行了划分。并以课题组的市场调研资料为
依据，对长三角入境旅游流西向扩散的行为差异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第二，在总结传统旅游流流动模
式的基础上，通过对旅游流在扩散过程中所受的自身内推力、目的地拉力、两地间摩擦力及中转口岸
的中转力等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构建基于中转视角的入境旅游流扩散流动模式。第三，结合市场调
研资料，对入境旅游流的扩散过程进行梯度划分，计算各典型旅游区的扩散域；并基于推力、拉力、
摩擦力、中转力的综合作用分析，构建不同梯度的入境旅游流扩散数量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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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旅游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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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长三角旅游区。 从表6—2中第二梯度区域间入境旅游流扩散流量情况可以看
出，长三角入境旅游流主要流向长三角地区内部，其扩散流量从1997年的59.3万人次、2001年的62.9万
人次逐步增加至2005年的243.5万人次和2007年的413.5万人次，入境旅游流向长三角区域内部的聚集流
量10年间增长了近6倍，增长速度惊人，在长三角区域内流动的入境旅游流占长三角接待入境游客总量
的比例由17％增长到26.8％。在向西部地区的扩散中，长三角入境旅游流年际间变动较大，1997年时长
三角入境旅游流主要流向大西安旅游区（8.3万人次）和云桂旅游区（7.5万人次），其次是川渝旅游区
；2001年时长三角向大西安旅游区扩散的流量继续增加，而向川渝旅游区和云桂旅游区扩散的流量却
有所减小；2005年时长三角入境旅游流向三大典型旅游区的扩散都出现了流量激增，其中尤以云桂旅
游区（25.5万人次）和川渝旅游区（22.7万人次）为甚。进入2006年后，长三角入境旅游流西向扩散的
流量趋于减小，其中川渝旅游区和云桂旅游区变动较大，大西安旅游区仍然是长三角入境旅游流的主
要扩散方向。 （2）大西安旅游区。 大西安旅游区的入境旅游流越来越倾向于向长三角地区扩散
，1997年时大西安旅游区向长三角地区逆向扩散（即向长三角地区聚集流动）的入境客流总量仅为2.2
万人次，占大西安旅游区当年接待入境游客总量的4.1％；经过10年的发展，2007年时大西安旅游区向
长三角地区逆向扩散的入境游客已达17.2万人次，占大西安旅游区当年接待入境游客总量的14％；另
一方面，大西安旅游区的入境旅游流在大西安地区内部扩散流动的流量却呈现递减的变化态势，
从1997年的6.5万人次缩减至2007年的0.7万人次，占大西安旅游区当年接待入境游客总量的比例由12.1
％减小至0.7％；说明大西安旅游区对入境旅游者的吸引力越来越低，其在大西安区域内流动的份额越
来越小。大西安旅游区向川渝旅游区和云桂旅游区扩散流动的游客流量越来越大，分别由1997年的0.6
万人次、0.7万人次逐渐增至2007年的4.1万人次和6.5万人次，占大西安旅游区当年接待入境游客总量的
比例也分别由1997年的1.1％、1.3％提高到2007年的3.3％和5.3％；10年间大西安旅游区向川渝旅游区和
云桂旅游区扩散流动的游客量分别增长了5.8倍和8.3倍，说明10年来川渝、云桂两大旅游区，特别是云
桂旅游区对大西安地区人境游客的吸引力正逐渐增强。虽然目前向川渝和云桂旅游区扩散的游客流量
绝对数量仍较低，但若按此趋势发展下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西安地区入境游客逐渐向川渝旅游区
和云桂旅游区扩散转移，从而使大西安旅游区留住入境游客的能力相对的减弱。 （3）川渝旅游区。 
与大西安旅游区不同，川渝旅游区的入境游客更倾向于在川渝旅游区内部流动，1997年在川渝旅游区
内部流动的入境游客量为4.4万人次，占川渝旅游区当年接待游客总量的8.5％；2007年时这一数字增长
为45.1万人次，占川渝旅游区当年接待游客总量的18.3％；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川渝旅游区旅游业的逐渐
发展壮大，其吸引入境游客在区域内流动的能力逐渐增强。长三角地区是川渝旅游区的入境游客扩散
的第二个主要方向，1997年时川渝旅游区有2.9万人次向长三角地区逆向扩散流动，2007年时增长
至17.8万人次，占川渝旅游区当年接待游客总量的比例从1997年的5.6％增长为2007年的7.2％。云桂旅
游区是川渝旅游区入境旅游流的第三主要扩散方向，年均向其扩散入境游客约4.4万人次。大西安旅游
区紧邻川渝旅游区，却是川渝旅游区入境旅游流最弱的扩散方向，年均吸引川渝旅游区入境游客扩散
流量仅2.8万人次。 （4）云桂旅游区。 云桂旅游区是三大典型旅游区中面积最大的区域，同时也是少
数民族风情集中的旅游区。研究发现，云桂旅游区的人境旅游流倾向于在云桂旅游区域内流动，1997
年云桂旅游区入境旅游流在本区域内流动的约为48.7万人次，占云桂旅游区当年接待入境游客总量
的35.3％；2007年这一数字增长为88.4万人次，占云桂旅游区当年接待入境游客总量的20.7％；可见云
桂旅游区向区域内流动的份额有所减小，但仍占据l／5的比例。长三角区域是云桂旅游区的次要扩散
方向，10年来，向长三角地区逆向扩散的入境游客流量从3.8万人次增长到22.6万人次，增长了4.9倍，
其占云桂旅游区当年接待入境游客总量的比例也从1997年的2.8％变为2007年的5.3％。大西安旅游区和
川渝旅游区是云桂区域入境旅游流扩散的弱流向区，虽然10年来向这两大旅游区域扩散的流量不断增
加，但增长幅度较小，并不与云桂旅游区的入境旅游业发展速度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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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长三角入境旅游流西向梯度扩散研究》以扩散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竞争
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等为基础，以旅游流的西向扩散为研究主线，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组2004年、2008年的“第一手”旅游市场调查资料和国家旅游统计数据，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
合，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通过对以往旅游流扩散及流动研究文献的分析，结合长三角入境旅
游流西向扩散的现实状况。利用提出的“旅游流中转地”的概念，揭示我国长三角地区入境旅游流的
扩散规律和动态变化趋势，可为人境旅游市场拓展、旅游管理、旅游规划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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