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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022年太原市POI数据，运用GIS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研究旅游休闲业态空间分布特征及形

成机制。结果显示：1) 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呈“一心多点”的分布格局，空间分布具有显著集聚性，但

在各个地区的数量分布不均衡。集聚程度主体上呈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主要集聚在市区，依托交通

干线、趋向地形平坦地区分布；2) 六类业态空间分布均属于显著的聚类分布，空间集聚程度基本保持一

致，Diffk都呈单峰特征，集聚程度随距离增加而降低；3) 在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的形成过程中，人口、

交通、资源和经济水平四方面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路网密度大、交通便利的地区，旅游休

闲业态的发展优势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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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2022 POI data of Taiyuan C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
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and leisure business patterns by using GIS analysis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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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detector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ourism and lei-
sure industry in Taiyuan is “one heart and more point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has signifi-
cant agglomeration, but the quantity distribution in each region is unbalanced. The degree of ag-
glomeration main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agglomeration and small dispersion, mainly 
concentrated in urban areas, relying on traffic arteries and ten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flat ter-
rain;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ix types of business belongs to significant clustering dis-
tribution, the degre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is consistent, the Diffk is unimodal, and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tance; 3) Population, transportation, resources 
and economic level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aiyuan’s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Especially in areas with high road network density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the develop-
ment advantages of tourism and leisure formats are particularly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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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休闲作为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对休闲的需求急

剧增加，休闲和旅游逐渐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 [2]。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

需求，促进旅游休闲产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在 2013 年 2 月颁发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明确了旅游休

闲的重要性。此外，2023 年 1 月 16 日文化和旅游办公厅发布了第二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其中

包括 751 旅游休闲街区(北京朝阳)、钟楼步行街(山西太原)、贰厂文创街区(重庆渝中)等多个旅游休闲街

区。随着旅游消费的迭代升级和城市休闲功能的逐步完善，旅游休闲业态日趋丰富，但是还存在业态分

布不平衡、旅游休闲资源整合效应较弱等困境[3]。因而如何合理布局城市旅游休闲业态，已经成为了当

前旅游业和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呈现出多样化、高品质化的发展趋势，一些如古文化旅游、特色街区

等典型业态值得深入研究，但是还存在城市中心地段旅游休闲资源相对过剩、产品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等问题。通过分析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分布的规律和特点，可以探究各业态的复杂性和内部关联性，

丰富现有城市旅游休闲业态的研究内容，深化对城市休闲的研究。同时可以明确太原市各项业态的分布

情况，挖掘其发展潜力，为制定旅游战略规划提供综合判断的手段，有利于城市旅游的创新发展。 
因此，本文选取太原市作为案例地，利用 POI 数据和 ArcGIS、地理探测器等空间分析技术，研究旅

游休闲业态的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积极响应了当前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要求，能为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

空间布局提供参考，推动了太原市休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休闲旅游研究较早，但是一般把旅游和休闲视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旅游业被认为是一

个经济概念，而休闲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概念[4]。在学术研究方面，国际社会历来把旅游研究与休闲研究

分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5]。到了 21 世纪初期，学术界开始注重二者的结合。研究主题越来越集中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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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休闲娱乐、空间分布、旅游动机和社区居民等研究。研究内容多聚焦于旅游休闲业态空间布局因

素[6]和休闲旅游政策规划及发展路径[7]。现今该研究与其他学科理论如可持续发展理论多有融合，相关

理论框架日趋完善。 
国内学者对旅游休闲业态的研究虽然较国外晚，但是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他们将“旅游 + 休闲”

视为一个完整词条。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在 2004 年之后，休闲旅游研究迅速增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

度对休闲旅游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4]。研究对象从旅游景区[8]、餐饮业[9]、住宿业[10]等单一业态向

多类型业态综合研究转变；研究方法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转向定性、定量和定位相结合，POI 技术被广

泛应用于城市休闲旅游空间特征及时空演变的研究中，增强了空间可视化；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旅游休

闲业态在时空演化上的特征[11]、当前状况的评估与应对策略等方面的研究；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安

[12]、长沙[13]等省会城市和三亚[11]、黄山[14]等一些旅游热门城市。 
总体上，学界对于旅游休闲业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城市全域各业态间的关联性探讨

不够深入，对城市休闲旅游的理论性研究也需进一步深入。相较于国外而言，国内学者对城市旅游休闲

业态的研究较为成熟。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城市旅游休闲业态展开创新性研究，丰富其理论框架，加速了

城市休闲旅游在新领域中的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域 

太原，别称龙城，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图 1)，拥有 4700 多年文明史和 2500 多年建城史。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古迹众多，2023 年荣膺“2023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旅游资源丰富，有晋祠、天龙山石窟

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钟楼街成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全市重点监测景区共接待游客

629.47 万人次，旅游经营收入 3.37 亿元。太原市正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致力于提升景区品质，推

出“文旅+”新型业态和产品，并加强旅游管理水平，以加速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研究其城市旅游休闲

业态的空间格局具有代表性，符合太原市旅游发展需要。 
 

 
Figur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I points for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ies in Taiyuan City 
图 1. 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 POI 点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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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3.2.1.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距离是用于衡量点状事物在地理空间中的邻近程度的指标，而最近邻指数则能够准确地反映

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15]。运用平均最近邻模型来分析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以很

好地反映其空间分布类型和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 i eR R R                                          (1) 

1 2=eR n A                                        (2) 

式中，R 为最邻近指数； iR 为平均最邻近距离； eR 为理论最邻近距离；n 为样本点个数；A 为研究区域面积。 

3.2.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常用于描述点要素空间分布相对集中程度的非参数估计方法[16]。运用核密度分析

方法，能够直观地表现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的空间分布密度特征。公式如下： 

( )
1

1
=

− =  
 

∑
n

i

i

x xf x k
nh h

                                  (3) 

式中： ( )f x 为核密度；n 为样本点个数；h 为带宽；k 为核函数； − ix x 为样本点 ix 到估值点 x 的距离。 

3.2.3. 多距离空间聚类 
基于 Ripley’s K 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工具是确定要素是否显示某一距离范围内具有统计显著

性的聚类或离散[17]。其中，ObservedK 为 K 观测值；ExpectedK 为 K 预期值，在 L(d)变换下，预期 K
值等于距离；Diffk 为差值即观测值与预期值的差值。Diffk 为正，表示集聚，为负表示离散；LwConfEnv
为低值置信区间；HiConfEnv 为高值置信区间。运用 Ripley’s K 函数深入探究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在不

同空间尺度上的聚集程度和规模，可以确定最优的聚集范围。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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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为距离；n 为要素总数目；A 代表要素总面积， ,i jk 为权重。 

3.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可以检验单变量的空间分异性并探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18]。采用因子探测模块，揭示

旅游休闲业态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对影响力进行识别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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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是各影响因素对旅游休闲业态分布的影响程度；L 是因变量 Y 或影响因素 X 的分层； hN 、 2σ h 分

别为层 h 的单元数与方差；N、 2σ 分别为研究区域内整体单元数和方差。 

3.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POI 数据、地图数据和统计数据等，研究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公共领域资源(表 1)。 
 

Table 1. Data sources 
表 1. 数据来源 

类型 数据 来源 

POI 数据 餐饮、购物、风景名胜、体育休闲、交通设施、住宿 高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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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图数据 山西省地图、太原市地图 天地图、规划云平台 

人口数据 1 km 人口空间分布栅格数据 LandScan 平台 

路网数据 高速、国道、城市道路等 OpenStreetMap 

资源数据 太原市 30 m DEM 高程数据 地理空间数据云 

GDP 数据 1 km GDP 空间分布公里格网数据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 
数据中心网 

统计数据 2022 年各区县地区生产总值、常住人口数 2022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4. 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分布特征 

4.1. 空间集聚特征 

如表 2 所示，太原市整体及六类旅游休闲业态的最近邻指数均小于 1，P 值均为 0，表明旅游休闲业

态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集聚性。整体来说，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主要集中在六个区(万柏林区、小店区、

杏花岭区、晋源区、迎泽区和尖草坪区)，除此之外，清徐县旅游休闲业态也较为集中。 
六类旅游休闲业态 Z 值得分均小于−2.58，通过显著性检验，呈现显著集聚分布特征。其中，餐饮服

务集聚程度最高(0.15)，餐饮和住宿服务作为基本需求，在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购物和餐饮类数

量分布最多，容易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交通设施和体育休闲次之，交通设施分布相对分散，但其作为

连接游客与旅游目的地的桥梁，是推动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体育休闲业态作为较高层次的需

求，在旅游休闲业态中占比较少；风景名胜业态集聚程度最低(0.42)，主要受自然环境影响。 
 
Table 2. Analysi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and leisure formats in Taiyuan City 
表 2. 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集聚性分析 

类型 平均最近距离/m 期望最近距离/m 最邻近指数 R Z 得分 P 值 空间分布类型 

整体 45.57 271.64 0.17 −341.08 0 显著集聚 

餐饮服务 57.95 388.72 0.15 −192.70 0 显著集聚 

风景名胜 665.83 1592.34 0.42 −34.15 0 显著集聚 

购物服务 82.11 463.02 0.18 −178.44 0 显著集聚 

交通设施 121.32 564.58 0.21 −148.82 0 显著集聚 

体育休闲 172.58 698.44 0.25 −92.99 0 显著集聚 

住宿服务 118.46 741.16 0.16 −102.88 0 显著集聚 

4.2. 空间分布特征 

核密度计算结果显示：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团块状分布(图 2)。整体上，太原

市旅游休闲业态分布呈现出“大聚集、小分散”的分布格局，主要集聚在六个区交界处，娄烦县、古交

市、阳曲县和清徐县各分布一到两个次密中心。 
从各业态密度情况来看，餐饮类核密度值最高，能达到 338.95 个/m2。餐饮服务和购物服务两类业态

分布较为类似，集聚区都在六个区交界处，沿着商业区和文娱中心如铜锣湾、桃园等布局；风景名胜有

两个一级热点区，一处在晋源区，一处在杏花岭区和迎泽区边界，围绕旅游景点形成较大范围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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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二级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唐城街、古唐路、晋阳大道、钟楼街、桃园路等文化底蕴深厚地带，周边

集聚着晋祠景区、太原市渭河景区、东湖醋园、宗唐遗址等知名旅游景点；体育休闲业态主要集中在小

店区，沿着商业区如坞城、学府街、体育路等分布；住宿服务业态主要集聚在小店区和迎泽区；交通设

施沿主要交通线路、公交站、火车站、飞机站等站点分布。 
 

 
Figure 2. Analysis of core density of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in Taiyuan City 
图 2. 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核密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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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各类旅游休闲业态观测 K 值远高于最高的置信区间，说明其空间分

布均属于显著的聚类分布(图 3)。餐饮、购物、风景名胜、体育休闲、交通设施以及住宿服务的空间集聚

程度大体相同，Diffk 都呈单峰特征，说明随着观测距离的增加，其集聚程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集聚

峰值分别为 12.26 km、16.24 km、19.89 km、12.22 km、12.51 km、12.24 km，其中风景名胜业态的集聚

性相对较弱，购物服务次之。 
 

 
Figure 3. Ripley’s K-function curve of tourism and leisure formats in Taiyuan City 
图 3. 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的 Ripley’s K 函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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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形成机制 

5.1. 影响因素选取 

旅游休闲业态分布特征既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受制于人文因素。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影响旅游休

闲业态的形成和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有：自然环境[19] (DEM 高程、河流密度等)、经济因素[20] (居民可

支配收入、土地价格、GDP 等)、人口因素[21] (居民密度、游客密度等)、空间因素[22] (区位条件、资源

禀赋等)、交通因素[23] (道路密度、铁路密度等)、政策因素[24] (旅游发展政策、产业政策等)和重大事件。 
结合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发展历程和现有研究成果，城市发展得益于人口规模、交通网络、自然资

源以及经济条件的协同支撑，这些要素共同为区域旅游休闲业态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故选取人口密

度(X1)、路网密度(X2)、DEM 高程(X3)和 GDP (X4)分别用以表征以上四方面因素，衡量不同因素对太原市

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程度。 

5.2. 作用程度探测 

通过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计算结果显示，人口密度、交通网络、资源禀赋与经济条件均对各业态的

分布格局有正向影响，然而对于每类旅游休闲业态来讲，其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表 3)。 
 
Table 3. Geographical explorat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in 
Taiyuan City 
表 3. 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分析 

探测因子 人口密度(X1) 路网密度(X2) DEM 高程(X3) GDP (X4) 

业态总体 0.81 0.84 0.19 0.46 

餐饮服务 0.81 0.80 0.17 0.45 

风景名胜 0.49 0.49 0.19 0.29 

购物服务 0.82 0.85 0.22 0.48 

交通设施 0.82 0.89 0.18 0.48 

体育休闲 0.73 0.83 0.14 0.35 

住宿服务 0.68 0.69 0.14 0.43 

5.3. 作用机理分析 

5.3.1. 人口因素 
基于 LandScan 平台 2022 年 1 km 精度的人口空间分布栅格数据与太原市行政单位进行叠加后发现迎

泽区人口密度最大，是推动该地区旅游休闲业态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通过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购物

服务和交通设施服务受到人口密度的影响最为显著(0.82)。总体来看，人口密度越大，旅游休闲业态分布

就越趋于集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拥有较大的潜在客源市场，旅游休闲业态的开发潜力较大。因此，

旅游休闲业态的空间分布往往倾向于人口密度较高和城市规模较大的地区。 

5.3.2. 交通因素 
传统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发展[25]认为步行最合适距离为 0.4~0.8 km。基于太原市交通路网数据做缓

冲区分析，有 98%的业态点处于城市主要道路 400 m 范围内，因此旅游休闲业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路网。

这表明区域交通的便利程度对旅游休闲业态的覆盖范围和客流量具有显著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该业态的长期发展潜力。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路网密度对于各业态的影响程度排序为交通设施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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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服务 > 体育休闲 > 餐饮服务 > 住宿服务 > 风景名胜。 

5.3.3. 资源因素 
运用 DEM 高程表征资源要素，基于太原市 DEM 高程数据的叠加分析，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在资源

禀赋丰富的区域即地形平坦的汾河河谷平原上显著聚集。太原市优质的旅游资源为地区旅游开发提供了

便捷的发展路径和独特的区域特色。通过合理的资源整合和利用，可以实现旅游休闲业态的创新和发展。

DEM 高程数据对各业态影响程度排序为购物服务 > 风景名胜 > 交通设施服务 > 餐饮服务 > 体育休

闲 = 住宿服务。区域高程对于购物服务影响最大(0.22)，风景名胜次之。 

5.3.4. 经济因素 
2022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5571.17 亿元。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内的 POI 数

量整体上呈现正相关关系(表 4)。在经济发达的迎泽区、杏花岭区等区域，旅游休闲业态的开发投入和建

设水平通常较高，旅游设施和服务也更加完善，因而高经济发展水平是旅游休闲业态规模扩张的基础。

因子探测结果显示 GDP 对各业态影响程度排序为购物服务 = 交通设施服务 > 餐饮服务 > 住宿服务 > 
体育休闲 > 风景名胜。经济水平对于购物服务和交通设施服务影响最大(0.48)，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及

体育休闲次之，风景名胜影响最小(0.29)。 
 
Table 4.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variou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Taiyuan City in 2022 
表 4. 2022 年太原市各个区县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万柏林区 620.48 

小店区 639.90 

晋源区 102.46 

尖草坪区 581.76 

杏花岭区 921.21 

迎泽区 1117.33 

清徐县 356.20 

阳曲县 82.10 

娄烦县 45.00 

古交市 100.81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高德平台爬取到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的 POI 数据，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多距

离空间聚类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 2022 年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了

深入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太原市整体及六类旅游休闲业态的最近邻指数都小于 1，P 值均为 0，旅游休闲业态的空间分布具

有显著的集聚性，但在各个地区的数量分布不均衡。集聚程度主体上呈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主要集

聚在六个区和清徐县。 
2) 六类业态空间分布均属于显著的聚类分布，空间集聚程度基本保持一致，Diffk 都呈单峰特征，

其集聚程度随距离增加而降低，餐饮服务、购物服务、风景名胜、体育休闲、交通设施服务以及住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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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最佳集聚范围分别为 12.26 km、16.24 km、19.89 km、12.22 km、12.51 km、12.24 km。 
3) 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主要依托交通干线、趋向地形平坦地区分布，有 98%的业态点位于城市主要

道路 400 m 范围内。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的形成，受到人口因素，交通因素，资源因素以及经

济水平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即小店区、迎泽区、杏花岭

区等六个区，旅游休闲业态的发展更具有优势。 
通过整合 POI 数据与传统地理学方法，构建了研究的核心框架。研究结果显示，太原市六类旅游休

闲业态主要集中在城区，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的集聚特征，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3] [14]。六类业态

空间尺度依赖性明显，但是本研究中风景名胜空间尺度最大(19.89 km)，体育休闲尺度最小(12.22 km)，
相比于凌旋[11]、黄震方[26]等人的研究结果，太原市风景名胜业态拥有集聚峰值，且区位选择的空间尺

度最大，可能原因是太原市自然文化景观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具有广阔的空间基础。此外，城市内路

网发达，交通便捷，提高了景点的可达性，进一步扩大了风景名胜区的服务范围和影响力。在影响因素

方面，六类业态主要集聚在地形平坦的汾河河谷平原，集聚区域人口密集、经济条件较好，与其它研究

不同[11] [13] [15]的是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的最显著影响因子是路网密度，交通路网缓冲区结果表明 98%
的旅游休闲业态点集聚在主要道路 400 m 范围内，便捷的交通为居民和旅游者的空间流动提供了基本保

障。 
研究结果对太原市旅游休闲业态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提升区域旅游休闲产业的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丰富了城市旅游休闲研究。但由于多时相数据的获取受到限制，本研究主要

聚焦于某一时间点的旅游休闲业态分析。未来的研究应当充分利用多源数据，结合大数据技术与传统的

问卷调查、非结构化访问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系统的探讨，从而进一步丰富城市旅游休

闲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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