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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共享型旅游地竞合关系研究
*

———以福建永定、南靖土楼为例

胥桂凤,黄远水

(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362021)

摘要:作为品牌共享型旅游地,福建土楼在“申遗”成功后,旅游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了理顺土楼地区旅游地之间的空间

竞合关系,实现该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种群生态学上的Lotka-Volterra模型构建品牌共享型旅游地的竞合关系

模型,并采用灰色系统方法确定模型中的参数;然后以土楼主体分布区永定、南靖两地2004—2011年接待的游客量为对

象,建立两地的竞合关系模型。结果显示,永定的内禀增长率为0.90,而南靖仅有0.16,永定地区旅游业增长势头高于南

靖,从长远看永定旅游业竞争潜力大于南靖;另外计算得到永定对南靖旅游业影响程度的参数为6×10-4,而南靖对永定

旅游业影响程度的参数是-56×10-4,两地在L-V旅游系统中属于“捕食者-猎物”的竞争关系,永定是“捕食者”,在竞争

中处于优势,但由于两地相互之间的影响参数相差较小,所以南靖旅游业并不会被永定所取代。永定、南靖两地竞合关系

分析证明了从生态学视角下研究品牌共享型旅游地的空间关系对旅游规划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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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之间激烈的竞争态势使区域旅游空间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区域竞合作为空间关系的重要表现

形式,同时也是今后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竞合是指在竞争的前提下,进行有机

合作,根本目的是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国旅游竞合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
大致可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竞合研究初期。在此阶段,学者主要是从竞争、合作等单方面因素来

研究旅游地的空间关系。保继刚等人[1]以案例的形式对旅游地的空间竞争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多个旅游目的地

同时出现在某一地域上便会引起空间竞争。在合作方面,梁艺桦等人[2]从系统学的自组织理论角度探讨了区域

旅游合作动因及其深化策略。第二阶段为竞合研究基础阶段。此阶段中国学者开始从竞争与合作两方面来分

析区域旅游空间关系。王滔等人[3]最先从竞合角度分析洛阳旅游业的发展。此后,中国学者引入了其他学科理

论来研究区域旅游竞合关系,如梁艺桦等人[4]对区域旅游竞合博弈进行分析;汪清蓉等人[5]用生态位测评方法

对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竞合进行研究;刘改芳等人[6]运用统计学上的相关分析法对晋商大院竞合关系进行分析;
苏章全等人[7]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来研究滇西北旅游竞合;等等。通过对有关旅游竞合文章的梳理,笔者发现对

这类问题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定性层面,定量研究较少。对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拟运用种群生态

学上的Lotka-Volterra模型对品牌共享型旅游地———福建土楼的空间竞合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以了解土楼旅游

目前所处空间竞合状态并探究其中原因,找出促进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1品牌共享型旅游地概念

品牌共享型旅游地,从群体层面讲,是指若干个共同享有某一品牌的旅游地的集合,是一群旅游地;从个体

层面讲,是指与其他旅游地共享同一品牌的旅游目的地[8]。根据共享实现方式可将品牌共享型旅游地分为:1)
“自主联盟”式,即众多旅游地联合起来,共同打造某一品牌,如“丝绸之路”旅游品牌;2)“扩展增补”式,即在品牌

实现的过程中有扩展项目增加,如“明清皇家陵寝”;3)“捆绑式”品牌共享,即以捆绑的方式整合区域旅游资源,
联合申报世界遗产等称号,从而实现品牌共享,如“中国南方喀什特”。“捆绑”方式是地方政府为提高申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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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采用的一种有效手段,捆绑在一起的资源通常具有同质或相似性,通过世遗共享某一品牌。本文所研究的

品牌共享型旅游地是指通过“捆绑”实现共享的旅游地集合。

2研究区域概况

福建土楼,是利用生土夯筑而成,集居住与防卫功能于一身的大型民居类建筑。它因历史悠久、建筑风格独

特、种类多样、内涵丰富、结构奇巧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世界建筑界的奇葩,主要分布在与广东、江西交界的闽西

南地区。2004年,福建省政府开始将永定、南靖、华安这3县的土楼捆绑在一起,以“福建土楼”的名义进行联合

申遗,并于2008年申遗成功,使3县共享“福建土楼”世界文化遗产品牌。“福建土楼”作为继武夷山之后,福建

省的第二个世界文化遗产地,当地旅游业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近几年发展迅速。但作为品牌共享型旅游地,
“福建土楼”旅游资源相似、共性大、差异小,对于一般旅游者来讲,只会选择知名度高、级别高以及可达性强的土

楼进行游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知名度底或规模、等级较小的土楼产生了竞争和抑制。特别是在土楼世

界遗产的主体分布区永定和南靖之间,由于两地地缘相近,绝大部分遗产土楼聚集于两县的边界地带(图1),这
种竞争与抑制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厘清二者的空间竞合关系对土楼世界遗产旅游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图1 “福建土楼”世界遗产地分布图

3永定、南靖土楼旅游竞合关系研究

3.1研究方法

Lotka-Volterra模型(后简称L-V模型)是由数学家Lotka和Volterra在Logistic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最初

用于描述生态学中的种群关系,随后被引入经济领域,用于研究金融市场竞争、集群企业竞争、经济增长、人口控

制等问题。近年有学者运用L-V模型对旅游市场竞争进行研究[9]。该模型的基本工作思路是给定两物种A、B,
并假设它们处于同一环境中且具有竞争关系,x、y是物种A、B在t时的种群数量,则有

dx
dt=a1x-b1x

2-c1xy

dy
dt=a2y-b2y

2-c2x

ì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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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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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y

(1)

(1)式两个方程分别表示物种A、B随时间t变化的种群增长率。其中,ai表示当某物种单独存在时的logistic参

数,bi则是与另一物种数量有关的该物种种群数量增长极限的限定参数,ci表示一物种对另一物种影响程度的参

数。在该模型中,参数ci是判断两个物种竞争关系的重要指标,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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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Lotka-Volterra系统中的物种竞争关系

c1 c2 种间关系 竞争结果

+ + 竞争 双方皆被抑制

+ - 捕食者-猎物 物种A抑制物种B

- + 捕食者-猎物 物种B抑制物种A

- - 互惠互利 共赢

根据L-V模型的研究思路,假设在同一区域内出

现两个资源相同或相似且具有竞争关系的旅游地,则有

dx1
dt=r1x1 1-

x1
n1-

αx2

n
æ

è
ç

ö

ø
÷

2

dx2
dt=r2x2 1-

x2
n2-

βx1

n
æ

è
ç

ö

ø
÷

ì

î

í

ï
ï

ï
ï

1

(2)

式中xi为t时旅游地i的游客量;ri是旅游地游客人数的内禀增长率;ni是旅游地i的环境容量;α表示旅游地2
对旅游地1的竞争系数(或是市场抢占力系数)。同理,β则是旅游地1对旅游地2的竞争系数。α和β都表示旅

游地间竞争所导致的阻滞效应,是衡量两个旅游地竞争关系的关键指标。

3.2参数确定

根据灰色系统建模理论[10]对文中的参数进行推算。为了便于计算,将(2)式改写为如下形式

dx1
dt=b10x1+b11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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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一组非负原始数列X(0)
i = x(0)

i (j),i,j=1,2,…,{ }n ,根据灰色系统建模的原则与方法[10],将数列建成

如下模型

dxi

dt=xi(t+1)-xi(t) (4)

从灰色理论中灰导数和偶对数的映射关系可知[11],dxi

dt
与偶对数(xi(t+1),xi(t))构成映射关系,取t时dxi

dt
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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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此将(3)式方程组中第一个方程离散化为

x1(t+1)-x1(t)=b10x1
(t+1)+x1(t)
2 +b11 x1(t+1)+x1(t)æ

è
ç

ö

ø
÷

2
2

+b12 x1(t+1)+x1(t)æ

è
ç

ö

ø
÷

2
x2(t+1)+x2(t)æ

è
ç

ö

ø
÷

2
将t=1,2,3,…,t-1时的原始数列数据代入上式中,得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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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小二乘法准则,得到(3)式第一个方程中的参数估计

b1
︿
= b10,b11,b[ ]12

T= BT
1B( )1

-1BT
1B1N

结合(2)、(3)两式可知,旅游地1的游客增长率r1=b10,环境容量n1=-b10/b11,旅游地2对它的市场抢占力

系数α=b12b20/b10b22。
同理,可证旅游地2的游客增长率r2=b20,环境容量n2=-b20/b22,旅游地1对它的市场抢占力系数β=

b21b10/b20b11。
3.3实证分析

以南靖、永定两县近年接待的游客量(表2)为对象,建立两地的空间竞合关系数学模型,得出

dx1
dt=0.16x1-29×10

-4x21+56×10-4x1x2

dx2
dt=0.90x2-40×10

-4x22-6×10-4x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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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4—2011年永定、南靖两县接待旅游者人次 万人次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永定 69 76 82 97 138 216 288 342

南靖 30 34 39 41 137 148 160 169

  数据来源:根据福建旅游之窗、永定县人民政府网站、南靖县人民政府网站等相关网站整理获得。

由(5)式可知,南靖的内禀增长率为0.16,永定为0.90;南靖对永定影响程度的参数是-56×10-4,永定对南

靖影响程度的参数是6×10-4,这说明永定近年的旅游业发展远高过南靖,增长势头迅猛。两地在L-V旅游系统

中属于“捕食者-猎物”的竞争关系,永定是“捕食者”,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图2),抑制着南靖旅游业的发展。
其中原因有如下几点:

图2 2004—2011年永定、南靖接待游客量(a)与旅游收入(b)对比

1)资源相似,产品初级雷同形成无序竞争。永定、南靖土楼虽外形不同,且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但
游客不胜了解,分不清二者的差别,如果不是特别感兴趣,多半只会选择游览其中一个旅游区。另外,两地在旅

游产品开发方面尚处于初级阶段,都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各自的文化内涵、地方特色没有得到有效开发。

2)行政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作。永定、南靖土楼分别是属于龙岩、漳州二市的两县,地方保护主

义思想使得政府间缺乏合作意识,各自为政,旅游业出于孤立发展状态。虽然,近年土楼地区政府在合作方面达

成一些共识,并于2010年签署了福建土楼旅游宣言联盟,但这些成果多是形式大于意义,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永定、南靖两地不仅制定了各自的旅游发展保护规划还提出了各自的旅游发展口号,不
时还会出现拦路抢劫客源等恶性竞争现象。

3)出于对市场收益分配问题的考虑,使得两县对区域合作有所顾忌。竞合组织一旦形成,需要两地共同出

资、出力来维护和运作,这就涉及到区域旅游利益分配与贡献问题,两地都害怕自己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对
区域合作并不积极。

4永定、南靖竞争关系的趋势预测

为了进一步分析永定、南靖今后的竞合发展趋势,即当t→∞时,x1(t)x1(t)与x2(t)的走向,令(1)式左侧等于0,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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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6)式可解得M1(n1,0)、M2(0,n2)、M3(0,0)、M4 n11-α1-αβ
,n21-β1-α

æ

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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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等4个均衡点。

从生态学角度对永定、南靖两地的空间关系进行解释:M1,M2表示两地最终以优胜劣汰的形式结束竞争;

M3表示两地在竞争中两败俱伤,谁也没有获得好处;M4表示两县在某个时间点之后,竞争关系达到一种稳定状态。
由于在(5)式的推算过程中,得到南靖、永定的竞争系数α=-7.91,β=0.04,均小于1,所以L-V系统向 M4

演化,M1、M2、M3都不是均衡点,只有M4处于稳定状态[12]。即两地竞争的轨迹线无论从何种情况出发,当t→∞
时,其最终的演化结果都将趋于稳定。通过计算得到 M4(376,164)与2011年永定、南靖的游客接待量相符,说
明永定、南靖土楼地区的竞争关系已达到平衡,并会在这种空间关系中实现长期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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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永定、南靖两地旅游竞合策略研究

通过对两地旅游竞合关系分析看出,该区旅游业发展是竞争有余而合作不足。虽然近年来区域合作得到当

地政府支持与重视,福建土楼旅游宣言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区域旅游合作正式形成;但永定、南靖两地旅游发展

并未摆脱单打独斗的局面,为了争夺“福建土楼”品牌的主导地位,赢得更广泛的客源市场,两县独自营销,提出

不同的宣传口号推广自家土楼:永定以“福建土楼·客家永定”宣传自己,而南靖则是“福建土楼·故里南靖”。
因此,两县的区域合作还有待深化,本研究认为两地旅游区的竞合发展应采取如下策略:

1)消除行政壁垒,共同打造土楼无障碍旅游区。行政区划不统一导致的利益之争已经成为阻碍土楼区域旅

游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两地县政府作为区域旅游的核心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强合作与协调,在福建土

楼旅游区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整合土楼旅游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结束长期以来两地单打独斗的局面。同

时,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县域交通状况,实现物质、人员、信息的自由流通。

2)充分挖掘各区特色,形成互补性旅游产品。目前,两县都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产品设计大多雷同,其他

文化、生态、休闲等旅游产品并未得到有效开发。两地应挖掘自身特色,形成差异,实现产品互补。永定土楼位

于客家文化中心,土楼数量多、种类齐全、规模宏大,区内有古田会议遗址等红色资源。开发时应深度挖掘客家

文化,突出与南靖土楼的差别,同时将红色旅游纳入其中,丰富旅游产品体系。而南靖土楼旅游区生态环境优

越、土楼与山水相映成彰,区内有亚热带雨林、云水谣古镇等绿色旅游资源,该区可向生态旅游方向发展。

3)统一宣传促销,共同开拓客源市场。以“福建土楼”作为区域整体形象进行联合宣传促销,共同开拓客源

市场,做到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和,扩大福建土楼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上的影响力,把土楼旅游这块蛋糕做大做强。

6结语

本研究在借鉴生态学中的L-V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品牌共享型旅游地的空间竞合关系数学模型并以福建永

定、南靖土楼为例,得出两地正处于稳定的竞争阶段,且永定的整体竞争水平要高于南靖。
从生物的种间竞争视角对品牌共享型旅游地的空间竞合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具有一定普适性。该模型不仅

可以分析两个同质旅游地间的空间竞合关系,还可以对同一区域上的多个旅游目的地间的空间竞合关系进行分

析。在模型中笔者以接待的游客量为对象,运用灰色估计法确定参数,并通过均衡点分析预测旅游地未来走势,
对旅游地的管理者制定目标与规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鉴于笔者知识、能力有限,模型中变量数据选取较少,
参数计算受观察数据的时间间隔限制,需以等时间或等差间隔观察到的数据列为准。在今后的研究中,笔者将

对参数进行深入分析以完善旅游地竞合关系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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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ooperation-CompetitionRelationshipofBrand-SharingTouristDestinations:
TaketheTulouDestinationsinYongdingandNanjingCountyforExample

XUGui-feng,HUANGYuan-shui
(CollegeofTourism Management,HuaqiaoUniversity,QuanzhouFujian362021,China)

Abstract:AfterTuloudestinationsinFujianprovincearerecordedintheWorldHeritageList,alargenumberofvisitorscometo
here,soitisimportanttorationalizetheirrelationshipandachiev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ourism.Basedontheideologyof
Lotka-Volterrainecology,thearticlebuildsamathematicalmodelwhichusedtoanalyzetheco-competitionrelationshipinbrand-
sharingtouristdestinations.Atlast,thispaperusedtouristaccommodationsinYongdingandNanjingCountywhicharethemain
distributionareasofTulouinFujianprovincetoanalyzetheirco-competitionrelationship.Asaresult,ithastwopoints:firstly,the
intrinsicratesofYongdingandNanjingare0.90and0.16whichcanillustratethatcompetitivepotentialofYongdingishigherthan
Nanjing;secondly,theinfluencecoefficientofYongdingtoNanjingis6×10-4whileNanjingtoYongdingis-56×10-4,Thiscan
demonstratethattherelationshipoftwoareasis“predator-prey”andthepredatorisYongding.HoweverthetourismofNanjingcan
surviveduetothatthegapoftwoinfluencecoefficientsissmall.Thearticleoffersanewmethodandviewforco-competitionre-
searchandithaspracticalandtheoreticalsignificancefortourismplanning.
Keywords:brand-sharingtouristdestinations;co-competition;Lotka-Volterramodel;FujianTu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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