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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周 丽，胡道华

（湖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乡村旅游重点村是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体现，对乡村旅游发展起到典型示范和带动引领

作用，是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以湖南省 141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采用不均衡指数与核

密度分析、最邻近指数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重点村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均衡和集聚程度，使用灰色关

联、相关性分析和叠置与缓冲区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整体空间分布特征为显著集聚型，大致呈现出“主核心 - 次核心 - 边缘型”的集聚态

势；重点村数量在各个市中分布比较均匀，但各市的空间分布类型存在差异，14 个地级市共有 4 种分布类型；

3 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类型呈“两高一低”的类型特征，且分布范围不尽相同；湖南省乡村重点村空间分布格

局的形成是地形水系、交通通达度、客源市场、地区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833(2023)05-0086-10
引文格式：周 丽，胡道华 .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2023，37(5)：86-95.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ZHOU Li，HU Daohua
（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China）

Abstract：As an embodimen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play a 
typical demonstration and leading role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aving an important path for industry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141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equilibrium and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key villages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by adopting 
geographical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disequilibrium index,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nearest neighbor index, 
follow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in Hunan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grey correlat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overlay and buff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is characterized with an obvious tendency 
towards indigenous agglomeration, which generally presents an agglomeration trend of “primary core-secondary core-fringe 
area” mode. The number of key villages is evenly distributed in each city, but with a diversity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ypes of each city - four distribution types in 14 cities. The three types of rural tourism key village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a “two high - one low” feature, with diversity in the distribution range.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ural key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errain and water system,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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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bility, tourist market,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Keywords：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influencing factor；Hunan Province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党和国

家将乡村振兴确立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乡村旅游凭

借市场需求大、原生美投入小，以及可持续性强的特

点，助力乡村在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全面修复的前提

下实现全面振兴，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建设，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中，更是将“各级政府应支持乡村旅游

发展”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的

提出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法制保障 [1]。 
湖南省属于我国中部六省之一，其物产丰盈，是

典型的农业大省，农村地域辽阔，环境山明水秀，建

省历史悠久，其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力不可估量。201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和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开展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建设工作，

力图在全国遴选一批文化和旅游发展质量高的乡村

和旅游景点，以起到典型示范和带动引领作用，直

至 2022 年 7 月，在 3 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中，

湖南省共有 41 个村成功入选，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

前列。同年 9 月，为响应国家政策，湖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省内同步展开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建设工作，在其发布的 3
批《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中，先后有 129 个

行政村和自然村成功入选。截至 2022 年 7 月，湖南

省共有 141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由于遴选标准多样，

这 141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之间的资源优势、区位条件

和经济现状迥然不同，其空间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仍

然未解。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较多。国外学

术界对乡村旅游研究起步较早，研究重点从乡村旅游

驱动模式、乡村旅游经济影响等领域，逐渐深入到乡

村旅游动力机制、可持续发展、消费模式等领域 [2-6]。

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末，目前主

要围绕其发展路径、可持续发展以及空间分布特征等

方向进行研究 [7-10]。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游客

行为偏好和旅游地均衡布局息息相关，因此一直是

研究重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特征的相关

研究主要包括不同地区的农家乐、乡村旅游示范点、

休闲农业等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方法多采用

核密度分析、莫兰指数和不均衡指数来探究其空间分

布特征，使用缓冲区分析、地理联系率和地理探测器

来剖析其相关影响因素。总之，其研究方法和手段不

断丰富和细化，已从静态的空间布局研究发展到掌握

多时段的演化规律，研究对象也从国家层面不断降低

尺度到省、市级层面。湖南省的乡村旅游空间布局研

究一直处于前沿水平，以传统村落、美丽乡村旅游点、

星级农庄等为常见的研究对象 [11-13]，却缺乏针对省

内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相关定量研究，因此本文拟以湖

南省 141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

析模型和 ArcGIS 分析软件揭示这些重点村在不同空

间尺度下的分布格局，并根据遴选标准和前人研究成

果 [14-17]，选取地理空间类和社会经济类影响因素下

的指标因子与其进行关联性分析，综合探究影响乡村

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的相关要素，以期为优化湖

南省乡村旅游资源配置和空间布局、完善乡村旅游产

品供给体系，全面提高湖南省乡村旅游质量和水平提

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不均衡指数分析

不均衡指数可用来评价空间要素分布的均衡性，

其计算公式为

 ，    （1）

式中：n 为要素的个数；Yi 为按照大小排序后第 i 位
的累计百分比；S 为不均衡指数，在 [0, 1] 内取值，S
值越大，研究对象分布越不均衡。

1.1.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用来分析湖南省 141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在

空间上的分布密度，其计算公式为

   ，i=1, 2, ···, n，     （2）

式中：a 为研究区域内某一个景区点；k(·) 为核函数； 
h 为核密度函数的带宽。

1.1.3 最邻近指数分析

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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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                              （3）

式中： 为研究区域最邻近点之间距离 r1 的平均值；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且

                       ，                        （4）

式中：Q 为区域面积；x 为研究对象数目。

　　当 R=1 时， = ，说明点状要素为随机型分布；

若 R<1，则为集聚型分布；若 R>1，则为分散型分布。 
1.1.4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可用于了解空间研究点与经济因

素的关联程度，以及受到不同因素影响的相对强弱，

其计算公式为

                   ，                    （5）

      ， （6）                                    

              ，               （7）

式（5）~（7）中：x0 为母序列；xi 为特征序列；

Δik 为每个评价对象特征序列与母序列的绝对差值；

为每个特征序列与母序列的关联系数；
Δmin 和 Δmax 分别为两级最小差和最大差；c 为分辨系

数，在 [0, 1] 内取值，数值越小，关联系数间差异越

大，区分能力越弱；m 为特征序列数据个数；γ0i 为

每个特征序列与母序列的关联度，该数值越大，表示

评价对象对评价标准和重要程度越大，关联度越强，

通过对 γ0i 进行排序，可明确各个因素对于湖南省乡

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关联度排序。

1.1.5 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变量为离散性变量，本文选择斯皮尔曼等

级相关系数，其模型可用于分析各影响因素与空间点

之间的相关程度，公式为

                       ，           　      （8）

式中：l 为成对数据的个数；di 为成对数据的秩之差；

ρ为斯皮尔曼相关系数，|ρ| 值越大，表示空间点分布

与各因素之间相关性越强，反之则相关性越差。

1.1.6 叠置与缓冲区分布 
借助 ArcGIS10.2 软件对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别与

水系、陆路交通、景区和客源市场之间的空间关系进

行可视化表达。

1.2 数据来源

文中使用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数据，来源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 2019—2021 年

发布的 3 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中入选的

湖南省乡村，其中第一批 11 个、第二批 23 个、第

三批 7 个，共选取 41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湖南

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的官方网站 2019—2021 年发布的 3 批《湖南省乡

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其中第一批 36 个、第二批 47
个、第三批 46 个，共计选取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

129 个。将两项名单重叠后剔除重复项，得到 141 个

乡村旅游重点村。使用百度地图坐标拾取器系统获取

每个乡村的经纬度数据，并将其导入 ArcGIS10.2 软

件，使其与湖南省矢量化地图重合。湖南省高程数据

来自于地理空间数据云，主要水系数据和陆路交通数

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自然生态资源数据

整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文化

传承和保护数据来自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

各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旅游发展、文化产业指标和

农业发展指标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局和各市州政府网

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
格局

2.1 空间分布及核密度分析

截至 2022 年 7 月，湖南省共有乡村旅游重点村

141 个，其空间分布见图 1。

观察图 1 所示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图

可知，湖南省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体分布比较均匀，

湘北和湘东地区分布相对较为集中。利用平均最近邻

工具计算得出，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省域层面的

最邻近指数值为 0.711 2，该值小于 1，表明湖南省乡

村旅游重点村省域分布为显著型集聚分布。

利用 ArcGIS10.2 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选取 2.5 

图 1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图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map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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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为搜索半径，绘制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

度分布图，所得结果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以看出，

其大致表现出“主核心 - 次核心 - 边缘型”的集聚

态势，图中湘东地区为主核心区，其以长沙市为中

心，大致呈耳状，囊括岳阳市、益阳市和湘潭市等。

在张家界中部出现次核心区，呈圆形。图中出现多

处中值区，范围最大的呈环状包围在主核心区周围，

并往西方向延伸至怀化市、娄底市和邵阳市等区域。

次核心区中张家界市周围同样存在中值圈。还有 3 个

独立的中值圈分别出现在株洲市中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西部和常德市北部，而省边界地带和怀化市

北部为低密度值区域。

2.2 市域层面空间分布状况

按照湖南省 14 个市州国家级、省级乡村旅游重

点村数量，生成柱状统计图和市域密度图，如图 3 和

图 4 所示。

由图 3 可知：张家界市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个

数为 6 个，以绝对优势占据榜首；而省级乡村旅游重

点村最高值出现在长沙市，共 13 个。剔除重复项后

平均每个地级行政区拥有 10 个重点村，而在实际分

布中，长沙市以 14 个重点村的数量排名榜首，益阳

市以 12 个紧随其后，湘西和湘南地区处于平均水平，

株洲市和岳阳市以 7 个的微弱劣势并列末尾，可以看

出，其总体差距不大，离散程度也较小。根据式（1）
计算出其不平衡指数为 S=0.093 29，该数值接近 0 而

远小于 1，这说明其研究对象分布均衡。因此可以

得出结论：湖南省乡村重点村在市域层面分布比较

均匀。

按照式（4），利用 ArcGIS10.2 中平均最邻近工

具计算最邻近指数，测算得到的结果见表 1。

表 1 湖南省各地级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最邻近指数

Table 1 Proximity index of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Hunan Province

城市

长沙市

益阳市

郴州市

常德市

娄底市

邵阳市

张家界市

衡阳市

永州市

怀化市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

湘潭市

株洲市

岳阳市

点个数

14
12
11
11
10
10
10
10
10
10

10

  9
  7
  7

z 得分

-0.581 2
-0.766 4
-2.595 4

0.538 2
1.123 7
2.352 0
1.656 0
2.957 6
2.573 2

-0.002 2

3.602 3

-0.340 4
1.757 0
1.449 1

p 值

0.561 0
0.443 3
0.009 4
0.590 3
0.261 1
0.018 6
0.099 7
0.003 0
0.010 0
0.998 1

0.000 3

0.733 5
0.078 9
0.147 3

最邻近

指数

0.918 7
0.884 3
0.590 9
1.084 8
1.185 7
1.388 7
1.273 7
1.488 0
1.425 3
0.999 6

1.595 4

0.940 6
1.347 1
1.286 3

空间分布

类型

集聚

集聚

集聚

分散

分散

分散

分散

分散

分散

集聚

分散

集聚

分散

分散

显著性

不显著

不显著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显著

显著

不显著

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不显著

图 2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核密度分布图

Fig. 2 Spatial nucl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map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图 3 湖南省各地级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map of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in Hunan Province

图 4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市域密度图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urban density map of rural 
tourism key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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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计算结果主要包含 5 个参数。若最

邻近指数大于 1，表示此空间模式为分散；若指数小

于 1，则其所表现的模式趋向于集聚。由表 1 可以得

知，湖南省各市州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特征存在较大

的差异，14 个地级市的分布类型共有 4 种情况，其

中共有 4 个地级市为不显著集聚型分布、1 个地级市

为显著集聚型分布、6 个地级市为不显著分散型分布、

3 个地级市为显著分散型分布。

3 不同类型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

结构特征

乡村旅游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形式的旅游活动，主

要在于其独一无二的乡村景观客体，也就是它的旅游

吸引物——乡村旅游资源。因此，本文在参考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 [18-20]，并且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

和评价（GB/T 18972—2017）》，将湖南省的乡村

旅游重点村按照其乡村旅游资源的特征大致分为自

然生态类、民俗风情类和农业生产类 3 类。

“乡”“土”“农”是乡村旅游的资源禀赋，也

是乡村的本质特征。

“乡”的本意是指城市以外的地区，是自己家庭

世代居住的地方，在此可以延伸为乡村地区的生态环

境。因此，自然生态类的乡村旅游重点村是依靠优美

的村庄环境或周围的景区资源，使人们由此产生美的

欣赏，包括特殊的地质地貌、娴静的田园风光和丰富

的生物资源等。此类型村庄数量在湖南省乡村旅游重

点村中占绝对优势，湖南省有 74 个自然生态类重点

村，所占比例约为总重点村数量的 52.5%，涵盖湖南

省全部地级行政区。

“土”是指乡村地区日常生活展现出来的乡土人

文气息，民俗风情类就是依靠其浓郁的本土文化受到

大众欢迎而成为旅游目的地。湖南的民俗风情类重点

村有 56 个，所占比例约为重点村总数量的 39.7%，

其大多数依靠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和革命时期传承

下来的红色文化而深受游客青睐，涵盖范围较广，且

主要集中在湘东、湘西、湘南等地。

“农”是指由农民、农田、生产工具及劳动活动

所组成的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生产类则包括依托种植

业、林业、渔业、畜牧业等形成的休闲和观光农业

活动而发展旅游业的村庄，大部分分布在城郊附近，

在闲暇时间吸引城市居民前来体验农事和休闲度假。

此类村庄在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分布较少，大致

有 11 个，约占总重点村数量的 7.8%，主要分布在湘

中和湘东地区，包括长沙市、益阳市和株洲市在内，

其主要依靠茶叶和水果采摘发展起来的种植园带动

旅游业。

4 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影

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考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湖

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遴选标准的基础上，参考前人的

研究 [21-24]，并遵从科学性、可操作性和代表性原则，

最终决定选取地形水系、交通通达度、客源市场、景

区景点、地区经济、旅游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和农

业发展等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根据研究方法的异同，

将其分为地理空间类和社会经济类两类。地理空间类

包括地形水系、交通状况、客源市场和景区景点等 4
个因素共 8 项指标，将其各项指标与重点村的空间

分布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 2。社会经济

类包括地区经济、旅游发展和农业发展 4 个因素共 7
项指标，建立灰色关联性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 3。

如表 2 和 3 所示，在地理空间类影响因素中，地

形水系和交通通达度与空间点的分布呈现出更强的

相关性，是影响重点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客源市

场和自然生态资源属于次级影响因素；在社会经济类

表 2 地理空间类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geospa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影响因素

地形水系

交通

通达度

客源市场

自然生态

资源

指    标

地形高程

重点村与河流水系缓冲区关系

公路里程

重点村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缓

冲区关系

重点村与一级客源市场缓冲区关系

重点村与二级客源市场缓冲区关系

重点村与国家森林公园缓冲区关系

重点村与国家风景名胜区缓冲区关系

斯皮尔曼

相关系数

ρ值
-0.931
-0.915
-0.899

-0.997

-0.828
-0.843
-0.624
-0.782

显著性

（Sign值）

0.000
0.000
0.015

0.000

0.001
0.001
0.015
0.000

表 3 社会经济类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结果

Table 3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influencing factors

影响因素

地区经济

旅游业发展

文化保护与传承

农业发展

指   标
地区生产总值

全年总接待人数

旅游总收入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农业生产总值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灰色关联系数

0.845 4
0.752 4
0.655 8
0.721 0
0.662 1
0.644 4
0.580 2

排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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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中，地区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水平与重点村的

分布关联度较大，文化保护与传承和农业发展两项因

素则次之。

4.1 地理空间类影响因素

4.1.1 地形水系

湖南省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总体呈现出向

东北开口不对称的马蹄形。其地势为西南高东北低，

河流以湘北洞庭湖为中心，以湘、资、沅、澧为骨架，

按地势高低流向全省各地。使用 ArcGIS10.2 软件将

湖南省地形水系图与空间点进行重叠并分类统计，结

果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平均海拔

为 181.5 m，有约 85% 的村庄分布在海拔高度小于

500 m 内的丘陵、平原地带，数量达到 120 个。海拔

最高的重点村为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凼

村，海拔为 1 121 m；海拔最低的为常德市津市市青

苗社区，其海拔仅 29 m，二者的斯皮尔曼相关性系

数达 -0.931，呈显著负相关，即重点村的数量随着

高程值的增加而减少；河流水系的斯皮尔曼相关性

系数 ρ=-0.915，呈显著性负相关，约 65% 的乡村旅

游重点村分布在距离水系 8 km 的缓冲区内，数量达

92 个，在总数值中占绝对比例，其中分别有 32, 24, 
36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在距离水系 2, 5, 8 km 的

缓冲区内。可见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

显现出较强的近水性特征，水系发达地区通常存在

着村庄密集区，它们傍水而建，而对于发展旅游业

而言，优美的水域风光可为乡村景观平添韵味，提

升其旅游吸引力。

4.1.2 交通通达度

公路里程数通常反映一个地区的交通运输能力，

因此与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关系紧密，研究表明，湖南

省各市州的公路里程数与重点村空间分布的斯皮尔

曼相关性系数 ρ=0.899，呈显著性正相关。将湖南省

主要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的缓冲区与重点村进行叠

置分析后，得到如图 6 所示分布关系图。

利用最邻近分析工具求得重点村距离交通道路

网的平均距离为 4.74 km，有 92% 的重点村分布在距

离交通道路网 7 km 内的缓冲区，数量达 130 个，其

中省道 7 km 的缓冲区范围分布有 91 个乡村旅游重

点村，数量最多，国道和高速公路数分别为 74, 71 个。

图 7 所示为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与交通道路网

络距离关系图。

由图 7 可知，交通道路网缓冲区内重点村数量随

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二者的斯皮尔曼相关性系数值

达 -0.997，呈显著负相关。一般来说，交通对乡村

旅游的开发以及后续的经营状况影响很大，旅游目的

地的交通通达度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经济或社会

效益，因此旅游业较发达的乡村一般会位于交通道路

网较密集的区域，以保证其旅游业得到规模化和长期

图 5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与高程水系分布关系图

Fig. 5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rural tourism key villages and 
elevation water system in Hunan Province

图 6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与交通道路网分布关系图

Fig. 6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and traffic road network in Hunan province

图 7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与交通道路网距离关系图

Fig. 7 Distance relationship diagram between rural tourism 
key villages and traffic road network in Hunan Province



92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 年

的发展。

4.1.3 客源市场

客源地是指具有一定人口规模和社会经济能力

并向旅游目的地提供一定数量旅游者的地区。文中按

照辐射范围和服务范围将客源市场划分为两级：一级

客源市场选取湖南省 14 个地级市，二级客源市场选

取湖南省 122 个县级市，以其主城区为中心点环绕的

多环缓冲区作为客源市场的指标因子，将它们与空间

点进行叠置分析，得到如图 8 所示的分布关系图。

图 8 所示结果显示，两个不同级别的客源市场辐

射能力与重点村空间分布的斯皮尔曼相关性系数分

别为 0.828 和 0.843，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其

中有 34 个重点村分布在距离一级客源市场 30 km 的

缓冲区范围内，平均一个一级客源市场可辐射 2.4 个

重点村。二级客源市场较一级客源的平均辐射能力较

弱，平均一个二级客源市场 20 km 内分布着 0.9 个

重点村，但二级客源市场数量众多，因此其辐射范

围更广、辐射点数量更多，在缓冲区 20 km 范围内

有 108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其中分布在 0~10 km 和

10~20 km 缓冲区范围内的分别为 45, 63 个。由此得

知，客源市场也是影响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

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4.1.4 自然生态资源

考虑到 “自然旅游资源富集，观赏游憩价值较高”

是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名录建设的重要遴选标准。同

时，根据上文分析得知，湖南省的自然生态类乡村旅

游重点村所占比例达 52.5%，因此乡村旅游重点村的

分布格局与地区自然生态资源势必紧密联系。结合湖

南“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貌特征和乡村旅游的特殊

性，选取省内 64 个国家森林公园和 21 个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与重点村进行缓冲区分析，得到二者的斯皮尔

曼相关系数值分别为 -0.624 和 -0.782，均呈现出较

显著的负相关性。利用最邻近工具探究其空间关系，

得到的结果见图 9。

分析图 9 可以得知，有将近 40 个乡村旅游重点

村分布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 km 的缓冲区内，平

均一个风景名胜区可以辐射 2 个重点村；而在国家森

林公园 20 km 的缓冲区内，分布有 62 个重点村，其

中 5, 10, 20 km 的缓冲区内分别有 9, 17, 36 个重点村。

由此可见，地区自然生态资源的富集程度也是影响湖

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的重要因素之一，如诗如画

的生态环境是湖南大多数农村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

重要资源。

4.2 社会经济类影响因素

4.2.1 地区经济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地区生产总值与重

点村空间分布的系数值达 0.845 4，关联度在社会经

济类影响因素中排名最高，说明二者存在极强的相关

性。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支撑，旅游是经济

发展到一定基础上的产物，只有足够的物质资料生产

基础，才能支撑地区包含乡村旅游在内的整个旅游系

统的发展，并且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也能激发人们的出

游动机。乡村旅游景区是多方位开放式区域，属于公

共空间，因此政府的政策扶持补贴和社会资本助力必

不可少，也正是由于党中央不断提高对乡村振兴和三

农问题的重视，加大财政支持，以及社会资本注入，

才使得许多乡村的旅游业潜力得以开发。

4.2.2 旅游业发展

在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中，指标因子旅游总接待

人数、旅游业总收入的灰色关联系数值分别为 0.752 4
和 0.655 8，表明其对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均

图 8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与客源市场分布关系图

Fig. 8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and tourist markets in Hunan Province

图 9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与自然生态资源分布关系图

Fig. 9 Distribution relationship map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and natural ecological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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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分析 2021 年湖南省地区旅游总收入和全年接

待人数排名可知，榜单前三位的长沙市、衡阳市和郴

州市，在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排名上同样位于前列，

这进一步证实了地区旅游业发展是影响重点村空间

分布的重要因素。从旅游业自身的特点进行分析，旅

游业的带动性，决定了一个地区自身休闲旅游水平越

高，引发行业联动、带动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能力越

强，这种情况在湖南省内占绝大部分。但也存在着另

外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地区总体休闲旅游能力一般，

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如益阳市、邵阳市等地；

第二种是地区总体休闲旅游能力较强，而乡村旅游发

展水平较低，如岳阳市、株洲市等地。

4.2.3 文化传承与保护

  文化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之一，文旅融合

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和现实需要，也是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和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重要遴

选标准。为了充分体现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保护传承

力度与乡村旅游的关系，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指标因子。根据灰

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两项指标因

子的关联系数分别为 0.721 0 和 0.662 1，表明二者存

在较高的关联性。从湖南省民俗风情类重点村的空间

分布来看，其大部分集中在湘东、湘西、湘南等地，

而湘东和湘西同样是省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地区。湘东自古以来就是湖南

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湘楚文化的核心区，

近代以来，又凭借着独特丰富的红色文化使得乡村文

化旅游大放异彩；湘西是省内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

族世代居住的地方，其乡村地区不仅有着神秘的民族

风情，也聚集着保存完整的古建筑遗址、特色村寨，

各地游客络绎不绝；湘南是中华道德文明和农耕文明

的摇篮，其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对于推进农文旅融合

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色彩鲜明的地域文化为湖

南省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旅游吸引物，是影响

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和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4.2.4 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的两项指标因子——农业生产总值和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重点村空间分布的灰色关联分

析系数分别为 0.644 4 和 0.580 2，二者的关联系数相

近且较小，关联程度一般。湖南省发展农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和人文优势。其位于中纬度地区，属东亚

季风区，气候温暖湿润，适于水稻等粮食作物生长，

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一直是全国稻谷核心产区，

种植面积和年产量在全国各省份中首屈一指，精耕细

作型农业文化景观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美丽的田园

风光。同时，湖南省是重要的水果产区，代表品种有

石门柑桔、湘西碰柑和雪峰蜜桔等。农产品种类丰富，

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这些都是湖南省发展乡村旅

游强有力的基础条件。农业是乡村旅游的依托，发展

乡村旅游不能丢掉农业的根本，只有夯实农业根基，

才能提高乡村旅游吸引力，带动湖南省乡村旅游进入

更高水平。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整体数量分

布比较均匀，省域层面下空间分布类型为显著性集聚

分布，大致表现出“主核心 - 次核心 - 边缘型”的

集聚态势，集聚核心包括长沙市、岳阳市、益阳市等，

这说明湖南省的乡村旅游在湘东地区已经初步形成

了产业聚集优势。根据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各地

区发展乡村旅游要依托地域特征鲜明、乡土气息浓厚

的特色文化、特色景点和特色产业，重点打造一批乡

村休闲旅游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乡村旅游要获得根本

出路，只有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因此在湘东地区出现

乡村旅游集群现象是湖南乡村旅游已获得较强竞争

优势的体现，未来各地级市要加强彼此间的紧密联

系，助推产业链协同发力，在区域内整合大量旅游产

品，迅速扩大湖南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在市域层

面上，由于乡村旅游资源的不均衡性，各市的空间分

布类型不尽相同，共有 4 种分布类型，各地级市可基

于本研究，科学规划本市的乡村旅游布局，打造一批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龙头项目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是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对其影响较强的因素有地形水

系、交通通达度、客源市场、地区经济和旅游业发展，

因此未来要将推动交旅融合、保护水体旅游资源、缩

短客源市场空间距离与提升龙头景区辐射力，作为优

化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布局的重要举措。此外，湖南

一直致力于以多种模式推动乡村旅游，破解乡村旅游

发展困境，结合前文对重点村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研

究结论，不同类型的重点村未来发展乡村旅游应各有

侧重：自然生态类村庄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开发

出特色发展之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强，因此

未来要将保护生态环境、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重中之重；民俗风情类村庄多为具有文化底蕴、

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名村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未来

要在保护和合理开发特色乡村文化的基础上，避免

走文化雷同化道路；农业生产类多分布在城郊地区，

具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与地租成本优势，因此未来

要在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同时，注重发展体验型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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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休闲观光、果树采摘等精品项目，促进农

旅深度融合，以多种旅游模式共同推动“文旅融合，

以旅促农”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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