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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错位理论的中国滨海旅游地区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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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构建旅游空间错位测度模型，采用２０１１年截面数据，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实证分

析了全国５３个沿海城市旅游空间错位的程度。结果表明：① 全国５３个沿海城市存在不同程

度的旅游空间错位现象；② 负向空间错位城市数量较少，多集中在泛珠三角地区；③ 依照错

位程度由高到低，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呈塔型结构；④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北向南，空

间错位差异愈加明显。最后根据不同空间错位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补位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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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空间错位理论是西方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研

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是反映城市快速空间重构

影响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的理论假设［１］，

最初由ＪｏｈｎＫａｉｎ发表于美国《经济学季刊》
［２］。

空间错位假设自提出后即引起学者广泛兴趣，国外

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从种族差异、内城—郊区差

异等视角来展开［３－５］，国内则主要借鉴于西方学术

界近年来提出的另一新的研究视角，即空间错位理

论是反映都市区尺度上的居住—就业机会空间关

系的一个维度［６］。国内学者在旅游空间错位方面，

朱、王美红、邓祖涛等学者分别分析了景区与资

源间、景点与旅游财务业绩间以及旅游资源、区位

和入境旅游收入三者之间的空间错位现象［７－９］，丁

旭生、孙根年等又分别对河南省、大西安旅游圈的

区域旅游空间错位程度进行了定量化研究［１０－１１］。

本文基于空间错位理论，以中国沿海５３个地级市

为研究对象，采用２０１１年截面数据，构建旅游空间

错位指数的测度模型，对我国滨海旅游地区差异进

行定量研究，以期为滨海地区旅游平衡发展及相关

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滨海是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的一个接合部，

是海陆相互作用而变化的活跃地带［１２］，大多生态

环境优美、适宜人类居住，对大众产生着持续的

休闲娱乐吸引力。如欧洲的滨海旅游地，即使进

入发展的平缓期，仍然是６３％的度假游客的最

爱［１３］。在我国，由于滨海地区相对内陆省份对外

开放程度较高，其入境旅游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

内更显突出。据统计，２０１１年，全国入境旅游人

数总计１３５４２．３５万人次，其中５４．２％的游客驻

足沿 海 地 区。同 年，全 国 旅 游 创 汇 收 入 达

４８４．６４亿美元，沿海地区贡献八成以上。这其

中，５３个沿海城市旅游收入总量又占１１个沿海

省、市、自治区旅游收入总量比重的６０％以上，旅

游外汇收入的占比则高达７０％以上
［１４］。故本研

究选取我国大陆１１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５３个

沿海地级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

由于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水平高，在入境旅游

发展方面占据极大优势，且国际旅游统计工作在

全国范围内统计时间较早、体系较完整，故本文

选取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和地区旅

游资源丰度（Ａ级以上景点数）作为沿海城市旅

游业发展空间错位的测度指标。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２年各省（区、直辖市）统计年鉴（河北省、海南

省除外），２０１１年三亚市、海口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个别不可获得数据由上一年

同类数据代替；旅游资源丰度指标数据来源于国

家旅游局网站２０１１年最新评审结果。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

参照最新的国家Ａ级旅游景区（点）名录，对



９６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５年　

沿海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度进行计算，体现该城市

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物与竞争力，公式如下［１５］：

犚犼＝５．０犖５＋２．５犖４＋１．７５犖３＋０．５犖２＋０．２５犖１

（１）

式中：犚ｊ为犼城市的旅游资源丰度指数；犖５～犖１

分别代表５Ａ景点到Ａ级景点的个数。

２．２．２　旅游错位指数

各城市依据自身的旅游资源禀赋，不仅城市

间旅游创汇收入和吸引而来的游客数量各有高

低，其自身预期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游客规模与

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预期数值与实际数据之差

即为旅游空间错位指数（犜犕犐）。计算公式为：

犜犕犐－犐犼 ＝
犚犼
犚总
×犐总 －犐′犼 （２）

犜犕犐－犖犼 ＝
犚犼
犚总
×犖总 －犖

′
犼 （３）

式中：将沿海地区作为整体，各沿海城市即为该

区域内二级区域。整体区域的旅游资源丰度指

数为犚总；旅游外汇收入和接待的游客数量分别

为犐总 和犖总；某二级区域犼的旅游资源丰度指数

为犚犼；预期旅游外汇收入和游客数量分别为犐犼

和犖犼；而实际旅游外汇收入和接待游客数量分别

由犐犼′和犖犼′表示；犜犕犐＿犐犼 和犜犕犐＿犖犼 分别为二

级区域犼旅游收入空间错位指数和旅游人数空间

错位指数。犜犕犐＿犐犼（犜犕犐＿犖犼）＞０表示该区域

实际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小于预期旅

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犜犕犐＿犐犼（犜犕犐＿犖犼）

＝０表示实际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与预

期相一致，犜犕犐＿犐犼（犜犕犐＿犖犼）＜０表示实际旅游

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大于预期旅游外汇收

入（入境旅游人数）。

为便于对不同区域旅游空间错位的程度进

行比较，将式（２）和式（３）进行如下整合：

犜犕犐犼 ＝
犜犕犐－犐犼
犐总

×１００×０．５－

犜犕犐－犖犼
犖总

×１００×０．５ （４）

式中：犜犕犐犼表示某二级区域犼的旅游空间错位

指数。将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旅游人数综合定

义为旅游业绩，则犜犕犐犼＞０表示该区域实际旅游

业绩小于预期旅游业绩，犜犕犐犼＝０表示实际旅游

业绩与预期相一致，犜犕犐犼＜０表示实际旅游业绩

大于预期旅游业绩。

３　结果分析

以全国沿海５３个地级市为计算单元，运用

上述公式测算，得到各城市旅游空间错位指数

（表１）。

表１　中国沿海地区旅游空间错位指数

城市 犜犕犐－犐 犜犕犐－犖 犜犕犐

丹东 ４．７１ ８２．４９ １．４９

大连 ６．２２ １３８．４３ ２．２２

营口 ０．０６ －３．４７ －０．０２

盘锦 ２．３６ ３７．７４ ０．７１

锦州 ３．７３ ６７．８９ １．２０

葫芦岛 ５．２７ ９４．３９ １．６８

秦皇岛 ９．７１ １７２．０４ ３．０８

唐山 ５．８３ １０３．９６ １．８６

沧州 １．７６ ３０．５７ ０．５５

天津 １．９８ １４８．２４ １．６４

滨州 １．９２ ３２．５４ ０．６０

东营 ０．４６ １２．３５ ０．１８

潍坊 ２．２９ ５４．０８ ０．８５

烟台 ９．７８ ２１４．４２ ３．４７

威海 ２．９２ ５２．６２ ０．９４

青岛 ８．７３ １９８．６３ ３．１６

日照 ０．３０ １．１６ ０．０６

连云港 ５．３７ １０５．８６ １．８０

盐城 １．９５ ３７．６７ ０．６５

南通 ２．２８ ７１．７０ １．００

上海 －３６．４６ －４２５．７８ －９．６１

嘉兴 ６．００ ８１．４７ １．６８

杭州 ０．４７ ５７．８６ ０．５９

绍兴 ７．８３ １１９．１５ ２．３１

宁波 ６．３７ １２３．８９ ２．１２

舟山 ２．７３ ４６．４７ ０．８５

台州 ４．７７ ８４．３１ １．５１

温州 ８．７２ １６４．６９ ２．８６

宁德 １．１１ １９．７１ ０．３５

福州 －７．３９ －２４．３９ －１．４０

莆田 －１．５７ －２０．３７ －０．４３

泉州 －２．４７ １３．７４ －０．２７

厦门 －７．２１ －７６．３７ －１．８３

漳州 ３．９１ ７４．１８ １．２８

潮州 －１．３１ －３１．４８ －０．４９

汕头 －０．５１ －１４．０６ －０．２１

揭阳 －０．２７ －８．０１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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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犜犕犐－犐 犜犕犐－犖 犜犕犐

汕尾 ３．７５ ６５．３１ １．１８

惠州 －１．９４ －１０５．６５ －１．２５

深圳 －３２．８３ －１０１８．２６ －１４．３１

东莞 －７．９９ －２６５．４３ －３．６４

广州 －３３．３８ －５０２．５４ －９．８０

珠海 －８．８０ －２８６．３３ －３．９５

中山 －０．５６ －２６．３０ －０．３２

江门 －１．２３ －４２．８７ －０．５８

阳江 ０．７５ １１．６６ ０．２２

茂名 １．２２ ２１．８６ ０．３９

湛江 ４．３６ ７０．３４ １．３２

海口 ２．５１ ３７．１０ ０．７３

三亚 ６．４６ １１７．９８ ２．０８

北海 ２．６４ ４３．４７ ０．８１

钦州 ２．７８ ４８．２２ ０．８７

防城港 －０．０７ －６．８８ －０．０７

３１　旅游空间错位度数理特征

３．１．１　各沿海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旅游空间错

位现象

　　由表１可以看出，全国沿海５３个地市存在不

同程度的旅游空间错位，这其中既存在正向空间

错位，也存在负向空间错位。进一步分析表１可

知，旅游空间错位指数（犜犕犐）得分在０．０２～

１４．３１之间，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数百倍，且

最大最小值都出现在负向空间错位的城市中，说

明各城市错位差异程度不一，而存在负向空间错

位的城市之间的差异更为突出。具体来看，旅游

收入空间错位指数（犜犕犐＿犐）得分区间为０．０６～

３４．４６，可见各城市外汇旅游收入方面错位程度

差异亦较为明显；而在入境旅游人数方面，各城

市错位差异程度更显严重，旅游人数空间错位指

数（犜犕犐＿犖）小到１．１６，大至１０１８．２６。

３．１．２　负向空间错位城市数量较少，多集中于

泛珠三角地区

　　如表１所示，５３个沿海地市中，存在负向旅游

空间错位的城市有１７个，正向错位的城市则有

３６个，即存在正向旅游空间错位的城市数量约是

负向错位城市的２倍。在外汇旅游收入和入境旅

游人数方面存在负向空间错位的城市均为１６个，

数量比重与整体旅游业绩类似。由此可以得出，仅

３２％的沿海城市的实际旅游业绩好于预期水平，而

大多数沿海城市虽拥有较多旅游资源，但其资源优

势未能充分发挥，以致其实际旅游业绩低于预期。

较为明显的是，属福建、广东两省的城市占负向旅

游空间错位城市的八成以上，共１４个。由此可以

看出，泛珠三角地区的整体入境旅游发展水平明显

高于长三角地区及环渤海地区。

３２　旅游空间错位度等级特征

以５３个城市的整体旅游业绩（犜犕犐）绝对值

表示城市旅游错位程度，采用系统聚类中的离差

平方和聚类法（ＷａｒｄｓＭｅｔｈｏｄ），其中，样本间的

接近程度用平方欧式距离（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度量，选用犜犕犐绝对值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将

５３个城市按旅游错位程度的大小划分为５类：高

度错位、中高度错位、中度错位、中低度错位和低

度错位。其中：高度错位城市１个，是位于广东

的深圳，泛珠三角地区所占比重为１００％；中高度

错位城市两个，分别为上海和广州，长三角地区

和泛珠三角地区比重各占５０％；中度错位城市６

个，分别为秦皇岛、烟台、青岛、温州、东莞、珠海，

环渤海地区占比为５０％，长三角地区占比为

１６．６７％，泛珠三角地区占比为３３．３３％；中低度

错位城市１８个，环渤海地区占比为３３．３３％，长

三角地区占比为２７．７８％，泛珠三角地区占比为

３８．８９％；低度错位城市２６个，环渤海地区占比

为３０．７７％，长三角地区占比为１５．３８％，泛珠三

角地区占比为５３．８５％。

３．２．１　总体错位程度差异特征

城市错位等级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城市数量

依次为１个、２个、６个、１８个和２６个，由少至多

逐渐增加，整体呈塔形结构分布。由此表明大多

数沿海城市都处于中低度错位水平，即多数沿海

城市依靠自身旅游资源禀赋挣得了与其预期相

匹配的旅游业绩。从三大旅游圈来看，泛珠三角

地区错位程度差异最为突出，５种错位等级均有

城市涉及。长三角地区除高度错位等级未有城

市涉及以外，大多城市都处于中低度水平，上海、

温州两市分别位于中度和中高度等级。环渤海

地区内部差异最小，均集中于中度以下错位等

级。细分到各地区来看，除海南、广西外，沿海各

地由北向南，城市错位等级逐渐升高。粤、京、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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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一直稳居我国旅游外汇收入前三甲，广东更

是居高不下。

３．２．２　分层错位程度差异特征

（１）高错位度，仅包括深圳市，得分高达

１４．３１。深圳市存在着高度的负向旅游空间错

位，即实际旅游业绩远大于预期值。这主要由于

深圳市旅游资源丰度平平，尚属中流，但旅游业

绩骄人，因此产生了高度的旅游空间错位。由

表１可知，其游客空间错位指数高达１０１８．２６，

在沿海城市中遥遥领先；旅游收入空间错位指数

也位列前三甲，仅次于广州、上海两市。深圳是

我国首个经济特区，自身阳光现代化的城市气质

以及其特有的生态园林滨海景色吸引着众多休

闲度假、商务往来、出入境经停等旅客的观光。

（２）中高错位度，包含上海、广州两座城市，

其得分分别为９．６１和９．８０，也均为负向旅游空

间错位。除深圳市以外，沪、广两市的空间错位

指数远大于其余沿海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多

受到口岸城市地理位置的客观限制，也受到国家

与地方政策的导向作用，此外，经济初始禀赋效

应对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作用亦十分显著［２１］，在

此三方面沪、广两市都令其他沿海城市望其项

背。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客货轮出海可抵世界

４００多 个港口，且城市坐落浦东、虹桥两大国际

机场；城市内部公交线路密如蛛网，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里程量居世界前列。三江（西江、北江、东

江）汇合处的省会广州亦拥有全国现代化程度最

高的４Ｆ级枢纽机场，铁路网络四通八达。在

２０１２年全国金融资本竞争力排名中，两市均跻身

前５（依次为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总

体而言，资源禀赋优越（多集中于４Ａ级以上景

区）的上海、广州两市，又因较强的可进入性、更

多的政策指引以及较好的经济基础的共同积极

影响，使入境旅游业在良好的基础上又得到了长

足的发展。

（３）中度错位的城市有６个，得分多在３～４分

之间，分别为秦皇岛、烟台、青岛、温州、东莞、珠海，

分布在河北、山东、浙江以及广东４省，一半城市来

自于环渤海地区。其中位于环渤海地区的秦皇岛、

烟台、青岛３市和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温州市，虽旅

游丰度指数均在前１０名之列，但无论旅游业绩，或

是具体到外汇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数方面都存在

正向空间错位，即呈现出有资源但无游客的“尴尬”

局面，随之入境旅游收入也不尽如人意。而处于珠

三角地区的东莞、珠海两座城市，都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负向空间错位。东莞北接广州、南连深圳，增

强了东莞与外界的相互交流；珠海东与香港隔海相

望、南与澳门相连，两岸交流对其影响巨大。虽然

两市不拥有大量优质旅游资源，但区位条件优越、

可进入性强，弥补了资源禀赋的短板，使得其实际

旅游业绩好于预期。

（４）中低度错位得分区间为１～３分，包含丹

东、大连、天津等在内的１８座城市。其中辽宁、浙

江城市居多，各占４个；福建、广东略少，各有３个

城市；河北、江苏、海南各有１个城市在列；天津市

也在此等级之内。整体看来，三大旅游圈在此错位

等级区内比重相对均衡，分别为环渤海地区

３３．３３％、长三角地区２７．７８％、泛珠三角地区

３８．８９％。该错位等级内，大多数城市（１５个）都存

在正向旅游空间错位，即其所拥有的旅游资源未创

造出优秀的旅游业绩。这其中包括浪漫之都大连、

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海角天涯的三亚等诸多优

秀旅游城市。天津是旅游名城，既有名胜古迹及旧

景新颜，亦有自然景观和新时代人文建筑。虽然天

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但与南方地区

的上海、广州等地相比，对外开放程度略低，进而直

接影响到其入境旅游的发展。大连和三亚也均有

类似问题出现。福建省的福州、厦门所占优秀旅游

景区数目不多，但由于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以及与

台湾隔海相邻的背景，拉动了两市入境旅游业的繁

荣，因此城市旅游业绩好于预期。

（５）低度错位城市数量最多，共有营口、盘

锦、沧州等２６座沿海城市，约占中国沿海城市数

量的一半（４９．０％），涉及除上海、天津以外的中

国沿海９个省（自治区），其中长三角地区仅３座

城市，３０．７７％的城市来自环渤海地区，泛珠三角

地区所占城市最多，共１４个。由于此类城市错

位指数多在１分以下，即说明实际旅游业绩与预

期的旅游业绩相差不大，表现出低度错位现象。

其中，近四成的城市存在负向空间错位，其余六

成则为正向错位，可以看出多数城市入境旅游业

还尚存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中国唯一的一个临

海古都———杭州也身在其列，尽管“上有天堂，下

有苏杭”的美誉已深入人心，但近年来为保护古



第３期 刘占福，等：基于空间错位理论的中国滨海旅游地区差异研究 ９９　　　

迹及旅游生态环境，西湖等知名景区实施了限制

入园人数的管理措施，此措施对杭州市旅游业确

有影响，以致其整体旅游业绩略低于期望值。

４　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旅游空间错位测度模型，分析了全

国５３个沿海城市旅游空间错位的程度。结果表

明，全国５３个沿海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旅游空

间错位现象。负向空间错位城市数量较少，且多

集中于泛珠三角地区。根据旅游空间错位指数

的大小，将全国５３个沿海城市聚类分析为高度

错位、中高度错位、中度错位、中低度错位、低度

错位５种类型。通过不同错位等级的划分，不仅

说明中国滨海旅游地区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差异

性和不平衡性，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沿海不少地区

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区域

旅游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因此，本研

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１）高度错位的深圳需进一步扬长避短，充

分利用交通、设施及区位优势，并极大地发挥其

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周边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２）中高度错位层的广州、上海两市，可通过

加强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旅游便利化设施的推广，

来增强游客旅游消费的动机，从而提高该地区旅

游收入。同时也应发挥其龙头作用，加强与周边

中、低错位地区的联系，输送客源，对长三角区域

内进行无障碍旅游区域合作。

（３）处在中度错位等级的沿海各市，可通过

改善交通条件，加强与相邻地区联系，分享旅游

客流，提高旅游资源利用度；还可通过加强服务

设施建设、旅游形象塑造、旅游产品促销和旅游

地的景观建设等，增强旅游地的引力作用，即采

取推拉双管齐下的办法，提高旅游业的发展。

（４）中低度错位的各地区，虽不乏优良的旅

游资源，但存在显著的“木桶效应”，因此需要对

诸多影响因子中的“短板”进行补位，使处于劣势

的因子与其他因子保持一致，共同效力于沿海地

区的旅游发展，增强其综合竞争力。

（５）存在低度错位城市，虽然实际旅游业绩

与预期规模相差不大，但并不意味着旅游发展没

有问题存在。该类型地区应本着精品化开发、特

色化利用的思路，针对一定的细分市场，寻找适

合自己的旅游发展空间，把旅游做得少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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