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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理学与行为学交叉研究是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领域,随着二者的交叉互动,行为地理学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的

分支学科。基于现有研究成果介绍了行为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主要从行为地理学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现状以及研

究意义四方面着重分析。研究认为行为地理学主要分为行为过程和行为空间两部分,行为地理学涉及内容广泛,文章主

要以消费行为地理学、交际行为地理学、旅游行为地理学三者的研究内容为讨论对象,分别对三者的研究背景、概念、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总结,归纳了三者受环境、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认为行为地理学的发展对学科创新,以及城市规划、民
生建设、产业发展等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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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历程

20世纪70年代,西方地理学便进入了“行为革命”时代,尤其在美国,行为地理学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当时

西方国家在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方法,于是有学者将

这些社会类学科与地理学科相融合,研究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类的行为变化,从而拓宽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

域,并为人地关系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对行为地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

上将地理学与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融合研究之后,才引起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由于越来越多的现实问

题以及学术发展的要求,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不仅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还要研究社会环境与人的关系,这就

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心理、行为等多方面的因素。
上世纪80年代,陈傅康发表了对行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意义的文章。他认为行为地理学是研究

不同人们集团、阶层甚至阶级对不同地理环境的行为、决策的地理学分支,并且介绍了感应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即人们对环境会先做出感应,然后影响其行为决策[1]。同一时期,赫维人也对行为地理学做了评述,他通过对美

国华盛顿大学约翰·劳维的著作《综合人文地理学》进行解读分析,从环境感应、空间移动、区位选择、空间控制

四方面系统论述了行为地理学的研究内容[2]。到90年代,涌现出更多的学者对行为地理学进行研究。其中海

山就阐述了行为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从行为学和行为地理学两者的概念进行思考,认为知觉

地理学比感应地理学用词更妥帖[3]。同一时期海山还研究了行为地理学对中国地理学的意义,提出行为地理学

的引进和发展不仅拓宽和丰富了我国地理学研究领域与内容,而且还能够弥补传统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忽视

“人”的缺陷,充实发展人地关系理论,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深远意义[4]。之后郇起杰和李晓莉则从行为学的

研究角度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行为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包括环境感应、环境映像与图式以及人类活动的空

间行为三方面,并具体作了分析[5]。到21世纪初,关于行为地理研究的文章并不多但行为地理的研究范围得到

了扩展,柴彦威研究了行为地理学的方法论问题,强调微观个体行为与整体社会的结合、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

结合、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的结合、定量研究与质性分析的结合等,并试图提出一个行为研究的整体性框

架[6]。之后柴彦威对中国行为地理近期进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将更偏向于

“空间中的行为”和日常行为,认知地图、行为决策过程、时空行为空间及行为规划将是未来关注的焦点[7]。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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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龙瀛对城市地理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要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对规划支撑系统和城市系统微观模拟进行研究。
其中,以他对城市增长边界(UGB)的研究为代表:以北京市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约束性CA模型的 UGB
制定方法,为北京市城市规划中UGB的确定提供直接的决策支持[8]。除此之外,龙瀛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分析了

北京职往关系和通勤出行的现状,他利用一周的公交卡刷卡数据,结合居民出行记录、地块级别的土地利用图,
识别公交持卡人的居住地、就业地和通勤出行,这些研究结果对城市交通建设等都有较大帮助[9]。

综上所述,行为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地关系中的重要研究领域,该学科不仅是

行为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融合,还是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因此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2研究方向

2.1行为过程

 图1 人类行为产生过程

 Fig.1 Humanbehaviorproduceprocess

地理学与行为学的交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行为过程和行

为空间两大部分。行为过程主要是行为产生前的的反应,包
括首先是对环境的感应,然后对环境的认知,接着是产生于人

脑中的映像,引起人的决策,这一系列活动都是行为产生前的

阶段,这里将这一连锁活动用图1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一

个人对环境的感应是受外界因素和自身因素共同影响的,外
界因素主要指环境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内在因素主要指人的

个性、情感、动机等主观原因,二者共同引导人们对环境的感

应和感知,然后从感性层面再到理性层面,通过对信息和情感

的过滤,产生对事物的认知,接着根据判断做出决策,通常情

况下有了决策才会有行为的产生。

2.2行为空间

人们经过前期的感应—认知—映像—决策系列活动之后,一般情况下会表现出一定的行为活动,而行为活

动必然涉及到空间,这个空间即行为空间。人们的行为空间可以分为直接行为空间和间接行为空间。直接行为

空间是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休闲的活动空间,而间接行为空间则是人们通过信息媒介了解到的行为空

间[10]。对行为空间的研究,在1826年杜能发表的《孤立国》中就提到了行为地理的相关知识,将行为空间与经济

相结合形成了著名的农业区位论,虽然当时的研究不够全面,但这对后人学者的研究来说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

值。到19世纪30年代由地理学家泰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是对行为地理在工业方面取得的一次突破性研究成

果,当时行为地理更偏重于对第一、二产业的研究。50年代后,随着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的行为变化,
得到地理学家的重视,于是关于第三产业的商业行为地理以及人们的日常行为地理研究得到重视,也产生了相

应研究成果。行为空间的研究与传统的地理研究相比主观性更强,因为传统的地理研究更加重视客观环境的研

究,将环境作为主体研究对象。而行为空间作为行为地理学的关键部分,研究对象则是人对环境的感应以及行

为发展形成过程,将人的主观情感作为研究主体。行为空间的研究主要运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社会

文化现象,包括商业中心、居住地、移民等地点的选择,还包括人们休闲娱乐、交际的空间选择,这些都带有更多

的主观因素,因此可以说行为空间的研究更复杂,也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3研究内容

目前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包括消费行为地理、犯罪行为地理、区位选择、旅游行为地理、移
民行为地理等,文章将从消费行为地理、交际休闲行为地理、旅游行为地理三方面进行探讨。

3.1消费行为地理

消费行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行为地理就是研究人们的消费行为过程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

3.1.1消费行为地理研究背景 将消费者行为与地理进行交叉研究这一想法最早是由西方国家提出,始于上世

纪30年代,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之后,到70年代,完整的消费者行为研究体系基本形成。到80年代,消费行为

地理的研究进入繁盛时期,这段时期,对消费者空间类型和消费过程的研究逐渐转变为对消费者行为过程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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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研究,并且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也被运用到消费行为地理学。这段时期行为地理学者成为了消费

行为的研究主体,地理学与消费行为学的交叉研究呈现出视角多元化、内容多样化的局面。但80年代以后,消
费行为地理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衰退。

3.1.2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 地理环境因素。地理环境因素是对消费者行为的客观导向因素。包括消费者所

处的地区,例如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会不同,因为地区不同,直接导致气候不同,那么商品需求

也会不一样;地形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例如平原地区和山地地区,不同的地形特征会导致居民有不同的

出行工具,平原地区居民可以购买自行车,而山地就无法实现自行车的使用价值;商业中心的区位也是影响消费

者消费行为的一大因素。早期,泰勒将消费者看作是“经济人”,提出了中心地理论,但这一理论是从一个理想环

境中得出的,认为人们的购买行为与中心地的距离成反比。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消费行为确实受商业中心的距

离影响,但除了距离之外交通也是影响消费行为很重要的一点,同时人并非完全是“经济人”,还有情感方面的因

素,这是泰勒没有考虑的。
社会因素。社会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包括信息、社会阶层、交际、民族、国籍等。信息指人们对商店

的信息了解程度,以及对所需商品的信息了解程度,这些都会影响到消费行为的产生;社会阶层主要指消费者的

社会地位,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一样,对物质需求以及满意度也不同,因此消费行为方式也就有很大差

异;交际是指人们的社交层面,社交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的社交圈存有潜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影

响,那么消费观念也会受到一定影响,消费行为会因此而改变;民族、国籍等是从宏观层面来看,不同民族不同国

籍就会有不同的民族特征,不同的习俗、爱好、性格也就直接到消费行为的不同。
个人因素。个人因素包括消费需求、动机、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一系列主观原因。消费需求是消费行

为产生的根源,当没有需求时,通常消费行为产生的概率会较小,当然也并不是必须有需求才有行为产生;消费

动机是直接影响购买商品的类型,例如某一消费者想购买一条裙子,如果动机是参加宴会,那么会选择比较正式

高贵的裙子,但如果是参加普通聚会,那么太正式华丽的反而不符合场景,因此消费动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很重

要;收入高低也是消费行为不同的原因;职业也对消费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往往不同职业的人群对服装类

型的选择有所不同;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更针对在文化产品选择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可能要

求更高。
情感因素。情感因素包括爱好、兴趣、性格、感情等人主观精神层面的事物。不同个体有不同的爱好兴趣,

那么爱好兴趣会驱使人们对某类商品的热衷,也就产生不同的消费行为;性格也会导致消费行为有着不一样的

变化;感情主要指人们会对某个商业中心或者商店的信赖以及情感,那么这会导致人们对这类商店的重复选择。

3.1.3消费行为地理模型 对消费行为的模型探讨,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赫夫在1963年提出的消费引力模型。该

模型认为消费者的消费引力与距消费中心的距离以及消费中心规模的大小有关系,其中引力与距离成反比,与
规模大小成正比。也就是说消费者距消费中心越远,消费引力越小,而消费中心规模越大,引力越大[10]。在赫夫

的消费引力模型基础之上,其他学者相继研究出了不一样的模型,例如布什顿研究出了空间偏好模型[14],将消费

者对消费中心的偏好因素考虑进来,不只是将消费者作为单纯的“经济人”来进行研究,还考虑了消费者的自身

因素;除此之外,卡德瓦拉德研究出了信息消费模型,他认为消费者对商店的信息获取量是影响消费行为的一大

因素。

3.2交际行为地理

交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的交际来往受空间影响。对交际行为空间

的研究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学者斯秋兹,他认为环境不同人们的交际空间差别很大,普通人之间的交际会随距离

增大而减少,亲人之间的交际受距离影响较小[13]。斯秋兹设计的交际空间差异曲线表示不同类型的交际和距离

之间的关系,他将日常交际分为三种[14],邻居之间的交往、朋友之间的交往和亲戚之间的交往,总结出邻居之间

的交际频率受居住地距离影响最明显,邻里之间的交际次数会随距离变大而减少;朋友之间的交际次数在一定

距离内受距离影响很小,然而超过了一个范围就会随距离增大而减少;亲戚之间的交际次数几乎不受距离影响,
这也符合客观事实。

3.3旅游行为地理

3.3.1旅游行为地理研究背景 旅游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谓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各个行业、各个群体、各个家庭对旅游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需求。关于旅游行为的研究成果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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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丰富。2009年吴彩云就针对国内旅游行为研究作了相关统计,他将国内在旅游学方面影响力较大的《旅游学

刊》、《旅游科学》、《旅游论坛》、《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五大期刊研究旅游行为的文章作了统计梳理,得出从

2000年到2008年之间,这五类期刊中共有89篇关于旅游行为的研究文章[11],这说明旅游行为的研究在二十一

世纪头十年比较火热,适应我国旅游形势的发展。
旅游行为地理是将旅游行为与地理进行综合交叉的研究领域。因为旅游本身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而旅游

行为与地理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游客的旅游行为包括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季节等的选择,目的地和季节

都属于地理范畴。对旅游行为地理的概念总结,可以认为是研究旅游行为和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研究人

类旅游行为的地域类型和旅游行为空间[12]。

3.3.2影响旅游行为地理的因素 影响旅游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文章将这些因素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地

理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个人情感因素。
地理环境因素。地理环境对旅游行为起着很强的引导作用。美国心理学家列温认为人的行为受环境和个

体特征影响[11]。研究旅游行为时,环境主要指旅游目的地的地理环境,首先是客源市场与旅游目的地市场的距

离。杨新军对国内外旅游行为空间模式作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流会随着客源市场与旅游目的地市场之

间距离增大而减少,这就是距离衰减原理。因此,不同的旅游目的地通常所针对的主要客源市场往往是离他距

离较近的客源市场。
除了距离影响,目的地所处的区域位置也会影响旅游行为的产生。例如海南三亚属于典型的南方城市,四

季气温较高,这对气温低的北方城市有很大吸引力,很多北方游客会选择冬季前往三亚避寒,同理,也有南方城

市的游客夏季去北方避暑,即便客源市场与目的地距离很远,但区域位置不同,导致气候、温度的差异性很大,也
会成为对旅游行为的重要构成因素。

地理环境因素还包括从客源市场到目的地的可进入性、交通等。据调查了解,游客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大

部分首先会考虑目的地的交通是否便利,因此目的地在吸引游客时除了完善景区规划,还有交通、道路等的配套

设施。
距离、位置、可进入性三者主要是从空间的角度来考虑对旅游行为的影响,旅游目的地本身的旅游资源、景

观同样是影响旅游行为的构成因素。而资源、景观都是地理学所包含的内容。可见,旅游行为与地理学之间的

关系从宏观的空间到地理的资源分布以及景观形成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个人情感因素。除了地理环境的影响之外,个人情感因素也对旅游行为的产生有重要影响。首先是旅游动

机,前面提到消费动机,同样,旅游行为的产生也有动机。例如是以观光为主的旅游,那么游客在选择目的地时

会更加重视目的地的风景、景观,而以度假为主的旅游,游客会选择度假产品更好的目的地,不同的动机常常导

致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不一样;
兴趣和爱好同样会导致旅游行为的不同。通常追求新奇的人们,在选择目的地时更加重视当地景区的独特

感,以及娱乐性是否强烈;而勇于冒险的性格,往往选择难度大、挑战性强的目的地,如一些徒步旅行者;对文化

历史感兴趣的人们,通常更愿意去历史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
受教育程度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影响旅游行为的变化。通常来说文化水平更高的群体对旅游目的地的要求

也会提高。职业收入对旅游行为的影响也很直接,因为人们对产品价格比较敏感,收入不高的人群选择目的地

时对价格的敏感度更高,因此会选择价格适中的目的地旅行。网络信息也会影响旅游行为的变化[15]。
除以上因素之外,还有年龄、性格、民族、国籍等因素,总之旅游行为是受地理环境以及个人因素多方面的影

响。

3.3.3旅游行为类型 通过对旅游行为与地理之间关系的分析,文章将旅游行为划分以下几种类型,如下表:

表1 旅游行为类型

Tab.1 Travelbehaviortype

类型 求美型 求新型 求乐型 求知型 求闲型

驱动因素
注重地理景观、旅游资

源的的质量与分布

追求 新 鲜、奇 特 的 风

景、事物或者人文风俗

追求娱乐性和体

验性强的事物

对历史文化浓厚

的景区感兴趣

注重自身的舒适度,对目

的地的配套设施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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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意义

行为地理学的研究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经过了上世纪70年代的热潮,也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
年代的低谷期,到21世纪,行为地理又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虽然近几年关于行为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并不多,
但不可否认,行为地理学研究无论是对学科的发展还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都有重要的作用。

4.1促进学科创新

行为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不仅是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更强调从“人”的角度研究

行为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在行为地理出现之前,人地关系的研究主要将人看做是“经济人”的方式,而忽略了人

的“非经济”特点,从而降低了地理学的社会实用功能,行为地理学的诞生,对地理学的发展与学科创新有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

4.2利于城市规划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规划在我国如火如荼的进行。城市建设包括商业中心的建设、居住地的选择、路
径的规划等多方面。这些内容都离不开地理学的支撑,行为地理学的研究,能更全面的了解到人们对商业区的

消费行为,对居住区的满意度,对城市路径的选择,有利于城市的规划建设。

4.3完善民生规划

行为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很广,不仅包括很多产业的研究,还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研究。如通勤、消费、
购物,移民对这类行为进行科学研究,能帮助相关部门完善产业发展,改善民生。

4.4带动产业发展

行为地理研究不仅能改善民生,也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文章前面提到的旅游行为地理学研究,无
疑能帮助旅游产业更好的掌握市场导向,对后期的产业规划工作有积极的帮助。除此之外,行为地理学对交通

产业、商业都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5结语

基于以上论述,从学术角度来看,行为地理学利于学科交叉创新研究,更容易研究出创新成果;从社会功能

看,行为地理学的研究对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规划、产业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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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haviorgeographyistheresearchresultofthegeographyandbehavior,whichbelongstothebranchofhumangeogra-
phy.Basedontheacademicbackgroundofthehumangeography,themodernbehaviorgeographyhasbeendeveloped.After2003,

China’sbehaviorgeographyhasenteredthestageofprosperity,withacademicandpracticalresearchvalue.Basedontheexistingre-
searchresults,thepaperintroducesthedevelopmentofbehavioralgeography,mainlyfromtheresearchbackground,research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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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conceptandinfluencefactorsofthethreesubjects,whicharethethreesubjects,whichareinfluencedbyenvironment,per-
sonaland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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