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卷 第 4 期
  2018 年 7 月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l.32  No.4   
July  2018

doi:10.3969/j.issn.1673-9833.2018.04.013

收稿日期：2017-08-09
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6JJ305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7CG208）
作者简介：刘 扬（1994-），女，湖南湘乡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与生态设计，

                    E-mail：947986931@qq.com
通信作者：杨勇波（1985-），男，湖南湘阴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设计历史与文化及民族民间艺术方面

                    的教学与研究，E-mail：261629522@qq.com

湖南省历史文化村镇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刘 扬，杨勇波，田思俭

（湖南工业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采用 Arcgis 软件以及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等数学方法，对湖南省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空间分布特征上来看，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在市域上的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湘西州与永州市，在区域上主要集中在湘西、湘南；从空间结构类型上

来看，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分布呈凝聚型且出现区域集中现象，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区的湘西州、怀化，

湘南地区的永州、郴州，湘中地区的邵阳、娄底等地，并且形成湘西州凤凰县—永顺县—龙山县与郴州汝城

县两个高度聚集中心区以及邵阳、永州等地区的次级聚集中心区。基于此，建议政府扶持与媒体宣传相结合，

形成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系统，以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各具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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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LIU Yang，YANG Yongbo，TIAN Sijia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By using Arcgis software and adopting such mathematical methods as the nearest point index,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unbalanced index, an in-depth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famous villages and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amous historic cultural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is uneven in the city, mainly distributed in cities like Xiangxi and 
Yongzhou, or regions in Xiangxi and southern part of Hunan Province; From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type , the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Hunan Province: 
Xiangxi, Huaihua, southern part of Yongzhou, Chenzhou and middle part of Shaoyang, Loudi as well as other places. 
Moreover, it forms the secondary cluster centers of the two high concentrations, with the first one being Fenghuang 
county—Yongshun county—Longshan county of Xiangxi, and the second one being Rucheng county of Chenzhou, 
as well as the secondary aggregation center of Shaoyang and Yongzhou. Based on this analysis, it is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 suppor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media publicity, thus helping to form a system for a better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features of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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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域、不同民

族、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聚落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

程，真实地记录了传统建筑风貌、优秀的建筑艺术、

传统的民俗民风和原始的空间形态，具有较高的研究

和利用价值 [1]。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

些有着极高价值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遭到严重的破

坏。幸运的是，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的出台明确规定了对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随

即 2003 年公布了首批历史文化村镇名单，这标志着

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制度基本确立，也标志着历史

文化村镇的保护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2]。对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能够有效地把握区域

内历史文化的保护程度与传统文化特色的延续情况，

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对于历史文化村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成果主要

运用新型技术手段 [3-4]、地理数学方法 [5] 进行定量分

析，以及运用空间分布理论进行定性分析 [6]。从研究

尺度来看，现有研究多以村镇为单位 [7]，少以国家及

省份为尺度来研究，且研究村镇的地域多分布于江南

水乡、皖南古村、西南部及少数民族聚集地，北方与

中部地区研究较少 [8]。从研究内容来看，以空间特征

分布与空间结构为主，涉及对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

规划、旅游开发、历史文脉探究等 [9]。以湖南省为

例，历史文化村镇研究的现有成果主要从个别村镇

出发研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空间形态等 [10]，除研

究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 [5] 外，还涉及村

镇的保护与开发 [11-12]，但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

分布特征相关研究偏少。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切入点，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软件与地理数学方法，对湖南省历史文化村镇

进行定量与定性研究，分析历史文化村镇在湖南省内

的分布状况，以期为湖南省现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

保护以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结构的优化提供理

论参考。

2 研究区域概况

湖南省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东南西三面环

山，中北部地势较低，形成以北为开口的马蹄形盆

地，地形主要以丘陵山地为主，全省面积为 21.18 万

km2，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2.2%，辖 14 个地州市，122
个县市区，分别与江西、湖北、重庆、贵州、广西、

广东相邻。湖南省水系发达，湘、资、沅、澧四水

汇聚洞庭湖进入长江。湖南省历史悠久，人口众多，

自古以来人类活动丰富，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发现有古

人类的活动，常德市澧县城头山挖掘出古水稻，奠定

了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基础。现代形成大批的红色历

史革命区，先后共有 19 个历史文化名镇，68 个历史

文化名村，其中 7 个历史文化名镇与 15 个历史文化

名村列入国家级名录。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以湖南省境内的国家级（第一批至第六批）

与省级（第一批至第四批）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研

究对象，其数据来源于各地旅游局、政府官方网站以

及其他官方网站，如人民网、湖南红网等。入选第一

批到第六批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为 7 个，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村为 15 个；入选第一批到第四批的省级历

史文化名镇为 19 个，历史文化名村为 68 个。其中，

部分名镇名村既是省级也是国家级，名号以国家级为

基准，共 91 个。通过 Google 地图，统计 91 个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的地理坐标。

3.2 研究方法

利用 Arcgis 软件中的 Spatial Analyst 工具，对历

史文化村镇进行空间分析与密度计算，同时采用最邻

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沃伦茨曲

线等地理数学方法进行空间上的数据定性定量分析。

以湖南省地图为基础地图，将 91 个历史文化村镇坐

标进行数字化，在地图上进行标记。湖南省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分布情况

Fig. 1 A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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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结构

4.1 空间结构分布特征

4.1.1 市域结构特征

从图 1 所示历史文化村镇在省内的分布情况来

看，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

在各市级内分布极不均衡，大体集中在湖南省的南部

与西部。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在地域上的具体分

布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历史文化名镇数量最多的是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与邵阳市，其占比接

近全省的 1/2；但有 5 个市级区域没有历史文化名镇，

分别为湘潭市、常德市、郴州市、益阳市、张家界市。

历史文化名村则主要分布在永州市、湘西州、郴州市

和怀化市，所占比例达全省的 71.01%；而张家界市

与益阳市则无历史文化名村。

综合整体情况来看，湘西州与永州市的名镇

名村所占比例最高，其所占比例分别为 18.68% 和

17.58%，其他依次为郴州市与邵阳市，所占比例均

为 13.19%，怀化市为 12.09%，娄底市为 7.69%，此

外，长沙市、株洲市 / 衡阳市 / 岳阳市、湘潭市 / 常
德市所占比例依次减少。另外，同一市级区域内的历

史名镇与名村所占比例相差较大的城市较多，尤以郴

州市、永州市最为明显，名镇与名村的比例相差均在

17% 以上。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在市际上的分布显示出来的

差异性与不均衡性反映出某些地域对历史文化村镇

的保护力度较弱，各市级单位应依据自身的历史发

展，加强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与建设。例如张家界市

虽为重要的旅游城市，但对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力度

较弱，建议张家界市政府加强对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

与完善，丰富其旅游资源。其他地区也应针对当地的

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政策保护历史文化村镇，进一步

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

4.1.2 区域结构特征

根据湖南省的地域划分，本研究将湖南省 14 个

市州分为湘西、湘中、湘东、湘南与湘北，其中，湘

西区域包括湘西州、怀化、张家界；湘南区域包括衡

阳、郴州、永州；湘中区域包括娄底、邵阳、益阳；

湘东区域包括长沙、湘潭、株洲；湘北区域包括岳阳、

常德。湖南省各区域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分布情况如

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以得知，从总体情况来看，湘南与湘西

地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所占比例较大，共占湖南省

的 64.83%，其次为湘中地区，所占比例为 20.88%，

湘东与湘北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较少，共占全省的

14.29%。其中，历史文化名镇中，湘中与湘西地区

分布最多，所占比例分别为 31.82%, 27.30%，湘东与

湘南地区次之，湘北地区最少，仅占 9.09%；历史文

化名村的分布规律与总体分布规律相似，同样是以

湘南与湘西地区为首，所占比例为全省的 72.46%，

湘中所占比例为 17.39%，湘东与湘北仅占 7.25% 与

2.90%。

从地域分布比例来看，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虽然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但分布极不均衡。总体来

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主要集中在湘南、湘西地区，

其次为湘中地区。其分布情况与经济交通发展情况成

反比，例如湘东地区的长沙、株洲、湘潭地区，其城

市经济及交通均较发达，但其历史文化村镇的分布却

较少。

4.2 空间类型测定

点状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类型有均匀、随机和凝

聚 3 种情况，可用最邻近点指数进行判别 [13]。最邻

表 1 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市域分布

Tabl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amous historic cultural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城市

长沙市

株洲市

湘潭市

常德市

郴州市

衡阳市

怀化市

娄底市

邵阳市

益阳市

永州市

岳阳市

张家界市

湘西州

总计

名镇 / 个
3
1
0
0
0
2
1
2
5
0
1
2
0
5
22

占比 /%
13.64
04.55
000
000
000

09.10
04.55
09.10
22.73
000

04.55
09.10

00
022.73
100.00

名村 / 个
02
02
01
01
12
01
10
05
07
00
15
01
00
12
69

占比 /%
02.90
02.90
01.45
01.45
17.39
01.45
14.49
07.25
10.14

00
21.74
01.45

     0
017.39
100.00

总计 / 个
05
03
01
01
12
03
11
07
12
00
16
03
00
17
91

占比 /%
05.49
03.30
01.10
01.10
13.19
03.30
12.09
07.69
13.19

00
17.58
03.30

00
018.68
100.00

表 2 湖南省各区域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he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区域

湘西

湘南

湘中

湘东

湘北

总计

名镇 / 个
  6
  3
  7
  4
  2
22

占比 /%
  27.30
  13.64
  31.82
  18.18
    9.09
100.00

名村 / 个
22
28
12
  5
  2
69

占比 /%
0031.88
0040.58
0017.39
  007.25
  002.90
  100.00

总数 / 个
28
31
19
  9
  4
91

占比 /%
  30.77
  34.06
  20.88
    9.89
    4.40
100.00

分布特征与空间类型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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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点指数表示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也是点状要

素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之一 [14]。采用点状要素，

对湖南省各区域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分布进行判定。

最邻近点指数公式如下：

                                                 （1）

                                          （2）

式中：R 为最邻近点指数； 为实际最邻近点距离；

为理论最邻近点距离；n 为名镇名村的点数；A 为

区域面积；D 为点密度。

R=1、R<1、R>1 的情况说明点状要素分别以随

机型、凝聚型、均匀型分布。

根据公式（1）（2）与 Arcgis Map 软件中空间

统计工具，分别得出历史文化村镇 =0.239 7， =

0.197 5，则 R= / =0.823 9<1，即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的空间分布属于凝聚型。单独以村镇数据分开

计算得到历史文化名村 =0.267 1, =0.213 7，得到

R=0.800 4<1，可知历史文化名村的空间分布也属凝

聚型；历史文化名镇 =0.375 8， =0.417 5，得到

R=1.111 0>1，结果表明历史文化名镇在湖南省的空

间分布属均匀型分布。

4.3 空间分布均衡性

4.3.1 空间集中度

地理集中度是衡量研究对象集中程度的重要指

标，可以用来分析名镇名村在各区域内的空间分布状

况。地理集中指数公式为

                                        （3）

式中：G 为地理集中指数；xi 为 i 市区内的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数量；T 为名镇名村的总数；m 为市级城市

总数。G 值在 0~100 之间，G 值大小反映了历史文化

村镇的集中程度，G 值越大，历史文化村镇越集中，

反之则越分散。

本研究中，市级城市数 m=14 个，名镇名村总

数 T=91 个，根据公式（3）与表 1 中的数据，运用

Excel 软件，计算得到 G=35.73。反推假设湖南省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在各区域分布均衡，湖南省各市区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约为 6.5（91/14）个，则理想的地

理集中指数 G1=26.72，而实际的计算结果 G=35.73，
大于 26.72，表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分布较为

集中。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得到历史文化名镇的地理

集中指数 G=39.11，历史文化名村的地理集中指数

G=38.32，而理想的地理集中指数 G1=26.72。由此可

知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的空间集中度大于历史文化

名村的。

4.3.2 空间均衡度

空间均衡度以不平衡指数来计算，反映研究对象

在不同层次或者不同区域的均衡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4）

式中：Yi 为市域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占湖南省的比例由

大到小排列后第 i 位的累积百分比；l 为省级行政区

总数，l=31。
其中，S 值域为 0~1。若 S=0，说明历史文化村

镇在各个市域内分布均匀；若 S=1，则表示历史文化

村镇集中在 1 个市域内。

表 3 所示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分布情况。

根据表 3 中的相关数据与公式（4），计算得到 S 值

为 0.222，表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在湖南省的分布不

均衡。

  

图 2 所示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沃伦茨曲

线。图 2 中的沃伦茨曲线显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大体集中在湘西地区的湘西州、怀化，湘南地区

的永州、郴州，湘中地区的邵阳、娄底等地，这些地

表 3 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分布情况

Table 3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the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区域

湘西

湘南

湘中

湘东

湘北

总计

城市

湘西州

怀化

张家界

合计

衡阳

郴州

永州

合计

娄底

邵阳

益阳

合计

长沙

湘潭

株洲

合计

岳阳

常德

合计

总数 / 个
17
11
  0 
28

  3
12
16
29

  7
12
  0
19

  5
  1
  3
  9

  3
  1
  4
91

占比 /%
18.68
12.09

     0
30.77

 3.30
13.19
17.58
 31.87

  7.69
13.19

     0
20.88

  5.49
  1.10
  3.30
  9.89

3.30
  1.10
  4.40

排列

1
4
9

7
3
2

5
3
9

6
8
7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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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共占全省的 91%。

 

4.3.3 空间分布密度

利用 Arcgis 软件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将 91 个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在湖南省的分布进行可视化处理。

图3所示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核密度分布图。

图中显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约有 2 个高密

度区，分别为湘西州凤凰县—永顺县—龙山县及郴

州汝城县。湘西州地处云贵高原与鄂西山地的结合

地带，武陵山横穿全境，地势较为复杂，湘西州的

凤凰县更是被低山高丘等分割；郴州市历史悠久，

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横行其间，复杂的地势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郴州市的经济发展，但也保护了其历史

文化村镇未受到现代化发展的冲击。除湘西与郴州

外，还有邵阳、永州等地区，形成了次级的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聚集地。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运用地理数学方法与 Arcgis 软件，对湖南省 91

个历史文化村镇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

显示：

1）从市域结构上来看，历史文化村镇在各市域

分布不均衡，且同一市域内的名镇名村数量相差较

大。其中，历史文化名镇最多的是湘西州和邵阳市，

历史文化名村最多的是永州市、湘西州、郴州市和怀

化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最多的是湘西州与永州市，

张家界与益阳市无历史文化村镇。

2）从区域结构上来看，历史文化名村主要集中

在湘西、湘南地区，历史文化名镇主要集中在湘中与

湘西地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分布与名村分布情况大

致相同。

3）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与不均衡指数

的计算结果显示，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分布类

型为凝聚型且集中，且历史文化名镇的空间集中度大

于历史文化名村的。 
4）利用 Arcgis 软件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得出，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形成湘西州凤凰县—永顺县—龙

山县与郴州汝城县两个高度聚集中心区，以及邵阳、

永州等地区的次级聚集中心区。

5.2 建议

1）政府扶持与媒体宣传相结合。不管是从市域

还是区域结构来看，湖南省的历史文化村镇分布都

不均衡，历史文化村镇集中于经济交通相对欠发达

的地区，大多数的历史文化村镇还不为人知。从图 1
可以看出，越接近省会城市长沙，历史文化村镇的

密集度越小。建议政府借助媒体力量，大力开发旅

游业，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吸引外流人员返乡。

政府对历史文化村镇的开发与保护还需完善相关法

律，引进人才与技术，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与资

金支持。

2）将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形成一个系统。由核密

度分析可知，湖南省已形成两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高密度点，由此可将全省的历史文化村镇形成一个

完整的保护系统，由两个高密度辐射向外带动其他

区域发展，形成经济一体化。另外，可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如湘绣、花鼓戏等传统文化遗产）融入其中，

鼓励外出务工青年返乡，以促进历史文化村镇的繁

荣兴盛。

3）不可盲目跟风。历史文化村镇具有地域性，

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因为其他村镇发展好就照搬其保

护措施和经营方式，而应当根据本地域的实际情况，

并参考其他不同类型村镇的成功经验，寻找本地区村

镇的特点并以此作为发展契合点，以更好地保护和发

展各具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村镇。

图 2 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沃伦茨曲线图

Fig. 2 Warrenz curve diagram of the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图 3 湖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核密度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uclear density of the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and town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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