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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乡村民宿在各项政策支持下蓬勃发展。本文以济南市近郊区为研究

范围，以乡村民宿为研究对象，通过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分析等方法，研究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布规律，

并基于逐步回归分析研究其空间分布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整体呈现“大分散，小集

中”的非均质空间分布模式。② 外部呈现多核心组团式的空间分布形态。③ 内部呈现属性差异化集聚

的空间分布状态。济南市近郊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到景点密度，经济区位，地形高程和交通可达

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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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homestays have 
flourished with the support of various policies. Taking the suburbs of Jinan city as the research 
scope and rural homestay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la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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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homestays by means of mean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and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and 
studied the possib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based on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overall pattern of heterogeneous spatial dis-
tribution is “large dispersion, small concentration”. 2) The external spac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ulti-core group is presented. 3) The internal spatial distribution state of attribute differentiation 
cluster is presen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ccommodation in the suburbs of 
Jinan city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density of scenic spots, economic location, topographic elev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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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吸纳乡村人口的作用越来越强，乡村人口快速流失加速了乡村空心

化，乡村面临大量闲置资源难以利用，生态环境破坏和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乡村民宿作为乡村对闲置

资源的一种利用手段，结合互联网技术，引入多元业态，已经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着力点，是乡村

旅游发展的新增长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乡村民宿的定义出现较晚，目前缺乏相关研究。2019 年 7 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发布了《旅游民宿

基本要求与评价》，对层数和建筑面积做出规定，民宿主要参与游客接待并向游客提供当地文化体验。

学术界目前认为乡村民宿是指利用个人闲置房屋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结合当地资源为游客提供个

性化体验的小型住宿设施[1]。 
关于民宿的研究体现了学科交叉的视角，以民宿为载体，从市场发展、空间分布、经营管理和社会

交往等多种研究视角出发，对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其成因、民宿发展效应及影响，民宿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等多方面展开研究。马小宾等人对南京市民宿进行统计和空间聚类，发现民宿呈现“井”字空间布局，

分布密度存在空间异质性特征[2]。张海洲、梅林等人分别聚焦于莫干山和北京市区民宿的空间演变，均

指出民宿发展呈现空间范围扩大，空间分布均衡化的发展趋势，民宿发展集聚趋势明显[3] [4]。在相关影

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经形成相对公认的研究，以自然因素[5] [6]、区位因素[7]、环境因素、配套设施

因素[4] [6]和社会经济因素[2]为主要的主导因素影响民宿的空间分布，结合包括乡村聚落[5]、河流水系

[8]、区域品牌[9]等引导因素体现民宿特色化。在民宿发展效应及影响方面，民宿发展通过主体之间的参

与合作影响社会网络，实现空间重构[10]；通过政策支持，带动当地城市经济发展[11]；通过产业链的联

系，实现整体产业优化升级，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12]。目前民宿发展尚存在配套设施不足而造成的民宿

品质同质低下[13]；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破坏造成不可持续发展[14]；相关法律法规缺失和社会网络改

变造成的监管困难[15]；产业联系不紧密和资源互动缺乏造成的整体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16]。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城市近郊地区作为城市开发边界以外，靠近城市建成区而又临近大量乡镇和村庄，处于城乡要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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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最为频繁的空间，易受城市影响，具有较强的动态性。本文以《济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划定的主城区所属县区为研究边界，叠加现状城市建成区，形成的建成区以外，研究边界以内的空

间为研究范围。济南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造就了其传统民居建筑特

色，加上诸多旅游景点和自然景观，为乡村民宿提供了发展机遇。近年来，济南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优

化民宿营业环境，为乡村民宿赋能，大力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已形成雪野街道“5 + 
2 + 1”发展模式、“民宿 MALL”等多种创新概念和发展模式。 

2.2.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去哪儿网客栈民宿频道爬取济南市民宿客栈的相关信息，剔除掉研究区以

外的数据，共获取 128 个民宿客栈信息。按照民宿所在的地理位置，对各县、区所在区域民宿数量进行

统计(图 1)。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rural homestays in the suburbs of Jinan 
图 1. 济南近郊乡村民宿分布图 

 
在探究乡村民宿空间分布规律的影响因素时，本文选取自然地形因素，服务设施因素，旅游资源因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4.134059


邓盛威 

 

 

DOI: 10.12677/gser.2024.134059  632 地理科学研究 
 

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地理区位因素作为自变量研究影响因素，以近郊乡村民宿密集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

对上述共计 14 个指标进行统计，基于统计年鉴数据和百度地图 POI 数据等开源数据，进一步分析各因素

对民宿分布的影响。 

2.3. 研究方法 

2.3.1. 平均最近邻分析 
平均最近邻是通过欧氏距离估算一个点在其数据集中的平均最近邻的距离，将点要素在空间中分布

分为均匀、随机和集聚三种状态，其计算公式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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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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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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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Rn 为最近邻比指数；d 是每一点到其最邻近点的距离；RE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 d 是表示点状事物

之间的平均直线距离；A 为区域的面积；n 是研究区域内样本数量。 

2.3.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一种统计学中用于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通过赋予搜索区内样本点的权重，

用来揭示研究区内样本的密集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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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ik x x h − 为核函数；h 为带宽(h > 0)；n 为在带宽范围内的已知点数目；(x − xi)为样本点 xi 到

估值点 x 的距离。 

2.3.3. 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是用于在多个潜在的自变量中识别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的一种统计方法，

可以尽可能多的选择自变量，同时可以剔除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的自变量，使模型更有解释力。其各因

素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0 1 1i i ji ji iY b b X b X U= + + + +  

式中：i 为样本容量， 1,2, ,128i =  ；bji 为方程变量系数， 1,2, ,j i=  ；Ui 为残余项。 

3. 空间分布研究 

3.1. “大分散，小集中”的非均质空间分布模式 

济南近郊乡村民宿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非均质空间分布，具体表现为在近郊区所在的县区除

了历下区和天桥区，其他县区均有民宿分布。民宿空间分布不均衡，南北方向非均质性，表现为“南多

北少，南密北疏”。乡村民宿集中分布在城市集中建成区周边和南部山区。 
通过对城市集中建成区和城市道路做缓冲区分析(图 2)，从城市区位来看，距离城市集中建成区距离

在 5000 米以内和 15,000 米以外范围内，乡村民宿的占比超过 70%。因此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布与城市区

位有关，临近城区和远离城区空间都更容易产生乡村民宿。从交通区位的角度来看，距离城市道路在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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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内的乡村民宿占比高达 56%，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布与交通区位有关，并呈现负相关

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 

Figure 2. Distribution and statistical map of rural residential buffer zone in the suburbs of Jinan 
图 2. 济南近郊乡村民宿缓冲区分布与统计图 

3.2. 多核心组团式的空间分布形态 

济南近郊乡村民宿在空间分布结构上呈现“一主两次两带”的组团式分布形态(图 3)。通过核密度分

析，可以看出乡村民宿存在明显的高密度区和低密度区，且高密度区之间存在差异。以九如山周边为代

表的主要密集区和以长清建成区南部、章丘建成区南部为次要密集区，形成了多核心组团式的空间分布

形态。核心组团之间同样存在联系，且与主要城市道路走势相同。民宿核心组团之间存在两条主要带状

联系，分别是东西走向联系长清、主城区和章丘的民宿发展带和东西走向贯穿南部山区的民宿发展带。

两条主要的民宿带以主要道路为依托，使近郊乡村民宿得以不断连续发展，进一步扩大。 

3.3. 属性差异化集聚的空间分布状态 

对研究对象进行空间相关性的分析，研究其内部不均质非均衡分布的表现特征。通过最邻近分析计

算发现 R = 0.576 < 1，表明济南近郊乡村民宿在空间上呈显著集聚分布状态。通过网络查找以及电话访

谈等形式，对近郊乡村民宿的经营属性进行补充，分别反映民宿定位、民宿体量和民宿的反馈(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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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homestays in the suburbs of Jinan 
图 3. 济南近郊乡村民宿空间形态分布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management attributes of rural homestays in the suburban areas of Jinan 
表 1. 济南近郊乡村民宿经营属性统计表 

民宿档次 民宿体量 民宿品质 

价位(元) 民宿数量(个) 占比
(%) 规模(间) 民宿数量(个) 占比(%) 评价(分) 民宿数量

(个) 
占比
(%) 

0~200 58 45.31% 1~5 9 7.03% 一般(1) 61 47.66% 

200~400 27 21.09% 5~10 44 34.38% 不错(2) 9 7.03% 

400~600 18 14.06% 10~15 25 19.53% 好(3) 11 8.59% 

600~800 7 5.47% 15~20 19 14.84% 很好(4) 6 4.69% 

800~1000 4 3.13% 20~30 22 17.19% 棒(5) 11 8.59% 

>1000 14 10.94% >30 9 7.03% 超棒(6) 30 23.44% 

 
将乡村民宿的经营属性叠加到空间分布中，进行趋势面绘制，可以看出不同属性的空间分布规律。

乡村民宿在价格分布上表现“东西低，中间高，北部低，南部高”的分布特征，且东西向价格波动较小，

南北向波动明显；乡村民宿在规模分布上表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且东西向规模波动

小，南北向波动较大；乡村民宿在评价分布上表现为“西低东高，南低北高”的分布特征，南北向和东西

向波动幅度相近(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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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trend of price and scale of rural homestays 
图 4. 济南近郊乡村民宿价格与规模空间分布趋势 

4. 影响因素研究 

4.1. 影响因素构建与回归模型建立 

通过对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布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乡村民宿受到包括景观资源、交通条件、服务设施、

地形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影响而表现出的空间分布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距离城市建成区的距离。

本文将从自然地形因素、服务设施因素、旅游资源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地理区位因素来构建影响因素

体系(表 2)。 
 
Table 2.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rural homestays in the suburbs of Jinan 
表 2. 济南近郊乡村民宿影响因素体系表 

影响因素类别 
编码 名称 含义/计算方法 样本均值 标准差 

Y 民宿密度 个/平方千米 0.0561 0.0362 

自然地形条件 
X1 地形高程 米 249.7109 185.9992 

X2 地形坡度 度 10.5324 8.8547 

服务设施条件 

X3 商业设施密度 个/平方千米 0.0068 0.0076 

X4 交通设施密度 个/平方千米 0.0027 0.0026 

X5 酒店密度 个/平方千米 0.0027 0.0027 

X6 体育设施密度 个/平方千米 0.0062 0.0048 

旅游资源条件 
X7 旅游景点密度 个/平方千米 0.0209 0.0216 

X8 交通可达性 分钟 4.7110 6.2230 

社会经济条件 

X9 国民收入总值 万元 16.6288 23.1426 

X10 总人口数 人 6791.0703 22719.2403 

X11 人口密度 人/公顷 9.2725 18.9088 

地理区位条件 

X12 环境区位 分 2.0625 1.5611 

X13 经济区位 分 2.7891 1.6249 

X14 交通区位 分 4.1016 1.2026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4.134059


邓盛威 

 

 

DOI: 10.12677/gser.2024.134059  636 地理科学研究 
 

其中，① 自然地形因素主要包括高程因素和坡度因素。② 服务设施因素主要包括交通设施密度、

商业设施密度、酒店密度和体育设施密度(图 5)。③ 旅游资源因素主要包括旅游景点密度和景点的交通

可达行(图 6)。④ 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村庄国内生产总值、村庄总人口和村庄人口密度。⑤ 地理区位因素

包括环境区位、经济区位和交通区位。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 

Figure 5. Analysis of buffer zone of Jinan service facilities 
图 5. 济南服务设施缓冲区分析图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 

Figure 6. Analysis of density of scenic spots and accessibility of traffic in Jinan 
图 6. 济南景点密度与交通可达行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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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基于 SPSS 软件对民宿合计 14 个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本次计算合计步进了 6 次影响

因素回归分析，并最终确定景点密度，经济区位，地形高程和交通可达性四项作为主要影响因素。通过

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模型拟合(表 3)，经计算，区域民宿数量的模拟方程式为： 

民宿密集度 = −0.001 + 0.921 * 景点密度 + 0.008 * 经济区位 * 0.00008 * 地形高程 − 0.001 * 交通

可达行。 
 
Table 3.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fitting table 
表 3. 逐步回归分析模型拟合表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Beta 容差 VIF 

(常量) −0.001 0.01  −0.093 0.926   

景点密度 0.921 0.149 0.543 6.173 0 0.526 1.902 

经济区位 0.008 0.002 0.347 3.781 0 0.484 2.066 

地形高程 8.19E−05 0 0.418 4.515 0 0.476 2.103 

交通可达性 −0.001 0 −0.16 −2.243 0.027 0.799 1.251 

4.3. 影响因素及影响力分析 

在多因素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中，标准偏回归系数于同一个模型的不同系数的检验，其值越大表明对

因变量的影响越大。计算后 X X X Xβ β β β> > >景点密度 经济区位 交通可达行 地形高程，表明在乡村民宿密度的影响程

度上，景点密度 > 经济区位 > 交通可达行 > 地形高程。 
景点密度作为影响力最大的影响因素，与乡村民宿密度成正相关影响，旅游资源可以与乡村民宿相

互促进，乡村民宿在此可以通过提供乡村特色的生活体验，吸引大量游客；经济区位同样影响乡村民宿

的空间分布，乡村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更容易获得政策和资金支持，通过比较完善的资金保证，乡

村民宿的特色化发展可以得到保障；交通可达性和地形高程对于乡村民宿的密度也具有显著影响，但其

影响力较弱。地形高程分布较为分散，影响力较弱，这也解释了其相关性系数小的原因。而乡村民宿的

可达性普遍较高，密集分布在 5 分钟以内，合计 110 个，因此可以认为交通可达性是应该是乡村民宿发

展的前提条件，其对民宿密度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因此其相关性系数较低。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以济南市近郊区乡村民宿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数据的量化统计研究以及多因素逐步回归分

析研究，总结乡村民宿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由此提出规划设计引导：① 
制定专项规划，加强统筹布局：对现状乡村民宿进行摸排调查，优化资源配置，在减少竞争压力的同时

也获得了品质提升。② 引入多元合作机制：对具有潜力的乡村民宿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建立多元合作机

制，保证乡村民宿的资金运转和劳动力补充。③ 控制集聚规模，合理引导集聚。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

作用，合理控制集聚趋势，避免因为过度的集聚发展而影响乡村的原真性，也要避免过度离散而造成的

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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