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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ＦＬＰ理论的城市旅游集散中心与旅游景区空间整合研究
＊

———以石家庄市为例

陆相林，马育倩，高树芳，赵　宁，周德胜
（石家庄学院 经济管理系，石家庄０５００３５）

摘要：当前，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功能正由原来的散客空间组织向综合公共服务平台转变。城市旅游 集 散 中 心 的 综 合 公 共

服务平台功能的发挥需要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的相关研究。笔者立足于解 决 城 市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与

旅游景区空间整合问题，基于设施选址理论，以创造城市游客总体满意程度最大为目标，构建了考 虑 交 通 方 式、景 区 质 量

高低的城市旅游集散中心与旅游 景 区 空 间 整 合 模 型 ｍａｘ∑
ｉ∈Ｉ
∑
ｊ∈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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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ｒｉｇ°ｉｊｋｘｉｊｋ 。把 所 建 模 型 应 用 于 石 家 庄 市，得 出 其 合

理的需建设旅游集散中心数目应为５个，确定了其旅游集散中心与旅游景区的空间整合联系，绘出整合图，提出了如下相

关建议：１）石家庄市应在当前的２个旅游集散中心基础上增加３个；２）基于旅游集散中心与旅游景区整合的交通联系通

道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需要加强；３）平山县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应进一步加强，以保证旅游公共服务水平；４）石家庄市

政府需加大对旅游集散中心的介入程度，强化旅游集散中心公共务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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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末，全国共有各类旅游集散中心３００余个，“十二五”期末，将形成各类旅游集散中心（点）１　０００
余处［１］，未来５年内我国将重点建设旅游集散中心示范、旅游咨询中心示范等八大工程。科学规划建立由旅游

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组成的旅游集散体系，实现游客从集散中心到景区的“无障碍”交通换乘［２］，是强化城市旅游

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形象与品位，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科学问题。

１９９８年，中国首个旅游集散中心于上海成立，此后，武汉、宁波、南京等纷纷效仿。发展初期，旅游集散中心

主要是应对中国城市与区域旅游互动发展趋势，发挥为城市游客、居民向周边区域开展一日游的旅游空间组织

功能。当前，旅游集散中心功能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日益转化为一种城市旅游综合服务平台，是城市旅游公共服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城市形象和品位具有重要积极作用。国内学者对旅游集散中心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

在功能、形成的机理、运作机制、服务质量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为主［３－４］。较少见运用设施选址理论，对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研究的成果。
区域空间整合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调整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区域合作与

协调、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空间整合一词中，“空间”即地理位置、区域、距离、尺度等。“整合”即从空间

的角度组织研究资料，围绕数据库、地图、空间分析、空间模型设计研究方法［５］。区域空间整合包含两层含义：一

是区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调整，即区域空间系统有序化；二是区域与其它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６］。中国学者对

区域空间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间整合的理论内涵、影响因素、内容与目标、动力机制、整合模式及整合对策

等［７］。对于区域整合的内涵、理论体系的构架及内在逻辑关系等理论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深化［８］。空间整

合是基于发展的需要通过对各种聚落组成要素内在关联性的挖掘，以克服发展过程中相同构成要素分离，达到

空间要素间的和谐，实现功能和结构相适应。当前，旅游空间整合研究的成果较少，主要集中于旅游景区的空间

整合，吴必虎、唐子颖等［９］对国家和大区尺度两个层面对中国首批４Ａ级旅游区（点）的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李

旭、陈德广［１０］运用最近邻指数Ｒ、β指数、γ指数３种指标和基尼系数分析方法分析了郑汴一体化地区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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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结构。
设施选址问题（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简称ＦＬＰ）是“选址”（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设施选

址对医疗、消防、工商业等各方面而言，都极为重要［１１－１３］。国外设施选址研究较经典的有文献［１４－１７］，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４］

等对１９８３年以前的有关选址问题的模型进行了验证、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算法。Ｂｒａｎｄｅａｕ等［１５］对等级选址

问题进行了分类综述。Ｄｒｅｚｎｅｒ和Ｈａｍａｃｋｅｒ［１６］出版了专著，对２００２年以前的设施选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

Ｆａｒａｈａｎｉ和 Ｈｅｋｍａｔｆａｒ［１７］则对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之间的设施选址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国内方面，陆相林、
侯云先［１８］对国内外最新设施选址理论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考虑覆盖半径内需求满意差异的选址问

题。当前，设施选址研究主要集中于模型构建、算法设计与空间决策支持３个方向，主要应用于物流规划、应急

设施选址等方面［１９－２０］，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相结合的成果较少［２１］。
当前空间整合研究主要还是宏观层面的驱动机制和整合策略分析，区域空间要素等中微观层面的研究还有

待进一步深入。本文基于设施选址理论视角，解决由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组成的城市旅游集散体系科学

构建问题，并以石家庄市为例进行实证。成果将对强化中国城市旅游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形象与品位，实现城市

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

１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研究区概况

石家庄市地理位置处于１１３°３０′Ｅ～１１５°２０′Ｅ，３７°２７′Ｎ～３８°４７′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素有“南北通衢、
燕晋咽喉”之称。现辖６个区、１２个县、５个县级市和１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总面积１．５８万ｋｍ２，常住人口

９３９．５万，其中市区面积４５５．８ｋｍ２，人口２３１．３万。石家庄市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５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４１处，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４０余处，各类文物点多达１　２００余处。Ａ级

景区２７处，其中国家５Ａ级景区１处（西柏坡），４Ａ级景区２１处，３Ａ级景区３处，２Ａ级景区２处。全市有星级

饭店６６家，其中五星级饭店３家，四星级饭店２２家，三星级饭店２９家，二星级饭店１２家；旅行社２１７家，其中出

境组团社１７家，一般组团 社２００家；旅 游 汽 车 公 司１２家，中 专 以 上 涉 旅 院 校３０余 家，持 证 导 游７　２００余 人。

２００１年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荣获“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２０１１年荣

获“全国优秀生态旅游城市”和“中国最佳文化旅游城市”称号。

２００９年，石家庄市在市区和平山县（西柏坡景区所在县）成立２处旅游集散中心，主要为散客提供游览、交

通、住宿等订票服务，出游相关情况免费咨询等。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石家庄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年）
正式颁布，计划在２０年的时间内把石家庄市建设成为河北旅游的中心接待城市和集散中心，因此，研究石家庄

市旅游集散中心体系科学构建问题，强化其旅游公共平台服务功能极具必要性。

１．２基于ＦＬＰ理论的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模型

ＦＬＰ涉及两类站点，一类为需求站点，本文中具体表现为旅游景区（点）；另一类为服务站点，本文中表现为

旅游集散中心。旅游集散中心为旅游景区的游客提供集散服务，本文研究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联系的

最优化，旨在实现游客由旅游集散中心到景区旅游的总满意程度的最大化。因此，采用距离或者时间来表示城

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二者之间的空间联系紧密程度，为了简化分析且不失一般性，本文仅以距离为例

进行实证。

１．２．１假设　１）假设游客在景区（点）门口集合，本文中抽象为点状，称为需求点。旅游集散中心为服务站点，也
抽象为点状。假设游客至旅游集散中心通过交通换乘再至其它旅游景区。２）旅游集散中心与旅游景区（点）的

距离可通过调查或者计算得到。３）假设每个旅游景区（点）都与旅游集散中心通过交通路径联通。４）假设各旅

游集散中心的服务能力任何时候都能满足游客要求，也即各旅游景区（点）总是得到离其最近的旅游集散中心的

服务。５）由于旅游集散中心建设与经营存在较高的成本，故个数要有限制，设为ｐ个，以提高效率。

１．２．２符号定义　为了讨论分析的方便，进行如下的符号定义：ｉ代表旅游景区（点）；Ｉ表示旅游景区（点）的全

体；ｊ代表旅游集散中心；Ｊ表示旅游集散中心的全体；ｐ为实际可选择建立的旅游集散中心数；ａｉ 表示旅游景区

（点）ｉ的某一时间段内（可取天、月、年为单位，本文中取年为单位）的 接 待 游 客 数 量；ｄｉｊｋ为 游 客 采 取ｋ种 交 通

方式时，由旅游景区（点）ｉ至 旅 游 集 散 中 心ｊ的 矩 离；ｋ指 代 某 种 交 通 方 式，Ｋ 为 游 客 采 取 交 通 方 式 全 集，
有ｋ∈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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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模型与以往学者ＦＬＰ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以下２个参数加以考虑，分别为：ｒｉ 表示旅游景区（点）ｉ
的质量的参数；ｇ°ｉｊｋ为游客由旅游景区（点）ｉ至旅游集散中心ｊ时，采取ｋ种交通方式时所实现的旅游价值满意

程度差异的参数，本文主要考虑距离因素和交通方式的影响，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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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ｘｉｊｋ为０－１变量，游客采取ｋ种交通方式时，如果旅游景区（点）ｉ被旅游集散中心ｊ服务，则取１值，否则，取

０值；ｙｊｋ指０－１变量，游客采取ｋ种交通方式时，如果候选旅游集散中心ｊ被选择进行设施建设，则取１值，否则，
取０值。

１．２．３模型　见如下模型。其中，目标函数（１）使被服务的旅游景区（点）游客的总满意程度最大，ｇ°ｉｊｋ用来表示游

客旅游过程中，由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至 旅 游 景 区 距 离 不 同 而 引 起 的 满 意

程度的差异，取值范围为［０，１］；约束（２）使得选定的旅游集散中心ｊ
服务旅游景区（点）ｉ；约束（３）强化旅游集散中心的服务效率，保证每

一个旅游景区（点）最多只可由一个旅游集散中心提供服务，消除各旅

游集散中心间的重复服务问题；约束（４）指定被选择的设施数为ｐ；约
束（５）限制决策变量ｘｉｊｋ和ｙｊｋ为０－１整数变量。

２石家庄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

基于文章第１部分所建模型，实现石家庄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需要说明的是：１）４ｈ交

通圈以内的乘客中公路交通游客比例较大［２２］，石家庄市至其域内景区最长时间都在４ｈ以内，即本文模型中的

交通方式只考虑公路交通方式一种，因此模型中ｋ＝１；２）出于石家庄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的

公平性考虑，实证中，暂未考虑ｒｉ 值的差异性，本文中统一取值为１，即有ｒｉ＝１；３）考虑到游客集散的方便性，石
家庄市待建旅游集散中心主要在其公交始发站中选取；４）本文中旅游集散中心与旅游景区之间距离用公路交通

距离表示，数据根据“我要地图”网站的测距功能［２３］以及石家庄市交通地图（２０１１）测得，篇幅所限，具体数据略。

图１　旅游集散中心数量与旅游景区游客总满意程度关系图

２．１整合原则与旅游集散中心个数确定

如上所述，以石家庄市公共交通始发站代表模

型中的各旅游集散中心待选点。根据笔者调查，石

家庄市运输能力较强，有较大影响的首发公共客运

站点分别为：栾城县、行唐县、灵寿县、高邑县、深泽

县、赞皇县、无极县、平山县、元氏县、赵县、辛集市、
藁城市、晋 州 市、新 乐 市、鹿 泉 市、火 车 站、火 车 北

站、南焦客运 站、运 河 桥、胜 南 汽 车 站、白 佛 汽 车 站

等共２３处。因此，石家庄市旅游集散中心将依托上

述公交站点选取，个数取值在１～２３之间。
本文提出的模型属于最大 覆 盖 问 题，是 ＮＰ－难

问题［２４］。对于大型的此类问题的求解，精确算法以

及一般的商业优化软件无能为力，只能借助于启发

式或近似 算 法 来 求 得 其 近 似 解。由 于 本 文 中 旅 游

集散中心与旅游景区个数数量较少，因此可以根据相关调查数据，直接在ＰＣ机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ＸＰ环境下利用 Ｍａｔ－
ｌａｂ　７．０软件中编写０－１整数规划算法程序，运行通过，得到旅游集散中心数量与目标函数值关系图（图１）。由图

１可知，目标函数值拐点产生在旅游集散中心个数为４～６之间时，本文取其折中值，确定石家庄市旅游集散中心

个数为５个。

２．２整合结果

根据相关调查数据，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７．０软件中编写０－１整数规划算法程序，运行通过求得如下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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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石家庄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结果

旅游集散中心 所服务的旅游景区 整合半径／最远整合景区

赞皇县旅游集散中心 嶂石岩、棋盘山、赵州桥 ５１．２ｋｍ／嶂石岩

平山县旅游集散中心
西柏坡、天桂山、驼梁、东方巨龟苑、白鹿温泉、沕沕水、藤龙山、拦道

石、黑山关、西苑享水湾、五岳寨、水泉溪、秋山、紫云山石鼓寨
１００．２ｋｍ／黑山关

辛集市旅游集散中心 辛集国际皮革城 ５．６ｋｍ／辛集国际皮革城

井陉县旅游集散中心 苍岩山、抱犊寨、仙台山、清凉山 ４５．１ｋｍ／仙台山

白佛旅游集散中心 隆兴寺、天山海世界、国大御温泉渡假村、荣国府、赵云庙 １６．１ｋｍ／国大御温泉渡假村

由表１中第１列可知，考虑覆盖半径内需求满意差异准则下，石家庄市如果在２３个首发公共客运站点周边

选择建设５个旅游集散中心，选择建设的对象为赞皇县旅游集散中心、平山县旅游集散中心、辛集市旅游集散中

心、井陉县旅游集散中心、白佛旅游集散中心。
由表１的第２列可以得出，与赞皇县旅游集散中心整合的旅游景区为嶂石岩、棋盘山、赵州桥；与平山县旅

游集散中心整合的旅游景区为西柏坡、天桂山、驼梁、东方巨龟苑、白鹿温泉、沕沕水、藤龙山、拦道石、黑山关、西

苑享水湾、五岳寨、水泉溪、秋山、紫云山石鼓寨；与辛集市旅游集散中心整合的旅游景区为辛集国际皮革城；与

井陉县旅游集散中心整合的旅游景区为苍岩山、抱犊寨、仙台山、清凉山；与白佛旅游集散中心整合的旅游景区

为隆兴寺、天山海世界、国大御温泉渡假村、荣国府、赵云庙。
由表１的第３列显示石家庄市５个旅游集散中心对旅游景区的整合半径与整合半径上的旅游景区：赞皇县

旅游集散中心整合半径为５１．２ｋｍ，整合半径上的旅游景区为嶂石岩；平山县旅游集散中心 整 合 半 径 为１００．２
ｋｍ，整合半径上的旅游景区为黑山关；辛集市旅游集散中心整合半径为５．６ｋｍ，整合半径上的旅游景区为辛集

国际皮革城；井陉县旅游集散中心整合半径为４５．１ｋｍ，整合半径上的旅游景区为仙台山；白佛旅游集散中心整

合半径为１６．１ｋｍ，整合半径上的旅游景区为国大御温泉渡假村。

２．３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图

为了直观、形象地体现石家庄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结果，基于表１，结合原始数据和上述

分析，以最新的石家庄市２０１１版地图为底图，利用Ａｒｃｇｉｓ　９．３软件绘制，得到石家庄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

景区空间整合图（图２）。

图２　石家庄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图

２．４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

建议

１）建议石家庄市建立５个而 非 当 前

的２个 旅 游 集 散 中 心。石 家 庄 市 现 有 两

个旅游集 散 中 心，一 个 位 于 平 山 县，一 个

位于石 家 庄 市 市 区（距 离 白 佛 客 运 站 很

近），除 二 者 外，需 新 建３个 旅 游 集 散 中

心，分别为 赞 皇 县 旅 游 集 散 中 心、辛 集 市

旅游集散中心、井陉县旅游集散中心。

２）基于 旅 游 集 散 中 心———旅 游 景 区

整合的交 通 联 系 通 道 以 及 相 关 配 套 设 施

建设 需 要 加 强。以 旅 游 集 散 中 心———旅

游景区空 间 整 合 为 中 心，优 化、完 善 平 山

县旅游集 散 中 心、辛 集 市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井陉县旅游集散中心、白佛旅游集散中心

为中心，石家庄市Ａ级景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旅游景区空间结构。

３）平山县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应进一步加强，以保证其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由表１和图２可知，石家庄２７个

Ａ级景区中，与平山县旅游集散中心整合的景区有１４个，旅游公共服务任务较重，只有进一步加大其建设投入，
才能保证其服务水平稳中有升。

４）石家庄市政府需加大对其旅游集散中心的介入程度，强化其旅游集散中心公共务服功能。根据政府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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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程度，旅游集散中心的运作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政府引导型和市场化模式３种类型。实践表明，政府主导

型旅游集散中心运作模式是最成功的，市场化模式是最失败的。石家庄市现在的旅游集散中心运作模式就是市

场化的运作模式，运营状况并不理想，因此，石家庄市政府需要加大对旅游集散中心的介入程度，可以考虑建立

“行政＋事业＋企业”的混合式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而非当前的纯企业运作模式，使其成为石家庄市的旅游综

合服务平台和城市旅游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结论与研究展望

３．１结论

笔者立足于解决城市旅游集散体系中旅游集散中心与旅游景区空间整合问题，基于ＦＬＰ理论，以游客最大

满意程度创造为中心，构建了考虑交通方式、景区质量等级的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模型，并

以石家庄市为例实证，得出石家庄市需建设５个旅游集散中心，以实现对其２７个Ａ级景区的空间整合，绘制了

空间整合图，提出了空间整合建议。

３．２进一步拓展研究展望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本身具有等级性，可以划分为中心城区旅游集散中心、区县旅游集散分中心两个等级，进

而与旅游景区（旅游资源）形成一个内部运作的等级设施系统。因此，考虑中心城区旅游集散中心———区县旅游

集散分中心———景区（旅游资源）三级旅游集散体系的等级协同问题将是本文的新的研究方向。此外，文章只是

考虑了公路交通和旅游景区质量两种情景对游客旅游满意程度的影响，因此，可以对考虑公路、铁路等多种交通

方式下的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空间整合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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