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5卷 第12期
2025年  6月          

科 技 和 产 业
ScienceTechnologyandIndustry         Vol.25

,No.12
Jun.,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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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山东省48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描述其空间分布特征与结构特点,运用

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工具探究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呈集聚分布形态,整体分布

不均衡且在市域尺度上分布较为集中,多集聚在地市交界处以及沿海地区;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受自然环境、交
通条件、社会经济、资源禀赋的共同影响,社会经济是影响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强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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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

居民休闲方式的转变,国土空间格局不断发生转

变,乡村旅游蓬勃发展[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办公

厅等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名录建设工作的通知》,旨在遴选具备示范与引

领作用的旅游乡村,国家相关部门在政策、资金、人
才、宣传等方面不断给予支持,目前共遴选出四批,
共139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近年来,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成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带动旅游

市场发展的关键力量[2]。因此,探究其空间分布结

构,研判其影响因素十分重要。
乡村旅游是地理学和旅游学领域内受到广泛

关注的研究焦点。目前,国外研究主要侧重于乡村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5]以及促进乡村转型与提升竞

争力[6-7]等方面。国内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也渐为

成熟,学术探讨日益多元化。研究主要包含最美休

闲乡村[8-10]、传统村落[11-12]、乡村旅游重点村[13]、乡
村旅游示范点[14-15]等研究对象;研究尺度主要涉及

全国[16]、省[17]、市[18]、镇[19]及典型案例村等不同尺

度的行政单元[20-22]等自然地理单元的乡村旅游空

间格局展开研究,以及少数学者从经济单元空

间[23-24]展开研究。探究其空间分布情况常借助最

邻近指数等分析方法;研究对象的影响因子多运用

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GWR)、多尺度地理加

权回归(MGWR)等计量模型进行深入探究。

相关研究中,全国尺度的地域分布及影响因素

作用机理备受学者关注,少有省域尺度的相关研

究。目前,已有学者对山东省田园综合体[25]、乡村

旅游地[26]等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对于山东省国家级

乡村旅游重点村地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尚显

不足。山东省作为旅游大省,凭借深厚的人文积淀

与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构筑了具备发展潜力的旅

游市场蓝图。基于此,本文针对山东省48个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展开研究,以期为优化乡村旅游的

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法

使用最邻近点指数反映地理空间中乡村旅游

重点村之间的邻近程度;地理集中指数来衡量乡村

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采用不均衡指数

用于评估乡村旅游重点村在不同地级市之间的分

布均衡性;核密度分析通过平滑的峰值函数模拟真

实的概率分布曲线;采用地理探测器来解析乡村旅

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驱动力,分析山东省

乡村旅游重点村的驱动力和影响因子以及多因子

交互作用。
1.2 数据来源

本文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中选取山东

省前四批合计48个入选乡村为研究对象。样本坐

标利用百度地图坐标拾取系统进行收集,建立矢量

861



数据库,绘制空间分布图,并进行数据的可视化分

析。30m分辨率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来源于

NASA、ALOSSatellite卫星高程数据(https://
search.asf.alaska.edu/),高程、坡向、坡度基础数

据利用ArcGIS10.2空间分析软件进行提取。山东

省主要公路、铁路等交通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

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
主要河流数据源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高等

级景区数据来源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http://
whhly.shandong.gov.cn/),其他分析统计数据来

源于山东省和地级市级政府统计年鉴、工作报告等。

2 结果分析
2.1 空间分布特征

2.1.1 空间分布类型

参考佘丽敏和邱永胜[27]的做法,将山东省分为

鲁中、鲁南、鲁西南、鲁西北与胶东半岛5个地区。
鲁中 地 区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数 量 最 多,占 比 为

35.42%;鲁南与胶东半岛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所

占比 例 次 之,为 22.92%;鲁 西 南 地 区 占 比 为

14.58%,鲁西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所占比例最

低,仅为4.17%,需要加大对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

的乡村旅游开发和支持力度,促进旅游产业的均衡

发展。从市域尺度观察,临沂市拥有的乡村旅游重

点村数量最多。运用ArcGIS10.2软件计算最邻近

指数,分析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类

型。计算得出,最邻近指数R=0.838,P<0.05,表
明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

形态,明显的集聚形态有利于促进乡村旅游资源的

整合与共享,形成旅游产业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

(表1)。

表1 重点村最邻近点指数

重点村

个数/个
平均观测

距离/km
预期平均

距离/km
平均最近

邻指数
Z得分 P

分布

类型

48 26.254 31.341 0.838 -2.151210.031460集聚

2.1.2 空间分布均衡性

乡村旅游发展失衡会引发了收入差距过大、不
完善的分配体制和不均衡的发展等问题,是共同富

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障碍,影响乡村振兴的整体进

程。对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地理集中指数

计算,计算结果显示,重点村的地理集中指数G=
32.00,当样本均匀分布时,地理集中指数G0=
25.00,即G>G0,则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分布在

市域尺度上较为集中。根据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

村的累计占比,计算其不均衡指数S=0.464,S为

0~1,进一步表明重点村分布不均衡。对重点村在

各地市的分布绘制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弯曲程

度越大,则表明分布越不均衡,直观反映在市域尺

度下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呈非均衡分布形态。基于

此,山东省各地市间需要采取措施促进旅游资源的

均衡分布,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图1)。

图1 重点村分布洛伦茨曲线

2.1.3 空间分布密度

利用ArcGIS10.2软件Density工具进行核密

度分析,绘制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核密

度如图2所示,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有

3个明显的高密度集聚中心,分别位于济南南部与

泰安交界处、淄博东部与潍坊交界处以及临沂东北

部。在滨州南部与淄博交界处,济南、淄博、临沂与

泰安四交界处,济宁东北部,枣庄东部与临沂交界

处,次级密度集聚中心分布于东部沿海以及青岛东

南沿海地区。整体来看,山东省中部、南部地区高

密度集聚区较多,呈现大片的相连区域,主要分布

在济南、淄博、临沂、泰安、济宁、枣庄;东部地区的

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布在威海的荣成、环翠区、文
登区,青岛平度、崂山区,烟台的蓬莱,潍坊的寒亭、
坊子,滨州滨城,日照的岚山、莒县,德州乐陵。综

上,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多位于地市交界处以及

部分沿海地区,乡村振兴建设在注重整体推进的同

时,应充分考虑加强地市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乡

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共同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文
化等多方面的全面进步。
2.2 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2.2.1 指标体系建立

借鉴相关研究结论[29-31],结合山东省乡村旅游

发展实际及区域特色,从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社会

经济、资源禀赋4个维度出发,构建由16个评价指

标组成的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运用地理探测器计算影响力q及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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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审图号为GS(2016)2556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2 重点村核密度分布

互作用,以此来衡量各影响因素对重点村空间分布

特征形成的影响程度。指标均采用自然间断点分

级法(Jenks)分为5级,q为所选指标对重点村空间

分布的解释力(或称影响力),其值越大解释力越

强[9]。如表2所示。

2.2.2 因子探测结果分析

单因子探测结果显示,不同维度下的因子对山

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都存在显著影响,且
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社会经济、资源禀赋4个维度

中均有解释力大于3的因子。由此可见,山东省乡

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受自然环境、交通条件、
社会经济、资源禀赋的共同影响,其中地区生产总

值的影响力最大。各维度的影响强度从大到小依

次为社会经济、资源禀赋、交通条件、自然环境。根

据因子交互探测结果可知,16个因子交互作用的影

响力均显著大于单独因子的影响力,且没有相互独

立的因子,58组交互因子间表现非线性增强作用。
这说明16个影响因子中任意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

对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力都更

为显著。如图3所示。
2.2.3 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山东省DEM栅格数据提取成乡村旅游重

点村的高程信息,海拔高度在100m以下的重点村

有14个,占总数的39.58%;海拔高度在100~
200m的重点村有9个,占总数的18.75%;海拔高

表2 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

维度 指标 单位
q

评价指标 影响因素

自然

环境

高程(X1) m 0.314
坡向(X2) (°) 0.207
坡度(X3) (°) 0.386

距河流距离(X4) m 0.408

1.315

交通

条件

公路密度(X5) km/102km2 0.290
距高速距离(X6) m 0.279
距国道距离(X7) m 0.459
距铁路距离(X8) m 0.459

1.487

社会

经济

地区生产总值(X9) 亿元 0.709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X10) 元/人 0.197
人均可支配收入(X11) 元/人 0.316

1.750

资源

禀赋

人口密度(X12) 人/km2 0.483
高等级景区数量(X13) 个 0.339

距高等级景区距离(X14) m 0.46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15) m2 0.468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16) % 0.250

1.520

度在200~300m 的重点村有10个,占总数的

20.83%;海拔高度在300m以上的重点村有10个,
占总数的20.83%。结果表明,重点村的分布会受

海拔影响,海拔较低的地区重点村分布数量较多,
海拔高度构成乡村旅游重点村地域差异的基础。
坡度对乡村的可达性有较大影响,坡度越大,进入

村庄越困难,会阻碍村落与外界的交流,不利于旅

游产业的发展[32]。基于研究区DEM数据,坡度较

低的地区重点村分布数量较多,其中33个村分布于

坡度小于6°的地区,占所有乡村旅游重点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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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因子交互探测结果

68.75%;83.33%的村庄坡度小于10°。山东省主

要河流10km、15km、20km缓冲区叠加乡村旅游

重点村,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77.08%的重点

村庄位于20km缓冲区内,68.75%的重点村位于

15km缓冲区内,45.83%的重点村位于10km缓冲

区内。这说明乡村旅游重点村具有亲水特性,邻近

河流的特点显著。良好的人居环境为旅游产业的

发展提供重要的空间场所和生态基础,为乡村振兴

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交通条件方面,便捷的交通能够缩短游客的旅

行时间,提高旅行的便捷性和舒适度,从而吸引更

多的游客前来乡村旅游。特别是对于距离城市较

远、拥有独特自然或文化资源的乡村地区,良好的

交通区位能够提高与外界的联系程度,使其更容易

被游客发现和访问。根据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距离

国道和铁路的距离对重点村分布的影响较大。结

果显示,主要交通线路5km缓冲区内有12个重点

村分布,占总数的25.00%;10km缓冲区内累计重

点村21个,占总数的43.75%;20km缓冲区内累

计重点村44个,占总数的91.67%,所有重点村均

在距交通线30km缓冲区内。因此,乡村旅游重点

村的分布具有交通指向性。社会经济方面,社会经

济状况关系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

用,经济发达的地区通常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

改善交通、住宿、餐饮等旅游配套设施。人均可支

配收入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居民经济

水平高即拥有相对较大的消费潜力和旺盛的出游

意愿[32]。根据因子探测结果,地区生产总值(q=
0.709)是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

素,人均可支配收入(q=0.316)也具有较大的解

释力。
资源禀赋方面,高等级景区为乡村旅游提供了

更多的旅游线路和产品组合选择,高等级景区的存

在产生互补,通过游客的溢出效应,为乡村旅游带

来更多的潜在客源。根据因子探测结果可知,高等

级景区数量、距高等级景区距离两项指标的q分别

为0.339、0.463,影响力显著。进一步分析高等级

景区与重点村分布的空间关系,绘制高等级景区

10km缓冲区,并叠加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可视化

分析,得出位于高等级景区10km缓冲区内的重点

村数量为45个,占到总数的93.75%,可知高等级

景区的数量和距离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具有

显著影响,高等级景区的存在及其周边区域对乡村

旅游重点村的分布具有重要的吸引力和促进作用。
高等级景区数量与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之间的地

理联系率为0.4467,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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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性,高等级景区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具

有辐射带动作用。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最邻近点指数R=
0.838,因此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呈集聚

分布形态。地理集中指数G=32.00,且G>G0,说
明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在市域尺度上分布较为

集中;不均衡指数S=0.464,表明山东省乡村旅游

重点村整体分布不均衡。
(2)对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进行核密度分

析,发现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分布上存

在3个明显的高密度集聚中心,分别位于济南南

部与泰安交界处、淄博东部与潍坊交界处以及临

沂东北部;以及6处次级密度集聚中心:滨州市南

部与淄博市交界处,济南、淄博、临沂与泰安四市

交界处,济宁东北部,枣庄东部与临沂交界处,威
海东部沿海及青岛东南沿海地区。整体来看,山
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多位于地市交界处以及部分

沿海地区。
(3)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受自

然环境、交通条件、社会经济、资源禀赋的共同影

响。地理探测结果显示,社会经济是影响山东省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强势因素,影响力最

强的指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显

示,双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影响

均大于其中单独一个因子,因子之间的复杂交互

作用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有显著的

影响。
3.2 讨论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路径。针

对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能
够为山东省乡村旅游的提质升级提供有益建议。
结合研究结论与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均衡发展。山东省乡

村旅游重点村整体分布不均衡,鼓励和支持具有

旅游潜力的地区不断挖掘旅游元素,充分利用已

形成的旅游高密度集聚区域的强大带动作用,进
一步挖掘特色,吸引旅客流量,引导乡村旅游资源

的合理布局。
二是加强区域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利用地

市交界处的地理优势,推动跨区域合作,共同开发

乡村旅游线路和产品,如济南、淄博、临沂与泰安

四市交界处的合作,可以打造特色鲜明的区域旅

游品牌,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
三是提升基础设施,改善交通条件。交通条

件对乡村旅游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加大对乡村

旅游重点村周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加

强地市交界处和偏远地区的道路建设,提高交通

便利性,缩短游客旅行时间。同时增设乡村旅游

公交线路,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方便游客到

达乡村旅游目的地,同时考虑设置旅游信息咨询

点和租车服务,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四是注重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在乡村旅游

开发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保护好自然生态

和文化遗产,避免过度商业化对环境和文化的破

坏。深入挖掘乡村文化,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如民俗活动、传统手工艺等,增强乡村旅游

的文化内涵和独特性。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和更新指标体系,提供更精准的分析以为山东省

乡村旅游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精准有效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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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ingFactorsofKey
VillagesforRuralTourisminShandongProvince

MEIJiaqi1,WANGXiaowei2,HEWeiqi1
(1.School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252000,Shandong,China;

2.SchoolofTourism,ShandongWomen’sUniversity,Jinan250300,China)

Abstract:Selecting48national-levelruraltourismkeyvillagesinShandongProvinceastheresearchsamples,spatialanalysismethodswere
employedtodescribetheir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structuralfeatures,whiletheGeodetector,aquantitativeanalysistool,was
utilizedtoexplorethemechanismofinfluencingfactors.TheresultsindicatethattheruraltourismkeyvillagesinShandongProvinceexhibitan
aggregateddistributionpattern,withanoverallunevendistributionandarelativelyconcentrateddistributionatthemunicipalscale,particularly
clusteringatmunicipalboundariesandalongcoastalareas.Thespatialdistributionofthesekeyvillagesisjointlyinfluencedbynatural
environment,transportationconditions,socio-economicfactors,andresourceendowments.Amongthem,socio-economicfactorsarethe
dominantonesaffectingthespatialdistributionofruraltourismkeyvillagesinShandongProvince.
Keywords:ruralrevitalization;ShandongProvince;spatialpattern;geographicdetector;keyruraltourism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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