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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百度指数平台获取2018~2022年陕甘宁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25所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的

网络关注度，利用变异系数、地理集中指数、首位度、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分析其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

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三大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近5年的网络关注度呈平稳、下降再上升的趋

势，2021年网络关注度最低；从年内变化来看，7月网络关注度尤为突出，暑期是研学旅行的密集期；

网络关注度的变异系数、地理集中指数、首位度指数表明三大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存在

一定的空间差异，网络关注度空间集聚程度高，关注度集中某一区域；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受经济发展

水平、交通条件、互联网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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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idu index platform to obtain the network attention of 25 natural ecological re-
search bases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region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18 to 2022,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primacy degree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twork attention de-
gre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twork attention of the three research bases of natural ecolog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howed a steady, declining and rising trend, and the 2021 network attention 
was the lowest, in July, the network attention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summer vacation is the 
study of the intensive period of travel;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
dex and primacy index of network attention show that there are som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net-
work attention degree of natural ecological research bases in the three regions, and the degree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network attention is high, the degree of concern is concentrated in one 
region, and the degree of concern of research base network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ffic conditions and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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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研学旅行作为“旅游 + 研学”的一种重要新

兴业态，随着相关政策的发布以及市场需求的扩大，研学旅行已经成为教育界和旅游界的新宠[1]。研学

旅行是一种指以中小学生为主体，以学习知识、增长经验为目的的旅行教育[2]。2014 年，国务院发文要

求“支持研学旅行发展，把研学旅行纳入学生素质教育范畴”。2016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公布了两批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营地名单等名单[3]，共计 611 个研学旅行基地。劳银姬等[4]综合考量研学基

地的主题与特色，将全国 611 个国家级研学基地划分为优秀传统文化类、综合实践基地类、国防科工类、

国情教育类、革命爱国类和自然生态类 6 大类，其中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包括自然景区、城镇公园、植

物园、动物园、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海洋公园、示范性农业基地、生

态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等单位。 
近年来，伴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及研学旅行活动的兴起，研学基地建设不断推进。部分学者基

于教育或旅游经济视角对研学基地开展了相关研究，相关成果主要关注研学基地建设政策与资源评价开

发[5]、基地研学课程体系构建与策略实证研究[6] [7]、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及影响因素研究[2] [8] [9]等
方面。这些研究多是基于全国尺度、特定地区或某一具体研学基地进行研究，而对某一具体研学基地类

型进行地域比较的相关研究较少。从地理学的视角，选取某一类型的研学基地开展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

析与影响因素研究，有利于识别同类质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的区域分异特征，明晰其影响因素，能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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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同类质研学基地的空间优化与管理经营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基于此，本文基于百度指数获取陕甘

宁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数据，利用变异系数、地理集中指数、

首位度、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分析其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能为我国自然生态类研学

基地的管理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研究研学基地选自位于陕甘宁、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 25 所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25 所研

学基地 2018 年至 2022 年的网络关注度数据来源于百度指数平台。用于影响因素分析的地区人口总数、

城镇人口、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总收入、游客接待人数，网络普及率、

旅客运输周转量等数据来自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研究方法 

2.2.1.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用来判断多个样本指标相互间的差异程度[8]。本文用其衡量网络关注度的月际差异变化和

空间差异变化，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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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式中，CV 为变异系数，xi 表示各月或各地区网络关注度，为其均值。CV 反映各月或各地区网络关注度

分布的离散程度，CV 值越大，表明网络关注度月际差异或空间差异越显著；反之，亦然。 

2.2.2.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用来衡量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集聚程度[10]，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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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为地理集中指数，xi代表 i 地区的网络关注度；T 代表所有地区网络关注度的总值。G 越接近于

0，表明网络关注度空间集聚程度越低；G 越接近 100，空间集聚程度越高。 

2.2.3. 首位度指数 
首位度指数用于衡量网络关注度的区域集聚程度[10]，计算公式为： 

1

2

PP P=                                        (3) 

式中，P 为首位度，P1和 P2分别代表区域中网络关注度的首位地区和次级地区。一般认为，P < 2，集聚

程度适中，空间结构合理；P > 2，则表示集聚过度，空间结构不均衡。 

2.2.4. 相关系数 
运用 SPSS 软件计算陕甘宁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网络关注度与选取的各因素指标之间的

相关系数，以此来探究引起时空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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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ov(X,Y)为 X 与 Y 的协方差，Var[X]为 X 的方差，Var[Y]为 Y 的方差。当|r| = 1 时表示完全相关，|r| 
= 0 时表示完全不相关。我们一般认为当|r|处在 0~0.2 之间时属于极弱相关；0.2~0.4 之间属于弱相关；

0.4~0.6 之间中等相关；0.6~0.8 之间属于强相关；0.8~1.0 之间属于极强相关。 

3. 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 

3.1. 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时间特征 

3.1.1. 年际特征 
2018 年~2022 年全国对三个地区的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总体呈“平稳、下降再上升”的

年际间波动态势(图 1)，其中陕甘宁地区、长三角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变化曲线总体趋势

为先下降再上升，京津冀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变化曲线变化平缓，但三个地区都以 2021
年为转折点，2021 年处于低谷期，陕甘宁地区网络关注度曲线上升幅度最为显著，远超其他两个地区。

2021 年正处于疫情影响较严重的一年，在受疫情管控的背景下，居民出行受限，外出研学便处于低谷。

直到 2022 年管控解除，外出研学旅游市场回升，大众对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的关注度提高。 
 

 
Figure 1. Changes in daily average network atten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research bases in three 
major regions from 2018 to 2022 
图 1. 2018~2022 年三大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日均值变化 

3.1.2. 淡旺季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low and peak seasons of network attention in natural ecological research bases in three regions in 
2022 
表 1. 2022 年三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淡旺季分析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陕甘宁地区             

长三角地区             

京津冀地区             

总体             

注：浅灰色为淡季，深灰色为平季，黑色为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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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客流量淡旺季划分理论[11]，将月平均关注度大于全年平均月网络关注度的月份划分为旺季，月

平均关注度与全年平均月关注度的比值介于 0.8~1 之间的月份划分为平季，比值小于 0.8 的月份为淡季。

经过计算得到各地区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淡旺季分布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三地区总体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的旺季分布在 2 月、6 月至 9 月；平季分布在 1 月、3

月至 5 月、10 月、11 月；淡季分布在 12 月。2 月是寒假末，7 月和 8 月正处于暑假期间，各种夏令营，

以研学为目的出游活动都集中在这期间。从各个地区淡旺季分布特征来看，陕甘宁地区持续处于高网络

关注度的时间最长，2 月至 9 月共计 8 个月的旺季，3 个月的平季，仅 12 月份为淡季；其次为长三角地

区，共计 7 个月的旺季；京津冀地区与总体、其他两个地区相差较大，大部分时间处于淡季，只有 8 月

是平季，分析其原因，京津冀地区突出体现在其在全国的政治、文化地位，这一地区民俗文化、历史文

化、名声古迹等是研学者关注的焦点，而自然生态类研学项目的受关注程度相对较弱，故相比于陕甘宁

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的网络关注度旺季偏少。 

3.1.3. 月际变化特征 
通过百度指数提取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 3 个地区 25 所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并对三个地

区总体求 1 月至 12 月月网络关注度平均值(图 2)。根据网络关注度月际波动特征，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

可将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分为“多峰型”“单峰型”以及“平缓型”[12]，从总体来看，陕甘宁地区、长

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研学基地总体网络关注度呈现出“多峰型”特征，2 月为网络关注度的第一次小

高峰，3 月关注度开始回落；7 月为关注度第二次高峰，8 月份略有下降。网络关注度的谷值出现在 4 月

和 12 月。对照 2022 年的公共假日分布，春节至元宵节节假日在 2 月，我国暑假假期在 7、8 月份，这两

个长假期间亲朋好友家庭组织出去游玩，导致研学基地 2 月、7 月的网络关注度较高。 
 

 
Figure 2. Monthly changes in network atten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research bases in three 
regions in 2022 
图 2. 2022 年三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月际变化 

3.1.4. 节假日变化特征 
以 2023 年甘肃地质博物馆、中国水利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三个研学基地五一、国庆假期网络关

注度变化为例(图 3 和图 4)，从节前三天至节后三天几日网络关注度曲线变化，谷峰皆出现在节中，从节

前三天开始网络关注度开始上升，节中前几天达到谷峰，节中后几天开始下降，节后三天网络关注度曲

线变化趋于平缓，恢复稳定。由此可得，在节假日来临，居民开始关注研学旅游项目，关注度上升，等

假期过去，居民回归日常生活，关注度开始下降又回归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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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hanges in museum network attention in the three days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Day holiday in 2023 
图 3. 2023 年五一假期节前节后三天博物馆类网络关注度变化 

 

 
Figure 4. Changes in museum network attention in the three days after the National Day 
holiday in 2023 
图 4. 2023 年国庆假期节节后三天博物馆类网络关注度变化 

3.2. 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特征 

区域差异 

Table 2.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attention index of natural ecological research bases in the three regions from 
2018 to 2022 
表 2. 2018 年至 2022 年三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指数变化特征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CV 0.293 0.315 0.217 0.172 0.230 

G 60.35 60.75 59.11 58.60 59.11 

P 1.22 1.30 1.28 1.06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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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8~2022 年为例，通过变异系数(CV)、地理集中指数(G)和首位度(P)分析三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

基地网络关注度的总体情况及区域差异(表 2 和表 3)。 
由表 2 可知，陕甘宁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三地区总的网络关注度的变异系数维持在

0.172~0.315 之间，呈上下波动态势，表明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三地区的地理集中指数

值较高，数值在 58.60~60.75 之间，呈上下波动态势，先增加再减少再增加。三地区总的 2018~2022 年间

首位度均小于 2，呈上下波动态势，先增加再减少再增加。 
 
Table 3.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overall network atten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research bases in the three regions 
表 3. 三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的区域差异 

指数 
CV G P 

陕甘宁 长三角 京津冀 陕甘宁 长三角 京津冀 陕甘宁 长三角 京津冀 

2018 0.95 0.528 1.14 97.54 56.54 80.96 39.15 2.03 7.36 

2019 0.941 0.556 0.903 97.09 57.21 77.78 32.83 2.5 6.01 

2020 0.944 0.752 0.958 97.25 62.57 79.94 34.85 3.06 5.62 

2021 0.967 0.518 0.935 98.37 56.32 78.98 59.79 2.13 5.32 

2022 0.858 0.978 0.991 76.08 69.93 81.3 2.5 4.08 5.57 

 
由表 3 可知，陕甘宁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陕甘

宁地区、京津冀地区内部差异相对明显，而长三角地区内部的差异相对较小；三个地区地理集中指数值

较高，尤其是陕甘宁地区的集中指数最高，表明三地区研学基地的关注度空间集聚程度高；2018~2022
年间陕甘宁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网络关注度首位度均大于 2，网络关注度空间集中程度高，

空间结构不均衡，陕甘宁地区尤为突出，仅长三角地区研学基地的关注度空间结构相对均衡。 

4. 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影响因素分析 

4.1. 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为了进一步探究三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 2022 年三地

区的人口总数 X1、城镇人口 X2 作为人口因素指标，生产总值 X3、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X4、人均可支配

收入 X5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旅游总收入 X6、游客接待人数 X7 作为旅游发展水平指标，网络普及

率 X8 作为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标，旅客运输周转量 X9 作为交通因素指标，从人口、经济、旅游、互联网、

交通五个方面进行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4.2. 影响因素分析 

相关性分析 
将收集到的数据做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得到各指标与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的相关性系数，

据此来分析陕甘宁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素，得到结

果如表 4 所示。 
人口总数 X1 指标的相关系数达到了中等相关性，而城镇人口比重 X2 为弱相关，即在一级指标人口

因素中地区的人口总数 X1 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城镇人口比重与关注度的相关性不强是由于我国移动端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在农村已经快速普及，网民也广泛分布于农村，2021 年我国网民已经超 10 亿，

其中农村人口 2.97 亿，占总网民数的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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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经济发展中的地区生产总值 X3、第三产业增加值 X4、人均可支配收入 X5 对关注度均呈中

等相关关系，且第三产业增加值 X4 的相关系数为所有指标中次高的，说明地区经济水平越高也就意味

着该地区有更多的人在满足基本生存、教育需求的情况下有额外的经济条件去关注更高层次的教育和旅

游休闲活动。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natural ecological research base network atten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表 4. 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与其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研学旅行网络关注度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人口因素 
人口总数 X1 0.473 0.108 

城镇人口比重 X2 0.347 0.21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 X3 0.465 0.107 

第三产业增加值 X4 0.512 0.079 

人均可支配收入 X5 0.429 0.129 

旅游发展水平 
旅游总收入 X6 −0.344 0.244 

游客接待人数 X7 −0.256 0.387 

互联网发展水平 网络普及率 X8 0.480 0.111 

交通水平 旅客运输周转量 X9 0.591 0.054 

 
旅游总收入 X6 和游客接待人数 X7 两大指标都为弱相关，并且游客接待人数 X7 在所有的指标中是

最低的，即在一级指标旅游发展水平中旅游总收入 X6 是主要影响因素，游客接待人数与网络关注度的

相关性不强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一是网络关注度并不能完全代表实际的游客接待人数。例如，有些人可

能在网络上多次搜索旅游信息，但并未真正出行；而有些游客可能选择了未经广泛宣传的目的地，因此

网络关注度不高。二是网络关注度可能受到特定人群偏好的影响，而不是整体游客接待情况的真实反映。 
网络普及率 X8 为中等相关，互联网水平与网络关注度之间存在相关性的可能原因如下，根据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互联网普及

率达 70.4%。这意味着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更多的人能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表达观点，因此网络关注

度也随之提高。 
旅客运输周转量 X9 为中等相关，并且其相关系数在所有的指标中是最高的。交通水平与网络关注

度之间存在相关性的可能原因，一方面，良好的交通条件可以确保信息的快速流动和传播，使得人们可

以更便捷地获取和分享信息。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交通信息化已达到一定水平，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

技术与交通管理、运输组织、出行服务的结合将完善智能运输系统体系功能，助力交通运输行业数字化

水平提升，这也可能促进网络关注度的提升。 

5. 总结 

① 从时序特征看，研究期内陕甘宁、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 25 所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

呈“平稳、下降再上升”的年际间波动态势，2021 年成为关注度拐点；网络关注度均值的峰值集中于 7
月和 8 月，7 月季节集中度尤为突出，印证了暑期是研学旅行的密集期；节假日期间网络关注度会突增，

结束后又会恢复正常。 
② 从空间特征看，三大地区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的网络关注度分布存在一定空间差异，其中陕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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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京津冀地区内部差异相对明显，而长三角地区内部的差异相对较小；地理集中指数值和首位度指

数均表明地区内部网络关注空间聚集程度高，空间结构较不均衡，其中陕甘宁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长

三角地区研学基地的关注度空间结构相对均衡。 
③ 从影响因素分析看，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受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水平、互联网水平的影响更大，

经济发展水平高，交通条件便捷、互联网普及率高会促进研学基地发展，但京津冀地区较之其他两个地

区网络关注度低，这可能是因为京津冀地区突出体现在其在全国的政治、文化地位，这一地区民俗文化、

历史文化、名声古迹等是研学者关注的焦点，而自然生态类研学项目的受关注程度相对较弱。 

6. 建议 

① 加强区域联动发展。基于对空间特征的分析，地区关注度的空间关联性和互动性不足，引致地区

研学旅行难以形成优势互补，不利于地区研学旅行关注度整体提升。研学旅行关注度高的地区可以发挥

极化扩散效应，通过与其他区域的联动推广合作，不仅能有效降低宣传推广成本，还可以发挥规模集聚

优势，打造不同区域研学旅行的功能定位，促使地区之间研学旅行客源市场联动发展[13]，形成区域一体

化的研学旅行空间布局网络。 
② 充分挖掘旅游大数据。研学基地要充分利用网络游客数据，根据基地网络关注度特征，因时因地

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尤其是京津冀地区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找准时机，用更加现代化的网络宣传方

式，提升知名度，提高自然生态类基地对游客的吸引力。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

过网络查询研学目的地信息。旅游大数据摆脱了传统旅游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实时性强、覆盖

面广。本文通过对研学基地网络关注度的分析、数据，可以作为研学基地制定相关决策的基础。 
③ 发展旅游经济。研学基地制作推销精良的研学产品，自然生态类研学基地就可以根据自身的自然

地理景观设计，比如陕甘宁地区丹霞地貌景观，用沙子染色制作景观小模型等，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服

务水平，设计精品研学路线，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对于研学的质量评价，建设智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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