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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民宿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孙　 轲，李世泰，卢守印

（鲁东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要：民宿作为一种旅游新业态，在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中起着重要作用。 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缓冲

区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烟台市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并探测

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 在时间分布特征上，烟台市民宿数量总体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各地区民宿数量

差距不断增大，均衡性水平下降；民宿发展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阶段；（２） 在空间分布特征上，从整体上

看民宿发展极不均衡，形成中部高－两侧低、北部多－南部少的空间格局；从空间动态变化上呈现从东向西递

增、从北向南递减的趋势；（３） 烟台市民宿时空演变受自然环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交通以及旅游资源

等因素的影响较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就烟台市民宿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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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

旅游模式愈发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背包游、跟团

游、自驾游等体验感较强的旅游方式逐渐兴起，民
宿产业快速发展。 尤其在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

兴背景下，民宿依托当地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以

及特色农事活动等，成为地域文化体验不可或缺

的重要产品与载体［１］。
民宿起源于欧美地区，以英国 Ｂ＆Ｂ 为典型代

表，在日本、中国台湾的发展相对成熟。 由于世界

各地存在文化差异，尚未对民宿的定义达成共识。
Ｃｌａｒｋｅ 认为，民宿是能够体验旅游环境的住宿产

品［２］。 Ｓａｌｌｅｈ 等［３］ 认为，民宿是经营者为游客提

供的居住场所，通过创造新的旅游产品，让游客体

验当地乡村居民的生活乐趣。 在国内，２００１ 年台

湾《民宿管理办法》认为，民宿即利用住宅空闲房

间，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及农林渔

牧生产活动，为旅客提供生活住所［４］。 在 ２０２１ 年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修改并颁布的《旅游民宿基本

要求与评价》中提出，民宿即利用当地闲置房屋，
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环

境、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目前国外对于民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宿开

发与经营管理［５—６］、市场开拓与消费需求［７］、游客

动机与满意度［８］、民宿发展影响因素［９］ 等方面。
国内民宿发展起步较晚，现有成果多围绕民宿概

念与分类［１０］、民宿开发与设计［１１］、游客情感反馈

与评价［１２］等方面。 当前民宿业发展迅猛，多与乡

村振兴、共享经济、互联网等热点紧密结合，民宿

集聚、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等研究逐渐成为

热点。 龙飞等［１３］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究民宿的

空间分布格局，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民宿

分布的因素；沈士琨等［１４］以江浙东部地区发展水

平较高的苏南、浙北地区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区域

之间的民宿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差异；胡小

芳等［１５］基于杭州、湖州、恩施三个地区，研究不同

区域民宿空间集聚模式及发展进程。
综上所述，民宿空间分布研究所涉及的区域

较为广泛，多以省份、地市或某一集聚区为研究对

象和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民宿业发展现状，而从时

间动态的角度分析民宿时空格局演变的研究则相

对不足，特别是对于烟台市民宿高质量发展的研

究仍属空白。 基于此，本文从地理学视角分析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烟台市民宿的空间分布及在时间

维度上的变化特征，并探测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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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借鉴和指导。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烟台市是山东省 １６ 个地级市之一，辖区总面

积１３ ８６４．５ｋｍ２，包括芝罘、莱山、福山、栖霞、蓬
莱、龙口等 １１ 个县（市、区）（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国务院

批复撤销蓬莱市、长岛县，设立烟台市蓬莱区，以
原蓬莱市、长岛县的行政区域为蓬莱区的行政区

域）。 作为我国北方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２０１９
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８ ６８９．４５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１ １４８．５亿元，旅游业发展成绩斐然，其
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发轫于烟台长岛县（现变更为

蓬莱区）的渔家乐更是开辟了山东省民宿业的先

河。 二十多年来，烟台市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

件和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促进了民宿产业

不断升级和快速发展。 目前，全市已发展渔、农、
林家乐共计 ２３００ 多户，其中星级好客人家 ８１１
家，居全省首位，五星级共 １９ 家，居全省第二位，
成为山东省民宿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之一。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标准差及变异系数

标准差是衡量一组地理数据与平均值的离散

程度［１６］，其表达式为：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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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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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表示标准差，Ｘｉｔ 表示第 ｉ个县（市、区） 第 ｔ年
民宿数量，�Ｘｔ 表示第 ｔ年烟台市民宿数量平均值，ｋ表
示区县总数。

变异系数是地理数据的相对变化程度［１６］，其
表达式为：

Ｖ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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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式中： Ｖ 表示变异系数。
１．２．２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是衡量某地理要素的集中分布

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１７］，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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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ｘｉ 表示第 ｉ个区县内的民宿数量，Ｔ表示民宿

总数。 Ｇ 取值范围为［０，１００］；当 Ｇ 越接近 １００，说
明地理分布越集中；当 Ｇ 越接近 ０， 说明地理分布

越分散。
１．２．３　 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是用来反映研究对象在不同区域

内的分布均衡程度［１８］，其表达式为：

Ｓ ＝
∑

ｋ

ｉ ＝ １
Ｙｉ － ５０（Ｔ ＋ １）

１００Ｔ － ５０（Ｔ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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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Ｙｉ 为烟台市各市（区县） 民宿数量在全市所

占比重按从大到小排序后第 ｉ 位的累计百分比；
不平衡指数Ｓ取值范围是 ［０，１］，当Ｓ值越接近于

１， 表明空间分布越不均衡。
１．２．４　 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分析是探索某一地理实体对其周围地

物影响［１９］，确定不同地理要素空间临近性或接近

程度的空间分析方法。 表达式为：

ＰＤ，Ｈ ＝ １ － １
Ｔ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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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Ｄ，Ｈ 为决定性因子 Ｄ 对民宿空间密度 Ｈ 的

解释力；σ２
Ｈ 为方差；ＴＤ，ｉ 和 σ２

Ｄ，ｉ 分别为第 ｉ 类因子

Ｄ 的样本量和方差；Ｌ 为第 ｉ 类因子 Ｄ 的分类

个数。
１．２．５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最早由王劲峰等［２０—２１］提出，比较

各类影响指标在不同分区上的总方差与该指标在

整个研究区域内的总方差，进而探测变化空间是

否一致。 计算公式为：

ＱＡ，Ｂ ＝ １ － １
ｎσ２

Ｂ
∑
ｍ

ｉ ＝ １
ｎＡ，ｉσ２

ＢＡ，ｉ
， （６）

式中： Ａ表示选取的分异因子；Ｂ表示因变量；ＱＡ，Ｂ

表示分异因子 Ａ 对因变量 Ｂ 的解释力；ｎ 和 σ２
Ｂ 表

示样本总量和总方差；ｍ表示 ｉ类分异因子的分类

数量；ｎＡ，ｉ 和 σ２
ＢＡ，ｉ

表示 ｉ类分异因子的样本量和方

差；ＱＡ，Ｂ 取值范围［０，１］，值越接近 １ 表示分异因

子 Ａ 对因变量 Ｂ 的解释力越强。
１．２．６　 指标体系构建及说明

民宿的空间格局受到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经
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国家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共

同作用［２２—２３］。 结合烟台市民宿发展现状，从 ６ 个

维度选取 １６ 个指标构建烟台市民宿发展影响因

素指标体系（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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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烟台市民宿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维度 指标（变量） 指标性质

自然环境

森林覆盖率（Ｘ１）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Ｘ２）
重点河流水质类别（Ｘ３）

森林覆盖率高，空气清
新，水质优，有利于民
宿发展

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Ｘ４）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Ｘ５）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Ｘ６）

地区生产总值越高，第
三产业生产总值越大，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人口规模
人口数量（Ｘ７）
人口密度（Ｘ８）

人口越多，密度越大，
消费活力越强

区位交通
公路里程（Ｘ９）
公路里程密度（Ｘ１０）

交通体系完备，通达性
好，可达性高

旅游资源

Ａ 级景区数量（Ｘ１１）
Ａ 级景区密度（Ｘ１２）
传统村落数量（Ｘ１３）
特色村数量（Ｘ１４）

旅游资源禀赋越高，发
展潜力越大

旅游发
展水平

单位面积旅游收入（Ｘ１５）
旅游总收入（Ｘ１６）

旅游发展水平影响旅
游业的整体实力

１．３　 数据来源

山东省对于民宿等级的认定是以星级农家乐

为主，故本文根据山东省旅游局公布的“山东省

好客人家星级农家乐名单”和烟台市文化与旅游

局公布的烟台市旅游发展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
以烟台市范围内的民宿为研究对象，选取了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２０ 年二星级至五星级农家乐作为

研究样本，并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获取烟

台市行政边界图，借助百度地图 ＡＰＩ 拾取坐标系

统获取地理坐标，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绘制民宿的空

间分布图。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中所涉及的森林覆

盖率、空气质量、重点河流水质数据来源于烟台市

生态环境局公布的报告；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及密度、公路通车情况及旅游

收入等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２１ 年烟台市统计年

鉴》、各地区《２０２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Ａ 级景区数量主要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山东省 Ａ
级旅游景区名单，传统村落数量主要来源于山东

省第一至五批传统村落名单，特色村数量主要来

源于 ２０２０ 年烟台市旅游发展报告。

２　 烟台市民宿的时空演变特征

２．１　 民宿的时间分布特征

１） 烟台市民宿数量总体上呈现快速增长的

态势，但区域差异日益显著。

首先从表 １ 可以看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烟台市

民宿数量总体上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仅星级民

宿就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５ 家猛增长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５６
家，２０２０ 年更是快速增长到 ８１１ 家。 这种特征的

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大力扶持民宿产业发展，
提出民宿发展合法化、鼓励居民出租闲置房屋等

政策，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
游客对旅游住宿的需求日益增加。 其次结合烟台

市民宿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图 １）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标 准 差 数 值 由 ５. １５５ 上 升 至

１４３. １４３，变异系数数值由 １. ７１８ 上升至 ２. ６４８，各
县（市、区）民宿数量差距逐渐扩大。 这是由于烟

台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交通、旅游资源

等方面差异大，在民宿发展初期优先集聚在综合

实力较强的区域，但也加剧了各地区民宿数量差

异，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

图 １　 烟台市民宿数量的区域差异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２） 烟台民宿业发展呈现出由数量扩张阶段

转向质量提升发展阶段。
烟台市民宿业近十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整体发

展迅速，但从质量发展的比较上可以看出增长的

民宿主要集中在三星和四星级，其占比达到

９７％；而二星级民宿几乎没有变化，其发展速度落

后于五星级，五星级民宿由最初的四家已发展至

十余家（表 ２）。 由此可以得出烟台市民宿业经过

多年的发展已由数量扩张阶段转向质量提升阶

段。 上述特征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近些年烟台市

实施精品民宿提升工程产生的成效，另一方面

２０１９ 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使部分缺乏经

济支撑、发展质量差的民宿被迫停业、倒闭，从而

形成民宿业“优胜劣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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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烟台市星级民宿数量及占比情况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ｒ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年份
二星级

数量 占比 ／ ％
三星级

数量 占比 ／ ％
四星级

数量 占比 ／ ％
五星级

数量 占比 ／ ％
总数

２０１１ 年 ５ １１ ２３ ５１ １３ ２９ ４ ９ ４５

２０１６ 年 ０ ０ ６２ ４０ ９２ ５９ ２ １ １５６

２０２０ 年 ９ １ ４４０ ５４ ３５０ ４３ １２ ２ ８１１

２．２　 民宿的空间分布特征

１） 民宿的空间分布集中程度

为了更准确反应烟台市民宿集中分布程度，
引入平均地理集中指数，用 �Ｇ表示，当地理集中指

数 Ｇ ＞ �Ｇ时，说明烟台市民宿分布集中，反之则分

散。 通过计算，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烟台市

民宿的地理集中指数分别为 Ｇ２０１１ ＝ ５１. ７８、Ｇ２０１６ ＝
７０. ３８和 Ｇ２０２０ ＝ ７０. ９１， 平均地理集中指数远小于

对应年份的地理集中指数（表 ３）。 总体来看，烟
台市民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趋势，特别是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表现出强集聚发展，从 ２０１６ 年以

后集聚程度相对保持稳定。
　 　 ２） 民宿的空间分布均衡程度

根据不平衡指数公式得出 Ｓ２０１１ ＝ ０. ７５，Ｓ２０１６

＝ ０. ６３，Ｓ２０２０ ＝ ０. ９２，表明烟台市民宿空间分布极

不均衡。 按民宿数量从多到少将各县（市、区）依

次排序，并计算民宿累计比重和均匀分布累计比

重，将县（市、区）作为横坐标，累计比重作为纵坐

标，绘制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洛伦兹曲线

图（图 ２）。 从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非均匀

分布曲线逐渐偏离均匀分布曲线，洛伦兹曲线上

凸显著，表明烟台市民宿分布的空间差异逐渐增

大，均衡度降低。 考虑到统计范围的历史延续性

和数据可比较性，２０２０ 年仍将蓬莱区分为长岛试

验区和蓬莱区（原蓬莱市）两部分加以统计分析。

表 ３　 烟台市民宿空间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

Ｔａｂ．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时间 Ｔ ｎ Ｇ �Ｇ
２０１１ 年 ４５ １２ ５１．７８ ２８．８７
２０１６ 年 １５６ １２ ７０．３８ ３４．６４
２０２０ 年 ８１１ １２ ７０．９１ ２８．８６

图 ２　 烟台市民宿空间分布洛伦兹曲线

Ｆｉｇ．２ Ｌｏｒｅｎｚ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３） 民宿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以县域为基本行政单位，采用自然断裂分类

法，将各地区民宿数量划分为 ５ 个等级，即低值

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高值区和高值区（图 ３），
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 从整体上看民宿发展极不均衡，集中分

布在蓬莱区，栖霞市次之，芝罘区、龙口市和海阳

市民宿业发展缓慢，从而形成中部高－两侧低、北
部多－南部少的空间格局。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民宿的

高值区集中在长岛县（现变更为蓬莱区）、蓬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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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变更为蓬莱区），两地民宿数量占比由 ４５％增

长到 ９８％，成为烟台市民宿发展的领头羊。 而芝

罘区、龙口市、海阳市星级民宿增加数量有限，成
为烟台市民宿业发展的洼地。

图 ３　 烟台市民宿空间格局演化

Ｆｉｇ．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２） 空间动态变化上呈现从东向西递增、从
北向南递减的趋势，民宿发展重心由东部地区向

北部、中部地区转移，呈现单核心向多核心、点状

向面状发展的空间分布形态。 ２０１１ 年民宿高值

区位于长岛县（现变更为蓬莱区），较高值区位于

牟平，福山区、栖霞市和莱阳市为中值区，总体上

呈现出从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的趋势。 ２０１６ 年

民宿高值区位于蓬莱市（现变更为蓬莱区），民宿

数量约占烟台民宿总量的 ４０％，成为新的民宿聚

集区；较高值区位于长岛县（现变更为蓬莱区），
总体上呈现沿海多、内陆中部次之和南部少的分

布格局。 ２０２０ 年民宿高值区位于蓬莱区，主要集

中分布在蓬莱阁景区附近，较高值区位于栖霞，呈
现以蓬长栖为中心向周围递减的态势。

３　 烟台市民宿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

３．１　 单因子探测分析

本文以烟台市县域为单位，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中的

自然断点法将连续型探测因子值划分等级，使用

地理探测器探测各要素对烟台市县域尺度民宿分

布的影响力大小。 根据影响因素指标的因子解释

力计算结果（图 ４），得到不同影响因子对于民宿

的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力不同。 根据各因素指标

影响力大小排序，并选取前七位，依次为：地区生

产总值（０. ５８７）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０. ４９７） ＞地
区人均生产总值（０. ４３０）＞Ａ 级景区密度（０. ３７７）
＞单位面积旅游收入 （ ０. ３５６） ＞公路里程密度

（０. ３３９）＞森林覆盖率（０. ２９４）。 从数据中可以看

出，烟台市民宿选址受地自然环境、区经济发展水

平、区位交通、旅游资源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

较大。

图 ４　 烟台市县域尺度上影响因素对民宿空间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１）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影响民宿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
民宿发展之初仅提供单一的住宿产品，但随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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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业发展的不断深入，民宿产品日益多样化、创新

化，逐渐融入山、水、林、岛等元素，着重考虑森林

覆盖率、空气质量、水质等自然环境因素，以便降

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提高民宿生存、发展空

间。 目前，烟台民宿业整体已由数量扩张步入质

量提升阶段，实施精品民宿提升工程，形成高质量

民宿发展体系。 烟台地理位置优越，东部濒临黄

海，北部地区岛屿众多，区域以低山丘陵为主，山
海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 ３６. ２８％。 坚持陆

海统筹、陆海联动，建设独具海岛特色的“渔家乐

·民宿”综合体，形成高质量民宿核心区；同时依

托当地生态山林水质洁净、空气清新、植被覆盖率

高，开发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休闲娱乐为主的旅

游模式，同时重点培育高质量生态木屋、山林民

宿等。
２）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条

件，是影响民宿空间分布的重要指标。 ２０２０ 年，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严重冲击下，各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而

烟台市经济弹性足、韧性强，地区生产总值稳居山

东省前三，仅次于青岛市、济南市，为旅游业发展

提供一定保障。 近年来，烟台市民宿数量飞速增

长，一方面由于烟台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宿提

供了强大经济支撑，形成了巨大消费市场；另一方

面由于民宿的高回报率吸引大量的民宿主体涌

入。 烟台市旅游业发展多依赖于自然风光，在自

然景观较多的地区自发形成民宿集聚区；而经济

发展较好的地区由于更注重城市建设和土地规模

的扩张，区域内自然景观少，缺乏对游客的吸引

力，未形成较大规模的民宿发展格局，因而导致烟

台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宿空间分布呈显著负

相关关系。
３） 区位交通

交通是旅游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也是连接客源地和目的地的桥梁。 ２０２１ 年底烟

台市公路通车总里程 １. ９８ 万 ｋｍ，其中国省干线

公路 ２４９５ ｋｍ，居全省第二。 城镇、农村拥有家用

汽车的住户数量不断攀升，多以自驾方式出游，激
发了交通干线及周边地区消费活力，从而促进了

民宿业的发展。 以 ０. ５、１、１. ５ 和 ２ ｋｍ 为带宽，对
烟台市民宿进行 ＡｒｃＧＩＳ 缓冲区邻域分析。 结果

显示，公路 ０. ５ ｋｍ 范围内分布 ３４８ 家民宿，占比

４２. ９１％；公路 ０. ５～１ ｋｍ 范围内分布 ２５０ 家民宿，

占比 ３０. ８３％；公路 １～２ ｋｍ 范围内分布 ２０９ 家民

宿，占比 ２５. ７７％；极少民宿分布在 ２ ｋｍ 范围外。
总体来看，烟台市民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交通

干线为中心的距离衰减规律，位于蓬莱市（现变

更为蓬莱区）、长岛县（现变更为蓬莱区）的民宿

沿交通干线分布最为典型。 其中，蓬莱市（现变

更为蓬莱区）民宿在公路 ０. ５ ｋｍ 范围内的占比

高达 ５５％；长岛县（现变更为蓬莱区）的民宿分布

在公路 ０. ５ ｋｍ 范围内的占比高达 ３５％。
４） 旅游资源及旅游发展水平

旅游资源禀赋及旅游发展水平决定一个地区

旅游发展的潜力。 目前，烟台市共有 Ａ 级景区 ７５
家，３Ａ 级及以上景区 ７０ 家，高等级旅游景区主要

分布在蓬莱区、海阳市等地区；国家级传统村落

２５ 家，省级 ８７ 家，主要分布在招远市、栖霞市等

地区。 烟台市优质旅游资源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

梯度性递减，空间分布不均衡，由此形成了北部多

－南部少的民宿发展格局。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对 Ａ
级景区进行缓冲区分析（图 ５），以 １、２. ５ 和 ５ ｋｍ
为带宽。 结果显示，景区 １ ｋｍ 范围内分布 ３５１ 家

民宿，占比 ４３. ２８％；１～２. ５ ｋｍ 范围内分布 １９５ 家

民宿，占比 ２４. ０４％；５ ｋｍ 缓冲区范围内聚集了

６４８ 家民宿，占比高达 ８０％。 用相同方法对国家

级、省级传统村落进行缓冲区分析，５ ｋｍ 缓冲区

范围内仅集聚了 ３ 家民宿，占比不足 １％。 这充分

反映了烟台市民宿的空间分布对 Ａ 级景区具有

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景区等级越高辐射效应越强，
如民宿大量集聚于蓬莱阁（三仙山·八仙过海）
旅游区、长岛旅游景区附近。

图 ５　 烟台市旅游景区与民宿缓冲区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ｔａｉ 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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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交互作用探测分析

如表 ４ 所示（仅列举交互作用后解释力排序

前十的结果），所有维度下的因素交互作用影响

力均大于单因素作用影响力，交互作用分非线性

增强型和双因子增强型两种类型，表明各因子与

民宿数量之间不存在相互独立因素。 在民宿空间

分布影响因素中，自然环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区位交通与旅游资源因素交互起作用时，大多表

现为非线性增强，因此，需要重视彼此之间的耦合

关系对民宿数量提升的促进作用。 其中，地区生

产总值与公路里程密度、Ａ 级景区密度交互作用

于民宿数量时，均产生双因子增强效应，说明经济

因素对区域内民宿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表 ４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Ｔａｂ．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交互因子 作用值 类型

森林覆盖率∩Ａ 级景区数量 ０．９６９ ＮＥ
地区生产总值∩公路里程密度 ０．９２８ ＢＥ
地区生产总值∩Ａ 级景区数量 ０．９６９ ＮＥ
地区生产总值∩Ａ 级景区密度 ０．９６９ ＢＥ
地区生产总值∩传统村落数量 ０．９６９ ＮＥ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公路里程 ０．９３９ ＮＥ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传统村落数量 ０．９２８ ＮＥ
人口密度∩Ａ 级景区密度 ０．８７７ ＮＥ
公路里程∩Ａ 级景区数量 ０．８７７ ＮＥ

传统村落数量∩特色村数量 ０．９２８ ＮＥ
　 　 注：“Ｎ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代表非线性增强型，“ ＢＥ
（ｂｉ－ｆａｃｔ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代表双因子增强型。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本文以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跨度，
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缓冲区分析和地理探测器

方法，分析民宿时空演变特征并探测其影响因素。
得出如下结论：

１） 在时间分布特征上，烟台市民宿总体上呈

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各地区民宿数量差距不断增

大，均衡性水平下降；民宿业发展由数量扩张阶段

转向质量提升发展阶段，降低二星级民宿所占比

重，重点开发五星级民宿，培育高水平精品民宿。
２） 在空间分布特征上，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均

衡，民宿集中分布在长岛县（现变更为蓬莱区）、
蓬莱市（现变更为蓬莱区），栖霞市次之，芝罘区、

龙口市和海阳市民宿业发展较为薄弱，形成中部

高－两侧低、北部多－南部少的空间格局；空间动

态变化上呈现从东向西递增、从北向南递减的趋

势，民宿发展重心由东部地区向北部、中部地区转

移，呈现单核心向多核心、点状向面状发展的空间

分布形态。
３） 自然环境质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

通达程度、旅游资源及发展水平是影响民宿空间

分布的重要因素。 民宿聚集在空气清新、山清水

秀等环境优美的地区；地区经济发达，充足的客源

及高消费群体有利于激发民宿业发展的潜力；民
宿依托交通干线分布，呈现以交通干线为中心的

距离衰减规律；民宿具有较强的景区依赖性，集中

分布在高等级景区附近。 任一组双因子交互影响

程度均大于单因子，自然、经济、交通、旅游因素间

的因子交互作用增强了对民宿空间分布的解

释力。

４．２　 建议

烟台市民宿的地域差异及空间分布的不均衡

性主要是受自然环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交

通及旅游资源因素影响。 据此并结合民宿发展趋

势提出如下建议：
１）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

民宿体系。 根据烟台市民宿发展优势和实际情

况，结合市场需求，规划设计有机联系、一体化的

民宿体系，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一核一环一廊”
的烟台民宿空间发展格局。 其中的一核指长岛、
蓬莱仙境海岸民宿核心区；一环指环市区的城郊

民宿游憩带；一廊指民宿旅游发展走廊，包括西部

的招远市、龙口市、莱州市，借助国家级、省级传统

村落和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依托型

民宿；东部的牟平区和海阳市，借助山地、河流和

滨海等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发展山海环境依托型

民宿；中部的蓬莱市南部、栖霞市和莱阳市，借助

葡萄、苹果和莱阳梨的地理标志产品和田园风光

发展仙美烟台田园依托型民宿。
２） 持续完善乡村旅游交通网络，提升城乡间

交通可达性。 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对民宿的支撑作

用，重点加强进入乡村和景区“最后一公里”的建

设，为游客提供安全、高效的交通服务。 全面统筹

乡村旅游产业空间布局，以路为引领，连接区域内

乡村旅游点，形成不同主题的旅游线路，实现区域

内乡村旅游的协调融通，提升空间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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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积极创建高级旅游示范区，推动景区高质

量发展。 景区是民宿发展的重要依托，没有优质

景区作为支撑条件，就没有民宿的高质量发展。
烟台应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国家

５Ａ 级旅游景区”，加大现有景区的提档升级，建
立具有烟台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从而不断推

动民宿新业态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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