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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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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自然和人文历史环境复杂多样，值得保护的黑色旅游资源多，分析其空间结构，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特征及

动因，并进行区划，能够为中国黑色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基于 FA< 技术，以全国 $G" 项 H 级黑色旅游

景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等研究方法，从腾冲—黑河线变化、旅游资源区划等角度分析

了中国黑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黑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表现为强凝聚分布，在 B 大地理分区中呈高度

集中分布，且分布的均匀度低，其分布的高密度区域为京冀交界地带、西安咸阳一带和苏南浙北地区；在腾冲—黑河线东

南侧人口密集之处分布着全国 I") $$J 的黑色旅游资源；根据旅游资源属性，将中国主要黑色旅游资源涉及的地域划分

出 K 大区，并确定了相应的主题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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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色旅游是近年来国外，特别是欧美地区旅游学

界新兴的热点研究领域［$］。在国内，“黑色旅游”一词

是最近十年才被提及并开始研究的，"##K 年汶川地震后

受到较广泛重视。虽然，中国黑色旅游研究起步较晚，

但实际上，属于其范畴的相关旅游活动已经较广泛地开

展。对中国黑色旅游资源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黑色旅游资源的研究，笪玲等按照“ 配色组

合”理念对震后青木川古镇黑色旅游项目进行设计，

并得出黑色旅游走“ 配色组合”之路才能更好促进旅

游地发展的结论［"］。王金伟等对黑色旅游的动力机

制进行了解析，并引入共生理论，以震后四川灾区为例

对黑色旅游的“ 共生”模式进行了研究［%］。曾献君运

用感应—认知原理分析了潜在旅游者对汶川黑色旅游

地的感知映像与旅游动机，并提出以旅游者旅游动机

与需求为导向的汶川黑色旅游资源开发思路［E］。综

上所述，目前黑色旅游资源研究主要引入地理学或其

他领域的理论针对某一区域近期新产生的黑色旅游资

源进行研究，还没有从空间大尺度上对中国黑色旅游

资源进行研究［GON］。

本文所指的“黑色旅游资源”，狭义是对旅游者具

有一定吸引力，具体发生的、当时时期如死亡、灾难、暴

力、战争、恐怖等事件，今天已经成为历史记忆的地方，

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等，这其

中包括了部分当下大力开发的“ 红色”旅游资源。广

义是指能为旅游业所用，使旅游者能在旅游过程中体

验到悲情、恐惧，从而满足其受教育、好奇心和受刺激

等目的的旅游资源。本文尝试以国家 H 级旅游景区

为例对黑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进行宏观尺度的研

究，较为直观地分析其空间结构，揭示空间分布规律、

特征及动因，并进行功能分区。

$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的全国 H 级旅游景区（截至 "#$" 年 $ 月）及

相关资料来源于国家旅游局网站（0::P：C C QQQ) =(:’)
1*7) =( C ）；经纬数据来源于 F**1-8 R’,:0 M,* 和国家测

绘局推出的天地图。根据界定，对全国 " GNI 项 H 级

旅游景区进行逐一比对筛选，共遴选出 $G" 项旅游景

区，运用 H,=FA< $#) # 将其标记在已配准好的底图上。

利用 H,=FA< $#) # 自带的分析工具，测算 $G" 项旅游

景区 与 最 邻 近 的 其 他 景 区 之 间 的 欧 式 距 离，测 算

>*,*(*3 多边形面积变异系数以及核密度分析和制

图［B］。

" 空间分布特征

") $ 空间分布总体特征

从宏观来看，黑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可以看作点

状。点状要素有均匀、随机和凝聚 % 种空间分布类型，

最邻近点指数是判别点状要素空间分布类型的常用方

法。最邻近点指数 ! 定义为最邻近的点对的平均距

离与随机分布 模 式 中 最 邻 近 的 点 对 的 平 均 距 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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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计算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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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最邻近的点对距离 #" 的平均值，#$ 为随机分

布模式中最邻近的点对平均距离，% 为点数，#" ’( )& 为

区域内点 ’& 到其最近邻点的距离［$］，* 为区域面积。

当 ! 为 " 时，说明点状要素分布为随机型；当 ! %" 时，

点状要素趋于均匀分布；当 ! &" 时，点状要素趋于凝聚

分布。通过 ’()*+,"-. - 计算得到 #"#/0 /--, "$ 1，而 #$
#"#2 323, "/ 1，故最邻近点指数 !#-, 2$ & "。结果

表明，黑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表现为凝聚分布的态势。

通过表 " 进一步比较黑色旅游资源、资源型景区、

红色旅游资源［"-］、国家地质公园［""］0 种类型旅游资源

的最邻近点指数可知：黑色旅游资源最邻近点指数相

对较小，凝聚分布特征显著性较强。

表 "4 黑色旅游资源最邻近点指数比较

区域
黑色旅游

资源

资源型

景区

红色旅游

资源

国家地质

公园

最邻近点指数 -. 2$ -. 2/ -. /3 -. $3

由于最邻近点指数在测定点状目标空间分布类型

时的界定标准存在一定的争论［"#］，为了进一步证实黑

色旅游资源空间凝聚分布的态势，采用测算 56(6768
多边形的面积变异系数的方法进检验。变异系数定义

为 56(6768 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它

可衡量现象在空间上的相对变化程度［"9］，具体计算公

式为

-. : ’ ) /
式中 ’ 为 56(6768 多 边 形 面 积 的 标 准 差 值，/ 为

56(6768 多边形面积的平均值。;<=)>?@(AB 的研究表

明，当点集为随机分布时，-. 值为 2/C（包括 99C D
30C 之间的值）；当点集为集群分布时，-. 值为 $#C

（包括大于 30C 的值）；当点集为均匀分布时，-. 值为

#$C（包括小于 99C 的值）［"0］。利用 ’()*+,"-. - 以

"2# 项 ’ 级黑色旅游景区为发生元，生成普通 56(6768
多边 形，计 算 得 到 / : 2! !$3 9!# !2$, 2/ 1#，’ :
"2$ !!$ 03$ "09, 0! 1#，故变异系数 -. : #/"E 0!0，

验证了黑色旅游资源的空间凝聚分布的态势。

#. # 区域分布差异化分析

基尼系数（*878）可以用于刻划空间要素的分布，

也可以对两个空间要素的分布进行对比，是地理学中

用来描述离散区域空间分布的重要方法。理论上，基

尼系数介于 - 和 " 之间，越大表明集中程度越高［"2］。

其计算公式为 1&%& "
+"

2

& " "
3& F73&

F72 - : " G 1&%&，式中 2

为区域数量；3& 为第 & 个区域内黑色旅游景区数占全

国总数的比重；- 为分布均匀度。本文将全国划分为

/ 大地理分区，分别是：东北区（ 黑、吉、辽）、华北区

（京、津、冀、晋、蒙）、华东区（沪、苏、浙、闽、皖、鲁）、华

中区（豫、鄂、湘、赣）、华南区（粤、桂、琼）、西南区（滇、

黔、川、渝、藏）、西北区（陕、陇、宁、青、新）。现将黑色

旅游资源分布在全国 / 大地理分区的数量进行基尼系

数分析，从而判断其在全国 / 大地理分区中分布均匀

程度。

表 #4 黑色旅游资源在全国 / 大分区分布

序号 区域
黑色旅游

资源数量 H 个
占总数

H C
均匀分

布 H C
实际累

计 H C
均匀累

计 H C
" 华北区 9! #2. -- "0. #$ #2. -- "0. #$
# 华东区 93 #9. 3! "0. #$ 0!. 3! #!. 2/
9 西北区 #2 "3. 02 "0. #$ 32. "9 0#. !3
0 东北区 ## "0. 0/ "0. #$ /$. 3" 2/. "0
2 华中区 "$ "#. 2- "0. #$ $#. "" /". 09
3 西南区 / 0. 3" "0. #$ $3. /" !2. /"
/ 华南区 2 9. #$ "0. #$ "--. -- "--. --
合计 "2# "-- "-- 2-/. #0 0--. --

通过计算，可得到 / 大分区黑色旅游资源分布基

尼系数 1&%& : -, $"，分布均匀度 - : -, -$。结果表明，

黑色旅游资源在 / 大分区中呈集中分布，且分布的均

匀度低。具体来看，在整体集中的基础上，华东区、华

北区、西北区、东北区的黑色旅游资源较为集中，其比

例均高于均匀分布比例，华北区和华东区的黑色旅游

资源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一半。

通过表 9 进一步比较黑色旅游资源、资源型景

区［3］、红色旅游资源［"-］、国家地质公园［""］0 种类型旅

游资源的基尼系数及分布均匀度可知：黑色旅游资源

基尼系数相对较高，分布均匀度相对较低，分布不均衡

性显著，属于高度集中分布。

表 94 黑色旅游资源基尼系数及分布均匀度比较

区域
黑色旅游

资源

资源型

景区

红色旅游

资源

国家地质

公园

基尼系数 -. $" -. !/3 -. $90 3 -. !/

分布均匀度 -. -$ -. "#2 -. -32 0 -. "9

#. 9 腾冲—黑河线两侧分布特征

胡焕庸在 "$92 年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

存在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即腾冲—黑河线，这条

人口地理分界线时至今日不仅稳定存在，且具有广泛

的科学价值［2］。中国共有 $#. ""C 的黑色旅游资源分

布于东南侧，在地广人稀的西北侧只分布着约 /. !$C
的黑色旅游资源（图 "）。主要原因是东南侧的自然条

件较西北侧更适宜人生活、生产，人口数量多、密度大，

相应的人文事件发生率较大、数量多，因此黑色人文事

件遗迹多于西北侧，致使以黑色人文事件遗迹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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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旅游资源的黑色旅游景区远远超过西北侧。

图 !" 三级地势阶梯黑色旅游资源分布

图 #" 黑色旅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图

$ 空间凝聚与区划

由图 # 可知，黑色旅游资源分布的高密度区域为

京冀交界地带、西安咸阳一带和苏南浙北地区，$ 个区

域在空间上近似于等边三角状，区域内的黑色旅游资

源类型有较强关联性。京冀交界地带位于华北平原西

北边缘地带，地形较复杂，历史上曾是中原汉地与少数

民族地区的交汇地区重要关口，边防意义重大，遗留下

众多古代战争遗址。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

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

城，中国历史上的 % 个最鼎盛的朝代

周、秦、汉、唐均建都于此，其周边分

布有众多的规模宏大、历史文化价值

丰富的帝王陵寝，形成了陵墓类黑色

旅游资源密集区。苏南浙北地区曾

发生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多

次激烈的大小战役或战斗，为宣扬和

平、祭奠烈士修建了大量以近代战争

为主题的纪念馆。除了以上 $ 地，辽

东北、鲁东、鄂东、重庆、新疆西南、粤

南也有较高密度 & 级黑色旅游景区

分布，其以黑色人文事件遗迹和纪念

馆为主［!’］。

根据图 #，将黑色旅游资源的类

型和黑色事件发生的时间作为参考，

可以将中国黑色旅游资源涉及的地

域划分出 ( 大区，即古代战争遗址参

观区、古代帝王陵墓游览区、现代革

命战争 纪念区、近 现 代 反 侵 略 教 育

区、红岩文化瞻仰区、红色爱国主义

教育区、“辛亥游”纪念教育区和少数

民族文化体验区；并确立各大区的相

应发展方向和主题（表 %）。

% 结论

运用空间结构分析方法对中国

黑色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以

下结论：

!）最 邻 近 点 指 数 !# )" *+，

,-.-/-0 图 的 变 异 系 数 #$ 1 #2!"
%(%，经过验证和与前人研究成果对

比发现，黑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表现

为强凝聚分布状态；

#）基尼系数 &’(’ 1 )" +!，分布均

匀度 # 1)" )+。与前人研究成果对比

发现，黑色旅游资源在 2 大地理分区

中高度呈集中分布，分布均匀度低，分

布不均衡性显著；

$）在腾冲—黑河线东南侧人口密集之处分布着

+#3 !!4 的黑色旅游资源，在地广人稀的西北侧只分布

着约 23 (+4 的黑色旅游资源；

%）黑色旅游资源分布的高密度区域为京冀交界

地带、西安咸阳一带和苏南浙北地区，除了以上 $ 地，

辽

东北、鲁东、鄂东、重庆、新疆西南、粤南也有较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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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黑色旅游资源区划

分区名称 分区说明 主要涉及地区 主题 发展方向

古代战争遗址

参观区

" " 旅游资源集中程度较高，

以古代战争遗址为主，高低级

别旅游资源分化较严重，较高

级别的资源占主要优势

北京、津、冀

及晋东

历史见证，

民族象征

" " 提高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水平，更好

地融入到该区域的旅游资源体系中；产品开

发上突出其历史文化、山水风光等特色，努

力建设成为高档次的参观旅游地

古代帝王陵墓

游览区

" " 旅游资源集中程度较高，

以古代帝王陵墓为主，以先秦、

秦、汉、唐 时 期 的 陵 墓 最 为 突

出，旅游资源整体上级别较高

陕、豫、晋南

及蒙西南

民族瑰宝，

人民智慧

" " 积极申报或者组团申报世界遗产，提高

知名度；产品开发上突出文化内涵，做好文

化展示与节庆活动设计，努力建设成为中华

寻根祭祖旅游地和国际古陵墓探秘旅游地

现代革命战争

纪念区

" " 旅游资源集中程度较高，

以现代革命战争纪念馆和烈士

陵墓为主，事件发生时间较为

集中，旅游资源级别较低

苏、浙及鲁南、

皖东南

缅怀英烈，

祭奠忠魂

" " 需要提高旅游资源整体开发与管理水

平，以各个大型战争事件为主线并与红色旅

游相结合设计相应的旅游产品，努力建设成

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革命教育旅游地

近现代反侵略

教育区

" " 旅游资源数量较多，以中

国近代、现代反侵略战争的遗

址或博物馆为主，事件发生时

间的连接度较高，反映的内容

较全面。

东三省

及鲁东、蒙东

谨记历史，

勿忘国耻

" " 加强区域联合，以时间为主线开发相应

的旅游产品，加强宣传，提高全民的认识和

国际社会的关注，努力建设成为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民族独立、反侵略教育纪念地

红岩文化

瞻仰区

" " 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形成的人文景观为主，内涵

深刻，资源市场环境较好，资源

级别较高

渝
红岩精神，

光荣传统

" "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避免资源开发同质

化，实施产业化经营，树立品牌发展战略，提

高知名度，努力建设成为全国具有较大影响

力、感召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爱国主义

教育区

" " 旅游资源集中程度较高，

以土地革命时期遗留的人文景

观和纪念馆为主，产品开发较

为成熟

赣西

革命摇篮，

忆苦思甜

" " 需对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资源环境、内

外交通等方面进行完善，突出旅游项目的参

与性，避免过度商业化，努力建设国内一流

的革命文化旅游区

“辛亥游”纪念

教育区

" " 旅 游 资 源 空 间 连 接 度 较

低，以辛亥革命等形成的人文

景观为主，资源级别较高

粤南、鄂东
辛亥百年，

民族复兴

" " 加强区域整合力度，联线成片；重视港

澳台及海外市场的宣传，努力建设成为全国

一流的“辛亥游”旅游地

少数民族文化

体验区

" " 以具有古代少数民族特点

的旅游资源为主，景观风格上

较以上 # 区的旅游资源有一定

差异，开发较为迟缓，资源级别

较低

新疆西南
民族团结，

一脉相承

" " 应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进行科学的

管理和引导，注重开发商与当地居民的利益

分配问题，旅游产品设计应反映出本土本地

的民情、历史、生活，突出其区域性和古朴

性，努力建设成为国内知名民族文化旅游地

分布。根据密度图，将黑色旅游资源的类型和黑色事

件发生的时间作为参考，划分出古代战争遗址参观区、

古代帝王陵墓游览区、现代革命战争纪念区、近现代反

侵略教育区、红岩文化瞻仰区、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区、

“辛亥游”纪念教育区和少数民族文化体验区 $ 个大区，

并确立了各大区的相应主题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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