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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京城市中心距离变化的思考

赵! 明$，"，吴必虎B，袁书琪$

（$(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BG###)；"( 吉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吉林 四平 $BD###；

B( 北京大学 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北京 $##H)$）

摘要：以城市中心距离为描述指标，分析城市周边度假地开发区位的时空演变特征。案例选择以北京城市周边 I"$
个度假地为研究对象，以田野考察法、电话访谈法等手段确定各个度假地开发时间及准确地理空间位置，借助数学

统计方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工具测量 I"$ 个度假地城市中心距离。变换城市中心距离搜索半径及分析度假地开发时

序背景下城市中心距离变化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周边度假地城市中心距离成倒“6”型距离衰减模式，绝大多数

度假地分布于距市中心 "G HG J5 范围内；受度假地开发模式及同种度假产品区位优势的影响，度假地的空间分布

随着时间的变化向城市中心收敛发展，与国外大城市周边度假地向城市外延的区位演变特征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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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距离作为一描述性的指标是旅游目的地空间区

位研究的基本内容，由于空间距离数据容易获得，因

而成为对旅游者空间行为及旅游吸引物空间结构特

征研究的重点［$F"］。陆林对黄山国内旅游客源市场

进行研究得出旅游市场随距离变化成明显的距离衰

减现象［BFI］；吴必虎对前来上海旅游的游客调查分

析，发现旅游者的客源地存在显著的距离衰减［G］；苏

平通过对北京周边旅游地 "# 年内开发建设的旅游

地距离变化，得出北京周边旅游地不断外推的空间

发展过程［D］；吴必虎，黄琢玮对)" 个中国城市周边

乡村旅游地与其一级客源地城市的距离进行了统

计、归纳和处理，认为在一定的假设成立的条件下，

中国乡村旅游地在城市周边的分布规律总体上呈现

距离衰减趋势等［)］。此外，L’J*5&0 等基于问卷调

查研究感知距离和个人选择度假目的的区位之间的

关系［H］。

本文以城市中心距离为描述指标对北京市周边

度假地空间区位进行研究，以此为案例定量地分析

城市周边度假地空间分布特征，其研究结果对城市

周边度假设施完善、新度假地的开发建设、解决城市

周边旅游交通、景区承载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数据收集

北京市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人均 M?N 早

已达到 B G## 美元（北京政府网，"##)），已超过休闲

度假临界点的门槛，城市周边度假发展典型。本文

以网络检索、文献查阅、电话访谈等多种方法统计到

北京市五环路以外的 I"$ 处旅游度假村作为研究样

本。五环地处城乡结合部，是北京环城游憩带的重

要标志。所选取的样本分布北京周边各个区县（ 图

$）。本研究通过 $##O 的电话访谈获得各个度假地

的开业时间，现存位置，样本统计到 "##G 年 $" 月

末。为了消除概念歧义、统一研究口径，本文把统计

到的北京周边度假村广义的理解为以休闲为目的、

提供度假服务、满足度假活动需求的度假地。

$( " 计量方法

以 $P $## ### 北京电子地形图为基准底图，定

位度假地的空间位置。以前门为北京市中心，利用

L,=738Q 软件测量各个度假地的城市中心距离即度假

地与城市中心点两点直线距离。统计到北京城市周

边度假地城市中心距离分布范围在 $G( B $"I( G J5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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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北京周边度假地空间分布

!）回转半径法。所谓回转半径法是指以城市

中心点为圆心作圆，以城市中心距离为半径，不断变

化城市中心距离尺度，观察要素点在不同半径范围

内的分布状况，进而发现要素点在空间分布上的特

征［#］。以城市中心距离为横坐标，不同距离范围内

要素点数量为纵坐标，利用统计软件做出要素点数

量与空间距离对应的空间分布曲线图，以此刻画要

素点在空间分布上区位差异。

$）平均城市中心距离。以度假地开发年度为

线索统计此年度开发度假地数量，分别测量其城市

中心距离用 ! 表示，求出此年度假地距离城市中心

的平均值，此平均值即为该年度假地的平均城市中

心距离，其数学表达式为 ! " "! # $，其中，$ 表示

该年度假地数量。

$ 度假地空间区位特征及形成机制

以 !% &’ 为搜索半径观察度假地在不同半径范

围内的分布状况，如表 !。运用 ()*+, 软件对表中的

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曲线图 $。通过对数量-城市中

心距离变化曲线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北京周边度假

存在几个特点。

表 !" 度假地空间分布回转半径统计表

城市中心距离 . &’ 数量 . 个 占总数的百分比 . /

!0 $0 !# 12 0%

$0 30 0! !$2 !%

30 10 01 !$2 4%

10 00 04 !32 4%

00 50 51 !02 $%

50 60 5% !12 3%

60 40 60 !62 4%

40 #0 $$ 02 $%

#0 !%0 3 %2 6%

!%0 !!0 4 !2 #%

!!0 !$0 6 !2 6%

图 $" 度假地空间分布曲线

$2 ! 度假地空间分布距离衰减规律

由图 $ 可以看出，度假地数量随距离变化有增

有减，在 !0 40 &’ 之间度假地的数量随距离的增

大而增加，在 40 !%0 &’ 之间的距离数量陡然下

降，大于 !%0 &’ 数量又有所回升。为了进一步说明

度假地数量和分布距离之间的变化关系，把 1$! 组

数据导入 7877 中进行频数统计，输出带有正态曲线

的直方图，数据近似呈现正态分布形状，其均值为

0#2 1 &’，标准差为 $$2 51 &’（图 3）。

图 3" 北京周边度假地城市中心距离正态分布

一般上讲游客流量在不同的距离上具有不同的

分布概率。一般地，距离越近，分布的概率越大，随

着距离的增大流量分布的可能性减少。这一规律称

之为距离衰减（9:;<=>*+ ?+*=@）［!%］。吴必虎，黄琢玮

研究的城市乡村旅游地距一级客源城市的距离衰减

变化便是这种典型的衰减类型［6］。与典型的距离衰

减对应的还有其他的分布类型，如吴必虎对上海城

市居民 的 游 憩 活 动 空 间 分 析 提 出 的“A”型 曲 线

上［0］；史密斯提出的倒“A”型鲍耳兹曼曲线（BC,<D-
’=>> *EFG+）。不同类型的距离衰减形式是由不同

的作用机制决定的［!!］。从图 3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数量和距离之间成正态分布，在城市中心距离均值

处于 5% &’ 处数量达到最大值，小于 5% &’ 的度假

地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大数量增加，而大于 5% &’
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大逐渐下降。可见，北京周边度

假地的分布距离衰减不是常态的衰减规律而是和鲍

耳兹曼曲线相似的成倒“A”型曲线分布。

倒“A”曲线形成的机制主要是随着距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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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周边景观和城市中心景观形成差异，人们外出

度假旅游的欲望增加而使出游率上升，但到距离一

定大时，距离和消费及吸引物等阻力将使出游率下

降，形成倒“!”型的曲线图。

"# " 度假地主要分布范围

无论从曲线图还是从直方图中都可以很清晰地

看出度假地的分布主要集中在 "$ %$ &’ 范围内，

这个区域范围集中了样本总数的 %$# ()，而小于

"$ &’和大于 %$ &’ 的范围内分别集中了*# $) 和

+,# +)。

旅游空间格局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各种旅游

（游憩）活动本身的特征和它对距离的敏感度 ［+"］，

旅游吸引物和距离是影响游憩活动带空间特点的主

要原因。在旅游市场供需完全平衡的假设前提下，

本研究分别从旅游吸引物和出行距离角度来探讨度

假地密集分布在 "$ %$ &’ 的范围内的主要动因。

"# "# + 出行距离对北京周边度假地的空间分布特征

影响较小- 北京市统计局新近公布的 ",,% 年北京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中显示，到 ",,% 年底，

北京的私人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 万辆，按北京市

户籍人口计算，每 +,, 人保有私人汽车近 ", 辆。北

京市公路网稠密，通车里程 " 万多 &’，每 +,, &’"

平均有., 多 &’，居全国各省市之首。高速公路、国

道纵横分布，辐射通往北京周围。市郊公路通向全

郊区县乡镇。北京私家车的逐渐普及、道路交通的

便利表明北京居民度假有能力、有条件从事较远距

离的度假行为。调查表明，城市居民周末度假在车

程 " / 范围内是可接受的度假半径，即大约 +", &’
范围内。可见，出行距离不是度假地密集在 "$
%$ &’范围内的主要原因。

"# "# " 旅游产品空间布局是影响度假地分布形态的

重要原因- 苏平对北京城市周边旅游地的空间结构

进行深入的研究，将北京市周边旅游地分为人文观

光旅游地、自然观光旅游地、人工娱乐旅游地、运动

休闲旅游地 * 种类型［(］，具体的空间分布如图 *。

从北京市城市周边不同类型旅游地空间分布曲

线可以看出 * 种旅游地数量集中分布的范围在 "$
%$ &’ 之间，这和本研究的度假地的密集分布区域

完全吻合。这说明了度假活动和旅游地布局是密切

相关的，旅游地是度假地发展的重要依托，其开发布

局影响着度假地的开发建设。通过不同类型旅游地

的空间分布曲线和度假地的空间分布曲线进行对

比，发现旅游地不仅仅影响度假地密集分布区的范

围还深刻影响着度假地总的空间分布态势。把度假

地城市中心距离和北京周边所有旅游地城市中心距

离（旅游地城市中心距离数据来源于苏平的研究）作

频数 0123456 相关分析、再把度假地和 * 种不同类型

旅游地城市中心距离分别作相关分析得到表 "。

图 *- 北京城市周边度假地和旅游地空间分布

表 "- 度假地和旅游地城市中心距离 0123456 相关分析

全部

旅游地

人文观光

旅游地

自然观光

旅游地

人工娱乐

旅游地

运动休闲

旅游地

度假地 ,# (+$ ,# $"( ,# %+, ,# .$. ,# 7*,

从度假地和旅游地 0123456 相关分析得出度假

地和旅游地分布相关性为 ,# (+$，这说明北京城市

周边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和度假地空间分布具有很强

的相关性，旅游地分布是度假地空间分布的重要动

因。与 * 种旅游地相关分析结果得出自然观光旅游

地和度假地相关性为 ,# %+,，说明自然观光旅游地

是旅游地中影响度假地空间分布最相关因子。此次

0123456 相关分析检验系数 !" 8 ,# %$* 说明此次数

据检验准确可靠。

9 城市周边度假地空间区位收敛现象

9# + 城市中心距离的“收敛现象”

按照度假地开发建设的年代对样本进行归纳统

计，得到从 +($%—",,$ 年各年度假地的平均城市中

心距离变化（图 $）。从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值的变化

曲线进行 * 次多项式模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北京周

边度假近 ", 年来的变化趋势。为了研究更具科学

性，在统计中剔除 +($% 年的数据。

如图 $ 所示，北京市周边度假地空间分布随时

间变化呈波浪式的发展。+((, 年距城市中心的平

均距离达到最大，随后各年度假地距城市中心平均

距离逐渐降低，度假地建设大趋势逐渐向城市中心

收敛发展。在空间收敛发展的大趋势下，间或有从

城市近郊区向远郊区扩展的波浪式外推过程，这种

外推发展趋势在 +((, 年达到了峰值。+((, 年后度

假地开发距离不断下降。从曲线中可以看出外推现

象发展到距离城市中心 7, &’ 处，随着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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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敛现象持续发展。

图 !" 平均城市中心距离变化随时间（#$%&—&’’(）曲线

)* & 度假地空间区位收敛现象形成机制分析

人们选择城市周边度假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远

离城市环境、消除疲劳、娱乐消遣、增进身心健康而

进行的旅游活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设施

的不断完善人们环城度假应不断地向远郊区出游，

呈现逆城市化潮流。人们度假行为的“ 逆城市化”

现象是普遍存在的。+,-./01- 以加拿大的情况为案

例，观察到城市外围度假别墅的圈层化和不断随着

城市建成区的扩大而向外推移的外推现象，并建立

了 ) 阶段模型，揭示城市中心区与度假别墅之间的

空间关系（ 图 2）［#)3#!］。45610 在法国巴黎郊区也观

察到了类似乡村住宅外推现象［#(3#!］。

图 2" 城市及其度假别墅扩展模型［#)］

建国后北京无论城市规模还是城市人口都在扩

大，但北京环城游憩带上的度假地的建设却逐渐向

城市中心收敛发展。本研究是从各种信息渠道获得

的大数量的样本，并对样本逐个校正，所以由于数据

的干扰造成收敛现象的可能性被排除。有的学者认

为北京环城旅游出现收敛现象是由于交通阻力造成

的居民出游的距离衰减作用，本文认为这种解释并

不可取。当前，交通在北京环城度假中并不是制约

出游的瓶颈，观察到 #$$’ 年前，度假表现出很明显

的外推现象。分析北京周度假地建设的历史，发现

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开发模式是造成 $’ 年代以

前度假地外推的重要因素。在 #$$’ 年前度假并不

是大众旅游产品，北京城市周边建设的度假地主要

为国家领导、政府官员、劳动模范等修建的疗养院、

干休所和规模较小的别墅。由于度假地是国有企业

投资或者是政府建设行为，所以开发建设并没有考

虑度假消费、交通成本等阻力，选址往往是距离城市

中心较远的风景较好的区位。对 #$$’ 年前开发建

设的度假地的经济模式进行分析，发现 )& 处度假地

中 %(7 是政府或者国有单位投资开发建设。可见

投资模式是造成度假外推发展的主要原因。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度假旅游

慢慢起步，但人们对度假的理解和参与仍是摸索和

起步阶段。$’ 年代北京私家车并没普及、周边度假

公关交通线路也不完善，度假逐步变成个人行为后，

旅游成本成为度假行为的制约因素，这是度假旅游

开始向城市中心收敛发展的内推动力。

随着私家车的逐渐普及，交通虽然不是北京城

市周边度假距离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它是游客出行

的制约因素，对于同种度假产品的选择，游客出行仍

然遵循着距离衰减规律。度假成为城市居民大众产

品后，各个年度都有很多数量的度假地开发建设。

在城市周边度假产品雷同现象十分严重，如密云水

库、怀柔水库、雁栖湖、十三陵水库、金海湖等都是山

地、滨湖的度假产品。在产品相似、服务水平等级相

同的条件下，人们往往会选择区位较好的度假产品，

甚至在选择同种度假产品时人们会遵循着距离衰减

规律。度假平均距离虽然持续地向城市中心收敛发

展，但随着度假产品的转型、升级，度假出行距离会

有新的变化。

综上所述，度假地开发模式、同种度假产品区位

优势是造成北京市城市周边度假地收敛发展的主要

原因。

( 结论

通过对度假地城市中心距离和度假地开发年度

平均城市中心距离的分析，发现在北京周边度假地

空间区位存在着如下的规律：

度假地的分布成倒“8”的距离衰减规律，数量

分布与城市中心距离成明显的正态分布。在 #!
2! 9: 之间随着距离增加度假地的数量也随之增

大，大于 2! 9: 后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加递减。度假

地密集的分布在 &! %! 9: 之间，通过分析发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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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市周边旅游地的空间结构特征是影响度假地空

间区位的重要原因。

度假地的分布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渐向城市中心

收敛发展。在受投资模式的影响在小于 !" #$ 的范

围内度假地的发展表现为外推现象，这种现象在

%&&" 年达到最大值，%&&" 年后内敛现象十分明显，

即度假地开发建设从城市的远郊区逐步向近郊区内

推发展。由于游客对同种产品选择遵循着距离衰减

规律，产品供给的相似性影响着度假地向城市中心

收敛发展。在交通影响力逐渐降低的背景下，随着

周边度假地产品转型和升级及度假配套设施的完

善，预计北京周边度假地的总体空间区位会发生很

大的变化，逐步形成出行半径较大的首都都市度假

旅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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