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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principles and present research status quo of spatial statistics, integrating 
tourism research trends in spatial fields, and has made a summary and perspective study.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Spatial statistics methods are mainly used in tourism spatial patterns, 
spatial distribution, spati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fference. Other themes like tourism flow, spa-
tial transfer, spatial agglomeration, spati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spatial connection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lacks applica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pproach has dominated in con-
crete methods used in tourism spatial studies and others need further application. In this paper, 
five atten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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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基于空间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及研究现状，结合旅游空间研究主题，对空间统计学方法在当前旅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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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的应用进行总结，研究发现：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空间分布、旅游空间结构及空间差异等方面，

对旅游流及空间转移、空间集聚、空间竞争及合作、空间联系、空间组织等方面的研究应用不够；具体

方法运用方面仅有空间自相关方法用得较多，对其它方法的运用有待加强。此外，论文提出了空间统计

学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5大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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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空间统计分析由南非的地质学家 Krige 提出，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形成，Mathron 和 Serra 对其

进行了完善，于 60 年代成为一门新的统计学分支[1]，此后许多学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空间统计学

(Spatial Statistics)也称地统计学、地质统计学。国内外学者已对空间统计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过研究，

并已广泛应用于地质、生物、土壤、林业、医学、环境、农业、人口、经济、地理等各个领域[2]-[14]。
空间统计学在各领域的应用进展研究较多[3] [4] [15]-[21]，论文计划针对旅游研究领域的空间统计学实践

做总结及展望研究。旅游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旅游者必须离开惯常环境到非惯常环境中进行旅游活动，旅

游供需空间及旅游者的空间转移所引起的一些现象具有空间特点，且空间统计与经典统计的区别恰恰在

于其研究对象侧重于被统计主体的空间属性，空间统计具有解释与阐述旅游空间属性的适宜性。旅游现

象具有空间分异特征[22] [23]，如旅游资源、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地的空间分异、旅游客源市场和旅游流

的空间分异、旅游地内部的空间分异及旅游接待设施的空间分异，这些空间分异特征可以用空间统计学

方法加以揭示。当前旅游方面的空间统计研究仅限于个别方法如空间自相关的应用，对其它方法应用较

少，研究主题局限于空间分布、空间结构、空间差异等[24] [25] [26] [27] [28]，其中文献[26]是总结性研

究。对于空间统计应用软件，使用频率较大的是 ArcGIS 和 GeoDA、OPEN GeoDA 等相关软件[10] [13] [17] 
[29]，其它软件亦有所应用[24] [30]，但总体上应用不够尤其体现在各方法集成方面的不足，因此强化旅

游研究领域空间统计学及相关软件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丰富旅游空间研究的方法体系及内容，

同时也能推进空间统计学方法的应用实践。 

2. 旅游空间分布 

旅游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及旅游通道。旅游客源地即游客来源，具有空

间意义：客源地的旅游者到达旅游目的地经由旅游通道，涉及空间转移，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或旅游吸

引物及相关接待设施具有空间分布特点，且空间统计学对于类似“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集聚状况、

空间相互作用及空间联系等方面的揭示作用较强，且空间统计学具有直观性，可以较好的表达旅游空间

分布现状及态势。旅游资源、旅游接待设施及旅游地、旅游景区景点等的空间分布状况、聚集性、空间

布局演变、发展中心选择等均可借用空间统计学原理及相应软件实现。 
对于空间分布或布局判断，一般认为有三种模式，即随机分布、聚集分布及分散分布，对于旅游资

源、旅游接待设施及旅游地、景区的布局判断，均可采用最邻近点指数进行计算，具体操作需借助 Arc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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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8.0 版本以后)中的空间统计学模块(spatial statistics tools)，其中有 analyzing patterns，选择最邻近分

析(average nearest neighbor)，通过相关选项的选择，即可得到研究对象的布局模式，具体结果形如图 1，
包括最邻近点指数值、点状要素布局判断结果及显著性水平。执行这项任务有几个要求：第一是这些点

在同一图层中；第二，所有点在进行运算时必须框定在一个范围内，即操作中的“面积”选项，具体操

作时可借助 utilities 工具集下面的“calculate area”工具；第三关于比例尺大小的问题，比例尺不同，得

出的结果有所不同，因此在执行操作时一定要在一定比例尺、范围等前提下进行，在阐述结果时也必须

把这些前提一并写出。此外，也可用 analyzing patterns 下的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工具，检

验要素的布局模式。具体结果会返回 Moran’s I Index 值以及 Z Score 值。如果 z score 值小于−1.96 获大于

1.96，那么返回的统计结果就是可信值。如果 z score 为正且大于 1.96，则分布为聚集的；如果 z score 为

负且小于−1.96，则分布为离散的；其他情况可以看作随机分布，具体见图 1。上述两种方法均可用于旅

游系统中各点状要素甚至是可被看成点状要素的面状要素的空间布局测算，且可针对全局及部分要素甚

至是区域要素对比进行判断。 
对于大尺度旅游空间的局部集聚程度判断，如长江三角洲高级别景区及星级旅游饭店的分布聚集情

况，可用 analyzing patterns 下的 high/low clustering (Getis-ord general G)，即是经常提到的 G 指数，其结

果返回 general G index 值和 Z Score 值，G 值越高，越趋向于高聚类，相反为低聚类；Z 值越大，要素分

布趋向高聚类，相反为低聚类。在研究海南省三亚市星级酒店分布最为密集的中心区域，可采用 ARCGIS
的空间统计学模块中的相关工具“平均中心”(mean centre)来确定；还可以查找距离所有要素距离最短的

要素，即中心要素(Central Feature)工具。 
 

 
Figure 1. Results of spatial patterns 
图 1. 要素布局模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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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eoDa 空间统计分析软件也可运用到旅游要素布局研究中。GeoDA 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最早通过 BCS9978058 项目给予空间综合社会科学(CSISS, Center for 
Spatially Integated Social Science)支持的软件，后期又陆续得到了 NSF 的多个项目支持[30]。2003 年开始

GeoDa 在 CSISS 的官方网站为非商业应用的用户提供免费下载。旅游要素数据可以进行数字化，形成

SHAPEFILE 文件，应用这个软件可以构建空间权重，对空间数据进行 ZD、3D 的呈现，并进行空间回归

分析等操作，当前这个软件的应用较多，尤其是在利用空间自相关等具体方法时 GeoDA 应用更加广泛。 

3. 旅游空间结构及区域旅游发展差异 

关于旅游空间结构方面，祝亚雯与陈刚强、李映辉[24] [25] [26]均用到了空间统计学方法。旅游空间

结构包括目的地结构、市场结构、功能结构等，且空间统计学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差异

方面[29]，空间差异即空间分异，旅游中空间分异现象普遍，且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空间差异是最为有效

直观的方法之一。旅游空间差异方面应用空间自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多，如中国省域旅游产业弹性、中国

农村居民一日游现状与出游目的、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差异、城市旅游发展效率、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关

系等[31]-[36]，基本上都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及局域空间自相关 Moran’s I 模型，部分研究涉及与其它

方法相结合[31] [34]；大部分都使用 GeoDA，对 ArcGIS 的应用较少；且研究都集中于近几年，说明空间

自相关方法应用于旅游研究方面只是近期行动，一定程度上说明空间自相关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趋势，

跟空间统计学方法应用于旅游研究中的滞后现状相吻合。空间自相关模型不局限于全局和局域 Moran’s I，
还有 Geary’s C 系数及 Getis’ G (d)等，但运用不多。空间统计方法正在逐渐发展和完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

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技术[23] [28] [37] [38]，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

集合，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旨在描述与显示对象

的空间分布，发现奇异观测值，揭示空间联系、集聚以及其他异质性的空间模式及空间相互作用机制[23]。
完善的 ESDA 方法，包括 Moran I 指数、Moran 散点图和 LISA 等，对于揭示分异，ESDA 诸多方法都可

以加以利用，以检验各方法的准确性，如 Geary’s C 系数与 Moran I 指数、G (d)的结合使用，各方法使用

时必须考虑方法使用的前提，即所研究的旅游要素具有空间关联性，即符合 Tobler 地理学第一定理[39]
的基本要求，同时需考虑空间权重等问题，并结合多种软件进行测算。 

4. 旅游流及空间转移 

空间统计学应用到旅游流[37] [40]、空间转移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而旅游者空间转移规律对于旅游线

路及相关设施的安排起决定性作用。GPS 的发展对于旅游者空间转移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获取工具，

且许多研究关注过旅游跟踪(tourism tracking) [41] [42] [43]。通过 GPS 获取的数据，如何进行统计分析，

给空间统计学及旅游研究领域提出了挑战，ArcGIS 空间统计学模块中有部分工具可以使用，包括 spatial 
statistics 模块下面的 directional distribution、linear directional mean 及 standard distance 等工具，不过这些

工具比较理想化，对于移动规律复杂或无规律的游客空间转移路径的揭示力较弱，由单个游客个体所集

成的复杂路径网络，空间统计学的简单工具无法实现，但可借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关于社会网络

分析法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可参见刘法建，章锦河，陈冬冬的总结[44]。旅游研究中旅游者行为属于重

要主题，对于行为的研究一直是旅游研究的侧重点之一，空间统计学方法如何应用到旅游者行为研究领

域，具有重要意义。 

5. 其它方面 

空间统计学还有其它工具，如 Ripley’s K 函数[45]，及其它模拟空间关系的一些相关工具等，且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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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意义广泛，包括旅游空间集聚、空间竞争及合作、空间格局演变、空间联系、空间组织等方面，

且许多方面都涉及时间上的演变，空间统计学不仅可诠释现状，也可在动态上揭示空间演变规律。根据

Nelson 提出的空间统计学发展趋势[46]，GIS、新的数据源、空间自相关的理解、空间局域方法等被突出

强调，未来的挑战包括克服方法的局限性等，对于旅游空间研究领域，需进一步发掘空间统计学与旅游

空间研究的结合点，克服当前使用方法的局限性，尝试新方法的使用。当然，空间统计学并不是万能方

法，需结合其它方法，在大数据时代及全域旅游新模式下，实现旅游的空间研究，不仅仅可促进数据优

化表达，也为旅游规划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指导与依据。 

6. 展望 

总结空间统计学相关研究并分析空间统计学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旅游空间研究前沿，空间统计学方

法在旅游研究中的注意事项有以下方面：1) 注重空间研究的同时，关注时间尺度，做到时空尺度相结合，

强化旅游研究的地理学特色。对于旅游者行为、旅游要素空间分布、旅游空间结构及空间分异等方面，

不仅仅解释已经发生过的现状，还应关注未来发展态势，发挥其预测作用；2) 注重与其它方法相结合，

如主成分分析、逻辑回归、数据包络分析(DEA)、社会网络分析等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计量方法的集成，

使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同时应加强研究结果的原因分析；3) 强化多种软件如 ArcGIS 与 GeoDa 甚至是

OPEN GeoDa、R 支持下的其它模型的应用，同时应注意各方法的理论基础探讨；4) 对旅游领域的空间

方面深入探讨，开发旅游空间研究的新领域，加强空间统计学在旅游空间研究中的应用，强化空间统计

学对于旅游空间现象的揭示及解释作用，如大数据利用及为全域旅游发展模式提供更好的指导与依据；

5) 揭示空间分异或格局的同时，需深入探讨格局与分异背后的驱动力及驱动机制，深化地理探测器、GWR
模型等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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