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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克服缺乏研究分析所需的各源点 (旅游目的地) 间旅游流的流量 、 流向数据 , 本文

基于网络分析原理的数据库分析技术 , 对航空口岸选择变化所引起的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场

效应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 , 以广州 -广州 , 上海 - 上海为入出境口岸的客流联系比较发

育 , 其次是北京- 北京 、 上海 -广州 (或广州 -上海), 而选择北京 - 上海 (或上海 -北京),

北京- 广州 (或广州 -北京) 为入出境口岸的旅游流空间场发育较为薄弱。造成这种空间效

应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旅游资源区位供给 、 旅游者市场需求 (如产品偏爱 , 旅游时间限制)、 旅

游交通 (航空网络连接强度和紧密度) 及旅行社营销等共同影响。研究结果为入境台胞区域

旅游合作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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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流是一种复杂的具有主观能动性游客群体的空间动态流 , 具有流质 、 流量 、流向

及空间效应等方面的特征 。旅游流是旅游现象的基础 , 是旅游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之

一
[ 1 ～ 4]

。有关旅游流形成 , 旅游流时空分布特征 、结构及规律 , 旅游流概念模式及数理模

型等一直是国内外旅游流研究的重要方面。而关于旅游流对旅游目的地空间效应专项研究

还较少见 , 国外可资借鉴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于旅游流空间结构概念模式以及旅游流测定

方法 , 代表性概念模式主要有:O - D旅游客流联系模式;Mario t的三种类型旅游路径模

式;Campbel l(1967)休闲度假模式;Lundg ren(1972 , 1982)旅行模式和空间分层运动模

式;Thurot(1980)国际旅游流模式;Pearce(1981)城市旅游流模式;M ing s R C &

McHugh K E(1992)旅游者旅行空间结构模式;C rompton J L. &A nkomah P K(1993)多

目的地旅行模式;M ieczkow ski(1995)旅游区内分散化集中模式和 Stew art&Vog(1997)多

目的地旅行模式等。R. H. T. Smith(1970) 和 J. N.H.Brit ton(1971)最早讨论了旅游流的

测定问题[ 5 , 6] 。Williams &Zelinsky 提出了用相对流入指数 (PA Index , Relat ive Accept-

ance Index) 的概念来测定旅游流[ 7] 。国内学者对旅游流空间效应概念及旅游流空间结构

分析及测定进行了探讨。黄泰认为旅游流的空间效应是指旅游流在其空间转移过程中 , 结

合旅游相关流共同对它们所历经或涉及空间产生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 , 即指旅

游流的区域影响;并首先对旅游流空间效应理论框架及其应用进行探索性实证研究 , 总结

出目的地旅游流空间效应的三种基本模式:等级扩散效应模式 、据点式扩散效应模式 、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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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扩散效应模式[ 8] 。张捷指出旅游流的空间效应与旅游区域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 前者更强

调空间分异 , 与旅游流空间格局及空间扩散模式密切相关;后者主要是一个整体概念 , 强

调从宏观经济学理念分析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结构影响 , 如经济影响 、社会影响和生态影

响①。张凌云用普洛格(Plog)理论进行旅游流的空间模型分析[ 9] 。马耀峰等运用网络分析

和旅游行程转移的马氏链模型[ 10] , 张红等运用 “游客接待指数” 、 “游客转移态” 的概

念[ 11] , 马晓龙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 12] , 分别对我国入境旅游流时空演变特

征进行了定量模拟与刻画 。吴必虎运用游憩活动空间和曲线分析技术 , 提出大城市环城游

憩带(ReBAM)概念[ 13] 。朱迎波等利用数量统计模型对入境旅游流的强度进行预测[ 14] 。章

锦河利用因子分析法 , 研究国内旅游流产生 、分配 、 集聚 、扩散基本特征及旅游流空间场

的网络相关性
[ 15]
;还提出旅游场的概念体系 , 构建了基于旅游场的区域旅游空间竞争分

析模型与测定方法[ 16] 。李亚兵从微观层面 , 根据主题公园旅游流特性 , 对其空间效应进

行实证分析[ 17] 。关于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研究目前尚为薄弱[ 18] 。

　　自 1987年 11月 12日台湾地区宣布开放大陆探亲以来 , 在大陆开放政策指引下 , 台

胞赴大陆旅游人数逐步增长 , 到大陆旅游人数占出岛旅游人数比重日趋增高 , 已占 25%

～ 42%。随着两岸试航的成功和经济 、 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 台胞大陆旅游市场潜力巨

大。对入境台胞旅游市场的研究成为我国旅游市场研究中最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课题之

一。而目前 , 两岸非直航旅游的高成本是台胞大陆旅游市场发展受限制的重要因素 , 直航

口岸的选择必将影响旅游流的空间变化 。本文试图通过模拟台胞对入出境口岸选择 , 分析

由此所导致的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变化及其原因 , 研究结果可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入境台胞

旅游市场预测与定位 , 共同实现入境台胞区域旅游市场的合作与发展等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思路

　　旅游流空间效应的直接表现是在各源点 (旅游目的地) 间共同构成旅游流空间场体

系 , 即旅游流空间场 。旅游流空间场是具有流向与流量属性的空间矢量场 , 对其分析要求

收集到能反映各源点之间旅游流的流向与流量数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 19]
和 《入境旅

游者抽样调查资料》[ 20] 中有关于各场源地的流量数据 , 缺乏台胞在大陆各城市间交互流量

的基本数据。为获得基本研究数据 , 主要通过各城市台胞停留天数以及城市间航线的空间

直线距离 (按航空 10公里 /秒速度折算成时间距离), 利用以下递归思想来间接地获得各

源地间旅游流流向的矢量场状况。

　　具体研究思路是根据各城市停留天数限制 (包括城市停留时间与城市间航空时间距

离), 求出旅游者从起点城市(Star tCity)到终点城市 (EndCi ty)(包括各个城市的停留时间

以及城市间旅行路程停留天数) 在不超过停留天数 (Day) 限制下旅游城市的组合数 , 其

实就是从起点城市出发 , 传递已访问的城市 , 对上一个访问的城市 (LastCity) 和已经用

的时间来进行递归迭代 。当边界条件不满足时 (即停留天数小于等于 Day), 递归前进;

当边界条件满足 (即停留天数大于 Day) 时 , 递归返回。

　　此外 , 根据入境旅游者行为空间主要表现为大尺度或中尺度旅游;旅游者对旅游城市

节点的选择基本代表客流方向和路径选择模式;且受旅游时间比和最大信息收集量原则影

响 , 大尺度空间行为总是力图到级别较高的旅游点旅游 , 并尽可能游玩更多的高级别旅游

①张捷. 旅游流的空间模式研究现状与展望. 未刊稿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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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3] 。本研究选择城市作为台胞旅游行为空间节点 。结合历年台胞入出境口岸主要选择广

州 、 上海 、北京的现实性 , 考虑到广州是台胞最偏爱城市之一 , 是全国性航空城市 , 航空

运输结合度比附近的深圳或珠海高 , 且三个城市区位接近 , 因此 , 研究选取广州 - 广州 ,

广州 -上海 , 广州 -北京 , 上海 -上海 , 上海- 广州 , 上海- 北京 , 北京 -北京 , 北京 -

上海 , 北京-广州等 9对入出境航空口岸 , 以此探讨基于航空口岸变化 , 台胞大陆旅游流

对大陆城市目的地空间场效应可能变化 。

2　资料来源与数据处理

2. 1　资料来源

　　根据以上研究思路 , 结合近年来台胞游览大陆城市座数(一般游览城市少于 7座 , 约

占 97%)以及平均停留天数统计(一般停留天数少于 7天 , 约占 76%),研究选取了台胞偏

爱的 14座城市和停留天数为 6 ～ 9天作为分析前提。首先将 2000年 ～ 2004年大陆 60个

城市 5年来平均接待台胞数进行排序 , 从中选取出前 14座城市 (台胞偏爱城市) 作为研

究对象。各城市接待台胞数资料来源于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1年 ～ 2005年)[ 19] ;台

胞游览城市数和停留时间资料来源于 《入境旅游者抽样调查资料》(2005年)[ 20] 。

2. 2　数据处理与实现

2. 2. 1　构建多维矩阵　用点 X1 , X2 , … , X14 分别代表北京 、 上海 、 南京 、 杭州 、 黄

山 、 福州 、厦门 、长沙 、 广州 、桂林 、 重庆 、成都 、 昆明 、西安等台胞偏爱的 14个城市。

在 14个点之间建立网络拓扑图 , 即可得到一个无向网 , 其边上权值 a [ i , j] 是由两部分

组成:一是两点 (城市) 之间所消耗路段天数;二是在终点城市的停留天数。如:X1点

(北京)到 X2点(上海)这条边上的权值 3. 7400=0. 09+3. 65。其中 , 0. 09是从 X1点(北

京)到 X2点(上海)的路段停留天数 , 3. 65 是在终点城市 X2点(上海)的停留天数。依此

可得到一个 14x14维矩阵 a[ 1…14 , 1…14] , 具体如下:
　　a[ i , j] 表示 i城市到 j城市边上的权值。

　　a(1 , :) =[ 0 , 3. 7400 , 4. 5800 , 2. 6800 , 1. 1700 , 3. 5800 , 3. 4700 , 2. 9600 , 2. 3900 , 1. 4300 , 2. 7400 ,

1. 8200 , 1. 4200 , 2. 6500] ;%北京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2 , :) =[ 4. 7600 , 0 , 4. 5400 , 2. 6200 , 1. 1100 , 3. 5100 , 3. 4100 , 2. 9300 , 2. 3300 , 1. 4000 , 2. 7400 ,

1. 8400 , 1. 4100 , 2. 6800] ;%上海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3 , :) =[ 4. 7400 , 3. 6700 , 0 , 2. 6300 , 1. 1100 , 3. 5200 , 3. 4100 , 2. 9200 , 2. 3300 , 1. 3900 , 2. 7200 ,

1. 8200 , 1. 3900 , 2. 6600] ;%南京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4 , :) =[ 4. 7500 , 3. 6600 , 4. 5400 , 0 , 1. 1000 , 3. 5100 , 3. 4000 , 2. 9200 , 2. 3200 , 1. 3900 , 2. 7300 ,

1. 8300 , 1. 4000 , 2. 6700] ;%杭州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5 , :) =[ 4. 7600 , 3. 6700 , 4. 5400 , 2. 6200 , 0 , 3. 5000 , 3. 3900 , 2. 9100 , 2. 3200 , 1. 3800 , 2. 7200 ,

1. 8200 , 1. 3800 , 2. 6600] ;%黄山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6 , :) =[ 4. 7900 , 3. 6900 , 4. 5700 , 2. 6500 , 1. 1200 , 0 , 3. 3700 , 2. 9200 , 2. 3000 , 1. 3700 , 2. 7300 ,

1. 8300 , 1. 3900 , 2. 6800] ;%福州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7 , :) =[ 4. 8000 , 3. 7100 , 4. 5800 , 2. 6600 , 1. 1300 , 3. 4900 , 0 , 2. 9200 , 2. 2800 , 1. 3700 , 2. 7300 ,

1. 8300 , 1. 3800 , 2. 6900] ;%厦门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8 , :) =[ 4. 7700 , 3. 7100 , 4. 5700 , 2. 6600 , 1. 1300 , 3. 5200 , 3. 4000 , 0 , 2. 2900 , 1. 3400 , 2. 6900 ,

1. 7800 , 1. 3500 2. 6400] ;%长沙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9 , :) =[ 4. 8200 , 3. 7300 , 4. 6000 , 2. 6800 , 1. 1600 , 3. 5200 , 3. 3800 , 2. 9100 , 0 , 1. 3400 , 2. 7200 ,

1. 8100 , 1. 3500 , 2. 6900] ;%广州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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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 , :)=[ 4. 8000 , 3. 7400 , 4. 6000 , 2. 6900 , 1. 1600 , 3. 5300 , 3. 4100 , 2. 9000 , 2. 2800 , 0 , 2. 6800 ,

1. 7800 , 1. 3200 , 2. 6600] ;%桂林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11 , :)=[ 4. 7800 , 3. 7500 , 4. 6000 , 2. 7000 , 1. 1700 , 3. 5600 , 3. 4400 , 2. 9200 , 2. 3300 , 1. 3500 , 0 ,

1. 7400 , 1. 3100 , 2. 6700] ;%重庆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12 , :)=[ 4. 7800 , 3. 7700 , 4. 6200 , 2. 7200 , 1. 1900 , 3. 5800 , 3. 4600 , 2. 9300 , 2. 3400 , 1. 3700 , 2. 6600 ,

0 , 1. 3100 , 2. 6300] ;%成都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13 , :)=[ 4. 8300 , 3. 7900 , 4. 6400 , 2. 7400 , 1. 2000 , 3. 5900 , 3. 4600 , 2. 9500 , 2. 3300 , 1. 3600 , 2. 6800 ,

1. 7600 , 0 , 2. 6700] ;%昆明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a(14 , :)=[ 4. 7400 , 3. 7400 , 4. 5900 , 2. 6900 , 1. 1600 , 3. 5600 , 3. 4500 , 2. 9200 , 2. 3500 , 1. 3800 , 2. 7200 ,

1. 7600 , 1. 3500 , 0] ;%西安到其他地方所消耗的时间

2. 2. 2　实现程序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 , 实现程序表现如下:
　　Go(path:string;LastCity:Integer;time:Real)

　　1)for i := 1 to num

　　2)if (i <> StartCity) and(i <> EndCity)

　　3)if time + a[ LastCity , i] +a[ i , EndCity] <= Day

　　4)Memo1. Line s. Append(path + city + ‘X’ + inttostr(EndCity) + ‘:’ + FloatToStr(time +a

[ LastCity , i] +a[ i , EndCity] ));『输出』

　　5)Go(pa th + city , i , time +a[ LastCity , i] );『递归』

　　6)e lse return

　　7)end if

　　8)end if

　　以上通过 Pascal实现程序后 , 经 Delphi 7. 0编译 , 可以得到 Project. exe 交互界面

(图略), 通过设定 Project上的设计参数 (起点 、 终点 、 天数) 就可以得到在一定条件限

制下的旅游城市的所有组合数 。

3　研究结果

　　从研究结果总体分析看 (表 1):在停留时间 、时间距离及入出境口岸限制的共同作

用下 , 以广州 -广州 , 上海 - 上海为入出境口岸的客流联系最为发育 , 其次是北京 - 北

京 、广州 -上海 (或上海 -广州)。特别是选择广州 -广州作为入出境口岸 , 其旅游流空

间节点表现出比选择其他口岸密集的特点 ,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台胞偏爱的旅游城市与

广州具有较强的客流联系 。随着停留天数的延长 , 其旅游流空间场呈现出多节点地域网络

体系 , 极有利于促进城市间的多向联系和辐射。而选择北京- 上海 (或上海 -北京) 或北

京- 广州 (或广州 -北京) 作为入出境 , 受时间距离和停留天数的限制 , 台胞所优先偏爱

的旅游城市 , 无法成为其理想的最优效用选择的节点 , 表现出其空间节点稀少 , 旅游流空

间场发育较为薄弱 , 说明客流交互联系并不理想 。

　　具体从空间吸引场分析 , 当大陆旅游时间为 8天 , 台胞选择广州 - 广州为入出境口

岸 , 其旅游流主要在广州 、杭州 、 黄山 、长沙 、 桂林 、重庆 、 成都 、昆明 、西安之间可形

成最佳范围的吸引场;选择上海 -上海为入出境口岸 , 其旅游流分别在上海 、 杭州 、 黄

山 、 桂林 、昆明之间形成最佳交流;而选择北京 -北京为入出境口岸 , 其客流则在北京 、

黄山 、桂林 、成都 、 昆明之间形成最佳交互联系 (图略)。

　　当大陆旅游停留时间为 9 天时 , 选择广州 - 广州为入出境口岸 , 台胞客流主要在广

州 、 杭州 、黄山 、桂林 、 昆明之间;广州 、 黄山 、重庆(或成都)、昆明 、 桂林之间和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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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航空口岸选择的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体系结构

Tab. 1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t flow of Taiwanese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airports

停留

天数

(天)

入出境

航空口岸

组合

总数

(个)

双节点

组合数

(个)

三节点

组合数

(个)

四节点

组合数

(个)

五节点

组合数

(个)

停留

天数

(天)

入出境

航空口岸

组合

总数

(个)

双节点

组合数

(个)

三节点

组合数

(个)

四节点

组合数

(个)

五节点

组合数

(个)

6 广州 -广州 19 10 9 / / 8 广州 -广州 205 13 67 113 12

广州 -北京 / / / / / 广州 -北京 1 1 / / /

广州 -上海 1 1 / / / 广州 -上海 5 1 4 / /

上海 -上海 4 4 / / / 上海 -上海 57 11 40 6 /

上海 -北京 / / / / / 上海 -北京 / / / / /

上海 -广州 1 1 / / / 上海 -广州 5 1 4 / /

北京 -北京 1 / 1 / / 北京 -北京 15 9 6 / /

北京 -上海 / / / / / 北京 -上海 / / / / /

北京 -广州 / / / / / 北京 -广州 1 1 / / /

7 广州 -广州 40 13 23 4 / 9 广州 -广州 500 13 114 281 92

广州 -北京 / / / / / 广州 -北京 5 1 4 / /

广州 -上海 1 1 / / / 广州 -上海 13 1 8 4 /

上海 -上海 15 9 6 / / 上海 -上海 158 13 73 72 /

上海 -北京 / / / / / 上海 -北京 1 1 / / /

上海 -广州 1 1 / / / 上海 -广州 13 1 8 4 /

北京 -北京 4 4 / / / 北京 -北京 33 12 20 1 /

北京 -上海 / / / / / 北京 -上海 1 1 / / /

北京 -广州 / / / / / 北京 -广州 5 1 4 / /

黄山 、西安 、昆明 、 桂林之间 , 广州 、 桂林 、西安 、 成都 、昆明之间构成最佳效用的交流

联系 (图 1)。而入出境口岸选择上海 - 上海 , 其客流主要在上海 、 黄山 、 桂林 、 昆明

(或西安 、 成都 、重庆);上海 、黄山 、 昆明 、西安;上海 、杭州 、 黄山 、 桂林 (或昆明);

上海 、广州 、昆明 、 桂林等之间交流 (图 2)。当入出境口岸选择北京 - 北京时 , 客流则

主要在北京 、桂林 、黄山;北京 、 西安 、 桂林;北京 、 西安 、 昆明;北京 、 昆明 、 桂林;

北京 、成都 、黄山之间形成交互流动 (图 3)。

4　结果分析

4. 1　从航空运输联系看旅游流的空间聚集与扩散

　　据统计 , 台胞大陆旅游选择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航空运输 , 选择的旅游城市节点也是我

国航空运输主要枢纽 。据周一星等研究 , 大陆航空运输主要表现出以下空间结构特征:航

空网络与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 。一般说 , 城市规模越大 , 城市的航

空客运量就越多 。其次 , 航空网络连接强度 、 紧密度存在空间分离与省区差异 (图 4),

连接强度前 10位航线基本上以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 , 中部

没有城市 , 西部城市主要是西安 、 成都 、昆明 、 西双版纳;而连接紧密度高的航线主要集

中在西部 , 最高的 20条航线分别以乌鲁木齐 、 昆明 、 成都 、 西安 、 北京 、 呼和浩特为交

叉点向外发散。目前 , 大陆航空网络连接强度与连接紧密度已在西安 、成都 、 昆明等城市

结合处结合起来;在新疆 、 云南等西部广阔地域还没有高连接强度的航线与全国航空主干

网络相连接 , 而东部地带众多的航空结点也未能在纷繁复杂的对外航线联系中确定高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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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主要联系方向[ 21] 。可见 , 大陆航空连接紧密度与连接强度形式上并没有构成实质上

主干与支流的互补 , 这种东西部航空网络连接状况的空间差异特征 , 加上台胞偏爱的大陆

山水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 、 西南部和长江中下游一带 , 即旅游资源区位的共同影响

下 , 必然形成以广州 -广州为入出境口岸的大陆旅游流交互最强的空间格局。大陆航空运

图 1　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体系 (广州- 广州为入出境口岸 , 停留时间为 9 天)

F ig. 1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ourist flow of Taiwanese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taking Guang zhou a s their entry and exit po rts , 9 day s for traveling)

图 2　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体系 (上海- 上海为入出境口岸 , 停留时间为 9 天)

Fig. 2　The spatial str ucture of tourist flow of Taiwanese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taking Shanghai as their entry and exit po r ts , 9 day s fo r trav 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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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体系 (北京- 北京为入出境口岸 , 停留时间为 9 天)

Fig. 3　The spatial str ucture of tourist flow of Taiwanese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taking Beijing a s their entry and exit po rts , 9 day s for traveling)

(注:图 1 ～ 图 3 中城市等级为 2004年各城市接待台胞数的等级)

图 4　中国城市间航空连接强度与连接紧密度最高的航线 (据文献 [ 21] , 图略有修改)

F ig. 4　The airlines with highest intensity and tightne ss airline netwo rk linkage among Chinese cities

(注:航空网络连接强度反映网络节点间连接紧密性 , 以城市间每周航班总数表示;航空网络紧密度反

映不同区域客流交流强弱的指标 , 其公式为 H ij=Oi j×(O i+O j) /(Oi×Oj), H i j表示区域 i与区域 j之间

旅客联系的紧密程度 , O ij表示从 i到 j的客流量 , O i和 Oj分别表示 i和 j客流总量。)



410　　 地　　理　　研　　究 26 卷

输联系已对台胞大陆旅游空间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未来大陆航空运输空间联系的动态变化

必将影响到台胞入境旅游流空间场效应的变化。

4. 2　从旅游需求引导看旅游流空间分配的多向性与普遍性

　　对于入境旅游者 , 其出游除了受到旅游需求 、动机 、 偏爱等内在因素影响外 , 旅行社

宣传促销及服务 , 对其旅游空间行为选择决策与实施有着重要作用 。根据 2004 年台湾交

通部观光局公布的台胞出岛旅游消费及动向调查 , 有 30. 6%的台胞采用参加团体旅游方

式 , 而委托旅行社部分代办者也有增加趋势 , 占 84. 3%, 而完全自行安排旅游者仅占

15. 7%, 可见 , 旅行社在台胞出岛旅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笔者自 2005

年 11月至 2006年 2月 , 对台湾地区 6家旅行社网上提供的大陆旅游信息进行跟踪调查发

现(表 2):大陆有 14个省市区常被岛内旅行社已成团的旅游产品中所提及(图 5);岛内旅

游社推介大陆旅游线路主要以游览 1个或 2个大陆旅游城市为主;备受台胞欢迎的大陆旅

游产品有:江南美食及古镇 、北京帝王之都 、云南风情 、黄果树瀑布 、桂林山水等 。
表 2　台湾地区旅行社推介大陆旅游的主要线路

Tab. 2　Main routes of Taiwanese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by the Taiwan traveling agencies promoting

旅游线路主题 天数 旅行行程

江南风光 7

台北 - 香港 -南京(长江大桥 、明孝陵神道 、四方碑 、中山陵) -扬州(瘦西湖 、运河公园) -无

锡(三国城战船、游太湖 、锡惠公园 、寄畅园 、夜游八百伴) -苏州(寒山寺 、盘门 、狮子林 、观前

街)- 乌镇水乡 -杭州(灵隐寺 、西湖环线 、夜游明清河坊一条街 、船游西湖 、龙井问茶) - 上

海(船游黄浦江、夜游外滩 、玉佛寺 、襄阳市场 、新天地) -香港 -台北

九寨沟. 乐山.

黄龙溪古镇
8

台北 - 香港 -成都(熊猫基地) -德阳(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艺术墙) -绵阳(子云亭) - 江油

(太白公园)-九寨沟风景区 -黄龙 -松潘古城门 - 茂县(迭溪海子 、桃坪羌寨)- 都江堰 -

乐山 - 成都 -香港 -台北

东北长白山

极地品味游
10

台北 - 香港 -北京 -哈尔滨 -牡丹江(镜泊湖) -长白山 -敦化 - 吉林 - 长春 -沈阳 - 旅顺

- 大连 - 香港 -台北

桂林山水 5
台北 - 澳门 - 桂林(七星公园 、穿山岩、银子岩 、荔蒲丰鱼岩 、钻石水道 、山水实景 、印象刘三

姐秀)- 阳朔 -桂林(伏波山 、威尼斯水系 、两江四湖 、尧山 、靖江王陵、象鼻山) -澳门 -台北

云南风情 8

台北 - 香港 -昆明(金马碧鸡坊 、圆通寺 、花鸟市场 、西山龙门) - 九乡 -石林 - 七彩云南 -

昆明 - 大理(古城 、苍山 、洱海游船 、喜洲民居 、崇圣寺三塔) - 丽江(四方街 、篝火晚会 、云杉

坪缆车 、白水河、白沙壁画 、玉峰寺 、东巴古乐 、黑龙潭 、东巴博物馆)-昆明 -香港 -台北

粤北秘境 8

台北 - 澳门 -珠海(梅溪牌坊 、陈家祠 、西关大屋 、夜游珠江)-广州(洪秀全故居) - 清远(飞

来峡风景区 、六甲金龙洞 、慧光斜塔 、湟川小三峡 、三排瑶寨篝火晚会、大口岩溶洞 、英西峰林

走廊 、彭家祠)-广州(宝墨园 、莲花山风景区) -中山(夜游孙文西街) - 珠海(海女石像 、石

景山公园 、圆明新园歌舞秀) -澳门 -台北

贵州苗族风情 8

高雄 - 香港 -深圳 -贵阳 -安顺(黄果树瀑布 、螺丝滩瀑布 、布依石头寨 、天星桥 、天星湖 、天

星洞 、银链坠瀑布 、水上石林) -兴义(花江大峡谷 、婚俗博物馆 、马岭河峡谷风景区、万峰林 、

万峰湖 、阳光盆景园) -安顺(龙宫 、漩塘景区 、观音洞 、阳明祠 、天龙屯堡 、五龙寺 、天台山 、歌

舞秀)- 贵阳(红枫湖 、苗寨歌舞秀 、甲秀楼 、夜游小吃一条街 、娱乐一条街) -香港 -台北

海南风情 6
高雄 - 香港 -海口(美视高尔夫球场) -琼海(博鳌亚洲论坛 BFA) - 三亚(亚龙湾高尔夫球

会 、红峡谷高尔夫球会) -香港 -高雄

香港豪华游轮

迪斯尼乐园
3

高雄 - 香港(迪斯尼乐园 、黄大仙庙 、珠宝中心 、星光大道 、美利楼 、海事博物馆 、赛马博物馆)

- 高雄

欢乐珠海 、

深圳主题乐园
5

高雄 - 澳门 -珠海 -深圳 (明斯克航空母舰 、世界之窗 、小人国 、民俗村)- 珠海 (亚马孙部

落 、海女石像 、石景山公园 、莲花路步行街) -澳门 - 高雄

　资料来源:2005年 11月至 2006年 2月台湾地区顶尖旅行社 、双六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国旅行社 、康福旅行社、国际通

旅行社以及社永嘉旅行社等 6家旅行社网上推介大陆旅游的主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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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台湾地区旅行社推介大陆省市区的次数

Fig. 5　T imes o f the M ainland’ s pr ovinces (or cities)

by the Taiw an trav eling agencies pr omo ting

　　为了了解旅行社对大陆旅游

流的引导作用 , 本文首先以这 14

个省市区 (岛内旅行社常推介)

作为接待目的地 , 假设在已成团

的旅游产品中 , 平均每团以 25

人次计算 ,具体折算出这 14 个省

市区的接待数(表3)。

　　其次 , 利用 Spearman 秩相

关系数 , 将以上折算的接待数与

这 14省市区自 1997 ～ 2005年实

际接待入境台胞旅游人数[ 19] 进行

相关分析 。从 Spearman 相关分

析成果 (表 4) 可看出 , 由旅行社推介出团到大陆这 14省市区接待台胞数与 1997 ～ 2005

年这 14省市区实际接待入境台胞数的Spea rman相关系数处于 0. 59到 0. 73之间 , 二者之

间存在着中度相关性。虽然旅行社调查数据 (所调查旅行社主要以散客为主 , 商务客较

少 , 这与大陆实际接待客源类型以团队为主 、商务客增多有差异) 的有限性 , 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二组数据的相关性 , 但由此 , 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台胞在入境旅游空间选择及其

决策过程中 , 旅行社作用是显著的 。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场格局与岛内旅行社大陆旅游线

路营销策略有直接关系。今后应加强两岸旅游企业合作与交流 , 积极引导旅游需求 , 从而

使台胞旅游流空间分配更具有多向性与普遍性。
表 3　大陆各省市接待岛内旅行社成团旅游的人次

Tab. 3　Person-time of tourists received by the Mainland’ s provinces

in the package tour of Taiwan traveling agencies

安徽 北京 广东 广西 贵州 黑龙江 吉林

750 4550 1225 2075 2850 725 725

江苏 辽宁 上海 四川 天津 云南 浙江

4775 725 5050 900 1900 2900 5300

表 4　Spearman相关分析成果

Tab. 4　The result of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pearm an's

Cor relation Coeff icient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旅行社推介 0. 625* 0. 726** 0. 611* 0. 514 0. 585* 0. 594* 0. 660* 0. 664** 0. 660*

S ig0.(2-tailed) 0. 017 0. 003 0. 020 0. 060 0. 028 0. 025 0. 010 0. 010 0. 010

　注:*P≤0. 1 , **P≤0. 05

5　结论与展望

　　目前两岸非直航旅游的高成本 , 是台胞大陆旅游市场发展受限制的重要因素。本文通

过分析台胞对大陆入出境口岸选择 , 模拟台胞大陆旅游流对城市目的地旅游场空间效应变

化。认为其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到旅游资源区位供给 (台胞偏爱的山水

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 、 西南部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旅游者市场需求 (如产品偏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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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时间限制)、旅游交通 (航空网络连接强度和紧密度)、旅游社营销等共同影响 , 这是

造成以广州 -广州为出入境口岸的台胞旅游流空间场覆盖范围得以扩大的主要原因。今

后 , 为实现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系统更为有序性 、多样性 、持续性发展 , 就要发挥大陆东

部直航口岸 (如广州 、上海 、 北京) 关键节点的作用;要全面构建合理的轴辐式航空网络

结构 , 以进一步提高东西部航空连接度和网络通达性;此外 , 要不断加强与岛内旅游社的

协作与沟通 , 以积极引导旅游市场需求 。

　　本文打破以往因缺乏城市间台胞抽样资料所造成无法研究的限制局面 , 基于递推思

想 , 利用网络分析原理的数据库分析技术 , 以获得研究所需的基础数据。研究证明 , 分析

方法较为可行 , 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客观性。今后 , 在不断完善对台胞大陆旅游 (特别是市

场抽样调查) 数据统计的基础上 , 运用此分析技术所得的研究成果将更具客观性与科学

性。随着两岸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 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场效应日趋复杂 , 结合多种研

究方法深入探讨旅游流空间场效应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在分析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场变化

原因 , 除了强调受到旅游流主观能动性 (可支配时间)、 中介条件 (交通中介 、 旅行社市

场营销) 等影响外 , 忽略了旅游目的地一些属性因素 (如经济 、政治社会结构 、地缘关系

等) 的影响 , 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旅游流空间效应的定量化研究 , 有待进一步探索与

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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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field effects of tourist flow of

Taiwanese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airports

LIN Lan1 , KANG Zhi-lin2 , GAN M eng-yu1 , YE Jin-yu1

(1. School of Geogr aphical Sciences , Fujian No rmal Univer sity , Fuzhou 350007 , China;

2. School of Ma 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s , Fujian Normal Unive rsity , Fuzhou 350007 , China)

Abstract:To put up wi th the lack of flow and current direct ion data among tourism destina-

tions , which are impo rtant for research ,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dif fe rent spatial field

ef fects o f tourist f low o f Taiw anese visi ting M ainland China due to the choice o f dif ferent

po rts , by taking the database techniqu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netw o rk analysis. I t w as

found that the tourist f low relat ion among tourists taking Guang zhou-G uangzhou and

S hanghai-Shanghai respectively as their ent ry and exit ports is comparatively be tter devel-

oped;then comes Beijing-Beijing , Shanghai-Guangzhou. However , the spatial f ield devel-

opment o f tourist flow among tourists taking Bei jing-Shanghai(or Shanghai-Beijing) and

Beijing-Guangzhou(o r G uangzhou-Beijing) respectively as their ent ry and exi t po rts is

much w eaker. Such a pat tern of spatial field effect should be at t ributed to the combined

impacts of factors like regional supply of tourist resources , the tourist market demand

(such as prefe rence fo r products and limi ted time for t raveling), t ranspo rt media fo r t rave-

ling (intensity and tightness of airline netw ork linkage) and marke ting o f t ravel agencies.

The result o f such a research could pro vide reference fo r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of Taiw anese visi ting Mainland China.

　　This paper only analyzes some factor s such as the subject ive initiat ive o f tourist flow

(the disposable t ime for t raveling), the intermediary condition (t ranspor tation intermedi-

a ry , marke ting o f t ravel ag encies) and so on , which make the spatial ef fect o f tourist flow

of Taiw anese visi ting M ainland China based on ai rpo rts change. But the paper neg lects the

inf luence o f some at tribute facto rs o f tourism dest inat ion , for example economic , po li tical

and social st ructures , geopo li tical relat ions and so on , which decides the intensi ty and

range of the tourist flow's spatial effect to a certain ex tent. How to bring the se facto rs into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tourist f low's spa tial ef fects is st ill await ing to be furthe r

e xplored and make breakthroughs.

Key words:tourist f low of Taiw anese visit ing Mainland China;spatial field ef fect;air-

ports;the database analysis techni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