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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景点类型与时空格局分析
——以黔东南州为例

许梦阳，曾彦嘉，高明惠

（湖南工业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运用 ArcGIS 技术与计量数学方法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104 个乡村旅游景点的类型

分类、时间变化特征、空间格局分布特征和发展等级结构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

类型可划分为 4 个一级类别和 10 个二级类别，各类别旅游景点发展规模和空间结构差异较大。从时间演变

看，2004—2012 年为黔东南州乡村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此阶段 4 个一级类别的乡村旅游景点发展规模较小，

增长速度缓慢；2012—2018 年为黔东南州乡村旅游发展的增速阶段，此阶段乡村旅游发展规模有了一定的

成效，提速明显。从空间演变看，4 个一级类别的乡村旅游景点整体分布不均衡，交通条件和水资源环境对

各类型景点的空间分布有巨大影响，区域内乡村旅游景点整体集聚程度较高。各县市间乡村旅游景点的发展

等级指数存在差异，雷山县的发展等级指数最高，指数为 2.68；麻江县、天柱县、镇远县最低，指数均为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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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with a Category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ern Ethnic Areas：

A Case Study of Qiandongn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XU Mengyang，ZENG Yanjia，GAO Minghui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By adopting ArcGIS technology and econometric method, a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classification, tim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pattern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level structure 
of 104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Qiandongnan 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Guizhou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first-class categories and ten 
second-class categories with a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development scale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each categor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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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temporal evolution, 2004—2012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a period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development scale and slow growth rate of the four first-class categories of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2012—2018 is a stage witnessing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with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cale achieving certain results with an obvious accel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evolution,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under the 4 first-level categorie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while the traffic 
conditions and water resources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s, with a relatively 
high overall concentration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region. There is a great discrepancy in the development 
ranking index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between counties and cities, with Leishan County characterized with the 
highest development ranking index of 2.68; Majiang County, Tianzhu County and Zhenyuan County an index of 0.14, 
the lowest one among all.

Keywords：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category；spatial-temporal pattern；Western ethnic area；Qiandongnan 
Prefecture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在旅游消费市场中

取得了巨大成就。据统计，2018 年我国乡村旅游收

入总额达 1.63 万亿元，旅游总人数达 28.2 亿人次。

2019 年上半年我国乡村旅游实现收入总额 8 600 亿

元，旅游人次超过 15 亿，同比增长 11.7%[1]。在乡

村精准脱贫的进程中，乡村旅游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2017 年乡村旅游实现脱贫人数占脱贫总人

数的 17.5%[2]。由此可见，发展乡村旅游成为贫困农

民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乡村旅游与精准脱贫密不可

分，“十三五”期间，乡村旅游会持续发力，助力全

国贫困人口脱贫。

随着各地乡村旅游业的兴旺发展，学术界对乡村

旅游展开了深入研究 [3]。比较而言，国外较早接触乡

村旅游的研究工作。文献 [4] 通过分析比较两种不同

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的差异对研究区域农村发展的

影响。文献 [5] 以塞尔维亚格鲁西亚地理区域为研究

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农户业主的基本特征研

究和乡村旅游特色的定性研究 3 方面，实验分析了

乡村旅游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文献 [6] 试图基于模糊

神经网络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从

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管理等方面设计了乡村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

定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然后进行归一化处

理，并根据问卷进行模糊神经网络评价；最后，探

讨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以及优

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以此作为衡量乡村旅游可

持续发展状况的工具。文献 [7] 通过调查分析 19 个

农场如何利用农场资源、文化来维持农场旅游发展，

探讨农业向旅游业转型的多样化发展方面。国内对

乡村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涉及到的有乡村旅游发

展模式研究 [8]、乡村旅游评价综合体系 [9]、乡村旅

游发展的前景和方向 [10]、乡村旅游在脱贫攻坚中的

作用 [11] 以及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12] 等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现有成果运用了数学、地理学、

经济学以及 ArcGIS 技术等方法对乡村旅游展开研究。

如李涛等 [13]、刘红梅等 [14] 运用计量数学方法与 GIS
技术，对乡村旅游景点时空演变以及类型划分进行了

研究；徐浩洋 [15] 运用文献法、归纳法、对比分析法、

实地踏查法探讨了吉林省乡村旅游空间的布局及线

路整合等问题。综合来看，对乡村旅游景点进行类型

划分以及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在优化乡村旅游

市场资源配置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已有研究在研究区域上缺少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研究，研究方法上缺少基于 ArcGIS 等综合方法的

研究。鉴于此，本研究运用 ArcGIS 软件，借助计量

数学方法，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研究区

域，对其乡村旅游景点的类型进行划分并分析其时空

格局特征，以期优化整合黔东南州乡村旅游资源配

置，突显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为黔东南州乡村

旅游促进脱贫事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从而促使黔东

南州乡村旅游景点的可持续发展。

2 研究区域概况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简称黔东南州，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辖区总面积为 30 337.1 km2，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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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人口为 353.83 万人 [16]。全州辖凯里市、从江、麻

江、丹寨、雷山、榕江、黎平、琴巩、施秉、黄平、

镇远、三穗、天柱、锦屏、剑河、台江 16 个县（市）。

33 个少数民族在此居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达

80.2%，是侗族、苗族聚居较集中的自治州。全州凭

借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塑造了各类型旅

游景点，截至 2018 年底，黔东南州共有 104 个典型

的乡村旅游景点 [16]。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乡村旅游景点的研究数据，来源于贵州省文化

和旅游厅官网，截至 2018 年 5 月 23 日公布的乡村

旅游景点名录；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

截至 2018 年 9 月 4 日公布的全州旅游景区信息统计

表；并以黔东南州文体广电旅游局公布的乡村旅游景

点以及未公布但具有典型研究代表性的乡村旅游景

点作为本研究的案例。

3.2 研究方法

3.2.1 基尼系数

本研究中采用的基尼系数研究公式如下：

                        ，                      
（1）

式中：G′为乡村旅游景点的基尼系数；

n 为黔东南州县市总数；

Pi 为第 i 个县市乡村旅游景点数在黔东南州所占

的比例。

G′值越接近 1，代表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在区

域空间上的分布均衡程度越低，反之，则代表均衡程

度越高。

3.2.2 地理集中指数

本研究中地理集中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2）

式中：G 为乡村旅游景点的地理集中指数；

Xi 为第 i 个县市的某类乡村旅游景点数；

T 为该类乡村旅游景点总数。

G 值越大表明聚集程度越突出，反之，则聚集程

度越分散。

3.2.3 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

本研究中采用的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计算公

式如下：

             ，                    （3）

式中：

K 为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

Si 为第 i 个城市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点数量（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算为 1 个示

范点）；

Wi 为被评为国家 A 级旅游景点的乡村旅游景点

数量；

hi 为贵州省 4A 级乡村旅游景点数量；

的计算式为

                          

同理可得 、 。

4 结果与分析

4.1 乡村旅游景点类别特征

在乡村旅游景点分类研究的基础上 [13, 17]，综合

考虑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的实际情况，结合乡村旅

游资源的特点以及乡村旅游地的属性状况，将黔东南

州乡村旅游景点划分为 4 个一级类别和 10 个二级类

别，归类体系见表 1。

分析表 1 中的数据可以得知，黔东南州乡村旅游

景点在浓郁的民族文化和良好的自然资源优势上形

成了较为丰富的景点类型。休闲观光类景点数量最

多，占总数的 39.43%；乡村文化类景点数量最少，

仅占总数的 7.69%；特色村寨类景点数量占总数的

35.58%；农事体验类景点数量占总数的 17.30%，各

景点类别数量差距较大。从表中一级体系可以得知，

休闲观光类和特色村寨类乡村旅游景点占绝对主导

地位，数量占总数的 75.01%，而农事体验类、乡村

表 1 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分类体系的数量与占比

Table 1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一级体系

休闲观光类

（41 个）

农事体验类

（18 个）

特色村寨类

（37 个）

乡村文化类

（8 个）

二级体系

休闲农庄（中心）

农业观光园

自然风景区

休闲度假区

农家乐

生态体验园

少数民族古村寨

乡村建筑景观

红色文化纪念地

古代历史文化景观

数量 / 个
  5
  5
24
  7
15
  3

37

  6
  1
  1

占比 /%
  4.81
  4.81
23.08
  6.73
14.42
  2.88

35.58

  5.77
  0.96
  0.96

占比合计 /%

39.43

17.30

35.58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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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仅占总数的 24.99%。由此可见，黔东南州政

府比较注重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村寨的旅游

景点开发，使其成为当地的旅游优势资源，逐步形成

较强大的旅游消费市场；而农事体验类和乡村文化类

两者之和占比较小，发展相对较为缓慢。

从乡村旅游景点二级体系中得知，少数民族古村

寨景点数量最多，高达37个。其次为自然风景区景点，

数量为 24 个，两者之和占比例为 58.66%；农家乐景

点数量居中，数量为 15 个，有待进一步开发；而生

态体验园、乡村建筑景观、红色文化纪念地以及历史

文化景观景点数量较少，最少只有 1 个，应合理加强

这些类型乡村旅游景点的开发。

4.2 乡村旅游景点的时间变化特征

4.2.1 景点类型与数量变化特征

整理黔东南州 2004—2018 年对外营业的 104 个

乡村旅游景点数据，如图 1 所示。

图 1 2004—2018 年各类型乡村旅游景点数量变化图

Fig. 1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2004—2018

由图 1 可知，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数量随时间

后移呈现出递增的趋势。2004—2012 年间景点数量

增幅较为缓慢；2012—2018 年间平均每年增长近 11
个景点。图中特色村寨类为 4 类乡村旅游景点类型当

中增长较为平稳的一类；特色村寨类和休闲观光类在

整体数量上一直占据主体地位，休闲观光类在 2012
年以前一直处于缓慢增长态势，直至 2016 年之后大

幅度增加；乡村文化类发展规模偏小，一直以来都处

于平稳状态，表明当地政府对乡村的原真文化挖掘程

度不够，开发力度有待加强。农事体验类在 2006 年

才受到群众的关注并开始出现，且在 2013 年以后才

开始逐年递增，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的景

点。因此，将 2004—2018 年间乡村旅游景点数量变

化情况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4—2012 年，这一阶段州内乡村

旅游开发处于萌芽期。由于黔东南州经济社会发展较

为滞后，加上州内交通不发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

配套服务设施不齐全。同时，当地贫困农户对乡村旅

游产业的认识度不深，参与度较低。政府在旅游发展

配套资金上的投入不足，开发力度不够，导致乡村旅

游发展迟缓，乡村旅游开发项目较少。因此，各类型

乡村旅游景点增速缓慢。

第二阶段，2012—2018 年，这一阶段州内乡村

旅游发展规模提速明显，成效显著。这得益于政策的

推动和政府资金的支持，快速推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的

发展。随着乡村旅游迅速升温，黔东南州对乡村旅游

项目开发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在雷山、镇远、施秉、

锦屏等县实施相应举措促进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在

乡村旅游发展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州内乡村的交通路

线系统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群众对乡村旅游产业有

了新的认识，村民的参与热情也不断高涨；当地农户

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受益匪浅。

4.2.2 县域对比分析

各县（市）2012—2018 年各类乡村旅游景点数

量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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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2 中的数据可以得知，2004—2018 年间

黔东南州 16 县（市）各类型景点发展呈现较大差异。

具体表现如下：

休闲观光类。2006 年以前仅有 4 个县（市）出

现休闲观光类乡村旅游景点，分别为从江县、凯里市、

施秉县、锦屏县；2008 年以后雷山县、黄平县以及

镇远县开始相继出现休闲观光类乡村旅游景点，且

在 2012 年之后整体增速明显，其中凯里市增速最快，

较为稳定的是施秉县和锦屏县，麻江县和丹寨县在此

期间均未出现休闲观光类乡村旅游景点。

农事体验类。2005 年以前 16 县（市）均未出现，

于 2006 年，镇远县首先开发。继 2014 年后，其他县

（市）陆续发展，数量不断增长。其中剑河县发展较快，

数量最多。

特色村寨类。在 2005—2010 年间，州内整体发

展缓慢，数量基本无新增。黎平县于2012年开始兴起，

三穗县、岑巩县、剑河县于 2016 年后才开发，黄平县、

麻江县、丹寨县以及镇远县在此期间均未出现特色村

寨类景点。榕江县于 2012 年之后发展较快，增速最

为明显。

乡村文化类。16 县（市）总体发展缓慢，整体

数量最多的为黎平县。丹寨县、麻江县分别在2012年、

2016 年后才开发，州内大多县（市）均无此类型景

点。由此可见，乡村旅游景点的变化特征与各县（市）

间的旅游资源条件、交通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旅游政策导向等因素密切相关。

4.3 乡村旅游景点的空间格局特征

4.3.1 整体分布特征

在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样本数据的基础上，运

用 Google earth 和 ArcGIS10.4 软件输入黔东南州 104
个乡村旅游景点坐标数据，按景点类型输出地理空间

可视化分布图，如图 3 所示。

图 2 2004—2018 年 16 县（市）各类型乡村

旅游景点变化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16 counties and cities in 2004—2018 a）休闲观光景点

b）特色村寨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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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总体分布情

况为西北部较密集，各类型景点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

差异，原因是受各县市的乡村旅游资源特色及开发重

心不同所影响。另外，比较 4 类景点，休闲观光类景

点的分布相对均衡；特色村寨类景点主要集中在黔东

南州西部，雷山县、榕江县分布最多；农事体验类景

点主要分布于黔东南州西北部，南部几乎没有出现此

类型景点；乡村文化类景点较其他 3 类型的景点而言

数量最少，在所有乡村文化类景点数量中，黎平县占

的比例最大。

图 4 为黔东南州主要道路、水系与乡村旅游景点

叠加图。通过图 4 的空间叠加图可知，较多的乡村旅

游景点排布在交通路线和水系两侧周围，表明乡村旅

游景点的发展以及在空间格局上的分布都离不开区

域交通和水系网络这两大重要因素。乡村旅游业的发

展可通过交通的便捷性带来更多的客流量，提供更多

的经济支撑；水资源条件可为乡村旅游景点的人文环

境塑造更多的可能性。

4.3.2 空间集聚特征

运用 ArcGIS 软件输出的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

平均最近邻指数图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景点的

最邻近比率为 0.648，指数小于 1，所表现的模式为

聚类；z 值得分为 -6.867，随机形成此聚类模式的几

率小于 1%，表明各区县市间的乡村旅游景点分布具

有一定的关联性，该地区的乡村旅游景点在区域空间

上呈现集聚态势。

图 3 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分布图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图 4 黔东南州主要道路、水系与乡村旅游景点空间叠加图

Fig. 4 Superimposed map of main roads, water systems and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图 5 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平均最近邻指数图

Fig. 5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hood index map of r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e）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

c）农事体验类景点

d）乡村文化类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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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数据，通过计算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的

基尼系数得出 G′=0.91。可见，G′值接近 1，这表明

乡村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均衡程度较低，聚集程度

较高，从侧面可反映各县市间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

通过计算，4 类乡村旅游景点的地理集中指数范围为

30.59~46.75，如图 6 所示。

图 6 反映出，休闲观光类、特色村寨类、农事体

验类和乡村文化类的地理集中指数呈现依次递增的

趋势，表明 4 类景点的分布状态存在一定差异。其

中，休闲观光类旅游景点的地理集中指数最小，景

点集聚开发受限，受当地环境、区位条件和资源条

件等因素的影响，分布较均衡；而其他 3 类景点的 G
值较高但数值相差不大，表明其集聚状态比较一致。

整体表明，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在地域尺度上分布

较集中，有利于发挥地域空间内部的集聚优势，实现

各县市间资源的综合协调发展。

4.3.3 发展等级空间格局

经计算，得出黔东南州各县市乡村旅游发展等级

指数，如表 2 所示。按各县市的发展等级指数，运用

ArcGIS 软件输出黔东南州乡村旅游发展等级空间分

异图，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知，黔东南州乡村旅游发展等级空间分

异显著，州内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较高，东北部

地区较低。由表 2 可知，雷山县乡村旅游发展等级

指数最高， 达 2.68，麻江县、天柱县和镇远县最

低， 仅为 0.14。经研究分析，凯里市与雷山县一
直注重乡村旅游的开发，凯里市包括 1 个国家 4A 级

乡村旅游景点，4 个国家 3A 级乡村旅游景点，凯里

市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仅次于雷山县。雷山县包括

2个国家 4A级乡村旅游景点，并且于 2013年入选“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因此乡村旅游发展

等级指数较高。2019 年 7 月 23 日，文化和旅游部公

布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其中包含台江县

老屯乡长滩村，台江县的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排列

于雷山县和凯里市之后，说明该县在乡村旅游景点的

开发与发展上有很大的潜力。而麻江、天柱、镇远县

的 较低的原因，在于缺少具有影响力景点的支撑
与带动，同时缺乏有效的宣传力度，主要客源大多

数为本地游客，没有有效地辐射周边旅游消费市场，

所以旅游发展等级较低。黄平县虽有乡村旅游景点，

但是其景点均未达到国家级乡村旅游景区的质量标

准，其发展等级指数较低。

5 结论

正确了解乡村旅游景点的类型划分以及分析其

时空格局的特征和发展水平状况，对乡村旅游的进一

步开发、促进县市间资源的综合协调发展有重要作

用。运用 ArcGIS 技术与计量数学方法对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104 个乡村旅游景点的类型分类、

时间变化特征、空间格局分布特征和发展等级结构展

图 7 黔东南州乡村旅游发展等级空间分异图

Fig. 7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ap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表 2 黔东南州各县市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

Table 2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ranking index of counties 
and cities in Qiandongnan Prefecture

名称

雷山县

凯里市

台江县

施秉县

丹寨县

黎平县

剑河县

锦屏县

2.68

2.57

1.61

1.49

1.47

1.24

0.95

0.95

名称

从江县

三穗县

黄平县

榕江县

岑巩县

镇远县

天柱县

麻江县

0.81

0.56

0.53

0.42

0.28

0.14

0.14

0.14

图 6 各景点类型的地理集中指数

Fig. 6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of various 
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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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类型较丰富，可划分

为 4 个一级类别和 10 个二级类别。休闲观光类数量

最多，其次为特色村寨类，乡村文化类和农事体验类

数量占比最少，反映黔东南州乡村地方文化内涵挖掘

深度不够，应加强特色旅游产品类型多样性开发。 
2）将黔东南州乡村旅游景点数量变化图分为两

个阶段，其中 2004—2012 年，州内乡村旅游开发尚

处于萌芽期，景点数量增速缓慢。2012—2018 年，

乡村旅游发展规模有了一定的成效，提速明显。同时

脱贫任务艰巨，政策的推动和资金的支持将促使黔东

南州乡村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3）黔东南州乡村旅游各类景点的整体分布不均

衡，在区域空间上呈现集聚态势。区域交通和水系

网络是乡村旅游景点发展与形成的依托。各县市之

间发展不平衡，雷山县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最高，

其次是凯里市，镇远、天柱、麻江县较低，黄平县最

低，这与各县市的旅游资源条件、基础服务设施条件、

交通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存在一定关系。

本文主要研究了黔东南州各类乡村旅游景点的

划分以及时空格局特征，在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

分析及优化上研究不足。对乡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的

分析，构建合理的空间结构体系，以及合理配置全州

旅游资源、加强各县（市）间的旅游联动性上有重要

指导作用，未来可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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